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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 记 者 陈 爱 红
通讯员 雷默） 昨天，第二
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颁奖典礼
在慈溪举行。25部作品从海
量网络文学作品中脱颖而
出，《男儿行》获得金奖。

小说 《男儿行》 以元末
农民起义为背景，讲述一群
原本庸庸碌碌的汉子奋起反
抗，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华
夏民族秩序的故事。评委们
认为作者“酒徒”以大时代
的全景描绘与英雄群像的塑
造呈现出了一个真实而波澜
壮阔的世界。在3部银奖作品
的获得者中，90后作者“疯
丢子”最为年轻，她的作品
《百年家书》描绘了抗战过程
中 的 国 共 合 作 与 民 族 奋
起，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身
上流淌着的民族大义与抗争
精神，并向那些从古至今承
载民族精神的脊梁致敬。评
委们认为这部作品使严正的
历史题材具有较强的可读
性。另外有6部作品获得铜
奖，15部作品获得优秀奖。

与首届相比，本届网络
文学双年奖的入围作品有以
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首先，相比玄幻奇幻类

作品，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数
量明显增加，且质量颇高。
例如 《材料帝国》《复兴之
路》《网络英雄传》《南方有
乔木》等作品，抓住了国企
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描
绘出富有激情、奋发进取的
时代面貌，深入发掘和拓展
现实题材的丰富性和生动
性。

其次，以历史、武侠、
言情等类型为代表的一批尚
古题材网络小说，在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汲取传统精神
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例如
《男儿行》《有匪》《赘婿》
《江湖三十年》《狼毫小笔》
等。小说的作者们把传统文
化中的精髓融入故事，大大
提升了网络文学的文化承载
力和传播力。

再次，“网生代”作家的
入围，呈现出网络文学本身
的蓬勃生命力。例如纯武侠
写作的新人“雨楼清歌”、90
后的“疯丢子”、“脑洞文”
代表作家“七英俊”等，他
们的作品对当下网络文学的
创意发端、写作模式等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

现实主义题材增多“网生代”崭露头角

第二届网络文学
双年奖昨颁奖

商报讯 （记 者 陈 爱
红 通讯员 雷默 文/摄）
不要让走出去的文学变成了
消失的背影，要让“走出
去”变成“走进去”。昨天
上午，第五届宁波 （国际）
文学周的重头戏——“文学
的海上丝绸之路”高峰论坛
在逸东豪生酒店举行，国内
外文学“大咖”汇聚一堂，
围绕“文学的本土格局与国
际视野”这一主题，深入研
讨当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该如何融合。高峰论坛由
《世界文学》 主编、著名翻
译家高兴主持，翻译匈牙利
文学的专家余泽民在论坛上
作了《如何让“走出去”成
为“走进去”——铺设文学
丝路的经验谈》精彩发言。

余泽民是祖籍宁波慈城
的匈牙利文学翻译家和作
家，自1991年秋季出国到现
在，一直生活在匈牙利。他
翻译过当代匈牙利几乎所有
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作
品，所以国内读者更熟悉他
的译者身份。其实，作为作

家的余泽民十多年前就出版
了中篇小说集 《匈牙利舞
曲》，这本书曾在2005年入
选 “21 世 纪 文 学 之 星 丛
书”。对文坛有些了解的人
知道，入选这套丛书，就意
味着作者得到了文坛话语圈
子的认可。

余泽民认为，文学国际
交流中重要的环节就是把外
国的作品引进到中国，让中
国的作品走出去。我国在引
进外国文学作品方面做了较
多工作，而在让中国文学作
品走出去方面还有所欠缺。

首先，中国文学作品要
走出去，主要靠国内的翻译
家和国外的汉学家，但是现
在国外的汉学家无法从整体
上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譬如
80岁的匈牙利著名汉学家姑
兰女士，她是欧洲一个出版
社专门负责亚洲文学作品的
编辑，即便如此，她也已经
25年没来过中国了。如何帮
助国外汉学家及时、准确地
了解中国文学现状是一个尤
其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次，中国文学作品走

出去的过程，不是作品被翻
译成了译本就完成，还要有
外国读者阅读它们。这就要
了解外国读者到底喜欢什么
样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就是
中国文学作品到底能够满足
外国读者哪些方面的需求。
许多中东欧地区的读者，其
实要看的不是中国文学本
身，而是要通过中国文学作
品看中国人现实的生活。

中国文学作品如何从
“走出去”变成“走进去”？
余泽民具体提了几点建议：
首先，打造翻译家平台，方
便译者和作家的沟通，让国
外的汉学家能及时了解中国
文学的整体信息和交流途
径。其次，让翻译后的中国
文学能够进入当地的课堂，
尽可能多层面地与当地展开
合作。具体的落地方法有：
建立作家写作站；与所在国
的出版社、文学杂志社合
作；与当地书店、文学评论
界和媒体合作等，通过这些
方式方法让中国文学能够整
体地出去、落地，进入当地
人的阅读视野。

翻译家余泽民：

中国文学“走出去”
更要“走进去” 余泽民在高峰论坛上余泽民在高峰论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