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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斯

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展

出的宋、明两套 12 卷全本《大唐西域

记》，记录了唐代中国主动学习域外

文化的探寻之旅。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唐代玄

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

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千

年前的玄奘西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影响，超越了对佛学知识的

探求，彰显了中国古人对异域文明的

向往和对理想主义的渴求。正如玄

奘述录“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

见，记诸慕化”，《大唐西域记》为丝绸

之路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留下

重要见证。

回 响 千 年 的 丝
路跫音

古 丝 绸 之 路 绵 亘 万 里 ，延 续 千

年，贯通起中外文化交往，留下众多

历史名人的足迹，用脚步丈量世界的

玄奘法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唐代贞观初年，玄奘西行取经，

历时十数年，行程 5 万里。归国后，

由玄奘口述亲身游历西域的见闻，经

其弟子辩机笔录，于贞观二十年（公

元 646 年）成书《大唐西域记》。全书

共 12 卷、10 万多字，按照玄奘行程顺

序，记述了他亲身游历的 110 个及路

途传闻所知的 28 个城邦、地区和国

家的概况，翔实记载了当时被称为

“西域”的中国西部、南亚、中亚和西

亚等广大地区的面积、都城、地理、农

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

币等情况。如还原成当下的国家地

域，这些地区覆盖了南亚的印度、巴

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等国，也包括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等国，还有西亚的伊朗、阿富汗

等国，以及地中海以东、中南半岛、印

度尼西亚等。

《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公元 7 世

纪上述国家和地区情况最系统、最详

细的版本，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

界，反映了丝路之上世界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也为后世保存了珍贵史料，

为考古发掘提供宝贵线索。对照《大

唐西域记》的记载，规模庞大的那烂

陀寺遗址和艺术瑰宝阿旃陀石窟等

著名文化古迹得以发掘和复原。可

以说，《大唐西域记》的问世对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都有着突出贡献。

化 身 千 百 的 版
本传续

在重视典籍保护的中国，《大唐

西域记》得到较好的收藏与传承：唐、

宋、元、明、清史学目录和历代藏经皆

著录其书，清代编《四库全书》也有收

录。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记》古写

本多达数十种，现存较早的写本为新

疆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写本残卷，此外

还有敦煌写本残卷、福州藏本和金藏

本等。年代最早的刻本有北宋崇宁

二年福州等觉禅院刊刻的版本，仅存

卷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现

展 出 两 种 版 本 ，其 一 为 宋 刻 本（12
卷），原书经折装，字迹疏朗；其二是

明刻本（12 卷），此版本为线装本，每

半叶 10 行，大字每行 20 字，版心从上

至下镌刻书名、卷次和页码。

进入当代，《大唐西域记》出现了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版本。 1977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巽校点版；

1981 年，中华书局影印向达辑古本

三种，包括敦煌本、福州藏本和金藏

本；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由季羡林

等校注的版本，1991 年依据该版本

最新校注和今译本翻译成印地文版，

由 外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并 于 2015 年

再版。

《大唐西域记》以其独特的魅力

广泛流传，影响力超越了时代与疆

域。从 19 世纪开始，伴随东方学和

宗教比较学逐渐兴起，《大唐西域记》

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格外关注的中国

文化典籍之一，被译成俄文、英文、法

文、日文等多种文字。1845 年，俄罗

斯学者瓦西里耶夫将其译为俄文，该

版本未出版，稿本目前收藏于俄罗斯

科学院档案馆。19 世纪 50 年代，法

国汉学家儒莲翻译的法文版在巴黎

出版，以小开本、低价格向社会普及，

轰动欧洲历史和考古学界。在儒莲

法译版基础上，英国汉学家塞缪尔·
毕尔于 1884 年翻译出版了两卷英译

版。近 20 年后，英国著名东方学家

托马斯·瓦特斯重译出版《大唐西域

记》，并附有大量注释和考证，具有较

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大唐西域记》在欧洲获得高度

评价后，再次吸引了日本学界的关

注。 1911 年，日本学者羽田亨以高

丽版为底本，参考宋明版大藏经及日

本藏古写本，出版了京大本。 1912
年，堀谦德的《解说西域记》刊行。回

顾历史，《大唐西域记》100 多年来的

传播具有着世界意义。

版本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媒介，

见证了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之姿与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问世至

今 1300 多年，《大唐西域记》历久弥

新，愈加散发版本记史的恒久魅力与

联结文明交流的新鲜活力。当下，我

们重温《大唐西域记》，令这一珍贵典

籍焕发新的生命力，发挥出更大的当

代版本价值，有助于讲好文明交往、

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让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路精神从历史走进现实，续写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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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近 6000 座博物馆中，位于波

恩的德国历史之家（又名联邦德国历史

博物馆）格外与众不同。自 1994 年开馆

以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德国历史之

家开放 15 个月时，就迎来了 100 万人次

的访客，其访客人数在德国众多博物馆

中始终位居前列，并获得欧洲博物馆奖

等诸多奖项。

赫尔曼·舍费尔，历史学家、国际博

物馆专家。作为德国历史之家创建人，

舍费尔教授在担任馆长的 20 年时间里，

见证了这座当代历史博物馆从无到有、

从探索性创新实践到对公众保持吸引力

的变化与成长。2021 年，他撰写的《100
个 物 品 中 的 德 国 历 史》在 中 国 翻 译 出

版。这本书如一粒种子，生发出舍费尔

与中国的缘分。2023 年 11 月，中国对法

国、德国等六国旅客免签政策生效，更直

接在舍费尔和中国之间架起畅达的桥

梁：这一年 12 月，81 岁的他第一次踏上

中国的土地。

带着对德国历史之家何以深受大众

喜爱的探究，以及对舍费尔初次访问中

国感受的好奇，我走进初夏时节的波恩，

拜访久居在此的舍费尔。

营 造 出 回 忆 与 历
史可被感知的情境

轻轨自波恩火车站一路向南，开阔

的莱茵河在远处熠熠发光，骑行的人们

迅速从眼前闪过。随着行人越来越少，

满目的新绿愈发浓郁起来。如同被一条

绿色小披肩轻轻裹着，舍费尔的家安静

地坐落在莱茵河畔。按响门铃，眼前的

舍费尔高大挺拔，精神矍铄，洋溢着青年

人一般的蓬勃热情。

1942 年，舍费尔出生于马克思的故

乡、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特里尔。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作为学生的他初次

来到波恩，他说：“1965 年离开波恩时，

我和这里的朋友们说我会很快回来，没

想到一别就是 20 年。”

1982 年，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宣布，将在波恩

建造一座博物馆，以展示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的德国历史。1987 年，舍费

尔被聘为德国历史之家首任馆长，负责

这座新型博物馆的具体筹划建造。

“在如何阐释历史方面，我受法国年

鉴学派影响很大。”舍费尔说道，“年鉴学

派主张历史有三个层面：长时段历史如

千百年来的气候改变，中时段历史如几

十年间的经济变化，短时段历史如突发

重大事件。德国历史之家表现的是中时

段和短时段历史。我主张从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出发，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的

故事展示历史。”

这或许就是德国历史之家为一代代

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7000 余件展品跨

越 80 余年，从汽车、火车车厢到日记、信

件、照片，除重大历史事件外，几乎每一

件物品都有自己的主人、自己的故事，这

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故事共同拼成

“我们的历史”。比如展厅中一辆破旧的

“尊达普运动型小摩托”是大量外籍劳工

助力德国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缩影，也

凝结了德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复杂感

情。 1964 年，这辆小摩托作为礼物，赠

给刚下火车的葡萄牙人阿尔曼多·罗德

里格斯·德·萨：他正好是德国第 100 万

名外籍劳工。

“‘你得通过看展学到些什么’，这是

人们的普遍观念，但我相信带着情感学

习 往 往 能 学 得 更 好 ，历 史 学 习 尤 其 如

此。所以，我希望博物馆首先能唤起人

的情感。”舍费尔说。在表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日常生活的展厅，人们可以

在带有上世纪 50 年代风情的电影院观

看旧广告、在点唱机上播放时代金曲，营

造出回忆与历史可被感知的情境。

舍 费 尔 说 ：“ 我 们 的 策 展 思 路 是

‘以参观为导向’，即不是以‘你应该看

什 么 ’为 主 导 ，而 是 强 调‘ 你 想 看 什

么 ’。 我 们 的 服 务 对 象 不 是 专 家 或 者

研 究 者 ，是 对 历 史 了 解 不 多 的 大 多 数

人；不是经常进博物馆的人，是几乎从

不看展的人——我们想建立普通人和

博物馆的连接。”

从 1987 年开始策展到 1994 年正式

开馆，德国历史之家举办了 6 次大型公

共工作坊式的展览。舍费尔联合社会学

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等多学科专业人

士，对不同主题展览进行“试水”。“我们

邀请大家来看展览，记录每个人在每件

物品前的停留时间，并与每个人交谈，根

据大家的反馈调整展陈方式，更有针对

性地为大众服务。”

德国历史之家已经成为博物馆叙述

历史的典范。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

历史之家于 2002 年开放，北莱茵—威斯

特 法 伦 州 等 地 的 历 史 之 家 正 在 筹 建 。

2017 年，以德国历史之家为蓝本的欧洲

历史之家开馆，博物馆位于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由欧洲议会设立，主要展示从

1789 年至今的欧洲历史。

在舍费尔看来，历史不是封闭的年

代，博物馆也应和当代史一起继续书写、

时时更新，“就像我们收藏部经理说的那

样，我们的工作是从街头到博物馆”。30
年来，德国历史之家常设展不断更新，并

开设“德国数字化”等具有当下话题性的

临时展，保持着对民众的吸引力。

退休后，舍费尔撰写了《100 个物品

中的德国历史》，从史前史直至今天，时

间跨度 2000 余年。与他的策展思路一

脉相承，舍费尔在遴选历史物品时，把普

通人的情感和阅读需求放在首位。2021
年，这套深入浅出、有故事、有情感的历

史 书 被 引 进 中 国 ，开 启 了 舍 费 尔 的 中

国缘。

为 人 与 人 的 交 流
创造更多机会

“我对中国很好奇，但以前对中国

的认识只是德国人的平均水平。这次

旅行让我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都

非常谦逊，不会轻易作答：从零下 20 摄

氏 度 的 长 春 到 30 多 摄 氏 度 的 广 州 ，这

个国家地大物博，饮食、方言、建筑等无

不 多 种 多 样 ，总 是 在 不 断 更 新 我 的 认

知。”回忆起去年冬天的中国行，舍费尔

由衷感叹。

在中国学界和德国同事的热情帮

助 下 ，舍 费 尔 先 后 前 往 上 海 、广 州 、青

岛、长春和北京，既举办学术沙龙也感

受风土人情。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

学院院长、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李雪涛

邀请，舍费尔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年

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去故宫的那一天正好

下着大雪，景色非常壮观；长春电影博

物馆让我了解到这座城市对中国电影

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广州的一座小型茶

博物馆让我感到十分新奇；青岛正在筹

建警察博物馆，我回到德国后也帮助他

们搜集材料……”

归国之后，舍费尔更加关注与中国

有关的信息与书籍。从《四书五经选译》

《中国现代史》到《爱中国的 111 个理由》

《深圳：未来中国制造》，书架上与中国相

关的书日渐丰富，他常常浏览的新闻网

站也增添了人民网德语版。

提及去年的中国之旅，舍费尔带着

一丝怀念和更多的向往说：“我很期待再

次启程去中国。接下来，我想写一本《88
个物品中的中德文化交流史》，谈一谈两

国都有的啤酒酿造技艺、贝多芬的音乐

遗产，以及两国各自的母亲河黄河和莱

茵河的故事，等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舍费尔希望德中人民之间开展更

多交流，在文博、文学、电影、音乐等领域

增加合作。他微笑着说：“在中国各地访

问、与中国朋友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感

受，是其他形式的了解所无法替代的，我

们需要为人与人的交流创造更多机会。

就像此刻，你我之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是最宝贵的。”

图①：舍费尔（右）访问北京外国语

大学时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李雪涛合影。

图②：舍费尔著《100 个物品中的德

国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③：波恩一景。

梅扎恩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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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老挝的特色小吃米花酥，

我准备把它们转寄到中国，送给我在中

国留学时的老师。”老挝姑娘端苏妮在网

上订购的米花酥搭乘中老铁路 K12 次列

车，只用一天时间，就从首都万象的快递

收发站来到她位于乌多姆塞省孟赛县的

家中。自今年 2 月 20 日起，负责中老铁

路老挝段运营工作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首次在当地开通铁路快递运输业务，进

一步便利了老挝民众的日常生活。

搭乘 K12 次列车，由万象前往孟赛，

沿途经过蓬洪、万荣、琅勃拉邦等车站，

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笔者深刻感受到

中 老 铁 路 开 通 运 营 两 年 多 来 的 发 展

脉动。

星期六早上 8 时，万象火车站前车

水马龙，进出站的旅客络绎不绝，不少旅

客都与身后现代化的候车大厅合影留

念。每逢周末，车站的客流量都会小幅

增加。思颂蓬是老挝一家快递公司的市

场营销总监，曾在中国留学的她说着一

口流利的中文。思颂蓬的家在老挝西北

部波乔省会晒县，是一座边境城市。她

说，小时候去万象上学要坐将近 20 个小

时的大巴，“但现在不一样了，想回家的

时候买张票就能出发，父母来万象看我

们也很方便”。中老铁路的开通，让在沿

线城市工作的人返乡、出游更加便利。

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列车缓缓驶入

万荣站。万荣位于万象和琅勃拉邦两座

主要城市之间，因喀斯特地貌闻名，是户

外运动爱好者的旅游胜地。这里也是老

挝万万高速的一端。2020 年 12 月，中国

援建的万万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

老挝不通高速的历史，让万象至万荣的

行 车 时 间 从 3 个 半 小 时 缩 短 到 1 个 小

时。高速路与铁路两条“幸福路”的建

成，让万荣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成为老

挝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车窗外，

不时可见背着登山包的游客，他们观赏

过万荣的秀美山水，正准备前往历史名

城琅勃拉邦。

从琅勃拉邦再向北，就来到老挝北

部小城孟赛。孟赛城市规模不大，只有

一条主干道。就在距这座小城约 20 公

里处的南甲瀑布景区，笔者遇到的不少

游客便是经中老铁路来到这座小城。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过茂密的原始森

林、行经钢索吊桥，最终到达尽头的南甲

瀑布。瀑布不够壮观，也非独一无二，但

沿途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社会风

貌是吸引人们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力。

伴着落日余晖，两列对开的国际货

运列车在孟赛站交会，两国民众的生活

恰似天边的晚霞，愈发火红。互联互通

水平的提升，不仅让人员往来更为密切，

也让地区经贸充满活力。老挝木薯、泰

国榴莲、柬埔寨大米等优质农产品经中

老铁路销往中国，中国的机械设备、家用

电器让老挝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中老铁路也

为老挝年轻人带来就业和个人发展机

会。18 时 30 分，孟赛站客运工作人员丽

卡欣来到站台，准备迎接当日最后一批

旅客，他们将乘坐从磨丁开来的 C81 次

列车去往沿途各站。2021 年 12 月，丽卡

欣正式成为中老铁路孟赛站的一名客运

工作人员。刚入职时，她也曾遇到诸多

困难，比如需学中文、与不懂老挝语的旅

客沟通、处理突发状况等。如今，通过跟

中国师父不断请教学习，她已管理着十

五六名老挝员工。受丽卡欣影响，她的

弟弟正在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读大

一，未来也想投身老挝铁路事业。

随着发车时间临近，车站客流量逐

渐增加，丽卡欣也投入到工作中，引导进

站旅客在车厢对应站台位置排队候车。

“来了！来了！”伴随远处的一点灯光，人

群中有人兴奋地高呼。18 时 58 分，C81
次列车准时进站，现代化的动车组引来

阵 阵 欢 呼 ，欢 呼 声 中 饱 含 着 对 未 来 的

期许。

中老铁路之旅
杨 一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 迪

电子信箱：rmrbgj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出的明刻本《大唐西域记》。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