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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翻译的老子著作《道

德经》在阿尔巴尼亚出版，受到当地

读者、学者和媒体的好评。在翻译

《道德经》前，我曾想翻译中国古代哲

学经典，却始终不敢迈出第一步。一

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汉语较之于现

代汉语更为复杂抽象、难度更高；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对中国古代哲

学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担心无法将丰

富深邃的思想内涵传达给读者。

几 年 来 ，我 翻 译 了 多 个 领 域 的

中文图书，包括著名文学作品，也不

乏经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著作，

而令我获得最大乐趣的则是《中华

思想文化术语》。通过对这些术语

的翻译和诠释，我发现中华民族在

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对自然规律和

社会发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创造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宽广

深邃的精神世界。例如，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强调“仁义”“和谐”，倡导

“厚德载物”“道法自然”，追求“天下

一家”和“世界大同”，这些价值观念

与 当 今 世 界 应 有 的 发 展 趋 势 相 吻

合，为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难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全球面临

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气候变暖

等各类挑战之时，各国民众可以从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思 想 中 获 得 诸 多 启

示，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一起建设

更为公平繁荣的世界。

通过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我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汉语的理

解 更 深 入 了 ，于 是 着 手 翻 译《道 德

经》。与翻译其他领域的作品不同，

中国哲学给我前所未有触动。经由

文字，我仿佛抵达思想本身，更为深

刻地体认到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价

值，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人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经典著作

凝聚了中华文明精粹，通过阅读它

们，世人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和

中华民族，还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中

国的国家政策和发展道路。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多次讲话中引用孔子、老子、庄子等

古代哲学家的名句，探讨和解答当代

问题，表达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发展、共同前进的愿望。

我翻译的阿尔巴尼亚文版《道德

经》甫一出版便引起哲学界人士的极

大兴趣。地拉那大学哲学系教授杰

尔吉·西纳尼特意为该书撰写了序

言，我们还希望将其收入阿尔巴尼亚

各大学哲学系教材，让学生们在学习

西方哲学的同时，也有机会学习和了

解中国哲学。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

越多的阿尔巴尼亚学者和哲学家希

望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而

增进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了解。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动下，中国和许多国家的文

化交流与民间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人文交流是各国民众间的沟

通桥梁，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增加彼

此认同。在当前全球面临新挑战的

情况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与中国

在文化艺术、青年交流等领域的互

动十分频繁，内容丰富多彩，我有幸

也参与其中。 2016 年，我协助中国

驻 阿 使 馆 翻 译“ 一 带 一 路 ”阿 文 画

册，首次实现“一带一路”主题图书

在阿落地。我要强调的是，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对推进阿中图书翻译

出 版 合 作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2015
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签署了《经典

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协议》，短短

6 年 内 ，翻 译 出 版 了 几 十 部 中 文 图

书，内容从古至今，涉及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

讲述中国故事。

伊利亚兹·斯巴修，1955 年生，

阿尔巴尼亚翻译家、汉学家，阿中文

化协会会长，曾留学于北京大学中文

系，并在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工作

过。 2013 年，他将莫言的长篇小说

《蛙》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这是第一

部由中文直接翻译为阿尔巴尼亚语

的中国当代作品。此后，他还译有莫

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厉以宁经

济学著作《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等书。 2017 年，斯巴修荣获第十一

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
中
国
哲
学
给
我
前
所
未
有
触
动
﹄

伊
利
亚
兹
·
斯
巴
修

■翻译家说R

上中学时，课本上有鲁迅先生的

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引用了

白莽（即殷夫）所译裴多菲的诗：“生

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此，我到匈牙利时，专程踏访了

位于南部的巴奇—基什孔州，这里有

坐落在蒂萨河大平原上的小城小克勒

什市，是裴多菲的故乡。小城小巧秀

美，一条主街穿城而过，市政厅和大教

堂位于市中心，市政厅广场的西南角

是一尊裴多菲的站立雕像，广场的东

南侧就是他的故居和纪念博物馆。

从主街向左望去，一幢用芦苇盖

顶、简朴的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的

东侧是一尊白色的裴多菲半身雕像，

西墙一块铜板上醒目地写着一行匈

牙利文：“裴多菲·山陀尔，1823年 1月

1 日出生于这里。”这幢木结构房子的

土墙和窗上挂着许多花环。进门的

西面是卧室，有一张木床，是裴多菲

出生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岁

月。简朴的故居有 3 间屋子，堂屋是

厨房，仍然保存着土灶。故居东屋是

展览室，墙上挂着诗人父母的画像。

展室通过照片、图片和资料，讲

述着裴多菲的人生足迹。诗人出生

在一个穷困的屠户家庭，自幼过着

清贫生活，做过演员，当过兵。他乘

驿车和雪橇四处游历，有机会接近

劳苦人民，为后来的创作打下坚实

的生活基础。 1844 年，他从故乡来

到布达佩斯，担任《佩斯时装报》的

助理编辑。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了

《诗 集》《云》等 作 品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1846 年起，裴多菲团结进步作

家，创办进步刊物，先后写下了《仙

梦》《我的歌》等名篇。

我到布达佩斯时，在离城不远的

多瑙河畔，看到矗立着的匈牙利民族

博物馆，这里记载着匈牙利民族革命

的历史。1848 年 3 月 15 日，正是在这

个博物馆正门右侧的高台上，裴多菲

向聚集在广场上的 1 万多名起义者朗

诵了他在前一天晚上写成的著名诗

篇《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

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

不算太晚！是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

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

题！”裴多菲以诗歌为武器，手持军

刀，奔赴疆场，为祖国壮烈牺牲，年仅

26 岁。“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

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

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欢、热

爱、祝福我的祖国。”诗人以革命精神

和热血践行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名言。

裴多菲一生写下 800 多首抒情诗

和 8 部长篇叙事诗，他的创作和不屈

的战斗精神曾经鼓舞和激励了许多

人。鲁迅最早将裴多菲的诗介绍到中

国，1907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作了

论述。后来，鲁迅翻译了 5 首裴多菲

的诗歌，并在《野草》的一篇文章中翻

译和引用了诗人的《希望》。1921 年，

茅盾翻译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此

后，殷夫、冯至等也做了许多译介工

作。在裴多菲故居院子里，陈列着中

国翻译家孙用的《裴多菲诗四十首》译

本和翻译家兴万生的《裴多菲文集》译

本。展厅后院树立着许多外国翻译家

的塑像，其中便有鲁迅先生。

漫步在布达佩斯伊丽莎白桥以

东的河滨路上，眼望屹立着的裴多菲

铜像，心中不由得想起他的诗句：“你

要像一棵槲树，大风将树枝吹折，然

而巨大的树干却永远挺直。”

踏访裴多菲故居
田 樱

承载着辉煌灿烂、厚重神秘的古埃

及文明遗存的埃及博物馆，令无数访客

魂牵梦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来到这

里，辗转流连：徜徉其间，时间仿佛凝固；

置身岁月留下斑驳痕迹的大理石石像侧

畔，如同触摸历史。以物证史、以物知

史，博物馆以独特的语言讲述着历史。

尼罗河畔故事多

在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开罗市中

心，一幢红褐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分外

夺目，这就是著名的埃及博物馆。走近

它，映入眼帘的是博物馆入口处的圆拱

和优雅的爱奥尼式立柱，拱门上方嵌有

古埃及神话中象征爱与美的女神哈托尔

的雕像。拱门两侧壁龛中，各有一尊女

神浮雕，一位手持莲花，另一位拈着纸莎

草，这两样信物分别象征古埃及的南北

方，二者并列寓意国家统一。博物馆的

建筑设计体现着西方文明和古埃及文明

间的碰撞交融，正如古埃及文明也是在

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发展。

博物馆门前是一片闹中取静的小广

场，方形水塘里种植着纸莎草和莲花，周

围草坪上有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的等

身雕像和方尖碑等室外展陈。水塘中，

喷泉细流如歌，似在讲述博物馆背后的

故事：19 世纪，为了扭转埃及出土文物不

断流往海外的现象，马里埃特主张所有

文化遗产应在本国保留。他帮助筹建埃

及博物馆以收藏文物，阻止外流，为此得

罪了私藏文物的一些权贵。1858 年，埃

及第一个国家博物馆成立，几经辗转搬

到现址。 1886 年，马里埃特逝于埃及。

眼前恢弘的红褐色建筑于 1902 年落成，

马里埃特就安葬在这片小广场，永远与

他钟爱的博物馆日夜相伴。

100 多年间，埃及博物馆历经世事变

幻。它见证过埃及人民赶走殖民者迎来

解放，也见证过地区政局动荡，有识之士

苦苦寻求国家的前进方向。时光流逝，

这幢安放文物的百岁建筑也成了文物，

在汩汩尼罗河水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承载着国家记忆。

流光溢彩馆藏丰

迈进埃及博物馆的大门，观众就与

古埃及珍宝迎面相遇。循着门口埃及学

之父商博良半身像走去，琳琅满目的宝

藏现身眼前。由于空间所限，博物馆共

展示了约 6.3 万件藏品，其余 30 多万件文

物存放在库房。眼前的文物已令参观者

目不暇接，可以想象埃及博物馆承载的

文明史是怎样一片浩瀚的海洋。

博物馆有两层，共 106 个展厅，一层

按古埃及历史年代顺序陈列，二层则以

专题展为主。如果没有导览手册指引，

观众很容易“迷失”：除了巨大的雕像和

棺椁，以及声名远扬的图坦卡蒙黄金面

具吸引视线，多数展品没有渲染气氛的

灯光照明，也没有详细丰富的文字解说，

似乎缺少别出心裁的陈列设计，有些文

物珍品容易被参观者忽略。然而，只要

你放慢脚步，细细品鉴，尽情想象，一幅

古埃及图景便会跃然于眼前。

法老的雕塑和普通人的造像可以让

参观者与古埃及“人”面对面。博物馆展

示了不少法老全身像，个个身形俊朗、相

貌威严、气概不凡，举世闻名的图坦卡蒙

黄金面具更是神采奕奕。有人甚至说，

由于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太过栩栩如生，

人们不敢和它对视太久。黄金面具是埃

及博物馆最有名的展品之一，甫一出土

便震惊世界，人们慕名而来，它的展室一

直是博物馆人气最旺的地方。

众多雕像中，一尊距今 4000 多年的

祭司像“卡培尔像”尤其引人注目。观

众亲昵地称其为“老村长”，因为无论是

当 初 的 发 掘 工 人 ，还 是 如 今 的 埃 及 民

众，都觉得这位身躯微胖、面庞和善的

祭司太像家乡的村长了。这是一尊 110
厘 米 高 的 全 身 木 雕 像 ，保 存 得 非 常 完

整 ，由 石 英 和 水 晶 制 成 的 眼 睛 炯 炯 有

神。“老村长”手持木杖、左腿前伸，仿佛

向 观 者 走 来 。 这 样 工 艺 精 湛 的 艺 术 品

在博物馆中不胜枚举，反映出当时手工

匠人的高超技艺。

研究古埃及历史，有一件不得不提

的重量级文物——纳尔迈调色板，它是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块盾形石板两面

的浮雕和文字被学者认为是“世界上第

一件历史文献”，记录了古埃及第一王朝

国王纳尔迈统一埃及的情景，石板上的

文字证明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在距今

5000 年前已经成形。纳尔迈调色板不过

63 厘米长，既不金光璀璨，展位也不显

著，其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在世界大

多数地方还处于文明的黎明时，古埃及

人就已创作出如此形象精美、刻工严谨

的艺术品。这块象征着王权的调色板，

凝固了古埃及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让

参观者对当时的情境略知一二。

比起帝王和神灵的塑像，充满淳朴

生活气息的展品更能触动人心。一组再

现了 4000 年前清点家畜、制作面包、酿酒

纺织等 25 个场景的彩色木雕，在众多文

物中显得质朴可爱。这些一般在壁画中

才能看到的生产生活场景，被心灵手巧

的匠人呈现得动感十足：在清点家畜的

场景中，牧场主用木棍和绳索驱赶牛群，

记录员在纸莎草上写下牛的数目，人的

动作各不相同，牛的姿态多种多样，人物

身上的衣服是真实的布料，望着这一幕，

参观者仿佛置身几千年前。

夜幕降临，博物馆外墙的景观灯开

启，流光溢彩。开罗晴朗的晚空呈现出

梦幻的紫色，为这片古老大地笼罩上一

层浪漫和神秘。这时走进博物馆，也是

个不错的选择。如今，“博物馆奇妙夜”

风靡全球，埃及博物馆于 2017 年开始开

放每周四和周日的夜场。夜晚的博物馆

参观者较少，有时可以听到自己脚步的

回声。在氤氲灯光的映照下，此时的博

物 馆 更 能 让 游 客 沉 浸 在 古 埃 及 的 梦 幻

当中。

面向未来新方案

由于埃及博物馆容纳能力有限，当

地政府在本世纪初便制定了修建“大埃

及博物馆”的方案。地址选在开罗市郊，

与胡夫金字塔为邻，在大埃及博物馆就

可以看到金字塔的全貌。工程占地面积

50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

在 2002 年 2 月开工，计划于 2021 年向世

人开放，之前从未展出过的约 2 万件藏品

有望与参观者见面。今年 8 月 6 日，一艘

陪葬胡夫的“太阳船”由胡夫金字塔附近

搬到了这里。

大埃及博物馆建筑主体立面使用透

明玻璃幕墙，表面用和金字塔相似的三

角形装饰，现代感十足。在巨大的展馆

中庭，迎接观众的是硕大的拉美西斯二

世巨像，高 11 米、重 83 吨，气势恢弘。巨

像身后是别出心裁的设计：64 米长、34 米

高，底部 85 米宽、顶部 17 米宽的超大台

阶组成一架“历史阶梯”。人们拾级而

上，犹如走过古埃及的岁月，欣赏着两侧

从史前时期到托勒密时期的藏品，感受

这幅宏大的历史文明画卷。

连接着埃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

埃及博物馆到大埃及博物馆，绝非故事

的终结。人们被古埃及文明吸引，走进

博物馆，从文明的来处寻找答案。许许

多多艺术家从中获得熏陶滋养，写就名

作。古埃及的历史遥远得要用千年计，

漫长得要用千年计，这段漫长的历史竟

在匆匆的脚步中走过，倏然间，一望千

年。走出博物馆的一瞬，刚同历史作别，

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现代世界。这种跳

跃变换，令人沉吟，催人向前。

下图为埃及博物馆中厅陈列的巨型

石像。 影像中国

埃及博物馆见闻
韩晓明

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笔

下写道：“文化和历史直接融入世间万

物，或镌刻于石上，或化为人们面庞上的

皱纹，或体现在葡萄酒和食用油的香味

中，或呈现于波浪的色彩。”这也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介绍地中海饮食文化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开

场白。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地中海饮食文

化称为一种“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其

已升华为“饮食、社交和时间的哲学”。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质孕育了地

中海饮食丰富的食材选择。当地居民从

不同文化中借鉴健康的生活方式，向历

史 学 习 并 尝 试 新 的 饮 食 实 践 。 新 鲜 时

令、丰富搭配，地中海饮食的选材随着时

光的推移，依然保持着传统与自然。

面包、橄榄油、葡萄酒是地中海饮食

的 3 个重要品种，传承已有千年，承载了

跨文化交流的重任。在古罗马时期，埃

及种植的小麦、伊比利亚半岛盛产的橄

榄油和高卢地区丰收的葡萄，虽已汇集

在一张餐桌上，但“地中海饮食文化”的

名称直到 20 世纪才有了现代科学的定

义。20 世纪 50 年代，医学和营养专家研

究全球冠状动脉疾病发病情况，发现地

中海沿岸居民发病率普遍较低，其原因

或与地中海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由此，

地中海饮食作为备受推崇的健康饮食结

构进入全球视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地中海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虽然不尽相

同，但都遵循共同特点：摄入大量植物性

食物以及鱼类，食用少量或适量的乳制

品及葡萄酒，使用橄榄油作为膳食脂肪

的主要来源。

随着时代变迁，地中海地区的居民

们继续探寻美味与健康的新组合，丰富

食材搭配，不断创造惊喜。总部位于西

班牙的地中海饮食基金会网站会定期更

新每周地中海饮食建议菜单，在给予民

众营养搭配指导的同时，也以视频等直

观方式将菜式做法和蕴含的文化元素传

递给大众。2021 年新年第一周，丰富的

节日菜单吸引了众多关注，菜单分为早

餐、早上加餐、午餐、下午点心、晚餐。以

元旦当天为例，官网的建议搭配是：早餐

是牛奶、面包片配羊奶酪及初榨橄榄油，

早上加餐是橘子；午餐是混合酱汁配蒸

花椰菜、烤乌贼配胡萝卜、柿子，下午点

心是栗子；晚餐考虑到节日因素，似乎更

为丰盛，搭配传统甜点，有薄饼卷蔬菜丝

配酸奶薄荷酱、焖羊肉佐萝卜、葡萄干缀

稀巧克力、传统糕糖、牛奶糖脆饼、小杏

仁饼。健康美味，令人食欲大开。

地中海饮食不但在食材的选择上具

有健康优势，轻松愉快的用餐方式也有

助于人们保持健康。“一起吃饭”离不开

地中海地区居民融入血液中的“热情好

客、睦邻友好”，家庭、邻里、朋友，从每天

的劳作生活到节日庆祝，不同年龄、条件

和社会阶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餐饮成

为了融合交往的“催化剂”，构成了跨越

时空的“文化空间”，也成为人们保持健

康的秘诀之一。佐餐的红酒中含有丰富

的抗氧化多酚类物质，能够有效预防动

脉硬化，轻松愉快的用餐方式也是地中

海 饮 食 被 列 入 世 界 非 遗 名 录 的 理 由

之一。

共同进餐是社会习俗和节日活动的

基石，促进了社会互动。“一起吃饭”让人

们联系紧密，享受亲情与友情，这种幸福

感是无可比拟的。

地中海饮食文化不仅是相关国家和

地区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产物，也是对世界

文明的巨大贡献。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宣布将地中海饮食列入世界非遗名

录，并于 2013 年将地中海饮食涉及的国

家和地区增补为塞浦路斯、克罗地亚、西

班牙、希腊、意大利、摩洛哥和葡萄牙，内

容也扩展为从风景到餐桌的一系列技能、

知识、菜谱和传统，包括农作物种植、捕

鱼、加工，以及食物消费等多个行业。在

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知识、歌曲、格言、

故事和传说，保护了地域和生物多样性，

传承发展了地中海地区与渔业和农业有

关的传统活动和手工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专门指出，女性在传播地中海饮食文

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她们保护地中海饮

食的技巧，尊重时令节奏和节庆传统，将

多元素的价值传递给下一代。

地中海饮食文化对于地区经济也有

积极作用。地中海饮食既有健康元素，

也代表着可持续性，且与我们面临的许

多现实问题相关，如粮食安全、气候变

化、青年失业等。西班牙当地研究结果

表明，地中海饮食方式可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节省农业用地、降低能源消耗

和水资源使用，对于全球粮食安全有所

裨益，适应可持续健康饮食和全球发展

的需求。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保护下，地中海

饮食文化正逐渐恢复其魅力。例如，葡

萄牙媒体注意到选择地中海饮食的人口

数量在当地呈上升趋势。在葡萄牙国家

促进健康饮食计划的推动下，2016 年至

2020 年，当地居民对地中海饮食的支持

度增加了 15%，研究者们对这一趋势感

到欣慰，并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葡萄牙国家促进

健康饮食计划成员玛丽亚·若昂·格雷戈

里奥认为，地中海饮食将健康饮食和生

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对免疫系统正常运

作和预防控制慢性疾病非常重要。正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所说：

“食物对于我们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工作

非常重要，因为其是归属感的核心，加强

了社会凝聚力，能够在所有场合传播遗

产文化。地中海饮食因其普遍价值及其

所代表的一切而得到认可：诀窍、象征、

传统、仪式和分享食物的喜悦。”

别样的“生活方式”
陈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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