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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首尔3月1日电 题：韩国人为何能与“许三观”共情？


　　——专访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李旭渊


　　作者 刘旭 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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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许多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韩国，从《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文城》，到《三体》以及“出海”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都常年在韩国书店畅销。这些作品为何能吸引韩国读者？文学作品对中韩人文交流产生哪些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对韩国社会有何启发和影响？近日，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李旭渊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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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渊接受访谈。刘旭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也译介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您为何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李旭渊：我上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彼时韩国和中国还没有建交，韩国国内实行严格的军人独裁统治，政策非常强硬，我无法学习关于现代中国的内容，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因此，大学时我主要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但我一直对中国现代史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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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博物馆一景。范淑梅 摄


　　大学三年级时，我接触到了鲁迅。他的作品批判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我认为其中的思想内容对韩国社会有启发作用。因此，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


　　攻读硕士学位时，我翻译并出版了毛泽东的相关文章，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翻译了鲁迅的相关杂文，并在韩国出版了一本鲁迅杂文选集。这本书在1992年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当时在韩国上大学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文章非常感兴趣。


　　随后，我在1992年，也就是韩国和中国建交的那一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尽管我只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我的未来学术道路非常有帮助。通过亲眼见证中国的现实，我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总体而言，我之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是从韩国的角度出发的，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对韩国社会非常有借鉴意义。


　　中新社记者：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受韩国读者欢迎？为何会引起韩国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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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武俊杰 摄


　　李旭渊：余华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销量非常高，并且被拍成了电影。我上课的时候给韩国年轻人介绍余华的小说，他们都很喜欢。余华老师去年也来延世大学作讲座，大讲堂座无虚席。包括我在内，50岁以上的韩国人特别喜欢余华的小说，因为我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很了解余华小说里人的思想和感情。


　　我认为韩国人喜爱余华老师的小说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活着》)或者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与韩国人非常相似，但又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


　　余华小说里的许多人都是平平凡凡的中国老百姓，学历不高，很多是农民或者小人物，但是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活着”的哲学是非常有智慧的。


　　现在韩国自杀率非常高，如果人们学好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对人生的态度，我觉得韩国人想法可以改变。其实人活着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许多绝望，但是小说里的许三观、福贵没有失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余华的小说对韩国读者很有启发性。


　　许三观的形象也与韩国人心目中传统的韩国父亲的形象非常像，即为了家庭、为了家人牺牲一切，甚至卖血。因此韩国人会觉得许三观“很熟悉”。


　　韩国人在余华的小说中，既能发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态度，又能找到韩国人对人生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在西方的小说中是没有或者很难发现的。余华小说里的人生哲学是曾经出现在韩国人生活当中，但现在韩国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因为现在的韩国人已经相当西化，所以韩国人特别喜欢余华的小说。


　　中新社记者：除了余华之外，还有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受韩国读者欢迎？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选择有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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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阿Q正传》手稿。孙新明 摄


　　李旭渊：韩国人还非常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甚至成为中学生必读的经典作品之一。《阿Q正传》中的明博体育官网首页精神胜利法在年轻人之中非常流行。如果在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检索，还能看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精神胜利法”的事例。


　　此外，余华和莫言两位作家在韩国都非常有名，他们各有各的特色。遗憾的是，莫言先生的作品目前的韩文译本翻译得不太理想，现在在韩国的作品销量不高。


　　谈到阅读趋势，年纪大的人比较喜欢“传统”的小说，对《三国演义》和金庸的小说，一直保持很强烈的关注。年轻人则喜欢中国年轻作家的类型文学，例如科幻文学、武侠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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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科幻作家刘慈欣在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上。王磊 摄


　　我也读了刘慈欣和郝景芳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像刘慈欣有《三体》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韩国也拥有读者粉丝群。中国(科幻)作家已经获得了雨果奖，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科幻小说很有前途，希望能多多在韩国被介绍。


　　与此同时，现在中国的很多网络小说在韩国被翻译成韩语，这类通俗文学在韩国网络上非常流行。它们在传播上有自己的优势，很多韩国读者在阅读时会被介绍说这是中国的作品，增强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兴趣。虽然我本人没有翻译这些作品的计划，但是我十分鼓励我的学生们把中国最新的文学作品译介到韩国来，促进年轻一代在文学方面的交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学作品对韩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旭渊：一是对韩国文学界写小说技法的影响。韩国写小说的方法已经相当西方化了。而中国文学家常常用“传统”的方法来写小说，例如余华的《活着》是以口述的方式来写小说，叙述比较多，描写比较少，这种写作方式给韩国小说家带来一定影响。


　　二是来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过去，韩国有两次中国化、大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第一次是新罗时代，第二次是朝鲜开国时期。韩国是儒家文化圈国家，受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影响非常大，韩国的传统文学也是如此。


　　但是韩国近代以后开始走向西化，走日本化、美国化的道路，慢慢失去了以前这些传统。我觉得现在东亚文明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此时我们需要批判性地重新考虑传统的意义，考虑传统里可以帮助解决文明危机的元素，这也是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赋予我们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学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的作用？在促进中韩文学交流方面，两国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李旭渊：我认为了解一个国家或那里的人们，最关键的是要了解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看文学作品、电影、连续剧，是理解一个国家很好的方法。


　　韩国和中国是邻国，要想增进两国年轻人的互相了解，就应该读文学、看电影，让年轻人在网络上、在手机上接触明博体育官网首页两个国家的文化作品。所以韩国和中国交流时，加强电影、文学作品等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希望的是两国政府努力开放两个国家的作品，介绍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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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带来的现代京剧《骆驼祥子》(传承版)演出现场。徐培钦 摄


　　目前我在写一本书，是关于从中国小说来看中国人、中国现实。我选取能够代表中国不同城市的文学作品，例如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来介绍上海、通过贾平凹的作品介绍陕西，还有最有名的关于北京的小说《骆驼祥子》。例如，从《骆驼祥子》中，我一方面介绍城市，同时也探讨祥子为何会失败，如何理解祥子的失败，探讨他的失败能给现在的韩国年轻人说些什么。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让韩国人从更多维度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情感。


　　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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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渊，1963年生于韩国，1995年取得高丽大学文学博士，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现任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明博体育官网首页学会会长。


　　著有《支撑时代的力量，鲁迅人文学》《阅读鲁迅的夜晚——阅读我的时间》《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化》《郭沫若和近代中国》《中国向我搭话》《中国如此亲近》等，并译介鲁迅、余华、莫言等作家的作品。
	


 【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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