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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译世界”，到“译中
国”“译天津”

书架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 《尤利西
斯》，译者金堤。这部 20 世纪著名的小说，
曾因难度过高，在很长时间里令翻译家们望
而却步，而金堤先生，正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另一排书架上，摆放着 《金鱼》《一个女
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 等，作者都是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
艾尔诺，译者都是郭玉梅。

金堤、郭玉梅，都是在任教天津外国语
大学期间，着手翻译了这些世界名著。像这
样将世界名著等引进中国的翻译工作，天津
外国语大学已经开展了 60年。

翻译如同一座桥梁，促进着世界文化与
思想的交流。60 年来，天津外国语大学培养
出一批在中国外语界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
外交家和翻译家。为了缅怀并传承资深翻译
家金堤先生的翻译精神，2024 年 9 月 28 日，
在国际翻译日即将到来之际，天津外国语大
学建校 60 周年首届金堤翻译奖颁奖仪式隆重
举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等 9 位翻
译家荣获首届金堤翻译奖。

今天，天津外国语大学本科开设了 33 个
外语专业，包含 31 个语种，其中 24 个非通用
语种基本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肩负
起培养一大批精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语
言且能跨文化沟通的高素质外语专业人才的
重任。

快，是已经在此工作十余年的俄罗斯籍
语言学家伊琳娜对学校语种建设的直接感受。

“刚到天外工作的时候，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仅
有 6门外语，如今已发展至 16门。”

时代，给这所大学提供了全新的课题。
过去的“译世界”，是将国外的经典名著

译介到中国。今天，同样重要的任务是“译
中国”——将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宣介到世界，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这方面，同样已经取得累累硕果。

这里，有全国唯一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
对外翻译研究”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迄今已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百余人。
重点建设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外译研究中
心”两个高端学术平台，大力开展党和国家
重要文献外译和学术文化外译，已参与完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中国式现代化》 等 50 余部、600 余万字的文
献外译任务，用翻译讲好中国故事。

以 《中国式现代化》 英文版为例。今年，
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国际传播外译研究中心副主任周薇副教授、
青年教师邹静翻译完成后，由圣智集团盖尔
公司在海外成功出版发行，为国际社会提供
了一扇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窗口。该书不
仅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更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维度，
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目标与实
现路径，为全球现代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
角和深刻的洞见。

“译天津”同样成为了学校的品牌，几年
间，天津外国语大学承担翻译了 《行进天津》

《匠心筑梦——走向世界的鲁班工坊》《博物
问津》 等多部大型专题纪录片，以及 《天津
指南》《天津概览》 等多部展示天津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成就的丛书，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反
响。除此之外，学校还参与到第八届世界智
能产业博览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宣品翻
译工作中，先后翻译了 《潮起天津》《大美中
国-天津篇》 等外宣品，服务天津市“十项
行动”，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

    通过“比较”，开好一门
大思政课

已有百年历史的教学楼前，一块做成书
页形状的石头上，除了中文“比较”，还用
31 种语言写了“比较”一词。对应的，正是
天津外国语大学本科开设的 31个语种。

这里是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外制度比较思
政课重点实验室，建成于 2023 年 5 月。门外
的“比较”二字，正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实验室里，有 100 个精心挑选的实景化
中外制度比较案例，既有图片、文字，也有
视频，最重要的是，方式生动而鲜活。

“这是学生们自己找的中美电力故障对
比，我们在展板中看到，美国的电网是私营
的，而且各州之间相互封闭、各自为政。与
之相比，中国电力系统多年来故障率越来越
低，始终是党和政府重视的民生工程。”天津
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高立军告

诉记者，光这一个案例，学生们就先后找了
七八个不同的故事。

高立军说，这个实验室主张用事实、案
例来讲道理，不去讲枯燥的理论，鼓励学生
们在这样的“大思政课”中，看懂学通“中
国之治”。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式学习，在批判
鉴别中明辨是非，在比较中全面客观认识当
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更加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自信自立。

这是教学相长的课堂。学生们不只需要
学习实验室已有的案例，还需要以小组为单
位完成中外制度比较案例作业，其中优秀的
案例还将成为下一届学生的思政课学习素材。

“学生自发寻找案例，从听课者变成参与
者，有的还成为志愿讲解员，效果远远超过
一般的课堂讲授。”高立军说。通过这种方
式，很多学生建立了自觉的“比较”意识，
培养了扎实的“比较”能力。

从这里开始的创新，不但教育着广大天
津外国语大学的学子，更惠及着更大范围的
大中小学生们。

如今，该实验室已成为天津市“大思政
课”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重要创新项目。作
为“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

（天津） ”的实践教学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
已组织一体化联盟单位数千名大中小学生到
实验室开展一体化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体验
式、沉浸式、场景式铸魂赋能综合教育平台。

几年来，这里积极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
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育人“天外模式”，
为上好新时代的思政课，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作出了有益探索。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周红蕾表示，
学校将继续以思政课实验室建设为切入点，
将实验室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新的教学资源，

让教学成果和教学方法可拓展、可参考、可
借鉴。

“走出去”，一起讲好中国故事

近 200 年来，泥人张一直是天津民俗文
化的代表。今年，他们为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推出的“国之脊梁”系列作品，在天津美术
馆面向公众展出。其中，从两弹元勋到航天
楷模，从服饰外貌到人物动作，每一个细节
都栩栩如生。

对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来说，这组作品的
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在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建
立合作之后，通过“汉语桥”非遗文化体验
项目，这样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品有机会去往
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走出去”讲好中国
故事。

通过这样的项目，天津外国语大学以非
遗文化，搭建起了许多座中外友谊之桥。

比如，今年 8 月，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
学院承办的第五次“汉语桥”非遗文化体验
线上团组项目顺利开营。项目面向俄罗斯、
越南的 197名汉语爱好者展开。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李鲁宁介绍，通过课程，十天的时间里，来
自全世界的学员们可以“云游”天津杨柳青
和泥人张博物馆，线上体验杨柳青年画、泥
人张、风筝魏的制作过程，体验南京云锦、
福鼎白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踏上一场科技
与非遗文化交织的独特旅程。

让中国故事“走出去”，对于天津外国语
大学来说，几乎每天都在实践。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今年获得了教育

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
文社会科学） 的 《中国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概览》（多语种版） 丛书，由天津外国语大
学组织撰写、翻译。书中，既有对古代科技
的介绍，如唐代发展起来的水密隔舱福船制
造技艺；也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如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等；更有体现中华
民族多姿多彩文化艺术的内容。

这个工作操作起来费时费力。丛书前期
调研工作于 2018 年 1 月启动，100 余名师生参
与其中。从高海拔地区到偏远山区，都留下
了师生们奋斗的身影。调研持续了 550 余天，
形成了近 40 万字的调研成果。最终，丛书首
批在海内外发行万余册，覆盖 10 余个国家和
地区，获得学界关注和好评。

另一个例子是孔子学院。多年来，天津
外国语大学先后与韩国、葡萄牙、俄罗斯等
国高校合作开设 9 所孔子学院，在 4 所合作院
校分别成立了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学资料
中心和中国文化中心，先后选派中方院长、
汉语教师、学生志愿者 700 余人，到 30 多个
国家担任中文教学工作。

多年努力之下，海外孔子学院荣获 5 次
“优秀孔子学院”称号，4 人荣获“孔子学院
先进个人”称号。目前，该校承办的孔子学
院和孔子课堂的数量位居天津市高校首位，
先后两次被授予“孔子学院先进中方合作院
校”奖项。其中，2023 年，葡萄牙里斯本大
学孔子学院获评“全球示范孔子学院”。今
年，天津外国语大学还成立了孔子学院合作
大学联盟。

还有在天津举办的国际会议。今年 11 月
在天津召开的 2024 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大会上，随处可见该校师生们的身影。天津
外国语大学精心组建了由 497 名志愿者构成

的志愿服务队伍，覆盖了全校十大学院，涵
盖了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阿拉伯
语、斯瓦西里语等多个语种专业，他们热情
洋溢地接待了来自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余名外宾。

“请进来”，体验中国文化之美

一首原创歌曲 《在名叫天津的地方》，获
得了第二届“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一等奖。歌曲由天津外国语大学师生共同完
成——意大利籍教师阿尔贝托作曲，马达加
斯加留学生洛夫、蒙古留学生爱玛、国际教
育学院老师赵伯杨、国际传媒学院学生崔梓
萌共同演唱，讲的是各国青年人相聚中国、
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融的故事。

在美丽的百年建筑中，外国人在天津外
国语大学爱上中国，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
发生。

比如作曲阿尔贝托，这位天津外国语大
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意大利语专业外籍教师，
多年前就着迷于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不
说，还在 2023 年初带着他们的孩子从意大利
来到了天津，正式开启新生活。与学生共同
创作有关中国文化的音乐，已经成为他的业
余爱好。

真正培养知华友华派，需要付出多年
努力。

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如何凸显中国文化
魅力。国际教育学院的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课
程，就围绕天津这座城市想妙招，推出了津
韵 （民歌民乐赏析）、津味 （“非遗造物，向
世界讲中国”）、津乡 （天津人·天津事“近
代 百 年 看 天 津 ， 名 人 故 居 探 访 ”）、 津 声
（“天津人文的由来”天外文博大讲堂） 文
化选修课程和考察路线等活动。

汉语教学，也是这里的传统特色。1980
年 6 月，该校成立对外汉语教研室，设立对
外汉语专业，开始举办教授外国学生的汉语
学习班，同年 8 月，为日本国际青年交流协
会 25 名日本留学生举办了为期 3 周的汉语学
习班。学校积极打造具有天津特色的“中
文+”留学生特色育人品牌，探索高校与职
业院校联合开展“中文+职业技能”联合培
养，建设更具竞争力的来华留学课程体系，
培养既懂中文又懂专业技术的人才，显著增
强了对海外留学生的吸引力，留学生人数不
断增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多年来，学校借
助外语语种专业多、国际交流渠道广的优势，
大力推进“留学天外”品牌建设，如今已与
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 330 余所大学和教育机构
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接收来自世界 60
多个国家的 2000 余名长短期留学生来校攻读
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或者短期研修，累计
招收来自 11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上线下留学
生超过 2.5万人次。

还有很多年轻人通过“汉语桥”前来，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比如，今年 8 月，天津外国语大学承办
了阿曼教育部委托的青少年“津沽印象”汉
语桥项目，来自阿曼的 20 余名青年在为期两
周的研学活动中，多维度感知中国。在天津，
他们前往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天津滨海新区
图书馆等多地探访，体验天津非遗手工艺银
饰制作，学习篆刻体验、经典名篇诵读等中
国文化课程……

今年以来，天津外国语大学先后承接了
29 批次、共计 1947 人次的“汉语桥”暑期夏
令营等来华留学生项目。2020 年以来，超过
4000 名外籍学员参加了天津外国语大学组织
开展的“汉语桥”线上交流团组项目，有 30
门“汉语桥”视频课程入选了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优秀课程资源库。

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天津外国语大学
已经连续多年举办大使进校园、国际文化节、
欧洲文化周、印尼文化月、“文明互鉴·文明
互译”学术交流季、国别和区域研究高端论
坛、“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学术论坛等系
列活动，承接教育部“中新大学生互访项
目”、天津市与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教育领域
圆 桌 会 议 、 在 华 留 学 生 武 术 训 练 营 活 动 ，
等等。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李迎迎告诉记者，
通过与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
青年学生和学者在人文方面的互访交流，做
好“请进来”“走出去”两篇文章，有助于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一精多专、
能堪大任”的国际化人才，推动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之间融通理解，促进文明互鉴。

李迎迎认为，新时代的外语院校要培养
一批既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又具有全球
视野，能熟练运用外语也通晓国际规则的专
业人才，“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
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在一甲子时光中，天津外国语大学薪火相传

打开一扇沟通世界的窗户
本报记者  武少民  刘少华

天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洋楼建筑群之一，被誉为“万国
建筑博览苑”。五大道之一的马场道南侧，坐落着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场道校区。
校园内，法式建筑钟楼、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创办的北疆博物院已历经百年、意
蕴悠长，早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打卡点。

作为全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八所外语类院校之一，今年天津外国语大学迎来了
建校60周年。这座典雅的校园，在长达一甲子的时光中，已经成为一扇与世界
沟通的窗口，既聆听着来自世界的声音，也向世界讲述着中国的故事。

▲2024 年 5 月，阿联酋“百校中文项目”春令营学生团组体验活字印
刷术。

▲2024 年 5 月 25 日，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七届国际文化节开幕，学生们在
合影留念。

▲2024 年 11 月，天津外国语大学师生助力 2024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大会。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一景。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