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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与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情谊历久弥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拉共享发展机遇
的重要抓手，文化融通是中拉文化发展
的未来方向。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的人文交流互鉴，构建拉美各国汉
学家和汉学机构间常态化学术交流平
台，推动拉美汉学研究与文化建设高质
量发展，北京语言大学青岛世界汉学中

心拉美汉学与文化中心日前正式成立，
多位中外嘉宾出席揭牌仪式。

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在致辞中表
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中国
和拉美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双方
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
作。北京语言大学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有
效促进了拉美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交流和对话，拉美汉学与文化中心成立
是中国和拉美文化交流的里程碑，肩负
中拉文明对话的崇高使命，将有效促进
中拉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拉美汉学的
发展。

拉美汉学发展座谈会也于当天拉开
帷幕，与会嘉宾就尼加拉瓜、巴拿马汉
学发展情况以及拉美汉学与文化中心未
来的发展规划进行交流，并探讨如何助
推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教育交流和影
视产业合作。

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同北京语言

大学主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二讲：
“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于青岛世界汉
学中心同期成功举办。现居挪威的德国
汉学家何莫邪，法国城市规划大师特
里·梅洛，丹麦汉学家曹伯义，法国籍
画家、美术教育家高醇芳先后发表主旨
演讲。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断
取得新成就，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领域获
得新进展。这些散布在华夏大地上的文
化遗产，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动见
证，也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
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本次讲坛中，4位
汉学大家以独到精妙的理解，呈现文化
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文化内涵，探讨对文
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议题。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王珂在
致辞中表示，中国历来重视文物保护和
文化遗产传承，希望以此次讲坛为契
机，进一步挖掘和展示文化遗产的魅
力，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让
更多人走近文物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
是怎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了解中
华文明对全球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为
文明发展和人类进步开辟一条“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康庄大道作贡献。

深入鲁迅精神世界

朴宰雨是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韩国
学者，他与鲁迅的“缘分”始于上世纪
70年代。1973年，朴宰雨进入韩国首尔
大学中文系读书。该系早有鲁迅研究与
译介传统。自上世纪40年代起，中文系
主任丁来东就出版了研究论文《中国文
学上的鲁迅与巴金》，时任助理教授的
李明善还翻译了鲁迅《故乡》在内的许多
作品，并发表《鲁迅的文学观：关于文学
批评》等一系列研究文章。

朴宰雨对前辈的成果如数家珍，他
也从这份厚重的学术积累中得到诸多灵
感与启示，并就此踏上鲁迅研究之路。
本科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作

品。鲁迅文字中的“冷”与“热”给朴
宰雨留下深刻印象。鲁迅杂文语言犀利
而冷静，透露着他的铮铮铁骨与忧国忧
民情怀。而鲁迅对乡村生活的现实描写
则充满了温情，给朴宰雨带来一种似曾
相识之感。他回忆道：“我在阅读 《故
乡》 时，就常回忆起童年往事。‘迅
哥’母亲即将卖掉大房子而搬家时，她
高兴中藏有凄清的表情总让我想起母亲
当年的样子，亲切又令人感伤。幼时我
在农村生活，一到雪后的冬日，村里的
孩童就会像闰土一样支竹匾、捕小鸟，
十分有趣。”

带着对鲁迅的亲切感与敬意，朴宰
雨开始研究鲁迅及其在韩国的文学影
响。朴宰雨怀着极大兴趣读完了韩国所
能找到的全部鲁迅作品，并整理了金光
洲、金龙燮、金喆洙、河正玉等韩国学者
对鲁迅的早期研究。此外，他还将目光
转向当时研究较为成熟的日本学界，研
读了丸山昇等日本学者的专著与论文。
他潜心阅读、孜孜不倦，最终完成了本
科论文《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的
展开过程》。

在朴宰雨看来，鲁迅不仅是“启蒙
者”“精神界的战士”，更是犀利的“批
判性思想家”。1983 年，朴宰雨进入韩
国外国语大学工作后，他又开始考察鲁
迅在韩国的接受史。朴宰雨注意到鲁迅
在韩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韩
国作家受到鲁迅的启发，他们创造性地
将其作品中的元素挪用到对韩国现实的
刻画中。如日据时期韩雪野的 《摸索》

《波浪》 与金史良的 《天马》《Q 伯爵》
中就有《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的
影子。如今，鲁迅依然在影响韩国的当
代文学，朴景利 《给 Q 氏》 就是一例。
朴宰雨意识到，中韩两国历史文化有诸
多共性，如农耕文明十分发达、儒家观
念影响深远，因此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观
察与看法，韩国民众也能感同身受。

探寻中国人文精神

在对司马迁的研究中，朴宰雨以另
一种方式理解鲁迅。1979年，朴宰雨到
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求学，其后 10 年
里，师从叶庆炳攻读硕博学位。这一阶
段，他主要研究司马迁《史记》中的传
记文学。

鲁迅称 《史记》 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 《离骚》 ”，对其文学价值评价
很高，因此朴宰雨对这部书一直很感兴
趣。他的硕士论文《〈史记〉的写作技
巧研究》是从《史记》中选取《项羽本
纪》《田单列传》《信陵君列传》 等 8个
篇目，分析其艺术技巧与主题思想。博
士论文 《〈史记〉〈汉书〉 传记文比较
研究》 则对 《史记》《汉书》 中传记的
写作精神与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在他看
来，司马迁既是优秀的史学家，也是杰

出的文学家。
在司马迁身上，朴宰雨看到中国知

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
品质，而这或许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
源泉。朴宰雨从二者身上发现了许多共
性。司马迁曾经因“李陵之祸”遭受酷
刑，绝望而想自尽，但是为了完成《史
记》忍辱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
是鲁迅“反抗绝望”精神的先驱。二者
受到现实重压而化悲愤为文字，司马迁

“发愤著书”，鲁迅亦称其写作是“释愤
抒情”。

最打动朴宰雨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思
想与批判意识，这于司马迁而言是“不
隐恶，不虚美”的历史书写，在鲁迅作
品中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朴
宰雨常常跟朋友们说，孔子思想好比是
一个基础平台，而司马迁跟鲁迅是应付

“现实料理”的两把刀，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通过重塑文化来使社会更健康
地前进。

架起文化交流桥梁

朴宰雨从中国文学中受益匪浅，他
也热衷于把这些收获与思考传授给学
生。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期间，朴宰雨开
设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课上他最
常讲解 《阿 Q 正传》。“我与 《阿 Q 正
传》有着30多年的缘分。自1984年3月
起，我就开始为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讲解这部小说。除
了学术假期外，我每年都在课上讲解鲁
迅作品。”朴宰雨说。

在课堂上，朴宰雨通常会安排固定
的研究主题，如“鲁迅的辛亥革命体验
与《阿Q正传》的创作”“《阿Q正传》的主
题与艺术”“《阿 Q 正传》与中国民族性”
等，让学生以小组形式从中选一个主题
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在课堂上汇报讨
论。看到学生们准备充分、发言踊跃，
朴宰雨十分欣慰。在他看来，《阿 Q 正
传》 可以帮助学生们深入理解中国社
会，并且学习鲁迅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民族自省意识。朴宰雨相信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学生们可以‘拿
来’鲁迅的深刻洞见与批判精神，将其
本土化以探究韩国社会、文学以及与我
们相关的世界中的种种问题”。

朴宰雨不仅在教学活动中追寻着鲁
迅精神，还投身于中韩文学交流的各项
事业，搭建起两国间互通互鉴的文化桥
梁。2017年，朴宰雨主持翻译的“中国
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韩文版由韩
国昭明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中国鲁迅研
究学者的著作首次以丛书形式被翻译成
外文，在外国著名的出版社正式出版。
他还向韩国译介了茅盾、巴金等优秀中
国作家的作品，而且十分关注中国文学
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状况。

2007年前后，他带领一批年轻学子
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传播与讨论
的早期资料，著成 3册 《日帝时期韩国
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这些资料既
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宝贵结晶，也是中韩
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石。朴宰雨每年
都参与组织各类中国文学、中韩文学交
流活动，为中韩作家以及世界范围内喜
爱与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提供了
沟通平台，在中国、韩国乃至国际社会
都产生很大影响。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助理
研究员）

重大革命题材剧写
什么、怎么写？如何追
求高峰之作？这些问题
是国产剧创作者一直在
思考的。从“战上海”到

“建上海”，电视剧 《破
晓东方》 将中国革命胜
利后面临的一次大考进
行了荧屏再现，其创作
手法更是重大革命题材
创作的一次新探索。

日前，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中
共 上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指
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
会主办，上海广播电视
台承办的电视剧 《破晓
东 方》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与会嘉宾围绕该剧
创作、传播等进行深入
研讨。

2022 年 12 月 播 出
后，《破晓东方》 获得了
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
根 据 “ 中 国 视 听 大 数
据”统计，《破晓东方》
在央视一套收视名列前
茅，平均收视 1.625，单
日 最 高 1.975； 东 方 卫
视、浙江卫视综合收视
0.669，位居同时段卫视
第 一 。 截 止 到 首 轮 收
官，剧集短视频抖音播
放量主话题超 3.7亿、关
联话题超8亿，剧集新媒
体热度位居各大视频平
台榜单前列。

会 上 ， 主 创 代 表 、
特邀嘉宾、文艺评论家
等一致认为，《破晓东
方》 能兼收口碑与收视
率，是因为该剧以厚重
的史诗质感、宏大的叙
事结构、生动的革命群
像塑造、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等建构起了品质佳
作，让“战上海”的非凡岁月铭刻在光影里，让

“建上海”的光明希望传递到当下和未来。
反复写过的故事怎么写？重大革命题材如何创

新？这既是 《破晓东方》 的探索，也是重大主题创
作必须思考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将年代
剧、谍战剧、生活剧元素相融合，既有慷慨激昂的

“武戏”，又有暗流涌动的“文戏”，丰富创新了重大
革命题材电视剧的表现手法。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以视频方式参会的导演
高希希再次强调了《破晓东方》的创作理念，“电视剧
前后历经三年才得以与观众见面，在创作上是扎实
厚重、有层次的，在虚与实的平衡、历史真实与艺
术真实的结合、细节的挖掘以及艺术实践创新上，
做了很多准备和努力。”

研讨会上，“人民”被反复提及。与会专家指
出，《破晓东方》所展现出的革命先驱与人民群众血
肉相连，既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密
码，也是上海作为人民城市的起始点。

演员冯绍峰在剧中扮演荣毅仁，拍摄中的一段
细节让他念念不忘。“荣毅仁清晨骑车上街，看到满
城露宿的解放军战士，他做了一个看上去有点奇怪
的动作，就是下车去用手试探战士的鼻息。”这一细
节看似莽撞，实则符合逻辑——以荣毅仁的见识，
躺在大街上的军人以往大多是战死而未收拾的尸
体，但面前是一支胜利之师，他们竟然没有闯进百
姓家，而是极度自律地露宿街头。“他感受到指尖鼻
息的那一秒钟，感动和信心都聚拢而来。就像总编
剧龙平平说的，这一刻，就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的一刻。”冯绍峰说。

对于 《破晓东方》 中的可贵创新，中国广播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破晓东方》
深化和创新了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的主题和思路，将
革命史和建设史做了天然有机的连接与贯通，为革
命题材创作注入了新的历史契合点，同时也注入了
新的时代命题。这种时代命题包括初心与使命的统
一、理想与现实的一致、革命跟建设的连贯。

他指出，《破晓东方》丰富了重大革命题材的叙
事格局和表现手法。把革命历史的主题放在更丰
富、更细致的时代氛围和环境当中去表现，不但让
作品更好看，也把革命主题阐述得更丰厚。在 《破
晓东方》 中，我们不但看到了重大革命事件，同时
也有丰富的时代风貌，有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有
寻常巷弄的红尘烟火。既写革命本身，也写革命周
围的人、事、环境，这个创作思路很值得今后的重
大革命题材创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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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拉美国家汉学交流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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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宰雨近照。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朴宰雨近照。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朴宰雨主持翻译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
集》丛书韩文版书影。

《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朴
宰雨主编）封面。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
（朴宰雨著）书影。

朴宰雨是中国学界非常熟
悉的韩国汉学家。他是韩国外
国语大学荣誉教授，目前担任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
究院特聘研究员，是首位被聘
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韩
国文科教授。自青年时期起，
朴宰雨就醉心于中国文学，从
中不断汲取滋养思想与生命的
文化养分，并通过学术研究与
活动将这些收获传递给更多
人。他多年来深耕于 《史记》、
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韩中
现当代文学比较与关系等领域
的研究，并积极推进中国现当
代文学在韩国的传播。

电视剧《破晓东方》剧照。 配图由出品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