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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作协将2020年
确定为“湖南青年作家年”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作协根据湖南省第七次青年作家创作会

议精神，将2020年确定为“湖南青年作家年”。

据悉，湖南省作协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青年作家创作。一是实

施“文学青苗计划”，包括建立湖南省“文学青苗”人才库，吸纳一批优

秀青年作家；制定具体扶持和奖励办法对优秀青年作家进行扶持和奖

励；探索建立文学导师制度，聘请名家对优秀文学青年进行重点培养；

省内文学期刊将不定期刊出“湖南青年作家作品专辑”。二是举办湖

南省青年作家训练营，年内对3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进行重点培

训。三是打造“湖南文学新势力”青年作家群体，举办“湖南文学新势

力”青年作家群体研讨会，对创作成绩比较突出、创作势头较好的新锐

青年作家进行集中推介。 （湘 闻）

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审议《关于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

报》和《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

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疫情防控和经

济工作，决定将有关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重庆市作协近期立足于助力全

力抗疫和服务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统筹推进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在加强抗击疫情现实题材创作方面，重庆市作协组织作家开展

创作活动，在当地主流媒体推出系列抗疫题材作品，书写抗疫一线感

人故事，讴歌抗疫一线先进人物，营造全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浓厚氛

围，展示重庆人民不畏艰险战胜疫情的精神风貌。截至目前共推出作

品近200篇（首），其中部分作品的网络点击量近百万，引起强烈社会

反响。

从去年到今年，重庆市作协认真进行创作题材和体裁规划，并与

市扶贫和新闻出版单位通力合作，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组织作家进行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多部报告文学、长诗创作

进展顺利，目前4部作品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有望在今年推出。

同时，重庆市作协积极引导各基层组织加强现实题材创作。重庆

市网络作协、散文学会、新诗学会及全市各基层作协组织围绕抗疫开

展创作，通过特刊和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推出作品近2000篇（首）。

各基层组织还把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文学创作作为今年的重

点任务，加大文学规划组织与创作力度，正逐步推出系列作品。

（渝 闻）

重庆统筹抗疫脱贫题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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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消息 提供多语种的防控和诊疗方案，

举行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大会；及时与全球科技

界共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分享中国的防治

经验和技术，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

和技术支持；已分4批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

组织的抗疫援助，现正在制订第五批援助实施方案……

3月2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外交部、

科技部、卫生健康委以及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的负责

人分别就中国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

并答记者问。

病毒不分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抗击疫情离不开全球

合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吸引了

全球目光。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表示，“这次峰会是疫情

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的首场重大的多边外交活

动。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也正在积极支持

各国的抗疫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在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

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疫

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各国科学家应共同面对，

共同研究，共享成果。”据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中国

科技界围绕有效药物研发和临床救治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技术方案。下一步，

中方将进一步推进成果共享，还将注重开展国际联合攻

关，积极发起并参与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此前，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候，很多国家都给

予了宝贵的支持。如今，我国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我们愿意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派遣抗

疫医疗专家组等方式支持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传

递战胜疫情的信心。”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中

方主动与世界分享防治新冠肺炎的中国经验。根据不同

国家的需求，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最新的诊疗方案、防控

方案等一整套技术文件。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组织专家深入开展技

术交流。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分享防治新冠肺炎

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全球7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

代表参会，10万余人在线观看。“我们还专门建立了疫情

防控和临床诊治领域的在线‘知识中心’和国际合作专家

库，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近30场技术交流会议，及时回应外方的需求，真正实现

中外疫情防治技术的精准对接。”曾益新说。

中国已对 89个国家和 4个国际组织实施抗疫援

助。“积极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援助，是中国坚持正

确义利观、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中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是一个曾在艰难时刻

受人帮助的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副署长邓波清认为，开展对外抗疫援助，也有利于中国控

制和降低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多点暴发并扩散蔓延。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

是当务之急。全人类只有精诚团结，才能共克时艰；只有

共同努力，才能战胜病魔。” （吴 刚）

本报讯 今年是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为

鼓励引导四川省报告文学作家进一步聚焦四川脱

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以报告文学方式全方位、多角

度、深层次反映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日前，人民网

四川频道联合四川省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携手搭

建网络服务平台，共同创办了“四川报告：脱贫攻

坚·大决战”报告文学（非虚构）专栏，并面向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长期征集优秀报告文学（非虚构）

作品。

此次征稿的内容分为三大主题。一是“脱贫攻

坚”主题。围绕四川脱贫攻坚的典型故事、典型人

物、典型部门、典型企业，展现扶贫工作的亮点和特

色。二是战“疫”主题。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心系人民、决策果断，应对严峻挑战、驾驭复

杂局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展现大国谋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医务人员日夜

奋战，科研人员全力攻关，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默

默付出，全国人民你帮我助、齐心抗疫的中国速度、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三是其他描写四川风物、讲述

四川故事、颂扬四川人民、讴歌四川精神的正能量

主题。专栏拟开设“党建引领”“第一书记”“内生动

力”“援建风采”“巴蜀风情”“全民战疫”等栏目。

据介绍，四川省作协近年来把“文学扶贫”作为

全省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用文学不可替代的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收效显著，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和好评。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充分发挥

其及时性、在场性、思想性、生动性的表达优势，在

四川“万千百十”文学扶贫行动中贡献出应有的力

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

（川 闻）

张锦贻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论著系列
张锦贻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儿童文学理论家张锦贻的这套论著包括《儿童文学新探索》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内蒙古儿童文学再论》《前进中的中
国儿童文学》《玩具文化论》《儿童 文学 教育》《女性文学与儿童
文学浅论》7本，系统阐释了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中国少数民
族儿童文学的学科概念和学理内涵，揭示出中华各民族儿童文
学的深邃内涵，同时直面当下儿童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和理
论瓶颈，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儿童文学民
族性理论。

新书贴

四川征集“脱贫攻坚·大决战”报告文学

中国援建伊拉克的
核酸检测实验室3月25
日在巴格达揭牌，同时
中方援助的移动X光机
等医学影像设备与培训
也逐步就位。从核酸检
测到影像检查，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援助伊拉克
防治新冠肺炎医疗专家
组正依据中国防疫经验
与方案，助伊拉克解决
新冠肺炎病例筛查“燃
眉之急”。图为 3 月 26
日，专家组成员、中山
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杨鸿
辉在中国援建伊拉克
的核酸检测实验室指
导伊方检测人员操作核
酸提取仪器。新华社发

中国，对我来说，是最难解读的秘密。

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世界”，从金碧辉

煌的大都市到便于侠隐的深洞，经过沙漠、圣山、原野、

大海。有人怀疑它、有人迷恋它、有人渴望抓住它，可是

它神秘地、矛盾地以晃动的身影时有时无地展示在我

们眼前。它多么庞大，与我所熟悉的西方世界多么不

同。每一处、每一地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以它的独特

性呈现在我眼前。

解读中国是很艰难的任务，因为有一百个、一千

个、一万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必须经过很多深层的理

解阶段才能看出哪个是它的真相。同时存在着西方人

眼里的中国、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中国想给外界所显示

的形象等等。它能同时肯定又否定我脑子里所有的文

化定型，在叙事中强力地显现真实的或虚假的传奇，使

我越来越眼花缭乱，直到一天我终于觉悟了：停止判断

对错，开始观察、细听、触摸、欣赏。

30年前，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的意大利本科

生帕特里西亚·里贝拉蒂来到中国。如今，她更为人所

熟知、也更愿意别人称呼她的名字是李莎。作为翻译了

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的汉学家，在2014年中国作协主办

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李莎用开头

这段话来回忆和表达自己初到中国的感受。

来中国之前，李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中文，学

习汉字和中国语言文学。大学三年级，她和同学们开始

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学者赵毅衡曾给他们授课，

推荐了王安忆的“三恋”，李莎读的王安忆第一部作品

就是英译本《小城之恋》。

1990年，李莎本科毕业来到中国。之后一年，她在

欧共体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作的MBA项目中担任培

训负责人。1991至1992年，李莎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科

技参赞私人秘书，同时到使馆文化处帮忙。1995年，她

正式进入使馆文化处工作，现任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

处文学出版项目负责人。除了组织和参与中意文学交

流等使馆日常工作之外，李莎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译者。

她翻译推介了中国作家的多部作品，并从2014年开始

负责《人民文学》杂志意大利文版《汉字》的选稿和翻译

工作。2019年9月，为录制系列短片《文学的力量》，记

者专访了李莎。今年2月，记者就访谈中的部分细节与

李莎做了沟通、订正，得知李莎年初时回到罗马照顾生

病的母亲。她还对记者表达了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注和对中国朋友的关切与祝福。3月7日，李莎按照之

前的行程安排回到北京，需在家中隔离到22日。她也

期盼意大利能尽快控制住疫情，恢复正常生活。

“它又是陌生，又是亲切”

读了王安忆的“三恋”之后，李莎又看了王朔的《动

物凶猛》等作品。到中国后，因为参与一个文学项目，李

莎采访了王安忆，还写了一篇小论文，同时也认识了王

朔。她开始觉得中国文学非常有意思，想多读一些，但

那时还没有想要做翻译。一段时间后，李莎觉得光靠工

作没法提高自己，需要回到学校，于是报考中央戏剧学

院戏文系。从1998年到2001年，她看剧本、分析剧本，

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毕业后，用李莎自己的话说：“就

继续看书，但还是没有想过要翻译书。”

有一次，李莎和意大利翻译家米塔一起逛美术馆

后街的三联书店，被一本书的封面吸引——莫言的《檀

香刑》，米塔买下这本书送给她。李莎说，一般外国学生

读中国文学作品，10页或15页之后才能被作品抓住，

一是因为语言问题，二是很多作品确实节奏比较慢。

“但《檀香刑》我刚看了两页，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最

后就放不下了，连续看完。”她把阅读感受告诉米塔后，

曾经翻译过多位中国作家作品的米塔鼓励李莎把这本

书翻译成意大利语。李莎不敢，米塔就帮她写了一个内

容梗概，说服出版社为什么要翻译和出版这部书。最

终，意大利第二大出版社艾因奥蒂出版社同意了这个

出版计划。2002年，李莎一边准备迎接双胞胎女儿的

出生，一边开始了她的翻译生涯，《檀香刑》成为她翻译

的第一部中文作品。

由此，李莎的翻译热情日益高涨。她又陆续翻译了

莫言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以及一部自传性质的中

篇《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李莎又应出版社的

要求翻译了《蛙》。李莎告诉记者，她和朋友合译了一部

莫言的“鬼故事集”，即将出版。

“中国离意大利那么远，又是当时不太了解、比较

神秘的国家，文学是帮助你沟通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个

外国作家为什么吸引你，基本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

为他跟你相似，二是因为他离你较远。”李莎认为，莫言

对这一点把握得非常准确和成功。“你看他的作品，觉

得他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我又没想到他怎么能往那个方向走，你的好奇心、注意

力都被吸引了”，“因为它又是陌生，又是亲切，最重要

就是这个”。

此外，李莎的译作还包括贾平凹的《老生》、刘震云

的《我叫刘跃进》、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米塔合作翻

译）以及孟京辉的话剧作品《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

亡》（台词意文版）等。

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李莎也试图找到解读中国

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

讨会的论文中，她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和当代中国文

学——痛苦、韧性、重生。从自己的阅读和翻译经验出

发，李莎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直至

90年代，描写痛苦以疗愈创伤成为一批中国作家的创

作目标。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岁月之后，中国人以独有

的韧性对付苦难、找回自己、确定独立的角色。虽然也

受到了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吸收了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的叙事和表现方式，但中国作家也在寻找自己独

特的文学样式和风格。实验、先锋的90年代之后，伴随

着传统文化的重启，中国当代文学也在世界文坛初步

亮相。进入21世纪，网络的普及让更多人获得了想象

和沉思的机会，也为人们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平台；而

中国自身的进步也使得文化事业在提升的同时有了

“走出去”的战略要求。在李莎看来，现在更多的中国文

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还有电影、话剧、音乐、美术等多

种艺术形式在世界范围传播，增强着“‘中国故事’在世

界千万个叙事中的独立地位”。

（下转第2版）

“中国故事，我只解读了一小角”
——专访意大利翻译家李莎 □王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