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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为《民族文学》5个少
数民族文字版之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朝鲜族文学
发展的重视和关怀。目前的《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具
有选刊性质，在形式上很新颖，在内容上也有着权
威性。这不能不使广大朝鲜文读者欢欣鼓舞。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它是汇集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作品的文学

园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主要
居住在占国土面积 60%的边疆地区。一个可喜的现
象是，现在这 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优秀作家。56 个民族作家编织着中国文学百花
园，万紫千红，光彩夺目，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以
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成为中国文坛的一
个亮点。可以说，《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中国各民族
文学百花园的一个缩影。我想，朝鲜族读者看了藏族
作家益希单增的小说《向南还是向东》、藏族女作家
尼玛潘多的小说《协噶尔村的央宗》、维吾尔族作家
克然木·依沙克的散文《彩色的记忆》、维吾尔族女作
家帕蒂古丽的散文《模仿者的生活》等各民族作家的
作品，都将会被其魅力所吸引。

二、它是汇集中国各报刊优秀之作的文学园
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刊发的作品，除了选载《民
族文学》汉文版的各民族作家优秀作品之外，还从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
刊》《中国作家》等全国20多家报刊选择各民族优秀
作品。可以说，《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中国多民族
优秀作品的汇编。

三、它是中国各民族知名作家的新作与朝鲜文
读者见面的文学园地。

大多数朝鲜文读者习惯于母语阅读。因为语言
文字的障碍，他们不了解用汉文创作的作家和作
品。而《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为广大朝鲜族读者解决

了这一缺憾。比如汉族作家铁凝、莫言、梁晓声、阿成的小说，土家族
叶梅、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纳西族白庚胜、回族张承
志、满族赵玫、蒙古族鲍尔吉·原野、仫佬族潘琦的散文，彝族吉狄马
加、白族晓雪、蒙古族阿尔泰、满族娜夜的诗歌，都为朝鲜文读者带
来了艺术享受或有益启示。这些知名作家的新作，也是《民族文学》
朝鲜文版的一个亮点。

四、它是及时了解和欣赏获重要奖项作家的作品和文学观的文
学园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号，刊发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位
获奖者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的获奖感言，这对朝鲜族
作家的创作很有借鉴意义。2012年8月，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揭晓。《民族文学》朝鲜文版 2012年第 2期特设了“骏马
奖”获奖作品选辑，刊发了肖勤、李进祥、金虎雄、叶多多、曹有云、李
贵明、王雪莹的代表作，让朝鲜文读者及时了解获奖作家的作品。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民族文学》朝鲜文版2013年
第1期推出“名家经典——莫言专辑”，刊载了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
萝卜》及其创作谈，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演讲文稿《讲故
事的人》，让读者及时欣赏莫言作品，了解他的文学观。

五、它是欣赏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了解其文学主张的文学园
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有个栏目叫“世界眼光”，主要刊载诺贝尔
奖得主的作品，比如刊登过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的散文《地下的
梦》，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散文节选《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
的记忆》及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等人与帕慕克座谈的记录《东西
文化与文学想象》、智利诗人聂鲁达的5首诗和演讲稿《没有冲不破
的孤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和文学主张，对朝鲜族作者开阔
视野很有借鉴意义。

六、它也是朝鲜族作家、诗人、评论家提高翻译水准的练笔园
地。很多朝鲜族中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参与了《民族文学》朝鲜
文版的翻译，小说家翻译小说，散文、随笔作家翻译散文、随笔，诗人
翻译诗作，评论家翻译评论及其他作品。这种“对口翻译”对朝鲜族
作家、诗人、评论家借鉴被译作品，提高自身的创作和翻译水平很有
好处。根据以往的经验，有的朝鲜族作者从翻译作品起步，慢慢走上
了创作的道路。所以说，这些翻译也在推动着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中韩两国建交 20多年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其中文化
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些年，中国作家协会同韩国文学界的交流也在不断发
展。我们同韩方合作举办过“汉江—长江”两国作家大型交流
活动，巩固了传统友谊，也结交了新朋友。在 2008年首尔书
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中，我们看到韩国人民热爱读书，感受到
了韩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们拜访了韩国翻译学院，
了解到韩国为推介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实施的许多有效举措，
我们同首尔的民音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中国中短篇小说
选，迄今已经出版了第三版。我们还和韩国朋友以及日本文学
界的友好人士合作，共同举办过三国文学论坛，第一届在韩
国，第二届在日本，第三届计划在中国。这些活动都为今后的
合作交流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即使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
同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学交流，也可以在精神层面寻觅到共
识。喜怒哀乐、爱心、怜悯心、宽宏大量、包容、仗义执言、扬善
去恶……在人的感情世界和处事方面，可以列举出许多具有
共性的、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元素。追求美好生活就是我们
共同追求的目标。

朴槿惠总统访华时说过一句话：若要走得快，就一个人
走；若要走得远，就大家一起走。我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就是我
们两国人民要同舟共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在本国经济发
展和文化建设中，在促进东亚乃至亚洲稳定、和平与发展中，
互相顾及对方的利益，做好自己的事，也做好亚洲的事。这些
都为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民族
文学杂志社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及时策划并成功推出
了朝鲜文版，为促进中韩两国之间作家和人民的友谊和相互
理解提供了有价值的媒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朝鲜的友谊。

民族文学杂志社举办这个改稿班，十分及时。提高翻译
质量应该是目的之一，而邀请韩国作家与会，也可以听取多方
面的意见，尤其是对今后遴选作品，韩国作家们的看法可能会
很具建设性意义。

韩国和中国的邻邦友谊由来
已久，我们共享“汉字和儒教”悠久
文化传统的滋养。现在，我们要加深
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我觉得行之
有效的办法是成立一个“中韩文学
家协会”。通过这个协会，进行两国
作家的作品交流和作家交换访问。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举办文
学论坛，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三
省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有着特
殊记忆的现场。20世纪曾经出现
过的极端对抗不应该再次出现。
我们文学家应该站出来，调节好
邻邦国家之间的情绪。因此，通
过这样的文学论坛，加强东北亚
的文化艺术交流是非常必要、紧
迫的。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出现
以刀枪相见的政治、军事问题，通
过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来温暖、安
抚亚洲人们的心。在这里，优先
需要文学的力量，而且电影、戏
剧、音乐等艺术的多样化融合也
必不可少。亚洲作家们要有这样
的责任感，要一个个凝聚在一起，
对韩中文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
上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在文化
上也变得越来越繁荣。目前，中
国有数万名作家，每个月发表的
作品数量是惊人的。随着经济的
腾飞，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也在
不断扩大。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
尔文学奖，他的一些小说翻译成
其他语言出版，改编成的影视作
品也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和观
众。其实，中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今年，
我们在韩国出版了《亚洲小说选》，中国的作家，我
们选发了铁凝、益希单增、叶梅的作品。这一小说
选集是每年由韩国文学评论协会从在亚洲出版发
行的文学杂志中，遴选出优秀的 15篇短篇小说结
集出版。我相信这个小说选集将成为亚洲文学，
特别是韩中文学进行交流的良好契机。

20 世纪 90 年代韩中建交，20 多年过去了，两
国之间的文学交流虽然也有过一些零散的、个人
之间的翻译出版，但还很缺乏文学团体之间稳定
的、成系统的交流计划。希望民族文学杂志社举
办的这个活动，能够促进韩中文学交流的发展。

1910 年代，韩国年轻作家李光洙、金东印、金
南哲和中国的鲁迅、林语堂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时
候便一起思考亚洲的未来，一同酝酿发起抗日运
动。这也成为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及中国“五
四运动”的发端，成为推动近代化运动的导火线。
今天，我们韩中两国作家应像8世纪作家崔致远所
作的《泛海》一样，共同担负起“亚洲价值再创造”
的使命，让鲁迅等大家的文学精神在今日的文学
青年、作家身上“复活”。

当今的 21世纪，我们更怀念如同唐朝时期的
李白、杜甫或者崔致远一样的“泛海”哲学世界
观。我们需要宽畅的疏通空间。真正的文学，如
果被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那么它就
是一个“囚犯文学”。过去的俄罗斯文学告诉我
们，文学要超越国境，需要相应国家的支持。文学
作品的发表要开放，各国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也要
持续、积极地支持。 （徐海玉 译）

我们在谈论中外文
化交流时，不能不谈到
不同语言的交流。文化
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达到
不同民族对文化上的相
互理解和包容。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环节，便
是翻译。

文学翻译堪称真正的“再创作”。文
学翻译不仅要表述原作的内容，还要精
准地传达作品的历史、地域、民族等内
蕴，甚至特定的作品风格给读者带来的
独特审美感受。因此，译者只有全面把
握了作品的内容、风格、意蕴，才能够

“创作”出高水平的译作。
在以往的中韩文学交流中，已经有

相当数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由韩国人翻
译成了韩语。莫言、戴厚英、贾平凹等很
多中国知名作家的代表作都有韩语译
本，有的还成为了畅销书。这些作品的
翻译无疑对中韩文学交流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但在中国出生成长的朝鲜族作
家读来，这些译本总还有些不能令人满

意之处。我认为这是由于译文没能充分
传达作品内在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

一直以来，国内的很多朝鲜族作
家、翻译家也都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
品，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是使用同一种
语言，但韩国和中国的朝鲜族在语言表
达习惯等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差别，导
致朝鲜族作家翻译家的译文很难被韩
国读者接受，一般都要进行二度的“加
工转换”才能出版。

就如同汉语的表达大致可以分为
“南方话语”和“北方话语”，南方话语以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优雅细腻；而
北方话语相对而言更加粗犷豪放。韩语
给人的感觉是优雅细腻的，而中国的朝
鲜语深受北部话语系统特别是咸镜北

道方言影响，粗犷豪放，充满活力。韩语
一直深受日语、英语等多国外语影响，
而中国朝鲜语受其他外语的影响较小，
大量吸收了汉语中定语、状语的用法，
并且加入了比喻、隐喻等很多汉语的表
达方式。这些都导致了目前国内的朝鲜
语跟韩语存在一定差异，翻译作品会给
韩国读者带来一些距离感。

这样看来，韩国和中国朝鲜族的翻
译各有长处和不足，而文学作品翻译的
终极目标是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
全部内容。既然已经发现并提出了在中
韩文学交流中翻译这一关键环节存在
的问题，我想通过韩国与中国朝鲜族翻
译家们的通力合作，一定能够圆满地解
决，完成我们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历史
使命。

7月26日至30日，《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
班暨中韩作家文学交流会在哈尔滨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50名作家、翻译家，以及来自韩国的12位作家参加了改
稿班，大家就朝鲜族文学创作及翻译状况、中国多民族文学
发展、中韩文学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中国作协将2012年定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开展了10项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活
动，其中《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的创办，是十分
具有意义的两项活动。此次改稿班是对《民族文学》朝鲜文
版创办一周年最好的纪念。在《民族文学》全体同志的共同
努力下，在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鼎力相助下，在全国朝鲜
族作家、翻译家的关心支持下，刊物健康成长，在国内广大朝
鲜文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走进了朝鲜、韩国，将中国
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民族文学》在近几年组织举
办的改稿班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一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改稿班互相交流研讨，改出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改出中国56个民族的大团结，改
出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包容。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表示，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化背
景下，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物
种，值得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学》杂志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里，自 2009 年以来创办了蒙古
文、藏文、维吾尔文版之后，去年又创办了哈萨克文版和
朝鲜文版，这5种文字版的创刊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翻
译家的热心支持和积极投入，尤其是 《民族文学》 朝鲜文
版得到了朝鲜族作家翻译家们积极有力的配合。此次改稿
班的宗旨是求真务实促精品，通过作家和翻译家各种不同
层面的交流，来促进翻译水平的不断提升，使朝文版的办
刊质量不断提升。这次会议还邀请了韩国的12位作家的参
与，他们中的一些作家与 《民族文学》 结下了很深的友
谊，而且为 《民族文学》 走向韩国作了积极的贡献。同时
举行了中韩作家文学交流会，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
间的友谊和深度的文学对话，从而更大地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和民族文化的和谐。

《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说，《民族文学》是改革开放以
后诞生的一本国家级民族文学刊物，1981 年创刊。创刊之
初，《民族文学》与其他许多文学刊物一样发行量达到了一个
高峰，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本刊物，走
出来了一批今天在中国文坛甚至在世界文坛上有影响力的
作家。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刊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转入了低谷，办刊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是杂志社的编
辑团队，包括一些老同志还是坚守着阵地。上世纪末，随着
中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全民对文化认识的提高，我们的
读者、编辑对这本刊物又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在党和国
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视
支持下，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以来《民族文学》
陆续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5种
文版。汉文版的容量每期达 15万字，全国 55个少数民族都
有作家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过作品，今天，《民族文学》在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逐渐走出困境，走向另一个高峰。

黑龙江省朝鲜族作家创作委员会会长李洪奎说，《民族
文学》是黑龙江朝鲜族作家了解中国文坛的重要窗口，朝鲜
文版的创刊，使他们能够更加集中和方便地深入了解和学习
国内最新创作动向和创作成果。同时，有了国家级朝鲜文原
创作品发表的园地，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母语作家的创作
热情。《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已经刊登了黑龙江朝鲜族作家的
母语原创作品，并已经有 6 位作家、翻译家发表了汉译朝作
品。相对母语创作和汉译朝翻译，目前的汉语创作和朝译汉
翻译非常薄弱。而这次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给大家创造了学
习和交流的难得机会。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交流，我们专门召
开了翻译分科会议，集中翻译了黑龙江朝鲜族作家的一些优
秀作品。相信通过这次改稿班的学习和交流，作家、翻译家
在今后的创作和翻译中会有更大的提升。

在评论家牛玉秋看来，当前维护民族文化的存在已经成
为当前摆在每一个民族作家面前的迫切任务。要维护民族
文化的存在，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
自觉性。第二要坚持母语写作，因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
最后一道防线，作家在坚持母语写作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得
到很多民族文化方面的裨益，民族文学的传承和发扬也会得
到一定的实现。第三要重视翻译。第四要加强与其他国家
的互动。朝鲜族是跨境民族，在文化交流上是具有先天优势
的。这也是《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对中韩文学和文化交流的
意义所在。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鲜语文室副主任安贤浩则结合
审读稿件的实际，建议加强翻译人才的培养，以促进朝鲜族

文学的更好发展。他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文室负责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翻译审读工作。局里高度重视《民
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相关工作，真正当成“自家的事”，在
具体的译审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倾注了最大的心力和努
力。但目前仍存在翻译人才不足、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等问
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延边作协副主席于曜东表示，《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
刊以来受到了朝鲜族作家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和赞誉，它为
母语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各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的窗口。
同时，《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在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体现民
族宗教政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沟通中朝、中韩人民
情感等诸多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学》近几年坚
持举办的改稿班活动，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影响很大。改稿
班对于作家、翻译家的成长很有帮助。延边作协拥有一大
批长年用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家，请他们来完成文学作品的
汉译朝工作优势很大。作家参与文学翻译，对原著作家的
创作心态、情感、风格的把握应该更恰当、更准确，建议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在翻译工作中也能够注意充分发掘那
些用母语创作的作家。

《文艺报》 副总编辑王山就具体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交
流，他认为，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需要一种回归常识
的努力。生活转化为文学，作家需要有虚构的能力、想象
的能力，但是描写真实也是需要能力的。作家在写东西的
时候，需要具备最基本的生活的知识，但相当一部分作家
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吸纳能力和表现能力其实是有所欠缺

的。另外，对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还需要有独特的语言、
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进行选材、取舍、虚构、融会、
发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朝鲜语部译审金勋结合自己的写作
经历，谈到了创作灵感的问题。他说，获得创作灵感的必
要因素就是对生活实践和事物的不断思考。这就需要作家
具有自己的使命感。作家的使命感是怀有对人类的爱之
心，去描写自己生活的时代。韩国小说家赵廷来曾说过，
小说家和默默在田里耕地的农夫是一样的。的确，虽然农
夫在默默地耕着地，但是他们在梦想着秋天。作家也如同
农夫一样，在创作的世界里梦想着收获的季节。

评论家兴安呼吁，应该关注朝鲜族青年作家的成长。
他谈到，包括朝鲜族在内的整个少数民族“70后”作家都
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队伍。比如朝鲜族的金仁顺、土家
族的田耳、蒙古族的海勒根那、藏族的尼玛潘多……这一
批作家的创作越来越贴近现实发展的进程，但始终注意保
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他以尼玛潘多的小说 《城市的门》
为例，谈到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对现实题材的准确把握。

《广西民族报》社长蒙飞谈到，壮族作家跟朝鲜族作家
一样，用母语进行写作的越来越多。民间的壮文网站尤为
活跃，壮文文学蓬勃绽放，由此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壮文文
学越来越多的支持。目前，在广西有多家出版机构愿意承
担壮文文学的出版任务。母语创作的坚守，越来越赢得支
持和尊重。广西作协与泰国、越南等国的作协近期相继开
展了一系列文学交流合作。2010年，广西作协与泰国作协
合作，编选、翻译、出版了中泰当代文学作品选 《同一条
河流》，选编了 15 位广西当代作家和 15 位泰国作家的小
说、诗歌作品，出版了中、泰文版。因为山水相连的缘
故，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往非常密切和广泛。中国最新的
文学作品，几乎都在越南得到同步翻译和出版。广西很多
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可以说，民族文学不是
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结构，需要多种民族元素来
促进繁荣。

《民族文学》事业发展部主任赵晏彪认为，文学是没有
国界的，文学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性
浓缩物。中国的朝鲜族和韩国是同一个民族并使用同一种
语言。《民族文学》创办了朝鲜文版，是为了让使用这种语
言的人透过这扇窗户相互学习。《民族文学》朝文版今年第
４期刊载了韩国作家作品专辑，无疑这是现在中韩文学交
流会的前奏。民族是多样化的，文学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文学要表达人性，我们要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状
态，这也是推动中韩文学共同繁荣的一个切入点。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鲜语文室翻译金善女表示，在
人心浮躁的当下，《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坚持向读者推荐优
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可以与很多翻译界的
老师、前辈一起做这样的工作，让其感到很自豪。金善女还
谈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作品中的俗语、
成语如何翻译，并希望《民族文学》朝鲜文版能够推向更大的
市场，比如网络平台。

（徐海玉）

提高办刊质量 促进文化交流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沟通心灵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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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
□禹光勋（朝鲜族）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朝鲜族惟一的国家级文学刊
物，应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起到牵引、媒介、纽带作用。以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为窗口和舞台，活跃朝鲜族文学创作，
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互动交流，进一步提高母语创作与文学翻
译水平，培养优秀的民族作家与翻译家，并在中国多民族文
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此，朝鲜族作家、翻译家要对《民族文学》给予更多的
支持与帮助。目前，《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翻译团队是朝鲜
族社会中非常优秀的翻译人员，虽然大多数并非专职译者，
但是他们文学造诣颇深，翻译经验丰富。因此，目前为止所发
表的翻译作品，从整体来看，翻译准确、译文顺畅，呈现原文
特色。虽然偶尔出现因为直译而表达生疏、难理解，译文文学

性还不够强的问题，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今后要着力
于提高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准，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翻译
家参与翻译工作，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改稿班培养年
轻一代的翻译家，形成强有力的翻译团队。为了进一
步提高杂志质量，要多召开研讨会，大家坐在一起讨
论在作品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流经验，也是很

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看到，自《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以来，积极举办

各种活动加强与地方的沟通。目前，朝鲜族城市人口在逐年
增多，北京、上海等地聚居了相当数量的朝鲜族。应该把目光
投向这些读者群体，加强交流与沟通，通过各个城市的民间
团体，来确保读者的数量。再者，也需要尝试进入韩国市场。
目前韩国的教授和学生对中国文学乃至少数民族文学的关
心度大大提高，有关中国文学的韩国硕博毕业论文也在激
增，《民族文学》如果可以实现更多的作品交流、作家互动，将
有可能吸引韩国的大学、机关图书馆等单位，以及更多的韩
国作家、学者与读者。因此，《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可以考虑在
中韩两地同时印刷发行。 （徐海玉 译）

面向国内外读者办刊
□吴相顺（朝鲜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