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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汉学家谭哲理——
搭建桥梁，为非中文明互

鉴贡献力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能够反映人们的思

维方式。”精通多种语言的南非汉学家保罗·齐

隆吉塞勒·滕贝（中文名“谭哲理”）说，借助语

言这一纽带，可以深入探究不同文明的异同。

“非洲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强调人与人命运与

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文明有很多相似

性。中国和非洲国家都会从各自文明中汲取

智慧与经验，推动社会发展繁荣。”

2004 年，谭哲理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时第一次接触中文，随即就被简洁

生动、意蕴深长的中文所吸引。他将自己的姓

氏音译为“谭”，并起了“哲理”这一名字。怀着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热情，谭哲理于 2008 年

到 2013 年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投

身中国研究。目前，他担任哲理中非国际交流

智库负责人，致力于促进非洲与中国的跨文化

交流，增进理解、凝聚共识。“随着越来越多非

洲学者对中国议题感兴趣，我希望继续为双方

交流互动搭建桥梁，为非中交流互鉴贡献力

量。”谭哲理说。

谭哲理高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

程，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时

代南中关系的著作。“中国成功探索并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有权

利 也 有 能 力 探 索 符 合 本 国 国 情 的 现 代 化 道

路。”谭哲理说，非洲国家应加强与中国在治国

理政等方面的经验交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

功实践中汲取养分。

“中方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

明优越，有助于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对推

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深远意义。”在谭哲

理看来，从举办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智库

高端对话等，到非洲各国掀起“中文热”，再到

中国高校开设祖鲁语和马达加斯加语等非洲

国家语言专业，非中双方近年来在文明交流互

鉴领域取得丰硕成果，“非中携手落实全球文

明倡议，不断聚合双方文化精髓，为非中携手

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

哈萨克斯坦汉学家法蒂玛——
撰文著书，让哈萨克斯坦

人爱上中国

“学习中文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

也塑造了我的人生道路。”哈萨克斯坦阿里·法

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东方学系教授道列特·法

蒂玛对记者说。

1989 年，法蒂玛在报考大学时，得知学校

新开设了包括中文等专业在内的东方学系。

法蒂玛介绍：“当时我的内心有个声音对自己

说：去学中文吧，如果你能掌握中文，那就说明

你是了不起的人！我接受了自己内心的挑战，

并与中国结缘至今。”在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

中，她出版专著、教材和词典 25 本，发表中国

研究相关论文近 200 篇，还编著了首本针对哈

萨克斯坦学生的中文教材，在哈萨克斯坦高校

中得到广泛应用。

1993 年，法蒂玛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后几

乎每年都要到中国一两次，得到了众多中国师

长的指导与帮助，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更上一

层楼。法蒂玛回忆说：“我与中国的文学翻译

家哈焕章老师见面时，因为交通原因迟到了很

久，但他没有在意，还为我详细讲解了对哈中

两国文化和文学翻译的理解，让我受益颇丰。

我至今仍经常在讲座和研讨中引用他赠书里

的内容。”

在日常教学中，法蒂玛发现，很多哈萨克

斯坦人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有一些刻板印

象，便下定决心写一本关于中国的通俗读物。

随后的 10 年中，她多次前往中国，了解中国不

同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法蒂玛还邀请不同

行业的哈萨克斯坦人阅读书稿内容，力求书中

内容和表达更加通俗易懂。这本名为《中国：

传说与真相》的著作出版后，在哈萨克斯坦广

受好评。“许多读者写信告诉我，通过阅读这本

书，他们觉得自己和中国更加亲近了。一些读

者甚至在读完书后去中国旅游，并且爱上了中

国。”法蒂玛深感欣慰。

近年来，法蒂玛深刻感受到中国为促进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通过参

加世界汉学家大会等活动，她结识了来自不同

国家的汉学家，与他们分享中文教学经验，探

讨中文学习热点问题。“我非常珍惜和感谢中

国提供平台，让世界汉学研究更加活跃和深

入。”法蒂玛说。

俄罗斯汉学家齐缘——
精准翻译，促进俄中两国

文化交流

“行走在武夷山水间，我充分体验到人在

草木间的幸福与美好。”观摩崖石刻，赏山水如

画，品香茗之韵，回想起在福建武夷山的参访

经历，俄罗斯汉学家塔季扬娜·科尔尼丽耶娃

（中文名“齐缘”）表示，武夷山是“万里茶道”的

起点，早在 18 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先行者比丘

林因“万里茶道”与中国结缘。作为比丘林汉

学方法论的后辈学人，齐缘也将“万里茶道”视

作自己与中国缘分的一部分。

自 2010 年起，齐缘在工作之余坚持举办

面向俄罗斯公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中国

传统文化普及活动。仅在去年，她就组织 20
余场“万里茶道”主题的中国世界遗产及中华

文化进社区活动。图片展、书法艺术讲座、皮

影戏演出……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文

化交流活动吸引了俄罗斯民众的广泛参与，不

少家长特地带着孩子从外地赶到莫斯科、圣彼

得堡等地参加活动。齐缘表示，未来将继续以

“万里茶道”为经纬，做俄中两国文化交流的民

间桥梁，深化俄中人民的友谊。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博士

毕业后，齐缘一直从事中文教学及翻译工作，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当代影视剧集，对“原汁原

味”的翻译表达尤为注重。“文学是体现文化状

态的重要元素，是文明间交流互动的窗口”，齐

缘告诉记者，精准的翻译才能让俄罗斯读者和

观众切实感受到中国作品蕴含的精神风貌和

文明内涵。

近年来，从电影到电视剧、从经典佳作到

潮流新剧、从中国武侠到东方玄幻，齐缘参与

翻译的中国影视作品类别和题材愈加丰富。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快速交流的时代，为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带来了新的机遇。”齐缘认为，大

量文学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集，为文化交流互

鉴提供了可视化的新渠道，“作为译者，熟练掌

握中文是必要的，多次转译会流失许多语言表

达中的精华，将作品从中文直接译为当地语言

才是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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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谭哲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地区

自由公园整理撰写书籍的文稿。 受访者供图   
图②：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开幕式现场。

主办方供图   
图③：多国汉学家在福建武夷山景区朱熹

园欣赏中国书法。 本报记者   张博岚摄   
图④：法蒂玛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北

京论坛上发言。  受访者供图   
图⑤：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举办“万里茶道上的

中华书法艺术展”期间，齐缘（左一）为俄罗斯国家

博物馆观众展示用金粉拓制“福”字。

受访者供图   
图⑥：俯瞰福建南靖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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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由 中 国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和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北
京语言大学和南平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福
建 南 平 市 举 行 。 来 自 60 个 国 家
的 200 余 名 中 外 代 表 参 会 ，共 同
探 讨 中 华 文 明 与 世 界 现 代 化 ，共
促 中 外 文 明 交 流 对 话 ，增 进 相 互
理解信任。与会的汉学家对本报
记 者 表 示 ，中 华 文 明 是 人 类 的 宝
贵财富，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携
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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