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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端：推动中美文学交流的热心人——想起董鼎山和聂华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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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中美文学的交流也在不断扩大。现在我国每年引进的图书版权中，几乎一

半来自美国；获得美国“布克奖”和“普利策奖”的文学新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当代有影响的美

国作家、艺术家及文学流派，不少中国读者都有所了解；中国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王安忆等的作

品，在美国也有了英文本。目睹中美文学交流如此迅速的发展，使我不禁回忆起对外开放初期一批热心

的美籍华人，在开拓和推动中美文学交流中所做的贡献。就我亲身的感受，我尤其想起了董鼎山和聂华

苓。   

董鼎山，早在40年代在复旦大学附中上学时就为柯灵先生写稿编刊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赴

美国，一直在美国的大学从事编辑、教书和图书馆工作。长期接触图书出版信息的经历，使他对美国社

会、特别是文坛的情况十分了解，加上他自己的研究，所以在介绍和评论美国文化方面，常常显示出他

独到的评判眼光。1978年我国对外开放刚刚起步，人们对美国所知甚少，对美国文学，大多还停留在只

知道马克·吐温和海明威这个状态上。正是董鼎山先后在北京《读书》杂志和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美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使中国读者首先是中国作家，了解到了美国文

坛的许多信息。80年代初期，他几乎年年都回国，除自己在国内高校讲学外，还常带着美国友人前来中

国参观访问。1982年初夏，趁他在山东大学讲学结束的机会，我专诚邀请他来南京在华东水利学院礼堂

做了一场“当今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报告，因为内容新鲜，听众反应很好。随后我又陪他去南通访问，

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小市镇。一路上他对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兴奋，对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的

方针倍加赞誉。他长期生活在美国，经历了中美两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闭隔绝，深深感到促进彼此沟通的

必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一位文人，他首先关注的自然是促进中美两国文化的交流，表示要多写文章，让

中国读者了解今天的美国。有鉴于此，我马上约他为我主编的《译林》杂志开辟一个专栏，每期发表他

的一篇文学通讯。他一口答应。那时没有电子邮件，但他都按期用航空寄稿件来。他的这一组文章，既

涉及高雅文学，也包含通俗文学，还及时评介当年时兴的国际事件纪实文学。后来有读者反映，董鼎山

的这个专栏，宛如吹来一股西风，让中国读者看到了“纸老虎”的另一面。现在看来，董鼎山80年代在

国内发表的那么多文章，包括后来结集出版的《西窗漫记》、《西窗拾叶》、《纽约客闲话》、《天下

真小》、《美国梦的另一面》、《留美五十年》等等，对于促进当时中美文学的交流，确实起到了开拓

性的作用。   

至于让中国作家走出国门，我想起了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功劳。我只说一件事。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聂华苓和她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美国依阿华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写作室”，曾经先后邀请了萧

乾、艾青、陈白尘、吴祖光、王蒙、茹志鹃、高晓声等几十位中国作家，前往美国在这个写作室住一段

时间，充分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作家进行交流，这种环境和文学实践，对于中国作家介入国际文坛，促

进中外作家的沟通与互动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在一次江苏作协宴请聂华苓的宴会上，我向

她建议，她那个“写作室”，是否也可以邀请一些翻译家参加交流。从毕朔望、冯亦代、卞之琳等人受



邀前往，可见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邀请的对象确实是很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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