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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资讯精彩视窗

中 医 在 我 国 拥 有 悠 久 的 历

史，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理

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

中医药和中医药文化的种子随华

人漂洋越海，经历了漫长而艰辛

的落地过程。很长时间里，中医

只在华人圈中流行。

近些年，中医药凭借“国内繁

荣”“比较优势”“海外教学”三张

帆在海外起航。在各界人士的不

懈努力下，中医文化在越来越多

的国家得到认可。据统计，目前，

中医药已在超过 160 个国家和地

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全球有

40亿人使用中草药。

东南亚：较早落地生根

凭借地缘优势和广大华人支

持，中医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

较早。如今，东南亚很多国家中

医院和中医诊所林立，中医师专

业水准也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

新加坡的“同济医院”、马来西亚

的“同善医院”、泰国的“广肇医

院”“天华医院”等，均是很有名的

中医院。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

印尼中医协会、马来西亚华人医

药总会、泰国中医药联合总会和

菲律宾中医师公会 5 个团体发起

的“东盟中医药学术大会”，由新

加坡中医师公会、中国针灸学会、

台湾中华针灸医学会三大民间团

体创设的“亚洲针灸高层论坛”，

也已规范化、体制化。

中医执业者得到了新加坡卫

生部和中医管理委员会的支持，

新加坡卫生部部长颜金勇表示，

政府计划推行中医自愿延续教育

课程，并划拨科研经费给相关机

构和个人，研究中医中药如何有

效应用于卫生保健等课题。泰国

政府于 2000 年宣布中医药在泰国

合法化，为两国在该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提供了法理基础，此后的

10 多年时间里，中泰中医药界交

往频繁，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 3

月 20 日，马来西亚卫生部宣布正

式承认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和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文凭，并将

提供两份全额奖学金，选派学生

到中国就读中医大学，鼓励马来

西亚学生学习中医。至此，文凭

得到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的中国医

学院已有 377所……

非洲：获得当地人初步认可

经过多年努力，中医中药因

价格合理、疗效显著逐渐在非洲

立足生根，非洲民众对中医有了

更多了解，内心也更加信服。不

少人还加入其中，深入学习中医

疗法。

在西非加纳，医疗资源较为

匮乏，医疗水平较低。中医中药

的到来，解决了许多买不起昂贵

西药的普通患者的困难。加纳中

华中医学会会长萧波上世纪 80 年

代到加纳推广中医，1988年开设了

加纳首家中国针灸中心。此后 20

多年里，中医医师们扎根加纳，为

众多患者解除病痛，其医术和医德

也得到越来越多当地百姓的认可。

2000 年开始，南非政府确认

中医诊疗的资格。“中国中医诊疗

院”等中医诊疗中心吸引了来自

德班、开普敦等南非各地的病人，

连政府高官也慕名而来。2012 年

3 月，首届中非中医药发展论坛在

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的西开普

大学开幕，作为在非洲大陆举行

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医药论坛，

200 多名中非国家的专家、学者围

绕中医学展开了深入的对话。

欧美：正在突破门槛限制

在欧美国家，中医遭遇了更

多的门槛限制，但“路遥知马力”，

凭借口碑效应，历经风雨之后的

彩虹初现。

在美国，现已有 48 个州承认

中医药、针灸的合法地位。一份

调查显示，美国每 10 个成年人当

中，就有 1 人接受过中国的传统医

术针灸的治疗。针灸还受到美国

军方的重视。2011 年年底的一则

报道称，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以

高薪招聘中医针灸师，为官兵解

除病痛，同时针灸也被纳入了陆

军跨学科疼痛研究的范畴。加利

福尼亚州批准成立了美国中医药

研究院，该州持有执照的中医针

灸师超过 1.3万人。

德国拥有一个 10余万人的针

灸师协会，会员全部来自德语国

家。“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诊疗

方式也日渐被德国民众接受，如始

建于 1991 年的德国巴伐利亚州魁

茨汀医院就是一个典型。

2012年 7月，澳大利亚卫生执

业者管理局发布消息，称澳大利

亚开始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

注册管理，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

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

地位的西方国家。中医在澳大利

亚的合法化与中医在澳大利亚的

普 及 和 流 行 是 分 不 开 的 。 近 年

来，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医药的接

受程度越来越高，中药也被列为

澳大利亚“补充药品”中的重要门

类。同时，中医教育也在澳大利

亚迅速发展，约有 20 所大学提供

中医课程，中国中医学校也与澳

大 利 亚 地 方 政 府 开 展 了 更 多 合

作，计划在澳大利亚建立培养中

医学生的高等院校。

中医在海外：历经风雨 落地生根
本报驻泰国特约记者 俞志航 驻马耳他特约记者 孙 燕 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乾清 驻南非特约记者 尹亚利

4 月 11 日，一件珍贵的毛利斗篷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展至新西兰国

家博物馆。随着这件承载着中新两

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的毛利斗篷漂洋

过海，发生在 56 年前的一段佳话也再

次引人回味。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西兰与中国

尚 未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但 民 间 往 来 不

断。尤其是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

易·艾黎创立的新中友好协会，一直

致力于推动两国间的友好交往。1957

年 10 月，应邀来华出席国庆晚会的新

中友好协会成员、毛利族妇女罗玛·海

沃受毛利族首领考洛克委托，为毛泽

东主席带来了这件羽毛斗篷。罗玛·
海沃是新西兰电影制片人，她和丈夫

瑞德尔曾拍摄讲述中国见闻的《续西

行漫记》等3部影片。

10 月 1 日晚，罗玛·海沃在天安门

城楼上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斗篷，传

达 了 毛 利 首 领 对 中 国 领 导 人 的 善

意。她还幽默地说：“我们是世界上

最小的民族，把礼物赠给世界上最大

的民族。”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披上斗

篷，说：“最小的民族和最大的民族同

样重要。”

毛利人是新西兰最早的居民，他

们约占新西兰人口数的 15%，拥有自

己独特的毛利文化。羽毛斗篷是毛

利族首领的特有服饰，代表着尊贵的

身份和地位。所移交的斗篷约 1 米见

方，以黄色羽毛为底，配以黑色和灰

色羽毛编织的方形图案。它被国博

精心保存了半个世纪，如今将被暂时

出借给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于今年在

该馆展出。

如今，这件珍贵的毛利斗篷又被

赋予了新的意义，那就是继续向新西

兰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讲述中新两

国的友好交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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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0 日，“陈永

模水墨艺术展”在柏林中国文

化中心拉开帷幕。该展展出台

湾知名画家陈永模的 32 件作

品，任教于柏林艺术大学的台

湾钢琴家苏立群应邀在开幕式

上演奏。

德国观众对陈永模的作品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拿着

手机不停地拍摄，有的手捧画册

请陈永模签名。柏林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陈建阳说，陈永模是第

一位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画展的台湾艺术家。祖先留下

的灿烂文化遗产是连接两岸同

胞的精神纽带，“此次展览是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动体现。”

陈永模 1961年出生于台湾

彰化县，自幼学习书法，后就读

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

他的画作将传统水墨画和各种

现代题材相融合，既有传统花

卉、风景，也有现代人物肖像，

还有别具一格的农村生活系列

作品。据悉，此次展览将展至 4

月 22日。 （许晓敏）

中国文化走进科威特中小学
本报讯 （驻科威特特约

记者曹建英）4 月 8 日，科威特

首 都 科 威 特 城 崂 达 区 女 子 中

学 在 学 校 剧 场 举 办 了 第 六 届

文化展览和文艺汇演活动。

此 次 活 动 由 该 校 英 语 专

业和数学专业的师生承办，共

推出展示服装、书画、饮食等

国外特色产品的 近 20 个 文 化

展台，不但锻炼了学生们的手

工 制 作 能 力 ，也 开 拓 了 大 家

的 视 野 。 中 国 驻 科 威 特 大 使

馆 文 化 处 负 责 人 为 中 国 展 台

提 供 了 部 分 文 化 展 品 和 布 展

所 需 的 一 些 装 饰 物 ，并 应 邀

参 加 该 展 ，与 师 生 们 现 场 互

动。

科 威 特 的 中 小 学 校 经 常

举办“文化展览”“世界日”等

活动，这些活动为中国文化的

传播提供了平台。此前，3 月

11 日，科威特城塞尔瓦区达纳

双语中学举办“世界日”活动

时，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文化

处即派人前往参加，与同学们

分享有关中国的话题。

吴署中水墨画展奥赛开幕
本报讯 （驻法国特约记

者刘望春）4 月 4 日，由巴黎法

中友协和法国埃松省奥赛市政

府共同筹备的“吴署中水墨画

展”在巴黎奥赛市布威士文化

中心开幕。

作为加强法中文化交流与

合作的一项内容，此次画展展

出吴署中绘画作品 30 余幅，包

括“人间弥勒”系列和花鸟、山

水、人物、动物等题材的作品。

其中，《文成公主》、《天路》和

《天地和谐》为吴署中特意为画

展创作，这 3幅作品将汉藏一家

亲的历史、西藏发展新貌与浓

浓的佛意完美融合，呈现出安

祥和谐的境界。

吴 署 中 于 1956 年 生 于 上

海，其水墨画融岭南画派、西洋

印象画派和海派于一体，曾多

次获得国内外绘画奖项，赴多

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他的笑

面大佛弥勒作品独具特色，所

画弥勒婴儿般的笑容灿烂而坦

诚，形体神态呈现出来自生命

本源的率真轻松。

台湾画家陈永模柏林办展

德国艺术爱好者凝神欣赏陈永模作品

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

园。温暖明媚的春天里，中国和埃及

的朋友齐聚一堂，在生动形象、真情流

露的故事中感知中国文化，传递友谊，

收获希望。

4 月 11 日，第八届“大使杯”说汉语

讲故事比赛的决赛在开罗中国文化中

心热闹上演。当晚，作为会场的中心

多功能厅被装饰一新，充满了浓郁的

中国文化氛围。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

国夫妇、公使衔参赞冯飚、文化参赞兼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冬云，以及

埃及各高校中文系主任等 400 多名嘉

宾出席。

本次比赛以“感受中国文化”为主

题，吸引了来自埃及开罗大学、艾因夏

姆斯大学、爱资哈尔大学、苏伊士运河

大学等 6 所大学、两所孔子学院和开罗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汉 语 班 的 15 组 参 赛 选

手。据介绍，比赛经过预赛和两次彩排

后进入决赛，决赛分为讲故事和自荐拉

票两个环节，选手们将在限时 5 分钟的

时间内讲述有关中国文化的故事，然后

随机抽取一组词在现场进行自我介绍。

比赛中，每位选手都拿出精心准

备的故事，展示了各自的风采。有的

通过自己与中国老师的不解之缘讲述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有的以中国留学

时的见闻讲述中国道德模范郭明义的

故事，其情其感十分动人；有人则用逼

真的道具和服饰、声情并茂的表演，将

草船借箭的故事娓娓道来，使观众仿

佛置身其中；悠扬的音乐声中，选手讲

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显得更加

凄美；文化中心汉语班的学员化装成

中国老爷爷，为“孙儿”讲起了十二生

肖的故事，舞台布景配合播放十二生

肖的水墨动画，故事和动画巧妙结合

的直观呈现，瞬间激起了埃及观众对

中国生肖的浓厚兴趣……最终，来自

艾因夏姆斯大学的王艳秀同学凭借深

情 讲 述 的 亲 情 故 事《爸 爸 ，我 对 不 起

你》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她将在今

年参加由中国文化部举办的为期两周

的“中国之旅”奖学活动。

丰富多彩的舞台表现形式、惟妙

惟肖的水墨舞台背景和极具中国古典

韵味的服饰，成为本次比赛的重要特

色。宋爱国表示，中埃都是历史悠久

的文明古国，两国青年需要加强相互

沟通和了解，而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

载体，将为埃及年轻一代打开一扇了

解中国的窗口。“在这次比赛中，我们

很高兴地看到埃及各高校的汉语教学

正 不 断 普 及 ，学 生 水 平 也 明 显 提 高 。

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埃及青年开始

关注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汉语热’

在埃及方兴未艾，令人深受鼓舞。”

一年一度的“大使杯”说汉语讲故

事大赛为广大埃及学生和汉语爱好者

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极大地激发

了埃及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的热情，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已

成为中埃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之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余

热未消，不断引发人们对中国文

学走向世界的热议。瑞典汉学家

马悦然曾说：“质量是衡量一切的

标准。”而翻译无疑是实现文学价

值跨越语言藩篱，进入更广阔的

话语系统的关键渠道。诺奖委员

会 对 莫 言 作 品 的 评 判 离 不 开 翻

译，我们对米兰·昆德拉、村上春

树的认识也首先经由翻译成为可

能。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情况告

诉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

最大障碍之一恰恰是翻译质量不

过关。如何有效消除翻译短板给

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困扰，翻

译的主体亦即“谁来译”问题是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认为，

翻译从来都是从外语译入母语，

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中国学

者潘文国则反驳称，汉籍外译不

是外国人的专利。这里涉及的其

实 是 直 接 翻 译 和 逆 向 翻 译 的 区

别。所谓直接翻译，是指从外语

翻译到母语和惯用语，逆向翻译

则是从母语到外语的翻译。一般

说来，直接翻译的最大障碍是精

准理解原文，表达的难度相对降

低；逆向翻译时理解的压力相对

较小，棘手之处在于如何让译文

符合译语的规范。中国文学作品

的对外译介应当由中国译者译出

还是外国译者译入？学术界对此

看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独立

的直接翻译和逆向翻译都存在明

显局限性。

理解是文学翻译的前提和基

础，表达是理解后的产出。倘若

译文语言“不中不西、非驴非马、

似 通 非 通 、诘 屈 聱 牙（金 圣 华

语）”，翻译显然是失败的。翻译

的表达效果与译语的写作能力是

不可分割的。理想的双语译者无

论母语、惯用语还是外语，理解与

表 达 的 能 力 应 该 旗 鼓 相 当 。 然

而，一个人很难真正精通两种语

言，母语强过外语是多数译者的

常态和无法回避的现实。

诸如《诗经》、《楚辞》、《乐府

诗集》之类的文学汉典，无一不是

语言艺术的集大成者。如何将这

些典籍背后的文学效果和感染力

再现到译作中，对译者的语言功

力和审美触觉都有较高要求。本

土译者青少年时期大多在国内接

受外语教育，尽管外语能力在国

人中较为出色，但对文字节奏不

敏感。此外，词汇量有限、受中文

句法和表达习惯束缚等先天不足

也是中国本土译者的普遍症结。

除了语言，逆向文学典籍翻译还

要面对文化上的障碍。国内译者

虽以英语为目标语言，但却离不

开汉语的文化参照系。如果对目

标国家的文化语境不够了解，就

谈不上使译文同目标文化对接并

融入对方话语体系。近年来，海

内外媒体对国内输出的文学翻译

作品在西方语境里遭遇尴尬常有

报道，而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典

籍外译图书，实际读者群往往是

国内广大的外语学习者，至于是

否走出国门、反响如何，反倒乏人

关心了。

那么，是否以外语为母语的

译者进行的直接翻译就没有问题

呢？事实上，这些译者对译语的

语 言 文 化 具 有 天 生 的 领 悟和敏

感性，更清楚目标读者的兴趣和需

要，也更知道如何精妙表达。但如

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的译文，就会

发现读懂中国文学典籍对他们而

言并非易事。汉语非母语的译者

与中国文学作品之间有天然隔膜，

一些杰出汉学家都无法避免理解

中的基本错误，今日世界又有哪一

位汉语非母语的译者敢说能够进

入中国文学典籍的底里？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战斗”

总免不了势单力薄，为切实提高

作品外译的质量，并肩协作、优势

互补的合作翻译是一种值得鼓励

的模式。纵览中国典籍翻译史，合

作翻译的例子并不鲜见。早在佛

经翻译时期，便有“口授”与“笔受”

的分工；明清时期，“西译中述”模

式的历史意义也为学界公认。进

入当代，合作翻译文学汉典的例子

首推外文出版社发行的英译四大

名著。资深法语翻译家唐龙曾一

语道破合作翻译的重要性：“中国

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外国改稿员的

配合，我根本不敢译，我翻译好以

后，都是让法国的改稿员看。”

输出的译本不转化为读者案

头的阅读对象是毫无意义的，文

学作品外译的根本目的是让中国

文化走近海外读者。中外合作翻

译模式整合了双方的语言文化优

势，有助于克服独立翻译时的障

碍，提高译本的目标语兼容性，有

助于让中国文学译本走进西方主

流文化，让西方读者了解我们的

文化常规与思维方式。

合作翻译或能破解翻译之困
史 凯

埃及学子赛讲中国故事埃及学子赛讲中国故事
本报驻埃及特约记者 魏 玮/文 高 峰/摄

▶ 开 罗 文 化

中 心 汉 语 班 学 员

讲 述 十 二 生 肖 的

故事

▼ 中 国 驻 埃

及 大 使 宋 爱 国 夫

妇 与 获 得 一 等 奖

的选手合影留念

拔罐、针灸等中医疗法已日渐被外国人所接受 何所思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