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星罗棋布的岛屿，如散

落在赤道上的点点翡翠。2000 多年前，

中国商船已扬帆远航印尼，写就海上丝

路的传奇篇章。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国

家博物馆内，珍藏着 8000 余件中国瓷器

文物，向人们讲述着中印尼文化交流和

海上丝路发展兴盛的故事。

千年古瓷闪耀文
化魅力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

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谈及印尼国家博

物馆陈列了大量中国古代瓷器，并走进

印尼国家博物馆参观“中印尼友好”图

片展。“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将两国人文

交流的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出大国领袖

的人文情怀。”当时在现场担任翻译的

印尼青年舒伟雅说，从奔腾流淌的梭罗

河，到印尼民众熟知的郑和下西洋，再

到《红楼梦》对爪哇奇珍异宝的形象描

述，习近平主席对中印尼文化交流历史

的通晓令她钦佩不已。

走进印尼国家博物馆的瓷器展区，

令人遥想海上丝绸之路“舶交海中，不

知其数”的繁华盛景。展览根据时间顺

序精巧设计，选展文物也各具代表性，

一件件来自中国汉、唐、明等不同历史

时 期 的 瓷 器 ，闪 耀 着 中 国 文 化 的 璀 璨

光彩。

博物馆藏中历史最悠久的中国瓷

器来自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

载，早至公元前 1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各

国就多有来往。在汉代广为流行的香

料“鸡舍香”正是原产自印尼群岛的植

物“丁香”。古籍中的记载与一件件出

土文物相互印证，勾勒出一条始自中国

东南沿海，贯穿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

的海上丝绸之路。

唐 宋 时 期 ，随 着 人 们 对 季 风 和 洋

流 运 行 规 律 越 来 越 熟 悉 ，商 贸 船 队 定

期 出 航 ，越 来 越 多 制 作 精 美 的 中 国 瓷

器远渡重洋来到印尼群岛。世界各地

的人们在航路上相互交流、增进了解，

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上出现了具有东

南 亚 、南 亚 地 区 特 色 的 纹 饰 图 案 。 这

些“高级定制”瓷器充分展现出海上丝

绸 之 路 沿 线 不 同 文 明 间 的 交 融 互 通 。

一 件 件 闪 烁 着 温 润 光 芒 的 瓷 器 ，串 联

起一部中国瓷器编年史和一部海上丝

路发展史。

在 3 件直径各达 40 多厘米的元代

青花瓷盘前，17 岁的印尼学生阿桂良久

驻 足 ，细 细 观 摩 。 瓷 盘 上 的 鳜 鱼 水 藻

纹、花果纹、飞凤纹等纹饰，融合了中国

传统文化与异域风情，线条流畅优美，

填色留白恰到好处。屏息凝神近距离

欣赏，更觉气象万千。阿桂喜欢艺术设

计，常常逛博物馆寻找灵感。“不同时期

的中国瓷器，展现了不断进步的烧制工

艺和逐渐变化的审美趋向。”阿桂说，自

己曾经最喜欢宋代的青白瓷，简约典雅

的风格很有现代感和设计感。如今，她

又迷上了青花瓷，“青花瓷造型精巧大

气、纹样明快浑厚，独特的风格同样让

人过目难忘。”

人文交流深化传
统友谊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

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

章。”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

旨演讲中提及在印尼发现的千年沉船

“黑石号”。印尼国家博物馆珍藏有几

件特殊的文物，它们便是“黑石号”沉船

搭载的唐代“外贸商品”。

1998 年，一位渔民在印尼勿里洞岛

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了一处古代沉船

遗迹。由于发现地靠近一块黑色礁石，

这艘沉船被当地人称作“黑石号”。经

过打捞发掘，一艘来自公元 9 世纪、保存

状况良好的阿拉伯帆船重现于世。考

古学家根据船上所载物资研判，“黑石

号”很可能从中国扬州出发，沿海行至

广州补给后，一路经过东南亚地区，在

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阿拉伯地区途中

意外触礁沉没。

在“黑石号”搭载的货物中，考古学

家们发现了 5 万余件来自中国唐代的瓷

器，其中大批产自长沙窑，还有邢窑白

瓷 、巩 县 窑 白 釉 绿 彩 瓷 和 越 窑 的 青 瓷

等，种类非常丰富。在这些瓷器上，南

亚风格的贴画、狮子形状的图

案，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装

饰 精 美 绝 伦 ，令 人 惊

叹。有媒体评价称，

这 是 一 次 千 年 前

“ 中 国 制 造 ”的 集

中 展 示 。 通 过

“黑石号”的考古

发现，海上丝绸

之路在中国唐代

的兴盛与繁荣可

见一斑。

“数千年来，茫

茫大海没有吓退富有

探险精神的人们，他们

为印尼与中国、世界各国之

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来

了机遇。”印尼国家博物馆馆长斯里哈

蒂尼说，穿越千年历史，这些从中国远

道而来的瓷器讲述了贸易交往和文化

交融的精彩往事，揭示了全球各地区文

化交融发展的历史路径。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印尼

两国船队往来其间，成为联结各国人民

友谊的纽带。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

访问印尼期间首次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

公共产品，为参与国家和

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成就感。

国 之 交 在 于 民 相 亲 ，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10 年

前 ，舒 伟 雅 还 是 印 尼 阿 拉 扎

大 学 汉 语 专 业 学 生 ，在 印 尼 国

家博物馆担任翻译并介绍图片展

是她倍感珍惜的一段经历。参观

结束时，习近平主席鼓励舒伟雅和同

学 们 好 好 学 习 中 文 ，为 中 印 尼 友 好 事

业 贡 献 聪 明 才 智 。 如 今 ，舒 伟 雅 已 成

为 一 名 高 中 中 文 教 师 ，向 更 多 年 轻 人

传递着中国文化知识。她 7 岁的女儿

喜 爱 中 国 动 画 片 ，喜 欢 听 中 国 寓 言 故

事，已经是个小小的“中国通”。舒伟

雅 期 待 两 国 人 文 交 流 日 益 密 切 ，希 望

女儿长大后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合作

的 使 者 ，将 印 尼 和 中 国 人 民 间 的 友 谊

代代传递。

图片均为印尼国家博物馆内陈列

的中国瓷器。

图片均由印尼国家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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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寒冬，伦敦迎来了一场久违的

大雪。一夜飞絮过后，格林尼治公园的

草坡成了天然的滑雪场。背着滑雪板、

拉着雪橇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跑来，享受

冬日特有的快乐。

格林尼治位于伦敦市东南泰晤士

河南岸，风景秀丽宜人，是市民和游客

休 闲 放 松 的 好 去 处 。 这 里 地 势 高 起 ，

视 野 开 阔 ，泰 晤 士 河 又 于 此 拐 了 两 道

弯 ，从 海 上 进 出 伦 敦 的 船 只 可 以 尽 收

眼底。500 多年前，英国王室在此修建

宫 殿 ，英 国 历 史 上 多 位 君 主 均 出 生 于

此 。 曾 经 坐 落 在 这 里 的 皇 家 天 文 台 ，

是 世 界 公 认 的 计 算 地 理 经 度 的 起 点 ，

也是世界时区的起点。

“ 其 地 有 小 山 ，星 台 在 山 颠 ，屋 甚

小，而山下余地极宽，多古木。”晚清名

臣郭嵩焘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后曾这

样 写 道 。 150 多 年 前 格 林 尼 治 的 景 致

与如今几无二致。站在格林尼治天文

台 旧 址 东 侧 向 西 北 方 向 望 去 ，眼 前 铺

展一片开阔景象，草坪、宫殿、河流、摩

天 大 楼 依 次 向 远 处 延 伸 。 地 面 上 ，黄

铜与不锈钢标记出 0 度经线；不远处，

一 人 多 高 的 时 钟 悠 悠 旋 转 。 在 这 里 ，

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关联与变化，如此

清晰可见。

顺着山坡缓缓延伸出去的草坪上

白雪覆盖，两旁的行道树银装素裹，在

阳 光 下 晶 莹 闪 烁 。 松 鼠 在 此 跳 跃 ，孩

子 们 滑 雪 玩 耍 ，还 有 专 门 从 市 里 来 躲

清静的市民，或者看书，或者发呆。格

林尼治公园里有将近 4000 棵树，其中

有 50 多 棵 古 树 ，最 长 寿 的 有 400 多 年

历 史 ，经 历 了 英 国 从 斯 图 亚 特 王 朝 至

今的岁月。

草坪的另一端是一座白色古建筑

——皇后宫。如果说格林尼治风景如

画 ，那 么 皇 后 宫 就 是 优 美 的 黄 金 分 割

线。这座建于 17 世纪的建筑，是英格

兰 第 一 座 全 古 典 式 建 筑 ，宫 殿 两 旁 白

色 的 走 廊 沿 地 平 线 对 称 延 展 。 据 说 ，

当时皇后宫的建筑师深受文艺复兴时

期建筑风格特别是意大利建筑师安德

烈亚·帕拉第奥的影响，将意大利建筑

设计的古典艺术风格引入英国。在当

时 大 多 由 红 砖 建 成 的 英 国 宫 殿 中 ，皇

后 宫 的 外 部 形 制 别 具 一 格 、古 朴 典

雅 。 其 内 部 设 计 ，尤 其 是 著 名 的 郁 金

香 楼 梯 更 是 让 当 时 的 人 们 惊 叹 ：螺 旋

状 的 白 色 楼 梯 盘 旋 而 上 ，海 蓝 色 铁 艺

扶 手 上 缀 满 了 鸢 尾 花 ，那 是 查 理 一 世

妻 子 的 娘 家 波 旁 家 族 的 象 征 。 如 今 ，

皇 后 宫 不 再 作 为 皇 家 宫 殿 使 用 ，已 成

为艺术收藏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泰晤士河蜿蜒流淌。一座城市有

了河就有了灵气，有了塞纳河才有了巴

黎，有了湄南河才有了曼谷，有了尼罗

河才有了卢克索。河流与城市，在汩汩

中滋养，在奔流中汇聚，在急湍中碰撞，

在 深 远 与 浩 大 中 孕 育 英 雄 、哲 人 与 文

明。泰晤士河 300 多公里长，从西流向

东，在伦敦下游河面逐渐变宽，汇入北

海。19 世纪的泰晤士河忙碌、嘈杂，城

市的繁荣让这条河变得拥堵不堪。有

书籍这样记载：“有 1775 艘船在使用一

段只适合容纳 545 艘船的河段，并且附

近还停着大约 3500 只驳船。”为了疏浚

河道，泰晤士河的伦敦段修建了规模前

所未见的船坞，伦敦的贸易活动变得更

为庞大。在此期间，泰晤士河一度被称

为伦敦河、“英格兰的大动脉”，来自世

界 各 地 的 奇 珍 异 宝 、美 酒 香 料 在 此 交

会。河水涨退，日升月落，船坞与码头

渐渐寂寞。经历 100 多年的治理，泰晤

士河重回宁静祥和，风景宜人。

更远处，蓝灰色建筑群高低错落，

密密麻麻，大片现代玻璃幕墙闪烁着光

泽。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华的码头

之一，经历着起起伏伏，如今成了新兴

金融城。在摩天大楼勾勒出的背景之

下，眼前的河流、宫殿、草坪与树木都有

了新的时间注脚。

夜幕降临，格林尼治天文台上，向

北方打出一道绿色的激光，本初子午线

也伴随科技发展有了新的模样。这座

曾在天文学研究上保持领先的天文台，

如 今 是 一 个 面 向 大 众 的 博 物 馆 ，讲 历

史，也谈现在，说哈雷彗星的发现，也定

期介绍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与如今的

航天成就。一个探索更加广阔宇宙的

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

这里，看树、看宫殿、看河流、看摩天大

楼，回望历史，遥想未来。

格林尼治随想
冯家原

2022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在

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时强调，双方要发挥传统优势，推动人

文交流继续深化，办好中俄体育交流

年，打造两国人文合作新品牌。

近年来，由《叶甫盖尼·奥涅金》《静

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文

学名著改编的话剧、音乐剧不断在中国

演出，吸引了一批批观众、读者走近这

些杰出的作品，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

这是我作为俄国文学翻译者所乐见的。

2014 年 9 月 6 日，第二届“阅读俄

罗斯”翻译奖颁奖典礼在莫斯科市中心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行，我的译著《普

希金诗选》入选，我也成为当晚 4 位获

奖者之一。《普希金诗选》是一本俄汉双

语对照版本，我获得的“阅读俄罗斯”翻

译奖，是俄联邦政府面向全世界俄国文

学翻译家设立的奖项，作为两年一度莫

斯科翻译家大会的压轴戏，颇受全球俄

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关注。分析我

的获奖原因，仍在于普希金。对普希金

及其诗歌的翻译，在其故乡无疑更易获

得认可。

2015 年，我获得俄联邦政府颁发

的友谊奖章。颁奖时间是 11 月 4 日，即

俄罗斯人民团结日，地点在莫斯科克里

姆林宫金碧辉煌的乔治大厅。俄罗斯

友谊奖章设立于 1994 年，颁发给在各

民族间维护和平、发展友谊、促进合作、

增强理解的俄罗斯与外籍人士。

结缘普希金 40 年

这本《普希金诗选》并非我翻译的

第一本普希金著作。此前 30 余年，我

就与诗人结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

歌在校园里非常流行，我的专业是俄罗

斯语言文学，翻译普希金成为自然的选

择。从大三起，我便开始把俄语课本上

的普希金诗句译成汉语。考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后，我结识了

中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记得他给我

们上课时，慢条斯理地讲起翻译普希金

著作的往事。他说，自己一开始曾把普

希金一首诗的题目译成《巴赫奇萨拉伊

的喷泉》，后来去高加索实地游览，见到

可汗为死去的爱妃修建的“喷泉”，才发

现原是一眼细泉，泉眼里的水像眼泪似

的一滴一滴向外流，他这才决定将题目

改为《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戈宝权

先生和他的翻译故事极大拉近了我与

普希金的距离。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

作后，我与他合作，编辑了一本《普希金

名作欣赏》。

1997 年，我翻译的一本普希金诗

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效仿《唐

诗三百首》，将诗集命名为《普希金诗

300 首》，意在强调其诗作的“经典”地

位。之后数年间，在为河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世界文豪书系”之一种的 10 卷本

《普希金全集》时，我与普希金“朝夕相

处”数年，阅读了他的所有文字，并译出

他的所有抒情诗作和小说散文。《普希

金全集》中的 3 卷抒情诗和一卷小说散

文是我集中译介普希金的成果，也是我

后来不断重译普希金的起点。在《普希

金全集》出版至今的 20 余年间，我陆续

出版了十几个版本的《普希金诗选》或

《普希金小说选》，每次都会对译文做一

些修订。不断重译普希金，构成我翻译

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同与普希金进

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谈。

关于译者，普希金说过一句很有名

的话：“译者是文明的驿马。”2011年，在

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文学翻译家大会就

以这句话作为主题。参加那次大会后，

我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文学的驿马》。

我在文中写道：“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

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

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

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能善此业者非驿

马莫属也。驿马总归是驿马，即便背上

驮的是装满金子的袋子，身后的车厢里

坐的是帝王将相，其任务也不过是把它

和他送往某个目的地，本不该再有什么

奢望。然而，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

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

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

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

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

山呢。”这段话是我对普希金那句名言的

阐释和演绎，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翻译普

希金的体会和心得。作为我的翻译对象

的普希金，原来也对我们这一行的酸甜

苦辣了若指掌，这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也

是一位文学翻译家。

为文化交流添砖
加瓦

为了让普希金诗歌产生更大影响，

我组织过一些诗歌朗诵活动。2017 年

2 月 10 日晚，普希金逝世 180 周年纪念

日，一台由我编写脚本、提供译作的《致

普希金》诗歌音乐晚会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举行，濮存昕、姚锡娟等艺术家登

台朗诵普希金诗作，莫斯科柴可夫斯基

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皮萨列夫演奏柴

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音乐作

品。晚会结束时，全场观众与演员们齐

声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场面十分感人。

后来，我把这台晚会的脚本和剧

照编辑成《致普希金》一书，由商务印

书 馆 于 2019 年 出 版 。 时 任 俄 罗 斯 驻

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到这本书

后爱不释手，曾带着它前往首都师范

大学校园，出席北京第一座普希金纪

念碑落成仪式。在仪式上，他对普希

金和我的名字做了别致的“阐释”：普

希金就是“人们普遍希望的黄金”，刘

文飞则是“文学的飞翔”。

我译普希金的最新成果，是 2021
年新出版的 3 本普希金诗选：一是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抒情诗集》，

书中收入高莽先生和我翻译的普希金

诗作。高莽是杰出的俄语文学翻译家，

将我的译作与他的译作放在一起，也是

向几年前离世的他表示致敬和缅怀。

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诗

选》，这部诗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网

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收入

普希金诗作 200 余首。这是一部译作

合集，收有穆旦、魏荒弩、高莽、丘琴和

谷羽等诗歌翻译名家的译作，实为中国

翻译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三是商务印

书馆推出的《普希金诗选》，此为“汉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商务印书

馆推出这套文学名著汉译，意在与该馆

享有盛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构成双璧，《普希金诗选》能够入选，作

为译者，我深感荣幸。

40 年翻译普希金的经历，是我不

断接近普希金、不断接近俄国文学和文

化的过程，是我为中俄文化交流添砖加

瓦的过程。翻译普希金的 40 年，也是

我作为一名文学译者不间断的学习史，

与普希金穿越时空的漫长交谈总能给

我以启迪和激励。

刘文飞，1959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俄罗斯

文学研究会会长，译有《普希金诗选》

《俄国文学史》《悲伤与理智》《哲学书

简》等作品。

跨
越
时
空
的
交
谈

刘
文
飞

《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商务

印书馆出版。

《普希金诗选》：刘文飞译；商

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