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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时报周末·文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金砖国家电影节观察

据新华社“现在国内有一种倾
向，似乎只要把中国作家的作品，或
者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语，在
国外出版就好，甚至在越多的国家
出版就越好。然而，这个翻译的水
准精不精良，这个作家或这部文学
作品在海外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
有没有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人们似
乎并不关切。”

日前，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
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
和未来”研讨会上，外国文学领域的
资深出版人彭伦对当下翻译出版界
的“文化走出去”热潮提出了值得深
思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声势
浩大，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中
国 作 家 在 海 外 频 频 获 得 重 磅 奖
项，也提升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自信。不过，与如潮水般涌来的
欧美文学作品、好莱坞大片等相
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依然
有限。事实上，不仅在文学领域，
戏剧、舞台表演等艺术领域也存
在着同样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
出 去 ？ 与 会 译 者 和 文 艺 界 人 士
一 致 提 出 ，翻 译 ，是 要 首 先 解 决
的障碍。

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认为，时
代需要一批最优秀的译者。这些译
者应该追随傅雷、梁实秋、钱钟书、
余光中等大家的脚步，既精通外文，
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能在翻译过
程中传神地体现出中文的“精纯之
美、自在自如”。

汪涌豪举例说，二十世纪初，美
国著名诗人庞德“创造性”地翻译中
国古典诗歌和儒家经典，让中国诗
在西方着实风靡了一阵。这就是因
为，翻译者不仅能在两种语言之间
穿行，而且能对两种文化进行自如
转化。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无
数优秀译者发力，而现实却难以令
人乐观。“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工
资涨了100倍，文学翻译稿酬只增了

5倍。过去，翻译家凭借翻译能过上
体面生活。如今，很少人能仅凭翻
译过活。”汪涌豪颇为翻译家们打抱
不平。

与会人士呼吁，为繁荣文学翻
译事业，首先要严格审核越来越多
的翻译公司的资质、提高从业者的
准入门槛；其次，中国高校应设立翻
译专业，培养一流人才；第三，要提
高翻译的稿酬。

另 一 方 面 ，当 下 翻 译 出 版 界
对 于 中 国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认 识 与
做 法 ，也 存 在 不 少 误 区 ，亟 待 改
变。必须让中国的文学作品、文
化 产 品 更 好 地 通 过 版 权 贸 易 和
市场推广的方式，真正进入到西
方 文 化 之 中 发 生 影 响 。 如 果 只
是 任 由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推 手 按 照

“国内规则”来运作，文化走出去
难免事倍功半。

在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多
年深耕的资深出版人彭伦，分享了
他亲身经历的“尴尬事”。几个星期
前，他与一位旅居新加坡、专门翻译
中国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交流。
这位美国译者透露，近来一些中国
作家主动邀请他翻译其文学作品，
有的人甚至“悬赏”几十万元人民币
让他来翻译。

悬赏巨资让“老美”翻译，反而
让老美“一头雾水”，提出了一连串
的问题：“作品翻译完了，在哪里出
版？译文的版权属于谁？你的作
品在西方会不会有读者？外国的
市场推广谁来负责？”对于这一连
串的问题，中国作家回答不出，也
并不真正关心，“似乎只要找到一
个好的翻译，文化走出去，就已经
万事大吉”。

彭伦建议，中国文化走出去，
除了需要翻译界发力，更需要通
过好的渠道进入西方社会，抵达
西方读者或受众。“中国的文学作
品走向世界，翻译只是第一步，只
有找到最具实力、有影响力的出
版社代理，才能使其真正接触到
西方读者，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影
响，打造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孙丽萍

据新华社 考古人员近日在云
南晋宁上西河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时，发现多眼汉代水井及古滇国时
期村落遗址，出土大量陶片、瓦片、
铜器、玉石等考古资料。这一发现
填补了古滇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又
一空白。

古滇国是云南历史上创造过灿
烂文明的古王国，疆域主要在以滇池
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境内
主要民族为古代滇人部落。长期以
来，由于考古资料匮乏，外界对古滇
国文化认知极为有限。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介绍，上西河遗址位于昆明

市晋宁区上蒜镇境内，遗址分为甲、
乙和丙三区。今年3月，考古人员开
始对遗址乙区南边 500 平方米区域
展开考古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已正式
结束。

据介绍，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
在遗址洪积层下发现汉代地层堆积
和水井等遗迹，累计清理水井13眼；
在汉代堆积的下面，发现古滇国时期
的房屋基址和灰坑、灰沟等堆积，累
计清理房屋基址40座、灰坑470个、
灰沟62条、墓葬3座。

其中，新发现的汉代水井均为
圆形桶状，井深各不相同，井栏以
原木层层叠筑，以榫卯方式固定，

水井底部发现有陶釜、陶罐等器
物，推测是汉代不同阶段人们取水
的设施。

考古人员还发现，该发掘区域时
代最早的建筑基址为成排的沟槽，在
沟槽中分布有比较密集的柱洞，这些
柱洞直径比较大，从柱洞分布可推测
出当时房屋建筑体量大。“密集分布
的房屋表明，当年古滇人在此建设村
落，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

蒋志龙表示，此次考古发现填补
了过去古滇国文化考古研究中“滇池
盆地只见墓葬遗址没有村落遗址”的
空白，为进一步确认古滇国都城遗址
等指明了方向。 ■许万虎 岳冉冉

71岁的孙瑞成是河北省沧县孙氏指墨画艺术的第四代传人。为了将指墨画传承发扬，孙瑞成广收学生，同时定期
到中小学讲解教授指墨画艺术。2015年，沧县孙氏指墨画艺术被收入河北省沧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
孙瑞成（中）在位于沧县的画室同指墨画爱好者探讨交流指墨画创作。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翻译，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晋宁发现古滇国村落遗址

据新华社 6 月 27 日，金砖国家
电影节在四川成都闭幕。5 天里，
金 砖 五 国 33 部 新 老 影 片 集 中 展
映，不同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得以充
分展示、尽情交流，碰撞出激情的
火花。

电影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载
体，是增进各国民众相互了解、推动不
同文明交融互鉴的情感纽带。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金砖国家
以电影节为平台，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启人文交流合作新篇章。

美的共鸣——五国联手
奉上电影盛宴

“时间去哪儿了？”这首在中国
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本届金砖国
家电影节开幕影片的片名和表达的
主题。

这是金砖国家首次尝试合拍片，
五国导演以同一主题、不同视角，讲述
自己对时间和情感的不同理解，汇集
为一部109分钟的集锦长片。

电影节之前，五个故事的主创
甚至没有谋面，只是单纯靠一封封
邮件沟通。影片监制和中国故事
的导演贾樟柯说，5 个导演分别以
灾难片、科幻片等截然不同的表现
形式，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呈现完
全不同的艺术理念，“这就是电影
的魅力！”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金砖合作机

制中最有趣的体验。”巴西驻华大使马
尚对影片评价说。

本届电影节，以“每一天，一个国
家，一种电影文化”的方式，专题展映
33部来自金砖国家的新老影片，并在
成都多个影城滚动播放超过 200 场，
引发了观影热潮。

前三日，主展影院成都 UA 国际
金 融 中 心 影 城 平 均 上 座 率 达 到
70%。俄罗斯、印度经典影片展映几
乎场场爆满。很少在国内上映的巴
西和南非电影，引起中国观众极大
兴趣。影院市场部经理郭敏表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篷车》等俄
罗斯、印度经典影片勾起一代中国
观众的记忆，其展映场 20%是中老
年观众。

这场“电影盛宴”，淋漓展现了
金砖国家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深厚文
化积淀，也体现了电影艺术的审美
价值、电影人的坚守和信仰。巴西
参展影片《上帝之城》，讲述的是电
影改变贫民窟孩子人生轨迹的故
事，俄罗斯参赛影片《僧侣与魔鬼》
的导演尼古拉·多斯塔尔积极评价
说：“电影，有时候不需要语言；通过
电影，我们能够将各自的文化做最
好的诠释。”

美的交融——用光影追
寻“美美与共”

在电影节的主会场，代表着金砖

五国的五道“电影之门”矗立在显眼位
置。每个“电影之门”下悬挂着一套永
动球，五个颜色的小球来回碰撞、摆
动，代表着五国文化交流的相互交融、
生生不息。

这个精心设计的装置正是本届电
影节的生动写照。不同的国家和民
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依靠电影
这门“世界语”走到了一起。

“金砖合作机制从经济领域出发，
带动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著名导演谢飞是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
席，在认真观看了 10 部参赛影片后，
他认为其他金砖四国的电影作品对中
国电影的启发很大。

“南非、巴西的电影人，我们以前
很少看到。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交
流，特别有意义。”博纳影业集团总裁
于冬告诉记者，通过此次电影节的交
流，博纳影业近期上映的一部影片引
起巴西电影人的关注，提出希望翻拍
巴西版，这正是电影交流合作带来的
成果。

由印度选送参赛的影片《海龟》曾
荣获 2016 年印度国家电影奖最佳影
片。与人们普遍印象中载歌载舞的印
度电影不同，这部影片通过关注抑郁
症引发自杀率升高的社会问题，投射
对这类人群的关怀。

影片制片人莫汉·默哈德·阿盖什
认为，抑郁症是全球性问题，给许多国
家都带来了挑战。“我们意识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也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的应
对之策。而电影就是电影人应对现实
问题的表达。”

在南非评委西索尔看来，尽管金
砖国家各自走过的历程不同，但当前
都面临着相似的发展任务，参赛影片
既展示了文化的多元性，更体现出彼
此之间“同”大于“异”。

“电影是传递文化的最好媒介。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应该携手为自己

‘代言’，改变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
的看法。”西索尔说。

美的启程——金砖国家
文化交流再出发

《时间去哪儿了？》这一具有象
征意义的合拍影片拉开了电影节序
幕。“我们向何处去？”——通过广泛
深入的交流，五国电影人逐渐达成
共识。

“电影因多元而精彩，因交流而
发展。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
南非五个国家，尽管语言不同、肤色
各异，但怀抱共同的电影梦想。”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
认为，金砖五国都拥有丰富的历史
传承和鲜明的文化特色，电影艺术
各具风姿，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他介绍，中影已经与印度、俄罗斯合
拍影片，未来还将与巴西、南非展开
合作。

印度电影人森卡·比斯瓦斯希

望金砖国家在电影教育方面加强联
系、开展合作。对此，中国代表团在
本届电影节上发布了《北京电影学
院关于金砖国家电影人才交流培养
的计划》，宣布将为其他金砖国家提
供 40 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并开展大
师工作坊、访问学者科研合作等一
系列活动。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
局长张宏森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世
界电影大国，在大国转向强国的过
程中，需要以积极开放的姿态，与
世界优质电影资源相衔接。“特别
是在金砖五国的合作机制下，我们
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
相信电影会在人文交流中起到先
锋作用，促进民心相通、夯实民意
基础。”

发展与合作是金砖国家的最大
公约数。本届电影节达成了《金砖
国家电影合作成都共识》，计划未来
5 年每年推出一部合拍片，为进一步
深化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作出电
影的独特贡献。以后，国内观众将
有望看到更多来自金砖国家的电
影，中国电影也会借助这样的合作
机制，在金砖五国甚至更多的国家
与观众见面。

“金砖国家电影合作之路刚刚开
启。以电影为平台，金砖国家人文交
流合作将通达更加光明的未来。”张宏
森说。 ■史竞男 许茹 杨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