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家的《解密》被譯成33種語言，也是世界
圖書館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例如，德

語版2萬冊、西班牙語版3萬冊，法語版也超1萬
冊……劉慈欣的作品《流浪地球》和《鄉村教
師》，在海外不同地區也有平均2萬冊以上的銷
量，且熱銷趨勢還在不斷上漲。」 中國作家協會
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研究
員何向陽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談到中國
文學出海的進展，她對各種成果如數家珍。她也告
訴記者，當下王安憶和李娟的作品，在法國都比較
受歡迎；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英文版市場反響
很好；王蒙的《這邊風景》阿文版出版後評價非常
高；何建明的《革命者》俄文版還獲得過2021年俄
國出版界的最佳圖書獎，此獎項質量過硬。
過去十年，為助推中國文學出海，「中國當代作
品翻譯工程」「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之子計劃
「揚帆計劃」一起搭台，讓更多的中國作家和作
品，以更加多元且立體的面貌走向海外。「從最久
的『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來說，10年間，此計
劃推出近300部作品，覆蓋35個語種。」何向陽也
一併介紹，「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自2022年啟動
以來，已推出46部作品。由中國作協與中國圖書進
出口（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實施的「揚帆計劃」，
作為「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開展對外推廣交流的
子計劃，也已助推29部作品與海外出版社簽訂100
多項版權輸出合同，覆蓋26個語種。

打通與海外讀者的「最後一公里」
「出海成果不僅數量上亮眼，在海外出版的作品
也獲得很多專業獎項，質量上也不讓分毫……」何
向陽談興頗佳。她指出，在外推方面，中國也一路

藉助國際知名書展等平台，創新交流的方式與方
法。比如，去年10月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攀登計
劃」出版的24部作品及10多位作家現身對話。通
過舉辦「中國作家之夜」，與海外漢學家、翻譯家
和出版人、出版商面對面交流，不少作家攜作品當
場簽下了海外版權。
何向陽指出，除麥家、劉慈欣、蘇童這些在海外

已經打開局面的熟面孔、金字招牌，如何不斷推出
新的優秀作家也是當務之急。可喜的是，目前不同
性別、年齡、類型的文學創作者的湧現，也逐漸讓
世界看見更為豐富的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在改革
發展進程中的生活狀態和方式。
「文學的雙向交流和默契很重要，這樣才能打開

了解的通道。」何向陽點明，伴隨這些「工程」
「計劃」，中國作家在走出去的同時，也能進一步
深化與海外漢學家、翻譯家、出版家們的交流，為
文學出海構建一個良好的市場生態體系。
本身也是知名作家的何向陽感慨，文學說到底還

是寫人，而人的情感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即使
海內外在行文方式和文化上都有差異，微妙的情感
仍能相通。在她看來，文學是一種有深度且柔和的
交流方式。根據過往「走出去」的工作經驗，何向
陽欣喜地看到，中國作家的小說不僅可以寫給中國
讀者，也可以寫給世界。
如今，文學出海的渠道漸開，大批作品也在中國

作家的勤力筆耕中，為世界讀者拓寬了關於中國空
間和地域故事的想像。「文學是寫給人看的，我們
通過逾十年的經驗探索和平台建設，正打通出海路
上的『最後一公里』。」何向陽期待看到越來越多
的世界讀者，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看到更加有趣、
多元、生動的中國。

歷年來，內地作家麥家和劉慈欣

以簽約、銷量額掛帥，成為中國文

學走出去的雙門面。他們的成功也

提振了中國作家和世界交流的信心

與勇氣。外界早有共識：文學能反

映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面貌，而

如何通過中國作家的故事，讓世界

讀者看到一個更加立體、真實、可

愛的中國，同時對這裏的人民和山

川湖海產生興趣，並渴望親臨其

境……或許也都是當前文學出海渠

道漸開的努力所在。因要有交流在

先，才有融合之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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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網文
作家於第二屆
上海國際網絡
文學周感受中
國文化。

●閱文集團參與法蘭克福書展。

●何向陽（左二）在「中國作家之夜」與
海外業內工作者交流。

來自俄羅斯的「85後」作家「基爾蒂3」最喜歡中國網文《超級神
基因》，他認為好故事是共通的。「基爾蒂3」自小就喜歡奇幻和科
幻類書籍，也曾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在成為全職網文
作家前，他曾在遊戲開發領域工作約十年，並擔任過遊戲設計師、遊
戲作家和敘事設計師。
31歲的某天，「基爾蒂3」因追看中國電視劇，順勢搜索到了網文
平台，然後就順藤摸瓜看到了網絡小說《超級神基因》。該書作者是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基爾蒂3」稱，書中充滿想像力的世界、
引人入勝的有趣故事、可愛的人物形象，都吸引他看得廢寢忘食。現
在，「基爾蒂3」成為網文作者已兩年有餘，他依然覺得《超級神基
因》是最能激發他靈感的作品。他甚至覺得這本書就似清新的空氣般
令人心曠神怡。
「從一開始，網文作者就是我的全職職業。起初，我攢夠了一年的

生活費，辭掉工作，打算全身心投入寫作，想看看能否在六個月內賺
到足夠的錢來付房租、買食物。我實現了這一目標，且從未回頭。」
在「基爾蒂3」看來，看網絡小說的目的在於娛樂，同時獲得某種情
緒的出口。他認為，能夠在起點國際這樣的平台和全球讀者實時交

流英語網文當下的發展，在很大程
度上要歸功於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
網絡小說空間。「我最初的目標很
低，但我取得的成就遠超出了我起
初的想像。」作為一名作家，「基
爾蒂3」用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及
不斷提升的書寫筆力，獲得了身心
上的某種自由。「我想沒有比這更
好、更令人滿意的結果了。」他如
此說。

日前，《斗羅大陸》《天道圖書館》等9部網文作品入選文化
交流典藏書目，入藏意大利作家聯合會、英國查寧閣圖書館等歐
洲機構。這也恰恰是中國網文出海創造全新文學世界景觀的又一
寫照。
近幾年，海外平台培養海外本土作者近百萬人，這批作者創作
了150餘萬部原創作品。在海量多維度的豐富數據裏，除了行業
發展的欣榮，閱文集團海外業務部相關負責人拾尃表示，她於自
己所在平台，還看到了一群「道友」自我發展和成長的「眾樂
樂」故事，令她不時在工作中取得幸福感和獲得感。此類故事，
不勝枚舉。例如，「00後」加拿大在校生通過網文看到了自己
的潛力；「00後」孟加拉少女寫網文養家，並出國留學；泰國
「80後」大叔通過寫作實現中年逆襲；菲律賓「85後」女作家
賺錢養家，在家中爭得一席地位……
近在眼前的也有中國網文作家「橫掃天涯」，其作品《天道圖

書館》的訂閱量過億、粉絲超500萬。該作品被視為近年網文出
海的標杆作品，其文學性也刷新外界對網文寫作的客觀印象。該
書還曾憑藉故事和筆觸，長期佔據平台海外點擊、推薦榜雙榜第
一。此作品還被翻譯成英文、土耳其文、法文等多種語言，英文
版閱讀量更是超1.8億……
好故事生生不息，不僅僅是小說，也是現實。拾尃稱，網絡文

學的興起改變了人們創作和閱讀的習慣，也為世界讀者了解中國
文學發展提供了便捷途徑。2017年，閱文集團上線的海外門戶
「起點國際」，如今已累計超兩億海外訪問用戶，不少海外網友
以「道友」自居，一同在中國網文中獲得新的樂趣。

AI翻譯助推暢銷榜作品
拾尃表示，很多海外網文作者都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被改編成
影視劇。她認為中國網文正走向更深的「海域」。 截至今年6
月，起點國際已上線約5,000部中國網文的譯本，培養約43萬名
海外原創作家，推出海外原創作品約65萬部，累計訪問用戶約
2.6億，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客戶端還推出了英語、

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德語、法語、印尼語等多語言翻譯作品。
拾尃和她的同事也在不斷為網文IP踏入出版、有聲、動漫、
影視、遊戲、衍生等產業鏈前前後後忙碌着。「從作品出海、模
式出海到IP生態出海，網絡文學海外傳播規模不斷擴大，也將
中國故事與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 拾尃希望，隨着中國
網文「圈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原生於中國、在全球扎根的
網絡文學也可以為中國文學的全方位走出去開闢新通道。
2024年上半年，起點國

際新增超 1,200 本翻譯作
品，而在暢銷榜前100的
作品中，AI翻譯作品佔比
約 40%。「可以相信的
是，隨着新技術應用的不
斷深化，『一鍵出海』、
全球追更的文學世界奇妙
遊正在到來。」 拾尃笑
說。

「85後」俄遊戲設計師
投身網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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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橫掃天涯」（左）今年9月在歐洲參與作品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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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機構全球布局範圍不斷擴大
正如麥家在廣州南國書香節所講，期待中
國的文學能在國際上有更好的待遇。這裏的
「待遇」指向：通過中國作家的不斷書寫，
能有更多海外讀者可以正視中國文學，這樣
大家才能更好地通過文字了解中國。
在已經走出去的文學作品中，如今被年輕

人暱稱為「潦草小狗」的中國當代作家余
華，其作品《許三觀賣血記》曾以中國文學
作品中首本暢銷書進入部分國家和地區。土
生土長的南京人葉兆言寫下了《南京人》這
本書，表達了對南京城市氛圍和南京人性情
的獨到見解。而這本書也是英國譯者大衛．
查爾斯．伊斯特窺探南京的一扇窗戶。
無論是海外讀者還是中國本土的讀者，要
想更好地了解中國，或許閱讀中國各個時
期、各個階段的文學作品，是接觸全景式中
國的最佳方式之一。令人欣喜的是，近年
來，中國圖書版權的輸出總量在多方合力下
大幅提升，中國出版機構的全球布局範圍不
斷擴大，中國主題圖書也正成為國際出版市
場的新增長點與熱點。
過去至今，全球圖書市場中莫言作品的
「諾獎熱」、麥家《解密》的「諜戰熱」、
劉慈欣《三體》的「科幻熱」等，都離不開
漢學家、翻譯家與出版人的耕耘。當中國成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在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征程中，在「如何讓世界看見一個更
加可愛、真實的中國」這一探討中，文學或
許可以加大步伐，讓中國的山川湖海、各族
人民的生活故事，率先通過書籍抵達世界讀
者的心田。畢竟，外界早有共識：文學作
品，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
縮影。文學作品也最能全景式呈現源遠流長
的中國歷史。

●《慶餘年》影視劇版主角戲服現身法
蘭克福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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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中國網絡文學開始向
海外展示全景式的中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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