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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老两国
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以来亲仁善邻。从南宁“六七”
学校到中老友谊公路，无不讲述着两国休戚与共、守望
相助的友好历史。近年来，中老两国积极推进多领域深
度合作，推动中老友谊不断迈上新台阶，通过越来越紧
密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文明互鉴、加深相互了解。

图书互译让文化交流更深入

中国与老挝山水相连，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
中老两国在图书互译出版领域的合作日渐加强。据介
绍，自2017年起，中方在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家连
续举办“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中国图书受到老挝读
者欢迎和好评。2012年，云南新知集团在老挝万象开设
华文书局，是老挝最大的华文书店，经营 3万余种中国
图书，涵盖文艺、社科、少儿、生活、科技、外文等 6
个大类，为老挝民众购买和阅读中国图书提供了便利。

2021 年 4 月，中老双方以交换文本的方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新闻文化旅游部关于中老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中老双方约定在未来 5年内，共同翻译出
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为两国读者和人民奉献更多优秀
精神文化产品。

近日，作为中老经典著作互译项目的首批成果，由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凯山·丰威汉
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三本老
挝经典著作已完成编译工作，标志着中老经典著作互译
出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三部作品是首次被翻译成
中文在中国出版，通过这三部作品，可以让中国读者更
深入地了解老挝的历史和文学，对两国文化交流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翻译团队负责人、老挝语翻译专家陆蕴联教
授说：“这三本书的翻译难度都比较大，例如《昆布罗王》
涉及大量的老挝古代神话传说与朝代故事，长篇小说

《两姐妹》里也包括很多史实需要考证。经过查阅大量资
料，加上老挝朋友的帮助，这三本书最终才能顺利翻译
完成。相信它们对中国读者了解老挝的历史、文学和社
会都会有很大帮助。”

青年互动让文化交流更生动

张志和的《渔歌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梁启超的《少年中
国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装扮一新的老挝国
立大学礼堂中，来自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的34名学生登
台诵读着一篇篇经典中文诗词。他们神态认真、饱含深
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这些中文名篇的理解。这
是老挝举办的首届“端午诗会”。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粽子品尝区、中国旅游宣传品领取
区。大家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美味的粽子，感受中国的
传统节日习俗，一边翻阅琳琅满目的旅游宣传品，欣赏
中国的大美风光。“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了解了中国端午
节的起源，学习收获了很多。”老挝国立大学学生蓬提说。

老挝国立大学副校长宋占表示，老挝“中文热”一
直热度不减，中文教育已被老挝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相
信本次诗会的成功举办，将让学生们更直观地感知中
国，激发他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竞争激烈的“汉语桥”比赛、已被不少中小学列入
课程的中文教育、两国之间的多种青年交流互动……不

同的文化和语言从来不是交流的障碍，在不断的相互沟
通和交流中，两国青年作为最活跃、最有生气、最有创
造力的群体，凝聚着深厚的情谊。这些熟悉两国文化和
语言的青年人，也将成为两国友谊的使者，为中老友谊
再续华章。

让更多人共享文化成果

在老挝丰沙里省本岱县普桐村，一场中国电影正在
露天播映。小朋友们席地而坐，村民们的掌声不时回荡
在小山村的夜空。专程从其他村寨赶来的坎潘大叔深感
不虚此行：“在山里能看上一场电影实在不容易。中国电
影很精彩，这一趟来对了！”

为老挝民众带来欢声笑语
的，是“露天电影院——中老优秀
电影巡映”活动。该活动始于
2017 年，由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与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共同指导。
巡映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热
烈欢迎。不少生活在老挝山区的
民众都是第一次看电影，通过

“露天电影院——中老优秀电影
巡映”活动，他们得以感知中国、
了解中国、亲近中国。老挝新闻
文化旅游部电影局局长坎袍·万
纳冯表示，“这项活动已成为增进
两国民心相通的品牌项目。巡映
活动为老中两国人文交流搭建了
平台，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创造了更多机会，深受老挝民众
的欢迎。”

而去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
铁路更是架起了一道两国间文化
交流沟通的桥梁。这条铁路北起
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全长
1035公里，不仅为地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更促进两国人民文化、生活交融相通，打
造了联系更为紧密的朋友圈。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初，中老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达 850 万人次。搭乘这条快车道，老挝琅勃拉邦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万荣美丽山水、万象众多名
胜古迹，中国西双版纳“泼水节”、普洱原生态茶园，成
为了各国游客旅游观光的向往之地，越来越多人在家门
口摆摊铺、开餐厅、经营民宿，昆明至万象朝夕可达的

“双城生活”已成为可能。
2019年 4月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签署

以来，中老双方凝心聚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
得丰硕成果。未来双方将持续拓展科技、教育、文化、
旅游、卫生、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俄罗斯青年汉学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俄
方院长马义德是当代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代表人物之
一。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戏曲研究，译著的中
国戏曲经典《琵琶记》于2015年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出版，在俄罗斯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是当代俄罗斯汉学
重要成果。

1999年，马义德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汉语
专业，师从汉学家马利诺夫斯卡娅。在师生见面会上，马
利诺夫斯卡娅以多年明代杂剧研究经验为基础，分析了
俄罗斯汉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并指出：“俄
罗斯汉学界在中国南戏研究方面存在着空白，被誉为

‘南戏之祖’的《琵琶记》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彼
得堡汉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汉学而言，翻译与研究《琵琶
记》的意义都十分重大，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在我的明代
杂剧研究基础上开拓中国南戏研究，这是我此生最大的
愿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马利诺夫斯卡娅得意门生的
马义德开始了《琵琶记》翻译与研究之路。

对 《琵琶记》 的翻译与研究贯穿着马义德整个本硕
博求学生涯，同时也是他最为珍贵的青春记忆。2001
年，他以国际交换生的身份来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到
北京后，还没顾得上去爬长城、游故宫、吃火锅、赏颐
和园，他就一头扎进国家图书馆去搜寻查阅 《琵琶记》
的相关资料。

马义德回忆道：“虽然北京的美食美景很有吸引力，
我也想和其他小伙子一样去体验享受北京生活，但我认
为《琵琶记》同样具有吸引力。我已记不清北京菜的味
道，但我仍记得在国家图书馆翻译不同版本 《琵琶记》
的场景，那是一段很充实的生活。”

马义德回到俄罗斯后，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琵琶
记研究特点”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并附录了 《琵琶
记》第一出到第四出的译文。在随后的学习生涯中，他
继续着《琵琶记》的翻译与研究工作。2009年，马义德
在博士论文中附录了《琵琶记》完整译文。从学士到博
士，马义德的青春时光与求学之路全部融入在 《琵琶
记》之中。

翻译 《琵琶记》 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义德努力
翻越了“意境与意象之难”“语言之难”“跨文化阐释之
难”等种种障碍。

在面对翻译“意境与意象”的问题时，马义德的第
二任导师、俄罗斯汉学家、唐诗翻译家谢列布里亚科夫
提供了不少帮助。在翻译唐诗时，谢列布里亚科夫会通

过着唐装、点香炉、听古琴乐曲、置办中式家具等方
式，营造出古长安的文化氛围，将自己引入唐朝的意
境、体会唐诗的意象，并助力唐诗翻译。

受此启发，马义德同样也竭尽全力模仿 《琵琶记》
作者高明所处的时代环境，深入体会中国美术和戏曲的
艺术之美，以此穿越时空，感受作者的创作意境与作品
呈现出的意象。

在语言翻译方面，中国古代戏曲常根据作品的曲辞
特点分为文采派和本色派，《琵琶记》的语言特色兼具两
派，翻译难度较大。为此，马义德研读了大量的同时期
戏剧作品与史料，寻找翻译依据与相关例证。

从跨文化视角看，翻译既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
行为，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如何向俄语读者准确、全面
呈现与阐释《琵琶记》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是翻译的重
点与难点。马义德通过对比东正教的教义内容与儒家文
化核心思想的异同，来使俄罗斯读者可以更好地接受

《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孝”“赵五娘的贤”与“张广才
的义”等行为。

马义德成功越过了 《琵琶记》 翻译的种种障碍，创
造了其学术生涯的奇迹，其译文质量得到了国内外学界
的一致好评。《琵琶记》的俄译之路，体现出的是俄罗斯
汉学彼得堡学派有序的学术传承，更折射出马义德十年
磨一剑的踏实精神。

当谈及俄罗斯彼得堡学派的未来发展时，马义德坦
言：“对此我既有担忧，也有期待。彼得堡学派拥有历史
悠久的汉学传统、完整且稳定的师承体系。虽然不是所
有人都能够沉下心来长期从事研究或翻译，但是让我欣
慰的是，总会有几个学生能够沉浸在美妙的中华文化研
究之中，并制定对中国经典进行俄译的计划。说实话，
我很期待他们的译著可以早日顺利完成。”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党的二十大报告号
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那么，优秀作品从
哪里来？从生活中来。
我们身为作家，必须在
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
路，体验五彩生活，广
览大千世界，这样才能
充分获取素材，为创作
优秀作品打好基础。

生 活 是 汪 洋 大 海 ，
素材俯拾皆是。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素材都可
以写进作品，应该对它
们进行提炼、挑选，精心
加工，使之升华。这个
过程，恰似“煮海为盐”。

上古时期，山东海
滨有一位夙沙氏，他用
陶器装海水煮肉，无意
间 发 现 了 盐 的 制 取 方
法。人们先是用煮器直
接煮海水，后来觉得这
样 费 工 费 柴 ， 改 用 灰
压、削土、水淋等方式
先制卤再煎卤水。南齐
张融《海赋》中有这样的
描写：“若乃漉沙构白，
熬波出素，积雪中春，
飞霜暑路。”这里说的

“漉沙”指削土、水淋之
法，“熬波”即是煮海。
如此便能制作出素白盐
晶 ， 让 海 边 出 现 春 天

“积雪”、夏天“飞霜”
之异景。

文学创作，也需要“漉沙构白，熬波出
素”。这是个艰苦的过程，也是必需的过
程。我从事写作 40余年，深有体会。我写

《缱绻与决绝》《经山海》等农村题材的长篇
小说，虽然因为出生在农村，且有基层干
部经历，拥有大量生活积累，却又不得不
在取舍与加工上下了很大工夫。我写传统
文化系列作品，阅读了许多经典，一次次
外出采访，最后也只能从中提取精华部分
予以表现。

从去年开始，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
《黄海传》，更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老盐工。

我在黄海之滨住了 30 多年，写作期间
面对黄海，感觉那 38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
域里满是我取之不尽的素材。关于黄海的
文献资料，堪称海量，我大量阅读，做好
案头准备。而后择机从黄海南端走到北
端，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八千里海疆
的历史遗迹、人文故事、生态之变、旧容
新貌，让我了解了许许多多。

占有了海量素材，到底该写什么？光
是制订 《黄海传》 大纲，就让我颇费脑
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知修改
了多少回，直到全书临近完成，又对某些
章节做了调整。这种提炼，不只是体现在
纲目上，更体现在具体内容上。为写一个
专题，翻阅所有资料与采访记录，一遍遍
听录音、看照片，才能决定让哪些内容入
书，并且尽量使之呈现得恰到好处。

这期间，我这个老盐工可谓蓬头垢
面、烟熏火燎。然而一天一天，都能收获
一些盐粒。“积雪中春，飞霜暑路”，熬了
一年，终于完成。

我们常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
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一个作家
的基本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经山
海》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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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推动中老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黄敬惟

马义德——

承师之愿，十年翻译《琵琶记》
李 佳

今年45岁的杨明金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
市一家轮胎店店主，也是一名公益电影放映员。24 年
间，他带着放映机，走进大峡谷的村村寨寨，为泸水市
50多万人次放映4500多场免费电影，在大峡谷里点亮电
影之光。

为了让听不懂普通话的傈僳族老人看懂电影，杨明
金拿着图纸研究了三个多月，通过涂磁技术，把汉语转
成傈僳语。他走村入寨根据村民喜好，播放不同类型的
影片，为山村居民带去知识和欢乐。

“电影让我的生活有了光，我希望这束光能照亮更
多人。”杨明金说。

图为杨明金在泸水市鲁掌镇登梗村安装幕布。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影报道

■ 文艺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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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顾晨洁在老挝教授中文课。 图片来自网络

▲《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
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中文译本
书影。

▲《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
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中文译本
书影。

▲老文 《昆布
罗王》原著。 ▲老文《凯山·丰

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
命事业》原著。

▲老文 《两姐妹》
原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供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供图

大峡谷的电影之光大峡谷的电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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