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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应埃及现代教育学校

邀请，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在该校

举 办“ 国 际 日 —— 中 国 日 ”活

动。此次“中国日”活动的主要

受众为该校英国教学部和美国

教学部的 200 余名学生。

活动举办当天，埃及现代教

育学校弥漫着中国气息。接待

大厅的走廊里高高悬挂着大红

灯笼和如意结，布告栏里整齐地

张贴着五星红旗、阿文中国简

介。埃及学生们在走廊里或楼

梯上遇见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

时，纷纷用“ 双手合十”或汉语

“你好”来友好地表达他们真诚

的问候。

文化中心工作人员为高中

和初中学生播放了专题片《中

国文化》，并现场教埃及学生学

习简单汉语。在“提问与回答”

环节，互动场面非常热烈，学生

们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

踊跃提问：“ 中国有清真寺吗”

“ 中国的教学体制跟埃及有什

么不同”“中国的汉字一共有多

少”“为什么埃及乃至全世界的

商 品 大 多 是 中 国 制 造 ”等 等 。

文化中心工作人员认真、耐心

地给予回答，并邀请两位埃及

女学生到前台穿上了藏族和布

依族服饰，为在座师生表演中

国少数民族服饰秀，博得了全

场师生的掌声。

来自河北石家庄翟营大街

小学六年级的张君宜同学成了

“中国日”活动的小明星。在一

个半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她给小

学生们播放了纪录片《中国杂技

启蒙》，教大家说汉语、唱中国歌

曲，学习中国折纸手工、用橡皮

泥包饺子、玩中国游戏，并组织

大 家 进 行“ 筷 子 夹 黄 豆 ”比 赛

等。中埃两国小朋友用最简单

的词汇甚至是肢体语言进行交

流与沟通。埃及孩子们紧紧地

围着这位中国“小老师”，认真地

看、仔细地学，努力完成好每一

个步骤。活动结束时，埃及孩子

们用刚刚学会的“再见”依依不

舍地向中国“小老师”告别。

文化中心向该校图书馆赠

送了《快乐汉语》教材和识字卡

片，并向参加活动的学生发放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明信片。校

长麦格达希望从下个学期起汉

语能成为该校的第三外语课，

并恳请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将来

能派中文老师给该校学生进行

汉语教学。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供稿）

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亲身经

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

刻，更没有想到在我的执教生涯

中，会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走进

我的课堂。这一切，就在2009年

2月17日下午发生了。

2009年元旦，我在毛里求斯

的驻外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

正当我兴奋地期待着回国行程

时，使馆领导婉转的提示让我敏

感地意识到，也许我在离任前还

要经历一个重大事件。

那段时间，整个使馆都弥漫

着紧张、兴奋、激动的情

绪。终于，2月初中央电

视台的一则新闻让一切

了然。外交部发言人公

布 2009 年度国家主席

胡锦涛同志将访问亚非

五国，毛里求斯正是此

次访问的最后一站。这

是中毛建交 37 年来中

国元首首次来访。

每一位驻外工作

人员都盼望着能在驻

在国接待我们自己国

家的元首，这是对自己

工作的一个检验，也是

外 交 生 涯 的 珍 贵 纪

念。刚刚离任的一位

参赞在毛里求斯前后

工作了 8 年，却与胡主

席的来访失之交臂，而

我在即将离任时遇到

这个重大事件，如何能

不感觉幸运呢？

很快，胡主席在毛

里求斯的行程确定下

来了，整个活动的最后

一站是视察我工作的

中国文化中心。其间

胡主席将走入汉语教

室与中国文化中心的

学员面对面交流。这

是胡主席首次视察驻

外中国文化中心。

消息传开了。我的学员们

兴奋极了，晚上下班以后顾不上

吃饭就来中心学习。当时，大家

正在学习旅游汉语的西湖片段，

我为大家补充了一首苏轼的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大家反复吟诵，理解词义，背诵

诗句。为了向胡主席展示作品，

很多学员把自己的中文作文抄

写了一遍又一遍。部分学员还

帮助我把教室装饰一新。

日子一天天临近了，这些成

年的学员们兴奋得像孩子一样，

讨论着该穿什么衣服，主席进教

室时应该怎么问候。他们提出要

为胡主席唱一首中文歌，但是因

为时间不够，使馆没有安排唱歌

的环节，学员们提出在胡主席离

开教室时唱歌，用歌声给他送行。

2月16日，胡主席抵达毛里

求 斯 开 始 为 期 两 天 的 国 事 访

问。毛政府为了迎接胡主席，拆

除了地面减速带，在路旁树上、

建筑物上挂满中毛两国国旗，学

校放假一天半，举全国之力迎接

胡主席来访。

2 月 17 日下午 3 点，毛里求

斯中国文化中心大楼里，兴奋的

学员们在教室里等候。我按照

计划开始上课，大家的情绪很快

被调动起来。这时胡主席一行

在时任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高

玉琛和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王永

健的陪同下，悄悄走进了教室。

“胡主席好！”学员们兴奋地大声

问候着。霎时教室里挤满了记

者，闪光灯频闪、麦克风的支架

在头顶交叉，我被记者们推挡在

了后面。这时，只见胡主席分开

人群向我伸出手来，热

情地问候我。我激动

地握住主席的手，为胡

主席对教师的尊重而

感动。胡主席示意我

继续上课，我开始和学

生们一起朗读诗歌，胡

主席也和我们一起朗

读。我向学生提出关

于古诗的问题，学员们

回答时，胡主席一直安

静地倾听着。之后，他

简短地询问了我们上

课的情况，然后和学员

们聊了起来，询问他们

学习汉语的情况，了解

大家对中国举办奥运

会的看法。教室里欢

笑声不断。

当胡主席结束访

问走出教室时，《茉莉

花》的歌声响起，主席

回身深情地向大家挥

手致意。

胡锦涛主席离开

文化中心之后，毛里求

斯学员们兴奋地聚在

一起，互相交流着刚才

的感受。当天晚上，学

员们从中心聚集到一

家酒店，一起收看毛里

求斯电视台关于文化

中心的报道。他们一个台一个

台追踪着收看报道，每当看到中

国文化中心的画面就激动地大

叫起来。学员们纷纷说，很荣幸

能见到胡主席，认为他作为一个

大国领袖，亲切、和蔼，现在在电

视上看见胡主席就像看见老朋

友，感觉很亲切。大家一遍一遍

地回忆下午的经历。在那一刻，

我感到中国已经走进他们的心

中，中国再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名

词，而是由胡主席身上体现出来

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所塑造的

生动形象。

第二天，我去市场购物时，

街头小贩主动和我搭讪表达他

们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要求来

中国文化中心学习汉语。在接

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里求

斯最流行的词汇就是“中国”。

迄今为止，被认为全部或部

分由莎士比亚所著的作品多达 77

部，但其中大约一半没有确切根

据。有不少人声称，莎士比亚作

品的真实作者可能是爱德华·德·
维尔、弗朗西斯·培根或克利斯托

弗·马洛。

近日，世界上最权威的莎士

比亚作品出版公司阿登宣布，读

者很快就能读到该公司出版的一

部“莎士比亚新作”——《双重谎

言》（Double Falsehood 的直译）。

一时间，莎士比亚研究界朝野震

动。此次《双重谎言》被正名或许

将掀起新一轮关于莎士比亚真实

身份以及真假作品分辨的热潮。

作 者 一 度 被 讥 为
“莎士比亚骗子”

“《双重谎言》有莎士比亚的

DNA，读了它，就等于拜读过已经

失 传 的 莎 士 比 亚 剧 本《卡 登 尼

欧》。”读到这样的句子，读者一般

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噱头的剧本

广告。在 18 世纪，当《双重谎言》

的作者刘易斯·希尔包德坚称自

己 是 在 参 考 了 莎 士 比 亚 的 剧 本

《卡登尼欧》手稿的基础上创作出

该剧本后，绝大部分人也选择无

视他的“大话”。当他进一步宣称

自己手上有 3 本《卡登尼欧》手稿

后，专业剧评人更是将希尔包德

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是个不折不

扣的“莎士比亚骗子”。因为《卡

登尼欧》可以说是一部存在于传

说中的莎士比亚作品。据传，该

剧于 1613 年被搬上舞台之后，剧

本就失传了。

《双 重 谎 言》1727 年 被 搬 上

了舞台，并在英国伦敦著名的特

鲁 里 街 歌 剧 院 演 出 。 戏 剧 冲 突

主要围绕两男两女展开，作为男

主 角 之 一 的 一 个 贵 族 子 弟 强 奸

了女主角之一的纯洁少女，最终

浪 子 回 头 并 赢 得 了 所 有 人 的 宽

恕 。 剧 本 里 充 满 了 恐 怖、脏 话、

决斗、暴力等 18 世纪英国观众喜

欢的戏剧元素。不过，观众认为

该 剧 比 莎 士 比 亚 的 其 他 作 品 都

短，并且剧中缺少莎士比亚惯用

的大段独白。很快，希望靠莎士

比 亚 扬 名 立 万 的 希 尔 包 德 彻 底

梦断伦敦：一天，《双重谎言》演

出结束后，观众们在台下大喊起

来：“ 作者是谁？作者是谁？”随

后 搬 出 了 一 座 莎 士 比 亚 石 膏 半

身像。从此，该剧落下笑柄并很

快结束了演出。

不过，“胆大妄为的骗子”希

尔包德的悲惨经历尚未结束。希

尔包德将同时代英国著名诗人亚

历山大·蒲柏创作的一部关于莎

士比亚的著作重写，以此证明自

己 更 为 出 色，与 蒲 柏 结 下 梁 子。

蒲柏一气之下将希尔包德借莎士

比亚之名“招摇撞骗”的经历作为

主 要 素 材 ，写 成 了 著 作《愚 人

记》。有趣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

正在研究《愚人记》的英国诺丁汉

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哈蒙德教授获

知这段往事后，将自己的研究方

向从 18 世纪文学转向了莎士比亚

研究——他决定要将《双重谎言》

的身世之谜研究个水落石出，并

公之于众。

作品最终获得出版许可

正 是 这 位 哈 蒙 德 教 授 认 为

《双重谎言》确是根据已经遗失的

莎士比亚剧本《卡登尼欧》创作而

成。这一次，不仅阿登站在哈蒙

德教授一边，不少莎士比亚的权

威专家们都在为此激动不已——

据传，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已

决定在天鹅剧场上演此剧。

20 多年的时间里，哈蒙德教

授对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与《双

重谎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

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多

篇相关论文。

2002 年，阿登出版公司与其

进行了接触，希望哈蒙德进行更

进 一 步 的 研 究，以 验 明《双 重 谎

言》是否源于《卡登尼欧》。又是 8

年过去了，哈蒙德教授终于公布

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表示，首

先，在十七八世纪，莎士比亚作品

被 广 泛 改 编 ，这 并 不 是 什 么 新

闻。其次，要证明《双重谎言》源

于莎士比亚，首先要证明《卡登尼

欧》并非传说。经多方调查，许多

证据显示此剧作的确并非虚传，

比如有记录显示，曾有人出钱请

莎士比亚剧团演出该剧。此外，

据传《卡登尼欧》为莎士比亚与约

翰·佛莱契尔合著。佛莱契尔曾

与莎士比亚合作创作了《亨利八

世》和《两个贵族亲戚》。教授的

研究结果表明，《双重谎言》中出

现了 3 种笔法，“这可以从文风上

看出来。比如拼写、句法和比喻

手法等，都和莎士比亚的其他戏

剧剧本很像。”这意味着，希尔包

德很可能是对《卡登尼欧》进行了

大量改编和删减。

对此说法，牛津大学早期现

代戏剧教授蒂芬妮·斯特恩持质

疑态度。她认为，希尔包德疯狂

地迷恋莎士比亚，并且常模仿莎

士比亚的风格进行创作，因此模

仿莎士比亚的拼写、句法和比喻

都难不倒他。此外，希尔包德本

可以发表他所拥有的手稿作为证

据，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

重要的疑点。

“想要读到原汁原味的《卡登

尼欧》并将其与《双重谎言》进行

逐字对比是不可能了，因为《卡登

尼欧》早已遗失。但我相信，读者

将从《双重谎言》中感受到莎士比

亚的 DNA。”对于哈蒙德教授的这

种结论，斯特恩表示，她仍有不同

意见。但是，她也表示理解《双重

谎言》为何最终得到了广泛认可，

因为“人们实在是太想再找到一

部莎士比亚的作品了”。以前，人

们曾一度怀疑莎士比亚与他人共

同创作的可能性。随着人们逐渐

认可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也逐渐

能接受《卡登尼欧》的存在和《双

重谎言》的莎士比亚基因了。

阿登总编对认定结果表示了

“谨慎的欢迎”，表示大家的不同

意见都很宝贵。但是，经过长时

间的研究，阿登决定出版《双重谎

言》，让这部戏剧在 250 年之后再

次得以与读者谋面。

因为文化部“新中国文化交

流 早 期 记 忆”项 目，记 者 有 幸 接

触 到 许 多 原 国 家 对 外 文 化 联 络

委员会（简称“ 对外文委”）的老

干 部 。 他 们 对 早 期 文 化 交 流 工

作的回忆，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时

代的精彩缩影；他们所讲述的故

事，勾勒出那些在幕后做着琐碎

却重要的事情、为新中国早期文

化 交 流 默 默 奉 献 的 对 外 文 化 工

作 者 们 的 动 人 形 象 。 作 为 对 外

文化工作者大军中的成员，刘云

翔 和 夏 明 箴 两 位 老 人 的 经 历 尤

其令人感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使得他们相识、相知、相爱，并最

终结为夫妻。他们因此结缘，同

时 也 把 毕 生 的 精 力 都 献 给 了 对

外文化交流事业。

从“连说带比划”到
成为素质过硬的干部

1950 年，为了支持朝鲜人民

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年轻的新中

国，与 千 百 万 热 血 青 年 一 样，刘

云 翔 和 夏 明 箴 分 别 在 长 春 和 苏

州 参 军 入 伍 了 。 那 时 候 他 们 互

不相识，但都被选进学校学习外

语。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

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结

束，他们这批学生毕业后被另做

安排。

1953 年 8 月，从 北 京 外 国 语

学 院 英 语 系 毕 业 的 夏 明 箴 被 派

去 罗 马 尼 亚 学 习，毕 业 后，被 分

配 到 中 国 驻 罗 马 尼 亚 使 馆 工

作 。 而 刘 云 翔 从 哈 尔 滨 外 国 语

专科俄语系毕业后，于 1953 年国

庆 前 夕 走 进 了 坐 落 在 北 京 东 四

三条 14 号的国家对外文化联络

局 。 刘 云 翔 等 大 语 种 外 语 干 部

的 调 入 壮 大 了 文 化 交 流 者 的 队

伍，但 随 着 工 作 的 开 展，仅 有 俄

英 法 德 等 大 语 种 的 外 语 干 部 仍

不 够 用 。 有 些 来 自 东 欧 各 国 的

外宾只讲本国语言，没有相应的

外语干部协助，宾主双方急得手

舞足蹈也难以沟通，失掉很多交

流 的 机 会，有 时 还 会 闹 出 笑 话。

1954 年秋，刘云翔奉命接待一支

来自罗马尼亚的民间乐团，因为

没有罗语翻译，宴会时只能由来

访团团长将俄语译成罗语，宴会

后 团 长 对 他 抱 歉 地 说：“ 我 的 俄

语 不 灵，主 人 的 欢 迎 词，我 只 能

猜 想，什 么 时 候 需 要 鼓 掌，我 就

说 两 句 能 够 引 起 掌 声 的 话。”无

可奈何之下，刘云翔硬着头皮现

学了一些罗文专用语，连说带比

划，勉 强 应 付 舞 台 演 出 的 交 流。

后 来，他 向 上 级 提 出 意 见，一 再

呼 吁 文 化 交 流 工 作 对 很 多 稀 有

语种的需要。1956 年，终于有一

批留学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

尼亚、捷克、波兰等国的毕业生

调来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夏明

箴就在其中。所以刘云翔一直

认为，是他当时的提议直接或者

间接促使了这批人的到来，这份

小小感情也就直接或者间接地

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当时，对外文委归口管理的

单位包括文联各协会、作协、科

学、教育、体育、卫生、新闻、广播、

宗教、园林等，管理非常严格，事

务非常之多。刘云翔向记者概述

了自己那时候最主要工作的简单

程序：先是与归口单位磋商编制

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及其年度

执行计划草案；草案定稿后报经

各级领导审阅；待周总理审阅批

准后，译出外文文本附后，开始与

对方交换；经数次互换草案，所含

项目大致接近后，双方组团商谈

并举行签字仪式；待双方政府各

自履行本国的法律程序后，互换

照会告知对方；合作协定开始生

效并按其执行——这一切主管人

员都应认真协调办理。而且，在

计划执行过程中，主管人员对归

口各单位的执行情况都须全局在

胸，该催办的催办，该派出的要向

出访团组介绍对方国家的概况，

交待注意事项、守则等等。

对外文化工作的另外一个主

题就是服务，这种服务是事无巨

细的。刘云翔说，那时候，出国演

出都是选拔骨干临时组团，具体

的出访事宜，从加工、排演到办理

护照、黄皮书到置装都归对外文

委管理；接待外宾，方方面面也

要考虑周全。而且，对外交流工

作常会遭遇很多复杂的斗争，工

作中也会出现许多困难。对外

工作要打开局面，主管不同国家

的人就要想方设法收集该国的

资 料 ，以 便 调 查 研 究 ，制 定 政

策。刘云翔说，接待国外来访团

时 ，汇 报 外 宾 情 况 是 不 能 隔 夜

的，而且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因

此，他们白天带团，负责联络和

翻译，晚上回来还要立即编写外

宾接待工作简报——普遍是日夜

加班工作，精神高度紧张、疲惫。

尽管如此，大家从没有任何怨言，

也从没有人去考虑报酬、计较得

失。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就是

在这样不断的努力和摸索当中，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事实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外语干部

和外交人才，学习国家新的外交

政策，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另起炉

灶”。而周总理对培养外事干部

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所以对外

文委才能够拥有这样一批外语出

类拔萃、素质作风过硬的干部。

要做好全方位服务，
翻译必须是个多面手

那个年代，学习语言的人不像

现在这样多，尤其是一些稀有语种

人才更显珍贵。夏明箴所学的罗

语就是稀缺的小语种之一，肩负着

国家赋予的任务、出国留学的她，

深感压力——必须“好好学习”，必

须全部考 A。因此，她把所有的精

力都投入到学习上。那时尚无中

罗或罗中字（词）典等工具书，留学

生们需要借助英语学罗语。后来，

她干脆把包括冷僻的军事科技类

在内的各类词汇都累积起来，自己

编词典。再后来，因为国家需要，

夏明箴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巴

洪大学提前毕业，先是在驻罗使馆

工作，不久又奉调到国家对外文化

联络局报到。夏明箴说，对于国家

的安排我们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

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我们的一

切都是国家给的。

当时在很多人眼里，翻译是很

吃香的，有国家出钱给做服装，还

经常出入高档饭店等场所，吃的好

穿的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

“看上去很美”的背后所付出的艰

辛。夏明箴说，很多翻译都有肠胃

病，因为整天东奔西跑，饮食很不

规律。大家赴宴时，别人惬意品尝

佳肴，你却还要支着耳朵听，有时

候一口菜刚夹到嘴里，一旦要翻

译，只能囫囵个的往下咽。除此之

外，场合的庄严和重要、所遇情况

的千变万化，导致翻译所承受的

压力和投入的精力都是巨大的。

翻 译 不 仅 仅 要 负 责 语 言 工

作，还要做很多繁杂细致的服务

工作，这是很考验人的耐性和责

任心的。夏明箴对 1957 年春夏之

交陪同著名画家傅抱石、阳太阳

访问罗马尼亚的一段经历记忆犹

新 。 傅 抱 石 有 作 画 前 要 喝 烈 性

酒、吃尖辣椒的习惯，一天，餐厅

服务生说没有尖椒，夏明箴照译

后，傅抱石立马火冒三丈，硬说这

是蓄意不让他作画。那时候夏明

箴刚出校门不久，第一次陪团出

访就被来了个下马威，不免感到

委屈。但很快她的委屈就转为钦

佩了，这不是因为傅抱石的道歉，

而是因为她注意到，傅抱石每次

在烈性酒和尖辣椒下肚后，满头

大汗、一脸关公像，大笔一挥，一

幅作品就一气呵成了。这让夏明

箴感到，傅大师作画，分明是使命

的呼唤、生命的燃烧，自己不全力

以赴地照料他是不对的。此后，

夏 明 箴 常 常 提 前 和 餐 厅 打 好 招

呼，再没有说过“没有辣椒”。夏

明箴记得，傅抱石那次访罗至少

留下四五十幅画作，回国后便出

版了一本《罗马尼亚写生集》。

除此之外，翻译对于当时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

情况和政策，都要有较为详尽的

了解。夏明箴说，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与外国签订了很多文化协

定，协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这

就要求我们在做翻译工作时要掌

握各方面知识和政策，即便不能

达到专业水准，也要有一定的了

解；而在使馆工作时，我们同时还

要调研驻在国情况，掌握文艺界

的动向和状况，比如有哪些畅销

书、上 演 什 么 剧 目、研 究 有 什 么

倾 向 性 的 问 题 等 。 如 果 有 好 的

作 品，就 要 考 虑 引 进，请 作 家 做

讲座……多年来，夏明箴陆续翻

译了《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

《权利与真理》、《侦察英雄》、《多

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布加勒斯

特 居 民 证》等 罗 马 尼 亚 电 影，翻

译、译配了《信笺》、《年轻人是太

阳 的 子 孙》、《为 我 的 祖 国 而 自

豪》、《炼钢工人之歌》等多首罗马

尼亚歌曲。

从事了 40 余年对外文化交流

工作的刘云翔一直清楚地记得，

他们几个年轻人到国家对外文化

联络局报道的第一天，局领导就

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

叮嘱外事人员的两句话：“外事无

小事，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

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外交

工作的一翼”。这两句话让他们

感到将要从事的文化交流工作的

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而也产生了

一 种 神 圣 感 和 光 荣 感 。 刘 云 翔

说，如果把外交工作比作一只鸟，

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比作鸟翼，

我们就是鸟翼上的羽毛。这个比

喻是谦逊的，细想之后又是那 样

的 贴 切 。 正 是 靠 着 无 数 羽 毛 的

支撑，我们的大鸟才能够腾空而

起，翱翔天际，越飞越高。

美丽鸟翼上的两片羽毛
——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工作者刘云翔和夏明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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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谎言》被追认为莎士比亚“新作”
周依奇 编译

3 月 18 日至 22 日，第二届普特拉贾亚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举行，来自 9 个国家的 22 个热气球缓缓升空。

图为在马来西亚联邦行政中心普特拉贾亚，热气球准备升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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