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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国是人生的新起点

林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芝加哥
人。受限于家庭条件，他从 15 岁起
就要每周工作 40 个小时来养活自
己，从小干过油漆匠、加油站临时
工、球童、家具修理工、售货员等工
作，靠着半工半读才勉强读完社区大
学和夜校。

在 1983 年的一个寒冷秋日，林
登前往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家中，准
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洗地毯。这位
教授刚从中国回来，他递给林登一面
中国国旗，请林登帮忙插到地图上的
北京。但林登感到尴尬的是，自己只
知道北京在亚洲，不太清楚具体位置。

教授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接
着请林登喝了一杯茶，给林登讲述关
于中国的故事。林登听得入了迷。

“你想一辈子都清洁地毯吗？”教授突
然问。林登否认，同时又有些沮丧。
由于家境拮据，林登家中从无任何旅
行话题，更何况是出国这样一笔巨大
的开销。一直在为生计发愁的林登，
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远方。

然而一个月后，林登在夜校里看
到一张展板，上面布满了各国的招生
广告。绝大多数广告是彩色的，图片
也很丰富，唯有一张海报颜色黑白、
没有图，上面只有简单几个字：留学
中国——提供奖学金。

林登拨通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并
递交了申请表。几个月后，并没有抱
太大希望的林登收到了回复——他拿
到了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林登
感到难以置信：“为何是我？你们确定

选对了人吗？”
对方回答：“布莱恩，我们选择

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劳动者，你可以
从这个机会中获益最多。你的申请书
感动了使馆的每个人。我们愿意给你
一个机会，一个新的起点。”

回望这段人生经历，林登感动不已，
认为这是自己得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扎根云南千年古镇

1984年，林登来到中国求学。在
此期间，他学习中文，主演了电影

《他从大洋彼岸来》，还做过摄影记
者。在北京期间，中国人对外国文化
的开放态度给林登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回忆自己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
医生和学生们上英语课的经历：“课余
时间，我会给他们播放美国电影，吸
引了很多人，教室外经常挤满了人。”

留学期间，林登还邂逅了自己的
一生挚爱瑾妮。他们都痴迷于中国传
统文化与建筑，这也是他们最常聊起
的话题。在林登看来，这个国家和这
里的人民，是他和瑾妮友谊和爱情的
源泉。

之后，林登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他与瑾妮先后游历
了全球上百个国家，同时也持续关注
着中国文化。

林登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非常少，“很多外国人只对中餐、武
术、熊猫有印象，或者了解一点皮毛”。

2004年，两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卖掉美国的房子，带着孩子来到
中国定居。“中国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对中国始终怀着感恩的心，希望能

为中国做点什么。”林登说。
他们希望找一座中国传统的老宅

子，修缮保护之后，作为中外文化交
流基地。为了这个目标，一家人在中
国游历了两年，从四川康定到浙江乌
镇，从广东开平到甘肃夏河，最后在
云南大理的喜洲古镇停下了脚步。

喜洲古镇是一座千年白族古镇，
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明、清、民国时期
的建筑群。白族“三滴水”门楼、

“三坊一照壁”建筑形制，雕梁画栋、
飞檐斗拱……在一片金色水稻田前，
他们寻到了一处“三坊一照壁”的白
族典型建筑，这里原是喜洲富商杨品
相的家宅，2001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

在林登接手时，这座古老宅院已
经年久失修。在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下，林登花了两年时间将它精心修
复，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本
鲜明的白族传统建筑风格。2008 年，
修缮一新的老宅正式对外开放，林登
将其命名为“喜林苑”。

林登有着一张典型的外国面孔，
他身材高大、鼻梁高挺、金发碧眼，
但同时却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
今，他扎根在喜洲古镇，致力于保护
和修复文化遗产。初到中国时，林登
是个“老外”，如今，村民们都喊他

“老乡”或者“林村长”，他对古建筑
保护、传统文化推广所做的努力，有
目共睹。

林登并未将目光仅仅局限在一座
古宅，而是关注整个村庄。他认为村
民们必须参与进来，这才是项目发展
的重点。他希望人们能在此体验生动
有趣的文化生活，比如做扎染、做喜
洲粑粑、参加丰收节……

同时，他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们，
为村里免费开设了“英语角”。每周
六晚，村里的孩子们围坐在小镇公园
的乒乓球桌旁，学习英语词汇，不少
人的父母、祖父母也会前来旁听。令
林登难忘的是，他们还曾为整个村庄
举办过一场音乐会。“英语角”的孩
子们学会了3首英文歌曲，在1000多
人面前进行了合唱演出。“我还能记
起他们带着毛茸茸的圣诞帽，尽可能
大声唱着 《铃儿响叮当》 的模样。”
林登说。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喜林苑”占地 1800 多平方米，
却只有 16 间客房，更多空间被用作
主题餐厅、咖啡厅、图书室、健身房
等。林登解释说：“我们想要创造更
多的公共空间，让客人在一起交流，
而不是待在各自房间里。”带着客人
逛喜洲古镇早市，学习制作喜洲粑
粑，到苍山茶园和茶农一起采茶，或

者亲手做一幅扎染作品……林登喜欢
带着客人一起体验当地的乡土文化。

“把喜林苑做成连锁酒店不是我
们的目的。”林登表示，如果只是为了
赚钱，可以把喜林苑的房价提高，也可
以增加客房，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
的初心就是搭建文化桥梁、促进中外
交流，让更多外国人感受中国魅力。”

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林登目睹
了城市与乡村的飞速变化，成为许多
变化的参与者，他将这些年的所见所
闻集结成书《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

在这本回忆录中，他详述 30 多
年来中国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生动
地展示着他个人对中国探索、认知、
融入的过程以及其间的情感变化。书
中还收录 50 余幅摄影纪实作品，林
登用镜头带读者回眸中国时代变迁中
的美好瞬间。

“ 这 是 一 封 写 给 中 国 的 ‘ 情
书’。”林登说，这封“情书”献给每
天都在改变和激励他的中国文化。

林登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
35年人生经历的故事，他的经历提供
了一个观察中国发展的入口，他对中
国的理解是一个感知中国文化的切
面。他希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让
更多的人认识一个真实、充满魅力的
中国。

（本文配图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
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23中国国际网络
文学周”在浙江杭州开幕，来
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
网络文学行业代表、专家、读
者等近300人参加。

中国作家协会在“2023 中
国国际网络文学周”期间发布
了 《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地区
传 播 发 展 报 告》（以 下 简 称

《报告》），总结了网络文学国
际传播发展情况，突出展示网
络文学在亚洲各地传播现状、
发展特点、传播路径等。

《报告》 指出，中国网络
文学已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
万 余 部 ， 海 外 用 户 超 1.5 亿
人，主要覆盖北美和亚洲地
区，亚洲地区市场约占全球
60%，其中东南亚传播效果最
好，约占海外传播的 40%。从
传播态势看，网络文学在亚洲
的传播总体上经历了 5 个阶

段：中文发表出版阶段、翻译
出版传播阶段、翻译在线传播
阶段、IP开发阶段、建立海外
生态阶段。主要以实体书出
版、翻译在线传播、IP转化传
播、建立本土生态、投资海外
市场 5 种方式进行传播。从读
者和作者构成看，亚洲地区海
外读者年龄多在35岁以下，95
后群体是阅读主力军，占比超
过一半。本科学历读者约占
60%，女性读者约占 60%。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
读者占比 80%以上。亚洲地区
本土化写作的海外作者年龄主
要集中在 25 至 40 岁之间，以
80后群体为主力，女性占比近
70%。

“2023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
周”期间还举办网络文学国际
传播论坛、中华文化“走出
去”座谈会、网络文学产业博
览会、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工作
协调推进会等活动。

本报电 （胡阳） 日前，在吉隆坡国
际书展上，中国主宾国活动区举行了“中
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成果发布仪式。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是由五洲
传播出版社和美国圣智出版集团于 2018
年联合发起的项目。近5年的时间里，双
方联手整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接力
出版社、安徽少儿出版社、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国
内十余家出版社优秀的儿童图书内容资
源，精选了中国最优质的原创内容，用
地道的语言、有趣的故事、精美的插画
带领全世界小朋友学习中文。

该文库所选读本均经过科学的中文
分级体系进行严格分类，共分为 10 个级
别，循序渐进地培养小读者的中文阅读
能力。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库共出版童书
373 种，此次发布仪式首次大规模集中展

示了项目成果。项目希望通过中国主题
童书的规模化、体系化出版，使中国童书
能在全球市场受到更多关注，让世界上更
多孩子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学习中国文
化，了解中国智慧，树立多元价值观，以更
全面更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作为该项目的
作家代表，在发言中表示，通过“中文
世界”儿童阅读文库项目，她的“绘本
珍兽馆”“绘本海洋馆”等多部作品实现
了海外出版，希望未来中国的万水千山
被写进、画进更多书里，成为中文学习
者喜闻乐见的阅读文本。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中文世界”儿童
阅读文库菲律宾文的签约仪式。项目中
180 种童书实现菲律宾文版权输出，与菲
律宾小朋友见面。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将
有更多种童书与菲律宾读者见面，为他们
打开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日前，随着最后一堂法语专
题翻译课落幕，中国文物和博物
馆笔译工作坊圆满收官。该工作
坊属于“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
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由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
语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
举办，青岛世界汉学中心、中国
文化译研网 （CCTSS） 承办。

本次工作坊聚焦“中国文物
和博物馆”主题，依托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青铜器、瓷器、书画、
服饰、饮食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
览，创新开设“中国文化课”“语
言翻译课”“展览文本翻译实践”
等三大板块，覆盖阿拉伯语、英
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日
语、波斯语 7 种语言，吸引了超
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 余名汉
学青年学者线上参加研修。

工作坊课程邀请了来自中国
国家博物馆的 7 位文博领域资深
专家、策展人，以及翻译领域的
12位中外资深专家，为学员们带

来了丰富多彩的主题讲座。
工作坊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现场设置了融媒体沉浸式直
播课——中国古代服饰专题课程。

为使学员们更加直观感受中
华服饰的锦绣华彩，中国国家博
物馆研究馆员王方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展览
现场开讲，带领汉学青年们身临
其境，了解、领略中国博大精深
的服饰文化。

课程中，王方为学员们生动
展现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审美取向
和穿着场景，系统讲述了中国古
代服饰的衍变历程，为他们呈现
出了一部立体版的中国古代服饰
简史。观展的汉学青年们相聚在
不同时空中，共同感受中国古代
服饰的风采。

“请问中国古代儿童服装有什
么特色？”“汉代节庆和平时穿的衣
服有什么不同？”“鹖冠这种帽子代
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哲学家鹖
冠子是因为喜欢戴这种帽子，所以
得名吗？”……互动答疑环节气氛
热烈，来自各国的汉学青年们踊
跃提问，王方则对提问一一进行
专业解答。

王方表示，中国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文
物能够作为领识之弓箭，中国文
物和博物馆笔译工作坊能够成为
汉学青年学者们了解中国历史的
钥匙、连通世界的桥梁，助力沟
通中西文明。

本次工作坊注重培养和提升
学员的翻译实践能力，在文博主题
文化课讲授、语言翻译课交流之
外，还特别设置展览文本翻译实践
环节。学员们对相关展览介绍的
选段进行试译，并由授课专家进
行逐一评审。

在青铜文物主题课程中，来
自欧亚大陆多国的俄语汉学青年
学者们表现活跃。来自黑龙江大
学的荣洁教授用几个视频片段向
学员们介绍了错金银云纹青铜犀
尊的器物用途和青铜制造工艺中
的“模”与“范”，让文物在学员
们心中“活”起来。课堂上，秉
持着译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的理念，师生相互切磋、推敲字
句。在讨论中，学员们对于“炉”

“鼎”“锅”的翻译各抒己见、思想碰
撞，最终精心打磨出一篇完整的青
铜器专题译文，让后母戊鼎、四
羊青铜方尊等多件珍贵展品在俄
语世界里焕发出动人的魅力。

本次工作坊中，汉学青年们先
悟“道”，后学“译”，在实践与互
动中切磋译技，深入了解语言文
化、风俗习惯的差异，探讨文物名
称翻译的特点，寻求文博领域的
可操作性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博
翻译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深入的
理解和体验。

来自意大利的优秀学员乔影
表示，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笔译工作
坊，通过课程学习和交流，掌握了
古代中国的新知识，学到了如何翻
译“文化空缺词”等新的翻译策
略，希望此类笔译项目能够一直
进行下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水
平不断提升。

据介绍，自2021年以来，工作
坊围绕中国文化、影视、文物和博
物馆等主题已成功举办 3 届。学
员们从中国文化课、语言翻译课上
充分感受了语言、文学与翻译的独
特魅力，为日后更加理解中国、翻
译中国、读懂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文
化基础。今后，工作坊计划吸纳优
秀学员参加相关翻译项目，为汉学
青年学者的翻译培养工作留下长
期的、延续性的成果，以“新汉学”
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人文精神，共同
谱写全球文明互鉴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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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种童书实现菲律宾文版权输出

中国童书亮相吉隆坡国际书展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永州陆港杯”2023年中国龙舟公开赛
（湖南永州站）在湘江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潇湘平湖段水域举
行，来自广东、福建、湖北、重庆等地的19支专业代表队和大
众组12支队伍参加了本次角逐。运动健儿们奋力划桨，湖面上
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鼓声、掌声、呐喊声让河流两岸成为欢
乐的海洋。 刘贵雄摄 （人民视觉）

锣鼓喧天赛龙舟

美国人布莱恩·林登是旅
行家、企业家、作家。1984年，
林登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孤
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游历、
拍电影、当老师、做记者……
2004年，他与家人一起定居云
南，并办起了文化旅游与国际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喜 林 苑 ”品
牌。林登深入参与到中国乡
村的发展之中，并成为文化交
流的使者，让更多外国人了解
真正的中国。

去 年 ， 林 登 的 回 忆 录
《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由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林登与
中国的缘分已持续了 30 多
年，他与家人一起见证了中
国的发展。

▲布莱恩·林登在“喜林苑”旁
的稻田中。

▲林登的回忆录《寻乡中国：林登
的故事》书影。

▲林登的回忆录《寻乡中国：林登
的故事》书影。

▲2009年，喜洲“英语角”的第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