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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两国历史交往源远流长”

前不久，穆凤玲在北京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 257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
会。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理事，穆凤玲对孔子
及儒家思想兴趣浓厚，并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

“提到孔子，就会谈到中国。”穆凤玲说，孔子创
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人善于

“古为今用”，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今
天，孔子的一些主张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穆凤玲还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哲学理念是全
人类的共同财富。

近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据俄媒报道，一尊高约 2.5 米的石制孔子雕像
在峰会前夕亮相喀山，被视为俄中友好的象征之一。

在穆凤玲看来，儒家思想是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
学说。它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关系，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启示，
因此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们，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据记载，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与孔子有着不
解之缘。在托尔斯泰 1884 年的日记中，有他研读孔子
及其学说情况的多处记录。托尔斯泰还写下两篇著名
论文 《论孔子的著作》 和 《论<大学>》，为俄中文明交
流互鉴写下一段佳话。

“俄中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为丰
富世界文化宝库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要贡献。如果没
有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如果没有中国的造纸术、丝
绸、瓷器和印刷术，世界文化将难以想象。”穆凤玲
说，“俄中两国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文学家、艺术
家对美和道德的追求有共通之处。今天，随着俄中关
系的深入发展，双方民众对彼此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
对优秀戏剧、电影、翻译文学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很
高兴参与其中，尽己所能作出贡献。”

“观察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 43 岁才开始学习汉语，起步比较晚。”穆凤玲
说。回顾她开启并坚持汉学研究及俄中互译的经历，
穆凤玲用“并不容易”来形容。

20 世纪 90 年代，航空工程专业出身的穆凤玲对汉
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彼时，中国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中
国 、 走 近 中 国 ， 寻 找 更 多 实 现 人 生 梦 想 的 机 会 。”
她说。

穆凤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她先是到北京
语言大学学了 3 年汉语，回国后开始研究中国哲学著作
并进行翻译。之后，她再次来到北京，作为外国专家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引起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穆凤玲参与了十九大报告的俄文翻译工作。

“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坦言，“翻译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把每个中文字词转化成对应
的俄文单词这么简单。翻译是一项需要智慧的工作，
译者需要对汉语、中国的文化及发展状况有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

穆凤玲还参与了 2012—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中
共十八届四中至六中全会等中央文献的翻译工作。此
外，她还参与翻译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党史》 等著
作。多年来，穆凤玲陆续在多家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同时，
她还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

“观察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穆凤玲说，
“这些年，我有机会来到中国，在这里工作生活，开展
翻译及研究工作，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历。现在，我
担任俄中友好协会圣彼得堡分会副主席，推动俄中友
好合作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会把中国的发展故事介绍
给更多俄罗斯人。”

近年来，穆凤玲活跃在俄中文学、教育及出版交
流合作中。今年 6 月，穆凤玲获得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
殊贡献奖，这是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意义重大”

今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也是“中俄文化年”。一
段时间以来，“中俄文化年”框架下的数百项人文交流
活动涵盖文物展览、电影展映、舞台艺术表演、青年
文化创意交流等领域，丰富了两国民众的文化生活，
促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认知。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遇见彼此，这是令人高兴的
事。”穆凤玲说，“每一种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有值得
学习借鉴的地方。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互动的，是
需要分享的。我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

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提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穆
凤玲认为，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以文明为桥梁，解决国

与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深汉学家，穆

凤玲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着中国古代
“与邻为善”的传统智慧。

“ 《论语》 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全球化
时代，全人类命运与共，风险共担。”穆凤玲说，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意义重大，它强调了全人类在
安全与发展上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国际关系理论
的一次重大创新。“我们应当从中获得启发，通过贸
易、旅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增进国家间、
民众间的友谊，实现更多面对面、心连心的沟通，让
积极的正能量循环往复。”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关键在于青年之间
的交往。当前，中俄青年文化交流活力迸发。同时，
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青年领域的机制化活动不断丰富，
为包括中俄青年在内的多国年轻人搭建起交流合作的
平台。

“文化交流要从年轻一代开始。我始终认为，在青
少年时代，没有什么比目睹另一种文化更好的事情
了。”穆凤玲说，“青年人的创造力需要得到认可和引
导。我们应当创造更多条件，通过电影、文学、国际
会议、博物馆展览等多种形式，推动青年之间的交流
合作，用他们的创造力、生命力进一步拉近彼此之间
的距离。未来，希望更多俄罗斯学生、中国学生能有
机会到对方国家学习交流，交到新朋友，成为促进俄
中友谊的使者。”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
会晤于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俄罗
斯喀山举行。今年是“大金砖
合作”开局之年，此次会晤是
金砖扩员后首次举行，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自金砖合作机制
建立以来，金砖国家始终秉持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坚
守团结自强初心，致力于维护
多边主义，成为国际事务中积
极、稳定、向善的力量。

金 砖 合 作 有 强 大 感 召 力 。
全球的事务要由大家商量着办，
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制定和
遵守，治理的成果也要由大家
一起分享，这是很多“全球南
方”国家的共同诉求。在“全
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时代潮流
中，金砖合作机制的感召力不
断上升，吸引力持续增强，金
字招牌越来越亮。从 2017 年中
国提出“金砖+”合作模式、首
次将金砖合作伙伴对象扩大至
全球范围，到如今实现历史性
扩员，金砖成色更足、分量更
重、影响更大。当前，30 多个
国家叩响“金砖大门”，充分彰
显金砖合作机制广受欢迎。

金 砖 合 作 有 强 大 吸 引 力 。
扩员后，金砖十国国内生产总
值约占全球 30%，人口占全球
人口近一半，贸易占全球贸易
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已超七国集团。中国同金砖
伙伴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今年
前三季度，中国对其他金砖国
家进出口 4.62 万亿元，同比增
长了 5.1%。除俄罗斯外，金砖
合作机制还包含世界三大石油
生产国——沙特、阿联酋和伊
朗。金砖成员国所覆盖的区域
蕴藏着丰富的锰、石墨、镍 、
铜等矿产资源。通过互联互通
和产业投资，金砖国家在全球
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金砖合作有强大凝聚力。加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
会共享发展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尤其
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金砖合作机制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
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紧密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
家，有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促进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出

“金砖贡献”。随着金砖合作机制进入“大金砖合作”新阶
段，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有助于帮助新成员加快融
入金砖大家庭，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提升金砖
合作机制在国际事务、国际议程设置上的话语权。

聚焦合作发展，金砖合作机制持续引领发展潮流。
在能源、农业、金融、高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金
砖国家不仅可以加强双边务实合作，而且能走出一条
通过多边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正如埃中友好
协会副会长、埃及前驻华大使麦吉迪·阿米尔说，金
砖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历史文化和现实
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

展望未来,“大金砖合作”大有可为。相信此次会
晤将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展现更大作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
边与区域合作研究所主任  本报记者彭训文整理）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遇见彼此”
——专访俄罗斯汉学家、俄中友好协会圣彼得堡分会副主席穆凤玲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她在不惑之年开始学习汉语，经过多

年努力后成为俄罗斯知名翻译家、汉学家

和出版家；她曾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重

要文献俄文版的翻译，并翻译多部中国文

学著作；她积极推动中俄出版界、学术界

的交流合作，获得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

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她

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

研究中心科学主管、俄中友好协会圣彼得

堡分会副主席穆凤玲（Olga Migunova）。近

日，本报记者在北京对她进行了专访。

         穆凤玲接受本报采访中。  刘耀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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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沙漠撒哈拉沙
漠近期多发强降雨，撒哈拉
沙漠北缘的摩洛哥由于特大
降雨惊现“沙漠出平湖”的
奇景，也引发数十年未见的
洪水。

上图：10 月 20 日，在
摩洛哥东南部万尔祖加村，
游客在一处沙漠里的季节性
湖泊旁参观。
    右图：这是 10 月 20 日
在摩洛哥东南部万尔祖加村
拍摄的一处沙漠里的季节性
湖泊。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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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
共同主办的 《论语新解：孔子语录是如何形成的》 新
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论语新解》 是日本汉学家渡边义浩研究成果的
集大成之作。发布会上，来自中日两国的儒学研究
者、出版专家围绕“共塑经典，跨越时代的对话”这
一主题，对 《论语》 研究、国际文化传播和中日人文
学术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布会由 《论语新
解》 翻译审校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博 士 生 导 师 、 中 华 日 本 哲 学 会 原 会 长 郭 连 友 教 授
主持。

《论语》 是一部跨越时空的经典，它不仅在中国
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世界文明宝库中散
发着独特的光芒。在日本，《论语》 广为传阅，吸引
着一代代优秀学者不断研究。渡边义浩正是其中的一
位杰出代表。他是早稻田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学术
院教授，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史学者、汉学家，长期
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日思想比较
研究。

《论语》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渡边义浩研究
了中国古代关于 《论语》 的注释以及注释者的立场观
点，结合注释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在史料中抽丝剥
茧，厘清了 《论语》 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经纬，为读者
展现了 《论语》 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纷繁复杂的历
史图景，最后得出了“ 《论语》 是由多位作者经过漫
长岁月，在不同的思想环境下撰写而成”的结论。这
一观点有别于“ 《论语》 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口述成

书”的传统看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
的视角来理解 《论语》 的成书过程。这种多元的形成
过程，也使 《论语》 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能够
被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纳，并以不
同的方式解读。正如渡边义浩所言：“每一位拿到

《论语》 的人都会基于自己的思想来解读它。”
在 《论语新解》 一书中，渡边义浩不仅以中国的

“注”来检证和阐明 《论语》 的编纂成书过程，同时
还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日本儒学研究者有关 《论语》 的
著述和学术观点，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同时窥见
日本汉学家研究 《论语》 的范式、方法和成就，为了
解中国文化在异域的演变、发展和影响提供了诸多启
发，也为思考今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
案例。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汪琴从三个方面评析 《论
语新解》：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文字功底，
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国际传播历程，提供了中
日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的有力佐证。

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胡敏教授讲述了策划
引进 《论语新解》 的初衷。他表示：“以 《论语》 为
代表的中国文化瑰宝，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国界，成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不但要提倡中华
文化‘走出去’，还要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引进来’，
将全球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引进到中国，形成文化的

‘双向奔赴’。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不仅帮助我
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且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视野，
为我们的文化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日本汉学家渡边义浩的学术著作 《论语新解》 引进出版——

共塑经典，跨越时代的对话
子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