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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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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漫步，体
验京绣、北京玉雕、天津葫芦制作技
艺、布糊画等传统手艺；到汉服文化
体验中心穿上一身精美的汉服，在博
物馆里感受跨越时空的交流；和恋人
一起“乞巧”，体验传统苏绣、剪纸，
度过一个氛围感满满的七夕……日
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立
秋·七夕”主题系列夜场活动，让“博
物馆奇妙夜”邂逅节气和传统节日，
给人们带来别样精彩。

在今年的主题系列夜场活动中，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直清阁”
竹主题休闲服务空间对外开放试运
营，四层的外露台也面向观众开放。
在夏秋之际，观众走出展厅，沉浸于
雅致的氛围之中，感受满目绿意，仰
望璀璨星河，共话“立秋·七夕”，拥
有一段美好记忆。

展厅里的“博物馆奇妙夜”也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文化佳宴。活动
期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放了
一层和四层的 5 个展览和相关非遗手
工艺体验、文创商店、咖啡文化空
间、主题邮局等区域。

“敦煌的中式美学太震撼了。”“原
来敦煌壁画中有这么多讲究，不同年
代有各自的特征，这次的讲解很长知
识。”“常沙娜先生的坚持和精神令我
感到十分敬佩。”……在颇受观众喜爱
的“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
艺术与设计展”展厅，专业而充满热
情的公益讲解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聆
听。“逐梦蓝彩”展厅里，开设的点蓝
体验区也吸引不少观众近距离体验非
遗。而在“天上云霞人间织”展厅的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互动
展示区，观众团团围在长 5.6米、高 4

米、宽 1.4 米的大花楼木质提花织机
边，看“拽花工”和“织手”两位工
匠将丝线“变成”精美的云锦，纷纷
啧啧称奇。

在四层的非遗手工艺体验中心，
许多小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体验古法
制玉、敦煌石粉彩绘技艺 （壁画临
摹）、纸笺加工技艺 （流沙笺团扇制
作） 等非遗项目。一位小朋友正在美
美地摆弄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流沙笺团
扇。她的母亲许女士介绍说，这些项
目虽然看着传统但其实非常时尚，孩
子很喜欢这些手工项目，觉得很有
趣；带孩子在博物馆里看展览还能做
手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体验。

馆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期待通
过举办系列活动这一形式，让“博物馆
奇妙夜”丰富中华文化内涵，让观众切
身感受到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美学。

本报电（张怡靖） 近日，“中
国 当 代 文 学 海 外 读 者 学 术 研 讨
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此
次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和新疆
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旨在
深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读
者中的传播现状及其深远影响，
并积极探索提升中国文学国际影
响力的新路径。

读者是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海
外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深入了
解关键读者群体是中国文化海外
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学者就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多个
国家或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深
入分析。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
晓军在俄罗斯发放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19 至 25 岁的青少年为主
要读者群，多数具有汉语学习背
景且对中国文学兴趣浓厚，以小
说阅读为主。此外，网络文学在
俄 罗 斯 读 者 中 也 有 显 著 的 影 响
力。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马
海燕的研究显示，美国 Goodreads
平台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书
单具有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及作
品数量多等特点，尽管作品关注
度 受 作 家 知 名 度 影 响 而 存 在 差
异，但整体而言，美国读者对作
品的评价以积极为主。

在亚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呈现出多样的传播形式。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
士刘晓宇说，在东南亚，《三国演
义》《西游记》 等中国古典名著广
泛传播影响深远，同时通过版权
输出、图书馆馆藏及社交媒体上
的积极反馈，显示出莫言、刘慈
欣等现当代作家作品颇受欢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博士赵霞研究发现，中国当代
文 学 在 日 本 传 播 增 多 且 类 型 多
样，网络文学表现突出，读者的
阅读偏好以推理类图书为主，轻
小说、历史小说也颇受欢迎。

在欧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播情况不
尽相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
言文化学院博士曹淑娟表示，中
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作品数
量多且类型丰富，不仅包括小说
和诗歌，还涵盖了科幻、悬疑侦
探、武侠玄幻、儿童文学和网络
文学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
院博士刘泽昊研究发现，中国当
代文学在德国的发展呈现出市场
导向性，先锋派文学和科幻、武
侠、恐怖小说受到关注，但中国
文学在引进语种图书中占比相对
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
学院助理教授曹轩梓重点关注了
鲁迅、莫言、刘慈欣 3 位作家作
品 在 西 班 牙 语 文 化 区 的 传 播 情
况。鲁迅的作品在该地区有着悠
久的出版历史，对中国文学传播
起到了积极作用。获得诺贝尔文
学 奖 后 ， 莫 言 作 品 的 直 译 本 增
多，呈现出较高的读者接受度。
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作品在西班牙
语文化区也取得了显著的接受效
果，尤其是 《三体》 系列作品。

与会学者在肯定中国文学海
外传播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存
的挑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
障碍、文化差异、市场接受度等问
题，都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构成
了制约。针对这些挑战，学者们提
出提升译本质量、激发阅读兴趣、
利用自媒体等一系列应对策略，并
呼吁加强与国外出版社、译者及读
者的深度合作，共同架设中国文学
通往世界的桥梁。

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副
主任蒋好书和郑磊分别就中国文
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
总结与展望。蒋好书说，文学传
播需深入理解读者，可以通过精
准分析读者群体、结合量化与定
性研究、与新媒体合作等方式，
更有效地推广中国文学作品，提
升国际话语权。郑磊则认为，中
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多环节
的 复 杂 过 程 ， 需 要 业 界 携 手 并
进，不断创新，精准施策，以满
足不同读者群体的多元需求。

日前，在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演播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
193 件广东台山籍华侨抗战战士相关
数字文献，由台山市博物馆无偿捐赠
给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 31位台山籍
飞虎队老战士的肖像照片、书信扫描
件、故居照片、口述史访问视频等。台
山是有名的侨乡，一直注重飞虎队相
关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宣传保护。
目前，台山市博物馆已收集到近千件
台山籍华侨抗战相关文物资料。

捐躯赴国难

台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坐拥
漫长的 698公里海（岛）岸线与大小海
岛（礁）348 个，有广海湾、镇海湾两
大海湾。地理条件赋予了台山人出海
航行的便利，这里有着悠久的“贩
海”“出海”历史传统，奠定了侨乡
的基础。

然而走得再远也难忘故土。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海外华侨提
出了“舍航空无以救国”的口号，组织
华侨航空救国会，捐款捐机，创办航
校，培训飞行员归国参加空战，为保
卫祖国屡建功勋。据《美国华侨历史
续编》记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华
侨青年归国参加作战者人数难计。

众多台山籍华侨是其中不可忽视
的力量。他们或参加飞虎队，或加入
南侨机工，或捐钱捐物不遗余力，为
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力量，也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在捐赠现场，台山市博物
馆前馆长叶玉芳向观众分享台山籍华
侨的抗战故事。

抗日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空
军烈士黄毓全；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
战物资，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李
月美；首位加入飞虎队的军医、与陈
纳德有不少书信往来的李襄民；分别
飞越“驼峰航线”420 次、337 次的
马邦基、马绍基兄弟；带着“自杀药
丸”深入敌后获取情报的第 14 航空
队通讯技师甄崇运；曾执行日军零式
战机残骸搜寻任务并切下机翼残片，
获得“二战铜星英勇成就奖章”的李
庚申……一个个名字背后，是荡气回
肠的保家卫国史诗。

据介绍，此次台山市博物馆捐
赠 的 资 料 主 要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华
侨。31 名台山籍飞虎队老战士，台
山市博物馆为每一位都做了详细的
档案。姓名、出生年月日、属于飞
虎队中的哪一个支队和所属工种、
贡 献 有 哪 些 …… 有 的 老 兵 功 勋 卓
著、档案很长，这些珍贵的资料和
照片是重要的历史佐证。

“这批材料中，很多历史照片是对
国家图书馆现有飞虎队抗战资源的重
要补缺，非常珍贵。”国家图书馆中国
记忆项目中心馆员杨秋濛介绍，“比如
很多老兵在飞虎队战机前的合影、维
修飞机的工作照、与队友在一起的肖
像照等等，那个时代照相机并不普及，
这些照片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值得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和整理。”

让珍贵文物“落叶归根”

收集整理华侨先辈的事迹和故事
并不容易。叶玉芳回忆说：“我们充
分利用台山华侨文化博物馆等当地的
资源，因为经常有华侨回乡时去那里
参观。只要一听说有老兵去参观，我
们马上就跑去跟他们沟通，看是否愿

意接受采访。同时，我们还与当地电
视台等合作，共同进行口述史材料的
整理和收集，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
来不少信息和资料。”

然而，由于很多老兵年岁已高、
身在他乡，想要开展系统的收集工作
依然困难重重。

美国飞虎队研究院院长陈灿培祖
籍广东番禺，年轻时到美国求学，长
期服务于美国洛杉矶侨社，他自幼就
对飞虎队怀有敬意。多年来，他和妻
子一直用自己的积蓄收集和整理飞虎
队相关文物。

2016 年，出于偶然的契机，台山
市博物馆计划做一个关于台山华侨与

飞虎队的数据库。“做数据库需要很
多资料和内容，我们当时手上的资料
远远不够。”叶玉芳说。

为了做成这个数据库，叶玉芳与
身在美国的陈灿培取得了联系。听闻
此事，陈灿培自告奋勇，建议直接写
一封英文信，面向海外华侨群体征集
飞虎队老兵相关资料，然后由他来负
责接收、整理。

“信发出去以后，刚开始一星期
几乎没有反应，他 （陈灿培） 比我还
紧张。”叶玉芳说。直到又过了几
天，李庚申老兵的儿子与儿媳妇主动
联系了陈灿培，表示“父亲的东西自
己一直都保留着”。

他们捐献的资料中，除了李庚申
老战士的照片、信件，还有他受训时的
书籍与笔记本、穿过的军装、行军时随
身携带的物资包等。这些丰富的文物
与李庚申老战士用猎刀切下的日军零
式战机残骸机翼残片（江门市博物馆
藏，由李庚申老战士捐赠于 2007 年）
一起，勾勒出老战士传奇的人生经历。

经过对飞虎队队员及其家属捐赠
的收藏品和自己所收集的飞虎队文物
进行简单整理，陈灿培夫妇将这批文
物捐献给了台山市博物馆。近千件文
物将 5个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两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不远万里，“护送”
这批珍贵历史记忆“落叶归根”。

“当时在机场接到两位老人是大
概早上 5 点多，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
了。”叶玉芳说。这批文物中，就有飞
虎队军医李襄民与陈纳德来往的书信

（由李襄民侄子 Mevin Lee 捐赠），其
中两封还有陈纳德的签名，十分珍贵。

“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历史的硝烟远去，但激昂壮烈的
家国情怀依然回荡在华夏儿女心中。
在广东台山，飞虎队纪念亭傲然耸
立；在马来西亚槟城，每年 11 月社
会各界人士在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
同胞纪念碑下缅怀先烈；在美国纽约
的华埠勿街口广场，树立着华裔军人
忠烈坊……对今人来说，铭记、保留
好这段历史，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民族
记忆刻不容缓。

在距离台山市博物馆千里之外的
北京，秉持“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的信念，国家图书馆于 2014 年成立
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持续关注抗战
老兵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在中国记

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看来，老兵的
记忆关乎战争与和平、苦难与光荣，

“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里非常沉重的
东西”。“图书馆不只是保存书籍的地
方，也是为人类社会保存记忆和知识
的载体。”田苗说。

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遗孀陈香梅、
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大卫·海沃德、
飞虎队地勤人员维斯特里·弗朗科、
多次飞跃“驼峰航线”的湖南籍飞虎队
老兵陈科志、曾被中国村民营救的飞
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的遗孀埃莉诺·
本尼达以及陈纳德译电员马大任……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人员采访过
很多飞虎队老人。如今，他们中不少
人都已离世，这些采访可谓是最后的
记录。

这些珍贵的口述史资料，经过工
作人员的精选，刊登在了去年的一期

《新华每日电讯》 上。而那期报纸发
出不久后，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收到了
一封“不请自来”的商请函，随函附
上的还有一份资料清单。

这封商请函来自台山市博物馆。
在多年的不懈努力下，台山市博物馆
积累了不少台山籍华侨抗战战士资
料。看到中国记忆项目的报道后，台
山市博物馆主动与国家图书馆联系，
提出将自己馆藏的数字资料也捐赠给
中国记忆项目，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发
挥更多作用。

“这封来函令我们感到非常惊
喜。”杨秋濛回忆起当时接到来函的
心情：“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而现
在，不仅有更多人看到了这些成果，
还有更多人加入进来。这让我感觉到
投身于国家记忆资料收集工作特别有
意义。”

这份捐赠也意味着更多沉甸甸的
责任。对台山市博物馆来说，资料的
共享意味着更多可能。“受限于我馆的
平台辐射范围，我们收集到的不少照
片依然缺乏可用于解读的相关信息，
如一些老战士与队友在战机前或基
地、驻地的老照片，我们只能认出其中
的捐赠者。”叶玉芳说，“期待通过国家
图书馆这一平台，获得更多信息，也把
老战士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据介绍，这批材料入藏国家图书
馆后，首先将会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和
编目，待与中国记忆项目已建设的文
献资源整合后，再通过更多途径进行
服务和展示，充分发挥其文献价值，让
更多人铭记先辈的英雄事迹与精神。

近日，浙江省嵊州市启动了“嵊夏暖新”专项行动。依托青少年
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企业党员 （职工） 活动中心等阵地，该项目通
过开设体验古法造纸、感受非遗文化等内容打造暑托班，为孩子们提供
免费且高质量的暑期学习娱乐空间。 黄璐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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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浙江嵊州：

体验非遗 欢度暑假

右图：飞虎队老兵李庚
申（右）与队友在战机前的合
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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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国家图书馆中国
记忆项目中心工作人员采
访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遗孀
陈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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