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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
市淳安县汾口镇小学的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包
粽子，做香囊，了解端午
节的来历和习俗，感受
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图为老师指导学生
包粽子。
谢航凯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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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 10 年，《共产党宣言》 只有部
分段落的中文译文刊登在中国国内报刊上。
直到1919年，都还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多人
希望看到系统完整的中文译本，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但翻译 《共产党宣言》 不是一件
易事。《共产党宣言》 包括引言和正文四章，
内容丰富，思想深刻。1872—1893 年，先后
有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版
出版，还有不少留日学生看的是日文版本。
如果翻译者不能同时参照多个版本，或对马
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中文素养不够等，就很
难高水平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 年初，在邵力子等人的力荐下，旅
日归来的陈望道承担了这个任务。陈望道精
通英语和日语，同时国文功底深厚，用白话
文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还接触阅读过不少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与文章，参加了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 《共产党》
的创刊工作，因此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

为了集中精力把 《共产党宣言》 翻译好，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
乌分水塘村，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柴屋里，参照日文和英文版本，夜以
继日，字斟句酌，忘我工作。一天，母亲把粽子送到他屋里，并把红
糖水放在旁边，叮嘱他别忘了蘸着吃。过了一会儿，母亲不放心地在
院里问：“粽子吃了吗？”他答道：“吃了吃了，可甜了。”母亲进屋收
拾时发现他嘴巴上沾满了墨水，旁边的红糖水却一口未动。原来，陈
望道将注意力全放在书稿上，错把墨水当作了红糖水。

在陈望道心中，真理的味道比红糖更甜。两个多月后，近两万字
的《共产党宣言》终于翻译完成。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在上海正式出版，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由于排版错误，书名被
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大家都不以为意，进步人士竞相转告、购买
和阅读，第一版印刷的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的封面由红底改
为蓝底，书名的错误也更正过来。

在这份 《共产党宣言》 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中，陈望道翻译敲定的
名词“无产者”“阶级斗争”等画龙点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党的理论建设和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后来的 《共产党
宣言》翻译者成仿吾，对陈望道的翻译非常钦佩，他在1978年《共产
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写道：“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
糙的，陈 （即陈望道） 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
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

‘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
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跳着笑着，泪流满面”

2001年 7月 13日，俄罗斯莫斯科
国家大剧院，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全
会，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
开手中的信封郑重宣布：“2008 年夏
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在会场外为申奥后勤工作忙碌的
我，通过电视直播听到这声期盼已久
的“北京”，心潮澎湃，欣喜万分。
在我的身边，是一同参与申奥筹备的
工作人员和华侨华人，到处都是欢呼
声，我们大喊“乌拉”（俄语，意为
万岁），互相拥抱，跳着，笑着，泪
流满面，内心被激动和自豪填满了！

因为亲身参与北京申奥的筹备工
作，我知道申奥成功背后有多少辛苦
和付出。当时，我正在莫斯科高尔基
文学院准备博士毕业论文，作为当时
俄罗斯最大华文报纸 《世纪日报》 的
副社长兼副总编，我接触到北京申奥
代表团，并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北京申
奥工作做了一些“敲边鼓”“跑龙
套”的工作。

2001 年 6 月，为了给申奥“暖
场”，莫斯科举办为期一周的北京文
化节。我不仅以 《世纪日报》 记者身
份采访了前来表演的梅葆玖、白淑湘
等艺术家，还作为志愿者协助前来筹
办北京文化节的中国工作组开展各类

筹备工作。当时我就在想，北京奥运
会的申办工作，正好在我们留学的城
市，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申奥结果公布后，我们报社接到
一个“紧急任务”——为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举办的申奥成功庆祝晚宴制
作出入证。早上接到任务后，我与

《世纪日报》 的同事迅速行动，拿到
大使馆提供的出入人员名单，报社同
事设计证件样式，联系印刷厂加紧印
制。当天傍晚，一打制作精美的出入
证就送到大使馆。

当天虽然工作紧张，但是所有同
事都非常兴奋。大使馆把这项工作交
给我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报社有设
计人员和印刷厂，有制作证件的便利
和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信
任。大家都觉得，能参与北京申奥相
关工作，哪怕只是一个小任务，也非
常荣幸。

“如梦如幻，如痴如醉”

北京夜空中礼花绘出的巨人足
迹，国家体育场里冉冉升起的“飞天”
五环，缶阵中雄风翻卷的“秦之声”，

“鸟巢”中央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
2008 年 8 月 8 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我坐在国家体育场的万人观众席
上。现场的表演“如梦如幻”，我陷
入了“如痴如醉”的身心冲击中。

一切都像做梦似的，但我知道这
不是梦。耳畔回旋着《歌唱祖国》，眼前
飘扬着五星红旗，中国百年奥运的梦
想成真了！我的8年奥运梦也成真了！

2001 年，我参与申奥筹备工作
时，就想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能不能有机会到现场去看看。尽
管北京申奥期间，我在莫斯科做了一
些协助工作，但我从不敢奢望能因此
受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没想到
2008 年 6 月，我收到北京市侨联发来
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邀请函，“非分
之想”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是梦想成
真的感觉！

开幕式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
眠，兴奋难抑。从乘坐大巴抵达开幕
式现场，到与身边同为华侨华人的观
众一同欣赏表演，再到开幕式结束，
从北京回到南京家中，开幕式带来的
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参加这么宏大的盛典，也是
我第一次亲身经历这样的国家盛事。
我知道，作为在场数万观众中的一
员，我代表的是远在海外的千千万万
华侨华人，我承担的这份荣誉是祖国
对千万华侨华人的认可。

从莫斯科飞往北京前，我就把自

己要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消息告
诉家人。90 多岁的外公听到消息后，
在家中颤巍巍地提笔写下“百年奥
运，长春飞翔”8 个大字，其中嵌入
了刘长春和刘翔的名字，字里行间都
是外公对中国实现百年奥运梦的骄傲
和欣喜。回到南京家中，家人专门为
我准备了“欢迎宴会”，亲友们聊起
开幕式上的种种画面，纷纷问我现场
观看的感受，欢声笑语间洋溢着对中
国举办奥运会的欣喜和自豪。全家人
为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而齐聚一堂，
是我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家庭聚餐中绝
无仅有的一次。

“奥运梦圆，未完待续”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北京奥运会都是俄罗斯朋友关
注的话题。我印象很深的是，奥运会
开幕式结束后，俄罗斯朋友开玩笑地
跟我说：“你们开幕式办得这么好，
让之后办奥运会的国家怎么办呀！”
玩笑话里，蕴含着当地民众对北京奥
运会的关注和认可。

从在莫斯科申奥成功到北京奥运
会成功举办，这 8 年是中俄两国关系
不断升温的重要时期，也是我从学生
到创业者身份蜕变的关键时期。8 年
间，我每年来往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
间，亲身感受着中俄友谊的不断加
深，也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
升。10年前，我从未想过，能在莫斯
科的街头看到中文，听到普通话。如
今，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机场、火
车站，随处可见中文指示牌，机场的
航班语音播报也有了中文版本。在俄
罗斯多年，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俄罗斯
的朋友、生意伙伴对中国发展的“点
赞”，也感受到中俄两国经贸、文化、社
会等多方面越来越密切的交流。

2015 年，北京获得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中
国再圆一次奥运梦，北京成为第一个
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
的城市。我近几年也多次接触北京冬
奥会相关工作。2018年，北京冬奥组
委派出工作组来俄罗斯与俄奥组委交
流，我们一同参观了莫斯科奥林匹克
体育场。2019年，我曾到张家口实地
参观为冬奥会新建的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站在建设中的场馆里，我对
祖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感到振
奋，对冬奥会的期待更加迫切。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我
的“奥运梦”未完待续。如果有机会，我
想到张家口亲眼看看冬奥会的精彩赛
事，亲身体验一把“冰雪”乐趣！

本报电 （王袆） 近日，温州大学第一届欧
洲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
研讨会围绕“新形势下的欧洲华文教育与发
展”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分9
大议题、5个场次展开讨论。研讨会由中国华侨
华人研究所、浙江省侨务办公室、温州市侨务
办公室、温州大学联合主办，温州大学华侨学
院、温州大学欧洲华文教育研究所承办。来自
海内外 18 个国家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华文教
育工作者参与研讨。

与会嘉宾聚焦新形势下的欧洲华文教育，
探讨新形势下华文教育发展趋势与技术路径以
及欧洲华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温州大学特聘
教授李明欢认为，中国国内线上教育机构对海
外华校经营带来挑战，二者应发挥各自优势，
相互合作，相辅相成。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影响华文
学校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葡萄牙淑敏语言文化中心周保罗校长指
出，疫情促进了线上华文教育的发展，这是疫
情发生前未有的新情况。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
学校校长潘世立指出，欧洲部分华文学校缺乏
整体发展布局与长远办学规划，华文教师流动
性大，与当地教育体系的融合有待提高。罗马
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忠华认为，意大利华文学
校形成的“温州模式”，即家族传承、口碑相
传、市场化办学，是意大利华文学校得到蓬勃
发展的独特经验。意大利东方语言学院校长陈
建勇希望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华侨子女回国就读
大学的相关政策，建立海外华文学校与国内教
育部门和教育机构的紧密联系。

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副院长包含丽提出了
“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的新思路。海外华
文教育的线上课程可以采用“大规模生产”的
模式，以满足更多学习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
求；“个性化定制”的线下课程，可以根据各个
国家、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教学。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②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③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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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 13 日，吴昊
（右） 参与北京奥运会申奥成功
庆祝活动时留影。

◀2008年8月，吴昊参加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留影。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左图：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由于排版错
误，书名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右图：1920年9月出版的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封面由红底
改为蓝底，书名的错误也更正过来。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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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陈望道陈望道

从1993年由扬州师范大学
（现扬州大学）派往白俄罗斯戈
梅利国立大学留学，到 1999年
前往俄罗斯著名学府莫斯科高
尔基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从
2003 年在莫斯科创业，到如今
投身中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旅
俄 20余年，吴昊深度参与了中
俄交流合作进程，也见证了祖国
的发展繁荣。

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庆典、70周年庆典，参与
中俄建交 70周年纪念活动，列
席各级政协会议……吴昊亲身
经历了许许多多中国的“高光时
刻”。其中，一段持续8年的“圆
梦”经历，一直铭刻在他心间，那
就是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和举办。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祖国盛
事，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我
一直难以忘怀。”回想起亲历北
京奥运会申奥和举办的故事，
吴昊的思绪飘回20年前的莫斯
科……

侨界学者研讨欧洲华文教育新机遇侨界学者研讨欧洲华文教育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