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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文绘本展及 《甲骨文绘本》 首
发活动在浙江省瑞安市玉海楼举行。1个月后，该展览于河南安阳殷墟遗
址甲骨窖穴展厅开展。从瑞安到安阳，古老的甲骨文通过绘本，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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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全球中文学
习联盟 2023年会在山东青岛召
开。据全球中文学习联盟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球中文学习平
台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矩
阵持续完善，累计发展用户
1066 万，覆盖全球 187 个国家
和地区。

为进一步壮大联盟力量，
为平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更
好地服务各国中文学习者，联
盟自成立以来不断汇聚各界力
量。今年，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 （北京）、北京华文
学院、成都市教育人才服务中
心、云南财经大学等11家单位
加入全球中文学习联盟。截至
目前，全球中文学习联盟已发
展至50家单位。

此外，为加强全球中文学
习平台建设，全球中文学习联
盟委托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编
撰 《国际中文教育蓝皮书》。
在此次年会上，该蓝皮书正式
发布。

（钟 文）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数字化方式是实现科学保存古籍
承载信息的重要途径。作为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这一工作不仅
使古籍中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于四海
之内广为流布，亦能远播海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
籍数字化的工具即为现代科学技术。
进入新时代，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
古籍的数字化建设中，具体表现为：
利用非接触式扫描仪对古籍进行科学
扫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文字优

化识别和古籍关涉的大数据分析，自
动识别文字、断句、分析字义等。中
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等推出的

“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华经典古籍
库”，已成为古籍数字化的优秀范例。
今后，我们可借鉴这类范例将出土文
献和传世文献列入数字化建设对象，
分类别目，实现“全而优”的古籍数
字化建设的目标。

此外，可以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完
成海外存藏中华古籍的整理并通过国
内外优质出版机构完成海外存藏中华

古籍的出版工作，使这类古籍回归读
者、大众视野，成为海外了解中华文
化的重要途径。

在对海外存藏中华古籍的整理与
利用过程中，通过将文献文本的诠释
与当代学术研究结合，让传统学术脉
络与当代学术信息融汇，既实现了文
明传承，又赋予其新的生机。

秉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的创新古训，古籍数字化的建设
亦要继武日新，即科学推动古籍的

“ 古 为 今 用 ”， 让 古 籍 不 再 束 之 高

阁，而是“走出深闺”“飞入寻常百
姓家”。依托规范的自动化标点、注
释、句义分析等，实现古籍的“重
生”，继而由一批高水平的国内外译
者，完成中华古籍的学术型译本和传
播型译本，再由国内外权威出版社出
版发行，使得中华古籍的各类译本走
进海外读者和学者的视域之中，以推
动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转化、创新
性发展。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
学院）

让甲骨文走近大众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刘
钊是“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文绘
本展策展人之一，也是 《甲骨文绘
本》 的策划者之一，见证了这套绘本
从确定主题到最终面世的全过程。

如何想到把甲骨文和绘本结合起
来？刘钊解释说：“甲骨文是汉字源
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
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了解汉
字离不开了解甲骨文。我们希望能
为甲骨文走近大众做点事，就想到
了 文 字 结 合 绘 本 阐 释 甲 骨 文 的 形
式，目标是从亲子教育的角度让更
多 人 走 近 甲 骨 文 。 项 目 真 正 开 启
后，我们遇到诸多困难，但还是坚
持下来。”

该系列绘本的特色是“跨界协
作”——由古文字专家、文字设计专
家、绘本专业团队共同创作完成，后
期还有考古学家的参与。

“本书的文本作者是古文字专家、
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教授常耀华，我带的团队
负责字体设计、文字演变学术梳理以
及书籍的整体设计，中央美术学院副
教授杨忠带领的绘本工作室根据绘本
创作需要对古文字专家的文本进行择
选、分类、组合，再从孩童认知角
度，以绘画语言，完成艺术化创作。
历时 3 年，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套绘
本。”刘钊说。

《甲骨文绘本》 的文稿作者署名
为“若耶”。“我给小孙子取名‘若
若’，“若耶”就是若若爷爷的意思。
这是我送给孙子的礼物，也是为孩子
们写的一本书。我的想法是，首先保
证知识的可靠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不‘硬讲’，言必有据。在这一前
提下，尽可能做到好读、好玩儿。力求
让 5 至 10 岁的孩子能读懂。当时写的
时候，也希望这套书能为海外学中文
的孩子们提供一种选择，所以讲字有
意采用‘滚雪球式’汉字教学法，把相
关的成语串联起来。”常耀华说。

据 《甲骨文绘本》 图画创作总监
冯烨介绍，创作团队还借鉴了摩崖石

刻的风格，以丰富的绘画语言展现甲
骨文的字意神韵，力图让小读者感受
到甲骨文之美。

从浙江瑞安到河南安阳

几经打磨，绘本最终精选了 70余
个甲骨文字，从身体感官、生命奇
迹、渔猎生产、宴饮欢歌、屋檐之
下、飞禽走兽、草木有情、天文地理
等10个维度，展现殷商先民生活。

相关专家表示，文字承载着历史

底蕴和文化基因，甲骨文作为中华民
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保护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如何
赋予古老的甲骨文以新的生命力？《甲
骨文绘本》 从一个新的角度做了一次
生动的尝试。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甲骨文，中
央美术学院协同创新办公室主任岳洁
琼带领的团队和刘钊所带的团队一
起，以 《甲骨文绘本》 为基础，先后
在瑞安和安阳举办了“龟甲牛骨上的
精灵”甲骨文绘本展。

首展选在瑞安，也是创作团队反

复考虑的结果。因为该市与甲骨文渊
源颇深——瑞安先贤朴学大师孙诒
让，在玉海楼潜心著述，并于 1904年
推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甲骨文的专
著 《契文举例》。“作为甲骨文研究先
驱的故里，瑞安重视甲骨文的传播普
及，以及当代价值的阐释。此次选址
在孙诒让藏书、治学、著述的玉海
楼，启动‘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
文绘本展及绘本首发活动，就是文化
代代传承的生动见证。”瑞安市文广旅
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瑞安的绘本展现场，来自中央
美术学院的主创策展团队，运用造型
语言和艺术装置释义甲骨文，形象地
演绎故事，力求追寻汉字演变足迹，
带领观众开启身临其境的文化溯源之
旅，穿越历史长河，看见森罗万象的
殷商世界。

10月，“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
文绘本展在“文字之都”安阳亮相，
再度吸引众多关注目光。

岳洁琼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
一。她表示，殷墟甲骨举世闻名，绘
本作品在甲骨窖穴展厅展出具有特殊
意义。“我们以投影的方式将这套绘本
中介绍的一些甲骨文字及其异体字，
投射到展厅中间的 127 复原坑中，是
对发现甲骨文、研究甲骨文的先贤们
致敬，也是我们励志传承文化别具意
义的见证。”

古老文字焕发新活力

在古老的甲骨文如何焕发新的活
力方面，已有不少尝试。

汉仪字库首席运营官马忆原曾参
与举办“白洞——甲骨文的奥秘与当
代表意”艺术展，让甲骨文与当代艺
术碰撞出“火花”。“我们尝试将甲骨
文与数字艺术、装置艺术等不同作品
形态相结合，汇集 38位当代艺术家和
87件当代艺术作品，从‘形’‘义’等
3个角度去探索古代文字与当代艺术的
共通点。”她说。

马忆原认为，汉字文化已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汉字文化传播时
需要建立全方位的矩阵，打通线上线
下渠道。比如，可以通过举办甲骨文
文化节市集和艺术展览等方式，持续
激发人们了解甲骨文的兴趣。

互动是增强传播效果的有效途
径。岳洁琼表示，在瑞安“龟甲牛骨
上的精灵”甲骨文绘本展上，展览设
计团队特意放置了一堵线描形式的涂
鸦墙，鼓励观众写下他们认识的甲骨
文字。展览结束时，涂鸦墙上已经形
成了一幅美丽“壁画”，这是古代汉字
和现代人的心灵交汇。“可见，不能将
甲骨文塑造成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
形象，拉远它与人们的距离；相反，
应该设计能够让现场观众广泛参与的
书画、猜词等环节，使人们在寓教于
乐的互动中熟悉、理解并亲近甲骨
文。”岳洁琼说。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表
示，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有望赋能古代汉字数字化建设，以
现 代 科 技 推 动 甲 骨 文 “ 破 译 ” 工
作，用崭新工具拓展古代汉字传播
途径，让这个古老的汉字之源焕发
新时代的澎湃活力。

古籍数字化助力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
乔 辉 郑美玲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用户累计逾千万

绘本“对话”甲骨文

一场文化溯源之旅
陈渡归

“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文绘本展首展在浙江瑞安展出。图为展出的甲
骨文装置。 吴小淮摄

在浙江瑞安展出的“龟甲牛骨
上的精灵”甲骨文绘本展现场。

吴小淮摄

“龟甲牛骨上的精灵”甲骨文绘本展10月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甲骨窖穴展
厅展出。图为展出的名为《归去来兮》的作品，作者为刘钊、张辰明，艺术总
监为岳洁琼。 秦正旻摄

在安阳展出的“龟甲牛骨上的精
灵”甲骨文绘本展现场。

秦正旻摄

巴西汉学家乔治·西内迪诺 （中
文名“沈友友”） 最近的工作日程排
得很满，除了准备在伊比利亚拉美中
国哲学研究网年度会议上发言，他还
在紧锣密鼓地修改即将在巴西出版的
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葡文版。

谈及翻译初衷，沈友友说：“译
作名为《呐喊演绎——一个戏剧化的
翻译》。我的思路是，倘若作者懂葡
语，他会怎么写这些故事？因此，我
根据葡语文学的规律，按照葡语读者
对文字风格的期待来翻译。”

他说，尽管鲁迅的文章幽默、讽
刺、感人，但是光靠直译很难激发葡
语读者的共鸣。鲁迅简练的文笔与葡
语小说大相径庭，恐怕大多数葡语读
者看不懂。他希望他的这部译作能让
更多的巴西等葡语国家读者了解鲁迅
和他的作品。

从 20 多年前偶然接触中文，到
如今成为熟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学
家，沈友友经历了探索中华文化的传
奇之旅。初学中文时，他得到一个与
他本人葡文名字发音相近的中文名

“沈友友”。机缘巧合，不久他获得机
会在巴西驻华使馆工作了近8年。从
那时起，他发奋学习中文、研究汉
学，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
学位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沈友友”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亮。他
也在中国收获了爱情，结婚成家，定
居中国澳门。

随着学习的深入，沈友友的兴趣
逐渐转向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
开始尝试将中国古籍翻译成葡语。
2012 年起，他陆续翻译出版了 《论
语·葡语解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
注·葡语通释》《南华真经 （庄子）
内篇·葡语解析》 等多部葡文版专
著，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文章。
2018 年，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
合举办首届“中葡文学翻译奖”，他
的译作 《论语·葡语解义》获中译葡
奖项冠军。

谈到哪部作品在巴西和其他葡语
国家最受欢迎时，沈友友说他个人比
较认可 《南华真经 （庄子） 内篇·葡
语解析》。他从阅读到动笔大概用了
10 年时间，为了与庄子的写作风格
尽可能匹配，他甚至学会了古拉丁语，以从拉丁语古典文学中找
出合适的写作风格作为参考。翻译时他采取了相对接近葡语文学
的文笔，阐释部分也尽量突出 《南华经》 地道的中国古典意趣，
让读者理解庄子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及指导。

沈友友认为，“每一部中国典籍的译本都应该尽量成为独一无
二的艺术作品，需要根据原著作者的特点及其时代性、思想和创
作特征等因素，针对葡语读者情况来阐释”。译作的目的是奠定葡
语读者深入接触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基础，激发他们进一步研究的
意愿。

沈友友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澳门大学中葡双语教学暨培
训中心合作，开办了广播节目 《中国思想荟萃》，目前正在播出
第五季 《孙子与 〈兵法〉》。沈友友表示，接下来他会翻译 《孙
子兵法》。

此外，沈友友还与多位中巴专家一道，计划将中国当代哲学
家陈来的 《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 一书翻译成葡文。
他相信这本书不仅能给巴西读者展示中国的学术，还会激发广大
葡语读者关注和了解陈来的思想。

沈友友“译而优则著”，还在规划一部入门性质的专著，从文
化史和社会史角度深入浅出地介绍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人
物，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强调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社
会和制度的贡献。

在沈友友看来，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十分重要。他表
示，“我们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用中文介绍巴西，用葡文介绍中
国，追求跨文明的共赢。” （新华社记者 陈威华 赵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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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陈 浩）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成立 100
周年庆典日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匈各界百余名代表
参加。

罗兰大学校长博尔希·拉斯洛致辞说，罗兰大学是中东欧地区
最早设立中文系的大学之一。一个世纪以来，罗兰大学中文系培
养了一大批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专家，为匈中关系的蓬勃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说，罗兰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见证了中
匈文化、教育、语言交流的无穷魅力，也见证了两国友好关系坚
实根基的持续壮大。2006年罗兰大学以中文系为基础成立的匈牙
利第一所孔子学院，成为推广中文、研究中国的平台和连接两国
青年学子友好交往的纽带，为中匈两国文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
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文明互学互鉴作出积极贡献。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中文系主任伊姆雷·豪毛尔 （中
文名：郝清新） 说，目前中文系根据学生的期望，引入口译课
程，并增加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课程。中文系将继续传
承百年传统，不断应对新挑战，开拓创新中文教育新未来。

据悉，目前罗兰大学中文系拥有专兼职教授10名，在读本科
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250人。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
举行成立百年庆典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
举行成立百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