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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导赏版名家导赏版《《契诃夫戏剧全集契诃夫戏剧全集》》面世面世

7月2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

效果评估中心和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

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

讨会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读者中

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当代文

学的国际影响力，并围绕俄罗斯、美国、东南亚地

区、西班牙及拉美地区、法国、德国、日本7个国

家或地区的读者研究发表汇报演讲。

俄罗斯读者研究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晓军及其学生

祁阳首先介绍了俄罗斯的中国文学读者研究。朱

晓军回顾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和出

版历程，强调了中俄两国政府在推动文学作品俄

译本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分两阶

段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和新

西伯利亚四个主要城市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19至25岁的青少年读者构成了主要的受

访群体。这些受访者普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

基本的了解，其中82%的人有学习汉语的经历，

学习时间超过三年的占41.92%。83%的受访者表

示喜欢阅读，88.62%的人曾阅读过中国图书。

朱晓军还分析了俄罗斯读者的阅读偏好，发

现小说类图书是最受欢迎的类型，占比超过

50%。此外，研究还介绍了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

作品的网络评论，总体上积极评价多于消极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络文学在俄罗斯的发

展，在俄罗斯，中国网络文学的传播呈现出多样化

的模式，包括直接购买、在线阅读、专业翻译出版

等。“女性向”审美和耽美文化在俄罗斯的流行使

得网络文学在俄罗斯读者中有着显著的影响力。

面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发展的挑战，朱晓军

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提升译本质量、激发阅

读兴趣、利用自媒体等多维度的方法，以增强中

国文学在当地的传播效果。她强调，通过古典文

学、现当代文学和网络文学这三维传播途径，可

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影响力，培养俄罗斯

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喜爱。

美国读者研究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马海燕则聚焦于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情况，特别是

通过Goodreads这一美国最大的读书平台进行

分析。马海燕首先界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间

范围，并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的

现实，提出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时，应超越族属界

定，关注跨族叙事现象。接着概述了中国文学作

品在海外传播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指出随着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的

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学作品成为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

马海燕的核心研究问题包括Goodreads畅

销书单的特点、作品的关注度等，其研究发现，

Goodreads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书单具有

作品数量多、更新速度快、题材多样、类型丰富等

特点。部分作品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也被纳入

推荐书单。作品的评分普遍较高，显示出美国读

者对这些作品的积极接受态度。然而，评分人数

的两极分化现象表明，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的接受度和关注度存在差异，知名作家的作品

更受欢迎。另一方面，不同作家的关注度，包括作

品数量、作家构成以及平均评分等也备受关注，

在76位作家中，不仅有获得国际大奖的知名作

家，也有新近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东南亚读者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刘晓宇汇报的是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地区的读者

研究。刘晓宇首先回顾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

品在东南亚的传播历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

等古典名著如何被翻译成东南亚各国语言，并对

当地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影响。其

次，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东南亚的传播

情况，通过分析版权输出、图书馆藏和读者评论

等数据，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东南亚的

受欢迎程度。特别提到了莫言和刘慈欣这两位在

东南亚极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图

书馆有广泛馆藏，而且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大量

东南亚读者的积极评论。

此外，刘晓宇还在研究中梳理了东南亚文学

节日的情况，包括跨国性文学奖和国家性文学

奖，强调了这些文学奖项在促进文学交流和文化

繁荣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刘晓宇提出了加强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传播的一系列建议和对策，如加强图书翻译、搭

建交流合作平台、实施出版工程项目、加强影视

剧输出以及依托文学奖项扩大中国文学影响等，

旨在提高中国文学的输出质量和水平，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文学品牌，进一步增强中国文

学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西班牙语文化区读者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曹轩梓

将主题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语文化

区的读者研究。研究涵盖了21个以西班牙语为

母语的国家，重点关注了鲁迅、莫言、刘慈欣三位

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该文化区的翻译、出版及受众

情况。研究显示，鲁迅的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有

着悠久的出版历史，作品的高频词汇表明其对中

国文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莫言的作品，尤其

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直译本增多，西班牙

语读者对其作品的接受度较高。刘慈欣的科幻文

学作品在西班牙语文化区也取得了显著的接受

效果，尤其是《三体》系列作品。

曹轩梓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西班牙

语文化区的传播存在一些问题，如传统名家作品

的再版和重译减少，以及与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传

播不平衡等。他对此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发挥海外

华人作家的作用、拓宽中国文学的内涵范围、加强与

拉美地区读者的交流、提升翻译质量、增强文学作

品的IP开发，以及与出版社、媒体等合作推广中

国文学。他表示，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

牙语文化区的传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需通过

多种途径加强推广和提升作品的国际影响力。

法国读者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山

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曹淑娟深入探讨了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强调了文学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扩大中华

文化影响力方面的重要性。报告指出，法国作为

文学大国，不仅创作了众多世界知名作品，也积

极引入国际优秀文学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

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曹淑娟首先概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取

得的成绩，包括译介作品数量多、类型多样化，以

及中国作家在法国获得的文学奖项和荣誉。译介的

作品不仅包括小说和诗歌，还涵盖了科幻、悬疑侦

探、武侠玄幻、儿童文学和网络文学等类型。此外，

研究提到了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宣传和推

广，以及40多家出版社和译者的参与和推动。

其次，曹淑娟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当前面临

的挑战，如在法国市场上的比重较小，出版低迷，

以及宣传推广不足。这些因素限制了中国文学作

品在法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针对这些挑战，曹淑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

议，包括拓宽沟通渠道、加强与法国出版社和读

者的合作，拓展推介类型，推动科幻和悬疑侦探

等类型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充分利用传统媒

介与新媒介手段扩大宣传，以及扩展多种类型的

文学传播模式，重视电影、漫画改编的作用。此

外，报告还建议加大对翻译的支持，在法国设立

专门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奖，形成持久的影响。

德国读者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博士刘泽昊的报

告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德国文学阅读市场的

现状、德国读者的阅读偏好，以及中国文学作品

在德国的传播状况，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报告首先强调了中德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思想和智慧、促

进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统计数

据分析、现象描述和趋势总结，通过分析德国读

者的偏好、中国作品的传播特点以及汉学家的访

谈，旨在为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提供可

行的建议。

刘泽昊指出，德国图书市场在新冠疫情后逐

渐恢复，文学类图书销售额保持首位，电子书和

有声读物成为新的增长点。德国读者偏爱英语图

书，而中国文学在引进语种中的占比较低，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发展呈现

出市场导向性，先锋派文学和科幻、武侠、恐怖小

说受到关注。报告通过分析畅销书榜单，发现德

国读者关注政治议题、人文情怀、生活化特征明

显的书籍。中国作品如《三体》在德国的成功传播

展示了紧贴时代背景、融入地方文化和保持自身

特色的重要性。

报告建议，中国作家应提高外语水平，丰富

文学题材，寻找与对象国读者的共鸣点。在出版

翻译方面，应重视译者的作用，建立作者、译者、

出版社之间的紧密合作。在作品推广方面，建议

持续发挥教学机构的作用，搭建双向交流机制，

创新推广形式，结合线上与线下推广。

最后刘泽昊总结认为，了解德国书籍市场和

读者偏好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至关

重要。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应关注市场趋势，

结合德国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过多元化的推广策

略，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日本读者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博士赵

霞的研究汇报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

播现状、日本读者的特征，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文

学更好地走向国际。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

出版传播呈现上升趋势，受到中日关系变化的影

响。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蜜月期”开

始，日译作品数量显著增加，21世纪以来更是达

到新高度，作品类型多样化。金庸、古龙等武侠小

说家的作品受到欢迎，莫言、余华等纯文学作家

也逐渐受到关注，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作品在日

本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功。

日本读者的阅读偏好以推理类图书为主，轻

小说、历史小说也颇受欢迎。在海外文学阅读上，

美国作家的作品在日本读者中最受欢迎，其次是

法国和英国，中国作品占比较少。网络文学在日本

读者中占有一定比重，同时，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和

经典图书也受到关注。报告还以莫言和刘慈欣的

作品在日本的读者评价为个案分析，发现受到西方

文化影响的日本读者在价值观上与中国读者有共

性，但日本读者通常从西方视角审视中国文学。

赵霞指出，日本读者对反映政治、文化思想和

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作品表现出较高兴趣，但情感倾

向总体偏消极。日本读者的这种态度可能与二战后

美国对日本国民性的改造有关。为推动中国当代

文学更好地走向国际，建议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

优势和科幻文学的崛起强化中国文学的核心竞

争力，还要注重对中国传统经典图书进行再创

作，加入创新元素，提高中国文学在国际市场上

的影响力，促进中华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

传播。

会议已落下帷幕，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读

者研究仍将继续，此次会议不仅是一个交流思

想、分享经验的平台，更是一个启动未来工作的

契机。与会者普遍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

传播并非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需要长期耕耘、

细致打磨的过程。相信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将逐步提

升，与全球读者建立起更加紧密、深入的联系。

（宋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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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在德国巴登维勒

与世长辞。在契诃夫为我们留下的所有宝贵艺

术财富中，他的戏剧无疑是如王冠上的宝石一

般璀璨夺目的存在。在“现代戏剧之父”契诃夫

逝世120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契

诃夫戏剧全集（名家导赏版）”系列作品，完整收

录契诃夫毕生经典剧作，再次为广大戏迷、书迷

朋友呈现“有这个时代一切的痛和希望”的契诃

夫舞台。

2014年，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曾

高度评价译文社的《契诃夫戏剧全集》：“上海译

文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了《契诃夫戏剧全集》……

让更多人认识到：契诃夫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

也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

今年是契诃夫的“大年”，学术界讨论他，戏

剧界排演各剧目来纪念他。上海译文社特邀对

契诃夫戏剧深有研究的专家，活跃在实践舞台

上的导演，为每一个剧目撰写导读，把多年研究

的成果和心得交付读者，包括南京大学文学院

院长董晓，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彭涛，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吴小钧，新幻想现实主义戏剧研

究学者、戏剧导演杨申，知名导演王晓鹰，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乐，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

系教师邹卓凡。同时，邀请狄菲菲、吕梁、吴磊等

演员，有声演绎剧作经典片段，读者扫码即可聆

听，跟随艺术家进入契诃夫戏剧的名场面。

董晓在《万尼亚舅舅》的导读《内敛的幽默，

是契诃夫戏剧最深刻的幽默》一文中，深刻分析

了契诃夫的喜剧精神：“理解契诃夫的戏剧，关

键就在于理解其中独特的喜剧精神。”他认为，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特质和本质，并不体现为人

物的滑稽性举止。万尼亚身上的轻松喜剧成分

并不多，反倒是颇具感伤气质。但他一方面以滑

稽喜剧式人物的言行消解自身的悲剧性，另一

方面在面对厄运的消极抵抗中不时地通过自我

解嘲，成功超脱了来自现实的压力，这种态度赋

予了人物自身喜剧性的特质。

吴小钧在《三姊妹》的导读里写到：“什么是

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生活，为什么痛苦？这

是《三姊妹》主题的最基本的内涵。但是契诃夫

剧作由于‘内涵的多义性和外延的丰富性’，因

此其主题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征，所以能够

给我们提供多元解读，这也是契诃夫戏剧的魅

力所在。” （刘 悦）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研究报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研究报告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文学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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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短篇小说） …………………………………… 少 一

超新星大爆炸·马晓康（二）
少年感、底层诗意与“爱吹牛”的马晓康（评论）………… 聂章军
重构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主体（评论） …………………… 蔡岩峣

网生代@ 沿江东路治安事件警情通报（短篇小说）……………… 涂 林
推荐人：吕鹤颖

质感记录 十二封救赎信（非虚构） ………………………………… 乌 飞
戒烟记（散文） …………………………………………… 世 宾
生活内街（散文） ………………………………………… 黄双全

探索发现 佛树结儒果（随笔） ……………………………………… 谢宗玉
咏春紫电风照霜（专栏·文化岭南）……………………… 耿 立

汉学世界 听讲座《为平权而奋斗的女性》有感（散文） ……【波兰】安 娜
海外华文 渡船（短篇小说） …………………………………【美国】沙 石
微篇精选 动物小说二题（小小说） ………………………………… 申 平

杨露禅（小小说） ………………………………………… 王明新
大家手稿 拓殖、收摄与在路上（评论）……………………………… 沈 奇
天下好诗 她们的诗：杜 涯 赵 四 雅 北 薛 菲 孙 宽 潭 啸
评刊选粹 王幸逸小说评论小集（评论） ………… 满 蛟 陈宇壮 周晓坤

刘 政 汪洪申 张惜妍 史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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