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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郭并称”，从日本开始的海外传播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继鲁迅后中
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新文学创作的起点在日
本，又在日本度过了文学和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光阴，“集
散”在日本的世界文学，滋养、推动了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发
展。所以，郭沫若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日本出版界的注意。
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
命和白话新诗》，其中就收录了郭沫若的诗论和诗作，此时，
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也才刚刚崭露头角。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
期，日本的 《满蒙》 杂志刊载过关于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评
述：“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
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鲁郭并称，这
在批评界还是第一次。

日本是国外最早开展郭沫若研究的国家，从上世纪20年代
到上世纪80年代，郭沫若的诗歌、小说、戏剧、历史研究、古
文字研究等在日本被持续介绍、评论，在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
史论著中，郭沫若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章节。上世纪90年代以
后，中日有关郭沫若研究的交流日益加强，相互激励之势渐
成。2003 年，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在东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成
立，九州大学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任会长，国士馆大学藤田梨
那教授任理事，九州大学武继平博士任秘书长。学会举办郭沫
若论坛，出版 《郭沫若研究会报》，成为日本学界持续开展郭
沫若研究的有力的组织者。

历史剧《屈原》公演，在苏联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是另一个对郭沫若文学成就关注
甚多的国家。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苏联外交官、同时也是
屈原研究者的费德林就和郭沫若过从甚密。1953年，费德林主
编的 《郭沫若选集》 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在 《前
言》中，费德林评述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和学术
研究。同一时期，郭沫若的诗集和史学著作在苏联被译介，其
历史剧代表作 《屈原》 也在莫斯科叶尔米洛娃话剧院上演。
1958年，苏联汉学家马尔科娃的著作《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
国诗歌》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对郭沫若的抗战
诗歌进行了详细介绍。1961年，马尔科娃又在另一部著作《论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更为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和日本学界一样，中苏 （俄） 两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上保
持交流，1992年，80岁高龄的费德林亲赴北京参加纪念郭沫若
10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2012 年 6 月，纪念郭沫若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的学
者共同研讨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多语种代表作问世，欧洲各国广泛关注

在英语世界，对郭沫若创作的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
始了。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与中国学者陈世骧编

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选编的《活的中
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都有相关作品的收录。不过，由于
长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郭沫若的文学价值后来并没有在英语
世界得到足够的肯定，即便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
名著，也不曾正视郭沫若在文学与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即便如此，郭沫若创作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文化因素依然在
不同时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兴趣。法国巴黎分别在
1970年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 《童年时代》、1982年出版了历史
剧 《棠棣之花》，后者由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作序；
德国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 《少年时代》；意大利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持续翻译了《女神》《星空》《屈原》《孔
雀胆》等郭沫若作品；东欧国家也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介绍了
郭沫若的诸多作品，包括罗马尼亚1955年翻译出版的《郭沫若
选集》、匈牙利1958年翻译出版的历史剧《屈原》、波兰翻译出
版的《屈原》《郭沫若选集》《百花齐放》等。郭沫若的文学成
就也受到了东欧汉学界的重点关注。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玛
利安·高利克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1917-1930）》，
用专章讨论了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发展问题。

世界推广走向深入，共筑世界级研究平台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财富，郭沫若也是当代中国出版
界和学术界主动向世界人民推荐的文化瑰宝。从上世纪50年代
开始，外文出版社就陆续推出郭沫若著作的英译本，包括1953
年由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英译的历史剧 《屈原》、1958年
英译《女神》诗选等。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日益
增长，郭沫若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出现了
两个现象，一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郭沫若纪念与世界巡
展蓬勃开展，二是中外学者在更加紧密的学术交流中共筑郭沫
若研究的世界平台。

郭沫若纪念馆是国家级的郭沫若文献收藏、展示和研究中
心，作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依托单位，它同样是中国郭沫若
研究界的联络中心、信息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2013年开始，
该馆坚持“走向世界”的文化方略，通过海外展览、文化宣
传、学术宣讲与对话等方式分别在美国、巴基斯坦、土耳其、
新西兰、肯尼亚、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罗马
尼亚、澳大利亚等国开展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
树立了成功典范。2016年8月，郭沫若纪念馆、北京语言大学
中东学院、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三方决定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建
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以
中国名人命名的海外研究中心。

在中外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下，郭沫若先生的外孙
女、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发起成立了国际郭沫若研究
会 （IGMA）。2009年8月，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开后，学会又先后在
中国、俄罗斯、奥地利、日本、法国等国家召开主题性的研讨
会，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编审）

走向世界的郭沫若
康莉蓉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
出 去 的 步 伐 日 益 加 快 ， 在 国
家、民间、个人、海外各方力
量的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海
外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幅度
不断拓宽、程度不断深入，取
得了巨大成绩。相形之下，对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
还比较滞后，存在着对传播效
果评估不足、传播规律把握不
深，对传播实践的指导性薄弱
等问题，需要从基础研究和文
化实践两方面着手改善。

在基础研究上，应从注重
“传播”转向注重“接受”。基
础研究不一定直接有效，但可
以指明文化实践最终应该实现
的远景方向和目标。中国文学

“走出去”以后，究竟取得了什
么样的接受效果？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如何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海
外接受效果？笔者认为有8条核
心 参 考 标 准 ： 是 否 有 翻 译 传
播；是否有多语种翻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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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史化）；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
具有广泛性 （国际化）。当一个
作家作品同时具备了以上8个条
件时，意味着形成了无法否认
的客观国际影响力。

在以上总体格局中，每个
作家会形成各自的传播特点，
甚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国家也
会有较大的传播差异。这些传
播 差 异 既 与 海 外 合 作 方 有 关
系，也和作品本身的艺术特点
有关系；既有作家本人主观意
愿，也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对
此我们都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接受效果来看，存在一些
基本的规律性表现。比如：地理格局整体上渐渐形成欧美
和亚洲文化圈两个传播中心的地理特征，这一转变意味着
当代文学正悄然从边缘处生长出一种缓慢、温和但更容易
让世界认同和接受的传播力量；译介样态从本土到海外，
从政治到艺术，从单调滞后到多元同步；海外图书的出版
形式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中国出发”的海外传播与“从
世界出发”的海外传播重合度越来越高。

在文化实践上，需要从融合与协同的角度直接着手相
关的基础工程。比如筹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数据
库”，组建一支多语种、专业化、国际化的合作队伍，积累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基础文献数据和各类相关资源，就此
积极推进与国内外重要研究团队、高校、部门的合作，努
力促成人才、资金、资源形成集中优势，产生合力效应。
这种建立在扎实专业基础研究之上的实践性文化工程，一
旦完成，将会产生强有力的蝴蝶效应，连通并拉动中国当
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方方面面，更好服务于整个中国文学的
海外传播。

从事文化事业，最需要的是耐心，底座足够宽大，储
备足够深厚，才有可能最终看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潮流中，赵本夫 《荒漠里有一条
鱼》 无论从语体风格还是主题意旨来说，都是一个异类。这是
一种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寓言式写作，它以大开大合、混沌刚
猛的结构与语言，从19世纪中叶写到20世纪中叶，黄河故道荒
原上自力更生的人们，植树造林抵御风沙，历经水灾、饥馑、
风沙、烽燹、殖民入侵，始终没有丧失原初的生命活力，生生
不息，连绵不绝。

小说以带有民俗文化意味的开头起始，但并不铺陈风情细
节，而是用泼墨写意式的精省笔墨，展示了黄河岸边洪涝生态
中的渔民生活及其精神状态。洪水在这种生态中具备了神话原
型意味：洪水到来，让原本繁衍生息的村庄变成一片荒漠，但
洪水中也孕育出一尾巨鲤，它被称作鱼王。洪水无情，以万物
为刍狗，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鱼王却始终跃腾于洪波之中撒子
传承，如同河岸的民众。咸丰年间的大洪水涤荡一切，生命复
归于荒芜，这次洪水即是1855年铜瓦厢黄河大改道，由淮河入
黄海转北向由大清河入渤海，到20世纪30年代末，80年间造就
了一片新的沃野滩涂。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沧海桑田，小说
的主体就是在这个时空中展开。

赵本夫显然有意构建一个荒原创业的神话叙事：洪水过后
一切从头开始。小说采取了双线叙事，一条是从晚清水灾后荒
原上的人类孑遗怎样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开始植树造林、艰难
生存，形成后来鱼王村的雏形；另一条是鱼王村人在抗战期间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间断地乞讨、种树、护林、屡遭破坏
而又从不放弃的故事。两条线索交织并行，但其实一脉相承，
构成了一个文明诞生、冲突与发展的寓言，探讨的是事关蒙
昧、野蛮与文明的总体性命题。显然，小说将叙事的着力点，或
者说文明滋生与延续的动力因子归结到原始生命力之上。

这样的写法与基调无疑充满风险，很容易陷入到“文明与
野蛮”二元对冲的模式之中。《荒漠里有一条鱼》的处理方式是
聚焦于生命力本身，一种生存与生活下去的激情，于是生命力
被转喻成了创造力。即，文明建基于创造，生命是一切文明的
渊薮与起点，是创造本身，这使得整个小说的叙述具有了蓬勃
而浓郁的史诗化意味。这是一种极致化的写作，规避了“文明
—野蛮”叙事中常见的启蒙视角。

小说中，关于“鱼王”的直接描写只有一处，更多时候它
都只存在于人们的希望或者说幻想之中。然而正是这种没有磨
灭的、气若游丝的希望带来了文明重生的可能，让鱼王村成为
荒漠中文明的微光，使得鱼王村的人们哪怕身处连年乞讨的困
境中，也没有放弃守护与改造荒漠上的家园。

从这个角度看，《荒漠中的一条鱼》中人物不可理喻的偏执
与性格的单一性，以及文本与理念所显示出来的简化和泥沙俱
下，就得到了解释。它是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尽管故事
的背景落脚在黄河岸边、中原腹地，但其实也可以置诸戈壁荒
野、边疆大泽；人物的时间线贯穿近现代中国，但放到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也并无大碍；时空的具体技术与环境因素对人物
与故事的进行并没有构成绝对性的影响。

小说的结尾以象征性的宏阔抒情笔调写道：“浩大的树林
里，发出阵阵簌簌的声响，像大海的波涛，在千里平原上一波
一波推进。而荒原像大海波涛中的一艘巨轮，正载着它的陈年
故事，缓缓驶向无尽的岁月……”换句话说，可以将这个小说
理解为民族从“原始”到“现代”发生发展的隐喻，它也可以
通向超越性的文化复兴寓言。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永恒故事，
如同河流的盈消涨退，森林的枯荣再生，“驶向无尽的岁月”，
驶向过往的历史与可憧憬的未来。

案头这套由张培忠担任总撰稿的报告文学 《奋斗与
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由 《百端待举》《风生水起》

《攻坚克难》《逐梦飞扬》四部组成，是对广东40多年历
史巨变的真实叙事，更是在回望过去与现场观察的基础
上形成的广东小康“创业史”。

这套丛书从上世纪 70年代末，发生在当时的广东宝
安县布吉公社的“逃港”事件开始叙述，这种回望式的
写法，务实并巧妙地迅速打开了历史的窗口。人们为什
么不留在世代居住的家乡？贫穷恐怕是问题的根源。当
年，在窄小的深圳河边，大陆与香港两岸的强烈对比，
让敢闯敢干的广东人产生了到对岸谋出路的想法。笔锋
一转，改变发生了。1978年，中央和广东的有关领导深
刻意识到人们“逃港”的真正原因，及时调整政策，因
势利导，借助广东濒临港澳、华侨众多的区域特点和优
势，创新建立特区，从而开始了广东乃至中国的伟大改
革开放进程，为广东的新生长和发展，开启了大门。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对这个大门开启
之初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以东莞张子弥为代表，开展的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
“三来一补”企业生产运营方式；清远稻田管理“五定一
奖”（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
奖励） 的先进经验；南海县的“六个轮子一起转”（县、
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 公私体制联合行
动的创新；高要县围绕陈志雄个体企业雇工人数“七上
八下”界限的讨论等，一直到深圳建立特区，袁庚创办
蛇口工业区、宝安县南岭村张伟基大胆引进外资等创
举，这些奋斗足迹使深圳、广东的社会面貌和经济活动
迅速发生了巨大改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刻
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

因为是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广东时
常有出人意料的主张与行动，像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
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像深圳国贸饭店建设的
深圳速度；像广州白天鹅宾馆打开大门，让人们感受

“世界领先水准的服务和更高品质的生活”的情景等。广
东、深圳、珠海等地，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甚至是世
界第一。书中不仅表现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
和发展成绩，更彰显了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
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宝贵精神。

历史以沉淀结果的方式凝固存在于未来的岁月中，
供人们回望和认识。这套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
事》，正是在对广东此前40多年发展变革道路的回望中形
成的，它具有在宏观背景下用微观方式展现的特点，又
有水珠映照阳光般的奇特效果。它既是广东小康之路的
一部恢宏史志，也是用文学情怀和笔墨表现历史的优秀
成果。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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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郭沫若选集·历史剧五种》
外文出版社1984年版

英文版《女神》
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

法文版《棠棣之花》
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本报电 （邹金涛） 近日，波兰诗歌新生代诗人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著、张振辉译的
《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阐释吉狄马加的具体诗
歌文本为切口，呈现出其诗歌创作背后的精神探索之路。他将吉狄马加的诗歌置于文化学和人类
学的广阔背景中，通过剖析“自我意识”和“动物”“色彩”等意象，探秘诗人的宇宙观和世界
观，其评述兼具学者论之有据的严谨品格与诗人敏感的哲性思考。

吉狄马加曾有5部诗集被翻译成波兰文出版，《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一书是
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当代作家诗歌的作品。

《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