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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齐兹翻译的《茶馆》《边城》《日出》《活着》（从左至右）

6月18日，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
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纳
入国家荣誉框架下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自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3个国家的203位
翻译家、出版家、作家。今年，埃及知名汉学家、
翻译家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荣获此殊荣。

阿卜杜勒·阿齐兹现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
文系主任、埃及高级文化理事会翻译委员会委
员。作为埃及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汉学家，阿齐兹
的汉学生涯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研究覆盖至中
国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与翻译领域成果显著，更是为埃及的汉学
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在汉学研究和中
国文化文学教学之余，他也是阿拉伯国家作家协
会会员，已撰著几部有关中国的阿拉伯语著作，
翻译、编著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文学作品和论
文。他用手中的笔触，为中国和埃及、阿拉伯地
区的文明对话架起了一座桥梁。

孜孜不倦的中文学习者

20世纪50年代，埃及成为最早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展友好交往和进行伊斯兰文化交流的
国家之一。1954年中国与埃及签订文化协定，
每年互派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同时中国向开罗大
学派出一名中文教师，这既是当代非洲国家中文
教学的开端，更是中埃两国开启友好交往的开
端。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正式成立

中文系。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汉学家、翻译家阿
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 Hamdy）教授即
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第一批中文专业本科生，也是
埃及本土的第一代汉学家。

阿齐兹于1977年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学攻读
中文专业，次年前往中国留学。谈到当初为何会
选择学习中文，他坦言道：“当时的埃及对中国不
甚了解，国内也没有多少中国的相关资料，在我
选专业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都见过中文。但我
一直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很好奇，加上我从小就
对外语感兴趣，因此决定学习中文。我想也正是
因为当初我选择了中文专业，才有今天我和中国
的故事。”1978年冬，阿齐兹获得中国政府奖学
金，来到中国求学，正式开展自己的中国奇缘。

阿齐兹来到了中国的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
京语言大学）学习，刚开始学习中文时困难重重，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文句子的用法和内涵，阿
齐兹时常走上北京的街头，“那时候我出门会在
口袋里装上名词卡片，我去学校附近的饭店、图
书馆、书店等各种地方，遇到中国人就用口袋里
的名词和他们聊天，看见商店里的广告牌就去询
问意思。我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
语言，更是学到了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就这样，通过对中文孜孜不倦的学习，阿齐
兹成为阿拉伯地区首屈一指的中文教学专家。
并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为自
己后来转型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者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益求精的文学翻译者

1982年，结束学业和兵役的阿齐兹开始在
艾因夏姆斯大学从事汉学研究、教学及翻译工
作。1988年，阿齐兹完成了自己人生中首部翻
译作品——曹禺的《日出》，这也是首部由阿拉伯
国家译者从中文原著译为阿拉伯语的中国戏剧
作品，先后在22个国家出版，打开了整个阿拉伯
世界了解曹禺剧作和中国文学的大门。“当年我请
我的中国导师李润新、张月池老师陪同我一起去
拜见曹禺先生。曹禺先生接过《日出》阿译本时异
常兴奋，他说《雷雨》《日出》等剧作已有英、法、
俄、西等多种文译本，此前尚无阿译本，而我的译
著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后，阿齐兹又翻译了老舍
的《茶馆》《骆驼祥子》、余华的《活着》、莫言的
《蛙》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对待文学作品的翻译，阿齐兹一直秉持着精
益求精的工作原则，不仅追求译文文字的精彩，
更注重如何让译文更易被当地读者接受。对于
阿拉伯地区的读者来说，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最大
的困难就是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例如
老舍的《茶馆》，虽然全剧仅有三幕，却犹如一幅
细腻入微的历史长卷，将半个世纪的中国描绘得
淋漓尽致。然而，《茶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众
多，也对阿拉伯读者理解这部作品造成了阻力。
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了解并不多，对于话剧
中的人物和事件感到陌生。因此，在阿齐兹看

来，翻译《茶馆》的首要任务，是让阿拉伯读者对
中国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有足够的了解。

为此，阿齐兹花费了大量心血，撰写了长达
150页的前言。这份前言比整个《茶馆》的剧本翻
译还要多出几十页。“我在前言中详细分析了当
时的历史人物、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犹如一部
关于中国那50年历史的迷你字典，帮助阿拉伯
读者快速了解《茶馆》中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在出
版时，我坚持将我的前言放在全剧之前，以便读
者能先了解历史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茶馆》。”

事实证明，阿齐兹的努力卓有成效，阿文版
的《茶馆》先后在科威特、埃及、黎巴嫩出版，引起
了很大的轰动。一部短小的中国话剧能同时在
三个阿拉伯国家广受好评，这在阿拉伯世界里是
并不多见的。2009年，阿文版《茶馆》在埃及获
得了全国翻译奖。至此，阿齐兹感到无比的欣
慰：“我已成功地将老舍先生的这部经典之作带
向了阿拉伯世界。”

连接中埃的文化使者

如今，在中国文学领域里深耕多年的阿齐兹
依旧笔耕不辍，积极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翻译与研究的学术舞台上，立志将更多更好的中
国优秀文学作品带向阿拉伯世界。在阿齐兹看
来，埃及和中国同为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两国
人民的心声相通，情感交融。中国文学作品正如
千百年前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中

国茶叶一样，再次突破语言障碍和地域阻隔，让
埃及人民了解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中阿文明
交流篇章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看来，
文学作品正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明对话的基
础，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成就、努力和独特
的精神体验，对于实现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的民心
相通至关重要。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让中国文
学作品走向阿拉伯世界。”

当下，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阿齐兹的研究
目光始终追随着新时代的中国。在中国文学中
浸润多年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学背后的哲学
源泉，于是，除了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以
外，阿齐兹还不遗余力地翻译了《论语》《老子》
《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文化要略》等中国哲学
和思想专著。这些译作均在阿拉伯世界的汉学
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思
想和文化的重要来源。“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在当
下的时代之中依然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以儒家
思想和道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当下
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成为人类
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我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中国哲学的经典作品，让阿拉
伯人民了解到中国人的哲学观和世界观，进而了
解中国的社会形态。”

四十多年来，阿齐兹始终在积极地推动中阿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除了日常的翻译和研究
工作以外，阿齐兹也多次来访中国，参加由中国
有关方面组织的相关汉学研讨会、世界汉学家大
会等交流活动。7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
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阿齐兹在大会现
场聆听了主席的贺信，这使他备受鼓舞：“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让我和世界汉学同仁们备受鼓舞，也
让我们对未来学术研究工作充满信心。汉学家
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应为世界各国增进理
解友谊合作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成为融通中外
文明的使者。这正是我目前所在做的工作，未来
我也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博
士研究生）

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面对面——

开启一扇心灵之窗
□杜 京

波兰，是一个地处欧洲中部的文化大国。18
年前，当我第一次出访波兰，它在许多中国人眼
中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家”，而我漫步在波
兰历史文化的长廊中，却感受到了一种浓郁的文
化氛围和优雅的艺术气息。第一次踏上波兰土地
的那一刻起，我便身临其境感受到丰富多元的波
兰文化魅力。

波兰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绘画、美食深
深吸引了我，波兰丰富多彩的文化，深深感染了
我，我对波兰文化情有独钟，特别是对波兰的文
学成就及对世界文坛的突出贡献，更是由衷地钦
佩。迄今为止，波兰文坛先后已有亨利克·显克微
支（1846-1916）、瓦迪斯瓦夫·雷蒙特（1867-
1925）、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维斯瓦
娃·辛波斯卡（1923-2012）、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1962-）五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其中，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
授予），当代欧洲重要作家、波兰国宝级作家托卡
尔丘克在当今文坛备受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
奖理由为：“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
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托卡
尔丘克也是历史上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
女性作家。非常有幸的是，我有机会先后两次与
托卡尔丘克见面，交谈甚欢，印象颇深。

一

第九次访问波兰，我漫步在华沙老城，满眼
依然都是人文景观。除了哥白尼的雕像、居里夫
人的故居之外，这个国家还隐藏着许多我们所不
知道的瑰宝，弗罗茨瓦夫就是其中之一。弗罗茨
瓦夫是波兰西南部奥德河流域西里西亚省古都，
今为省会。2016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和“世
界图书首都”。在这个火热的七月，我第四次来到
这座美丽的城市。

午后，我们从华沙出发驱车前往弗罗茨瓦
夫，一路景色如画，晚上冒雨抵达距离弗罗茨瓦
夫80公里的山谷小镇——克沃茲科。

周末的清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格外
清新。从下榻的克沃茲科酒店出发，我来到赛尔尼
城堡，参加在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波兰女作家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家乡举办的“文学之山”文学节。
这是在托卡尔丘克倡议下举办的很有影响

力的文学节，用她的话说，举办“文学之山”文学
节旨在积极扩大文学影响，吸引本地或周边市民
读者一起来参加阅读活动，提升全民的文学素
养。“文学之山”文学节至今已经举办10年。本届

“文学之山”文学节自2024年7月4日开幕，为期
10天，波兰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不少作
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及社会学专家学者踊跃
参与。他们与当地民众一起阅读作家的文学作
品，面对面交流研讨，畅谈阅读心得，关注社会现
实及普通人的生活感受。

一大早，在蒙蒙细雨中，许多市民和读者前
来参加“文学之山”文学节。俗话说“山里的气候
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天空渐渐晴朗，
太阳钻出云雾，阳光洒在树林茂密的绿色草地
上，鸟儿欢快鸣唱，数百人坐在草地上的白色的
帐篷里，他们当中有年轻人、老人、学生和孩子，
人们安静地等待着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女作家奥
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到来……

二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笑靥盈盈来到读者面前，她棕红色的头发造型依
然是自己最喜欢的独特发型，肩上披着白底红花
的披肩，那双灰褐色漂亮的眼睛，目光清澈有神，
依然明亮温暖。

托卡尔丘克坐在台上，她用优美的波兰语朗
读着自己的作品，娓娓道来，敞开心扉，传递其中
的思想要义和美学内涵。

我和许多市民一道沐浴着阳光，在微风吹拂
的夏日清晨，在安静的山谷森林中静悄悄聆听托
卡尔丘克朗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她为读者朗读她
创作的短篇小说《安德斯教授在华沙》。小说讲述
的是在波兰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从英国来的安
德斯教授访问波兰期间发生的许多令人匪夷所
思的故事。

波兰教育部长芭勒芭拉·诺瓦茨卡也来到文
学节现场，与市民们一同聆听阅读，分享托卡尔
丘克的作品，面对面与读者交流，参与主题对话

讨论，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受青年学生的喜
爱，最适宜青少年阅读”等。

在文学节读书分享会上，坐在我旁边的波兰
女法官安娜告诉我，这部小说很受欢迎，虽然题
材厚重压抑，话题沉闷严肃，但是在作者的笔下
语言优美，幽默风趣，精妙绝伦。

“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作品风格独特，我认为
她比普通的作家更懂得读者心理细微的变化，她
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历史、文化、情感等方方面
面。青年人、中年人、儿童都喜欢。这位女作家是
我们波兰的骄傲。我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文学节，
每年都来这里与托卡尔丘克和其他知名的作家
学者面对面交流，阅读和分享是我生活中一件非
常快乐的事情。”安娜高兴地对我说。

三

周末的文学节作品阅读分享会上，许多来
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读者，相聚在这里，共
度宝贵的阅读时光。在波兰这个爱读书的国度
里，人们尽情地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内心充实和
快乐幸福。

文学节作品分享会结束后，与托卡尔丘克相
约在城堡咖啡厅见面，边喝咖啡边聊天，勾起了
我们多年前在北京相见时的美好回忆……

记得那是一个春日午后，我接到波兰驻华大
使馆卡塔日娜·布拉尔赤克女士的电话。她告诉
我次日下午，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将举办与波兰
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见面会，问我是否
有兴趣并真诚地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

第一眼见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就有一种
亲切感。她坐在我对面，一双灰褐色的眼睛熠熠
生辉，身穿一件白色外衣，精致漂亮的脸上绽放
着温暖的笑容。她那极富个性的发型透露出她与
众不同的独特个性。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她觉得北京的春天
很漂亮，到处都绽放着鲜花。春风吹来，杨柳在风
中摇曳。

咖啡浓郁，室雅茶香。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
又都酷爱写作，我们谈得很投缘。她说喜欢喝咖
啡，那是长期写作养成的习惯，但到了北京，却喜

欢上了喝茶。中国的名茶很多。我问她喜欢喝什
么茶，她说只要是中国茶都好。

我对托卡尔丘克说，记得那次在北京采访
时，我们还谈到了发型，那是一个属于我们女人
的话题。她笑着点点头回答说“是的，我记得”。

2008年，我在北京采访了奥尔加·托卡尔
丘克，多年后，她的文学创作在金色的秋天收获
颇丰，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在她
的家乡见面聊天，谈艺术生活，谈文学创作，十
分惬意……

四

大千世界瞬息万变，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
可以通过阅读，乘着心灵的翅膀，飞过海洋跨越
国界，抵达诗和远方。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2018年诺奖之后，逐
渐被更多中国读者所了解。她的代表作也陆续被
引进翻译出版，在读者中口碑甚高，好评如潮。当
我告诉她“中国读者很喜欢你的作品”时，她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希望有机会再到中国，看
看如今的变化。

她的几部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
房子，夜晚的房子》《怪诞故事集》《世界坟墓中的
安娜·尹》《糜骨之壤》我都读过，这些年来中国读
者正通过阅读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走进这位波兰
女作家的内心，领略到她非凡的文学才华，分享
其文学作品带给人们的思考。

此次波兰之行，每到一座城市，说到文学艺
术，聊起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人都有着极高
的兴趣，认为她是一位极具天赋和原创性的作
家，是欧洲最喜爱和最独特的作家之一。

《洛杉矶书评》曾经这样评价：“她驾驭文字
的能力，展现出她在文学思想方面勇敢且成功的
尝试，她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在过去25年间为数
不多的在欧洲脱颖而出的小说家之一。”“一个不
可思议的寓言般的神秘故事……托卡尔丘克是
掌控节奏和悬念的大师，向人类行为投去犀利的
目光。”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小说，更像是哲理童话，
是一曲献给人类与自然的颂歌。托卡尔丘克继承
了欧洲的哲思文学和杂文类小说的传统，是欧洲
最重要的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之一。她
的作品总是能鲜活地展现主人公的个性，让你立
刻就想把所有时间投入阅读之中。

早在20世纪初，波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
家之一、波兰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
显克微支的作品便经翻译进入中国，一个多世纪
以来，成为了中国读者了解波兰的一扇窗口。如今
中波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期待未来更加紧密。

在城堡咖啡厅与托卡尔丘克告别时，我送她
一件中国红的“喜盈门”纪念品，她很高兴。这件
小礼物寓意着中波友谊的纽带紧密相连，中波文
学开启一扇崭新的心灵之窗。

（作者系新闻媒体工作者，曾获得“波兰共和
国军官十字勋章”）

中国文学在海外

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埃及汉学家阿齐兹埃及汉学家阿齐兹：：

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新时代的中国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新时代的中国
□王立倩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左）和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