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要闻 学坛新论 工作动态 通知公告 成果要报 访谈视频 学者传真 学者专栏 真知论坛 机构设置 联系我们   

项目申报与管理 项目动态 成果管理 成果发布 经费管理 各地规划 资助期刊 项目数据库 专家数据库 历史资料

站内搜索          项目查询   专家查询   网站地图   重大项目要览 输入搜索关键字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社科要闻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十三日成立

中国文学要创造世界的“新口味”

  2013年05月15日08:3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文学是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会增强世

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中国文学是否还需要增强自信与“修炼内功”？这些都是中国当代

文学界关注与思考的重要命题。 

  5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一场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为主题的论

坛同时举行。莫言、铁凝、苏童、童庆炳、李敬泽、陈思和等作家和学者围绕以上话题进行

了探讨。 

  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 

  “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准跟世界当下的水准并没有很大差距，跟莫言旗鼓相

当的中国作家还有一二十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说。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之所

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 

  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焦虑感。“我们试图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西方的承认，这是

一个弱势文化的诉求。”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说。 

  而对于如何找回文学的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是作者要

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语言和形式能够抵达灵魂；第二，要学会阅读自信，要相信自己的阅读

感受，不要看别人的眼色；第三是要批评自信，“如今的批评生态极其糟糕，大家都互相吹

捧、一团和气，我们需要的是把自己的感受勇敢说出来。”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文学作品应蕴含能让人产生共鸣的文化内涵。

“在30年前我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到一种跨越民族、地域和时间的心灵共

鸣。我想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可能能做出无数的学问来，我们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加

以解说和阐释，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这种共鸣。” 

  不同国别间作家的沟通，并不会被语言所阻碍。莫言认为，交流靠的不是翻译、不是形

式，而是作家能否创作出有价值、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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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要向世界展现全面的中国 

  文学不仅仅承载着写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也同样传递着国家形象。对于中国文学

而言，想要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要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 

  “一位国外的诗人曾经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很厉害，政治也很独特，但我们没有办法通

过你们的文学来了解中国。”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论坛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看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注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呈

现。中国文学不能够一味地去迎合世界的口味，而是要让世界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去

创造“新口味”。“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途径，无论是写作者还

是研究者，都有义务去呈现中国经验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性。”陈福民说。 

  对此，作家苏童表示，应该站在地球村的角度，去阐释全人类共通的东西；作家笔下的

人物，应该是“人”，而不仅是所谓的“中国人”。这样的作品，才更具有民族性与世界

性。 

  当然，文学所传递的全面的中国形象，还需要世界不带偏见的接受。“走向世界的中国

文学，不应是中国作家一厢情愿的事情，而应该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需要。只有当我们进入到

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时代，走向世界才可能真正实现。”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说。(赵婀

娜 李辛未) 

(责编：张湘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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