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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是国家和民族交往的重
要形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少
数民族的财富，更是全人类的财富。
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不仅能向全
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能
促进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中国是拥
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
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同时又
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和精神气
质，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精品，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
代和辉煌灿烂的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作受到了外
国读者的欢迎，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
对东南亚、拉美、欧洲等有着一种天然
的亲和力。把当代中国颇具潜力的少
数民族作家及其反映当代中国少数民
族精神气质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优秀作
品翻译成多语种向国外读者推荐，便
于他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当代中
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丰富多彩文化。

民族作家海外推广成绩喜人

在今年4月召开的“第27届阿布
扎比国际书展”上，由中国出版集团
所属中译出版社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
投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少数民
族作家丛书第一辑 5 本阿语版图书

（叶梅的《歌棒》、叶尔克西的《远离
严寒》、金仁顺的 《僧舞》、娜夜的

《睡前书》、赵玫的《叙述者说》） 亮
相。这也标志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组织的“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
划”正式启动。

从2013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开始
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
程，对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
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给予
资助。该工程 2013 年资助了 33 个项
目，2014 年资助了 21 个项目，2015
年资助了 31 个项目，2016 年资助了
15个项目。这项工程让中国少数民族
作家的作品大规模地走出去。少数民
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
化和文学特色，尤其与具有相同的语
言、宗教、民族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

高的文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的
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国际文化交流
中，已有众多少数民族优秀成果进入
国际文化对话领域，成功展示了中国
形象，张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
值，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共荣。

“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
从 2012 年开始，以每年一辑 5 本的规
模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同时
积极推动这些作品的多语种版走向国
际。截至目前，该系列图书已经签约
输出的语种达 19种，签约总数达到 70
多部。其中，藏族阿来、维吾尔族阿扎
提、回族马金莲、普米族鲁若迪基、蒙
古族阿云嘎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被译
成英文，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还发
往了泰国、日本、缅甸、斯里兰卡、韩
国、马来西亚、蒙古国、俄罗斯等。

最近几年，一些优秀诗人和作家
开始被国外读者所关注，彝族诗人吉
狄马加已经有60多种语言和版本被翻
译推介，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马其
顿文、塞尔维亚文、德文、法文、英
文、西班牙文等。著名回族作家霍达
的《穆斯林葬礼》被译成英、法、土
耳其、阿拉伯、韩、马来西亚、塞尔
维亚和乌尔都文；藏族作家阿来的小
说《尘埃落定》被译成英文、僧伽罗
语，《格萨尔王》 被译成英文。满族
作家叶广芩长篇小说 《采桑子》《青
木川》等被译成日文、英文、蒙古国
文和俄罗斯文。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
说被译成英文、阿文、韩文。满族作

家赵大年的小说被译成韩文、日文、
英文、法文。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与推介，“少
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取得了非
常可喜的成绩，在“一带一路”的框
架下，通过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的输出，让国外读者了解到中国的现
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民族作品出版走出国门

除此之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
作品从各个渠道向国外翻译推介，也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广西作家群田
耳（土家族）、鬼子（仫佬族）、黄佩华

（壮族）、李约热（壮族）、凡一平（壮
族）、黄土路（壮族）等作家的作品都被
译成外文。藏族作家达真长篇小说

《康巴》《命定》译成英文、韩文，藏族作
家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译成
英文，短篇小说《我是一只正在老去的
藏獒》译成了韩文；鄂温克族作家庆胜
的小说《杰雅泰》译成韩文……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作家云南哈
尼族作家存文学的长篇小说《碧洛雪
山》和回族作家叶多多的非虚构文学

《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于2015年
被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作为《中国当
代文学精品丛书》 译为西班牙语出
版，在拉美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两位作家受邀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哥斯达黎加大学、布宜诺斯艾利
斯大学、拉普拉塔大学以及孔子学院

举办讲座和文学交流，受到了那里读
者和作家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两次访
问墨西哥，接受了多家新闻媒体的采
访。2016年这对夫妻作家出席了阿根
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21届世界读
书节”，受邀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
言，介绍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现状。会议期
间，他们受到了当地多个学校的邀
请，到校介绍了中国近些年的发展，
接受了阿根廷著名杂志《当代》的采
访，他们的文学作品被拉美多个大学
列入了中国文学的教材。

尽管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
外翻译与传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机遇，但这项事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
阶段，被翻译推荐到国外的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数量很少，且印数和销售量
均很有限。我们主动地大量翻译作
品，而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却是被动
地接受，甚至于并没有接受。我们的
机构还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图书节、文
学节，特别是要加大与国外出版发行
机构合作，这方面中译出版社和中国
文化译研网做得很好，他们联合几百
位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品进行翻译，
弥补了在翻译中是中国式英语的缺
陷。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我们要
多与国外大学合作，举办推荐、研
究、宣传、讲座等活动，学生都是潜
在的读者、译者和研究者。

“前路灿烂有险阻，一往无前莫畏
难”，尽管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我们
的少数民族史诗已经走出去了，如蒙
古族的《江格尔》、维吾尔族的《福乐智
慧》、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玛
纳斯》等。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国际，
需要两只翅膀，一是扩大汉语的阅读
范围和影响力，另一是向世界各国积
极地翻译我们的文学作品，让国外的
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中国人真实的
生活现状。唯有两只翅膀齐飞，才能
飞得高、飞得远。

翻译是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桥
梁，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理解、相
知的重要手段。翻译，是文学的交流
必由之路，是世界文明的心灵之炬。

王方晨的创作体量大。我觉得，
他在中短篇方面创作的成绩很高，他
已经写出了一些名作。王干曾以分析

《红楼梦》 的热情分析了他 《大马士
革剃刀》。施战军把他的一些小说里
的“大”字拎出来，也成为了一个系
列。从中短篇角度考量，他已经写出
了一些名作，像 《王树的大叫》《祭
奠清水》《乡村火焰》《牛为什么会
哭》《大声歌唱》《大马士革剃刀》

《拜芝麻》 等等，有 10多篇我是非常
熟悉的，放到 30 年来的当代文学的
格局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

王方晨的创作，让我想起福克
纳。福克纳的作品里，把美国南方的
历史和《圣经》的原型故事建立了一个
对应关系。王方晨的作品大量地涉及
到乡村、小镇和城市，这些小说也建立
了跟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的隐秘的
关系。假如我说他是山东的福克纳，
不知有没有人反对？我说他是中国的

福克纳，也靠谱。他和福克纳的写作，
还是有一种关系，因为在内心里，他们
有一个地域性的东西在不断地生长。

我想以“内在的爆破，紧张的巨
灵”来形容王方晨作品的基本精神气
质，我还想以“疯癫的大地与奔走的
人”来谈他的写作与他的资源和背景
的关系。在他的小说里，我感觉，大地
在抽搐、在运动，而人也在四下奔走。
同时，他的很多作品在情节上有一种
张力。

前段时间我读到匈牙利的作家马
络伊·山多尔的长篇《烛烬》，山多尔
写了两个 80 岁的老头，过了 50 年重
新相遇，回忆自己多年以前的纠结，
两个人谈了一晚上。这部小说的内在
张力特别巨大，像这种张力，在中国
作家的笔下特别少。王方晨在张力的
显现上特别巨大。他的作品里面涉及
到很多人物的塑造，里面都有一种紧
张的精神状态，巨大的灵魂在旋转，

他着眼于描绘他们灵魂的肖像，这是
王方晨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特别注意他写的“世界名著”系
列，《八月之光》写了两篇，《高老头》写
了两篇，《一生》《鱼王》《猫与鼠》，还有

《金银岛》《死魂灵》《到灯塔去》《樱桃
园》。这个系列是罕见的，也是中国作
家的创举。一是跟自己较劲，二是可
能想找到一种互文性的和经典作品的
结构的挪移。这组小说是王方晨作品
里非常独特的系列。他一方面是致
敬，另一方面是他把这些文本唤起的
经验，巧妙地挪移到自己的写作资源
里，进行重构，比如他笔下的《鱼王》，
跟阿斯塔菲耶夫的不一样。《不中用的
狗》，跟伯尔的不一样，完全是他自己
的经验，除了题目是一样的。唯独那
篇《红楼梦》，我还没敢看，不知道他会
把《红楼梦》“搞”成什么样。这个系
列，是他的创作中非常有意思的系列。

王方晨作为“65后”出生的中青年

作家，是实力派。如今“60后”仍旧奋
战在文学创作一线且创作状态如此饱
满、创作量如此之大的作家，已经不
多。我提两个小建议。第一，我们还
得坚持按全集写作的构想，想一想，下
一步怎么把自己的写作清理一下，看
看自己的全部写作怎么构成，要系列
化，突出写作的符号。第二，最早接触
到的王方晨的小说，常有很残酷的故
事。当然，王方晨一路狂奔至此，创作
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了更多温暖的
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我们的确需要
思考如何塑造人物，带给人希望和信
心，在理解善和恶的宽度上，做得更
好。可贵的是，他已经扎扎实实地拿
出了他的“老实街”系列。在这方面，
我相信，我们作家，包括我和王方晨，
还会继续有更大的作为。

中国有句俗语“问世间情为
何物”，又云“人各有志”。情和
志应该是人间最难勉强的东西
了。写作是一件耗时耗力耗心的
事情。身边常发生一些有关人性
和人生的事情，可提起笔来，顿
觉动力不足，那些人和事常常会
淡然地随风而去。而有关自己所
属的这个民族的事情，却总是让
我欲罢不能。

有一次，我随旅行团到了美
东，参观游览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的古迹和景点，听了导游的精彩
介绍。当时很是钦佩爱戴美国独
立战争时的英雄们。可是在中
国，这样的文物古迹知多少啊，用
诗的语言来描述，每块石头，每座
山，每棵树，几乎都有故事！

说到中国的奠基者们，我想，
因为有了各朝代那些既有雄才大
略又能吃苦耐劳的帝王将相们的
领头，才有了今天中国这样的
气象。疆土、一统和格局对于中
国帝王的重要性和吸引力超过了
金钱，所以有江山美人之比，却没
有金钱美人之说；所以有张骞万
难不辞出使西域，有隋帝的西行
张掖、穿越祁连等等。

说到中国的奠基，有一个因
素断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原汉族
与四周各民族的碰撞和融合。

“中国”是一个内涵浑厚巨大的
实体，她包括了“华夏”与“四
夷”。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片

《神秘的西夏》 里有这么一句：
“没有元昊的兴庆府，就没有今
天的银川市。”道出了中国历史
传承发展的一道真经。盛唐皇帝
李世民曾昭告天下：“自古皆贵
中 华 ， 贱 夷 狄 ， 朕 独 爱 之 如
一。”这是他的胸襟和视野。

美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外来者
落脚的过程；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本土的发展。中国虽然不像美
国那样有着两条海岸线，但中国
有两条入海的大河。对中华民族
的生存发展、民族性格的塑造和
中国大格局的形成来说，黄河的
作用首屈一指。黄河边上的洛阳
成了十三朝古都，就是黄河巨大
影响力的一个体现。华北北临大
漠和草原，没有长江流域的水土
富饶和温润气候，各方游牧民族
向往黄河流域的绿洲，频频南
进。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
中原与北方诸族际遇、矛盾、征
战以及友好与融合的历史，一部
博大渊深的中原文明包融四围文

明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疆域向
四围流动延伸的历史。北方诸族
的南进，中原汉人的南迁，促成了
中国南方的发展以及南北的交
流。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京杭运
河等巨大工程，都和这种文明的
冲突、流动及疆土的延展有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长
江皆奔腾入海。如果曹操没有看
到沧海，中国诗史上便不会有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
如果我们把黄河与长江在中华民
族精神铸炼中的不同演绎开去，
那么儒家信念是黄河，道家信念
是长江。儒家接地气，道家连九
霄。儒家坚韧忠贞，道家恢弘潇
洒。一般认为，由于农耕文明和
儒家信念的濡染，汉民族的性格
里缺少了一点强悍。其实，只要
提一个人，就知汉民族的性格里
也有十分强悍的一面。这个人就
是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霍去病
少年便从军上战场，22 岁时奉
汉武之命率西汉骑兵北进数千
里，大败匈奴，保障了中国北方
边境的长久平安。

正是儒家的仁义价值观，造
就了中华历史上无数英烈。整体
和个人是两个端点，强调任何一
个极端都不好，孔子自己也说

“过犹不及”。在个人意识盖过整
体意识的美国，肯尼迪总统也曾
经说过：“同胞们，不要问你的
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
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进一步
想，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整
体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爱”
的问题。如果父母不爱孩子，不
把孩子们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只
顾自己，那么人类的繁衍就会有
问题。台湾歌曲 《酒干倘卖无》
从个人的角度生动地唱出了对整
体的依偎与爱：“没有天哪有
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
你，没有你哪有我。”

中华民族的发源、奋斗和生
生不息，中国人的信念、追求和
品德，是令我神魂颠倒、讲不
完、写不尽的素材。

我佩服金庸和他的作品，写
出了中国文化里的侠义精神。而
金庸的作品本身，也为中国文化
添砖加瓦。随着人类高科技的发
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国家、民族
乃至文明的界限或许会淡化。到
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文学作品是
否还能那么扣人心弦？

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等举办的“第二届北京文学高
峰论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北京
文学力量”主题活动日前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就北京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
中的诸多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指
出，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几
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与北京有关
系，大批作家从全国各地涌入这里，
以北京为题材的小说数不胜数。上世
纪 90 年代以来，以北京地域文化为
题材的创作再次形成热点。但这些年
来关于北京文化的创作表现有了变
异，不再是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表达
方式，它变成一个概念和一种修辞。
在叶广芩的笔下，北京又一次回到了

有地理感、有故乡感的书写。所有对
这座城市的表达都有它的合理性，关
于北京的书写必须是多样的、丰富
的。

评论家白烨认为丰富性和鲜明的
时代性是北京文学的特点，在纯文学
板块之外还有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
很多板块。以《十月》杂志为主的北
京文学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
新、前行和时代密切联系的精神。北
京的小说创作这些年保持强劲的势
头，如王蒙的 《这边风景》、刘庆邦
的《黄泥地》、刘心武的《飘窗》、徐
则臣的 《耶路撒冷》、杨绛的 《洗澡
之后》、张悦然的 《茧》 等，都是力
作。北京作家代际衔接比较好，从王
蒙这代“30 后”到“90 后”七代人

都在写，年轻作家成长特别快，体现
在“70 后”的成熟和“80 后”的成
长，标志着北京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评论家孟繁华表示，五年来北京
的文学创作成就很大，北京作家的气
象、格局比较大。比如格非的《望春
风》、付秀莹的《陌上》，写乡土时有一
种历史感，艺术性地塑造变革时期乡
土中的人。刘庆邦的《东风嫁》发现了
乡村变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年轻作
家石一枫的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

《特别能战斗》等敢于直面当下中国的
精神难题，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探索。

评论家刘琼认为，北京有多种文
化的融合，对北京的书写有新旧的变
化，显示了创新与活力。宁肯的《中关
村笔记》非常典型地写到我们这个时

代的生活。在北京生活的诸多人群都
是移民，关于移民的书写存在着“北京
梦”，北京梦也就是中国梦，徐则臣的

《耶路撒冷》对北京梦移民梦的书写，
是新的京派文化的一种表达。生活在
北京的作家除了书写北京故事，还有
中国故事的北京书写，属于望乡型书
写，如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格非的

《望春风》、梁鸿的 《梁庄》、付秀莹
的《陌上》等。关于北京以外的中国
书写也是北京文学的成就。

评论家陈晓明提出“大北京文
学”的概念，他认为北京文学是中国
文学的重镇，要在时代巨大变化的意
义上理解北京文学，在北京生活的人
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家乡记忆
和文化背景，所以这里的文学如此丰
富。另外，北京几代作家以不同的对
时代的回应和风格，完成北京文学的
书写。老北京的老故事和新北京的新
经验构成两极，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
冲突，具有巨大的活力。

日前，2017 年中国网络文学
国际传播全球研讨会泰国专场在曼
谷召开。中国原创文学领军品牌阅
文集团以及泰国著名出版集团十余
家主流数字、图书出版商的代表出
席了研讨会，并就网络小说翻译落
地、两国热销题材以及读者阅读口
味的差异、如何加快交流与合作进
行了研讨磋商。

泰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同为亚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泰文化交
流历史悠久，随着我国“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施，呈现出愈发积极
的态势。其中，网络小说以及网络
小说改编的中国的电视剧表现火
爆，尤其令人瞩目。

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网
络文学一直自发走在代表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前列。《全职高手》《将
夜》 和 《双世宠妃》《刑名师爷》

《如果蜗牛有爱情》 在泰国深受欢
迎，长期位列畅销榜单之上。

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输出方式，
中国网络文学凭借中国文化的魅力
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共性，更加贴近
用户的阅读心理和审美取向，形成
了罕见的用户自发传播。特别是在
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创造了极高
的人气。凭借产业化的发展优势，
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繁荣尤其是影
视作品，反过来加强了网络文学的
传播效应。《步步惊心》《琅琊榜》等
作品的热播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文学
文本阅读。2017 年，泰国数字平
台 Ookbee 通过引入授权，首次在
泰国展开网络文学正版数字阅读，
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反响。

据介绍，阅文集团仅 2017 年
新增的作品授权数量接近百部，增

幅较大。诸如二目的《放开那个女
巫》等在国内新近热销的作品，都
能迅速赢得泰国阅读市场的青睐，
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得到了读
者的积极反馈。

网络文学“走出去”成绩显
著，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翻译
人才短缺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另
外，泰国也面临非常严重的网络文
学盗版问题。网络文学侵权盗版已
成为国际问题。如何应对网络文学
侵权盗版，大家的研讨拓展了解决
问题的思路。

与会泰方专家表示，中国网络
文学在泰国受欢迎毋庸置疑，但读
者日益增长的小说阅读需求和翻译
出版效率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
出，需求和产出严重不对等。近年
来，网络文学作品在泰国市场增量
可观，不少心急的读者等不到翻译
版本时，开始自己使用翻译软件翻
译。这一方面从侧面印证了网络文
学在泰国的热度，另一方面提醒网
络文学行业加大对网文出海的持续
投入。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
持。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首席专家肖
惊鸿就中国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状况
做了专题报告，并解答了泰方专家
学者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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