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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纵横于古代世界的绝

大多数海域，成为东西方交通往来与经

济贸易的渠道和不同文明相互沟通的纽

带，这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互鉴之

路。近年来，随着我国水下文物考古工

作的不断深入，不少沉睡海底的珍贵器

物在千百年后重见天日，犹如一颗颗明

珠串起中外文明交流的点点印记。正在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版本工艺”专

题展展出的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就

是这样一件器物版本。

历久弥珍的器用之美：
记 录 中 华 古 人 的

智慧创造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不仅是理

想的生活器具，也是具有文化功用的工

艺品，素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

如磬”之美誉，代表了中国智慧、中国创

造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是“华光礁

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发掘出水的一件外

销瓷，产自福建南安的罗东窑。这件器

物版本口径约 24.2 厘米、足径 7.8 厘米、

高 7.1 厘米，敞口、微撇、圆唇、斜弧腹较

深、矮圈足。胎色灰白，较致密，胎体厚

重。釉色青中泛黄，外壁施釉近圈足处，

内壁施满釉。内沿一圈弦纹下刻划、篦

划流线弧纹，外壁口沿至碗底篦划数组竖道纹。

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与一般古瓷最为不同之处，是碗心戳印阴文

“吉”字，象征了中国人民对吉祥平安生活的向往，再现了千百年前海上丝

绸之路上先辈扬帆远航、对外开拓的姿态。这件瓷器因而有了生动而具象

的文化意蕴，也有了传世版本价值。

丝绸之路的器以载道：
见证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曾这样评价中国瓷器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通过

陶瓷器，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交流史……通过陶瓷器考察文化

交流情况，最好的线索是中国的陶瓷器”。得益于宋代经济的繁荣和社会

饮茶之风的盛行，中国瓷器开始以商品形式大量向外销行。这时期的“吉”

字碗等外销瓷器兼具生活用品与工艺美术品双重属性，承载着来自中国的

生活方式和审美风格。据《明史》记载，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

岛南部马辰一带）“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磁器”。典籍中的

记载说明，中国瓷器的引进一定程度改变了部分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

方式。

随着外销瓷的走俏，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追求和审美旨趣远播海外，影

响力已不限于东亚、东南亚，而远至中东、西亚、欧洲。15 世纪，奥斯曼帝国

的伊兹尼克工匠模仿中国青花瓷，制作出大量白底蓝花的陶瓷。时至今

日，陶瓷依旧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也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源远流长的友谊

故事。17世纪，中国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和审美风情对葡萄牙瓷板画艺术风

格产生重要影响，“葡萄牙蓝”由此产生并传承至今，成为融入当地民众生

活的美丽风景。

明清时期，外销瓷开始注重消费国的文化特性和风俗习惯，创造了许

多兼具东方传统主题和西方装饰图案的瓷器珍品。按照欧洲订购商的需

求，中国工匠们进行彩绘烧制，欧洲诸国贵族、都市、团体的标志是主要纹

饰，这类瓷器因此得名“纹章瓷”。

重新邂逅水下遗珍：
构建海丝文化的集体记忆

海上丝绸之路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也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

和“海上香料之路”。进入宋代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技术的改进

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南海海域商船云集，水陆往来频繁。

华光礁位于我国南海西沙群岛永乐群岛，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要冲，是

古代中国通往南海各国的交通要地。800 多年前，从福建泉州港驶出的一

艘货船在华光礁搁浅沉没，这便是今人所熟知的“华光礁一号”——中国首

次在远海发现并成功打捞出水的南宋木制沉船，也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有

6 层船体构件的古船。同时，沉船上发现了水密隔舱。这些船体包含的历

史信息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造船工艺和远洋航海技艺。

2007年起，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队对“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开展了抢救

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据发掘报告记载，此次水下考古发掘出水各

类遗物 1 万余件（套/片），陶瓷器占绝大多数。这些出水古瓷器器型多样、

手法多种、纹饰多类，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文化遗产群像：南宋青釉

刻花“吉”字碗、青白釉牡丹纹八棱粉盒、青白釉葫芦瓶等代表性器物正在

我国许多文博场所展出，静静述说古代中华文明之灿烂和中外文明交流之

密切。

我国考古科研人对“华光礁一号”的科学探索从未停下脚步。2023 年

12 月，“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保护修复二期项目启动，计划用 3 年时间开

展船体复原研究，进行船体构件的填充加固等一系列保护措施。这项科研

工作将有助于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考古文物记忆建构，实现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千百年前，古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交流的大时代，架起了中国与世界

交往的桥梁。千百年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古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

机，开启了国际合作的崭新篇章。10 多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从历史走进现实，续写着文明交融的佳话。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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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菲 河 南 岸 ，爱 尔 兰 国 家 美 术 馆 附

近，一间白色门脸的小店挂着“斯维尼药

店”的招牌，透明橱窗里却摆满书籍、杂志

和老照片。推门而入，深胡桃木色的高柜

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各色玻璃药瓶，颇有

年代感，柜台前又密密麻麻摆满了书。往

来其间的顾客翻翻书，拍拍照，大多数人

临走前都会买一块沁人心脾又提神醒脑

的柠檬香皂。

这个始于 1847 年的家族小店作为药

店经营多年，直至 1904 年爱尔兰作家詹姆

斯·乔伊斯走进这里，将其写进著名的长

篇小说《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用 4 便

士在这家店买了一块柠檬香皂。随着《尤

利西斯》蜚声世界，斯维尼药店也成为书

迷 们 打 卡 爱 尔 兰 首 都 都 柏 林 的 一 处 景

点。小小的药店逐渐发展为一家《尤利西

斯》主题书店，不仅出售各种版本的《尤利

西斯》及周边产品，也举办不同语种的《尤

利西斯》朗读会，富有浓郁柠檬香气的香

皂更成为沉浸式文学体验的重要一环。

慕名而来的读者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纪念

品，更是一种穿越时光的文学共鸣。

2010 年，都柏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选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第四个“文

学之都”。在都柏林出生或成长的人物

中，萧伯纳、王尔德、乔伊斯、叶芝等杰出

作家的名字熠熠生辉。荒诞派戏剧《等待

戈多》、奇幻小说《格列佛游记》、感人诗篇

《当你老了》……爱尔兰的文学作品对中

国读者而言，早已耳熟能详。其中，乔伊

斯在《尤利西斯》《都柏林人》《芬尼根守灵

夜》等作品中大量描绘了都柏林的市井生

活。把家乡写进书中，故事与城市遂共同

成为欧洲西北部的传说。

白驹过隙，都柏林没有停驻在乔伊斯

的时代，一位又一位杰出作家伴随时代浪

潮不断涌现。乔伊斯中心、王尔德雕塑、

叶芝故居、圣殿街作家涂鸦墙，利菲河上

分别以乔伊斯、奥凯西和贝克特命名的三

座新桥梁……这座面积仅有 115 平方公里

的小城，文化机构与文学地标层叠交错，

文化活动与文学盛事此起彼伏。对于文

学爱好者而言，来到都柏林意味着见证虚

构作品照见现实，书中对祖国的热爱、对

自我的认知、对美好感情的追求、对人性

的深刻剖析，在这里有了更为直观的对

照。走进文学酒吧，参加一场朗读讨论

会，更有机会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

如今，都柏林呈现一片繁荣绚丽的文

学景观：大学和图书馆星罗棋布、出版业

蓬勃发展、图书节活动丰富多彩、新一代

作家充满活力；爱尔兰作家博物馆不仅重

视收藏和讲述与都柏林有关的作家故事，

也成为当代爱尔兰作家钟爱的写作场所；

20 世纪初叶芝参与创立的艾比剧院浴火

重生，为爱尔兰新生代剧作家创新创作、

推动当代戏剧发展提供舞台。

细数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文学

之都”，拥有世界第一座流动图书馆的英

国爱丁堡、马尔克斯等作家青睐的西班牙

巴塞罗那、诞生了《文心雕龙》《千字文》的

中国南京……这些城市空气中荡漾着浓

浓的文学气味，正如斯维尼药店中的柠檬

香皂般迷人而独特，感染作家、吸引读者、

浸润文学。

斯维尼药店的柠檬香皂
冯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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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供图

埃 及 首 都 开 罗 市 中 心 解 放 大 街 74
号，是一幢米色的 7 层古老建筑。这是埃

及希克迈特文化集团（以下简称希克迈

特）总部所在地，车水马龙的解放广场近

在咫尺，楼里的人们却丝毫不受户外喧

嚣的影响，聚精会神地埋首翻译中国文

学和历史著作。负责人艾哈迈德·赛义

德（中文名白鑫）说，希克迈特成立 10 多

年 来 ，专 注 中 国 图 书 的 翻 译 、出 版 和 推

广，被誉为“增进阿中文化交往和文明互

鉴的园地”。

“ 当 代 阿 拉 伯 的 马
可·波罗”

春末夏初，开罗木棉花盛开。顶着炎

炎烈日，白鑫来到办公室。由希克迈特承

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 20
周年相关专题研讨会即将举行，这些天来，

白鑫正紧锣密鼓地忙于会前准备工作。

白鑫的办公室位于五楼。他的办公

桌、书架和沙发上摆着与中国相关的书

籍，其中有中文原著，更多的是翻译成阿

拉伯语的版本。此外，办公室中陈列着各

种证书和奖章，其中“第九届中华图书特

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以及“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证书格外引人注

目，也最令白鑫自豪。

2005 年，白鑫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

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之后，他前往

宁夏大学深造，攻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

2011 年，他和两位中国合伙人创办了智慧

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了让阿拉伯世

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白鑫选择用一本本书

向当地民众讲述东方国度的方方面面。

除翻译、出版外，公司还推出阿拉伯语电

子书库，并多次承办中阿大型交流项目。

“我一直都想用我学习多年的语言来连接

阿中人民。”白鑫说。

白鑫在宁夏一待就是 8 个年头，其间

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还与一位中国姑娘

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白鑫说：“我去过中

国 23 个省份，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文化璀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希望更

多阿拉伯人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并爱上

中国。”因足迹遍布中国，尤以译笔在中阿

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白鑫被誉为

“当代阿拉伯的马可·波罗”，他的故事多

次被中、阿主流媒体报道。

“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国
文学作品受到阿拉伯读
者青睐”

2011 年，白鑫在开罗创办希克迈特，

并笔耕不辍，译作和著作多达数十部。置

身希克迈特，仿佛来到一家中国大型出版

机构或图书发行公司。站在楼前，能够看

到用中阿双语写成的“希克迈特文化”条

幅悬挂在楼体不同位置。进入走廊，一侧

墙壁上醒目挂有“埃及中国主题图书海外

编辑部”“埃及中文翻译协会”“中文考试

考点”等资质认证书。每个楼层，一架架

与中国相关的图书整齐排列。随处可见

中国结、中国画、中国扇子、中国灯笼，令

人倍感亲切。

翻译家穆赫塔尔长期与希克迈特合

作，已经翻译了徐则臣的《北上》等优秀

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北上》是一部关

于中国大运河的长篇小说，气势磅礴，引

人入胜，蕴含着中国人的精气神。”提到

译作，穆赫塔尔打开了话匣子，“《北上》

的 故 事 跨 越 百 年 ，翻 译 起 来 绝 非 易 事 。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做足历史和文化功

课，为的就是用阿拉伯语准确呈现原作

精髓。”

像 穆 赫 塔 尔 这 样 的 知 名 翻 译 家 ，在

希克迈特有 80 多位，其中 30 多人获得博

士学位，经他们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已

有 1000 多 种 ，涉 及 政 治 、经 济 、文 学 、历

史、哲学、艺术、儿童绘本和汉语教学等

多个领域。在这之中，中国当代文学以

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时代魅力，深深吸引

着阿拉伯读者。希克迈特翻译出版了中

国当代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白鑫深有

感 触 地 说 ，“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国 文 学 作 品

受 到 阿 拉 伯 读 者 青 睐 ，透 过 这 扇 窗 口 ，

读者得以感知日新月异、繁荣昌盛的当代

中国。”

2023 年，希克迈特翻译出版中国作家

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并在 22 个阿

拉伯国家发行。这部小说得到阿拉伯著

名文学评论家穆尼尔·阿提拜的高度评

价，被认为是反映“人与万物平等共存”

的、融文学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优秀作

品，“初读这本小说时，我甚至没有想到作

者是中国人。他很了解我们的民众生活

与精神世界，我也由此感到阿中文化之间

的共通和共鸣。”

《捎话》翻译出版后，希克迈特持续关

注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评论。白鑫说，翻

译家把书名译作 AL—MIRSAL，意为“使

者、传信者、送信人”，“捎话本身就意味着

沟通。在这层意义上，小说也成了一位

‘捎话人’——从中国出发，走向中东，融

入世界，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

学、文化方面的交往和交融”。

“ 中 国 是 一 部 永 远
值得翻译、阅读和研究
的大书”

通 过 阿 拉 伯 国 家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140
多家书店和分销商，希克迈特将中国优秀

图书销往全球，收获各方好评。从开罗国

际书展、拉巴特国际书展、利雅得国际书

展、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到有关中国的各

类研讨会和文化活动，白鑫在各种场合孜

孜不倦地向阿拉伯民众讲述着中国的故

事，受到广泛欢迎。

“中国是一部永远值得翻译、阅读和

研究的大书。伴随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阿

中关系换挡提速，阿拉伯民众渴望通过阅

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对中

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

巨大成就的关注不断上升。”白鑫说。

白鑫在介绍、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的

道路上不懈前行，收获颇丰。他还出版了

不少著作，向阿拉伯读者介绍中国取得历

史性成就背后的原因。《中国道路：奇迹和

秘诀》出版于 2015 年，是第一本专门为阿

拉伯读者介绍新中国发展历程、总结新中

国建设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

图书。该书出版 1 个月后，约旦国王把它

当 作 珍 贵 国 礼 ，赠 送 到 访 的 中 国 官 员 。

2022 年出版的《新时代的中国》，则以客

观、平实的笔触和丰富的案例，深入解读

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路径。“中国是一

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希望阿拉伯读者从我

的作品出发，了解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以及中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

路。”白鑫说。

在白鑫看来，作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

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阿中民心相

通、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伯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有着悠久璀璨

的历史文化，通过交流对话，双方可以从

彼此文化中汲取精华，促进文明的互补与

共同发展。这种人文交流不仅可以增进

双方人民的友谊，也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

多样性，从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推动全

球文化的共同繁荣。

结 束 一 天 工 作 ，下 班 已 是 日 暮 。 此

时，白鑫才有闲暇欣赏开罗街头愈发明艳

的木棉花。在他眼中，盛放的红色木棉花

象征着阿中文化交往的红红火火。“我们

愿意以书为媒，为搭建文明交流互鉴之桥

贡献一份力量。”

图①：《中国道路：奇迹和秘诀》书籍

封面。

图②：《北上》阿拉伯语版书籍封面。

图③：《捎话》阿拉伯语版书籍封面。

本文图片均为黄培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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