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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s	a	literary	work	that	deep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esilience of human nature, To Live has successfully crossed national borders and gain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readers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Yu Hua’s work To Live as an 
example,	analyzing	the	strategies	and	influences	behind	its	success,	aiming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To Live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better g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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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之路——以《活着》的国际化
推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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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学院，中国·安徽 合肥 230088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活着》作为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社会
变迁与人性坚韧的文学作品，通过多语种翻译、国际出版、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成功跨越国界，赢得国际读者的广泛认
可。论文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历程，以余华作品《活着》的国际化推广为例，分析其成功背后的策略与影响，
旨在总结《活着》国际化推广的经验，为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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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展现中国独特文化视角与情感深度

的载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活着》

作为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其深刻的生命哲学与普世情感共

鸣，在国际推广中展现非凡的穿透力，成为连接不同文化背

景的桥梁。论文旨在剖析《活着》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

提炼其跨越国界的策略与智慧，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的战略布局提供宝贵借鉴，助力更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舞

台，促进全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2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与现状

2.1 历史底蕴与全球视野的融合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从《诗经》的淳朴自然到唐诗

宋词的华丽璀璨，再到近现代文学的多元探索，每一阶段都

留下不朽的篇章。这些经典作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

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们所蕴含的思想

深度、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

供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主题和丰富的表

现形式，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读者的关注。通过翻译出版、文



100

文化艺术创新·第 07卷·第 04 期·2024 年 08 月

学节、书展、国际奖项评选等多种渠道和平台，中国当代文

学作品得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与全球读者分享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 [1]。

2.2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舞台
在当前国际文学交流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当代文学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交织，尽管中国文学在国际

上的传播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其全球化之路仍布满荆棘。

语言障碍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得许多优秀作品难以

被国际读者直接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则如同一层隐形的屏

障，影响着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与解读方式。随

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提

升，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这为中国文学在国际舞

台上的展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中国文化

的国际传播，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和

有力的支持。因此，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现状下，中国

当代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积极寻求在国际文学

舞台上展现自己独特魅力的机会和途径。

2.3 现状稳步前行与持续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

界限，被译成多种语言，成功触达并赢得全球读者的心。这

些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深刻的情感表达和艺术创新，

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一些中国作家更是在国际文学界

声名鹊起，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认可，为中国文学赢得国际

声誉。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在持续创新中焕发着勃勃

生机 [2]。作家们勇于突破传统框架，积极探索新的题材领域

和写作手法，使作品更加贴近国际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

习惯。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文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

还反映在文学形式的实验与融合之中。此外，出版机构也

紧跟时代步伐，加强与国际出版商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索

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新路径，推动中国文学更加广泛、深入

地走向世界。在稳步前行与持续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当

代文学正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国际文学交流的新

高度。

3 《活着》的国际化推广策略

3.1 精准定位与翻译：跨越语言的桥梁
在《活着》的国际化推广征途中，精准定位与高质量

的翻译策略成为其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触及全球读者的关

键。为确保这部作品能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推广团队首

先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精准把握不同国家读者

的阅读偏好与接受度。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明确目标读者

群体，为后续的传播策略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翻译

团队承担起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深知翻译不仅是文字

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传递。《活着》的翻译团队

采用归化与异化并蓄的翻译策略，既忠实于原作的文化精髓

与独特风格，又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

之中，使得译文既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又能让国际读者

在阅读中感受到原作的文化魅力与审美韵味。先通过深入的

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精准定位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

偏好及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度，明确以关注社会现实、人性与

命运，以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国际读者为核心目标群体。

随后，组建由资深翻译家、汉学家及本土语言专家构成的专

业翻译团队，他们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既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与审美风格，又使译文符合目标语

言的表达习惯，确保文化意象的准确传递与审美风格的原汁

原味。同时，密切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从方言、

俗语的恰当转译到节日习俗的生动再现，都力求让国际读者

在阅读中感受到原作的文化深度与艺术魅力。此外还通过试

读、读者反馈等机制不断优化译文，确保最终呈现给国际读

者的，是一部既忠实于原作又易于理解的文学佳作 [3]。这一

系列精准定位与高质量翻译的实施策略，共同构建《活着》

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触达全球读者的坚实桥梁。

3.2 多元渠道与平台构建：拓宽传播路径
为将《活着》这部深刻描绘人性与命运的文学作品推

向世界舞台，采取多元渠道与平台构建的方法，积极寻求与

国际知名出版社的紧密合作，如企鹅兰登书屋等，这些出版

巨头拥有广泛的品牌影响力和成熟的全球发行网络，能够确

保《活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市，迅速覆盖更广泛的

读者群体，并与合作伙伴共同策划市场推广活动，如作者签

售会、读者见面会等，增强作品与读者的互动，提升其在国

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通过出版合作，不仅获得专业的编辑、设计支持，还

借助合作方的市场资源，有效提升作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充分利用现代媒介技术的力量，构建一个多元化的传播

平台矩阵。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官方账号，定期发布与《活

着》相关的内容，包括精彩片段、深度解读、作者访谈等，

以吸引并留住国际读者的关注。积极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合

作，邀请他们撰写书评或进行推荐，借助其影响力扩大作品

的传播范围。此外，还与主流网站、地方知名媒体等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新闻稿发布、专题报道、访谈节目等形

式，为《活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其国际曝光度 [4]。

此外，与影视制作公司合作，将《活着》改编成影视作品，

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让国际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作

品的魅力。同时，还开发与作品相关的周边产品，如书籍周

边、文化衍生品等，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延长作品的生

命周期。这些多元化的传播方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

推动《活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通过多

平台、多维度的传播，进一步拓宽作品的国际传播路径，让

《活着》的故事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触达更多国际读者

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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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共鸣与情感连接：触动国际读者的心灵
在《活着》的国际化推广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化共

鸣与情感连接对于触动国际读者心灵的重要性。这部作品以

其对普通人在极端困境中坚韧生存与不懈追求的深刻描绘，

展现人类共有的情感与命运，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激发

全球读者的共鸣。采取多种具体实施方式与国际知名文学机

构、大学合作，如哈佛燕京学社、牛津大学中文系等。定期

举办《活着》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外学者、作家进行深度对话，

探讨作品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人性光辉及普遍主题。通过学

术交流，提升作品在国际文学界的地位，增强文化共鸣的深

度与广度。主办方先策划一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挖掘并强化

《活着》中的文化共鸣点。通过组织国际文学研讨会、主题

讲座和圆桌对话，邀请知名学者、作家和评论家从不同角度

解读作品，揭示其蕴含的人性光辉与普遍价值，引导国际读

者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家庭的责任以及社会的变迁。建设

由资深翻译家、汉学家及本土语言专家组成的翻译团队，确

保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针对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等主要国际语言推出高质量译本，覆盖更广泛的读

者群体。通过国际书展、文学节等活动，展示多语种译本，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共同体验作品魅力。同时高度重

视与读者的情感连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搭建起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例如，安排作者余华在国际主要城

市进行巡回讲座，包括纽约、伦敦、巴黎、开罗等；分享创

作背景、灵感来源及写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读者进行面

对面交流；设置 Q&A 环节，鼓励读者提问，增强与读者的

情感互动和连接。这些精心策划读者见面会、签售会等互动

活动，让作者直接面对国际读者，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

路历程，进一步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线上，利用

社交媒体平台，鼓励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和生活经历，

形成积极向上的阅读社群；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建立官方账号，定期发布与《活着》相关的内

容，如作者访谈、读者心得、书评等；组织线上读书会、读

者分享会等活动，鼓励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形

成积极向上的阅读社群氛围；与国际公益组织合作，开展以

“活着”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如贫困地区教育支持、心理健

康援助等；通过实际行动传递作品中的正能量和人文关怀，

加深读者对作品情感层面的理解和认同 [5]。此外，还注重利

用情感共鸣的力量，推动《活着》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

影响，通过与教育机构、图书馆、文化中心等合作，将作品

引入校园、社区和公共阅读空间，让更多国际读者有机会接

触并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同时，也鼓励和支持将《活着》

改编成影视作品、舞台剧等其他艺术形式，通过多元化的表

现形式，让作品的情感与力量更加直观地触达国际观众的心

灵，如可以与国际知名影视制作公司 Netflix、BBC 洽谈合

作等。确保影视作品忠实于原著精神，同时注重国际观众的

审美习惯，提升作品的全球吸引力，进一步利用影视作品的

影响力，通过预告片、海报、访谈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吸

引更多国际观众关注原著。另外，还可以开发周边，如蕴含

深刻寓意的书签、展现书中经典场景的明信片，以及装帧精

美的限量版书籍等。这些衍生品不仅是对原著精神的延续，

更是读者表达喜爱与收藏之情的理想选择。充分利用线上电

商平台，如亚马逊、当当国际等，以及全球实体书店网络，

确保产品能够便捷地触达国际读者。同时，与国际合作伙伴

紧密合作，通过他们的渠道资源，进一步拓宽销售市场，满

足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的多样化需求，让《活着》的故事以

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延续和传承。

4 结语

《活着》的国际化推广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的成功典范，更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它证明优秀

文学作品具有跨越国界、触动人心的力量，能够成为连接不

同文化、增进相互理解的桥梁。通过精准的策略与不懈的努

力，该作品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广泛赞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

界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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