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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中国文化求索路其修远兮

今年，西内迪诺的《南华真经（庄子）内篇——
葡语解析》 在巴西付梓出版。在该书的编译过程
中，他眼前时常浮现出儿时记忆中的庄子形象。
他的父亲虽为地道的巴西人，却对东方文化颇感
兴趣，家中也不乏中国书籍，这份机缘使他在未
满10岁时便接触到道家典籍与相关图书。在亲近
东方文化的家庭氛围中，他潜移默化地获取了关
于庄子的初步认识。庄子以逍遥自在的方式去理
解存在和追求人生幸福的精神气质，吸引着少年
时期的他探求心灵的自由。

尽管如此，中国与巴西毕竟相隔甚远。西内
迪诺原以为，中国对他也许会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神秘国度。不曾想，及至而立之年，他在巴西利
亚结识了其时正在当地执教的胡续冬等一群年轻
的中国人。与他们在一起感受中国音乐、电影、
烹饪，使西内迪诺逐渐领会中国式的行为准则和
思维方式，亲眼见证和体悟到中国和谐人际关系
的力量，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自此，他获得
了自己钟爱并乐于频繁使用的中文名字——沈
友友。

其后，他与一次短期的中国文化之旅不期而
遇。2005年，他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中国文化实地
考察课程。在甘肃，参观了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格
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和兰州的西关清真寺；在福
建，登上了泉州的清源山，观瞻了老子像和弘一
大师的舍利子；在北京，游览了胡同里弄和老房
子，造访了道教圣地白云观，欣赏到道教音乐和
道侣们踩着踏罡步斗的身姿。这些都令他甚为震
撼，对中国文化更为痴迷。

这次中国之行是促发他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
的重要契机。自此，他毅然决定留在中国，立志
以自己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投身于学习中文、研读
中国文学经典、探究中国文化精华。为此，他参
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佛学高级进修班，
赴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中国
人民大学获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他也注
重走出学术象牙塔，到中国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
当下生活状况。他还善于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
传承者为师，悉心学习佛家、道家、中医和书画
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的深
厚沃土中，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而终有所成。

用中葡双语阐释中华典籍

如今，西内迪诺已然成为葡语世界首屈一指
的汉学家。他成功跨越了中葡两种文化和语言之
间的障碍，从原文入手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娴熟自如地使用中葡双语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葡语杰出摆渡者。

他深入探究中华传统美学与文艺等问题，从
具体文学典籍与文论经典入手，刊发了 《殊途同
归：古代文艺论与经典传统》《中国古代的音乐艺
术：一种思路》《自我表现与自由的可行性：竹林
七贤的实例》 等多篇文章。同时，他还立足自身
的跨中葡双语实践，针对中国文化经典葡译过程
中的难题，发表了 《毛诗 〈大序〉 翻译与阐释》
《 〈汉 书 艺 文 志〉 诸 序 译 评》《陆 机 〈文 赋
论〉：葡译及初步的探讨》等文。

在西内迪诺看来，只有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的原语境中，方可对其予以深入理解，也才
能更好地将这些典籍译为葡文。为此，他系统学
习了汉字古音知识，掌握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的语法规律差别，继而研读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文本，并深入了解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阐
释与传播历程。

自 2012 年至今，他经过 10 年磨砺，已在巴
西、葡萄牙等国相继出版了 《论语——葡语解
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葡语通释》等多部
中华典籍编译本。

西内迪诺的 《论语——葡语解义》 注重遵循
古代汉语原文的用词、语法、风格规律进行译
介，采用通俗流畅的葡语评介孔子的生平和思想
世界。这是首部由古代汉语直译为葡语的中国文
化经典，也是迄今唯一一部附带详尽解读的 《论
语》 葡译本，为葡语读者提供对 《论语》 原文最

“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和最贴近中国思想传统的
解读感悟。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葡语通释》 恪守
“一个字，一个意思”的译介原则，不仅开辟了将
《道德经》从古代汉语直译为葡语之先河，而且还
是葡语世界首个翻译并研究河上公注释的译本。
该书引导葡语读者体悟 《道德经》 的深邃玄妙和
广博精微，进而助益其理解该典籍在中国早期思
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他编译出版的《论语》《道德经》葡语版本
都是有着600多页的“大块头”，但却在葡语世界
深得读者青睐。这得益于他凭借自身厚重积淀，
围绕儒家、道家文化展现中华文化辉煌历史的出
色译介工作。

期待中国文化更好走进葡语世界

葡语世界长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理解与接
受中国文化对其而言并不容易。同时，由于大多
数巴西汉学家不懂中文，他们译介中国文化通常
需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转译资料，这难免造成中国
文化在葡语国家传播中的衰减和失真。尽管如
此，西内迪诺仍对中国文化在葡语世界的传播前
景持积极态度。他认为，让操葡语者直接接触中
国文化思想并非上策，而是应先尽可能为他们提
供基础的中文训练，如此可更为便捷地引导其逐
渐了解中国语言所倚重的文化根基。

言及中巴文化交流，他认为两国之间的文化
互动前路光明。在他看来，目前巴西在中国语言
教学与文化推广等层面渐有成效，已有近10所孔
子学院。此外他还多次建言献策，呼吁中国方面
能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巴西大学生特别是研究
生，提供到中国留学读研的便利条件和奖学金支
持，从而培养更多掌握中文的汉学专家，以发挥
他们在葡语世界里的中国文化使者作用。

推动中国文化更为深入地走进葡语世界，是
西内迪诺始终追寻的目标。他提出，应先精准把
握普通巴西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所在，有的放
矢地予以推广。比如，太极拳等武术项目较为契
合喜爱体育运动的巴西民众的需求；当代中国电
影在国际影坛声誉日隆，在巴西也形成了日益壮
大的观众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典籍凭
借多元且丰厚的文化蕴涵，延拓了葡语民众的精
神层面，近年来相关受众激增。由此，他建议不
妨以这些为切入点，由浅入深、从俗到雅逐渐推
动中国文化在葡语世界落地生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必将给葡语
世界带去富于启示意义的文化体验与思想碰撞。
对此，西内迪诺充满期许。他坚信，以和合包容
思想为内核的中国文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过程中，定能更深更远地走进葡语世界，并在
持续对话中形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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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近日，“同一个家园”民族传统音乐演出及互动体
验在线上举办。活动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邀请“家园
计划”举办。“家园计划”为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
会打造的“中华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计划”重点项目。现场，塔吉克族、维
吾尔族、侗族、彝族和蒙古族的歌手们以特有的民族传统音乐带观众赴一场
独特的民族文化之旅。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进的精神风貌在这里表现得
淋漓尽致。

活动中，歌手们向观众介绍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名册） 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
族呼麦歌唱艺术、侗族大歌，以及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火把
节、塔吉克族民歌、塔吉克族婚俗等项目，还展示了他们手中的富有民族风
情的演出乐器：马头琴、手鼓、热瓦普、牛腿琴、过山大号等。

本场活动在“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推出，并
由“道中华”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点击量近 3万次。不少观众纷纷在线上留
言：“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的魅力”，“歌声带我们飞遍了祖国大美河山”，“中国
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合并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直播内容及部分精
彩片段还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多语种网站及海外账号播发。

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爱心大使、云南省级非遗项目“彝族大帮腔”传
承人阿朵故烈 （右） 和彝族音乐人高洪章在活动现场表演。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供图

构建“幸福中国”是百姓的热
切期待，也是政府的工作重心。正
在热播的系列纪录片《这十年·幸福
中国》是对这一主题的生动写照。

“沈燕芬五姐弟”投身新农村建
设，赢得了创业与亲情的双丰收；

“孝警阿特”借助网络力量，优化了
孝感市的法治环境；“赵小儿夫妻”
从事特色旅游，化身为 《富春山居
图》 的“画中人”……作为一部主
旋律作品，该片秉持“小人物、真
英雄、大情怀”的创作理念，别出
心裁地将叙事焦点定位于“人民的
幸福感”，通过记录各界人士的奋
斗足迹与收获，表现他们对民族复

兴的责任感以及由此所体验到的幸
福感。

同时，该片对人物的活动空间
也作了颇有韵味的观照，如奇妙的
智能工厂、优雅的时尚都市、惬意
的山水田园等，都映射出“这十
年”的奋斗步履，以及“幸福中
国”正在由蓝图转化为现实的动人
景象。

本片在叙事结构和美学意味上
的另一大亮点是围绕“幸福中国”
的梦想与现实，将当下建设成就与
古代先贤情怀进行有机交织，营造
一种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氛
围。在每集开头，编导采用 XR、

AI、分屏等手法，分别让演员模拟
孔子、屈原、张骞、李白、贾思勰
等先贤发出“幸福之问”，然后再以
若干现实案例予以有针对性的回
应，借此铺陈出一幅幅“胸怀苍
生”的追梦长卷，也铭刻一条条

“造福桑梓”的圆梦足迹。
纪录片《这十年·幸福中国》既

是对“追梦者”的真切再现，也是
对“中国梦”的诗意抒写。这种从
微观案例到宏观意涵的揭示与升
华，映射了艺术创作理念的迭代，
强调了“人民至上”观念的价值，
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值得
借鉴的新范式。

本报电（记者赖睿） 2022“在新时代的现场”当代文艺评论苏州论坛日
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江苏苏州举行。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江苏省文联、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叶青、李明泉、傅道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于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等5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与文艺评论的使命担当”，从不同角度发表主旨演讲。在分论坛上，
参会嘉宾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与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影视戏剧评论
助力推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江南文化精神与当代视觉艺术等议
题展开讨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表示，举办此次论坛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文艺评论家要明确职责使命，坚持正确导向，提高
能力本领，以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健康繁荣发展。

巴西汉学家乔治·西内迪诺——

越深入中国文化越感到幸福
胡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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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这十年·幸福中国》的美学意涵
郑俊辉

2022“在新时代的现场”
当代文艺评论苏州论坛举办

弹指一挥间，乔治·西内迪
诺远渡重洋从巴西来到中国旅
居，已达17年之久。他将自己
漫长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视
为自我思想与人生的重构，是
朝有着“异国情调”的中国的
深拓。对他来说，钻研中国语
言文化愈持久深入，愈因沉迷
其中而倍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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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西内迪诺译著的部分作品。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乔治·西内迪诺译著的部分作品。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纪录片 《这十年·幸福中
国》海报。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舜
达、段菁菁）“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庆
典仪式 12 月 18 日在浙江杭州
举行。仪式上发布了《迈向可
持续发展新未来——“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
护传承杭州宣言》，寓意入选
人类非遗是该遗产项目保护发
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共
同开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保护的新篇章。

据介绍，宣言由“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
护工作组的 47 个成员单位共
同发布，提出将做好激发代际
传承活力，促进传承发展；扩
大实践范围，拓展实践空间和
实践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弘扬当代价值；完善保护机
制，深化互动协作；持续监测
该遗产项目的潜在风险并妥善
管理等5个方面工作。

其中，包括以入选人类非
遗为契机，拓展民众对茶文
化、茶相关知识的认知，开展
多样化实践；在“国际茶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民饮
茶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吸引
民众最大程度参与体验，凸显

“茶为国饮”，增强文化认同，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
内容。

浙江作为“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牵头申报
省份，于 12 月 1 日至 19 日，
举办“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宣传展示主
会场活动。该活动由文化和旅
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杭州市人民政
府承办，活动以杭州为主场，

浙江多地联动，举办丰富多样
的“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
题庆祝活动。

18 日当天，还举办了“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保护论坛。论坛就茶与美
好生活、非遗保护与商业利用、
非遗传承人才培养、非遗传承
中的女性角色、茶与文化认同、
茶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分享等
多个角度开展交流对话。

赴一场民族文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