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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目前，晋江
文学城网站每天就有

一部网络文学作品被签下海
外版权。该网站自2011年签订了第

一份越南文版权合同以来，至今已向越南
输出200多部作品的版权。2012年，晋江文学城

网络小说 《仙侠奇缘之花千骨》 泰文版权合同签订，
2013年该书在泰国一经上市便被抢购一空。2014年在
泰国书展上，泰国版“花千骨”成为吸引泰国青少年的
主力书籍。晋江文学城已同20余家越南出版社、2家
泰国出版社、1家日本合作方开展合作。通过晋江代
理出版的中文图书，发行地已囊括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以及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日本、美国也表
现出对晋江版书籍极大的兴趣。17K小说网与泰
国方面签署了酒徒的小说《家园》的泰文版权合
同。2011年-2014年，越南的书越文化出版社陆
续购买了创世中文网玉扇倾城的《海皇的宠妃》
等7部作品的越文版版权。

许多在中国有影响的网络文学作品都陆
续被译介到外国。韩国Paran Media出版社自
2012年起，相继购买了桐华在晋江文学城上
首发的 《步步惊心》 和 《大漠谣》《云中
歌》3部作品的韩文版权，《步步惊心》韩
文版在韩国相当畅销。至今桐华已有 7部
作品的海外版权输出到了韩国、日本、
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
当年明月的代表作《明朝那些事儿》已
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
行。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盛，至今
只有短短 16年。但是，网络文学的版权输出情况

却风景这边独好，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在中国当
代文学对外译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是我国对外
文化交流的新渠道，也是传播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弘
扬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新途径。

网络文学对外译介途径更趋多样化

网络文学版权输出基本上是以中国大陆为圆心，
向周边辐射，像声波一样呈弧状的传播路径。版权输
出从台港澳的繁体字版权起步，扩展到越南文、泰
文、韩文、日文、印尼文、英文。经过晋江文学城等
网站的积极助推，有些网络文学作品开始逐渐引起欧
美出版商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说，网络文学输出对象
国和地区，首先是大的儒家文化圈，即那些文化传统
乃至语言文字都与我国相似相近的国家和地区。

版权输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根据对
17K、创世和晋江等多家文学网站的统计数据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网络文学版权输出增长迅猛。这与网
站主动的助推和宣介有关，也与海外特别是周边国家
和地区读者对中国新鲜的文学、急剧的社会变革现实
等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有关。正是中国最近几十年来迅
速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从而造就了中国的“新
文学”——网络文学备受关注和欢迎。版权大量输出
也与我国网络文学、文学网站发展较为完善、成熟有
关。譬如，目前包括越南、日本等国家并没有自己单
独的文学网站，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我国的文学网站
进行引进或自发翻译。

与传统的纸质文学对外译介不同，网络文学对外译
介途径更趋多样化、立体化和全方位化，具备及时便
捷、全天候、多媒体、交流互动等诸多优势。网络文
学除了被翻译成纸质图书出版外，许多外国出版商也
购买了我国网络文学的电子版权，推出电子书。甚
至，还有很多的越南读者直接参与了网上直译，如同

“同声传译”一般，几乎是与中国国内网络文学的发表
同时就开始了越南文的网上翻译和介绍。这是一种自
发的、民间的翻译活动，它极大地
扩展了读者的参
与

面，也使中国网络文学的外译变
得更为便捷，同时也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起
到了某种遴选及推介的作用。明月听风是晋江文学城
的知名言情作家，其作品 《寻郎》 不仅深受国内读者
欢迎，也受到越南书迷们的大力追捧。在该书越南文
版尚未上市时，便有热心的越南书迷自发地在论坛上
翻译该书的介绍及部分内容。

越南的很多“晋江迷”会在论坛上使用翻译器把
没有引进的中文作品逐一进行翻译，供越南文读者阅
读分享。越南的许多论坛还会因此给这些用户奖励积
分。还有一些懂中文的越南网友，他们希望能够对晋
江作品进行翻译，专门给晋江网发来微博进行申请。
国外有些出版商看准了这一商机，除了和晋江文学城
沟通出版、引进电子版权之外，还与晋江采用分成的
模式建立晋江的海外站点。例如日本的 SmartEbook公
司，他们的版权渠道可将晋江的书拓展到墨西哥、印
度、菲律宾、南非、澳大利亚、韩国等地。目前晋江
方面正在同他们就这项版权输出业务进行洽谈。

目前已译介出去的网络文学作品主要是类型文
学，尤其集中在宫斗、宅斗、仙侠、穿越、玄幻、历
史等题材领域。

传播中国声音的新途径

网络文学的输出，为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开辟
了新的领域，也有助于改变我国版权外贸中长期存在
的不对等不平衡的较大逆差问题，逐步改变了过去外
译主要依靠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名家名作的局
面，使许多中国年轻人的作品、网络写手的作品也能
走向世界，受到众多海外读者的欣赏和喜爱。版权输
出作品的数量与日俱增，不仅带动了中国作品海外出
版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海外电子版权输出的洽谈。

网络文学外译也有助于扩大中华文化对外影响
力。文学“走出去”是一种软实力，特别是一些优秀
的网络作品“走出去”，已经具备了“民间外宣”和

“大外宣”的意义，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周边和外围对我
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我国在这些国家读者

受众中的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增
进各国民间的

理 解 和 友
谊。水滴石穿式长
期坚持不懈的对外文学渗
透和文化影响，可以使中国人的做
事逻辑和处世哲学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所理解和接受。在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中外
文学文化交流要特别重视网络这一桥梁，将中国声
音、中国故事传播到最广大的海外受众那里，塑造良
好的中国形象。

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文化向外传播要充分开
掘网络媒介的传播功能。一篇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只
要有一百个外国网友读过，那么，我们的百万部
网络作品就可以让影响效果变成一亿人次。换言
之，以前是国家政府几个主渠道在对外宣传中国
文化，现在变成了上百万中国人客观上在对外推
介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而后者的优势则更为明
显。由此可见，在推动和帮助网络文学走出去
方面，国家应该给予有力扶持，要在版权外贸
政策、文学对外推介、网络作者和文学网站
对外交流等方面，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
面，采取有力措施，创造便利条件，帮助和
引导网站及作者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
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作品
推向海外。

网络文学对外译介是我国文学版权
出口新的增长点，也是我国网络时代新
文化新的生长点。当然，目前网络文学
走出去仅仅处在起步阶段，还有众多
潜在的领域亟待开掘，还有更多国家
的市场有待开拓，前路漫漫未可限
量。我们所要做的，一方面是创作出
更多文质兼美、以内容取胜的优秀
网络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要借助
各种途径和渠道将这些作品更广泛
更深入地翻译推介到外国读者面
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市场价值
和文化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协
创研部研究员）

网络文学走出去
风景这边独好

李朝全

既然柠檬是这故事的主角，有必要稍微正一下名。
我们中国人说的柠檬，其实包括两种很近似的水果，一
种英文就叫 Lemon，中文翻作柠檬；另一种英文叫
Lime，中文翻作酸柑或酸橙。我家后院的那棵果树属于
酸柑，不过不管是我们还是朋友们，没人称它酸柑，都
叫它柠檬。

那棵柠檬树19年前买房子时就在那里了。不过那时
候它似乎生长不良，枝干细，叶稀疏，长出来的果子三
三两两，不成气候。

大概 8 年前，家里装修，挖出来一大堆土没地方
去，先生灵机一动，往那柠檬树下一倒了事。没想到过
了没多久，那柠檬树突然就枝叶繁茂起来。接着花香四
溢，蜜蜂来访。再接着，一颗颗小青果就像肥皂泡般冒
了出来。果子长到一定火候，砰砰往地上掉。有一天早
晨我往后院去，天哪，满院子滚柠檬！

你不注意它都不行了。我走到柠檬树底下，低头，
一地柠檬；抬头，枝头上小青果还在不知疲倦地冒。我
心里想，这树这果是老天的恩赐，可不能浪费了。可，
柠檬奇酸，我们一家四口如何能享受得完？

隔壁住着玛利亚一家。玛利亚来自墨西哥，夫君是
白人。夫妻俩开了个儿童看顾中心，好不热闹。他们肯
定欢迎这柠檬。于是我捡了两大袋，敲开了玛利亚的
门。我递上两袋柠檬时，玛利亚眼睛嘴巴一齐张大，惊
喜不已。“正好，我们可以做柠檬汁！”

对面住着用我的话说“世上最温馨的一家”——爱
琳一家。爱琳从小生长在这个街区。她丈夫是高级会计
师，每天忙上班，周末就自己割草整院子。爱琳做全职
家庭主妇，看顾两个可爱的女儿，还有一只极为好客的
小白狗“星期五”。

艾琳见了我的柠檬，脸上顿然有光。“这个太棒
了，我喜欢柠檬！还有我妈，就住一个街区外，我可以
分给她一些。”

后院的柠檬树继续不知疲倦地开花结果，就是玛利
亚的儿童看顾中心加爱琳一家三代人也享用不完，于是
我又开始寻找新的供应“客户”。我平日住宿佳思地，
隔壁搬来了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丈夫泰提斯是位卡车
司机；妻子蜜雪儿在家照顾两个10岁以下的男孩。我提
着一袋柠檬去敲门。泰提斯开的门。他一见柠檬，面有
难色：“这个……我们大概不需要——噢，等等，我问
问我老婆。”他转身朝里面喊：“蜜雪儿，你要柠檬么？”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里面传过来：“要！当然要！”
蜜雪儿气喘吁吁跑了出来。我告状说：“泰提斯还

不想要呢！”蜜雪儿柔柔地瞪了丈夫一眼，很快又对我
露笑脸：“谢谢你！”

我说起家后院的柠檬树如何丰盛，蜜雪儿就说：
“佳思地教会办了个学前班，也许他们需要哦！”

一个星期后，我拎了一袋柠檬给了那家教会的牧师。
最后，轮到了我所在的公司。有个星期一，我带了

一大袋柠檬到公司，往午餐室桌上一放。大约两个钟头
后，鼓鼓囊囊的一袋被拿得精光……

就这么着，六七个年头了，我们家后院的柠檬源源
不断地供应着玛利亚的看顾中心，四周邻里，还有我的
同事们……有时季节过了，我没得供应了，不知时节的
同事还会问： 柠檬呢？

两星期前，我给了韩国同事金哲熙十几粒柠檬。当
天，他拿出一串烤肉串，洒上点新鲜柠檬汁，津津有味
地吃着。未曾想到，等他拿回家后，当护士的太太竟然
把柠檬全部带到医院去。究竟是自己享用呢还是和病人
分享就不得而知了。

“玛格丽特，你手头还有柠檬吗？”金哲熙可怜兮兮
地问我。

回到家里吃完饭，我不敢怠慢，跑到后院捡柠檬。
我看到一颗长得很特异的柠檬，它实际上是两粒粘合在
一起，就像连体婴儿似的。我特地给先生看那粒连体柠
檬果：“可爱吧？留给你了。”

回公司前整理行李时，我发现先生已经悄悄把那粒
可爱的连体柠檬放到了我的包里。我拿起来，端详了片
刻。这可爱的柠檬来自一棵硕果累累的树，一定代表着
吉祥好运；小儿正面临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先生正全力
以赴支持儿子……这份好运，还是留家里吧！

我一路驱车北上，车后厢里放着两大袋沉甸甸的柠
檬果。想着金哲熙的笑脸，蜜雪儿和佳思地牧师的笑
脸，先生和小儿的笑脸，我禁不住哼起小曲来。

五号公路直奔天际。正值黄昏，天边一片金色的晚
霞，温馨，烂漫；下面，万家灯火就要齐亮……

□散文

柠檬的故事
虔 谦（美国）

一
大地如此澄澈，仿佛五月的晨

曦把天空参悟。并且，空阔所带来
的，即是安详本身。溪流依旧沉
静，细碎的浪花轻拍崖壁，发出了
柔和的回声。而老树进入它的孤
独，宛如一只棕熊进入冬眠。

这时候，黑骏马奔驰的蹄韵化为
蓝色旋律，并沿着开阔的山谷融入记
忆。我已经开始返回林中。但缘于遗
忘，便有了轮回的心绪驰于旷野。牧
歌向晚，夜莺在清亮的暮色中歌唱。

于是我便有了另一种感觉——
假如没有风，落叶又将回到何方？

二
我也喜欢冬日的寥廓与宁静。

大雪纷飞，一片洁白——整座草原
都沉浸在茫茫时空中。这又是怎样
的一种境界呢？千里江山，宛若古
老的神话，而静是它最后的图腾。
并且也可以说，正因为万物静默，
所有的想象都在这静默中起航。

是的，我没有看见哭泣的草
原，但我依然忧心如焚。这是因
为，沉睡的群山正在衰老，不，它
们正遭受岁月的蹂躏。

这不仅是人类的悲哀啊，也是大

自然的劫数——它们被扭曲，被肢
解，被任意伤害！我仿佛听到了大地
的呻吟，或者，也是生命最后的叹息？

三
这并非生命本身。八卦城若神

秘的圣地，天风劲吹，来自文化的
根脉把它的全部蕴涵置于其中。并
且，也开启了西域之门，朝向东方
呈现它的神圣。

我被一种幻觉裹挟着，云雾缭
绕处，那低飞的苍鹭把目光投入山
林。抑或在另一片水域，我用守望
祈福，如一个虔诚的圣徒，愿万物
都得以安宁。

——那是人类的福音啊！没有
喧嚣，唯晨风暮岚，鸟语花香。而
溪水潺潺的河谷，牧民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这宁静中，我仿
佛听到了天籁之音。

四
沿着阔克苏河向上漫溯，我仿佛

到了人间仙境。河流两岸，云杉挺
拔，峰峦叠翠——这鸟语花香的世界
多么令人陶醉啊！这里没有喧嚣，也
没有功名利禄的烦恼。置身其中，心
旷神怡，宠辱皆忘。那时，我感受最
深的，就是人类为何还在疯狂地掠取

大自然？于是多么希望我们的脚步
能够慢下来呀！假如我们能够用简
单抵御诱惑，抵御贪婪和浮华，那么，
大自然就可能少一些疼痛。

但我并不能改变什么。此刻，美
丽的大自然正遭受人类恣意掳掠。冰
川萎缩，雪线也在急剧上升。面对这
一切，我只能忧心忡忡，怆然泪下。因
为，它不仅是我们栖息的家园，也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根脉和谱系。

五
因此我的天空变得异常晴朗。

我知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善是最
基本的底色，正因为有了它，日益躁
动的世界才有了稳压器，有了支撑和
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在特克斯，我
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脉搏，以
及文明脚步所给予人类的馈赠。

这似乎与别处有所不同。对天
地的敬畏来自文化、来自其根脉所释
放的能量。是啊，苍穹下，我们都是
一粒微不足道的浮尘，是一棵草在风
中守望——那簌簌的战栗不断拉长，
它们在言说，也在轻轻叹息。

（编者注：特克斯是新疆伊犁州
所辖的一个县，地处伊犁河上游，拥
有中国唯一建筑完整的八卦城。）

□散文诗

特克斯
亚 楠

□散文诗

特克斯
亚 楠

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表现荒诞人生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等主办的“范小青长篇小说 《我的名字叫王村》 作
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我的名字叫王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折射出
范小青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与不断创新的追求。 从“我”带神经失常
的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作
者以轻灵的叙事，行走于时代厚重的地表，并用黑色幽默的手法，重现了
由人性和逻辑编织而成的荒诞空间。作品虚实相间，悲喜交集，既从乡村
的现实出发，又有卡夫卡式的荒诞。作者突破惯常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双
主人公的设置，视角是“我”与“我弟弟”，时分时合，又如影随形，描绘
出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根本无法确定的困境，并就此对当下乡
村百态进行了解构和观察，写出乡村痛楚、挣扎与非我的状况。

首届红色诗歌评奖揭晓

在毛泽东诞辰121周年前夕，由
中国萧军研究会主办的第七届纪念
毛泽东诗歌朗诵会暨首届华语红色
诗歌征稿评奖在京揭晓，诗人鲁
煤、屠岸、石英、石祥、岳宣义、
峭岩等获得“首届华语红色诗歌终
身成就奖”，诗人忽培元、徐洪刚、
胡松夏等获得“首届华语红色诗歌
年度大奖”，诗人孙继祥、徐安琪等
获得“新锐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