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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世界各地陶艺家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的一个陶
艺工作室里，茶壶、摆件、装饰品等
琳琅满目，大小各异的陶艺品填满了
不大的房间。它们造型独特，色彩明
丽，充满了浓郁的海洋气息，都出自

“90后”小伙儿Allan Denis Naymark之
手。小伙儿是一名来自美国纽约的

“洋景漂”，中文名叫“泥的明”。
“小时候在博物馆就看到好多中国

古代陶瓷，我非常喜欢。”泥的明用流
利的中文说。他父亲是考古学家，在
大学任教。泥的明从小耳濡目染，对
中国古代陶瓷产生了浓厚兴趣，8岁便
开始学习陶艺。他在美国获得了4个学
士学位，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和陶瓷
雕塑。

2013 年，泥的明第一次来景德
镇，便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2015 年
夏天开始在这里定居。大学毕业后，
泥的明前往景德镇陶瓷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并于2019年毕业。“世界各地陶

瓷艺术工作者都汇聚在这里。”泥的明
说，景德镇有悠久的制瓷历史，较好
保存了中国古代的制瓷技艺，在这里
可以找到中国古代瓷器的感觉。在他
看来，景德镇有着非常完备的制瓷产
业链，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各种陶瓷原
料，用于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像泥的明这样的“洋景漂”，目前
有 5000 多人，其中不乏英国皇家艺术
学院的教授、哈佛大学的博士以及国
际陶艺界的“泰斗”级人物。景德镇
珠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洋
景漂”在元明清时期就零散出现，改
革开放后已颇具规模，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来景德镇的外国人就更多了。

“如今，景德镇的陶溪川国际工作室、
三宝国际陶艺村、乐天陶社、景德镇
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等，已成为‘洋景
漂’的主要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享受
着创造的乐趣”。景德镇珠山区委书记
高翔说。

“景德镇厚重的文化传承和精湛的
制瓷工艺，对热爱陶瓷艺术的人有着
天然的吸引力。‘洋景漂’们在感受千
年瓷都文化的同时，还能在这里完成
几乎所有与陶艺相关的创作。”景德镇
陶瓷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一些“洋景漂”在获得陶艺技能
和更深感悟后，有的到世界各地传播
陶瓷文化；也有人长期驻留景德镇，
开设工作室，全身心融入当地进行艺
术创作。

通过瓷器了解中国

“在这里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来自意大利的李曼发自肺腑地对记者
说。今年 27 岁的她，是一名特殊的

“洋景漂”，目前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攻
读研究生。李曼的研究方向是艺术
学。对她而言，所谓的幸福是指在景
德镇可以观摩各个历史时期风格迥异
的陶瓷艺术品。“在意大利的博物馆，
陶瓷制品是无法触摸的；但在景德镇
陶瓷大学，我们在做研究时可以‘上
手’。”李曼兴奋地说。

高中时，李曼在历史课上第一次
接触到中国哲学，从那时便开始对中
国产生兴趣。18 岁那年，李曼来到中
国北京、西安、上海等城市旅行，对

中国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李曼的本
科专业还是中国文化。用她自己的话
说，就是与中国“有缘分”。

“在西方，几乎所有青花瓷都来自
景德镇，克拉克瓷也是景德镇生产
的。”李曼告诉记者，3 年读研时间
里，李曼一有空就往各个工作室跑，
跟着各国陶艺家学习陶瓷制作，了解
各种艺术观念，后来自己也开始上手

“玩泥巴”。“因为我发现要研究陶瓷，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自己
不去体验，一些小细节是无法从纯粹
的理论中了解的。”李曼说。

在李曼看来，陶瓷制品不是单纯
的生活用品，还代表着艺术家的生活
观念，蕴含着一个民族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思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和
科技发展。“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我
可以透过中国陶瓷来了解中国各时期
的文化特点。”李曼自己非常喜欢宋代
瓷器，她认为宋瓷代表着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优雅与有序。

据悉，景德镇依托国内独有的陶
瓷高校平台，与美、英、法、日、韩
等国家和地区30多所高校和国际陶艺
家协会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约
有100名留学生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
他们在这里学习陶艺知识、制瓷技
艺，进而认识中国文化、认识中国。
这些留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在本校攻
读，或留在景德镇创业，还有人回到自
己的国家，进行陶艺教学和文化传播。

文化艺术交融更加频密

泥的明喜欢从海洋、森林中寻找
灵感，也喜欢用一些废弃物品再创
作，他还会把自己对古代中国、古埃
及、古希腊瓷器的理解，融入到创作
中。“我们使用的材料可能相似，但每
个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全世界的艺术
创意都在这里碰撞。”泥的明说。

“‘洋景漂’们被景德镇陶瓷文
化所吸引，同时又为景德镇艺术创作
带来了新的艺术手法、新的制作工
艺、新的产品。”景德镇陶瓷人才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互动创新下，景
德镇瓷艺的新品种、新材质、新工
艺、新画风层出不穷，形成了国画、
油画与瓷画的对话，本土与“洋景
漂”的对话，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的
对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开放包容已
熔铸为景德镇鲜明的城市特质。景德
镇人与世界各地陶艺家互通有无、求
同存异，融汇成源远流长的景德镇陶
瓷文化。今天，这样的文化艺术交融
变得更加频密，让景德镇的未来充满
更多可能和无限遐想。

目前，泥的明正在着手更换一个
更大的工作室，大概半年后就可以运
营。未来，他想创作更多大型陶艺
品。“我还会继续留在景德镇。”泥的
明非常肯定地说。

而今年即将毕业的李曼，则把毕
业论文题定为“中西方文化交流——
从艺术哲学理论谈中国陶瓷的发展”。

“我的研究始终与中国文化、中国陶瓷
相关，毕业后我想继续留在中国。”李
曼说。她希望以后有机会在意大利办讲
座，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多地方。

体验冰雪运动、了解冬奥知
识、感受非遗魅力……在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全国共有8
个省份的 30 个冬奥文化广场向
公众开放，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大
家带来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体
验。据统计，截至 2 月 18 日，全
国30个冬奥文化广场共接待群众
近50万人次。

近距离体验冰雪运动

在北京市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的室内冰雪体验区，市民李
大姐头戴VR眼镜、手持移动握柄、身体左右摆动，体验着一场
刺激的滑雪运动。“这个太有意思了，就像真的一样！”她兴奋
地对朋友招手说，“你也来试试！我帮你录像留念。”海淀区冬
奥文化广场融合冰雪文化与科技手段，通过VR滑雪、滑冰游戏
等高科技体感互动体验器材，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冰雪运动的速
度与激情。

旁边的冰壶体验区，志愿者正在为大家详细介绍冰壶运动
的历史和比赛规则。据了解，这里使用的“液态仿真冰”是专
利产品，能带给观众更加真实的模拟体验。再搭配不同型号的
冰壶，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来一场桌面上的“冰壶
赛”。

“冬奥会期间，我儿子最喜欢看的就是冰壶比赛，恨不得一
场不落，自己还拿个杯子在地板上滑来滑去模拟打冰壶。今
天，他可以亲身体验这项运动，是难得的好机会。”刘女士说。
一旁球台上，她的儿子阳阳正在志愿者的保护和指点下，通过
撞击将此前投出的冰壶“顶”进了得分区，发出一阵欢呼声。

生动普及冬奥知识

相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夏季奥运会来说，冬奥会的历史和
比赛项目稍显“冷门”。因此，各地冬奥文化广场也把普及冬奥
知识融入各项活动中。

开展赛事直播、设立冬奥文化主题展、介绍冬奥历史和比
赛项目、讲解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设计理念……
各地冬奥文化广场为公众准备了丰盛的冬奥知识“大餐”。北京
市顺义区冬奥文化广场设置了展示冬奥知识的长廊，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还能获取更多冬奥知识，“线上、线下”相结合，带
公众走近冬奥。

北京市房山区冬奥文化广场特别设置了“冬奥知识线上线
下趣味竞赛”活动，游客可以通过扫描展板上的二维码，线上
参与答题。趣味竞赛过关的参与者，还可以获得一份展示房山
区历史文化的学习用品，让大家在快乐体验中学习冬奥知识、
了解房山历史文化。

展现各地多彩文化

从相声、快板等文艺演出，到火绘葫芦、毛猴制作等非遗
工艺展示，各地冬奥文化广场依托当地特色，呈现出浓浓的地
域风情。

作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冬奥文化广场，西藏自治区珠峰小
镇冬奥文化广场将冬奥文化和地域特色相结合，把长125厘米、
宽87厘米、高163厘米、重约80公斤的“冰墩墩”带到珠穆朗
玛峰高程测量纪念碑旁，实现了珠峰、“冰墩墩”同框，吸引广
大游客争相合影，在社交媒体走红。

北京市西城区冬奥文化广场展示了极具老北京特色的“西
城冰雪十三绝”，其中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堆雪人、滚雪球，也有
冰蹴球这样的民族体育冰雪项目。东城区冬奥文化广场则安排
了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展示活动。2月22日，东城区崇外街道
非遗项目“京绣”传承人于美英在现场为观众展示京绣的针法
与技艺，她带来的京绣“冰墩墩”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驻足观看。

本报电（胡志）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对话：
说不尽的网格本”7小时直播活动在线上举行，多位嘉宾以经典
诵读、阅读分享等形式，围绕“网格本”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网格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别
称，因其网格状的封面图案而得名。该丛书的出版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大型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以

“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为标准，凝聚了几代
学贯中西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和编辑的心血，是读者心目中
外国文学名著的范本。2000 年，老版网格本停止出版；201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新版网格本出版工程，截至目前新出
版5辑147种，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

“对话：说不尽的网格本”直播活动以文体为单元，分为
“散文：与自我对话”“小说：与世界对话”“诗歌：与远方对
话”“戏剧：与人生对话”4部分，嘉宾们朗诵了梭罗《瓦尔登
湖》、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雪莱《致云雀》等作品，并
围绕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经典作品翻译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演员濮存昕还表演了《哈姆雷特》的著名选段。

据悉，此次活动在全网近20家平台直播，在线观看总量突
破533万，微博话题“我记忆中的网格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
出网格本”“说不尽的网格本”等话题讨论量超过1500万次，激
发起网友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浓厚兴趣。

阿明 （Bazrafshan Amin） 是伊朗
“80后”青年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汉
语言文字学博士，曾供职于伊朗驻华
大使馆和德黑兰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院，现任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伊方院
长。阿明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有浓厚
兴趣，更把大量精力放在中国文化普
及上。近日，就中伊两国文化交流等
话题，阿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伊朗与中国交往密切，两国
文化交流史上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
事例？

阿明：11 世纪后，伊朗与中国不
断有人员交流往来，留下了很多珍贵
的中国游记。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是
1419-1422年访问明朝的使团成员盖耶
素丁撰写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在
这部游记中，盖耶素丁详细记载了使

团所经各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法律制度、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等内
容，对我们研究中伊交流史很有帮
助。我还读过一本波斯语译著，名叫

《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伊朗》，内容横跨
1700 多年，读来引人入胜。在中国史
料中，伊朗人多以高鼻深目、身着传
统服装且长于经商的形象出现。时隔
千载，这些特质在现今的伊朗人身上
有迹可循。我希望伊朗能多出版这样
的书，也希望这些有关中伊两国交往
的史料为更多伊朗人了解和研究。

问：据你所知，哪些伊朗人为中
伊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突出贡献？

阿明：有两位伊朗著名诗人，通
过自己的诗篇让伊朗人更加了解中
国。一位是 13 世纪的行吟诗人萨迪，
他的足迹遍布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
其中就有中国新疆的古城喀什噶尔
（喀什）。萨迪在他的代表作 《蔷薇
园》 第五章中记载了他在喀什噶尔大
清真寺与一位相貌不俗的童子的故
事。童子早闻萨迪诗名，一直十分仰
慕，听说有客从波斯来，便请他用波
斯语朗诵萨迪诗歌。直到萨迪离开寺
庙时，童子才始知来者居然就是萨迪
本人，于是便想留他再盘桓些时日，
但萨迪婉言谢绝了。这个故事直到现
在还在当地流传。另一位是14世纪的
诗人哈菲兹。他在爱情诗中常把爱人
比作中国美人，比如有这样两句诗：

“我的心肝已经鲜血流淌，/这是我应

得的报偿，/因为我把情人的秀发，/错
误比作华夏美人一样”，“我这颗到处
游荡的心，/自从投到她的‘秦’发
间，/就不想从这漫长的旅途，/再返回
它的故地和家园”。诗中的“秦”就是
指中国，中国人往往就是美人的代称。

问：这些历史上为中伊交流作出
贡献的人物都十分值得我们纪念。包
括你在内的许多译者也在这条道路上
不懈努力，能否谈一下你的翻译经验
以及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建议？

阿明：我曾组织了一个翻译团
队，翻译了张文宏医生的书和中国抗
疫方面的宣传视频，让伊朗社会了解
中国抗疫经验。对伊朗普通民众来
说，我认为应多译介一些这样的图
书，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智能手机
在国外十分畅销，中国的高铁运行速
度快、安全便捷，伊朗人对这些很感
兴趣。此外，翻译文化与哲学类著作
也十分重要，有助于我们了解、亲近
彼此的思想和心灵。

问：众所周知，文化翻译是个艰
辛的工作，你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
到过一些难题或困惑？

阿明：我在为伊朗普通读者翻译
中国哲学和历史著作时就遇到了很多
困难。与专业研究者不同，普通伊朗
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较少，因此我在
翻译时必须要注意区分目标对象。比
如儒家经典中“孝”“礼”“中庸”等
概念，在主要面向学者的学术性翻译

中，我会更多采用音译法来翻译这些
概念，这样既不会妨碍他们的理解，
也使译文更忠实、准确。而如果是普
通读者呢？我就得尽量在波斯语中寻
找含义相近的词汇进行翻译，并在注
释中进一步详细解释这些概念。有时
候，相比翻译，做注释更难。在翻译
温海明的 《中国哲学思想》 时，我必
须对其中涉及的儒、墨、道、法等先
秦诸子百家的观念加很长的注释，否
则一般读者读起来会不知所云。而很
多核心概念不容易解释清楚，比如

“礼”，它既指一些具体的制度规范，
也代表了儒家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
想，一个小小的注释无法阐明它的丰
富内涵。在翻译历史术语时，我同样
要注上许多说明性文字。写注释是我
感到最困难的地方。但这样的工作是
有意义的，不仅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更深入了，更让许多伊朗读者对
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作为伊
朗青年一代的汉学家，我希望能接过
先贤的接力棒，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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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冬奥热情
乐享多彩文化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延续冬奥热情
乐享多彩文化

本报记者 黄敬惟

1000多年前，装载着精美瓷器的船只从景德镇出发，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走向
世界；1000多年后，世界各地陶瓷艺术家来到景德镇，再现“匠从八方来，器成
天下走”的盛景。

这些“洋景漂”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出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向
往，在景德镇工作、学习、生活。他们汲取着千年瓷都的养分，也通过自己的双
手推动了陶瓷艺术的创新发展和陶瓷文化的广泛传播。

中伊文化交流生生不息
徐宝锋 孟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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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带读者走近“网格本”

2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小朋友与
“雪容融”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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