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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世界的影响力

参与 《茅盾全集》 的编辑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
到茅盾故居中许多外文译本藏书。当我看到那么多种
文字、那么多种不同装帧的茅盾作品译本时，我对这
位文学巨匠的崇敬和对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我决心把这些译文集的序跋等翻译成中文汇
集成册，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外文所多位专家的帮助下，《茅盾研究在国外》
一书于 1984 年面世，包括 14 个语种的各国评论在内，
全书近 50万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许多文
章是第一次译成汉语，把国外学术界和评论界对茅盾
的认识介绍给中国读者。书中收录的内容难免挂一漏
万，但即使这样还有如此大的体量，反映了茅盾享誉
世界文坛的影响力。

戈宝权先生在 《茅盾研究在国外》 序言中指出：
“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 （茅盾） 把毕生的精力都
献给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新文学运动的事业。他写作
了大量杰出的小说作品和文学评论文字，翻译介绍了
许多外国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积极领导了文化事业
和文学艺术团体的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各国
人民友好的事业，从而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们从 《茅盾研究在国外》 中看到，几部经典的
世界百科全书都有茅盾条目，如 《法国大拉鲁斯百科
全书》《卡斯尔世界文学百科辞典》《英国百科全书》

《大日本百科事典》 等，内中条目指出：“这些著作细
致地描绘了自封建王朝结束以来中国生活与经济的变
迁”，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倾向的顶
峰”。在一些海外学者心中，“茅盾的作品已成为世界
进步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茅盾文学所
达到的世界高度，使他“处于现实主义潮流的中心”。
日本的松井博光把茅盾的著作称为“黎明的文学”，日
本的刊物《抖擞》第50期被辟为“茅盾研究专号”。在

茅盾五十寿辰时，苏联驻华大使曾赠送给他一个刻有
俄国作家格雷巴耶德夫头像的烟盒作为礼物；茅盾逝
世后，希腊作家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写文悼念，谈及
他与从未谋面的茅盾“在心灵上产生兄弟般的感情”。

（刊载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26日）。

把作品奉献给世界读者

茅盾最为大众熟知的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 《子
夜》，这部作品同时也是被海外译介和评论最多的。

《子夜》最早的译本应该是1937年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
版社的俄译本，弗·鲁德曼译。然后有德累斯顿威廉·
海奈出版社于 1938年出版的德译本，德国汉学家顾彬
在1978年版德文《子夜》（柏林欧伯尔包姆文学政治出
版社出版） 后记中明确指出：茅盾是“属于世界文学
家之列的。”日译本 《子夜》 1951 年由千代田书房出
版，译者尾坂德司指出：“这部著作是中国人持刀刺入
自己的肉体，用涌出来的鲜血作墨水，在痛苦的呻吟
中写成的，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1983年，朝
鲜驻华大使馆特地转来朝鲜社科院由金王燮翻译的

《子夜》，并称其为“一幅黎明前旧中国的艺术‘巨
画’”。此外，《子夜》还有蒙文、越南文等语种的译介。

茅盾的中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也陆续译介给各国
读者。日本版 《腐蚀》 由小野忍译，筑摩书房于 1954
年 6 月发行，并附有 《〈腐蚀〉 解说》 一文，文中称

《腐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出色的实
例。”捷克文版 《腐蚀》 由雅罗米尔·沃哈拉译，改名
为 《在虎穴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为该书写了后记，
称茅盾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并将后记“献给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沈雁冰同志，以表达
我最诚挚的敬意。”同样，普实克又为捷克文版《茅盾
短篇小说选》 写了后记，文中称“茅盾的短篇小说可
以说是1919-1937年间中国新文学第一阶段里最重要的
文献之一。”195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阿语版《春

蚕集》，让茅盾的作品成为沟通阿拉伯语读者的桥梁。

身体力行传播外国经典

茅盾不仅授权外国译者翻译他的作品，还身体力
行地亲自译介多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他共
翻译过包括印度、土耳其、波兰、亚美尼亚、捷克、
巴西、丹麦等国在内的23个国家计40位作家的短篇小
说；翻译过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挪威、黎巴嫩、智
利等国在内的 10个国家 12位作家的剧作；翻译过 8个
国家9位作家的杂记、书简和回忆录等。在翻译这些作
品的时候，茅盾指出：首先要了解作家的生平和产生
那些作品的时代；其次要将作家的风格译出来，“除
信、达外，还要有文采。”译者需有创造性，又要忠实
于原著。他忠实践行“拿来主义”的原则，不愧是

“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晚年的茅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任上，

代表中国迎来送往，直接推动了世界文化交流的进
程。茅盾的一生，以他博大而丰厚的著作留给后人一
笔伟大的精神财富，以他在文坛崇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茅盾不仅属于中国，也属
于世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中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十村记：精
准扶贫路》丛书 （以下简称《十村记》）选取了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过的十个村落，用报告文学的笔触，描绘了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画卷，为伟大事业留印记，为光
辉历史留底稿，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中国村级样
本，政治站位高，出版意义大。

好的作品，策划是基础。近些年来，扶贫题材作
品大量涌现，不乏精品。《十村记》是一部具有历史和
现实意义的作品，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书写的都是具

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比如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
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等，颇具代表性。二是聚焦的
是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通过人物的生活变迁、
十个村庄翻天覆地变化，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以小
切口折射大主题，为人民书写，为时代立传。三是有
深度成规模。每个村庄用一本书的篇幅，从贫困的历
史写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透彻生动；十本书囊括我
国东西南北十个村庄，用“十村记”串联整体推出，
立足局部又反映整体。

好的作品，内容是核心。内容是作品的血肉，《十
村记》 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内容是其出彩的关
键，这得益于主创人员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来自全国十个地方的十八位作者，阵容强大，有山西
省作协副主席鲁顺民这样的知名作家，有河南省作协
副主席刘先琴这样的资深记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熟
悉农村情况和脱贫攻坚政策。他们扎根山高路远的贫
困村庄，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用双眼发现感人故

事，用思考提炼脱贫攻坚精神，用妙笔刻画丰满人
物，通过前后对比及民族志、人物志的写作方式挖掘
精准扶贫的痛点、难点，体现脱贫成果的显著，彰显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用生动的故事让
山西赵家洼的刘福有、湖南十八洞的龙先兰、福建赤
溪的杜赢等人物跃然纸上，使 《十村记》 既具思想性
又有可读性，于润物无声中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

为打造精品，湖南教育出版社花费 1278天精心组
织编写，进行 8轮编校用情打磨书稿，投入大量人员、
资金用力打造作品，既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主创人员的
劳动成果，又切实保障了作品的出版质量。

好的作品，传播是关键。读者既可以通过图书
《十村记》了解到十个村庄的巨大变迁，也可以通过同
名电视专题片在湖南卫视、网络平台芒果TV上获得可
视的阅读体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十村记》为相关主题的
报告文学创作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七十六天过去，接
下来的日子不再是第七十
七天！”“对于我们，两江
四岸的武汉三镇，过去是
生活与存在，现在是生死
之交。”刘醒龙这样写道。
他用亲身经历和处于一线
的在场感受，写出 20 万字
长篇纪实散文 《如果来日
方长》，抒写那段惊心动
魄、可歌可泣的武汉抗疫
历程。书中，作家以理性
客观的视角，详细描述了
亲人、朋友、同事、邻居
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
人 与 疫 情 决 战 的 具 体 细
节，用大量事实表现了武
汉 人 民 在 抗 击 疫 情 中 的

“拼命”精神。
3 月 27 日，由作家出

版社主办的 《如果来日方
长》 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
行，刘醒龙介绍了自己的
创作经过。他说：“疫情期
间 ， 我 从 头 到 尾 身 在 武
汉，与全家三代人共住一
个屋檐下，因此创作 《如
果来日方长》 时的身份就
不仅是一名作家，更是一
位在抗疫战场上，没有任
何退路、只有挺身而出的
1100 万普通武汉人中的这
一个。”身在现场的感受，
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更加坚
实的现实主义质地。刘醒
龙希望写出身处武汉的人
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
讲述疫情给武汉人心灵、
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记
录下一个又一个普通武汉
人 在 非 常 时 期 的 所 思 所
想，留存下一幕幕催人泪
下的感人瞬间，铭刻下国家、社会、医护人员、志愿者的
艰辛付出，彰显身边的伟大抗疫精神。

在刘醒龙心中，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
“英雄的人民”。《如果来日方长》中，既有个人日常平凡小
事的描绘，也展开了有关疫情的思考与反思；既有未成年
儿童在疫情之下令人动容的不一般表现，也有本地抗疫主
力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起小孙女为了出门，怎么也找
不到自己的鞋子的经历，感叹道：日常生活回来了。他特
别指出，创作在面对未知时，要有科学精神和反思精神。

评论家梁鸿鹰认为，《如果来日方长》具有充分的真实
性、丰富的文学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全书充满着生活的质
感，以扎实的细节和强大的语言整合能力，达到了生活情
感与艺术才华的统一，是抗疫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报电 （邹金涛） 近日，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
家邓一光的中短篇小说集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 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邓一光居深圳十余年间创作的

“深圳系列”的一部分，书中收录的12篇故事是呈现深圳风
貌人情的微观“切片”。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聚焦在深圳打工谋生的普通
群体，运用“万花筒式的叙述”，以合理想象营构真实而碎
片化的生活细节，勾勒出城市新移民及异乡人丰富复杂的
生存样态、心灵体验与精神症候，呈现出现代化和城市化
进程中普遍性的都市经验，融细腻温情的人性观照与冷峻
深刻的现实关切为一体，透露出擅写战争的邓一光“硬汉
作家”形象背后的柔情与深度。

《远去的白马》是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小说新作。该
书以一匹驰骋沙场的白马为引子，讲述了主人公赵秀英在
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村民支前、配合八路军作战，在东北解
放战争战场，克服背井离乡、思念幼儿之苦，发挥自己的
组织才能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渡过
难关的故事。在战场上，她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抢运伤
兵，在敌军的轰炸中用血
肉之躯架起战场通讯的生
死线。解放战争胜利后，
她继续坚守共产党人的使
命，为一方百姓奉献了自
己的一生。

该 书 根 植 于 真 实 故
事，借助丰厚史实，以清
醒客观的文学立场，审视
和书写历史的复杂与人性
的善良崇高。作品以诗性
笔调和昂扬激情，成功地
塑造了以支前女英雄赵秀
英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无 私 无
畏、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
形象。

曾剑的小说以浓厚的乡土情结著称，作为从农村
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尤其强调生活对创作的巨大影
响。他坦言自己不懂什么技巧，而是在“写生活”。这
种看似朴素的文学观念，将他与绞尽脑汁编织故事的
作家区别开来，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真实可感的乡
土生活气息。《向阳生长》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描写的地域是湖北红安农村的竹林湾一带。
这里曾是革命老区，在“我”度过的整个少年时代，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贫穷。即使是如此艰难的环境，也
没有让“我”和兄弟几人沉沦。他们向命运抗争，依
旧向阳生长。主人公取名“向阳”，显然寄托了作家的
理想和情怀。这是一种在逆境中生长，寻找阳光的不
屈精神和光辉人格。

曾剑写乡村，采用的是一种看上去完全“自然”
的方式。他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竹林湾一带的风

土人情，写出了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饮食
男女的家长里短、攻讦争斗，有因为贫穷而举步维艰
的辛酸无奈，也有童年记忆里的懵懂、寒凉和温暖。
在作家笔下，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中保留
的民间伦理，让作品呈现出与以往文学叙述中不尽相
同的另一面。小说虽以杨向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但
更多的笔墨还是用来描摹主人公成长的少年时代及其
家乡人事，而非主人公身份的转变。小说将绝大多数
篇幅用于乡村风貌的细致描写，其中难掩作家书写家
乡历史时的深厚情感。换言之，小说虽以家族史的形
式链接起近百年的中国史，但宏大叙事显然并非作家
的本意。倒不如说，作家是以少年视角回望自身及其
家族的历史和命运，呈现出个体记忆中的家族史与乡
村史。

熟人社会没有秘密。竹林湾家家户户的鸡零狗碎
总是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偏
要说这里有什么例外的话，“寡条汉子”聋二或许可算
一个“另类”。聋二沉默寡言，从不参与村民间的家长
里短，独自住在废弃的窑场里，依靠砖瓦手艺过活。
杨向阳的父母因为家境贫困，无力养活所有孩子，只
得将他寄养在聋二家，让他认聋二为干爹。聋二的
爱，让少年向阳感受到不曾有过的温暖，聋二甚至成
为他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小说

极为深刻地捕捉到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之成为整
个小说中最具深度的人物。聋二年轻时英俊潇洒，但
从战场回来后，却变得沉默寡言，从不谈婚论嫁，直
到孤独终老。小说并没有直接交代原由，而是在叙述
中步步为营，不断暗示这个人物的独特之处，最终才
揭开谜底。原来，战争使聋二身体受损。他小心翼翼
地“捍卫”自己的隐私，更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这
样的写法不只为读者制造了悬念，聋二的身世更充当
起叙事的动力机制。由于身体残缺的背后是人精神世
界的危机，我们也就理解了聋二所背负的精神枷锁，
他的行为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而当他甘愿坦露自己
的隐私只为换取“我”一个考试资格时，人物的光辉形象
一下子就被树立了起来。

小说结尾，当向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和作
家回到家乡时，他感慨自己的少年时光竟是在这个茅
草屋中度过，但又认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绕不开
这个破败的窑场”。“如果说，我今天已长成一棵树，
那么，在这个窑场，我获得了最为充足的阳光照耀，
获得了山泉的润泽。”——这话虽出自主人公之口，但
何尝不是作家借人物表达出的心声。曾剑以他对家乡
一如既往的热爱，回望并歌颂这片孕育了我们的土
地，直面乡土社会与民间伦理，全面展现了个体记忆
中的乡村图景。

本报电（曾宪钦） 3 月 31 日上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女排》新书首发式在京举办。

《女排》 为 2020 年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作
品。该书以感人肺腑的往事、扣人心弦的情节，生动讲述
了中国女排辉煌战绩背后的辛苦付出，展现了女排运动员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
作者行知作为体育记者，具有多年赛事报道经验，对

中国女排教练员、运动员的生活、工作乃至她们的内心世
界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行知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
年轻人特别是喜欢阅读网络文学作品的年轻人，了解中国
女排身上那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茅盾：世界人民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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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7日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先生逝世40周
年。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茅盾全集》40卷于2001年出版，世界各国的茅盾
译文集也陆续面世，更多读者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到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世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个体记忆中的乡村图景
——读曾剑《向阳生长》

杨 毅

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留存中国村级样本
——评《十村记：精准扶贫路》

柳斌杰

长篇小说《女排》：重温励志传奇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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