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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演戏

本报北京电（记者康瑞珍）日前，人民

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贾平凹海外版权成

果分享会”在第 25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上举行。来自墨西哥、意大利、英国、

哥伦比亚和黎巴嫩等地的五位出版人和

译者，分享了翻译和在海外出版贾平凹

等中国作家作品的感受。作家贾平凹也

出席了该活动。

“他用 45 年，书写苍茫秦岭的山高

水长；他用 1500 万字，记录乡土中国的

世纪变迁。作为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

大家，他站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为时

代而歌。”活动现场，一段视频展示了

贾平凹的作品在海外各国家和地区的

出版情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

永清介绍，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

成英、法、德、俄、日、韩、越南语等三十

多个语种，已经进入英语、西班牙语、

瑞典语、意大利语、日语、阿拉伯语等

多个市场。

现场，来自意大利、英国、墨西哥和哥

伦比亚的四位编辑和译者作为代表，和

作家贾平凹一起畅谈在海外译介、推广

其作品的经历和体会，共同探讨中国文

学该怎样打破固有印象，得到海外读者

的认可和接受。《老生》的意大利版翻译

李莎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翻译中国文学

的心得和对中国文学的感受，特别提到

了她如何在翻译中处理贾平凹极富地

域特色的语言。“只有对贾老师的作品

看懂，读透，才能翻译好。”她表示，在翻

译的过程中体会到，必须想办法把书中

的意境、意向等表达给读者。据悉，《老

生》将继续由出版了意大利语版《带灯》

的罗马 Eliot 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

是，意大利语版《带灯》于今年 7 月获得

了 意 大 利 克 拉 里丝·阿皮亚尼（Claris

Appiani）翻译大奖。

此外，来自英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

译者还通过视频与现场读者分享了他们

翻译贾平凹作品的感想。有位译者提出，

希望贾平凹的《极花》可以出续作，了解后

来发生的故事。贾平凹表示，“很高兴自

己的作品能够变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出版，

恐怕不会写《极花》续作了。因为作品最

后总要留上一个悬念，才能产生一种效

果。”

据悉，《极花》的西班牙语版刚刚出

版，除了《老生》以外，《极花》《秦腔》等作

品的英语版也正在翻译中。另外，法语版

《带灯》将于今年10月在法国面世，俄语版

的《秦腔》也通过“中俄互译项目”于活动

当日首发。

活动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黎巴嫩

雪松出版社签署了《老生》的阿拉伯语版

的版权输出协议，这本《老生》将在整个阿

拉伯语地区发行。

多部冀版童书引关注

在图博会上，河北展区除了一批优秀的精

品主题出版物引人注目外，展出的不少童书也

广受欢迎，《古典美文绘本》《大自然温馨微童话

集》《国学创意绘画》《少年特战队》等，吸引不少

小读者驻足翻阅。此外，还重点推介了《小麻烦

人儿由由》《路小鹿爆笑日记》等图书。

《小麻烦人儿由由》系列由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包括《大鞋跑了》《最近有点儿麻烦》

《独自回家》《长个子的秘方》《小屋历险》五册，

讲述了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儿由由和她的小伙伴

们童真童趣的成长故事，在这些小故事中，多侧

面展示了由由活泼的天性和善良的品质，让读

者从中感受到这种成长中的美好和温暖。

图博会上，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郝月梅分享

了该系列丛书的创作过程。她表示，这是为女

儿创作的作品，无心栽柳柳成荫。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李东华认为，在当下的幼年儿童文学里，

缺乏一个有典型特征的幼儿女童形象，而郝月

梅笔下的由由身上的纯真、自由自在、对世界的

好奇喝探索，以及由此带来的小小“麻烦”，都把

一个自由成长的女童形象活泼地展现出来。通

过此书读者不仅能感受到童年游戏的快乐，更

能体会到童年所独有的那份天然、率真、活泼、

淳善的生命美感。

《路小鹿爆笑日记》丛书采用日记与漫画相

结合的创作方式，从小学生的视角出发，用诙谐

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主人公“路小鹿”在校园和家

庭生活中遇到的欢乐与忧愁，同时链接与儿童相

关的热点话题，引发孩子们的广泛共鸣。本丛书

第二季的故事内容将带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

原创绘本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如今绘本越来越受欢迎，在图博会上设有

专门的绘本展区，不同类型的精品绘本、低头认

真阅读的孩子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不少出

版机构也开始在绘本上下功夫，记者在不少展

区看到原创绘本成为重点推荐的部分。

河北展区推出了一部《龙族故事新编》系列

绘本，书中神态不一的图画龙、活灵活现的立体

龙，富有内涵的故事也让读者爱不释手。该书

的创作者李一慢、吴洋现身图博会对这本书进

行推介。

文字作者李一慢介绍，《龙族故事新编》系

列共有十本，根据龙的传说和龙生九子的故事

进行改编，既保留了原本神话传说的内容，又加

入了充满想象力的新编故事内容，旨在弘扬祖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神秘的、富有浪漫色彩的

故事浸润孩子的童年，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画家吴洋曾在不同载体比如陶瓷、地毯、摆件上

画过龙，她说，“在不同人的心中，龙的形象是不

同的，为了贴合读者小朋友的审美，这本书上的

龙呈现得比较亲切，龙的眼睛也是闪亮的。”

“在这部书中，从龙的造型设计不仅能看到

传统的影子，也有新的时代元素。”国家图书馆

少儿馆馆长王志庚表示，用现代绘本语言，对有

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故事进行适合当下的新的表

达，也是中国图画书的重要选题，希望这样的书

能在中国绘本史上留得住，并能“走出去”，在国

际上被更多的人看到。

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故事

版权交易是本届图博会的重头戏，诸多中

外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图博会期间举行，展现

了中华优秀文化魅力。对于中国童书如何更好

地走出去，很多出版机构也在进行自己的探索，

其中不少都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了首要位置。

除了河北少儿出版社推出《龙族故事新编》

外，新世纪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绘·千家诗》贴上

了输出英语版本的标签。中国画报出版社一位

编辑告诉记者，《中国民间神话故事》在图博会

上较受外国读者欢迎。在中信童书展区，原创

绘本《洛神赋》、童书《给儿童的诸子百家寓言》

等也放在重要推介位置。《洛神赋》（绘本版）绘

者90后画家叶露盈将中国传统画风与现代漫画

相结合，以现代绘画艺术展现了中国传统故事

的意境与气息。该书改编者余治莹表示，绘本

源于英国，盛行在美国。好的中国绘本多是取

材于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融入其中，有了

这个特色，我们的绘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

发热。

“现在儿童阅读越来越受到重视，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也是出版人的责任。”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总编辑段建军表示，唯有精品才能保有旺

盛的生命力。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潘岳谈到

绘本创作创新时也提到，创新不只是技术的突

破，有的时候就是不断地重新解读，在不断的解

读中获得新的创作灵感。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

多宝藏有待挖掘，在这些宝藏里，现代的创作者

可以找到更大的创作空间。

讲述中国故事的童书
图博会上放光芒

昨日，为期 5 天

的北京第 25 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以

下简称图博会）落下

帷幕，30多万种全球

最新出版的图书、近

千场丰富的出版文

化活动为出版界和

读者带来了一场版

权贸易和全民阅读

的盛宴。此次北京

图书博览会首次设

立了北京国际童书

展，展示国内外优秀

绘本、动漫作品等，

推动中国原创童书

“走出去”。图博会

河北展区也推介了

一批优秀儿童读物，

吸引了不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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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