
创界聚焦02

网络作家战“江湖”，年薪百万也“哭穷”
收入两极分化，每天更新6000字是行业底线 全国千万人竞争自定“入门”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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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网剧
相继在大小荧屏上火热上映，从前些年的《步步惊
心》、《花千骨》，再到如今风头正劲的《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欢乐颂》、《楚乔传》， 这些传说中由网络
大IP改编的影视作品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收视浪潮，
而随之发布的各种数据也将网络文学推送到了文
化行业的风口浪尖。

据2017年第十一届作家富豪榜名单显示，收入
排在前三位的传统作家是郑渊洁、 杨红樱和江南，
分别以3000万、2550万、2400万的收入占据榜单
的冠、亚、季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如此高收入对
于网络作家来说， 却仅仅只是年收入的一个零头。
2017年第十一届网络作家榜显示，唐家三少、天蚕
土豆、 我吃西红柿三位大神级作者分别以12200
万、6000万和5000万的收入傲视群雄， 风头无两。
网络作家究竟为何如此吸金？他们在生活中究竟扮
演着怎样的角色？近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几位人
气极高的网络作家，揭下这一行业的神秘面纱。

■记者 蔡旻旼

好在，随着处女作的成功，周
健良看见了自己创作生涯的曙
光，而仅仅是这第一部作品，也在
未来的日子里为他带来不菲的意
外回报。“《终生制职业》 写了一百
多万字，在当时赚了几万块钱。可
到现在为止， 由它衍生的后续收
益已经快达到200万，包括电子订
阅、出版、影视和游戏等方面。”对
比初入行时的窘迫状态， 如今的
周健良日子过得颇为悠闲轻松，
每天都在写字打拳中度过。 谈到
自己的年收入，周健良哈哈一笑：
“就百万级吧”， 随后他又补充道：
“这真不算什么，光是湖南省，年入
千万级的网络作家就好几个呢！”

和周健良迫于严峻的就业形
势从而走上职业网络作家之路不
同，李木起初是边打工边创作的。
酷爱金庸武侠小说的他， 为自己
起名磨剑少爷。 虽然未曾经过科

班培训， 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写作
的习惯。2008年， 李木购买了人
生中第一台台式电脑， 自此正式
在新浪网拉开网络创作的大幕。
“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在网上写
作是怎么回事， 也不了解签约和
上架这些概念，埋头写了一两本，
分文未赚。”李木告诉记者，直到
他有了一两部作品， 结识了一些
圈内作者后， 才知道作品要与网
站签约获得推荐后， 才能上架
VIP销售。“我的运气很好， 第一
本书卖得不错， 那时一个月就有
一两万的收入了。”

据李木介绍， 要想获得网站
签约并不容易。 有的需要先行在
网站免费更新几十万字， 再根据
读者的点击订阅来争取签约机
会， 而他当时则是将先创作三万
字的故事内容交予网站编辑，再
由编辑判断是否具有市场前景，

然后才会被纳入考虑签约的范
围。“只有与网站签约才会有大量
读者， 我那时候好像月入也过万
了。”李木告诉记者，他与网站签
约的第一套书《从特种兵到黑道
大哥》为他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
目前他月收入在十万元左右，而
这在业内却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的
水平。“有的大神都是几百上千万
一年，这真不算多！”

然而， 年入百万千万的作者
毕竟是少数。 笔名为沐樱雪的90
后网络作者在毕业工作了一段时
间后， 仍是选择专职从事网络创
作。“收入比之前上班要高， 而且
比较自由。”据介绍，她目前的月
收入在8000-10000元之间。李木
告诉记者， 其实百分之六七十的
网络作家并不赚钱， 依靠网络写
作收入能够达到工薪水平的作
者，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周健良是起点中文网的签约
作者，2004年， 刚刚面临失业生
活无着的他带着一腔愤懑， 产生
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在一个
小旧的网吧中， 他开始了网络文
学的创作生涯， 他并未意识到他
在键盘上轻巧敲下的第一个字竟
会对接下来的他的人生产生深远
影响。“2002年的时候，我迷上了
看各类小说， 看多了之后就开始
动笔写自己的作品了， 我应该算
是比较早的一批作者。”周健良为
自己起笔名为“流浪的军刀”，部
队出身的他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
的军事类题材。

起初，周健良并未意识到自
己的涂鸦之作还会为自己带来
额外的收入，他仅仅凭着一腔热
情在网吧没日没夜地码字。“大
约写了四五十万字的时候，我有

了稳定的读者群，于是就每天跟
读者互动保持良好的关系。”据
周健良回忆，他在创作第一部作
品的过程中，每个月大概能获得
1000多元的收入，而这在当时也
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我当时生
活压力非常大， 所以平时很节
省，去网吧5元钱包夜，别人打游
戏时我就在一旁写作。”所幸，那
时的周健良已经积累了一批忠
实读者，他们会自发为自己的偶
像解决力所能及的难题。“有一
位读者大哥，在了解我的情况后
就送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但那
时候，我连网线都铺不起，只能
电话线拨号上网，谁要是来电话
网立马就断了。”

回忆起那段在网吧码字的日
子， 周健良感慨世界上从来没有
白来的成功：“那时起点中文网是

唯一收费的阅读网站， 读者每看
一千字，就支付给作者两分钱。最
早的时候网站规定满两百元，作
者就可以申请网站付款。 但因为
每个作者提交时间不同， 所以当
年的负责人———现在阅文集团的
五大巨头之一， 当时是每天几趟
地亲自跑到邮局给作者打稿费，
风雨无阻。”

就这样，周健良的处女作《终
生制职业》 成为了当年军事类题
材的前三名，全榜的前十名。谈到
目前的职业， 周健良的回答显得
颇为谨慎：“虽然有些网络作家收
入比较可观， 但这一行的风险却
不小。 如果作品扑街后续点击量
不够， 那么前面写的几十万字也
就都打了水漂， 一分钱都赚不
到。”尽管风险巨大，但这一行里
的新人仍然前赴后继异常热闹。

风险先行 数十万字后获得收益

收入参差不齐两极分化

据李木介绍， 与传统文
学不同， 网络文学作品的篇
幅通常较长， 动辄便是百万
字甚至上千万字量级。“网
络作品会把故事架构做得特
别庞大，开枝散叶，收入好的
话便会丰富每一条支线，一
直写下去。” 李木告诉记者，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创作方
式，是因为一旦新开一本书，
前面就会产生很多免费字
数。“如果更新二三十万字再
上架， 那么这段时间的收入
就会锐减， 可如果就着一本
书无限写下去， 收入就很稳
定。 而且字数越多， 一旦有
机会得到推荐， 收入就会暴
涨。”

记者了解到， 为了增加
收入， 许多网络作家不得不
每天更新小说， 且更新量巨
大，日更6000字几乎已是这
个行业的底线。“以前有个
写手， 每天最多更新三千
字， 写完就出去玩。 可自从
结婚生子后， 发现不可以这
样玩票了， 现在一有时间就
码字， 日更上万不在话下。”
周健良告诉记者， 尽管更新
字数越多收入越高， 可日更
和连续更新也要依据个人能
力。据他介绍，与他同期入行
的“起点八大职业写手”如今
只剩下三个仍在活跃的，其
余的早已纷纷转行。“日更
也是体力活， 所以很多写手
都转行做编辑或者文化运营
商了。 我知道的有个大神级
的湘籍作家———血红， 他可
以做到每天一万二到一万五

的写作量，坚持了十几年，非
常厉害。”

谈到网络创作为何要保
持每日更新， 李木解释道：
“这和看电视剧一样，每天放
两集，观众等着看。网络小说
的情节一直在发展， 几天不
更新，一旦读者忘记内容，后
面追文的热情就消退了。”周
健良也肯定了这个说法，同
时他也称偶有例外：“湖南有
一个作家叫做愤怒的香蕉，
每个月就写两万字。 可他的
读者却越来越多， 收入也非
常稳定。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他属于精雕细琢的类型，一
个字没有想清楚就决不落
笔。”然而，这毕竟是少数，李
木告诉记者， 正是由于网络
创作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网
络文学往往相对粗糙。“每天
更新几千上万字， 实在没有
时间认真打磨。”

周健良告诉记者，网络作
家竞争非常激烈，甚至在业内
有个不成文的衡量标准。“随
手写了发表在网络上的都没
入门，能赚点烟钱的算是看见
大门了，能赚到生活费的算是
入门，能赚到一家三口的生活
费才算是勉强出头，能以一己
之力让一家人衣食无忧且过
得比较体面的，算是出头了。”
谈到业内激烈的竞争环境，周
健良却颇为淡定，且对此非常
理解。“网络文学这一行看上
去风平浪静，可实际上却血肉
横飞。 毕竟写手基数太大，全
国千万人在写，要写出头不容
易。”

日更数千

篇幅越长收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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