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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西班牙国王首次访华

1960 年，达西安娜·菲萨克出生于西班牙
马德里。父亲是颇有名气的建筑家，曾于上世
纪50年代因公过境香港，并在短暂的东亚之行
中洞悉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极富远见地对孩
子们进行了中文启蒙，这在当年的西班牙绝对
是先人一步。菲萨克回忆说：“我大概是从六七
岁起学习中文，十一二岁时父亲便邀请台湾博
士留学生驻家，为我的中文学习创造条件。待
到中西建交之初，父亲通过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馆为我找中文老师。十七八岁时我对普通话已
经有了一定掌握，学得也更认真了。”

1978 年，未满 18 岁的菲萨克迎来人生中
第一个高光时刻——作为当时西班牙国内稀缺
的汉语人才，她参与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
斯一世的首次访华，为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记
者们做翻译。这是中西建交后两国领导人首次
会晤，也是西班牙迈向民主化和中国改革开放
前夕双方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交往。很少有人
知道，西班牙媒体对中西两国高层互动的第一
次报道，离不开这位懂中文的马德里姑娘的大
力协助。

此后，菲萨克应邀再次来华短暂工作和生
活。在各类活动中，她走近中国文化界，结识
了巴金、钱锺书、杨绛夫妇以及一大批青年作
家，其中包括当时年仅 29 岁的铁凝和 32 岁的
莫言。她回忆说：“变革中的中国复杂多样。
从知识分子那里，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
思想转变。”1981 年，菲萨克与其老师合译完
成的西班牙名著 《小银和我》 节选发表。3年
后，该书全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

菲萨克并不仅仅停留在翻译工作上，她有
着更高的追求。1985年，菲萨克进入汉学传统
悠久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师从意大利
汉学家高察专攻中国语言文学。其间，她弥补

了文言文水平不足的短板，越发意识到，要了
解当代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缺。也
正是从那时起，她更加投入地参与到中国现当
代文学译介之中，为推动中西文坛学界交流发
挥了重要作用。

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直以来，菲萨克都以结识中国作家为
荣。她曾给巴金写信，申请翻译长篇小说

《家》。她在中国和西班牙多次面见钱锺书、杨
绛夫妇，这对朴素而有修养的学者伉俪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她有机会翻译 《围城》。
她一直与中国作家保持联系，翻译了铁凝等作
家的中篇小说，鲁迅、高晓声、毕飞宇、苏
东、曹文轩等作家的短篇小说。

在菲萨克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了希
望，其被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根本原因并非
个别译者的推动，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
发展。她认为，自上世纪开始，中国文学慢慢
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单
纯的继承传统，也不是简单地汲取西方的写作
方法，而是把中国传统的写作经验和世界现代
的写作方法融合在一起，有效扩大、提升了中
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范围和力度。众多优秀作
家、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闻名于世的先决条
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
的作家。他们非常开放，也十分了解世界文
学，好作品一部接着一部，仅此一点，就足以
让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通过菲萨克的译介，中国内地现当代文学
作品第一次摆进了西班牙书店，打破了早年中
文作品西语译著集中于古代典籍的局面，西班
牙读者终于有机会透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了解
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如
今，《家》已在西班牙出了几版，《围城》重印
后也已售罄，这都证明了好作品永远不缺读
者，文学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菲萨克坦言，当前中国作品在西班牙出版
的最大障碍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许多出版社
迫于经济压力，无法坚持文学标准，单单通过
一些英译本的销量传闻就决定要不要发行。实
际上，作品的水平与有没有英译本、英译本好
不好并无关系。菲萨克呼吁西班牙出版商更多
关注在中国占主流的好作品，她相信十几亿中
国人民挑选出的好作品，也一定能在世界各地
引起广泛共鸣。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学、文化、翻译、出
版界交流互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菲萨
克通过西班牙国际展览局邀请陈众议、劳马、
周嘉宁、张悦等中国当代作家赴西旅行。当

年，菲萨克陪同西班牙国王访问团埃菲通讯社
的记者们行走中华大地；而这一次，她陪着几
位中国作家从北到南走遍了西班牙6座城市。

旅行结束后，菲萨克将作家们的稿件逐一
翻译，结集出版了中西双语版的 《西行西行：
中国作家西班牙纪行》。她说：“文学是反映社
会的一面镜子，也是让我们观察他人、反思自
己的一面镜子。”

推动两国年轻人交流

上世纪80年代，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先后引入了
中文课程，但作为西班牙首都的马德里却迟迟
未能形成当代汉学学术基地。自上世纪90年代
起进入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后，菲萨克一直大
力推动建设中文和汉学相关学科，努力弥合西
班牙停滞了近两个世纪的汉学发展。在多方协
调努力下，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终于
在1992年正式成立。与另外两所大学侧重翻译
的中文教学传统不同，马德里自治大学侧重区
域国别研究，致力于打破汉学、中国学相对独
立的研究壁垒，开展东亚国家视角下的教学与
科研，注重开展涵盖中、日两个代表性国家的
国际学术交流与互动；科目设置也不局限于传
统的汉语语言和文学，而是囊括经济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内容，形成多语复合、学科交叉
的教研特色。

在菲萨克的带领下，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
研究中心走过三十余载，现在已发展成为西班
牙汉学家培养的核心重镇。中文及汉学教育全
面融入本硕博三级学制，师生来源日益多样，
反映出西班牙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朝着学科化、
专业化、国际化方向不断迈进。如今，从这一
开放包容的教研环境中走出来的21世纪汉学家
们又在反哺并推动母校东亚研究专业进一步发
展，形成一支时代化、年轻化的当代汉学队
伍。菲萨克说：“东亚研究中心教职人员的特点
体现在他们国际化的培养经历、严谨的治学态
度和对推动东亚研究项目的热情，我为身为他
们中的一员感到荣幸。”

除学术成果外，菲萨克认为东亚研究中心
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西高校合作的不
断增加。这是文化的沟通、教育的沟通，更是
年轻人的沟通。这里的每届学生都很希望能获
得机会赴华交换一段时间。伴随中国各领域快
速发展，赴华学习中文学生的专业背景也日益
多元。

几年前，菲萨克曾推荐一名物理学专业学
生赴华留学，如今这名学生已是牛津大学的一
名教授。她告诉菲萨克，在中国的留学经历帮
助她建立起职业生涯与中国的联系，对其参与
国际科研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跟随西班牙国王初探中国，到译介中国
文学；从带领中国作家完成西班牙纪行，到引
导一批又一批西班牙青年认识、了解和热爱当
代中国，菲萨克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
要桥梁，也给更多有志于此的人们提供了榜样
的力量，让大家在彼此鼓励中开启中西交往下
一个五十年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
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伴随着悠扬的配乐，王安石的名作《泊船
瓜洲》被以歌曲的形式在舞台上演绎呈
现。令人瞩目的是，字正腔圆的演唱者
竟然是一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留学生。

日前，由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联
合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的
中外学生王安石诗词唱诵对话大会在北
京举行。多位专家、学者、艺术家及中外
学生，特别是来自 70 多个国家的近百位
留学生齐聚一堂，围绕王安石诗词，带
来了一场融汇多种艺术形式的文化盛宴。

当晚，唱诵对话大会在清亮悠扬的
童声合唱诗词 《元日》中拉开帷幕，《桂
枝香·金陵怀古》《泊船瓜洲》《登飞来
峰》 等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在众多中外留
学生和艺术家们中传唱。现场众多不同
国家的留学生观众朗诵诗词、参与互
动，深入了解王安石的传奇经历和中华
历史文化，并通过多种移动社交平台将
所见所闻所感传向世界各地。最后，音
乐家、古诗词歌曲作曲人刘尊登场，现
场教唱他作曲的王安石诗词 《梅花》，并
在全场大合唱中结束了本次大会。

演唱 《泊船瓜洲》 的俄罗斯留学生
郁欣可十分激动。她说自己“做梦也没
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在舞台上演唱中国
的古诗词”，觉得“太享受了”。而来自
塔吉克斯坦的汉语进修生阿曼德则表
示，通过此次大会，自己对王安石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
更进一步的认识。“我特别喜欢中国诗歌，
并爱上了王安石的诗词。”阿曼德说。

往事越千年，经典永流传。参与演

出的艺术家和师生们表示，通过诗词结
合音乐这样的形式演绎经典，跨越千年
时空与王安石“对话”，感触与理解尤为
深刻。本次王安石诗词唱诵对话大会在
致敬先贤、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
是以诗词会友结友，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
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身穿汉服的姑娘翩翩起舞，天真可
爱的孩子在老北京“拉洋片”机旁流连
忘返，潮流青年在艺术品摊位前为亲友
挑选独特的礼物……日前，第十一届北京
惠民文化消费季“艺”起来艺术节在前门·
书香世业主题街区举办，为市民带来一场
内容丰富、参与感强的文化艺术嘉年华。

当潮玩文创、艺术周边、创意家居
等潮流元素遇见花样手作、非遗技艺、
京味儿民俗等传统文化，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本次“艺”起来艺术节的文创
市集汇聚了北京工美集团、人民创意、王
府井书店、珐琅厂、中国书店、唐人坊、锦
鲤拿趣等百余家企业商户，呈现多个特
色主题场景，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艺术之
美，触摸传统文化脉络。

北京特色剪纸、北京毛猴、北京草
编、中国插花、造纸术流沙笺、景泰蓝
珐琅掐丝点蓝……为寻找京味记忆，弘
扬传统文化，“艺”起来艺术节特别设置
艺见·沉浸手工体验主题区。数位非遗传
承人在现场展示和传授技艺，观众可通
过预约参与手作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
文化和非遗工艺的魅力和价值，使这些
原本陈列在橱窗或匠人作坊里的手艺，

活化成可接触、可学习的手工艺品。
艺象·印象展作为本次艺术节的一大

亮点，共设置“艺·京城”、“艺·缤纷”、
“艺·汇聚”三大展区，主要展示北京艺
术品市场的繁荣与活跃，以及当代艺术
的多元呈现和丰富表达。所有参展作品
均来自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参与企业
和机构。

在“艺·缤纷”展区中，集中展示了
由共同艺术中心、觉艺术空间、敦煌研
究院等提供的众多知名艺术家的系列画
作，涵盖版画、油画、数字媒体等艺术
形式，呈现出多元、前卫的艺术气息，展
现了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国际化。

据介绍，为实现全城“艺”起来的
浓郁氛围，艺术节设置了多个分会场，
同步纳入798艺术区内的“遇见勃鲁盖尔
16、17世纪欧洲画坛大师真迹展”“遇见
古埃及木乃伊文物特展”“遇见达利梦与
想象”，国家典籍博物馆的“Case Lab 元
世界——福尔摩斯大型沉浸式主题展”

“邂逅·多彩大明 1573——万历文物主题
特展”等8项展览。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
工艺品展销、艺术品拍卖、数字敦煌艺
术展等重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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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安娜·菲萨克近照

1978年，菲萨克 （前排右一） 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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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举办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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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艺术节现场体验传统手工艺。 主办方供图市民在艺术节现场体验传统手工艺。 主办方供图

俄罗斯留学生郁欣可 （左二） 正在演唱《泊船瓜洲》。 主办方供图

巴金赠送给菲萨克的亲笔签名。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西班牙语版《家》西班牙语版《家》西班牙语版《围城》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安德烈斯·埃
雷拉在他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上世
纪 80 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
班牙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充分，高校
对中国研究的热情尚未觉醒，有限的
进步往往是由某个具体项目或个别学
者推动。西班牙当代汉学的起步凝聚
着他们的心血，其中就包括马德里自
治大学1992年成立的首个东亚研究中
心及其领导者——达西安娜·菲萨克。”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菲萨克始终
保持传播中国文化的虔诚之心，凭借
日复一日的严谨治学、系统研究、大胆
创新，终将热爱发展为专业，为西班
牙当代汉学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路
径、经验。2012年，她获得第六届中
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这背后承载的
是中国与西班牙建交 50 年来，她为
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的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