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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母语译者队伍、持续开展当
代文学译介工程、创新搭建中外文学
交流平台……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
稳步推进文学交流和对外传播，做大
中国文学“朋友圈”，让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
文学作品走近越来越多海外读者。

内外联动促好书出海

“深入生活，才能真正看到处于时
代之变中的人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看到他们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看到
中国生活的质地。”作家秦岭在谈到自
己的报告文学 《高高的元古堆》 时如
是说。

从2019年9月起，中国作协与原国
务院扶贫办合作，组织遴选25名作家
奔赴全国 20 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 的扶贫点深入生活、实地采访，
创作反映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成就的
报告文学作品。秦岭作为参与其中的
作家之一，在 《高高的元古堆》 中，
叙写了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
在脱贫攻坚战中，由一个“烂泥堆”
蝶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
全国脱贫攻坚示范村的历史壮举。如
今，这本书将由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
翻译成英文出版。

近年来，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文
学作品不断吸引外国出版界关注。蒋
巍的《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
野调查》、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王松的 《映山红，又映山红》
将由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翻译成英文
出版；任林举的 《出泥淖记》 等将由
英国凤凰木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
艾平的 《春风染绿红山下》、丁燕的

《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
实》 将由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翻译成
英文出版。《人民文学》杂志与外文出
版社合作，将该刊“新时代纪事”等
栏目的优秀作品翻译结集，策划出版
了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英文版

《报得三春晖》，收录 《报得三春晖》
《人间正是艳阳天》《包·哈斯三回科
右中旗》 等作品，讲述中国脱贫攻坚
故事；以“优秀基层共产党员”为主
题的 《天之眼》，收录 《天之眼》《中
国南海的冰与火》《此念此心》 等作
品，将基层党员的先进事迹讲述给海
外读者。

伊朗青年汉学家孟娜说：“我对
这些作品充满期待，它们在海外出版
将有助于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
当下。”

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关
注度日益提升。中国作协从 2013 年开
始，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
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
等，面向社会征集项目，截至目前，
已资助365个对外翻译出版项目，涉及
36 个语种。王蒙、王安忆、冯骥才等
知名作家以及张悦然、阿乙、双雪涛
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曾乘着译介工程
的东风，远渡重洋走向世界。

“每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征
集公告》 发出后，都会有不少国内外
出版社、译者与我们联系。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社开始花大力气
引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比如英国查
思出版社、法国毕基埃出版社、德国
欧洲大学出版社、埃及希克迈特文化
公司、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西班
牙行星出版社、意大利白星出版集团
等，每年还有新的国外出版社前来咨
询。”中国作协翻译工程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随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步
伐不断加快，各国图书馆中国文学的
品类也不断丰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等联合制作的 《中国图书海外馆
藏影响力报告》 显示，10 年来，以出
版文学类图书为主的作家出版社累计
入选图书品种数量 2741 种。2021 年，
该社出版的贾平凹 《暂坐》 入藏海外
图书馆数量达 38 家，王蒙 《笑的风》
入藏海外图书馆数量达36家。

母语译者壮大翻译队伍

2000年，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
森刚来北京，说起中文还不是很流
利，那时他怎么也想不到，今后会和
中国久负盛名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

学》合作，成为其外文版的译者。
完成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业后，

艾瑞克做过编辑、当过自由撰稿人，
后来转入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
译。2007 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英
文网站“纸托邦”，把自己喜欢的苏
童、毕飞宇、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翻
译成英文刊登——原作作者免费提供
版权、译者免费翻译、读者免费阅
读。因为译文精良，“纸托邦”很快受
到国外网友关注，慢慢汇集了一批志
同道合的译者，共同致力于用高质量
译本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英
语世界。

“纸托邦”上的译作也引起了《人
民文学》 的注意，恰逢杂志计划推出
英文版，双方一拍即合。从 2011 年

《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PATH-
LIGHT） 创刊成为该刊译者，艾瑞克
一直担任英文版编辑总监。

在众多久负盛名的翻译家和具有
丰富翻译实战经验的译者支持下，《人
民文学》从2014年开始，相继推出了9
个语种外文版：包括德文版 《路灯》、
意大利文版 《汉字》、法文版 《曙
光》、俄文版 《灯》、韩文版 《灯光》、
西班牙文版 （拉美）《路灯》，每年出
版1期，阿拉伯文版《丝路之灯》、西
班牙文版 （本土）《纸上丝路》等不定
期出版，还计划推出越南、波兰、荷
兰等语种的外文版。

“好作品需要好翻译”，《人民文
学》主编施战军说，“我们杂志的外文
版每个语种都形成了20人左右的母语

译者团队，比如英文版的艾瑞克、韩
斌，德文版的维马丁、马海默，意大
利文版的李莎、傅雪莲，韩文版的金
泰成、林春城等。其中，韩斌、李
莎、金泰成等知名翻译家都是中华图
书特殊贡献奖得主。”

记者联系上金泰成时已是深夜，
尽管几天后要住院做手术，他还在忙
着翻译中国作家李敬泽的随笔集 《咏
而归》。“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作者把
春秋时的人物写活了。”金泰成说。他
原本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来中国参加文
学交流活动，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书好
书。现在受疫情影响，他有了更多时
间待在位于首尔的工作室里，翻译列
入计划的十几本书。“好的翻译要让读
者读起来不觉得是翻译作品，需要翻
译家具有韩文的修辞力，还要对中国
文化各门类的知识都了如指掌，这有
赖于大量的阅读。”金泰成说。从1995
年至今，他已经翻译了130部左右中国
文学作品。

在母语译者和中方编辑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人民文学》外文版还吸引
了企鹅兰登集团、德国龙家出版社、
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等多家国外
出版社前来合作，实现在德国、奥地
利、瑞士、智利、墨西哥、埃及、韩
国等国落地出版。其中以“都市生活”
为主题的德文版还获得德国 2019 年十
佳热书奖，受到德语读者热烈欢迎。

家门口感受中国文学

法国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在
碧波荡漾的塞纳河上，一条游船里传
来了朗朗诵诗声。伴随着旅法华人孙
铭演奏的古筝曲，旅法华人江楚和法
国嘉宾安东尼·盖法尔分别用汉语和法
语朗诵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名篇 《春
江花月夜》，在场20多位嘉宾无不为中
国文学的魅力所感染。

这是法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
部”举办的首场活动，今年8月，为让
海外读者不出国门就能接触到鲜活、
生动、立体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协发
起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
部”。俱乐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土耳其等首批 12 个国家落地后，
反响强烈，各国出版社、汉学家、翻
译家、文学策划专家等充分利用其在
当地的影响力，开展读书会、讲座、
征文比赛、作品诵读等多种形式的文学
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16场活动。

在俱乐部努力下，中国文学作品
实现了与外国读者“零距离”。在马来
西亚，马来文版 《平凡的世界》 等被
当地教育部门列为课外读物，推荐给
全国中学生；《穆斯林的葬礼》马来文
版线上读书会吸引了超过 4000 名读者
参加。作为被译介最多的20世纪中国
作家，鲁迅作品在俄罗斯有21种单行
本，总发行量超过140万册。为纪念鲁
迅诞辰140周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
研究所汉学家叶可嘉，圣彼得堡大学
汉学家罗玉兰、罗季奥诺夫带俄罗斯
读者赏析了 《阿 Q 正传》 等鲁迅代表
作。新加坡、土耳其俱乐部围绕 《尘
埃落定》 等作品，引导读者深入思考
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背后的原因和启
示。英国翻译家第一时间把周大新、
李娟、东西等中国当代作家推介给当
地文学爱好者、大学生，及时展示中
国文坛繁荣现状。

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针对疫情影响下中外作家互访不
便的情况，中国作协通过中国文学海
外读者俱乐部的创新策划，让原本只
见于书本的中国文学，以丰富多样的
形式，走进当地学校、社区、媒体，
实现本土化、常态化、社群化传播，
满足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愿望。”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
文学交流也凝聚起新力量。今年9月，
为推进中外文学交流常态化、机制
化，中国作协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文学联盟，来自35个国家的30个文学
组织和多位文学家、翻译家作为创始
会员加入。联盟将在搭建文学交流合
作平台、开展人员互访交流、推动优
秀文学作品译介传播、加强青年文学
人才培养、促进文学版权保护合作等
方面为成员提供服务。

记者注意到，11月23日，在“一
带一路”文学联盟官方网站刊登了一
则 《“一带一路”主题作品征稿启
事》，分为好书分享、原创作品、文学
笔谈、文学故事、文学展演、文学资
讯6大类，面向中外人士征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
动态。

“短短几天内，我们就收到 200 多
封中外来稿，来稿者不但有知名中外
作家、诗人，还有奋斗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充
分彰显了‘一带一路’文学交流合作
的无限前景。”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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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冒寒作冰嬉，炼铁
贯韦当行滕。”诗中所说的

“冰嬉”，是中国北方一项传统
冰上运动。中国冰雪运动历史
悠久，尤以清代的冰嬉大典为
盛。自乾隆七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以八旗冰上竞技、表演为
主的清代冰嬉大典，作为皇家
的重要军事典礼，在北京太液
池（今北海、中海、南海）冰
上举行近百年。近日，在大典
当年举办地之一的北海公园，
观众可以在《百年冰嬉盛典展》
上，一睹古人冰雪运动风采。

走进清幽宁静的画舫斋，
古色古香的冰嬉主题书画和栩
栩如生的太液池冰场沙盘让观
众仿佛置身清代热火朝天的冰
嬉大典现场。展厅入口处的屏
幕上，动画《百年冰嬉盛典》
引人注目。短片中，冰道盘旋
如龙，四周旌旗招展，八旗士
卒凌冰疾驰，参与分棚掷鞠、
抢等和悬的演射运动项目，或
矫捷竞速，或躬身旋转，大典
盛况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古
朴的清代绘画与现代动画技术
完美结合，恢弘的场面令在场
观众叫绝。

动画《百年冰嬉盛典》是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的最新成果。为迎接北京冬
奥会，发掘清代冰嬉历史，该
中心清代冰嬉研究项目团队在
该校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
的带领下，前期从文献、史
料、历史图像等方面对清代冰
嬉历史、冰嬉运动的典制进行
了挖掘整理，辅以现代动画技
术，重现清代冰嬉的多彩面貌
与文化魅力。

据了解，动画《百年冰嬉
盛典》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张为邦、姚文瀚合画《冰
嬉图》，金昆画《冰嬉图》以
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沈
源画《冰嬉图》，作为影片图
像的主要来源。动画创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研究员段天然介绍说：“中
国古代的卷轴画是最早的‘电
影’，具有强烈的叙事性，所
以我们就想让冰嬉图中连贯的
叙事和丰富多样的人物、情
节，以动画这种活灵活现的形
式呈现给大众，让大家感受古
代冰雪运动的魅力。”

动画制作过程中，团队遇
到了不少挑战。“‘分棚掷
鞠’‘抢等’这些清代冰雪运
动的图像资料较少，我们只能
通过碎片化的资料进行复原。
同时，冰嬉图展现的是庞大的
庆典仪式，如何在宏大的信息
中选取最核心的内容加以呈

现，团队成员进行了多次研
讨，最终选择了‘悬的演射’
等几个片段进行重点表现。”
段天然说。

“悬的演射”又被称为
“转龙射球”，是《百年冰嬉盛
典》动画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八旗士兵由一人执小旗引导，
过旌门回射悬挂在旌门上的彩
球，执旗、滑冰、转身、射箭
等数种复杂的冰上动作一气呵
成，令人叫绝。“我们使用

‘动作剪辑’的制作方式，把
几个关键动作分别制作，然后
在时间线上分别导入，并进行
合成剪辑。对于两个动作之间
的重叠部分，动画软件可以自
动进行运算，生成顺滑的动作
过 渡 ， 提 高 了 表 演 的 观 赏
性。”段天然介绍说。就这
样，团队成员用巧手将早已消
失的“悬的演射”运动以数字
动画的方式重现于世人面前。

动画《百年冰嬉盛典》给
人的整体感觉古意盎然，古画
中呈现的意境被完好地保留下
来。皇帝乘坐的冰床、满洲八
旗的纹样、士兵的服饰等均以
手绘材质的方式还原了金昆

《冰嬉图》的图像原本。背景
采用丝绢材质作为整个画面渲
染的基调，并把原画中的部分
树木、建筑合成在三维空间中
作为远景使用，二维背景与三
维动画交相呼应。“传统的中
国画是摒弃影子的，也正因如
此，影片在复原的过程中并没
有使用三维软件中的灯光及投
影效果，保持了原本的绘画
性。”段天然说。

展览中，通过《百年冰嬉
盛典》，也让更多人对数字人
文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兴趣。

“数字人文是传统人文研究与
计算机技术的碰撞，是文化资
料向数字媒体迁移的新型知识
生产方式。借助数字技术，人文
研究跨越了既有的樊篱，呈现
出学科交叉融合的崭新模式。”

据了解，该中心除清代冰
嬉研究，还关注“祭孔大典”

“老北京门墩”“老北京童谣”
“老北京行当”等诸多关于北
京文化的课题，之后还将进行

“北京运河”等主题研究，继
续以多媒体艺术的方式呈现和
沟通“老北京”与“新北京”，构
建数字化的北京记忆。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随着一张
张照片、一段段视频呈现在手机屏幕
上，新疆的美食美景、民族歌舞、名
胜古迹令人目不暇接，新疆人民的美
好生活画卷生动展现在比利时网友面
前。12 月 6 日，由中国驻比利时使
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主办，布
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承办的“新疆是
个好地方”比利时线上新疆文化和旅
游周开幕，线上推介新疆人文风情与

旅游资源。
新疆文化和旅游周内容丰富多

彩，形式新颖，好戏连台，许多内容
是首次在国外推送。活动期间，将上
线6个项目，包括介绍新疆四季美景、
历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图片展，10集
系列音乐视频 《乘着歌声游新疆》，3
集新疆歌舞演出微晚会，6集《新疆美
食之旅》微纪录片，9集《我在新疆等
你》冬季主题短片，2部新疆主题电影

《远去的牧歌》《钱在路上跑》，反映新
疆社会发展成就，传播民族团结、生
态绿色、文化繁荣、风光宜人的大美
新疆形象，向比利时和欧洲公众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在开幕
致辞中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着
壮美的风景、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
化，不同民族和谐聚居，形成了多元
独特的传统民俗风情。当前，新疆各
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正意气风发迈向新征程。希
望活动将立体、开放、现代的新疆介
绍给比利时朋友，增进相互了解，架
起中比友谊桥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副厅长侯汉敏表示，新疆
是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向西开放的重
要通道，对促进中比友谊、推动中欧
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人文和资
源优势。线上新疆文化和旅游周是满
怀自信讲好新疆故事的重要渠道，必
将进一步增进中比民众相互了解，推
动双方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据悉，“新疆是个好地方”比利时
线上新疆文化和旅游周期间，相关数
字内容将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布鲁
塞尔中国文化中心脸书、优兔、微信
等平台同时推出，活动将持续到12月
15日。

比利时民众线上感受新疆魅力比利时民众线上感受新疆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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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杨卫华） 近年来，从勾勒当代女性
成长蜕变的《我的前半生》，到关注原生家庭代际
关系的《都挺好》，再到聚焦子女教育话题的《小
欢喜》，从各角度反映都市人生活现状的现实题材
电视剧屡屡引发热议。

近日，陈建斌、梅婷主演的电视剧《不惑之
旅》收官。这部剧于11月16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播出，讲述了图书
出版商马列文与教师简单历经波折、笑对生活的
故事。

当前，观照中年人生活的影视作品数量相对
不足，以《不惑之旅》为代表的多部现实题材作
品，以多元视角解锁“中年人生”，引发中年人以
及年轻观众共情。这些作品以精良的制作、生活
流的情节架构和高水准的演技，充分证明了现实
题材影视作品的价值。

法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负责人高醇芳（中）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史。
中国作协外联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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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多语种外文版封面。 《人民文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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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百年冰嬉盛典展》 上的太液池冰场沙盘
（局部）。 胡 志摄

下图：动画《百年冰嬉盛典》截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