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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David Damrosch[1]1 将世界文

学作为一种全新的阅读模式进行研究，并把处于“边缘

地位”的中国文学重新放置在国际文学视野中进行探讨。

Bonnie McDougall 和 Ram Louie[2] 主要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

文学，Eva Hung[3] 研究了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语翻译，

Meishi Tsai[4] 研究了从 1949 年至 1974 年之间的中国现当

代小说及短篇小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辑出版的《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杨娟 [5] 指出外国学

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动向发生了明显改变，从重视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到逐渐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国内现存研

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整体综

合研究，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有姚建彬，早在 2016

年他就出版了相关专著《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

2019 年他和郭景红又一起出版了《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

告》；郝莉 2017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

英译史研究》；张清华 2016 年出版了专著《他者眼光与

作者简介：史丽娜（1985-）、女、云南省昆明市、汉

族、硕士、讲师、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英语教学。

海外视角：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二是分国别或

区域研究，邓萍和马会娟研究了 1949-2015 中国现当代

文学在英国的译介与接受；周磊的是山东当代文学在韩

国的译介与研究；訾晓红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

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杨肖的是欧美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的历史分期；王亚民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的传播与研究。

近些年来，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并研究云南文学。

James Poupard[6] 研究了云南白族汉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杂

糅性，Megan Bryson[7] 研究了白族经典文学作品《黄女的

故事》中性别与种族的交叉点，Dan Edwards[8] 研究了云

南电影以及女性电影制作人。国内对于云南当代文学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云南当代文学及文学史

总体研究，主要研究者有宋家宏、晓雪、胡廷武；二是

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研究，黄玲是代表性研究者；三是云

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要研究者有张永刚、周俊、范

稳；四是云南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主要研究者是施荣华；

五是云南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现存研

究后，笔者发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对于云南当代文学

在海外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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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云南当代文学，云南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云

南当代作家的海外传播在当下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主要梳理1949年之后出生在云南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

情况，发现作品外译、作家对外交流以及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项是其海外传播最主要的三种方式。文章梳理了云南

当代作家海外传播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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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的是 1949 年之后出生在云南的作家和作品

在海外的传播情况。笔者使用云南当代作家姓名，通过

百度百科可以搜索到以下相关信息。云南当代作家的海

外传播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作品外译，作家对外交流，

作家国际文学奖项。

第一，作品外译。作品外译的作家主要有于坚、李

乔、晓雪、张长、张昆华、鲁若迪基和杨佳富。于坚作

品外译的数量和语言都是最多的，有英语，比如《诗 72

首》；有法语，比如《0 档案》和《元创造》；有荷兰语，

比如《作为事件的诗歌》；还有西班牙语，比如《卡他

出塔》和《飞行》。李乔的长篇小说《醒了的土地》由

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日、俄文三种文字出版。张长及其

作品词条被《国际剑桥名人辞典》（英国）收录，他的一

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三种外文出版。张昆华的诗歌、

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法、孟加拉、巴基斯

坦、朝鲜五种外文发表出版。鲁若迪基的部分作品也被

译成外文出版。杨佳富的作品在国际上尤其是东南亚享

有盛誉。

第二，作家对外交流。聂勒的部分诗作被翻译成

外文，他曾经在美国国务院的会议室里用佤语朗诵自

己创作的诗歌。和晓梅前往美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

创作的诗歌被译为英文展示。于坚带着纪录片《碧色

车站》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于坚出席

了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范稳等八位作家参加滇缅作家

交流座谈会。

第 三， 作 家 国 际 文 学 奖 项。 晓 雪 的 诗 集 荣 获 第

二十二届孟德罗国际文学奖的特别奖项。吴然获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张雪飞获得第二届国际东方散文奖。

目前为止，云南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已经取得一些

成就，但还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云南当代文学

的海外译介。云南主动对外翻译、出版的云南当代文学

作品的外语译本以及目的语国家主动翻译、出版的云南

当代文学作品数量还可以再增加。二是云南当代文学海

外传播主体，云南主动对外介绍、宣传云南当代文学的

媒介，云南当代作家在海外开展的文学交流活动，云南

当代作家与海外的译者、出版社之间的交流都可以增加。

三是云南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云南当代

文学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销售、馆藏和读者评

分情况，目的语国家媒体对云南当代文学的报道。

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国文学在

海外的发展，是影响乃至满足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

解中国文化的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9]”。“随着莫言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等获得

雨果奖……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国际影响力逐步

提升 [10]”。云南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

进云南文学的海外传播在当下具有了实质性意义。立足

现状，着眼未来，云南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有很长的

一条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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