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几个月里突然多出了一两百家做网文
出海的公司。但仅仅2年不到的时间，这些公司
要么没能活下来，要么转型去做短剧。”李幸磊回
忆，2021年前后朋友圈里不少游戏行业的朋友跨
行业来做出海网文，2022年后又有不少转行做了
出海短剧。

“公司在决定做网文出海之初就订立了明确
的目标，一年之内冲进行业前十，但一年之期到
后，网文已非出海赛道最热的文化产品，即便冲进
了前十，项目还是被砍掉。”肖帆表示。而后，肖帆
本人也跟着“风口”去做短剧。

肖帆的经历并非个例，2022年开始，各家海外
网文平台都开始在短剧赛道发力。

记者梳理发现，最早出击海外网文的中文在
线旗下的枫叶互动，2022年8月上线了短剧平台
ReelShort，并一度在AppStore娱乐类别中超越
TikTok登顶。畅读科技旗下的MoboReader，曾海
外上线过并稳居海外网文APP下载量前十，依托
网文平台的成功，畅读科技又推出了MoboReels
和Lera等多款短剧APP。专攻女频的海外网文平
台Dreame，在2023年大刀阔斧砍掉了网文业务
后，直接转型为线上短剧平台。

传统IP产业链主要分为前端内容生产、中端内
容加工和终端营销传播这三个部分。前端的选择
与生产过程奠定了IP的核心价值，中端的二次加工
是对IP原创内容的创新与增值，最后环节的营销与

传播则是成熟的产品投入市场的分发与销售。
网文的产业链也与其相似。
从商业来看，网文与短剧，天然一体。对曾经

止步于终端营销传播的网文来说，又有了拓展，而
短剧如同网文的“重生”。

在李幸磊眼中，短剧可以看作网文的衍生
品。国内由网文IP改编而来的爆款短剧层出不
穷，其在海外也有不俗的成绩。中文在线旗下小
说网站的《民国复仇千金》改编成短剧《招惹》后，
在国外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早已超千万。而
ReelShort的爆款海外短剧《FatalTemptationBe-
tweenTwoAlphas》也有同名小说在海外上线。

从网文到短剧，文化企业出海一直在循着市
场选择推进。

李幸磊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分别贴上“小白”
或“老白”的标签。“小白”接触的网文短剧相对较
少，还处在兴致萌发的状态里；而“老白”则是读过
近百本网文，深谙东方奇幻文化和社会背景。李
幸磊表示：“小白到老白，只是一个过程，哪怕最开
始是从离婚带球跑入坑的小白。”

在李幸磊眼里，无论是“小白”读者还是“老
白”读者，在海外都是下沉市场的一分子，而这些
下沉的读者才是真正的大众读者。“能在商业上取
得成功，反而是文化企业出海最好的模式。”李幸
磊说。

据《中国企业家》李晓天/文

网文出海，老外也爱看“霸总”
网文出海已成为文化企业出海“三件套”之一。据媒体报道，近几年，网文、网

剧、网游等新载体，承载着东方神韵，在全球刮起“中国风”，成为文化企业出海“新
三样”。

2021年，网文出海概念开始爆火，该赛道逐渐热闹。《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出
海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的用户数量达到3193.5万，中国网络
文学在海外的市场规模达到4.6亿元人民币。在近期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
出海趋势报告》中提到，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全行业海外营收规模达40.63亿元，同
比增长39.87%。数据显示，阅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上线约3800部中国网文
的翻译作品，培养约41万名海外原创作家，推出海外原创作品约62万部，累计访问
用户约2.3亿。

经历数年的发展，网文出海已从读者自发翻译，到“WuxiaWorld（武侠世界
网）”试水，再到如今国内头部企业多IP、多渠道的成熟运营。据了解，目前，网文出
海的主要模式为“搬运”，即将国内成熟网文进行翻译，传播到海外市场。这一模式
下，对手握版权和IP的老玩家来说，其成本主要为翻译和运营；对新玩家来说，除
了固定的翻译成本，还需有购买作品版权的费用支出。而“翻译”是网文出海躲不
过去的一环。

现阶段AI还降不了网文翻译的成本。
“比如，网文中很多省略号，如果直接让AI翻

译，它会以为这是让它补充发挥一下，然后哗啦啦
长篇大论给你补写一大串。”李幸磊告诉记者，在
使用AI或机器来翻译网文后，他们还要进行审
核，但机器翻译时大概知道规则可以提前设定，目
前AI更多是“乱发挥”。

李幸磊是海读科技创始人，目前公司的主要
业务是承接国内出海网文的翻译。“AI充满未知
性，你告诉它一个需求，然后它会尽量按照你的指
令输出内容给你，但有时会接近，有时会出现较大
的偏差。”李幸磊说。

海读科技位于北京通惠河畔，办公区被划分
成两层，曾经用来接待的一楼，在业务的变化下改
成了开放式办公区，二三十个员工的工位紧紧挨
在一起，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2022年，海读科技成立，其业务主要面向B端
用户，技术出身的李幸磊牵头创立了该公司。目
前海读科技正式员工20人左右，平台下“覆盖”可
用的译员已超过千人。

“网文出海可分为几个阶段，一开始就是先做
海外华人，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如东南亚这些地方
的市场，后来才开始去做欧美市场。”李幸磊表示，
一开始做欧美市场有点偏出版，和国内网文不是
一个逻辑，后来因武侠世界网，大家才意识到原来
网文翻译到海外也是可以的。

2014年，赖静平依靠翻译中国网文《盘龙》累
积了一部分原始读者，次年他辞职后创立了武侠
世界网。于是，武侠世界网成为第一家中国网络
文学英译网站，为中国网文出海提供了初始平台。

这个平台和国内早期的字幕组相似，通过某
个平台，组织众多“野生”译者自发地将中国网络
小说翻译成外文。除了武侠世界网，同期国外主
流网络小说英文翻译网站还有 GravityTales、
Webnovel、Volarenovels等等。

“有些译者一开始是读者，看了网文后觉得内
容不错，就加入了。比如武侠世界网的创始人，他
发现流量越来越大后，‘广告+免费阅读’的模式
也能运转起来。后来有了盈利，武侠世界网的翻
译也从过去志愿无偿翻译的模式变为专门的翻译
团队来做这件事。”李幸磊说道。

在这些平台免费推广下，才有了后来的中国
网文的现象级破圈：大批外国读者入坑、追更，甚
至有人不惜高价悬赏求翻译。

2017年左右，依靠中国仙侠题材网文起家的

武侠世界网成为中国网文出海平台的头部网站。
Alexa全球网站流量排名显示，武侠世界网位列全
球1000名左右。武侠世界网采用“预读付费”机
制，与国内网文网站“按章收费”有很大区别。但在

“预读付费”的同时武侠世界网还保有“等就免费”
的模式，跟国内视频平台类似，“超前解锁”和延后
的免费解锁并存，以此保证读者的长期活跃度。

但武侠世界网也只是让大家看到了可能性，
网文出海的商业化依旧受到制约。

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盗版
损失规模高达56.4亿元，在海外用户流量排名前
十的文学网站中，作品侵权盗版率高达83.3%。当
网文出海至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对版权要求也不
尽相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盗版问题。

除了盗版问题，翻译和文本也是网文出海中
的“隐痛”。

记者在某海外网文网站首页推荐书目的评
论区，发现有不少读者留言抱怨作品质量太差，

“Writingpoor（写作太差了）”“Grammerisbasic
（语法都很基础）”“incrediblylifeless（太不接地
气了）”。

从事出海网文翻译的小羊解释道：“看网文的
人大多也都知道目前出海网文质量是参差不齐
的，但现在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

而李幸磊则认为，留言的只是少数，为网文买
账的付费读者才是沉默的大多数。“从投放量看，
发声的还是少部分读者。我们经历过一些评论说
某些内容质量不好，但反过来去看它的付费转化
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不去看完整的数据，就很
容易被迷惑。”李幸磊说。

曾任职某上市公司网文出海项目的内容负责
人肖帆表示，网文出海的成本一直不低，目前市面
上纯机翻的价格在千字几毛，机翻+人工的价格
千字20元—50元，纯人工翻译的价格是千字最低
70元。他在职时，为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阅读的
体验，曾为提高文本质量培养了一批英语母语使
用者做后期校对。“这样一算，光是翻译成本就难
以控制。”肖帆说道。

除了翻译成本，对中小玩家来说最头疼的还
有版权问题。肖帆提到版权购买一直是网文出海
成本的大头，爆款版权少的也要几万块，多的几十
万都打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打包选书的形式，几
千块能买一堆书，但里面能不能出一个爆款就要
看运气了。

“爽文”无国界。
“网文体量做大后，大家发现，我们这些网文

故事的套路节奏，大家挺喜欢的。”李幸磊观察发
现，最初出海网文的内容结构早已经发生了转

变，“如果说武侠世界网把喜欢武侠仙侠类型的
读者都聚到了一起，那么随着女频文的兴起，‘霸
道总裁爱上我’逐渐成为一种固定模式下的稳定
产出。”

李幸磊回忆，欧美畅销吸血鬼小说《暮光之
城》全球范围内销售已超1.5亿册，其套路便是围
绕霸道总裁型男主和灰姑娘型女主展开爱情故
事。“这种套路在国内网文中能找到成千上万的同
题材作品。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也为中国女
频文在海外的流行铺平了路。”李幸磊说道。

相较男频文，翻译起来更加硬核的修仙、武侠
类作品，女频文更简单省力，本地化也更加好做。
李幸磊说，如果是翻译国内已有的女频文，本地化
的大部分工作只需要把北京上海替换成纽约或伦
敦，不需要费心地向读者解释各种“术语”。

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李幸磊回忆，海读科
技曾接过近年在女频文中比较流行的“重生马甲
类”翻译，这类文本最开始就要介绍主人公身世，

“比如这个女主她带着通天的中医修为重生而来，
这个情节对东南亚、日韩等地比较好解释，但面向
欧美时就没办法完全说明白。”

企业出海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本地化做得怎么
样。而文化类产品出海中，跨文化一直是无形的

“强壁垒”。
据艾瑞咨询数据，2021年海外读者最喜欢题

材，言情类占82.4%，幻想类占55.3%。从海外女频
爆款《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的成绩也能看出，其
在起点国际上线后，点击量超过3.574亿，在站内排
行一直占据点击总榜、收藏总榜的榜首。同期男频
最佳《天道图书馆》截至2023年点击量约在1.8亿。

“比这类重生系统文，更难搞定的是地地道道
的男频修仙文。”李幸磊表示，公司每次接到这种
需求，都会先找有经验的译员，再和客户沟通，看

最终翻译效果是否能如预期，而这样的翻译服务
价格也会相对高一些。

武侠世界网在创立初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东方奇幻文化感兴趣的海外读者大有人在，但
能真正成为铁杆书迷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且有点
痛苦的过程。

比如，如何解释最基础的“道”就难倒了很多人。
目前，国外某百科网站对“道”的翻译是

“Tao”，再由英文直译过来的解释是：道即宇宙中
自然的运行方式，一个人必须激发自己内在的潜
能才能够被辨别是否有灵性。道不是一个简单的
概念，而是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去看
待。该网站对此字解释的拓展长达几千字，但对
大多数海外读者来说依然很晦涩。

最初，武侠世界网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式是
建立词库。把常看到的生僻词汇按词条做解释。

“跟字典类似，读者读到难懂处能够立即查阅，但
词库对读者留存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愿意花时
间了解的人只会越来越懂，而绝大多数情况则是
看不懂所以干脆不看了。”李幸磊说。

而这也让男频文和女频文的发展产生了差异。
李幸磊发现有一些男频文费时费力翻译过去

之后转化率很差，“读者的理解成本高，愿意持续
付费看的读者就少。从这个角度说，没有阅读门
槛的女频文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小羊总结了有爆款潜质的几个题材：“海外网
文爆款也分阶段，‘离婚带球跑’题材一直都是爆
款的高频地带，前段时间最爆的是替嫁‘千金和马
甲文’。”

在国内给老外当翻译

出海网文遇短剧

网文出海第一步，让老外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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