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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35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仅会记住
昨天经贸协议的签署，也一定不会忘记今天的中拉人文对话。我
们的合作，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中哥建交35周年之际，
哥伦比亚当地时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这样感慨。

在这次访问拉丁美洲四国的代表团里，跟随着总理一起出访
的，除了历次出访都有的部长和企业家之外，还有一些文学爱好
者们熟悉的面孔，如莫言、麦家、铁凝等。

以往的总理高访中，虽然也有作家跟随出访，但大都限于欧
美国家，这还是头一回到拉丁美洲。文化交流，拉近着中国与这些
国家的距离。

拉美咖啡中融入中国茶香

“先生，我在梦中曾经与你一起喝过
咖啡，但哥伦比亚的咖啡里面，有点
中国绿茶的味道。”2012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在加西亚·马尔克斯
的故乡，借着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
流研讨会的场合，把他多年来想对马
尔克斯说的话倾诉了出来。

莫言坐在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的
左侧，这是总统特地安排的，体现对这
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高度尊重。巧合的是，
此前一天，李克强总理在桑托斯为他举
行的欢迎宴会上，引述了莫言多年前对马
尔克斯的评价，表达了拉美文学对中国文
学的深远影响。

两国领导人到了文化交流的场合，都
不遗余力地做这样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作家
们更是一到了拉美的土地，就表达着自己的
兴奋。

“中国读者对拉美文学并不陌生，可我们
的印象却停留在马尔克斯，正如拉美对我国
文学的认识停留在鲁迅。而事实上，两国的文
化都在不断突破和变化，所以，类似这次中拉
人文交流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年轻作家蒋方
舟，在哥伦比亚外交部参加了中哥两国文化部
组织的文学交流会后，在微博上这样感慨。

哥伦比亚著名诗人贝纳维德斯表达了类似
的想法，他说，自己曾幻想中国古代诗人李白与他
这个“哥伦比亚土著诗人”产生心灵的交流与共
鸣。研讨会上，他拿着一本多年前翻译的西班牙文

《李白诗集》，朗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两首诗。
这种共鸣，处处可见。
在秘鲁，李克强出席中拉文明互鉴系列活动时，

一位当地作家说，秘鲁的土语词汇、安迪斯山区的音
乐等与中国的语言、音乐有许多契合之处，就像“老乡”一样。李克
强点头说：“是的，我们是‘老乡’！”

文化逆差里的中国文学

近十年来，中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日趋密切，经贸的互补促
成了飞速的数字增长。如今，中国是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拉美30多个国家，拉美的大宗资源、农产品
也对中国的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文化层面，中国却一直
维持着逆差：拉美文学在中国已经火热30多年，对中国影响巨大，
中国文学在拉美，却才处于起步阶段。

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执行主任孙新堂博士，常年致力于向

西语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文学在拉美还处于刚开始被
人了解的阶段，当地人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走进墨西哥城的书店，很少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作品。从事西
班牙语版权交易的出版人李程曾对记者说，虽然翻译成西语的中国
作品并不算太少，但真正进入商业市场的却是凤毛麟角。

尽管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文学
热，但在拉美大地，一切还比较寂静。直到去年作家麦家来访，当地
媒体才真正对中国文学有了较高的关注。

2014年 6月，西语世界最大、全球第八的出版集团——西班牙
行星集团出版了麦家的代表作《解密》西文版，并将其列入该集团最
高端的“命运书库”。3万册的首印量，12.5%的版权分成，也是国际顶
尖作家的待遇，这对中国作家尚属首次。

“中国的丹·布朗”“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宣
传片里的广告语，让麦家在西语世界名声大噪：3万册不到一年时
间全部销售一空；《解密》在阿根廷更是登上畅销书榜首，上市两个
月就告售罄，墨西哥也在加印第二版。

坐着中国高铁向月亮奔驰

“双方一致认为，加强人文交流是增进相
互理解和促进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有效方
式。”这是中哥联合声明第九条中的内容。

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都是国与国之间
交往的重要主题，而总理和作家们，则在发
言和行动中，试图将两者进行很好的融合。
“经济文化两手抓”，成为总理这次出访带

给人们的鲜明印象。
在发言中，李克强特意提到，文学能

激发社会的创造力。他认为，当今世界处
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
创新，而创新不仅来自知识积累，更源于
人类丰富的想象力。

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
韦斯特伯格评价为“想象力超越了人类
的存在”的莫言，在发言中谈到了李克
强出访时经常“推销”的中国高铁。他
说，早些年，自己坐着时速 50 公里的
火车回老家，幻想自己“骑着一匹骏
马在田野奔驰”；现在，他坐着时速
超过 300 公里的的高铁回家，觉得
自己是“骑在一枚火箭上，向月亮
奔驰”。

“现实变了，幻想也在改变，
中国发展进步是我们中国作家面
临的新的现实，也是我们文学创
作最宝贵的资源。”莫言表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
党校教授赵磊认为，文明的互
相借鉴和交流，与经贸合作一

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民相亲”的前
提在于“民相知”。而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当年，许多

中国人正是从马尔克斯的著作中了解哥伦比亚甚至拉美，如今，中
国文化人希望做到同样的事情。

“中国的很多作家，讲故事的水平是世界级的，但是很多优秀的
作品还没有被翻译。”孙新堂博士觉得有些遗憾。

目前，孔子学院的拉美中心，正逐步建立起一批由西语国家
的翻译家和汉学家组成的团队，来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他看
来，民间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但要翻译作品，作家也要走进
去，请过来，面对面地交流。

孙新堂说，他以前曾举办多届“作家论坛”，邀请刘震云、麦
家等作家与墨西哥作家对谈。“效果非常好，这些本土作家了解了
中国文学之后，会主动向读者和媒体推介。”

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外界对中国的兴趣也在逐步
提升。对此，麦家颇有发言权：2014年的西语国家推介之行，25
天时间里，他一共接受了 107家媒体的访问。他觉得，改变正在
发生，但精神上的交流、影响只能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而不是
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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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发 言 中 ，
李 克 强 特 意 提
到，文学能激发
社 会 的 创 造 力 。
他认为，当今世
界处在快速发展
变化之中，我们
需 要 不 断 的 创
新，而创新不仅
来 自 知 识 积 累 ，
更源于人类丰富
的想象力。

在这次访问拉丁美
洲四国的代表团里，跟
随着总理一起出访的，
除了历次出访都有的部
长和企业家之外，还有
一些文学爱好者们熟悉
的面孔，如莫言、麦
家、铁凝等。

以 往 的 总 理 高 访
中，虽然也有作家跟随
出访，但大都限于欧美
国家，这还是头一回到
拉丁美洲。文化交流，
拉近着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距离。

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陵正积极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近两年，中国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力
度，西夏陵遗址本体保护工程、遗产地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工程等项目稳步推进，一个更真实、更完整
的西夏陵有望亮相。

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规划科科长周伟说，西
夏陵的申遗工作于 2011 年 11 月启动，2012 年被国
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3年
到2014年期间，中央及地方政府投入超过1亿元用
于西夏陵的保护工程。

西夏陵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
王朝（公元 1038 年－公元 1227 年）的皇家陵园，是
中国现存规模较大、地面遗迹保存较完整的帝王陵
园之一，位于贺兰山中段东麓，距银川市城区（西夏
都城兴庆府）35公里。在方圆近50平方公里的陵区
内现存9座帝陵、253座陪葬墓、一处大型西夏建筑
遗址和数十座砖瓦窑址，其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
北京明十三陵相当。

根据《西夏陵申遗文本》规划，宁夏将西夏陵保
护区分为申遗区和缓冲区，其中申遗区为申遗的核
心区域，总面积 37平方公里，缓冲区为申遗区周边
延伸区域，总面积20.6平方公里。

据了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条件是
保证文物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西夏陵属夯土
遗址，能够保存上千年屹立不倒很不容易，但自然
环境也对它造成了一定破坏，为此我们也在不断进
行文物遗址加固工程。”周伟说。

在 2号陵，来自敦煌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正在对
其进行加固，工程已近尾声。据了解，为达到“修旧
如旧”，研究人员需先分析修建陵墓所用夯土，然后
找到与之成分最相近的泥土，加以改良，用来加固
文物遗址。

周伟介绍，在进入预备名录后，西夏陵提交的
遗产地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遗产地监测系统、

遗址本体保护工程、陵区基础设施建设等设计方案
陆续得到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文物局审批，截至2014
年底共下达各类专项经费5000余万元，各项工程正
积极推进。目前，已完成了1、4、6号陵和3区39号陪
葬墓的加固保护。

除遗址本体受自然环境破坏外，西夏陵还面临
遗址分布范围广且较分散，周边农场、农牧户多等
的现实难题，多年未能得到解决。如今，借助“申遗”
契机，西夏陵启动了申遗区环境整治工作。2013年
开始对 3、4 号陵周边环境集中整治，整治面积达 4
万余平方米；2014 年 9 月完成了通往 1、2 号陵游览
道路及管理中心建设；2014年12月，一座部队老营
区拆迁工作顺利展开，拆迁、回填、修复面积8万余
平方米。

“随着申遗区范围内人为建筑逐渐被拆除，文
物遗址的完整性将进一步突出，也更有利于今后西
夏陵的文物保护。”周伟说。

据了解，坐落在西夏陵景区最南端的 1、2号帝
陵已于去年 9 月向游客开放，它们与已经开放的 3
号陵、博物馆等景点相互补充，吸引了更多学者、游
客到此考察旅游。“根据申遗规划，我们还将陆续迁
建博物馆，建设遗址公园，开放更多的帝陵，让游客
能够在这里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短暂而精彩的
西夏王朝。”周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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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晚会历来是中央电视台送给全国少年儿童
的梦幻大礼。在这个孩童梦想飞舞的日子里，2015年央
视“六一”晚会《欢乐的节日》如约而至，将于5月31
日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和少儿频道并机播出，6 月 1
日18时30分在少儿频道重播。

整台晚会共分为“欢乐篇”、“成长篇”、“铭记
篇”、“梦想篇”四大篇章，融合了歌舞、相声、魔术、
游戏等多元的精彩节目。

“欢乐篇”中，来自天南地北的小朋友们相逢欢
聚，带来五湖四海的祝福。《欢乐嘉年华》 由中国儿艺
带来了多组备受小朋友喜爱的国内外经典儿童剧目，30
多个国内外卡通人偶将在晚会现场与小朋友见面；还有
俄罗斯马戏团表演的踢踏舞和飞盘子。

“成长篇”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
童心中生根发芽。著名军旅艺术家张保和与近200名小
朋友用全新的形式说唱 《好人颂》，歌颂道德楷模；著
名歌手韩红则带领着2014年最美孝心少年的代表走上舞

台，演唱歌曲《众里寻你》，传递“众爱成家”的理念。
“铭记篇”将回顾经典，包括国粹京剧、武术、唐

诗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尽情抒发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
的喜爱。《闪闪的红星》节目中，300多名少年在舞台上
合奏《映山红》和《红星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梦想篇”中，一群来自农村的小女孩带着舞蹈
《庄家妮子丰收舞》 登上舞台；来自南京体育学院体操
系的 3 个女孩为小朋友们带来了震撼人心的技巧表演

《追梦》；儿童舞蹈 《震震天》 由数十个小朋友挥动鼓
槌，敲打出中国气派。

据了解，今年的“六一”晚会为了拉近演播室与观
众的距离，首次实现台网联动与新媒体强强联合。只需
拿起手机，就能“亲临现场”，下载央视悦动客户端参
与“幸运宝宝最美笑脸”“为您最喜欢的节目投票点
赞”等互动环节。每个宝宝的照片都有机会呈现在“六
一”晚会现场的大屏幕。

（郑 娜）

近日，“研展2015”——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
毕业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
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400余件作品。
据悉，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正逐
步由单一的学术型向专业型过渡。目前，该院除
人文学院、建筑学院部分专业及设计学院的理论
方向外，造型学院、中国画学院、实验艺术学院
等基本都转向专业型研究生培养。“培养模式的改
变催生了新型教学模式，丰富了研究生的课程。

‘研展’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 中
央美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杨 梅）

央视“六一”晚会看点纷呈——

有梦的节日更欢乐

400余件作品亮相
中央美院“研展2015”

北京儿童喜迎“六一”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北京各幼儿

园、小学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图为5月26日，府学胡同小学四年级七班的孩子们，穿着汉
服，朗诵《诗经》，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之大美。 唐诗晴摄

图为5月27日，北京市府大楼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在表演武术《中国龙》。 周小烨摄

图为5月27日，北京市府大楼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在表演武术《中国龙》。 周小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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