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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儿
童图书中心，一群俄罗斯小朋友围坐
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画
面中，中国作家黑鹤身在大草原，被
骏马、牧羊犬环绕，将 《鄂温克的驼
鹿》 的创作故事与生活经历娓娓道
来。天真活 泼 的 孩 子 们 纷 纷 举 手 ，
提出了一个个充满童趣的问题：笔
名黑鹤是什么意思？鄂温克人的帐
篷什么样？蚊烟是干什么用的？驼
鹿能长多高？

这是俄罗斯“中国文学读者俱乐
部”举办的最新活动。为了推动中国
文学在海外常态化、本土化传播，迅
速便捷地传递中国文学最新动态，中
国作家协会于 2021年 8月牵头发起了

“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以下简
称“俱乐部”），先后在新加坡、俄
罗斯、英国、智利、墨西哥、突尼斯
等世界五大洲的22个国家成立，开展
读书会、讲座、作家对谈、征文比
赛、作品诵读等活动60余场，让近百
位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走进海
外读者视野。

展现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

近年来，广东作家赓续岭南文化

根脉，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尤其是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逐渐成为当代文学
新亮点，魏微、蔡东、葛亮、郝周、
李敏锐等广东青年作家的 《月光下》

《燕食记》《春天的前海》 等作品，充
满地域文化气息与时代感。

为展示地方文学发展成果，匈牙
利俱乐部推出广东作家专题，邀请熊
育群、王威廉、杨克、郑小琼等10余
位作家集体亮相。匈牙利文学评论家
索卡奇·金嘉表示，从最微小的细节
到最宏大的人生问题，广东作家的创
作包罗万象，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多种
多样、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一活动使
海外读者了解到广东文学发展的样貌
和中国文学独特的地域特征。中国作
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俱乐部未
来还计划举办辽宁作家“新工业文
学”推介等活动。

俱乐部积极推动少数民族作家在
国际舞台亮相，展现中国民族文学创
作成就。蒙古国俱乐部推介蒙文版

《五彩丛书》，介绍叶梅、赵枚、娜
夜、金仁顺、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其中丰富
多彩的文化元素引起蒙古国读者共
鸣。在白俄罗斯，作家叶梅在分享

《歌棒》 创作心得时，将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故事缓缓道来。汉学家阿丽娜
评价说，这本书展示了中国作为多民
族国家的独特魅力。

在俱乐部努力下，中国文学的丰
富性呈现在海外读者面前。韩国俱乐
部围绕“Z 世代”受众的兴趣点，组
织了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分享会，作家
大风刮过的网络小说 《皇叔》 吸引大

量 韩 国 青 年 读 者 。
在科幻文学阅读氛
围浓厚的日本，俱
乐部邀请到中国科
幻作家王晋康、宝
树、七月，科幻文
化公司八光分文化
创始人杨枫，与日
本科幻作家藤井太
洋、科幻译者大森
望、科幻文学编辑
梅田麻莉绘进行对
谈，激发了日本读
者对中国科幻文学
的 兴 趣 。 而 在 拉
美，智利俱乐部和
墨西哥俱乐部向读
者 推 介 迟 子 建 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
《炖马靴》、徐则臣
的 《玛 雅 人 面 具》
以及中国当代诗歌，
作品中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探讨、不拘一
格的想象与神秘感，

打破语言隔阂，感染了拉美读者。
海量的中国文学信息、丰富多样

的作品选择、本土化的专业推介，让
海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生机活
力。“俱乐部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搭
建了新的平台，将中国文学界的最新
信息和动态第一时间送达海外汉学
家、翻译家、读者面前。”中国作协
外联部相关负责人说。

探索海外传播新形式

除了丰富的内容，俱乐部还在传
播形式上不断探索。法国俱乐部针对
当地审美趣味，将舞蹈、音乐演奏、
诗歌朗诵等高雅艺术融入诗歌分享
活动。其中，“2022 中国当代诗歌朗
诵会”现场，舞蹈家在长笛、大提
琴、埙、口簧琴悠扬的乐声与嘉宾的
朗诵声中翩翩起舞，曼妙的舞姿以动
态和可视化的方式引领读者徜徉在中
国诗歌的独特意境中，感染了包括诗
人阿多尼斯在内的 200 多位中法文化
界人士，在当地传为佳话。充满哲理
的中国诗歌与西方现代舞蹈的结合，
打破了单一的文字传播模式，令海外
读者耳目一新。

另一方面，俱乐部创新运用说
唱、流行歌曲等通俗艺术对中国文学
作品进行重新演绎，推动中国文学在
海外的大众化传播。在新加坡，俱乐
部多次邀请当地音乐人以中国文学作
品为主题创作原创歌曲，对作品进行
本土化再演绎、再创造、再传播。在
王若虚 《马贼》 推介会上，俱乐部邀
请新加坡音乐人祁哲泉作词、马来西
亚歌手刘立业作曲，为 《马贼》 创作
了主题曲 《铁马吟》，以说唱形式表
达对作品的理解。另外，俱乐部还在推
介梁晓声作品《人世间》的现场播放了
祁哲泉、李思淼专门为活动创作的歌
曲《寸草春晖》，新颖的艺术形式扩大
了中国文学在新加坡大众中的影响。

俱乐部还创新海外读者参与活动
的方式，以征文比赛激发海外青少年
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热情。马来西亚俱
乐部邀请当地学生参加中国文学读后
感征集比赛，以拍摄视频等形式分享
阅读体会，促进中国文学走进马来校
园。目前，俱乐部已举办 6 场中国文
学读书会，围绕 《红楼梦》《雍正王
朝》《平凡的世界》《中马短篇小说
选》 和中马诗歌与马来西亚读者进行
了互动。

俱乐部还将继续探索海外传播新
形式。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计划设立常态化的文学陈设
空间‘中国文学下午茶’，让中国文学
融入海外读者日常生活。我们还计划
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向海外读者可
视化呈现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面貌。”

力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2022 年 6 月，何建明报告文学
《革命者》（俄文版） 获得2021年度俄
罗斯出版界“最佳图书”奖。此前，
白俄罗斯俱乐部也在首场活动中大力
推介 《革命者》，书中鲜为人知的英
雄故事在现场引起热烈反响。近 10
年，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取
得重要突破，中国当代文学在俄译介
规模首次超过古典文学。《革命者》
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得益于中国作协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今年是中国作协实施“中国当代

作品翻译工程”的第10年，其成果为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奠定了量的
基础。自2013年启动以来，翻译工程
完成了共10期资助翻译工作，涉及语
种 31个，合作的外方出版社达 160多
家，并建立起 230 多人的各语种翻译
家信息库。其中，刘慈欣 《三体》 英
文版和希腊文版、《球状闪电》 英文
版、《乡村教师》 短篇集英文版、《流
浪地球》 短篇集英文版翻译出版后在
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中国科幻阅
读热。王蒙 《这边风景》 阿拉伯文版
在阿拉伯国家掀起阅读热潮，“这部
小说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
机智幽默，是一部打开新疆记忆的作
品。”评论家穆罕默德·哈马姆思于

《中东在线》评价道。
在中国文学译介上，中国作协持

续进行机制创新。今年 2 月，中国作
协发起“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子
计划“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
介”，与中图公司合作，开展长篇小
说新作力作的海外翻译、出版、宣传
与传播。魏微 《烟霞里》 在计划支持
下完成出版并签约波斯文版，将向海
外读者展现广东女性文学的艺术图
景，以女性视角呈现中国40年的社会
变迁。

从“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区域
性国际文学交流中心、中外文学论
坛、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
网络文学周等一系列机制和平台，到
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和翻译家
工作坊等深度交流活动，中国作协在
中外文学交流中不断凝聚起新力量。

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对外交流中，文学发挥着沟通
人心的独特作用。今年中国作协将开
展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暨汉学家文
学 翻 译 国 际 研 讨 会 、“ 一 带 一 路 ”
青年阅读推广计划、东盟青年作家中
国行、中欧文学交流系列活动、中
国—葡萄牙语国家文学论坛等中外
文学交流活动，助力中国文学读者
圈不断向外扩展。

（本文配图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提供）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
日，第四十届马来西亚吉隆坡国
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在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
行，由 30 多家出版单位组成的
中国展团精心准备 3000 余种、
上万册精品图书参展，并与马方
共同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书展现场，北京出版集团展
陈近 50 种图书，包括“中共中
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小丛书”等重点
主题出版物，“大家小书”系列
与《流俗地》《平安批》《熊猫小
四》《国韵承传——中国京剧传
承人大讲坛》 等精品图书以及

《尖锐对话》、“小姥爷给孩子说
北京”、“牛津英语话中国——新
时代英语教程 （阅读篇） ”等中

英双语读物，吸引各国读者、友
商驻足。

书展期间，多种京版文学图
书引起关注，《宝水》《全家福》举
行马来文版签约仪式，《北上》《北
京西郊故事集》马来文版翻译项
目启动。在“华语写作如何‘到世
界去’——中马文学对谈”活动
中，对谈嘉宾就华语文学在马来
西亚的发展现状以及华语文学如
何在世界范围更广泛传播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引起反响。

据悉，吉隆坡国际书展创办
于 1981 年，是马来西亚的重大
文化盛会。第四十届马来西亚吉
隆坡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
是中国首次在东盟国家国际书展
上举办的主宾国活动。本届书展
5月26日开展，为期10天。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波浪……”“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 花 香 两 岸 ……”“ 风 烟 滚 滚 唱 英
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让我们
荡起双桨》《我的祖国》《英雄赞歌》
等歌曲，陪伴一代又一代国人成长，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均出自作曲家刘
炽之手。近日，由团结出版社主办的

《灵魂的旋律：我的父亲刘炽》 新书
分享会在京举行。

《灵魂的旋律：我的父亲刘炽》
是刘炽的首部个人传记，书名由词作
家乔羽题写，作者为刘炽小女儿刘萤
萤。该书通篇语言平实，沿着亲人的
回忆，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进入刘炽的
音乐世界和日常生活。书中深入细致
地记述了刘炽诸多代表作创作灵感的
来源和创作过程中的趣闻轶事，呈现
他对音乐和人生的独到见解。书中收
录的老照片，勾勒出刘炽音乐生涯和

艺术人生的轨迹。
作者刘萤萤在现场分享了父亲创

作 《我的祖国》 的故事。作曲时，刘
炽被志愿军战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英雄事迹所打动，在乔羽颇具诗情画
意的歌词中孕育出旋律。为了创作这
首歌曲，刘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
白楼中闭关写作，交待服务员不接待
客人，把三餐送到房间。这段时间
里，他不断琢磨群众喜爱的抒情音
乐，一遍又一遍朗诵歌词寻找韵律，
好似“走火入魔”。创作完成后，他
又将作品“冷处理”，过了3天又拿出

来再度修改。最终，《我的祖国》 成
为传唱半个世纪，回响在大江南北的
经典歌曲。

透过一个个故事，读者不仅看到
了一位历经磨难成长起来的音乐家，
感受到他身上流淌的红色基因，更能
体会到，是人民的火热生活激发了他
的创作热情，他的作品始终与祖国命
运息息相关，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书中也呈现了一个爱热
闹、爱开玩笑的父亲形象，点点滴滴
的生活细节塑造出刘炽有血有肉、饱
满生动的形象。

本报电（人文） 近日，《大
江健三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第
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日两国知名作家、学者、
评论家等约百人围绕大江健三郎
在中日两国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长叶
兴国在致辞中表示，大江健三郎
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文学巨匠，他
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灵，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
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
江健三郎文集》集结了作家多年
来的精华之作，融汇了他对文学
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探索。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许金龙教授团队翻
译出版的这套文集不仅是对大江
先生文学成就的致敬，也是对大
江先生作品和思想的传播。

“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

讨会”同期举行。研讨会围绕
“大江文学与中西方文学的互文
关系研究”“大江小说艺术研
究”等主题展开。作家莫言作了
题为《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
启示》的发言，他认为：一个知
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责任、
勇气支撑着大江先生的创作，从
试图逃避苦难到勇于承担苦难，
大江健三郎在承担苦难的过程
中，使自己由一般的悲天悯人，
升华出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
情怀。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常务
副校长魏小琳在研讨会闭幕式致
辞中说，大家的发言勾勒出大江
健三郎热爱和平、根植故乡、坚
守良知、绽放生命的立体形象。
该校将依托大江健三郎研究中
心，做好大江健三郎及其文学精
神的传播，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近日，《光明影院的故事》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
是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
的师生志愿者以“艾之光”为
笔名创作的报告文学，通过文
字和影像记录下该校“光明影
院”公益项目为视障群体制作、
传播无障碍电影，助力中国信息
无障碍事业发展的生动故事。

5 年多来，中国传媒大学
800多名师生志愿者为视障人群
打造了 500 多部无障碍视听作
品 ， 送 到 全 国 31 个 省 （区 、
市）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送达
全国 2244 所特殊教育学校，点
对点覆盖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并通过“中国广电‘光明
影院’公益点播专区”覆盖全
国超2亿户家庭，惠及无数视障
人士。

从项目缘起到经验摸索，
从公益展映到爱心聚力，读者
可以在书中读到一个又一个凝
结着爱、希望和光影魅力的中
国故事。2017 年底，“光明影
院”项目初始团队讨论商定以
电影作为载体，为视障群体搭
一条“直抵心灵的文化盲道”；

“光明影院”第一次走进北京国
际电影节进行线下放映时，60
多名志愿者张开双臂搭起“人
工盲道”，助近 200 位视障观众
安全有序观影；在电影《1921》
首映仪式上，“光明影院”团队放
映了该片无障碍版，实现无障碍
电影与院线同档期电影在首映
仪式上的同步放映……《光明
影院的故事》 中的动人故事，
为中国信息无障碍事业的发展
留下了生动注脚，也为世界了
解中国公益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提供了直观窗口。

据悉，中外出版方代表已
签订 《光明影院的故事》 中亚
五国出版协议。未来，该书将
出版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
塔吉克文、乌兹别克文与土库
曼文版，面向“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和全球读者发行。

中国文学读者遍五洲
黄诗雨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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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文集》在京首发

中国首次在东盟国家国际书展上举办主宾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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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灵魂的旋律：我的父亲刘炽》：

再现作曲家刘炽艺术人生
巴钰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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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小读者隔屏向中国作家黑鹤提问。

中国作家张学东 （嘉宾席左二） 与俄罗斯读者交流。 匈牙利俱乐部介绍广东作家作品。匈牙利俱乐部介绍广东作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