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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作长期以来
较为分散，给学术研究和读者阅
读带来不便。近日，人民文学出
版社历时 8 年编辑的 《汪曾祺全
集》 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该
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
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
日常文书，共分12卷，包括小说3
卷、散文 3 卷、戏剧 2 卷、谈艺 2
卷、诗歌及杂著 1 卷、书信 1 卷，
并附年表，共400余万字。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授 孙 郁 认
为：“鲁迅之后，一个作家的作品
可以反复阅读的并不多，有的作
家只有一部两部或者一篇两篇能
反复读，但是汪曾祺几乎所有文字
都可以反复阅读，所以在我心中

《汪曾祺全集》 的分量很重。从他
逝世到今天的 22 年间，作品不断
再版，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去世
以后著作再版最多的作家之一。”

《汪曾祺全集》 的编辑工作历
时8年，编辑团队与汪曾祺亲友为

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人民文学
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介绍说：“在

《全集》 启动之初，我们就立意向
《鲁迅全集》 的编辑出版质量看
齐，打造精品。为此我们发动社
会力量、组织专家学者，钩沉辑
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精心
编辑。”

收录全面是 《汪曾祺全集》
的一大亮点。相比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 《汪曾祺全
集》，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新收
大量佚文，包括 40 余首从未见于
汪曾祺作品集的诗歌，较北师大
版增加书信238封。其次，从文类
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
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
学作品、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
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
书广告、思想汇报等各类文字。
主编季红真说：“可以说，这套书
以文体的‘全’著称。”

讲究底本，校勘精良是这部
书的一大亮点。书中收录的文学

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
本 （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
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
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
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
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
倒置及标点错误。确保为读者提
供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
汪曾祺读本。编校过程中的一个
例子，足以说明编辑对“善本”
的追求。小说 《侯银匠》 中有一
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
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各种公
开版本都写的是“吃焖饭”。编辑
通过扫描原稿放大后发现，“焖”
字实应为“烂”字。由于汪曾祺
手稿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
的“爛”。

《汪曾祺全集》 的又一亮点是
每篇有题注，提供了汪曾祺每一
篇作品的版本信息，体现出这部
书的学术性。题注交代原载及收
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
本信息。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

《2018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
2018 年，中国大陆共有 520 家出版社的 24757
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
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
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截至去年 8 月，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
译成英、法、德等30多个语种，意大利语版

《带灯》 获得克拉里丝·阿皮亚尼 （Claris
Appiani） 翻译大奖。麦家的作品在2014年以
后横扫欧美市场，单是《解密》就卖出了34
种版权。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我把麦家
在海外的成功称为‘麦家现象’，其中的经
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
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
超过 5 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
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
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
表性人物。”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
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
外读者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
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
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
进口量为 265.11万册，出口量为 198.92万册，
进出口比为 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
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
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
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
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
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

“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
前的新课题。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
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
慈欣的 《三体》、郝景芳的 《北京折叠》 先
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
格、奥巴马等人也是 《三体》 的粉丝。季进
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
评的原因，“ 《三体》 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
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
的英文科幻小说。”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
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
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
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
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
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
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
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
译的积极性不高。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
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
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

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
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
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
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
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
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
家，比如杜博妮 （Bonnie S·McDougall）、罗
鹏（Carlos Rojas）、白 睿 文（Michael Berry）
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
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
适的。”季进说。

一些线上翻译平台的建立和海外翻译家
团队的组建，预示了未来当代文学翻译的新
模式。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
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 年，他与朋友一
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
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
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
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
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成名
作家外，他们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
以、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纸托邦”还与

《人民文学》 杂志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
Pathlight。2015 年开始的“纸托邦短读”项
目由译者、编辑、译者志愿共同参与，一年
间共翻译了53篇中国短篇小说，在纸托邦英
文网站上供海外读者免费阅读。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
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
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
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
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
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
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
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
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与此同时，海外翻译家也期望得到更多
支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项目很多，我
希望能向优秀译者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方
面的支持来创造更好的译文。”顾爱玲说。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
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
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
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
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
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
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
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
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
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 《解
密》 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
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
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
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
经纪人。”季进说。

在拓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版
权经纪人制度的作用不言而喻。“不同国家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千差万别，除了
以我为主，向外国推荐作品外，版权经纪人
更熟悉具体情况，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翻
译、出版、发行、传播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版
权输出方案”。姚建彬说。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
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
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
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
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版权输出后，图书能否进入海外主流发
行渠道同样关键。刘江凯认为：“当代文学
的译作进入外国大众书店的整体情况不太乐
观，我们的很多译书并没有进入国外的主流
图书连锁销售渠道。”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

译的艾瑞克·阿布汉森等人认为，在一些美
国书店，中国文学作品基本就是一两个书架
那么多。

选择一家好的出版社对图书能否进入主
流文化市场非常重要。季进认为，麦家作品
的英国版一开始就列入了企鹅经典丛书，西
语版由行星出版社出版，美国版由FSG出版
社出版，这些出版社在所在国家具有很大影
响力。出版社强大的发行渠道是当代文学

“走进”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

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 《今日中
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旨在
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
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
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
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
端阅读。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
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
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

“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
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
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
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
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
逊网站 《大红灯笼高高挂》 英文版销售页
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
里第一部小说 《妻妾成群》 的目的是和电影
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 《大红
灯笼高高挂》 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
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推介同等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
走进世界的关键。除了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
翻译外，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推广也很重
要。姚建彬认为，“进入学术视野、有专业
书评人的评论、进入大学课堂是判断一部作
品海外影响力的因素”，而这些都离不开学
者的努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
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
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
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
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
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
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
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
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
的生力军。”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
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
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
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
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
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
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
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 8 个方面进行考
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
考依据。

最近读了王怀宇在《小说选
刊》 2018 年 12 月号上发表的中
篇小说 《叔恩浩荡》，第一印象
就是：作家太深谙世态人情了，
他竟然把人的内心世界揭示得那
样丰富、那样生动，且又那样的
酣畅淋漓，令人拍案击节。

王怀宇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始
动机，就是要用笔下二良子兄弟
二人与得了肺癌后的恩人二叔来
省城住院治疗的故事为载体，进
行了灵魂演绎和撞击，然后用外
科手术刀一样犀利的笔触，一点
一点地抽丝剥茧，不慌不忙地在
拷问和揭示住在城里的兄弟二人
的人性成色。至此，我们看到了
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以及人性
的致命弱点。二良子兄弟二人如
果不是捉襟见肘的草根一族，而
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小说的情节
推进可能会有另一种结局。但正
是现在小说中二良子兄弟二人的
所作所为，让人看到了人性丑陋
的同时，又让人给予他们同情和

理解。我想，这正是作家王怀宇
写这部 作 品 的 本 意 和 高 明 之
处 ， 也 是 《叔 恩 浩 荡》 的 最
大 亮 点 ， 因 为 这 不 是 简 单 的
小 说 伦 理 叙 事 ， 而 是 在 世 俗
中 发 现 了 大 家 都 能 经 常 遇 见
或 者 本 身就曾经遭遇过的人性
考量。

好的小说是有味道的。我读
《叔恩浩荡》，就如同在喝功夫
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咂摸出了
味道。同时感受到了小说字里行
间散发出来的人情世故，也能感
受到王怀宇是以悲悯的情怀与我
们共同分享他对人性考察后的
洞 见 。 作 家 王 怀宇是睿智的，
没有一双观察生活的慧眼，没有
丰富的人生历练，不可能写出

《叔恩浩荡》 这样既接地气又耐
人寻味同时又能让人产生强烈共
鸣的作品。《叔恩浩荡》 所折射
出的思想深度、情感意蕴和微妙
心态，好读、耐看，让人竞起反
思之心。

当代文学：
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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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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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终是有一种
精神的。这种精神是
人们在文字中能感受
和触及得到的，是作
者艺术灵魂与生命精
神和谐完美的统一

一直认为，将自
己的文字按写作时间
编辑成册是件冒险而
愚蠢的事，所以在编
辑 《徐迅散文年编》
时断断 续 续 ， 时 动
时 停 ， 思 想 上总在
不停地反复。但转念
一想，作为一 个 完
整的人生，谁又能
抹掉自己最初那几个
歪歪斜斜的脚印呢？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县报上
发表第一篇文章，兴奋得在田野上奔
跑的少年的身影……在随笔《恍惚中
的明白》里，我几乎动情地叙述了这
件事。

重读自己这些叫作散文、随笔的
文字，我还是微微有些吃惊：一是感
觉自己写得如此斑斓而驳杂；二是诧
异我的灵魂最初只能在一个想象的世
界里才得以安妥与舒坦，而这无疑是
只有小说创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
我成长过程中显然发生了变化。有一
段时间我与现实保持的紧张关系，让
我患得患失，结结巴巴。我的散文或
许就是这样的产物。

我认为，散文文体只是人们基于
对散文事实的一种认识，这种事实并
不是散文的本来面目。什么样的形式
符合我们真诚而有意味的思想表达，
实际上是没有人为的界定和规矩的。
后来许多的散文观念都是一些有趣命
题。任何时候散文都在场，也没有完
全的原生态。作品形成的本身就是一
种过滤。人们喜欢竖立标杆，所以大
家就把那当成了标杆。我读散文，全
然在于喜欢，当然那里面也有着我的
眼光和审美。

但散文终是有一种精神的。这种
精神是人们在文字中能感受和触及得
到的，是作者艺术灵魂与生命精神和
谐完美的统一。它是艺术，更是个
性，是良知和立场。它所昭示出来的
一种直击心灵的东西，能打动人、震
撼人、感染人，给人 以 人 生 的 抚
慰 、 疼 痛 与 喜 悦 。 散 文 是 作者的
心灵史，它是作者心灵的坦露。这种
坦露应有的尺度即是艺术和人生的尺
度，它的生长性应该是伴随着作者一
生的。它追求的自由也应该有一种高
贵的自由。

好的散文一定有好的语言。这种
语言应该有一种节奏感，有缓慢与迅
疾的节奏之分。我比较倾向于缓慢的
语言。像电影过胶片一样。语言缓慢
的节奏有力地呈现生命的时间和空
间，定格或者拉长。它会形成一定
的、有足够分量的艺术氛围，使人感
觉到扑面而来的艺术芬芳，还有一种
艺术的满足感。我这样想着，实际上
却没有完全做到——但在语言迷宫
里，我发觉我充分地感知自己的存
在，从而越来越熟悉了自己。

“我手写我心。”无论是站在故乡
的屋檐下，用青涩的眼光打量故乡和
故乡之外的山水草木，感受人间冷
暖、世态炎凉，还是突然拉开我肉身
与故乡的距离，转身与回望、沉淀与
奔涌、祭奠与膜拜，每一次对故乡的
习惯性的凝望，我都感到我与故乡、
与故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亲情
里深深浸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隐
忍和希冀，早已深刻地烙印在了我逐
渐成长的心灵，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
命胎记。

故乡是我散文创作的永恒母题。
流转于京都、故乡与异地，我感受到
自然的一切物象、人生与艺术，浅薄
地书写华丽与沧桑、悲痛与欣喜……
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册在手，
处处河山；或简简单单着眼生活点点
滴滴，写物状物，论人及人，我都率
性而为。尽管这能让人看出我散文写
作的坚守与流变。但一下笔，我的性
格还是驱使我“迅速”了起来，这是
我无法改变的。

写作有时就这样充满宿命。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不可力

强而致。”跟我打过麻将的人都知
道，我打麻将凭的是手气。手的气
息。那浑然天成的手的气息顺畅了、
圆融了，我就会护住那一团气，快乐
地打下去。我实在不会什么章法。但
我知道那一团气是什么。

好的散文应该也有一团气。

散
文
必
须
有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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