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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和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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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国文化 塑造国家形象
□本报记者 王 觅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
世界越来越了解中国。这既得益于中外文化工作者的不
懈努力，也离不开作为“中国通”的各国汉学家们作出
的独特贡献。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如何？中国文学的对
外译介工作还面临哪些问题？汉学家们应如何更好地发
挥自身作用？不少中国的作家、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有
着自己的思考。

汉学家对传播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在中国学者张西平看来，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
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中
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
着主导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
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他谈到，《论
语》《孟子》《易经》 等最早都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
到西方去的。学者王尔敏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一书共
收录译者 1219 名，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 95.4%，
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大多数。因此，我们应该
对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与工作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应
该对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事业的西方汉学家表示
敬意。

德国汉学家施寒微介绍说，19世纪末，当时德国的
一些学术精英通过设立汉学的方式，使对中国的研究成
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问。不少早期的德国汉学家很
依赖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成果，尤其是清代考证学，比如
借助 《四库全书总目》 以及来自中国的古籍来研究中
国。与此同时，这些汉学家收集的中国藏书大大地增加
了欧洲图书馆保存的中国藏书的数目。

美国学者陶幽庭最近出版了一部有关17世纪中国艺
术史的专著。她说，这本书挑战了一个在西方广为流传
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复制胜于创造的国家。该书不仅
有力证明了革新者与原创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缺席，
还阐述了这种原创性被遮蔽的原因。“这项研究破除了既
有成见，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一直是一个拥有思想文
化创新传统的大国。”

正如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所说，汉学家们为世界构筑
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空间，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汉学家群体为促进
中国文化的传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学研究和汉学家在帮助西方和世界认识、了解中国，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代汉学家
译介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纠正
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许多误解。

文化的魅力使各国掀起“中国热”

日本汉学家菱沼彬晁说，许多日本观众被中国昆曲的
魅力所吸引，并为之倾倒。昆曲旋律优雅的音乐、婉转的笛
声、美妙的歌声，以及台词所具备的极高的文学性，让人们
实际感受到为什么中国文人会喜欢昆曲。

土耳其汉学家吉莱谈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
就成立了汉学系，但发展缓慢，满足不了时代需要。目前土
耳其全国仅有3所大学开设汉学系与中文系，孔子学院一
共有3所。虽然土耳其现在的汉语教学情况比起过去改善
了许多，但是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国家汉办的“新汉学计
划”为培养新一代土耳其汉学家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相信
中国将来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会在教育、文化层面更深
刻地影响世界。”

英国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多年来力求在伦
敦展现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她介绍说，英国博
物馆常常既举办古代的展览，同时也举办当代的展览。这
样有助于向观众展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俄罗斯汉学家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也感受到了俄罗斯的中国文化热。他
表示，现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许多学校都教中文，俄
罗斯普通人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的
许多朋友都请他为自己的儿女推荐教中文教得好的学校，
以便更好地学习中文。

印度汉学家狄伯杰说，近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和汉语
教学都非常盛行。2009年印度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
在印度各邦建立一所中央大学，并在这些大学建立汉语以
及中国问题研究所。“我们希望从中国邀请更多老师协助
指导汉语教学工作。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文图
书及数据库不足，奖学金数量很少。”

中国作品译介并非易事

塞尔维亚汉学家安娜·约万诺维奇透露，莫言获得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塞尔维亚掀起了翻译、阅读莫言作品的
热潮，也带动了该国读者对中国更多通俗文学作品以及中国
人当下生活方式的兴趣。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学
在“走出去”方面取得的进步，但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这项工
作仍然任重道远。

日本汉学家饭塚容谈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
日本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规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全
集或选集问世，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
日本，获得了大量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学的日本读者的欢
迎。但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变得零

散而带有偶然性，缺乏整体统筹，现在普通的日本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也远不如从前了。

荷兰汉学家苏菲说，近年来中国的出版商出版了不少
荷兰的文学作品，但反过来中国文学作品在荷兰并不畅
销。她认为，这既有读者认知和翻译的问题，也有中国文学
本身的问题。荷兰读者对中国仍不熟悉，中国文学所描述
的那个世界对他们过于陌生了。“连莫言的作品早期也是
从美国的英译文再译成荷兰文的，直到 2012 年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前夕，他的作品《蛙》才有了直接从中文译成荷兰
文的版本。”

美国汉学家白睿文谈到，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困难
而孤独的工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译者一直在单独面
对文本，就算是任务完成了、书出版了，译者也很少像原作
者那样收到读者的来信、鼓励和喝彩，翻译似乎变成了一
种“隐形”的工作。译者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笑谈：“书的评价
好都是作者的功劳，但一旦遇到差评便都是译者惹的祸！”
个中辛酸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遣唐使和鉴真东渡的历史故事令中国作家莫言颇有
感触。他表示，汉学家无论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研究
中国文化，除了要有非常深厚的汉语功底之外，还应当深
入到中国的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汉学家们的研究才能有
更加感性的认识和更加细节化的生动风貌。在莫言看来，
要想翻译好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应当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
活，了解中国作家的心态，这样翻译的文字才能够生动传
神。如果仅仅有很好的汉语水平，但对作家作品里描述的
专业知识不了解的话，翻译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比如，翻
译贾平凹的作品就需要对中国陕西的风土人情、历史、书
法、美术、文物考据等有所研究，翻译麦家的作品则必须对
战争、密码学等有所了解。中国学者季进也认为，中国文学
之所以在海外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是语言文化
的天然隔阂。中西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形式和叙事
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巨大的鸿沟。中国人看来十分
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读者眼中就会变成不知所云
的“天书”。因此，真正有效地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被
西方读者所接受，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使命。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介绍说，中国各有关机构
正在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上
的对话和交流，为此多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对中国
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书籍译成外文提供资助。其中，“中
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将支持以文学、影视为主的具有代
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品在海外的出版和推广，中国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将负责这项工程文学部分的组
织和实施。这项工作需要作家、出版机构、经纪机构和版权
代理机构的密切合作，还需要翻译家、汉学家们的支持。

据新华社电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日前在京揭
晓并颁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56种图书、《纳
米研究》等20种期刊、《新世纪强军路》等20种音像电子
网络出版物、《中国标准草书大典》等 10种印刷复制产
品和《剪纸的故事》等10种装帧设计作品荣获第三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物奖。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介绍，本届评奖全国共有
475家出版单位报送了参评图书，占全国可申报单位总
数的 82%，参与出版单位数量为历届最高；期刊奖报送
比例由上届的2%提高至4%，全国31个省区市、解放军、
87 家中央部门共报送参评期刊 411 种，比上届增长
32%；参评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评选的省区市和中
央部门比上届略有增长或基本持平；29 个省区市和中

国出版集团公司有90家印刷企业、18家复制企业参评，
均比上届略有增加；全国 31个省区市都有装帧设计奖
参评作品。

各子项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从各地各部门推荐的
材料中，评出7个子项奖236个获奖出版物、先进单位和
优秀人物（优秀编辑）。除上述获奖出版物外，辽宁人民
出版社等50家单位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
版单位奖，于华刚等 70名个人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此外，还评出了229种优秀出版
物奖提名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最高奖，每
三年评选一次，前两届分别于2007年、2010年揭晓。

（白瀛 徐硙）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

本报讯 安徽省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日前在合肥召开。120余名
作家代表参加会议。安徽省作协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季宇作了工作报
告，安徽省作协常务副主席许辉作了《安徽省作家协会章程（修改草
案）》的说明。

与会代表审议并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安徽省作家协会章程》，通过
了《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与会代表认为，此次会议
是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文学盛会。会议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
行职责，共商文学发展大计，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大会号召安徽全省文
学工作者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同心携手，奋力前行，努力
铸造文学事业新辉煌。

大会选举产生了安徽省作协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团。理事会由77
名理事组成，主席团由16名成员组成。许辉当选为安徽省作协主席，
王明韵、王英琦、伍美珍、孙志保、许春樵、严歌平、何世华、李平易、沈天
鸿、赵凯、赵焰、钱玉贵、曹多勇、韩进、潘小平当选为副主席。

（欣 闻）

安徽省作协召开
第五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尹建莉的家庭教育类图书《好妈妈胜过好老
师》自2009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
并引入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据统计，该书目前已连续
印刷67次、印数达到520万册，总销量已超过540万册。1月
6日，作家出版社在京举行媒体见面会，宣布成立“尹建莉
工作室”。同时，《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同名电视剧摄制也正
式启动。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以具体生动的案例阐述家庭教育
理念，因此得到读者青睐。此次作家出版社成立“尹建莉工
作室”，旨在能更好地服务作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更好地进
行宣传推广，打击抄袭和盗版行为。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
表示，除了传统出版之外，作家出版社目前还广泛涉足数字
出版、影视、动漫等领域，向着全版权运营方向发展。王海
鸰、尹建莉等作家工作室的相继成立，就是希望能以团队之
力更好地为作家服务。

随着《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热销，该书也引起了影视
界的关注。同名电视剧由河南影视集团投拍，出品方表示，
相信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和播出，将对推动我国家庭教育水
平产生积极影响。

（王 觅）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发行突破500万册

在台湾果陀剧场创团25周年之际，剧团创始人、导演梁志民携话剧《淡水小镇》于1月8日亮相国家大剧院。
该剧改编自剧作家怀尔德的《小镇》，自1989年推出以来，受到众多台湾观众的喜爱，是果陀剧场极具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剧中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小镇“淡水”，讲述了陈少威和艾茉莉一对青年男女成长、恋爱、离
别的感人故事。该剧在两小时里浓缩了30年的时光，真实呈现出台湾人感同身受的成长经验。演员在温暖的正
能量中，传递出人对生命应有的珍惜与关爱。此次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是果陀剧场创团25年的特别纪念版，由曹
启泰、蔡灿德、李沛旭联袂出演。 （徐 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5日，由鲁迅文学院、宁夏
文联、中共宁夏固原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长篇纪实散文《失守
的城堡》首发式暨牛红旗散文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散文学
会会长王巨才，宁夏文联副主席哈若蕙，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李一鸣、王璇，固原市文联主席杨风军和近 20 位评论家、
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樾主
持。

大西北西海固的大地上残存着几百座古城堡，是自秦代
到民国末期修建的城堡中留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它们有的是
为了战略防御、防匪自卫，有的是因古城市建设或出于朝廷
马政的需要而修建。这些古城堡的渐次颓废已成现实，它们
蕴含的大量历史地理、人文宗教、建筑民俗等方面的财富也
将随之遗失。经过4年多的走访和查阅史料，鲁迅文学院第
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牛红旗对300多座古城堡进行了系统分
析和归类，创作了长篇纪实散文《失守的城堡》，并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

与会者认为，《失守的城堡》可谓作者文化行旅的生命
体验。全书通过对一个个古城堡大量文化遗存的辨析、历史
事件的考证和对百姓古往今来命运遭际的叙写，展示了整个
西海固地区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厚重文化积淀。作者并未仅
仅驻足于写景层面，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思考表达对生命、历
史、文化的理解和敬重，发掘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民族精
神。书中既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采访实录，又有不少生动的
虚构细节和合理想象，疏密有致，张弛得体，感情内敛，文
字朴实，体现了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扎实的艺术积累和娴
熟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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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小康》杂志
社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长篇小说《东江剑魂》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中国
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出席会议。

作家陈永康创作的《东江剑魂》讲述了东莞青年投身革命的故事。
小说以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为经，以一代青年的命运为纬，折射出新中
国建立前28年的时代缩影。与会专家认为，这部作品记叙了东莞青年
投身革命，赴延安、战华北、克太原、下岭南的历程，描绘出创建新中国
的波澜壮阔的画卷。作品以宏阔的视野和激扬的情怀唱响青春壮歌，以
厚重的历史背景、浓郁的地域风情、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打动读者，展
示了人的复杂性，回顾了东江纵队的革命历史。

（李墨波）

长篇小说《东江剑魂》

在革命中铸就青年魂

本报讯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市作协“云文学
网”联合主办的“甫跃辉创作研讨会”近日在沪举行。上
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马文运以及陈思和、林建法、程永
新、郜元宝、张新颖等20多位评论家与会研讨。

甫跃辉是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培养的研究生，自
2006年至今，共发表文字近百万，获得多项文学奖。2013
年，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和小说集《动物园》《鱼
王》《散佚的族谱》。陈思和认为，甫跃辉的写作借由一个
远方的世界，赋予了笔下人物一种独有的味道。他希望
甫跃辉能在今后更好地将这种感受提炼出来，并对当今
时代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程永
新谈到，甫跃辉的作品在处理同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比较

模糊，希望在今后的作品里能有一些更明晰的价值取
向。郜元宝认为，甫跃辉的写作有少年老成之感，他执著
于追寻“一种心灵上的遮挡与补偿”。张莉认为，甫跃辉
在文学和生活中都是一个“神游者”、“分裂者”，他的作品
提供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震惊感，显示了纯文学作家面
对现实时的凛然态度。黄平则认为，个人世界的“枯竭”
以及对于“枯竭”灵光骤现的拯救，是甫跃辉小说中最迷
人的部分。

在研讨会上，不少批评家呼吁青年批评家“做同代人
的批评家”，与同时代的作家一起以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个
时代。

（馨 雯）

本报讯 1月4日，“2014彩虹路——民族公益书画展”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基金”同日
签约成立。

2013 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导下，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民族节目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少数民
族对外交流协会、澳门美协共同发起了“彩虹路——民族青
少年艺术教育公益行”活动。此公益事业旨在组织内地、
港澳台及海外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少数民族地区
进行采风创作，将画展、义卖所得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资
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青少年开展文化艺术教育。该活动
2013 年 8 月在内蒙古启动，内地及澳门的 16 位知名书画
家创作出 80余幅优秀书画作品，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在西
藏墨脱县背崩乡希望小学设立“彩虹路·希望工程快乐美
术教室”。

据悉，基金的合作方将于2014年上半年在内蒙古及西
藏地区建设不少于25间“快乐美术教室”，受益学生预计将
达到5000人。

（范 得）

爱心铺就“彩虹路”

上海研讨甫跃辉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