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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
 

Hunan
 

novel 
 

as
 

a
 

case
 

study 
 

the
 

article
 

summarizes
 

fou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dicators  
 

and
 

extracts
 

seven
 

dissemination
 

indices
 

to
 

develop
 

a
 

 seven-dimensional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is
 

valid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ath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even-dimensional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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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七維」國際傳播模式構建研究
———以湖湘小說《馬橋詞典》英譯為例

蔡義佳

吉首大學

摘　 要:本研究旨在構建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模式,以系統評估中國文學作品在全球的傳播效果。 文章以湖湘小

說《馬橋詞典》英譯為例,通過歸納總結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和「國際認可指標」,提煉出七種傳播指數,構建出「七

維」國際傳播模式,並以《馬橋詞典》的國際傳播路徑驗證該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以期基於「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為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提供一定借鑒。

關鍵詞:中國文學;國際傳播模式;《馬橋詞典》英譯;傳播指數

基金項目:2022
 

年湖南省社科聯專案「敘事文體學視角下湘籍當代作家小說英譯研究」(專案編號:22WLH15);吉

首大学 2024 年度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模式构建研究———以湖湘小说《马桥词典》英译为例”

(第 198 项)

一、
 

引言

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深厚的歷史底蘊、獨特的文學特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對
世界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儘管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曾相對有限,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

提升,文學譯介蓬勃發展,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 以《馬橋詞典》為例,這部由韓少功創作的尋根

小說,以湖南汨羅縣(今汨羅市)為原型,描繪了一個虛構的湖南村莊———馬橋鎮。 這部小說通過 115 個詞

條透視了民族生存的掙扎,深入探尋了民族苦難的歷史根源,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

農村社會的方方面面。 此外,《馬橋詞典》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本研究運用歸納總結法,對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和「國際認可指標」進行了整理,提出了「七維」國際傳播

模式,並分析了《馬橋詞典》的國際傳播經驗,揭示其成功傳播的原因,為其他中國文學作品的國際化傳播提

供了啟示。 目前,儘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討了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但大多數研究仍局限於某一單一維度,缺
乏對整體傳播效果的系統性衡量。 因此,構建一個綜合的中國文學國際傳播模式,能夠全面反映中國文學

在國際上的傳播效果,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這不僅有助於填補現有研究的空白,還將為推動中國

文學的國際傳播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構建更完善的中國文學國際傳播體系。

二、
 

翻譯國際傳播研究

國內外關於翻譯傳播學的研究和國際傳播學的研究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理論基礎,不僅為我們理解

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提供了視角,還揭示了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維影響。 同時,筆者還引入了前人的四

種國際傳播模式和「國際認可指標」,以期總結筆者自己構建的國際傳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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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外翻譯傳播研究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翻譯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逐漸受到了關注。 在國內外翻譯傳播學理論研

究中,眾多著名的學者們不僅探討了傳播學的來由,還辯證了翻譯與傳播的關係。 這些理論不僅為研究翻

譯傳播的實際應用提供了框架,也為理解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模式提供了理論支撐。
傳播學先驅拉斯韋爾(Lasswell) ⑤提出的「5W 傳播模式」是傳播學的經典理論之一。 這一模式強調了

傳播過程中的五個關鍵要素:誰(Who)、說了什麼(Says
 

What)、通過什麼管道( In
 

Which
 

Channel)、對誰說

(To
 

Whom)、產生什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 這一模式劃定了傳播學研究的範圍和基本內容,影響極為

深遠。
翻譯傳播學作為一門跨學科領域,融合了翻譯學和傳播學的理論,揭示了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翻譯

傳播學作為一種有效的翻譯研究新範式,已經具備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學性,其學科的「名」與「實」已基本明

確,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與系統的研究方法,為其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我國翻譯傳播理論的先

驅,呂俊則認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資訊交流與交換活動,其本質是一種傳播行為。 此外,尹飛舟和餘承

法指出,「翻譯傳播」中的「翻譯」和「傳播」應理解為「翻譯的傳播」(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而不是簡

單地等同於「翻譯即傳播」或「翻譯與傳播」。 然而,譚載喜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翻譯的傳播」這一表述

在漢語中存在一定問題,難以被廣泛接受。 他主張,翻譯傳播學應被視為橫跨翻譯與傳播之間的一門「間

性」「交互」「交叉」或「跨界」學科,而不是脫離翻譯學和傳播學而獨立存在的學科。 相比尹飛舟等學者的觀

點,筆者更傾向於譚載喜的看法,認為翻譯傳播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更能反映理論與實踐中的複雜性。 雖

然尹飛舟等學者的觀點為翻譯傳播學的理論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但譚載喜的見解更加貼近實際,強調了

翻譯與傳播在實踐中的緊密互動。

(二)
 

國際傳播模式研究

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離不開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是指以民族和國家為主體

進行的跨文化資訊交流與溝通。 國際傳播具有明確的目標,其本質在於傳播行為,而並非是翻譯行為。 這

一觀點強調了在討論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時,需要關注其傳播性與目的性。
在這一背景下,邱貴芬通過考察文學「世界化」的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展示了文學作家如何有效地走向

世界文學。 這四種模式不僅揭示了不同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策略和路徑,還突出了文學作品如何通過

文化交流實現自身的全球影響力。 此外,邱貴芬提出的「國際認可指標」為評估和量化文學作品在全球範圍

內的影響力提供了客觀的量化測量工具。 這一工具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學在國際傳播中的地位和作

用,從而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框架。
1.

 

四種國際傳播模式

這四種模式分別從多元文化、全球化、跨國性和跨媒介四個角度,對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不同策略

和路徑進行了闡述:
(1)

 

全球多元文化模式(李昂)
對李昂的認可可以用史書美⑦的全球多元文化模式解釋。 全球多元文化模式強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

學作品如何通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來實現國際傳播。 這種模式關注文學作品如何適應和反映不同文

化背景,從而促進全球讀者的理解和接受。 它注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強調通過跨文化對話來提升作

品的國際影響力。
(2)

 

全球化模式(吳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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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益的全球化模式①展示了一種成功整合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的戰略。 他的作品《複眼人》被許多讀

者認為具有「奇幻」和「科幻」的元素,吸引了國際讀者。 這種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巧妙地利用了流

行文學類型的特徵,並通過此類文學表達當代全球關注的問題。
(3)

 

跨國模式(楊牧)
楊牧的跨國模式①凸顯了世界文學資源對文學作家的重要性。 他的詩歌成就在於「融合了中西方文學

傳統」,既與中國文學傳統密切相關,又充滿了濃厚的跨文化色彩。 楊牧並不代表任何特定的民族文學,而
是將自己定位為超越時空的偉大文學傳統的繼承者。 這種「世界化」也意味著這些傳統的復興。

(4)
 

跨媒介模式(陳黎)
陳黎的跨媒介模式①探索了以媒體為中心的文學分析的新問題。 他的跨媒介文學創作與傳播先鋒實驗

開闢了網路化文學創作與傳播的新視野,突顯了多媒體和新媒體在塑造後印刷時代世界文學未來中的日益

重要作用。 該模式關注媒介多樣性對作品傳播的影響,探討不同媒介如何支持與擴展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
這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從不同的視角展現了文學作品的多樣化路徑和策略。 李昂的全球多元文化模式

通過跨文化對話與融合,為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包容性和多樣性的視角;吳明益的全球化模式則通

過結合本土與全球經驗,揭示了文學作品如何通過整合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實現傳播;楊牧的跨國模式則

通過東西方文學傳統的融合,彰顯了跨文化對話的重要性;而陳黎的跨媒介模式則充分利用了新媒體的優

勢,拓展了文學作品的傳播管道。 正是通過這四種模式的綜合運用,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文學作品在

國際傳播中的多維策略。 這不僅為筆者構建中國文學「七維」國際傳播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也啟示我們

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充分考慮多元文化、全球化、跨國性和跨媒介等因素,形成更加系統和全面的傳播策略,
推動中國文學在國際舞臺上的傳播與發展。

2.
 

「國際認可指標」

邱貴芬①提出的一個「國際認可指標」(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dicators)的客觀的評分標準,包括八個

量化指標,用於評估文學作品的全球影響力。
(1)

 

作家作品被翻譯成的語言數量。
(2)

 

獲得的國際獎項。
(3)

 

作家的作品出現在國際選集或網站上。
(4)

 

中文以外語言的書評。
(5)

 

國際出版物上的特刊或報告。
(6)

 

非華商社區以不同形式進行改編。
(7)

 

用中文以外的語言發表研究成果。
(8)

 

特邀赴臺灣以外地區駐校寫作。
綜上所述,邱貴芬提出的「國際認可指標」為評估文學作品的全球影響力提供了較為全面的量化標準,

涵蓋了翻譯的語言數量、國際獎項、媒體呈現、國際書評、學術研究成果以及赴臺灣以外地區駐校寫作等多

個方面。 然而,該指標體系在實際應用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例如,該模式雖主要關注中國文學作品在國

際傳播的效果,但部分指標更適用於臺灣文學作品。 同時,該「國際認可指標」並未充分考慮到中國文學作

品的世界文學母題的普世性問題。 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將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母題的普

世性原則納入評估標準,以構建更加全面、符合實際傳播效果的評價體系。

三、
 

中國文學「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世界文學的概念最早由歌德在 1827 年提出,儘管「Weltliteratur」一詞早在其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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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王寧和方維規⑧共同強調了歌德在世界文學定義與傳播方面的深遠影響,認為他為後續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討論空間。 此外,世界文學研究在國際上也得到了豐富的發展。 例如,荷蘭比較文學

學者和漢學家杜威·佛克馬(Douwe
 

W. Fokkema) ③早在其論文集《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論題》中提出了關

於世界文學語境下的經典概念。 美國學者大衛·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 ②進一步探討了世界文學作為

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等觀點。 而美國意大利裔學者弗蘭克·莫萊蒂(Franco
 

Moretti) ⑥在其論文「世界文

學的猜想」中提出的「遠讀」概念,為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世界文學成為一個更加問題導向和前沿的研

究領域。
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

國文學在全球文學中的地位愈加突出。 其豐富的文化背景、深厚的歷史積澱以及當代發展的成就,使其在

全球範圍內的傳播與影響日益顯著。
接下來,筆者將探討中國文學「七維」國際傳播模式,該模式旨在評估中國文學作品在全球範圍內的傳

播與影響力。 各國學者的研究豐富了對世界文學傳播路徑與機制的理解,為筆者構建這一模式奠定了理論

基礎。 結合歌德的理論視角及後續學者的觀點,筆者提出的「七維」國際傳播模式不僅通過具體指數評估作

品在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與傳播廣度,同時關注作品的文學價值及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主題

的普世性。

(一)
 

「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邱貴芬提出的「國際認可指標」(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dicators)旨在衡量四位作家作品的全球影響

力。 而筆者歸納出的「七維」國際傳播模式,細分了七種傳播指數,更加適用於評估中國文學作品的國際傳

播情況,也更準確地反映中國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效果。
1.

 

該作品獲得的國際翻譯獎。 (獎項是否由權威機構頒發,並具有一定影響力?)
2.

 

該作者作品的多語言譯介情況。 (是否覆蓋了主要語種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
3.

 

全球讀者在 Amazon 和 Goodreads 上的評分,評論。 (讀者評論的品質如何?)
4.

 

在國際期刊或媒體上發表書評和 / 或學術論文。 (作品是否在國際知名文學期刊或媒體如《紐約時報

書評》《泰
 

晤
 

士
 

報
 

文
 

學
 

副
 

刊》發表書評?)
5.

 

出現在國際網站上(作品是否出現在國際知名文學網站、文化平臺上,如 WorldCat、JSTOR、Literary
 

Hub 等?)
6.

 

除中文外的其他語言的特別議題或報導。 (作品在其他語言版本中是否有特別的議題或報導?)
7.

 

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母題。 (如人性、價值觀、生存、戰爭、愛情、家族關係、個人命運等。)

(二)
 

各傳播指數的作用

1.
 

國際翻譯獎

獲得國際翻譯獎標誌著作品在翻譯領域的高質量和全球認可,提高了其國際影響力和聲譽。
2.

 

多語言譯介情況

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顯示了其跨文化吸引力,增強了全球受眾的覆蓋面和傳播效果。
3.

 

全球讀者書評平臺

評分和評論提供了讀者對作品的直接回饋,反映了其在國際讀者中的接受度和文化適應性。
4.

 

國際期刊和媒體書評

在國際期刊和媒體上的書評和學術論文展示了作品的學術價值和全球討論度,提升了其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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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網站曝光

作品在國際網站上的出現頻率和曝光度表明了其數字平臺的傳播廣度和網路影響力。
6.

 

語言形式的特別報導

通過不同語言的特別議題和報導,作品能提高國際知名度,吸引多語言背景的讀者。
7.

 

中國經驗的全球影響

中國經驗在世界文學中的人性和價值觀等探討,豐富了全球文學,提升了文化的普世性,同時加深了國

外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總體而言,這七種傳播指數相比邱貴芬提出的「國際認可指標」更具有普世性,這些指數共同作用,構成

了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成功因素,既提升了其全球影響力,又為其他中國文學作品的國際化傳播

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四、
 

英語世界《馬橋詞典》的「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通過引入「七維」國際傳播模式,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分析《馬橋詞典》的全球傳播效果。 該模式為我們提

供了一種系統評估該作品國際接受度和影響力的方法。 通過綜合考慮七個維度的關鍵指數,我們能夠全面

瞭解《馬橋詞典》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現狀以及它對世界文學的影響。 接下來,將詳細探討這些指標如何體

現《馬橋詞典》的國際影響力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接受情況。

(一)
 

《馬橋詞典》的國際傳播譯介情況

從下列表格中,我們可以具體分析「七維」國際傳播模式下各項指標對應的《馬橋詞典》國際傳播與譯介

情況,幫助我們評估其海外傳播效果及接受度。

「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完成情況

√ / ✕
具體情況

1.
 

該作品獲得的國際翻譯獎。 (獎項是否由權

威機構頒發,並具有一定影響力?)
√

由法國政府授予的「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由美

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美中關係研究所設立的「第二屆紐曼

華語文學獎」,兩種獎項都具有很大的國際影響力。

2.
 

該作者作品的多語言譯介情況。 (是否覆蓋

了主要語種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
√

被翻譯超過 15 種語言,覆蓋了主要語種如英語、法語、俄

語、西班牙語,還包括意大利語、 荷蘭語、 瑞典語、 丹麥

語等。

3.
 

全球讀者在 Amazon 和 Goodreads 上的評分,評
論。 (讀者評論的品質如何?)

√
在 Amazon 和 Goodreads 的評分分別是 4. 0 和 4. 02。 在

Amazon
 

平臺,五顆星的占 50%,在 Goodreads 上,五顆星占

比 38%,有讀者評論是讀過的最好的十本小說之一。

4. 在國際期刊或媒體上發表書評和 / 或學術論

文。 (作品是否在國際知名文學期刊或媒體如

《紐約時報書評》《泰
 

晤
 

士
 

報
 

文
 

學
 

副
 

刊》發表

書評?)

√
 

World
 

Literature
 

Today
 

、亞洲週刊(
 

Asia
 

Weekly
 

)、《出版周

刊》(
 

Publisher
 

Weekly
 

)、《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 紐約時報書評》 (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
 

)

5. 出現在國際網站上。 (作品是否出現在國際知

名文學網站、文化平臺上,如 WorldCat、 JSTOR、
Literary

 

Hub 等?)
✕

已在 WorldCat,JSTOR 出現。 雖然其並未在 Literary
 

Hub
上出現。 不過前兩種平臺的廣泛覆蓋已經有效擴大了《馬

橋詞典》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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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完成情況

√ / ✕
具體情況

6. 除中文外的其他語言的特別議題或報導。 (作

品在 其 他 語 言 版 本 中 是 否 有 特 別 的 議 題 或

報導?)
√

作品在英文版本中有特別報導,如《 華爾街日報》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7.
 

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母題。 (如人性、價值

觀、生存、戰爭、愛情、家族關係、個人命運等。)
√

以(人性、價值觀、個人命運、家庭關係) 等普世性主題傳

播中國故事。

表格中的數據詳細列出了《馬橋詞典》在國際傳播中的七種指數的成就,從多個維度展現了該作品的傳

播和譯介情況。 這一系列成就不僅突出其作為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成功案例,也進一步強調了通

過多語言、多媒介傳播中國文學作品的重要性。 這些具體指數構成充分證明了《馬橋詞典》在全球文學市場

中的重要地位。

(二)
 

《馬橋詞典》的全球影響力及接受度

我們可以從以下七個維度的傳播指數中具體分析《馬橋詞典》的國際傳播效果,這些方面的分析將幫助

我們理解《馬橋詞典》的全球影響力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接受度。
1.

 

該作品獲得的國際翻譯獎(獎項是否由權威機構頒發,並具有一定影響力?)
韓少功榮獲「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與美國「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使其海外影響力大增,並

助力其作品在海外翻譯出版。 這些獎項不僅表彰了他的文學成就,還象徵著國際社會對中文文學的高度認

可。 特別是「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作為法國政府頒發的文化榮譽,表明韓少功的作品在法國文化

圈中具有重要影響力。 與此同時,「紐曼華語文學獎」是美國文學界為表彰華語作家的傑出貢獻而設立的,
韓少功的獲獎反映了他在英語世界中的影響力。 這些獎項為《馬橋詞典》的翻譯和出版創造了良好的國際

環境,也為其進入法國和美國的文學市場鋪平了道路,使其在西方讀者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
2.

 

該作者作品的多語言譯介情況(是否覆蓋了主要語種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
《馬橋詞典》已經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意大利語等超過 15 種語言版本,並且在世界範

圍內多次再版。 每一種語言的翻譯出版都代表著該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再創作,譯者們在保留原作風

格的同時,努力使其符合目標語言讀者的審美和文化習慣。 這些譯者的付出,使得《馬橋詞典》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煥發了新的生命。 在《馬橋詞典》英文版的譯者序中④,藍詩玲(Julia
 

Lovell)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馬橋詞典》中所探討的方言、生活和馬橋的居民,無不值得在世界文學中佔據一席之地。」譯者們的努力

顯著提升了《馬橋詞典》在海外的影響力。 不同語言版本的出版不僅突破了語言的障礙,也讓來自全球不同

文化背景的讀者感受到這部作品的獨特魅力。
 

3.
 

全球讀者在 Amazon 和
 

Goodreads 上的評分,評論(讀者評論的品質如何?)
在 Amazon 和 Goodreads 上,《馬橋詞典》的評分分別為 4. 0 和 4. 02,在 Amazon 平臺,五顆星的占 50%,

在 Goodreads 上,五顆星占比 38%,有讀者評論是讀過的最好的十本小說之一,這些都反映出國際讀者對這

部作品的認可。 這些評分不僅反映了國際讀者對該作品的接受度,也展現了其在全球市場的受歡迎程度。
在評論中,讀者們讚賞《馬橋詞典》獨特的敘事風格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分享了他們對作品的深刻感悟和理

解。 高評分和積極的評論是作品在國際讀者中影響力的直接體現,也表明了其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成功。
4.

 

在國際期刊或媒體上發表書評和 / 或學術論文(作品是否在國際知名文學期刊或媒體如《紐約時報書

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發表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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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橋詞典》在
 

World
 

Literature
 

Today
 

、《亞洲週刊》、《出版週刊》(
 

Publisher
 

Weekly
 

)、《泰晤士報文學

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紐約時報書評》(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
 

)等國際期刊上

發表了多篇書評。 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該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 這些評論不僅提升了《馬橋

詞典》在學術界的知名度,也為其在國際文學圈中的傳播提供了學術支持。 特別是
 

World
 

Literature
 

Today
 

這樣的權威期刊,其書評往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能夠幫助作品在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中傳播。
5.

 

出現在國際網站上(作品是否出現在國際知名文學網站、文化平臺上? 如 WorldCat、JSTOR、Literary
 

Hub 等)
《馬橋詞典》在 WorldCat、JSTOR 等國際網站和全球線上學術資源庫中的頻繁出現,並於 1999 年被《亞

洲週刊》評為「20 世紀中文小說 100 強」之一,這些進一步提升了其國際影響力。 這表明該作品已被廣泛收

錄至全球重要的學術資料庫。 作為全球綜合性的圖書館館藏資訊資料庫,WorldCat 能夠顯示該作品在世界

各地圖書館的收藏量及其使用頻率。 而 JSTOR 學術平臺的收錄則意味著《馬橋詞典》已成為國際學術研究

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 雖然其並未在 Literary
 

Hub 上出現。 不過前兩種平臺的廣泛覆蓋已經有效擴大了

《馬橋詞典》的國際影響力,也為全球學者與讀者提供了便捷的獲取途徑。
6.

 

除中文外其他語言的特別議題或報導(作品在其他語言版本中是否有特別的議題或報導?)
2012 年底,《馬橋詞典》曾被《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評為五本不可錯過的中國書籍之

一。 推薦詞中寫道:「不同於許多陳舊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馬橋詞典》獨具清新風格。 小說以緊湊的結構

和精煉的語言,將史詩般的歷史敘事融入一系列深刻的小故事中。」這些報導通常深入分析了作品的文學特

質、文化背景以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 通過這些多語言的專題報導,《馬橋詞典》不僅在全球學術界

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還提升了其在國際文學市場中的知名度,使更多的讀者和研究者有機會接觸並深入理

解這部作品。
7.

 

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母題(如人性、生存、戰爭、愛情、家族關係、個人命運等。)
中國經驗對世界文學中母題的貢獻,體現在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哲學思想和歷史背景上。 這些思想對

馬橋鎮村民的人性和價值觀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經歷了豐富而複雜的歷史變遷、社會轉型和民族生存的掙

扎,這些變化在《馬橋詞典》中反映出來,深刻影響了作品中人性和價值觀的表達。 中國文學作品常常探討

情感世界和道德倫理。 《馬橋詞典》中主要討論家族關係、個人命運、人性善惡的探討等主題,正因如此,《馬

橋詞典》涉及的人性探討和文化認同等普世性主題,使其在國際讀者中廣受歡迎。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從七個維度的傳播指數中具體分析《馬橋詞典》的國際傳播效果,也瞭解了《馬橋詞

典》的全球影響力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接受情況。 其中,第七個維度———「中國經驗下的世界文學母題」尤

為值得關注。 《馬橋詞典》之所以能夠贏得世界文學讀者的青睞,正是因為它在展現民族特色的同時,也深

入探討了人性與價值觀等普世性主題。 正如韓少功所言,《馬橋詞典》不僅展現了小說的巨大魅力,還讓讀

者通過每個詞語和詞條背後的歷史、貧困、奮鬥與文明,感受到中國的「馬橋」和世界的中國⑩。 藍詩玲在《馬

橋詞典》英譯本譯者序④中指出:「正如道家思想對各種理念和影響的包容態度所體現的那樣,該書既是國際

性的,也是普遍性的,同時又極具地方特色」。 英語世界對《馬橋詞典》價值的認可,正是基於其通過本土化

表達實現了普世性的傳播⑨。 這也呼應了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依託自身的民族底蘊與普世價值的觀點。
「七維」國際傳播模式中的這些指數不僅證明了《馬橋詞典》在國際文學舞臺的成功,也驗證了中國文學

作品在國際傳播中需要兼顧民族特色與普世性這一原則。 通過多語言、多媒介的傳播方式,《馬橋詞典》成

功將中國經驗轉化為能夠引發全球共鳴的普世性敘事。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應在獨特性的基礎上,兼具世界

性與民族性,努力尋求人類共有的文學主題和藝術表現形式。 這也意味著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不
僅要彰顯自身的民族特色,還應與全球共用的普世性文學主題相結合,以實現更廣泛的文化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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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國文學國際傳播的成功經驗與啟示

通過對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國際認可指標」和中國文學作品《馬橋詞典》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在國際傳

播中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總結這些成功經驗,不僅能夠為其他中國文學作品

的國際傳播提供理論支持,還可以為未來的中國文學作品推廣工作指明方向。 以下將從結合多元文化與全

球化、發揮跨媒介傳播的潛力、運用「七維」國際傳播模式的實踐價值、強調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普世性,以
及融合本土化與世界化等五個方面,深入探討中國文學國際傳播的成功經驗和關鍵啟示。

(一)
 

結合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李昂的全球多元文化模式和吳明益的全球化模式都強調了文學作品在全球背景下的文化適應性與普

世吸引力。 《馬橋詞典》通過展示湖湘文化與中國經驗中的人性與價值觀主題,成功吸引了國際讀者的關

注。 這表明,中國文學在國際傳播中,可以通過展現獨特的文化背景,同時呼應全球性議題,增強作品的普

適性和吸引力。

(二)
 

發揮跨媒介傳播的潛力

陳黎的跨媒介模式展示了不同媒介對文學傳播的支持作用。 《馬橋詞典》不僅在傳統紙質媒體《華爾街

日報》上得到了廣泛報導,還通過學術網路平臺(如 WorldCat、JSTOR)擴大了影響力。 未來的國際傳播應進

一步利用數位化與多媒體平臺,如電子書、音頻書籍、社交媒體等,最大程度發揮西方主流出版機構在翻譯

出版、譯作推廣平臺、圖書行銷管道在讀者影響等方面無可比擬的優勢。 進行多管道傳播,以觸及更多元化

的讀者群體。

(三)
 

運用「七維」國際傳播模式的實踐價值

首先,「七維」國際傳播模式能夠量化分析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地位與影響力。 通過對該模式

的七種傳播指數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晰瞭解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接受度和認可度。 其次,「七維」國際

傳播模式提供了實用的傳播策略指導。 通過對成功案例的分析,如《馬橋詞典》的傳播經驗,可以總結出多

語種翻譯、獲獎和學術討論等對提升作品知名度的關鍵因素,為未來的推廣工作提供借鑒。 最後,該模式具

有前瞻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定期監測和分析作品的傳播效果,可以及時調整傳播策略,確保中國文學在國

際舞臺上的持續影響力。

(四)
 

強調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普世性

《馬橋詞典》是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它通過展示中國特有的文化與歷史背景,成功地探討了人性與價

值觀等普世性主題。 筆者認為,未來的文學傳播應繼續挖掘中國經驗中的普世性問題,如家族關係、人性善

惡、社會變遷等,結合獨特的文化視角,創作出更具普世性和吸引力的作品,使作品在全球讀者中產生共鳴。
中國文化走出去最終還是得靠自身的民族文化底蘊和普世價值。

(五)
 

融合本土化與世界化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平衡中,《馬橋詞典》成功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同時通過翻譯和解釋使國際

讀者能夠理解其深層含義。 《馬橋詞典》這部書寫中國獨特本土經驗和社會現實的小說,能夠在不同文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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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煥發新的活力,讓本土文化的價值立場融入世界文學的觀念與標準之中。 這表明,中國文學作品在走

向國際時,應在忠實於原作文化背景的基礎上,考慮目標語言讀者的文化背景和審美偏好,實施適當的本土

化策略,確保作品的文化內涵和美學價值在跨文化傳播中不被削弱。
以上五種啟示不僅為《馬橋詞典》的成功提供了理論支撐,也為未來更多中國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提供

了寶貴的經驗和策略指導。 通過融合多元文化、跨國合作、跨媒介傳播等多種模式,並結合「七維」國際傳播

模式的實踐價值,中國文學在全球文學市場中有望取得更大突破。 此外,這不僅能夠提升中國文學的全球

傳播力,還能促進文化的跨國理解與接受,使外國讀者更好地欣賞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 為未來中國文學

作品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路徑,確保了中國文學在全球舞臺上的影響力和接受度。

六、
 

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七維」國際傳播模式,系統地評估了中國文學作品在全球的傳播效果。 在這一模式中,
筆者對四種國際傳播模式和邱貴芬的「國際認可指標」進行了分析,最終歸納出「七維」國際傳播模式。 通過

對這些指數的綜合評估,我們能夠有效判斷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上的傳播影響力。 本研究提出的「七維」國

際傳播模式還為其他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成功經驗和重要啟示。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全球化與

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學作品仍然能夠通過有效的傳播模式,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實現與國際讀者的

對話,這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堅實基礎。
未來的國際傳播模式研究可以進一步細化這些指數,以驗證其廣泛適用性。 具體而言,可以探索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如何適應和利用這一模式,以及如何通過調整和優化傳播策略來增強文學作品在全

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和接受度。 此外,未來的研究還可以考慮將數位化和社交媒體等新興傳播管道納入分析

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文學作品在全球傳播中的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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