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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

易沟通世界。”文学是世界性语言，文学所表

现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赞

颂、对社会发展的担当，具有跨文化传播的艺

术魅力和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当代

文学在投身时代、书写人民的过程中表现出

新特点新气象。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海外

传播也打开局面，蓬勃发展，向世界呈现出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分享中国文学成果，
展现中国发展新风貌

进入新时代，文学名家创作推陈出新，青

年创作令人眼前一亮。他们的笔下，铺展着

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表达着中国人对美好

生活的不懈追求。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同各国读者分享中国当代文学成果，有助于

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王蒙、铁

凝等一批作家的作品持续走向海外。这些作

品不仅发扬了中国文学传统，同时在文学手

法与样式上多有创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

中，优秀的译本既保留文本原有的艺术特

质，又确保译文流畅可读、符合外国读者阅

读习惯，从而使作品更容易走入读者的精

神世界。近年来，不仅老一代汉学家继

续 将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作 品 翻 译 成 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还涌

现出新一代优秀的文学翻译者，薪

火相续。如获得 2020 年度中国政

府友谊奖的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英国青年翻译家米欧敏，等等。

这些优秀的翻译家已经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从 文 学 中 往 往 能 够 听

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脚步

声和心跳声。当代中国

的蓬勃发展，让世界想

要了解中国更多，海

外 读 者 在 阅 读 中

国的同时，开始

阅 读 中 国 文

学。当前，我们不乏彰显中国审美旨趣、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

同价值追求的优秀文学作品，但还需要

增强精准的用户意识，了解目标读者

的阅读兴趣、精神需求，研究不同国

家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文化，更好地

建立起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连接。

类 型 文 学 成
为 文 学 出 海 新
名片

在严肃文学之外，中国

当代类型文学的海外传播

也渐趋活跃，辐射面越来

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中，尤以网络小说、科

幻小说、谍战小说、武

侠小说较为突出。

网 络 小 说 出

海 ，叫 好 又 叫 座 。

据《2020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统计，2020 年

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 1 万

余部，网站订阅和阅读类应用用户 1 亿多人，

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相关数据

显示，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

增速达 145%，海外市场规模达 11.3 亿元人民

币；用户规模增速达 160.4%，覆盖区域从东

南亚、北美，扩展到欧洲、非洲等地。伴随中

国网络文学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国家的译者

不再从英译本转译，而直接从中文翻译，部分

作品几乎与中文连载的速度保持一致。网络

文学出海另一现象是模式传播，即中国网络

文学的付费阅读机制、作家培养体系有了“国

际版”。这种模式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成为

网络文学新作者，形成国际化写作现象。

科幻文学海外传播风头正健。2015 年，

刘慈欣《三体》英译本风靡海外，在国际上掀

起中国科幻热。据统计，从 2019 年到 2020
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被翻译成 20 余种语

言，作品数量从 97 篇（部）增至 220 篇（部）；超

过 30 位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

海外，参与译介并出版中国科幻文学的机构

逾 40 家。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叙事手法越

来越丰富，具有文学吸引力；作品关注人类未

来，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能够引发读者

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这些都是科幻文学走

出去的内在原因。

谍战小说走出去的步伐也回音响亮。以

麦家作品为例，2014 年《解密》英译本在 35 个

国家和地区出版，海外近 200 家主流媒体对

此进行报道。《解密》西班牙语译本同样广受

欢迎，起印 3 万册，并在西班牙马德里 18 条公

交线上投放 40 天的宣传广告。中方出版社

通过推动头部作品走出去，进一步带动同类

型其他作品、其他语种的海外版权输出。如

作家秦明、松鹰等人的悬疑题材作品，在海外

传播中也有可圈可点的表现。

当前类型文学出海形势看好，许多作品

不仅仅出现在大学图书馆，还出现在当地主

流连锁书店，丰富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

认知，塑造了全面、立体、生动的当代中国形

象。同时，类型文学的成功出海，创新了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模式。比如，网络文学平台采

取“生态出海”模式：从翻译输出，到联合海外

平台共同对网络文学内容进行培育、分发和

IP衍生开发，增进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

春风化雨，推动中国
文学抵达更多读者

从严肃文学到类型文学，近年来中国文

学的海外传播势头正劲。及时总结经验，可

对未来中国文学出海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离不开有效机制大

力推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

出版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

的实施，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一些文化出版机构设立的翻译项目，

发 挥 各 自 优 势 ，以 不 同 渠 道 推 动 文 学 走 出

去。如中国出版集团启动的“现代中国文学

文库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实践多年的“中

外作家同题互译项目”等初见成效。

数字技术助力文学出海，以数字化带动

国际化。快速迭代的技术发展创造了新型

出版方式和对外交流合作方式，为文学出海

提供了更多机遇。如中国出版集团做强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多媒体数字平台，以期实

现图博会永不落幕的“云展示”“云贸易”“云

交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自主研发中文图

书跨境采购平台“芸台购”境外版，并与全球

图书馆主流采购平台相对接，加快图书出口

步伐，展示出数字技术助力文学出海的广阔

前景。

文学走出去还需要建立健全专业人才队

伍，调动民间参与热情。一方面，注重对版权

经理的培养。版权经理与海外出版商、译者、

版权代理人之间建立互信，往往在文学出海

中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灵活、丰

富、本土针对性强的民间平台作用。一些由

海外的中国文学爱好者成立的网上文学社

区，就在为中国文学出海创造条件。中国作

家协会和各国文学组织者、爱好者共同发起

的“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去年同时在

12 个国家启动。俱乐部在各地开展因地制

宜的中国文学主题阅读和交流活动，让多彩

的中国文学抵达更多读者。

当前中国文学正努力改变输出品种数

量少、版权价格低、输出地域有限的局面，走

向世界的步伐愈加稳健，可一展身手的空间

大大拓展。伴随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中国

文学将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

形象，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精神

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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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走出去—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姚建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握传

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成 为 文 艺 创 新 的 重 要 源

泉。”身为苏州评弹演员，我现

场 聆 听 讲 话 ，深 感 振 奋 和 鼓

舞，更加坚定了要在保护传承

好 传 统 曲 艺 的 同 时 勇 于 创 造

创 新 ，以 新 作 品 焕 发 传 统 魅

力，唱出时代新声。

苏州评弹是江南文化孕育

的艺术果实，也是百姓喜闻乐

见的一种曲艺形式。这门艺术

之所以 400 年来薪火相传，受

到一代代观众喜爱，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它坚持说新唱新且

常说常新，努力用新作品反映

时代生活、传达时代精神。这

是曲艺的宝贵传统，值得今天

的曲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

2018 年，我们将苏州评弹

和陕北说书这两个风格迥异的

南北曲种大胆融合，推出南北

说唱新作《看今朝》。一边是细

腻软糯，一边是激扬粗犷，一唱

一和、一应一答，既默契又妙趣

横生。观众不仅能从中领略两

种曲艺形式的殊异之美，而且

能感受到江南水乡和黄土高原

百姓生活的幸福和喜悦，感受

到精准扶贫、生态建设带来的

巨 大 改 变 ，时 代 气 息 扑 面 而

来。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我通过《幸福苏州人》以小

见大歌颂 70 年来普通中国人

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在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中 ，我 以《出

征》等作品讴歌赞美奋战在一

线的伟大逆行者，为战“疫”加

油鼓劲。这些创作经历让我深

刻意识到，时代的脉搏中蕴含

着艺术的脉动，丰富多彩的社

会 生 活 有 取 之 不 尽 的 创 作 题

材，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是曲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

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去年是我从艺 40 周年，我通

过多年精心创作整理的一部长篇弹词《啼笑因缘》新篇《“娜”

事 Xin 说》回馈喜爱我的观众。熟悉评弹的人都知道《啼笑因

缘》。从同名小说、苏州弹词本，到姚荫梅先生的精心改编和

革新创造，再到蒋云仙老师“一人多角”的精彩演绎，它的演变

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史。每一部优秀的长篇书目无不在继承

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根据时代的不同风尚、观众的不

同需求和说书人的不同诠释，以艺术的、开放的眼光进行改革

探究和勇敢实践，既保存优秀经典书目的本真性，又有不断革

新的艺术性和时代性。这一次我们创作的新篇《“娜”事 Xin
说》，精雕细琢凸显人性的真、善、美，推演合乎情理的故事情

节，又原创了许多细致微妙的心理描写，力求通过当代审美理

念和艺术语言，用“心”创演、全“新”呈现。对于曲艺推陈出

新，我的体会是：一要符合当代主流价值观，二要符合当代人

的审美，这样的创作才能引导青年人走近曲艺、欣赏曲艺，才

能立得住、传得开。

长期以来，我虽然也参与作品创意、剧本讨论和演出策

划，但主要以舞台表演为主。然而最近观看大型专题片《国家

记忆》时，一个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让我心潮起伏、夜不能

寐。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创作的渴望，着手创作出一部以“两

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为主人公的中篇评弹。我查阅搜集了大

量资料，详细了解郭永怀的人物生平和心路历程。在西南联

大求学时，他怎样被“偌大的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课桌”深深

刺痛；在海外得知新中国成立时，他又是如何激动，如何冲破

重重阻挠回到北京；在艰苦条件下，他怎样以身许国，忘我工

作，攻坚克难，梦圆“两弹”……郭永怀心忧天下的民族精神和

博大无私的家国情怀，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我将竭尽全力，

用心用情用功地去学习、书写英雄，去演绎、讴歌、传颂共和国

的脊梁！

曲艺要发展离不开好作品，好作品让曲艺生生不息。新

时代新征程，面对观众的新期待新需求，我深知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我将继续坚守人民立场，服务广大群众，在说新唱

新、展现时代风貌中，将曲艺艺术发扬光大。

（作者为苏州评弹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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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群体，青

春题材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为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网络电影《以

青春之名》通过跨时空视角和篇章式结构，展

现不同年代的青春奋斗故事。《回响》《繁星》

《光亮》《你听》《热雪》5 个篇章，分别讲述地

下共青团员、航天人子女、创业大学生、支教

老师、北京冬奥服务保障人员等优秀青年人，

如 何 在 不 同 时 代 背 景 下 迎 接 挑 战 、追 光 逐

梦的故事。影片从小处选材、于细处刻画，

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话语形态等方面贴

近青年，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提炼中国

青 年 的 优 秀 品 质 ，描 绘 出 精 彩 纷 呈 的 青 春

图景。

（郑雪如）

追光逐梦 点亮青春

说到中国传统民居，不少人会立刻想到

白墙黛瓦、山水氤氲的江南古镇。其实在广

袤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

孕育出了风格多样、各具特色的民居。微纪

录片《凝固的诗·探秘中国民居之美》探访特

色鲜明的 10 处民居，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智

慧。纪录片运用航拍、4K 超高清摄像等技

术，呈现福建土楼、安徽古民居等建筑整体样

貌和精致细节。该片紧扣居住这一实用功

能，将静态的建筑与动态的人物故事相结合，

讲述民居设计者、建造者、修复者、居住者的故

事，体现出“家”的温馨气息，折射中国传统文

化中诗意栖居的智慧。稍显遗憾的是，一些建

筑知识的介绍有些单薄，令人意犹未尽。

（水 木）

传统智慧 诗意栖居

核心阅读

进入新时代，文学创作者

笔下铺展着波澜壮阔的时代

画卷，表达着中国人对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

类型文学出海形势看好，

丰富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

的认知，塑造了全面、立体、生

动的当代中国形象。

当前中国文学正努力改

变输出品种数量少、版权价格

低、输出地域有限的局面，走

向世界的步伐愈加稳健，空间

大大拓展。

评弹艺术400年来薪火相传，受到
一代代观众喜爱，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它坚持说新唱新且常说常新，努力用新
作品反映时代生活、传达时代精神。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融媒体产品

《我把中国诗“画”给你》的目标受众为少年儿

童。作品以 24 首古诗搭配 24 座中国历史名

城，将地理、历史、人文与影像结合在一起，让

孩子在阅读中认识祖国的大好河山。比如

“阅读杭州”一期，作品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

后雨》开始，图文并茂地介绍钱塘江、京杭大

运河、雷峰塔等自然、文化景观，感受杭州这

座城市的深厚底蕴，领略风韵独特的江南文

化。横屏条漫的巧妙运用，适合手机端的阅

读习惯，把连环画的叙事优势和漫画的生动

直观有机结合，再搭配童音声情并茂的解说，

让小读者在艺术建构的故事空间中享受沉浸

式体验。

（李舒然）

画中有景 诗中有情

图为网络电影《以青春

之名》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