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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 月 25 日给外文
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在外文出版社
成立 70周年之际，向全社员工致以诚
挚问候，对外国专家们予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各位专家来
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都
热爱中国、喜爱中华文化，为中国对
外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
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
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

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
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
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今
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
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习近平表示，各位专家长期在中

国工作，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特
点、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理解。希望你
们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用融通中外的
语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
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为

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沟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外文出版社成立于 1952 年，是新
中国成立最早的对外出版机构。70 年
来，外文出版社用 40多种文字翻译出
版了 3万多种图书，包括领导人著作、
党政文献、国情读物、文化经典等，

全球发行超4亿册。近日，外文出版社
的5名外国专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
述了参与翻译出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等图书的深切感受，表达了从事
让世界读懂中国工作的自豪心情。

——摘自《习近平
回信勉励外文出版社的
外国专家 为促进中国和
世界各国交流沟通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贡献》

（2022 年 8月 27 日
《人民日报》刊发）

“我叫阿里·萨贝特，来自埃及。”一段流
利的中文介绍，让人印象深刻。

埃及人阿里·萨贝特从事过 《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新时代的中国能源
发展》 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阿拉伯
语版的翻译工作。对阿里来说，学习汉语的过程
并不轻松。

2003年，阿里打算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就读
中文专业，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告诉我，报纸
上介绍过，常用的汉字就很多。不如去学英语或者
法语，或许更容易些。”阿里说，“但我想，既然中
文如此难学，为什么不能试着挑战呢？”

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不仅汉字难学，汉语
的发音也难记。好不容易学会了发音，语法和句式
又成了难题。”阿里告诉记者。

虽然困难重重，阿里却始终热情满满。为了
学好汉字，他没少下功夫。走在街上，看到车窗
上有灰尘，他都会凑上前练几笔；为了练好发
音，他跟着教材一字一句模仿，再用录音机纠

正，调整语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阿里顺利毕业，凭

借扎实的中文功底，获得了一个来到中国工作的机
会。“以前我看过一些描绘中国的西方电影，影片
中展现的是一个古老而贫穷的国家。”阿里坦言，
尽管深爱中文，也渴望多了解中国，但在出发前，
他还是有些担忧。

随着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阿里的担
忧烟消云散了。“从机场一出来，看到的北京，其
实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

“因为掌握中文，我获得了许多工作机会，让
我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在中国这些年，阿里在
多个行业摸爬滚打过，直到加入外文出版社，他才
真正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为连接中国与埃及
这两大文明古国的沟通桥梁。

“在外文出版社，我主要负责中国政府白皮书
的阿拉伯语版翻译及审校，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很
有意义的工作。”阿里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阿拉伯国家可以

借鉴这些成功经验。
翻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轻松。

阿里说，外国读者对等中文术语并不了解，怎样用
简短的表述把这些内容讲明白，自己和同事们费了
不少心思。

每次遇到新术语，他都会仔细研读材料，准确
理解中文含义后，选择合适的阿语表达，并请教埃
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判断这样的表述是否到位。

“我们经常就译文展开讨论，直到所有人认为译文
与原文的含义完全一致。”阿里对记者说，“翻译
中文，就像工程师盖楼，打牢地基要花费很多时
间，但建成的楼房会更加坚固，文字也能经得起
推敲。”

“学习中文，为我带来了体面的工作与幸福
的生活。”在中国待了 14 年，阿里与中国姑娘结
婚生子，把家安在北京，把根扎在中国。每逢闲
暇，他最爱的就是逛北京城的老胡同，看阳光照
耀下老院墙上斑驳的树影，看偶尔经过的三轮
车慢悠悠地骑行。他喜欢这份宁静和悠然。

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翻译
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

让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
本报记者 严 冰 叶 子 刘乐艺

有这样一本书：在利马国际书
展、新西兰中国主题图书展、中国
香港书展等国际重要书展上，它被
重点展陈；在美国东风书店、英国
光华书店、法国凤凰书店、日本内
山书店等多国书店里，它被放在醒

目位置；在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和
普通百姓看来，它是了解中国的首
选读物。这本书就是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英文、法文、俄文、阿拉
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
文 、 日 文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的多语种版本，均由中国外文
出版社出版。

在外文出版社，有一群外国专
家：他们来自全球各地，有着不同
的文化背景，但都热爱中国、喜爱
中华文化，以同样的热忱和匠心，

从事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让
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

今年是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
本报采访了社内的几位外国专家，听
听他们讲述如何用融通中外的语言、
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藤蔓爬满窗棂，沁着幽幽绿意；书籍摆满书
架，散发阵阵书香……9 月 6 日，北京市西城区百
万庄大街 24 号，外文出版社的一间办公室里，66
岁的大卫·弗格森正戴着眼镜，埋头研究一份翻译
材料。一抬头，窗外已洒满落日余晖。

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是外文出版社的荣
誉英文主编。过去十多年来，大卫的工作日都是像
这样，在繁忙的案头工作中度过。每个工作日早晨
8点半，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外文出版社，下班时间
则要依据当天情况而定。认真负责的他，有时还会
把工作带回家继续研究。

“2006年我来到中国，至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16年，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来中国前，他做过
25年咨询顾问，也在传媒公司负责过节目策划和媒
体运营。因为与中国妻子喜结良缘，他来到中国开
启新的人生。

作为一名“东北女婿”，初到中国时，大卫先
是在妻子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生活了两年。2008
年他成为中国网的一名记者，到中国各地采访，
收集写作素材，对中国的了解与日俱增。自 2010
年起，大卫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作者和英文

改稿专家。
“我希望能传递关于中国更真实、更准确的

信息，纠正那些不实的报道。”大卫说，来到中
国后，他发现一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很多报道
都是假新闻，它们并不了解真相，因此发布的一
些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这让他很生气。中国的
发展进步，生活在中国的大卫深有体会，因此，他
决心要帮助外国读者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立体可
感的中国。

大卫举例说，在吉林市这个北国江城，松花江
穿城而过，他最喜欢沿着河滨跑步健身。这些年
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健身步道也越
建越长，5公里、10公里、15公里……他的跑步里
程也随之增长。更重要的是，清洁能源的广泛使
用，使得空气质量非常好。在户外健身时大口呼
吸，令他身心舒畅。其实，中国许多城市都环境美
丽、生活惬意，而一些西方媒体对这方面的批评显
得“非常愚蠢”。

《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水韵江
苏》《生态北京：绿韵新城》《南通故事》《发现苏
州》……这些年来，大卫撰写了多部介绍中国城市

的作品。随便翻开一本，他都能向记者回忆当时实
地调研采访时的趣事，滔滔不绝。这些书籍，也受
到外国读者的喜爱。

作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之江新语》 等图书的
主要英语改稿专家，对待翻译工作，大卫始终一
丝不苟。

为了让翻译后的英文表述更加符合西方读者
的阅读习惯，每一个单词，大卫都要反复打磨。
很多次，仅仅就是一个介词，大卫也要苦思冥
想，就是为了能找到最准确的译法。像“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样的经典表述，大卫和同事们竭尽所能，就是为
了让不熟悉中国话语体系的外国人，也能明白其中
的深刻涵义。

在同事们眼中，大卫工作严谨，兢兢业业，经
验丰富，对中国话语体系越来越熟悉。多年来，大
卫积累了丰富的对外翻译出版经验，获得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会林文化奖等奖项。2021年，大卫荣
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说，能够为向世界说明中国
这样崇高的事业出一份力，他备感光荣。

“传递关于中国更真实、更准确的信息”

“打开一扇深入了解中国的窗口”

浓密的络腮胡子，热情的笑容，令人没有一
丝距离感。这是记者见到外文出版社德语部改稿
专家李博瀚的第一印象。德国人李博瀚先后参与
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挑战与应
对：迎难而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

“一带一路”》等图书德文版的翻译改稿工作。
“我从小就觉得中文很神秘，对我的吸引力很

大。”从 1992 年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学习中国语言
文学算起，今年49岁的李博瀚，已经和中文打了整
整30年交道。

1995年至1997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就读；2005 年，又去中国台湾，成为一名德语教
师；2010年，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
进修……李博瀚的“中国履历”非常丰富。

“从事翻译工作后，我打开一扇深入了解中国的
窗口。”2012 年，已返回德国的他与外文出版社结
缘，参与了多部德语图书的翻译。

尽管对中国语言文化相当熟稔，但最开始当翻
译，李博瀚仍有些吃力。他总结，中文表达简洁生
动，其背后的文化博大精深，藏有不少翻译难点。
在为外文出版社第一次翻译书稿 《汉语习语趣说》
时，李博瀚就遇到了难题。

“像‘对牛弹琴’这些词，如果仅做到字面直
译，德国人恐怕很难理解成语的真实含义。”李博瀚
说，起初，对于直译成果，他并不满意，总觉得这
样的文字不再“原汁原味”了。

怎样能不悖原文，又使译文易懂？李博瀚反复
琢磨，决定在直译的基础上，给“对牛弹琴”等成
语再补充一个意义相近的德语词，作为对照解释，
便于德国读者理解。

“ 《圣经》 里有一个‘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的俗语，这与‘对牛弹琴’的含义近似。”李博瀚解
释，将珍珠丢在猪身前，猪不但不知珍重，反而会
践踏在脚下。“这都告诫我们，不要对不讲道理的人
讲道理，不要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

“此外，像‘各扫门前雪’可以借用德国习语
‘在自己家门口扫地’的解释，德语中的‘有志者，
必有出路’能表达出‘有志者，事竟成’的意思。”
李博瀚介绍，为了找到合适的德国俗语作为匹配，
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有 7 万字的图书 《汉语习
语趣说》，他足足花了3个月才翻译完成。

跨越语言障碍，感受文化魅力。翻译中文的这
几年，李博瀚乐在其中。在他看来，相比于自己撰
写中国题材的作品，翻译中文著作更有价值，有助

于读者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不断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守正创

新，给我印象深刻。”他举例说，屈原的诗句“长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体现了古人的爱民、
忧民之思，现在中国高度关注民生问题、重视增进
民生福祉，就是对民本思想的当代阐释。“中国的
传统和现代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值得全世界
关注。”

两年前，李博瀚回到心心念念记挂着的中国，
正式入职外文出版社。时隔 8 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
地，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耸立，高
铁飞驰，尤其是到哪里都可以使用便捷的移动支付。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这是李博瀚眼里北京的
最大变化。身为跑步爱好者，令李博瀚惊喜的是，
如今整个城市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周末一有时
间，我都会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我非常喜欢
那里的设施与环境，让人心情舒畅。”

休息日享受生活，工作日勤勉工作，一直是李
博瀚的人生信条。“目前，我的主要任务是翻译一
些政府文件等。”他期待未来能涉猎更广泛领域的
书籍翻译工作，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贡献智慧
与力量。

“翻译中文，就像工程师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