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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助推文学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周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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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

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次重要讲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发掘、提炼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一系列重要元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

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

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

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

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

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

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

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我们增强历史主

动性的战略定力所在，更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

国的持久性力量之源，需要在新时代历史语境

下融入中国精神的社会性成长中。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

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

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

文化生命力。”（《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谓“传统文化”，并不

是现成性的，静止地呆在那儿，或者单纯保存于

博物馆里。事实上，它日益构成影响大众生活

的现实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起居，

左右着我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行为规范甚

至社交礼仪，当然也包括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文

化生产。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和时代生活相结合的过程中，无论是创

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离不开创意和技

术的融入，这使其必然带有当代性意味。因而，

重新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以滋养当代文艺创作，

不是单纯地对古典艺术进行因袭和模仿，而是

融入当代人视野和审美理念的一种艺术创造。

其形态和意蕴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的，彰显的

是当代人的艺术想象力、审美表达力，并让古老

文化意蕴重新焕发活力。

对于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代中国

而言，充分发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滋养

当代文艺创作是时代使然。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力量和审美意蕴的当代文艺，可以使世界人民

更好地感知崛起的中国形象，赢得世界人民对

崛起中国的亲近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

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

之遗韵’。”（《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讲话》）借助新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应

用，传统的成为时尚的，有利于在彰显艺术魅力

中走向世界舞台，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趋

势，民族形象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民族

精神的凝聚、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创造等议题变

得更加重要。展示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和民族精

神至关重要！崛起的中国正为世界进步和人类

文明跃升作出更多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

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

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随着当下

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对一个有着

使命感的民族来讲，我们要在促进世界文艺生

态健全发展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新时代

文艺要以胸怀“国之大者”加强世界民心相通，

为在世界舞台上构建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

形象贡献力量。

伴随世界秩序的变化，新时代文艺力量的

彰显，越发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润泽和

创意的融入与创新的支撑。中国崛起为世界大

国，需要以艺术的方式、独特的审美符号展现伟

大的文明中国形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

和价值诉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基

于历史与现实的丰富的审美想象等，都要通过

当代艺术作品、大众文化产品广泛传播开来。

这些也构成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从

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文艺胸怀“国之大者”的

艺术呈现。在当下文艺创作中，作家艺术家需

要增强时代意识，讲好新时代的新故事。最近

看了一位作家的长篇新作，颇有些感触。作品

女主人公，一个看似纤弱的名校博士生，毕业后

毅然逆行北上，因为她怀揣着一个连结父女两

代人的计划，那就是设计出一款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大飞机。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浓厚的家国

情怀。此外，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着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因，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

精神。这些有利于增强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有利于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当前，我们需要增强“世界的中国”意识，充

分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中

国、更加文明进步的中国，是一个与世界人民构

建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文明国家。这种文明理念

和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发掘与提炼，应成为作家

艺术家的一种自觉追求。这样才能更好地筑牢

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推动契合国家崛起的一

种精神力量的生长。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时代课题而言，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攀登时代艺术高峰，是对时代课题的文学回

应。这种回应需要积极发掘和阐释民间文化、

民族文化元素，更需要发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使之成为滋养当代文学艺术创作

的重要资源和文化沃土。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艺评论

山东大学基地主任）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滋养当代文艺创作是时代要求

□范玉刚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文学译介拓宽文化视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指出：“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

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

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学译介作为

文艺事业发展中的一环，对于繁荣国内文化事

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及时

而广泛的文学译介，有助于促进国内作家吸收借

鉴他国文学经验，不断拓宽文化视野，在创作观

念、写作技巧等方面不断提升，创作出更加优秀

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学作品。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现实层面的作家海外交流已成常态，交流方式也

趋向多元化。在文学译介方面，自然也亟待同步

加强。尤其在全球化越来越加速的时代，每个本

土作家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语境中书写“中国

经验”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初期

的当代文学正是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构建了

自身品质。进入新时代，中国作家如何面对新的

时代语境和国际环境，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在

世界读者面前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

优秀的文学译介对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和助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

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要更好地完成新时

代的文学使命，必须确立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胸

怀的眼光，写出体现当代艺术审美能力和人类共

同精神价值的优秀作品。因此，文学翻译不单纯

是出版翻译的问题，更与文化沟通交流密切相

关，是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重要一环。所以，我

们不仅要重视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也要重视外国

文学的引进来，让文学译介在助推中国文学高质

量发展方面承担起重要的作用。

建立文学翻译出版的稳定机制

文学领域的交流沟通应当是双向的。比如，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韩两国，应当共同为推动两

国文学的交流互鉴作出努力。近些年来韩国文学

异军突起，涌现出一批较为出色的作家和文学作

品。老一辈的作家，有高银、李清俊、金芝河等；比

他们稍微年轻的作家，有李沧东、金爱灿、赵南

柱、孔枝泳等。《熔炉》《素食者》《烧纸》等作品在

中国也拥有一定的读者基础。韩国文学在东亚文

学版图中的分量更加突出，其艺术特色也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随着国内对韩国优秀文学作品的

翻译、出版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国内读者

对韩国文学面貌有了更多的了解。韩国也采取积

极举措推动文学的对外翻译。早在2001年，为了

进一步推动韩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韩国文艺振兴

院开启了“韩国文学翻译金库”项目，组建了韩国

文学翻译院。成立翻译院的初衷是为推动韩国文

学作品的翻译与海外出版，让世界读者进一步了

解韩国文学。翻译院的成立使中韩两国间的文学

翻译出版交流更加紧密，大量优秀韩国文学作品

在中国面世，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读者对韩国

文学的了解。

从译者层面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伴随

着大量韩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到中国，一大批优

秀的文学译者涌现，比如陶冰蔚、高宗文、李烈、

张琳、江森、陈宁宁、许世旭、紫荆、韦旭升、王文

光等人。他们翻译的韩国文学作品均在3部以

上，而陶冰蔚、高宗文等人翻译的韩国文学作品

已达9部之多。从出版机构层面看，中国大陆翻

译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较多，但主要是固定的几

家相对知名的出版社在推介，诸如上海文艺出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

社等。国内出版社对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缺

乏沟通，存在重复出版的问题，整体上是由于对

经济效益的追逐而忽视了翻译出版的统筹规划。

基于上述文学翻译出版现状，今后，我们要

在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和出版工作调整上进行持

续探索，以应对逐渐扩大的文学翻译出版需求。

要加强外国文学翻译青年人才的培养，形成衔接

紧密的文学出版翻译人才梯队，提高文学翻译作

品质量，为国内出版机构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稿

件。事实上，精通外语和汉语的翻译人才不仅是

联通国内读者与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桥梁，同时

也是传播和深化中外各领域交流合作不可或缺

的人才。面对更加广阔的市场，应当对国内出版

机构的翻译出版工作进行科学统筹规划、有效协

调，提高选题、书号、译稿、编辑等各类图书出版

资源的利用效率。要在遵循当前文化出版政策的

基础上，确立相关的文学作品译介出版方针，对

选题策划、作品选择、作品翻译、内容审核、出版

形式、营销推广、跨文化交流等工作进行合理安

排，建立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稳定机制，推动文

学作品翻译出版工作更上一层楼。

当然，我们在追求国外文学作品中文译介和

海外图书出版的数量的同时，更要关注作品内容

本身的质量。虽说文艺无国界，但文化发展方向

与形势却有国别之分，基于不同的国情与文化意

识形态，我们在引入国外文学作品时要严把质量

关，要立足本国文艺事业发展，将那些真正具有

文学创新启发价值和优秀文化传播价值的作品

译介到中国，以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为媒

介，加强与各国在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同时要

警惕不良文化的渗透，避免将过度娱乐化、资本

化的文学作品译介、传播进来。对于那些对青少

年具有诱导性、腐蚀性的不良文学作品，则要坚

决予以抵制，使青少年学子免受不良潮流文化的

影响。

文学译介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互动

而通过回顾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进行进

一步的思索。韩国文学作品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伊始与中国读者见面，从开始的小范围传播，到

90年代后的大量翻译出版，韩国文学作品在中

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近年来韩国文学在中国增大

影响主要是因为：首先是将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

学的精华译介到中国，并且数十年来，基于中韩

两国文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让大批优秀韩国文

学精品得以参与到中韩文化交流活动中来，让众

多的国内读者有机会深入领略韩国文学的风采。

其次是搭乘“韩流”文化盛行的快车，数量庞大的

韩国通俗文学作品在影视文化传播的带动下被

译介到中国，有效扩大了韩国流行文化和大众文

化在中国的影响。以往，年轻群体通过影视剧、综

艺节目等了解韩国流行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韩

国通俗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拓宽了韩国文化传

播的渠道。第三是随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许多高校开设了韩语专业和韩国文学课程，

提高了韩国文学研究的专业水平，同时与韩国的

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互派留学生、举

办中韩文学交流会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了中韩文

化交流。这些文学翻译，客观上也同时推动了我

国海外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韩两国的

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上述对韩国文学如何扩大国际影响力

的历史经验回顾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

要走出去，走进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环境，其

实都需要双方文学翻译出版工作者持续而共同

的努力。韩国与我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与我国文

化有着深厚渊源，在国际交流方面有一些天然优

势。这其中需要警惕的是，某些潮流文化虽然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要加强辨识，对于那些

对年轻群体思想价值观具有负面影响的糟粕文

学，文化出版界应当提高标准、加强审核。同时，

还要平衡好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选择，把好图书

出版关。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有着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想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想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需要不断融汇古今、联通中外，不断

扩展国际视野，借鉴国内外一切有利的创作经验

和传播经验。同时，要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坚持

开放与包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外来文化

本土化，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

质量发展。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

为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新文科背景下地方外语院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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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以滋养当代文艺创作，不是单纯地对古典艺术进行因袭和模

仿，而是融入当代人视野和审美理念的一种艺术创造。其形态和意蕴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

的，彰显的是当代人的艺术想象力、审美表达力，并让古老文化意蕴重新焕发活力。

（上接第1版）
一个“和”字，道出了中华文明不断衍

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

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

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

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

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

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

谐格局。

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

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传统画

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

的中国写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

到广泛赞赏。

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的中华文

明，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一脉相承，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将以更加开

放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

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

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

类文明形态。

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视

角，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兼收并蓄、博采众

长，是大国的胸襟与气魄，也是顺应时代、

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

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

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新的强大智慧和力量。

以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推
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洞库拱顶

的飞天壁画，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这一作

品选取敦煌壁画中的传统飞天形象，融入现代

美学元素创作绘制而成，呈现别具一格的东方

美学韵味。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

放光彩，成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释

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

生动见证。

中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

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在新时代，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

中华文明正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是中华文明生动多彩的画卷——

北京冬奥盛会惊艳世界；大唐芙蓉园梦回

千年；北京中轴线、京杭大运河等一大批文化遗

产活起来、火起来，绽放时代新韵……千古文脉

一华章，今天中华文化更加蔚为大观，中华文明

更加光彩夺目。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人在

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的道理。如果只有一种生

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

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生动描述人类文明多样性

的宝贵价值：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

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

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

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

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

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这是中华文明平等真诚的相待——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

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

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传来了

胡椒、亚麻、葡萄、石榴等域外物产；佛教、伊斯

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

国的科技发明、养蚕技术也经此传向世界。

中华文化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在“天下第一雄关”甘肃嘉峪关关城，叮

嘱“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在山西云冈石窟，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

在第一位”；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强调“对待

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

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

优秀文化都倍加珍视。如今，华夏大地上历

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

宜居之地，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对不同文明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的理解：“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

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

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

这是包容差异、尊重不同的广阔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

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

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

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

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

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2015 年 9月，联合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讲坛，首次面向世界提

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谋求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彰显着“不同”与“大同”的辩证智慧。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新时代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不同文明对

话沟通提出方案、搭建平台。

6月15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

山，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在这里成功采集。

这一刻，象征团结的体育之火、文明之火、

和平之火，同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交相辉映。

新时代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

明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同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必

将绘就人类文明更加壮丽的画卷。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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