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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牌的手表、石库门房子的

砖头、地铁卡……昨天，走进在黄浦

区文化馆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市民（青

年）收藏大展，百余名海派青年把各

自珍藏的上海回忆铺陈在观众眼前，

这里不仅珍藏着上海市民的童年记

忆、上海往事，也能看到当代的时尚

潮流和代代相传的民风民俗。

周雨昕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到

故乡上海崇明的姑娘，她接过了母

亲手中的家乡土布，和土布一起开

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30吨不同

纹样和花样的土布，经过数十年从

一家家长者家里收集而来，映射了

崇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

她用纹样盘恢复制作了2000种纹

样的“经纬密码”，用现代化手段将

纹样解读记录下来传承发展。

90后的张融琦的藏品很独特，

他收藏了约500件各种无法投递被

退的邮品，其中有当年从抗美援朝

战场上寄回国却无法投递的信件，

也有多达47次投递未果的邮件……

每一件邮品背后深藏着一个远隔千

里的故事，他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切

入，记录了通信发展的时代足迹。

大展中最吸引人的还是大众收

藏品：老电表、火花、票证、报纸、糕

模、可口可乐、电影海报、年历片、签

名本、银行存折、女红、老文具、筷箸

等人们日常生活曾经使用过或正在

使用的东西都成为不少青年藏家收

藏的主题，林林总总的藏品勾勒出

烟火人间。

市收藏协会创始会长吴少华

说：“接下来还想对这些收藏家们进

行深度采访，把他们的故事展现出

来，明年出本书。”他也希望更多青

年人加入到文化守护与传承的队伍

中，用收藏记录和展示时代的风采，

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吴翔

近日，2023“上海

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发布，《庄子百句》

英语版、《中国译

学史》韩语版、

《金乡》阿拉伯

语版获得资

助。随着中国文

化发展，越来越多中国作品以译作形

式亮相“世界书架”。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自2015

年实施以来，就定下了“类别广泛”的基

调。今年三部获得资助的作品中，《庄

子百句》为“文化中国”系列丛书之一，

以道家经典文字和精彩寓言故事，向读

者传递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中

国译学史》是一本系统梳理中国译学理

论发展历程和脉络的专业性著作；《金

乡》则是以小镇作为观察样本，探讨金

乡与时代

庞杂而微

妙的关系

的长篇非

虚构文学

作品。

而 纵

观往年入选

作品，科技

类的、少儿

类的，乃至

于教材，均有涉猎。计划兼顾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兼顾各领域的代

表性作品，统一的标准是作品质量过

硬，并能代表中国文化和外国读者见

面。质量过硬的原作，是优秀译作讲好

中国故事的基础。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的另

一特别之处在于，入选书目的很多译

者都是外籍人士或者有过长期国外

生活经历的人。对于译者来说，将其

他语言翻译成母语，在表达的准确度

上会有天然的优势。而能够吸引更

多外籍译者来翻译中国作品，也是中

国文化本身的魅力使然。

作为上海发起的项目，“上海翻

译出版促进计划”也着重讲好上海故

事。去年入选的《红色弄堂》和前年

入选的《从黄浦江到叶尔羌河》，都是

讲述上海故事的典型优秀案例。

如何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计划发起方、长江出

版文化基金会龚海燕说，“走出去”之

后，还要能“走进去”，不能光走出国

门，更要真正走进外国读者的视野。

“除了为入选作品提供资金之外，更

要有平台渠道上的帮助。另外，我们

也要跟进书目出版之后的效果，争取

选出在讲中国故事上最有实效的好

译作。”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我一直非常喜欢写短故事

给别人阅读。我第一次在网上

写作时就觉得很神奇，很多人在

网上读我的文章，不仅仅是读

者，一起并肩作战的网文作家也

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生活塑

造了我的作品，即使是最平凡的

经历也能成就一部精彩的小

说。”昨天，在起点国际全球年度

有奖征文（WSA）颁奖典礼上，

获奖作家代表、来自加拿大的青

玄（见下图）发表了长长的获奖

感言。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

导，上海市出版协会、阅文集团

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

学周同时开幕。本届网文周以

“好故事联通世界，新时代妙笔

华章”为主题，汇聚了18个国家

的网络文学作家、译者、学者和

企业代表，共享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新成果。

网文出海
进入新阶段

“网络文学不仅将中国的文

化与作品带向全球，也见证了这

一中国模式的全球化发展。”阅

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

楠表示，网文出海在经历出版授

权、翻译出海、模式出海后，已进

入“全球共创IP”的新阶段。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作者共同进

行网络文学IP的培育及开发，

开启了网络文学全球化的新一

轮浪潮。

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副秘书长李弘发布的《2023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总

结出网文出海的四大趋势：AI

翻译，加速网文“一键出海”；全

球共创，海外网文规模化发展；

社交共读，好故事

引领文化交流；

产业融合，打造

全球性IP生态。

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网络文

学全行业海外营

收规模达 40.63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39.87%。

截至 2023年 10

月，阅文旗下海

外门户起点国际

（WebNovel）已上

线约3600部中国

网文的翻译作品，推出海外原创

作品约61万部；访问用户量累

计超2.2亿，日均阅读时长超1.5

小时；单日评论数最高超15万

条，其中既有作品交流，也有各

国城市、美食和文化的讨论。值

得一提的是，起点国际的Z世代

用户占比近八成，网络文学日益

成为深入年轻人的全球流行文化。

海外作者
已逾40万

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走

上网文写作道路。截至2023年

10月，起点国际已培养约40万

名海外网络作家，同比三年前增

长300%；美国、菲律宾、印度、印

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是海外作家

数量排前五的国家，签约作家中

00后占比达到42.3%。

本届WSA参赛作品近11

万部，同比增长17.3%，再创历

史新高。美国作家白色夜莺、加

拿大作家青玄、加纳作家光荣之

鹰、印度尼西亚作家永恒之蝶分

别凭借作品《继承至尊遗产的

我》《魔法的继承者：魔法王》《寻

迹旧爱》《猎爱无声》摘得金奖。

英国作家卡文、巴巴多斯作家

紫罗兰167与中国作家横扫天

涯、公子衍荣获“全球之星”称

号。横扫天涯创作的《天道图

书馆》海外阅读量突破1.8亿，吸

引众多海外读者走上网文写作

道路。卡文谈到获奖体会时感

慨，网络文学超越地理界限，让

文学思潮与作品主题也实现了

全球化。

据悉，为了让中外好故事实

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传播，起点

国际将启动多语种发展计划，

借助AI翻译上线英语、西班牙

语、印尼语、葡萄牙语、德语、法

语、日语等多个语种。《报告》显

示，在AI助力下，网文翻译的效

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超九

成。网文产业正进入IP的全球

孵化时代。

本届网文周持续

至12月8日，其间还将

举办中外作家圆桌会、

“网文出海新趋势”沙

龙、“构建全球IP新未

来”沙龙、“阅游上海”采

风等活动。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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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上海回忆 记录时代缩影
第二届上海市民(青年)收藏大展勾勒烟火人间

翻译出版作品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要“走出去”
还要“走进去”

在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

上，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在

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下，充满热情与

好奇地走上了网文写作道路，海外读

者一样会“催更”……一点也不稀奇，

中国网络文学逐渐成为“世界级文化

现象”，其中还不乏诸多优秀的网文

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漫画、游戏等

多元产品形态，远销各国。自    

年开始实施的“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

划”，也使越来越多中国作品以译作

形式亮相“世界书架”，而且入选书目

的很多译者都是外籍人士或者有过

长期国外生活经历的人。

不仅是文学作品，一部部光影

打造的音乐剧、一幅幅斑斓蓬勃的

绘画作品、一出出余音绕梁的戏曲，

都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但要把

博大精深而复杂多样的中国故事讲

好，并不容易，需要尊重传播规律，

用符合现代人接受的方式进行。中

国网文的声名远播扬帆出海，让我

们看见，中国文化向海外输出的是

一部部优秀的文化产品，更是一整

套立足于数字时代的创作机制和产

业生态。

文化扬帆出海
□ 徐翌晟

■ 花样繁多的土布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