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的规律才能

充分发挥出来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
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端午节将近，绿
绿的粽子叶，甜甜的蜜枣与艾草、雄黄等端午节
日必备的东西，一样也不会落下，纷纷出现在市
面和千家万户中。连空气中似乎都能隐隐闻到
刚出锅粽子的香气。

外国人能透过这些元素领味端午内涵吗？
网友“竹林墨客”在其博客中记载了这样一件
事。

国外的好友兴致勃勃地问道：“过几天端
午节，我们还可以去观看赛龙舟，边吃粽子边
赏灯吗？”

我回答道：“当然，一定得去，这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节目，你起初
不是不喜欢吗？”

只见他神采飞扬地说着粽子多么好吃，恭
维地说灯笼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显出了一副
垂涎欲滴的样子。他此时对端午节期许的态度
让我想起他初到中国时，一切遵循美国的假
期、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不屑的傲慢态度，简
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两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他已经像
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老外一样有了截然不同的
生活习惯。穿中服、学孔孟、习武术，种种中
华民族的文化及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
样的西方人，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通
道。

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如果只靠节日当
天让老外包包粽子、看看龙舟比赛、再讲点历
史故事，是无法真正让他们理解的，充其量只
能成为一个特色旅游项目，人家猎奇之后不会
留下思考和回味，必须和整个文化系统结合起
来。端午节是文化节，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
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文化的规律只能
在细水长流间发挥作用。

毛泽东在很多外交场合力挺屈原走

向国际

毛泽东十分推崇屈原，在很多外交场合向
海外推介这位先贤。

!"#$年，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
地访问，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
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 《九歌·少司
命》 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并向他
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
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见结束
时，其将一部《楚辞集注》 作为礼物，赠送给

田中角荣。在国礼名单上，历代诗人都不曾享
此殊荣。
“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

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
自己的真情。”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认为，“在
《诗经》 的无名作者之后，中国文学史上首屈
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
诗人。”

屈原成名甚早，作品传播到海外的年岁也
早。!&—!(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
典籍达数百种，就包括 《楚辞》。它和 《大
学》、 《中庸》 等被誉为“东方礼物”的异域
文献，率先进入了当时西方上流社会的视野。
%(%) 年，歌德注意到了楚辞，尝试翻译 《离
骚》。

歌德失败了，其他人成功了。英国传教士
艾约瑟、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雷永明、德国神父
鲍润生都翻译过屈原的作品。%(&" 年， 《楚

辞》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译者是时任英国驻华
公使的庄延龄。

这些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外国人理解
屈原、理解中国文化，不得而知，但如果没有
它们，肯定不会更好。毕竟，只有明白了把屈
原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推介出去，才能让端午
节不会流于符号化。

接轨国际，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

谨、不科学的一面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
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
伟大的爱国者：
无私无畏，勇

敢高尚。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
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屈原离
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
不得。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
天然的合理性。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
用，便去其他国家谋发展。朝秦暮楚是当时人
才市场的一大特色。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报国
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的伟大，在于
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
必首丘”的爱国情怀，他一生秉持。

此外，屈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哲学思
考，这是可以沟通东西方社会的一座桥。我们
容易忽视屈原作为思想者的一面。他的 《天
问》 在中国思想史上绝对是个异数，问天问
地，问历史，问宗教，%&* 多个问题，涵盖文
理。这对于不擅长数理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来
说，无异于天书。两千年下来，也就柳宗元勉
强写个《天对》，能大概回答一下，还不彻底。

中国各代聪明人面对其中涉及古史和神话
的部分，还可以引经据典，论述一番；面对屈
原涉及自然界的发问，比如“东西南北，其修
孰多？”就呆了，根本就没概念，只好支支吾
吾，东拉西扯。清代不知名学者周拱辰看了利玛
窦的地图，才说“地一周有九万里，地厚二万八
千六百三十六里”。

事实上，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 《天问》，
冰岛人有《埃达》、希伯来人有《约伯记》，印
度人有 《梨俱吠陀》，希腊人有 《神谱》。因
此，端午节除了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应该把
“赛先生”也搬请出来，提醒我们在接轨国际、
拥抱全球的过程中，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
谨、不科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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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汉学

家眼
中的屈原

+* 年前，莫斯科举

行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向

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的画

像。同一年，屈原和波兰

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

雷、古巴的马蒂一起成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端午节走出去，靠什

么？粽子也好、龙舟也

罢，都是形式，千万别忘

了其最大的文化内核在于

纪念屈原。端午节的国际

化应该围绕屈原这个文化

符号进行。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七绝·屈原》）

端午节是中国的诗人

节、爱国节、英雄节，凭

此才有可能让这个中国的

传统节日“一跃冲向万里

涛”，漂洋过海走出去。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摘自屈原《天问》

在中国诗人之中，屈原在自

己的诗歌中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

会的追求和对祖国大自然的细腻

感受，屈原以一个真正思想家的

洞察力、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敏

感，觉察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人类及整个人类命运之间的极其

深刻的矛盾。

———H.T.费德林，苏联著
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教
授。一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屈
原研究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是最
早把屈原的诗歌翻译成俄文的苏

联学者。

《天问》同 《庄子·天运》 一

样提出了宇宙起源论和宇宙学，

逐渐地涉及到关于神话、历史以

及历史人物的疑问，这些问题就

像谜一样，是对世界的起源、结

构及其存在原因进行的哲学思

辨。

———戴密微，法国知名汉学
家。在中国哲学，尤其是佛教、
道教、敦煌学、语言学、中国古
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并
因此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他从研
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
禅意诗、文人诗，尤其是评介中
国古典诗歌深入细致。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

出现的极具个性特征诗人的作品

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成体

系，开了中国诗歌的新体式，它

的以三音 ,三言- 格律为主调的

形式，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特别

的存在。

———竹治贞夫，当代日本的
《楚辞》 名家。著述甚丰，多独
到之见。他不仅撰写了 《忧国诗
人屈原》，编了 《楚辞索引》，还
出版了分量很重的论文集 《楚辞
研究》，该书可谓集大成之作，
集中阐述了他对楚辞的一系列精
辟见解，为中国学术界所赞誉。

类似《天问》 的思辨在 《梨

倶吠陀》、 《奥义书》、《埃达》、

《庄子》 都存在，其产生的原因

可以着眼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

解释，不一定是相互直接影响的

结果，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平行类

似现象。

———卫徳明，德国知名汉学
家。专长于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

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