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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前的春节前夕，《孔子学院》 中西文版
刊物上发表了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 （Alicia Re-
linque） 的文章《中国的虎文化》。她写道：“在中
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除了被人们虚构的龙之
外，作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兽中之王，老虎最受
人们的敬畏和喜爱。”接着，她从“虎”的读音和
字形出发，深入浅出地做了一番“说文解字”，又
结合从先秦到晚唐的 8 首咏虎诗，分析了中国古
典文学中虎的意象。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如果
你读罢中文，再去看她的西语文章，特别是那 8
首诗的翻译，肯定会被雷林科精彩的译笔所折服。

12年后，雷林科虽已年过花甲，却仍是这个
领域里的“当家花旦”。她在中西交往更加密切的
这些年里，先后出版了译著《金瓶梅词话》《牡丹
亭》和《魔侠传》，目前正在《楚辞》的翻译工作
中埋头苦干。她做过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在中文和中国文学的
相关课程中与学生教学相长。她觉得，将中国古
典文学之美传递给更多西班牙语读者是自己的使
命，而这份使命自她爱上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一刻
起便一直深埋在心底，从未改变。

以“刺手拔鲸牙”的气魄译接古今

从初学汉语到成为专家，雷林科痴迷中国文
化40余年。她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有
人相信西班牙人能学会中文，而她在兴趣驱使
下，靠语言学校的学习，掌握了相当数量的简体
字和繁体字，为日后在大学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
好基础。1985年，雷林科获得奖学金前往北京大
学学习。北大求学的经历让她与西语系教授、翻
译家赵振江和段若川夫妇结下深厚情谊。以后每
次来京，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联系赵振江：“赵老
师，我到了。”赵老师的回复则总是“过来吧”。
不是去北大教研室，而是直接到家中坐坐，就像
当年留学时一样。如今，赵振江年至耄耋，师母
段若川已经离世，雷林科期待着疫情过后能“常
回家看看”。当年的这份情谊也成为推动北大与格
大、中国与西班牙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动力。

从 《文心雕龙》 到 《西厢记》，从 《牡丹亭》
到 《楚辞》，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雷林科将多部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介成西班牙语。她始终觉得

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介
绍给西语世界。唐代韩愈在诗歌 《调张籍》 中有
一句“刺手拔鲸牙”，这被雷林科用来形容她所从
事的这份传播中华文化之美的高难度事业——即
使每翻译一部作品都意味着要查阅卷帙浩繁的文
献，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词推敲至天明，她也为
此“痛并快乐着”。

谈到文言文和现代汉语，雷林科坦言，她更
喜欢文言文背后的历史底蕴，喜欢那种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朦胧感。每每诵读，她总为中国古人文
字中的隐喻、对仗、互文等古老而精妙的修辞手
法感到震撼。当然她也承认，现代汉语表意清
晰，翻译和研究起来相对容易，因此当今西班牙
研究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越来越多，
坚持文言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谈及传承问题，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很遗
憾，现在做文言文研究的学者数量非常有限。例
如，在格拉纳达大学，我即将退休，之后学院里
恐怕没有其他人再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我
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有趣，但它们是 20 世
纪、21世纪的文学，之前还有许多个世纪的文学
等着我们去探索。”

在翻译回流中展开文化对话

2017年，雷林科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
献奖和首届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比起得奖，
她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与中国结缘。她说：“汉
语和中国文学是我人生获得的最宝贵的礼物，我
的工作、我的很多朋友、我的幸福都源于中文和
中国。而如今，我又因所从事、所热爱的事业而
得到褒奖，除了感激，我无以言表。”而对中西两
国来说，因为有雷林科这样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的
学者，才让西班牙当代汉学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变
化。在这些学者执著的努力下，人类文学经典的
世界旅行通过他们之手得以展开。

不久前，雷林科将 1922 年林纾根据英文版
《堂吉诃德》翻译而成的文言版《魔侠传》再度译
回西班牙语。经上海塞万提斯学院院长因玛·冈萨
雷斯·普伊引荐，雷林科开始了回译林纾 《魔侠
传》 的工作。她坦言，这是一场“无比艰辛”的
旅程，一来由于自己并非 《堂吉诃德》 研究专

家，二来是林纾所使用的桐城派古文晦涩难懂，
连标点都没有，大大增加了原文理解的难度。好
在 《魔侠传》 是由英文转译而来，雷林科为此读
了几乎所有相关的英文中间译本，在不断钻研的
过程中逐渐沉浸其中，找到了翻译的乐趣。

在对比汉、英、西三语文本的过程中，雷林
科仿佛穿越回一百年前，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角
度，重新审视这部跨越时空的翻译作品。她惊奇
地发现，林纾在力求还原原著的基础上，为 《堂
吉诃德》的故事加入了不少“中国印记”。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对西方“骑士”概念的“误读”。林纾
在其译本中，多采用中国文化中的“侠”来替代

“骑士”。而实际上，西方骑士与东方游侠之间存
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西方“骑士”出身名门望
族，通常是为国王掠夺土地驰骋于沙场的兵中贵
族，维护的是封建君主和教会的利益；而中国的

“游侠”或“武侠”多出身平民或社会底层，劫富
济贫、行侠仗义，维护的是贫苦百姓的利益。因
此雷林科认为，将“骑士”翻译成“武侠”或

“游侠”不够准确，建议直接使用西班牙语中对应
的文化名词。

正如佛教翻译研究者赞宁所言：“翻也者，如
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也正
是这样的“文化改编”，赋予了回译工作特殊的乐
趣。从背面端赏这块 《堂吉诃德》 的“锦绮”，
或许能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
视角。

尽管作品已得到公众和学界的一致肯定，雷
林科对待翻译工作仍保持一颗谦虚敬畏之心，希
望能有更多时间慢慢打磨自己的译笔。这份对中
国古典文化的热忱也深深感染着她身边的人，她
的不少学生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讲师）

从十月文学院本部佑圣寺到梅兰芳大剧院，
再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十月文学月开幕式
的场地越来越大，汇聚的文学界和文化界朋友也
越来越多。作为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支持，北京出
版集团承办的一项品牌文学活动，第七届北京十
月文学月以“文学新时代·人民新史诗”为主题，
自 9 月初开始，通过近百场优质文学活动，为北
京和全国乃至海外的文学爱好者奉献出一场精彩
纷呈的文学盛宴。

9 月 22 日的本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现场，
迎来了人民艺术家王蒙。尽管已到耄耋之年，但
他一直心系青年作家成长，捐出自己的稿费扶持
文学新人，“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应运而生。
该计划每年选出2至3名在过去一年出版或发表重
要作品的 40 岁以下青年作家作为“年度特选作
家”予以扶持。首届 （2021-2022） 入选作家是孙
频、渡澜、郑在欢。从王蒙和铁凝手中接过特选
作家证书、奖杯，青年作家郑在欢激动万分：“我
始终相信，文学是有光芒的，讲述是有力量的。
我会继续写下去，把值得讲述的故事讲给更多的
读者——为了文学所带来的那些或大或小的改
变，为了把暖意和亮色带给更多人。”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学创作一直领
风气之先和风气之新，一大批作家作品星光熠
熠，在不同时期闪耀中国文坛。如何塑造新时代
北京形象，是本届十月文学月“新时代·新北京·
新文学”北京文学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在 9 月
21 日的论坛活动现场，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作
家、青年评论家齐聚一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清华注意到，新时代的北京书写中，自觉聚焦北
京历史文化、当代改革发展经验的写作正在增
多，同时，聚焦重大主题写作风头正劲，一批自
觉以新时代北京书写为己任的青年作家正在茁壮
成长。特别是一大批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90
后”青年作家的写作，呈现出奇异多彩、风格多
元的特点，为新时代北京故事增添了全新要素。
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认为，把熟悉的东西重新变得
陌生是作家的工作。新时代北京书写要通过文学
的描绘，重新把动词、名词、形容词里面本来就
蕴含的巨大力量激发出来，而不是让它变得概念
化。“这是从技法、手法、叙事上对作家提出的新
挑战和新任务。”“90 后”
青年作家李唐是北京人，
他从自己居住的劲松地区
入手，挖掘这里的前世今
生，写出了一部以 1918 年
五四运动前夕为背景的长
篇小说 《上京》。李唐说：

“2019年我才第一次尝试北
京题材的写作，因为之前
没有找到书写的切入点。
写作者都知道北京是一个
历史时空叠加的城市。北
京城可能并不只有一座，
而是有许多座，它们相互
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如今
北京的样貌。”

北京也是国际交往中
心 ， 用 文 学 讲 好 北 京 故

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十月文学
月期间，2022“北京作家日”启动，助推北京文
学走出去。围绕“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
作家，与世界对话”主题，活动邀请北京作家和
来自世界十余个国家的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的
代表，通过“译·北京——世界的北京文学”“阅·
北京——汉学家分享北京故事”“读·北京——北
京作家朗读名篇名作”“访·北京——作家与汉学
家体验北京”等活动，采用 24 小时大联播的形
式，助力更多优秀北京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十月
文学月期间还举办了“文学之桥连五洲”诗歌朗读
活动暨首届全球华侨华人青少年征文活动以及作
家阿来“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云中记》阿拉伯
语版签约仪式。

本届十月文学月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节日，一
系列大众文化活动点亮市民文化生活。“北京红色
地标经典作品大家读”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穆斯
林的葬礼》 复刻手稿及版本展、《林徽音先生年
谱》 分享会、万方 《乖呀乖》 新书分享会、张莉
主编新书 《散文中的北京》 首发式等，让京城文
学气氛日益浓厚。

本报电 （记 者杨鸥） 近 日 ，
《民族文学》 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在
京举行。

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民族
文学》 杂志，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创刊
至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作
品，培养了大批优秀少数民族作
家。《民族文学》 还填补了一些少
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的
空白。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
中说，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少
数民族文学别具斑斓异彩，各领馥
郁芬芳，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伟大祖国铿锵

前进的步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
断繁荣发展。40 年来，《民族文
学》 积极培养、壮大我国少数民族
文学队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
兴盛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经
由 《民族文学》 这一平台，优秀的
少数民族作家一批批、一代代成长
起来。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进入了各民族读者的心灵和记忆
之中。

《民族文学》 主编介绍了该刊
的工作概况。目前，《民族文学》
已有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维
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在内的
6 种版本，在世界文学期刊中独树
一帜。

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

打造城市文学金名片
张鹏禹 黄雨寒

雷林科——

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
周思蕊

雷林科——

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
周思蕊

近日，中宣部“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
数据：2021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
览 3.6 万场，教育活动 32 万场，接
待观众近 8 亿人次。如今，观展已
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的
文化潮流，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经
常可以看到观展打卡的分享和围绕
展览的讨论。

对大众来说，周末或节假日，
不论是自行前往，还是约上三五好
友，看一场展览、拍几张照片、分
享观展体验，无疑能够褪去生活的
疲惫，感受文化带来的心灵愉悦。
尤其是在一些特展上，还能与平日
难得一睹真容的稀世珍宝相遇，其
震撼不言而喻。比如近期国家博物
馆的“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
展”，就展出了祭拜玛尔斯、维纳斯
和西尔瓦诺斯的圣坛，胜利之翼等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
珍贵文物。同时，对博物馆、美术
馆等文化场馆来说，展览也是让自
身藏品或研究成果服务大众，让文
物活起来、让艺术品动起来的重要
途径，有助于提升公众文化素养、
营造文化氛围、增强文化认同。但
倘若观展仅止步于拍照打卡，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似乎有些流于形
式。在打卡之余，更应静下心来，
沉浸到展览内在的文化语境，充分
调动自身知识储备和生活阅历，与
人类文化艺术瑰宝展开跨时空对
话，洞见展览背后的文化内涵。毕
竟 ， 光 是 拍 几 张 照 片 、 做 几 段
vlog，走马观花，对不起那些远道
而来难得露面的展品，还有为之操
劳的工作人员。

观展之时，更应把重心放在见
识的增长和心灵的触动上。在博物
馆，通过近距离接触展品，让历史
故事静静流淌在我们眼前，能更加
感受到生生不息的历史和绵延至今
的民族精神，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精华和世界文明的精彩充盈我们的
精神世界。在美术馆，通过直面艺
术作品，欣赏不同门类、不同流
派、不同时期的艺术表达，揣摩艺
术家们以画笔、相机、装置等呈现
的敏锐观察和独到思考，可以从中
收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认识。

要想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适

当做些功课必不可少。观展前，先
“预习”一下展览涉及的历史文化知
识、艺术常识，在观展时更容易激
起内心共鸣。观展时，要读懂“展
厅语言”，展陈单元的设置、展厅布
局、展品介绍、语音讲解等都是帮
助我们更好看懂展览的有力助益。
现在大多数展览都会设置明确的主
题和线索，并配以各种辅助手段方
便观众理解。比如2019年尤伦斯当
代艺术中心举办的“毕加索——一
位天才的诞生”展，以不同单元呈
现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每件展品都
有相应的语音导览，帮助我们走近
艺术大师。看完展览，用心回味、
读读展评，或是找来相关书籍、纪
录片看看，都能增加观展的获得
感。笔者去年在中华世纪坛看完

“从库尔贝、柯罗到印象派——来自
法国诺曼底的光影世界·真迹展”
后，就趁着展览激发的兴趣，找来
几本关于西方美术史、印象派的书
籍阅读，在匆匆遇见之后对印象派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观展获得的内心愉悦，远不是
社交媒体上的几个点赞或是几篇帖
子带来的流量所能承载的。当我们
全身心投入到展览的文化语境中，
看到的是展览背后所蕴含的浩荡历
史、灿烂文明，收获的是思接千
载、视通万里的物我交融。

观
展
心
须
至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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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9 月 19
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典
亮世界丛书”发布会在北京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举办。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
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提出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
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十五个重要启
示。围绕这十五个重要启示，国际
儒学联合会与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
了“典亮世界丛书”。丛书基于文明
点亮世界、照鉴未来的理念，从浩
如烟海的中华古籍中精选与“十五
个重要启示”密切相关的典文，进
行节选、注释、译文和解析，赋予
其新的涵义，帮助海内外读者更好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
值，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
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
道造福人类。

发布会上，国际儒学联合会
和人民出版社还联合向中国国家

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
版本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单位赠书。

“典亮世界丛书”共 15 册，包
括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天下为
公 大同世界》《自强不息 厚德载
物》《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为政以
德 政者正也》《革故鼎新 与时俱
进》《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经世致
用 知行合一》《集思广益 博施众
利》《仁者爱人 以德立人》《以诚
待人 讲信修睦》《清廉从政 勤勉
奉公》《俭约自守 力戒奢华》《求
同存异 和而不同》《安不忘危 居
安思危》。

“典亮世界丛书”发布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民族文学》庆祝创刊40周年《民族文学》庆祝创刊40周年

雷林科雷林科

雷林科译《牡丹亭》 雷林科译《文心雕龙》 雷林科译《魔侠传》

启动仪式现场演唱十月文学月主题曲《书香十月》。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