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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汉学家伊维德结束长达

20 天的旅程，回到了位于荷兰的家中。

与他一同抵达的，还有此次应中国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之邀、参加 2014 年度“东

方文化研究计划”的温馨记忆。伊维德

在给记者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

的愉快经历，对他今后的汉学研究大有裨

益，令他十分受用。

“东方文化研究计划”：
助汉学家实现夙愿

前不久，在与中国驻荷兰大使陈旭

交流时，伊维德曾透露，他有两桩久未达

成的心愿：亲眼看看敦煌莫高窟，亲耳聆

听河西宝卷诵读。原来，自 1978年以来，

伊维德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但因工作原

因，他的足迹大多留在了东部省份。一晃

30 多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成了享誉

海内外的汉学权威，伊维德竟仍未踏上过

甘肃的土地。

“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为伊维德提供

了圆梦的机会。伊维德告诉记者，他推掉

了数份同期访华邀请，而选择参加“东方

文化研究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太好了，

一定不能错过”。

说起“东方文化 研 究 计 划 ”，其 在

西方汉学家当中已有不俗口碑。该计

划创办于 2002 年，是在文化部指导下，

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负责执行的

国际交流计划。该计划采取研究项目

资 助 和“ 请 进 来 、走 出 去 ”的 方 式 ，通

过举办研讨会和论坛，鼓励开展学术

领域的对话和面对面思想交流，增进

文化理解与和谐共处，并希望参与者

在未来通过开展学术活动增进同行间

的友好往来。

同 时 ，“东 方 文 化 研 究 计 划 ”所 邀

请的学者，必定是学术领域数一数二的

人物。伊维德是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

院院士，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一职，学术成就与“东方文

化研究计划”的定位相符：他以中国古

典小说及戏曲版本为主要研究方向，出

版的著作、译著超过 50 种，发表在学术

期刊上的作品不计其数。他用英文翻

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

《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已被欧美学界

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之旅由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中心和北京戏曲评论学会负责行程安

排和接待。回顾此次于 9 月 8 日正式开

启的访华之旅，可谓紧锣密鼓、马不停

蹄。数周时间内，伊维德访问了中国国

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

传媒集团、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北京

戏曲评论学会等多个文化、学术机构，

并赴北京琉璃厂、八大处以及甘肃敦

煌、兰州、嘉峪关等地实地查看了包括

河西宝卷在内的文化艺术遗产。

这不仅是一次内容丰富、突出文化

层次的务实访问，而且特别尊重汉学家

本人的学术特点，堪称为受邀学者量身

打造——能够帮助汉学家实现学术夙

愿，增进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不啻为

一桩美事。

专业交流：
学术与思想的碰撞

参访的同时，伊维德参加了 1 场研

讨会、举办了 3 场讲座，与中国同仁展开

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在由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办的第

三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上，伊维德

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刘承萱，中国文

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

总编辑宋合意，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

辑兼理论部主任徐涟，中国文化传媒

集团副总经理陈建祖，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孙崇涛，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等围绕“东

西方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戏剧精神”这

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伊维德从古

典 戏剧研究的角度对于今天的戏剧创

作、演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

认为，应降低欣赏戏剧的门槛，让更多

的人了解戏剧的魅力。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主办的北京戏

曲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讲座上，伊维德与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张永和、驻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靳飞、监事长徐玉良及

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梅兰芳纪念馆馆

长秦华生、戏曲理论家周传家等众多戏

曲评论界人士展开了对话。在这场专

业性极强的讲座上，作为主讲人的伊维

德显示出了超越领域的卓识。他提出

的“中国京剧比话剧更具现代性”“中国

戏曲特有的表演美学体系对西方影响

深远”等观点，被中国学者广为赞同，频

见于国内媒体报道。

在北京大学，伊维德又就元杂剧的

版本及翻译问题举办了一场讲座。这

场讲座的听众主要是学生，伊维德将治

学生涯和专业话题融会贯通，整场讲座

既富含学术营养又不过于艰深。伊维

德分析指出，西方人最早翻译元杂剧是

基于语言学而非文学的需要。这一观

点激发了学子们的思想火花。讲座结

束后，伊维德被众多学子簇拥其间，火

热程度不亚于他在哈佛大学执教之时。

甘肃之行：
收获的不只是敦煌与宝卷

甘肃是伊维德的心愿之地。伊维

德曾出版数部关于敦煌变文的专著，

《剑桥中国文学史》“敦煌叙事文学”一

节，同样出自他手。由于近年来从事中

国民俗故事的翻译工作，他对莫高窟壁

画表现的传说、故事也颇为关注。

此次行程与敦煌颇有机缘。在北

京 国 家 典 籍博物馆敦煌遗书展厅，珍

贵的敦煌文献令伊维德流连忘返。在

甘肃省博物馆，伊维德又巧遇“甘肃丝

绸之路文明展”，遍览甘肃省博物馆及

28 个地县博物馆的顶级考古发现，当

中与敦煌有关的珍藏为数不少。参观

这两个大展，为伊维德的莫高窟之行做

足了铺垫。

9 月 17 日，伊维德终于站在了莫高

窟的数百个大小洞窟之前。在敦煌研

究院院长樊锦诗的贴心安排下，伊维德

得以走进 16 个洞窟，仔仔细细地观摩、

欣赏。除了洞窟，伊维德还参观了敦煌

研究院敦煌资料中心，与敦煌研究学者

深入交流。这里的丰富藏书，再次满足

了他对了解文献的渴望。

聆听宝卷的心愿则在酒泉实现。在

集有众多珍贵的“宝卷”抄本、刻本的酒泉

市肃州区文化馆，“酒泉宝卷”代表性传承

人乔玉安和他的3名弟子诵读了《生身宝

卷》。伊维德听得格外认真——这样原

汁原味的诵读绝对难得一见。诵读完

毕后，伊维德紧紧握住乔玉安老人的

手，道谢再三。

伊 维 德 收 获 的 不 只 是 敦 煌 与 宝

卷。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顺访了榆林窟，

登上了嘉峪关古城楼，感受了月牙泉和鸣

沙山的大漠风光。伊维德说：“以前都是

做文献研究，这一路，我看到了古老的、真

实的中国西部。”

相约未来：
难忘中国文化人的情谊

学术碰撞与实地考察固然令人激动，

更令伊维德难忘的则是与中国人结下的

淳厚情谊。此行中，伊维德再一次真切地

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的质朴与热情。

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大家亲切地

称呼他为“伊先生”。对于这个出自中

文习惯的称谓，伊维德欣然接受。数位

戏剧研究学者对他的学术著作和观点

十分熟悉，交流“零障碍”，这是他之前

未曾想到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与

伊维德初次见面。两人从图书馆的数

字化聊到古籍保护与应用，话题不穷。

伊维德对国家图书馆细致的接待深表

感谢。他表示，国家图书馆为学术研究

提供了珍贵资料，利在千秋。

此外，与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谢金

英等文化界人士的快意交谈，与北京大

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北

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跃红等知名学

者的坦诚切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自

在游览，都令伊维德感念。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董俊新与伊维德的会面，为此次

“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曾在中国驻荷兰使馆工作多年的

董俊新提及昔日往事，两人不禁感慨，

相约未来继续合作，再续此情。

伊维德自知，他的研究领域即使对于

中国人而言，也是小众与精深的。或许，

在学术交流的过程当中，与中国文化人

之间结下的难得情谊，才是引他进一步

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法门”，而这也正是

“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主旨之一。但愿

多年以后，“伊先生”还能记起这年中秋

于北京后海赏月的畅快与舒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

者叶飞摄。）

伊维德：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
——2014年度“东方文化研究计划”追记

本报记者 叶 飞

编者按：9月，收获的季节。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先生来华参加 2014年度“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心和北京戏

曲评论学会的安排和接待下，伊维德访问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等文化、学术机构，与中国同仁开展学术交流；

赴北京琉璃厂、八大处以及甘肃敦煌等地实地查看文化遗产，实现学术夙愿。

对伊维德来说，这次访华的收获远远不只是学术，更有与中国文化人结下的淳厚友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跃红（左）与伊维德交流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右）会见伊维德

伊维德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处参赞迟润林（左）一同参观莫高窟 伊维德与“酒泉宝卷”代表性传承人乔玉安（右）交流

伊维德接受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右）赠书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俊新（左）

与伊维德

荷兰汉学家伊维德与北京戏曲评论学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靳飞（右）交流

伊维德到访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谢金英（右二）会见了伊维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