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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网渔船从大海深处驶来，带着海
风的咸腥与水汽，满载着动人的海上故
事……刘玉民的小说《海猎》就这样来到
我们面前。作品取材于 20 世纪末的“渤
海湾大会战”。那时，每到对虾洄游季，
成千上万只渔船就汇聚渤海湾，开展捕
捞作业。小说以此为故事发生的第一现
场，生动塑造了一众海上渔民的群像。

老福将和海狮子，是当代文学人物
画廊中具有典型性的渔民形象。第一代
头船船长老福将经验丰富、沉稳精明，
带领鲁渔 3037、3038 迎来一次次丰收，
成为公认的模范渔民。当渔业公司书记
大黄眼等人登上渔船蹭油时，老福将用
一大杯烈酒把他们挡在了船头。相比之
下，身为二船长的海狮子却对大黄眼等
人笑脸相迎，这个对比为老福将被取而
代之埋下伏笔。老福将尽管悲愤莫名，
却还是不忍心拒绝几位老船员和老伙计
的恳求，放弃了外出挣大钱的机会，留
下来做了海狮子的副手。

相较于老福将的沉稳，海狮子的形
象带有更多不确定性。他原本奉行清白
正直的人生信条，终因现实的羁绊而变
得精明世故。他有勇有谋、果断刚毅，
也常显出武断、狡诈的禀性。捕捞作业接
连失利后，海狮子能及时总结教训，凭借
自己对海况的熟稔，准确判断出对虾聚
集的海域，带领渔船取得丰收，这一情节
又凸显出其过人的本领与聪慧冷静。

用绰号命名人物是《海猎》的一大特
点。譬如“老福将”，是“能够逢凶化吉、
化险为夷、无往不胜的角色”。再如“黑
塔”这一取材于外形的绰号，任何身材
高壮、肤色黝黑的船员似乎都有认领这
个名字的资格。绰号给读者身临其境的
代入感。

《海猎》的人物形象与对话设计具有
山东民间特色，有着未经雕琢的朴实。
但小说又常常不经意间掀开粗粝厚实的
外壳，露出奇幻浪漫的童话气质。小布
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鲜活形象，这个初
来海上的少年为小说提供了一抹天真烂
漫的色彩。他喜欢大海和鸽子，喜欢吹
笛子，喜欢漂亮的售货员小花漂。这些
真实的少年心绪为粗粝严酷的海上生活
吹入了一缕新风。故事结尾，小布鸽奋
不顾身地拽住流网，避免了渔船的损
失，自己却身受重伤。即便在此时，他
仍坚定地请求海狮子先去救援遇难船
只，哪怕对方曾是自己和渔船的“仇
人”。这份勇敢纯粹的意气，闪耀着人

性的光芒。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也因这
类人物显得急缓相间、跌宕有致。

那群跟随小布鸽一起登上渔船的布
鸽鸟，更是在空荡的海天之间填补了渔
民内心的孤独与苍凉。在被黑塔偷偷卖
到几千里之外的小镇两个月后，它们竟
然在茫茫大海之上、千万渔船之中，找
到了属于自己主人的那只船，神奇地歌
唱着落到船桅、船舱和小布鸽肩头，这
个场景充满浪漫与童话色彩。这群海上
的小精灵是小布鸽和渔民们的伙伴，是
他们不可或缺的情感慰藉。在晚风与月
光中，灰色的布鸽鸟伴着小布鸽的竹笛
起舞，那灵动的画面融化了渔民们的
心，也令读者不禁心旌摇荡。

童话气质还浸润在小说的情节，尤
其是结尾的巧妙设计中。海狮子将小白
脸收来的赃款撒向狂风怒涛，用大海泯
灭了贫富、权势这些世俗符号的价值，
以一种超然世外的方式将故事圆满化，
同时实现了对反面力量的压制。

富有童话气息的浪漫色彩赋予作品

幻想与憧憬，这种色调看似与《海猎》的
整体风格背道而驰，实际上却相辅相
成。作者在用如椽之笔描写海上热闹捕
猎生活的同时，善于用诗化的语言和笔
法，把海上特有的景观如风、云、浪、气、
日出日落、夜半灯火等有机地编织进故
事链条，无形中冲淡了海猎过程的枯燥
与重复，将颠簸劳顿的日子刻画得波澜
起伏、诗意盎然。

整部小说在波翻浪滚中结束，生命
持续，日月无边，新的旅程总会伴随新
的风景，年复一年的辛劳和拼搏也会觅
到诗意和浪漫，这也是《海猎》给予我们
的启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斯雄的散文集《长白九章》（吉
林人民出版社）倾注着作者对白山
松水的一片深情，该书通过9篇散
文与吉林省 9 个市州形成对应关
系，用生动的细节和动人的故事，
讲述东北全面振兴的吉林故事。

《长白九章》采用特指与泛指
相结合的方式，将“丰满水电站”

“查干湖”“玛珥湖”等具有鲜明地
域属性的特指性事物提炼出来，
让读者感受到吉林地方风物的独
特魅力；泛指性的“粉雪”“人参”

“二人转”“玉米”“燕麦”等事物，
在与特定语境相关联时也被赋予
强烈的吉林文化属性。意象的特
指与泛指点面结合、相得益彰，共
同构建起别具匠心的“吉”式书写
体例，鲜活展示了吉林生态样貌
和可持续发展成果。

《长白九章》深挖吉林符号标
识。《松花江上话“摇篮”》将目光
聚焦于“一址双坝”，将丰满水电
站概括为生态电站、创新电站、自
强电站和振兴电站，通过水电站
病坝治理展现“中国制造”智慧。

《粉雪之乡》用“冷资源”转换为“热
资源”的比喻，详细阐释“热效应”
如何生成、冰雪经济活力如何释
放，讲述“白雪换白银”故事。《走向餐桌的人参》从东北物产
的深度开发入手，呈现人参从药用到食用、用途日益广泛背
后的工匠精神。作者用敏锐的眼光察觉到新时代东北全面振
兴过程中品牌意识的强化。

《长白九章》解码吉林文化基因。吉林悠久绵长的历史
文化滋养着吉林人乐观豪爽的性格，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
强大而坚实的精神支撑。有感于此，斯雄在《四访查干湖》
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了查干湖的沧桑变迁和以冬捕
为代表的渔猎文化，对人与自然的“两不负”进行了生动诠
释，道出“惟其如此，人与大自然都能得偿所愿，成就出彼
此的相依与欢喜”的哲理。在《不舍“二人转”》中就事论理，
阐明文化的雅与俗并非对立关系，其多样性让生活充满生
机。《溥仪的另类“皇宫”》剖析近现代吉林错综复杂的历
史，强调铭记历史、正视历史的重要意义。

《长白九章》重构吉林风物意象。当下，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在描摹吉林
风物时，斯雄将目光聚焦在“水”“土”之上。《黑土地上玉米
香》托物言志，虽以寻常的玉米为书写对象，但揭示了吉林
千里沃野之上，玉米种植如何与大众饮食健康、养生理念紧
密相连。其背后隐含着吉林人民保护黑土地的辛勤付出，
承载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使命和
责任。《燕麦的精神》通过燕麦，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
时也在改造着社会和自身。《玛珥湖畔》讲述“水”的变迁
史，用诗化的语言复现水光的旖旎，传达“水，是大自然的
恩赐，固然难得；人类的珍爱与保护，其实更为关键、更加
可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斯雄落笔白山松水，将无形的一腔热忱化为有形的《长
白九章》，动情讴歌吉林人民的执着探索，以“吉”式书写为
读者带来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作者单位：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今年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北京出版集团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举办发布会，
携手向两国青少年推荐50种中国图书，希望两国青少年赓
续中马友谊，共享精彩阅读。

推荐书目由中马两国教育、文化等领域专家精心挑
选，包括《当代名家散文经典书系》《北斗牵着我的手》《熊猫
小四》《跟着徐霞客游中国系列》《汉字里的中国故事》《沿着
丝路看中国》等50种，多是反映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涵盖
文化、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贴近青少年阅读需求。

活动中，《伍连德画传》著作者之一、伍连德先生孙辈亲
属黄建堃，《瓦屋山桑》作者张国龙，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
得主张之路等11位来自文化界、教育界的作家、出版人、学者
对推荐图书进行了介绍。双方还举行了中文读物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今后，北京出版集团中文读物有望走进马来西
亚华文小学，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本报电（张立童） 近期，《高谈庄谐集》分享会在西安
举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
位专家围绕该书展开对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
大伦的个人文集《高谈庄谐集》（巴蜀书社）收录了作者在博
物馆、文物局、考古院及高等教育机构工作期间，出席会议
与活动时发表的讲话、致辞、工作总结以及策展大纲、考察
报告、书序、书评等各类文字，是其在地方考古文博界工作
的全方位见证。

21世纪以来，高大伦倡导并积极实践考古类文化遗产
的保护、规划和利用展示，各类案例作品成果丰硕。江口沉
银、三星堆等遗址考古工作的经历，也能使读者从不同侧面
了解本世纪的考古盛事。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序言中说，本书的最大特
色，是将学术研究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是研究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统一。同时，作者将生活趣味投射到文字中，汇专
业、生动、幽默于一体，亦庄亦谐，可作为演讲的范本，为
读者提供参考。

16世纪传至欧洲

记者：《明心宝鉴》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传递出怎样的思想？

姚欣：《明心宝鉴》是一部杂糅儒、
释、道学说并汇集历代先贤品德修养名
言警句、勉学劝善的蒙书，最晚成书于明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明心宝鉴》书
名中的“明心”，取佛教“明心见性”之意，

“宝鉴”即“宝镜”，取借鉴之意。该书共两
卷20篇，上卷为：继善、天理、顺命、孝行、
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勤学、训子；下卷
为：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
存信、言语、交友、妇行。内容涉及立身处
世、齐家治国、修身养性、礼义观念等多
方面，每篇围绕一个主题，分类纂辑先贤
格言、俗语警句，文辞简短精辟、易于习
诵。

记者：《明心宝鉴》在国内外的传播
概况如何？

姚欣：该书在明代可谓家喻户晓，
官刻、私刻盛行，资料显示，目前国内
所藏有明确刊刻时间、保存最完整的版
本为太监曹玄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所刻，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苏州图
书馆。在国内，清代以后，《明心宝鉴》
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在国外，它问世不
久即远播海外，风行汉字文化圈数百
年，至今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仍
有很大影响。

曹轩梓：《明心宝鉴》是目前发现的
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古籍，
自16世纪传至欧洲，成为西方读者了解
中国、学习中文的读物。时至今日，该
书至少被翻译成 8 种语言，包括西班牙
语、拉丁语、德语、英语、俄语、朝鲜语、日
语、越南语。

记者：《明心宝鉴》是如何被西班牙
人发现并被翻译至欧洲的？

姚欣：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
近了世界的距离。明隆庆元年（1567年）

“开关”后，大批福建人远赴东南亚经商
或务工，《明心宝鉴》成为他们精神上的
一种陪伴。1571年，随着菲律宾马尼拉
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这里逐渐变成东西
方贸易的中转站。1588年，西班牙传教
士高母羡在马尼拉传教期间，发现《明
心宝鉴》是一部很好的汉语学习入门教
材，并被书中的内容所打动，遂于1590
年前后将其翻译成西班牙文。在菲律宾
当地华人帮助下，西文手稿背面还抄录
了中文。1592 年，高母羡因海难去世，
3 年后，高母羡的同会教友米格尔·德·
贝纳维德斯修士将这部手稿带回西班
牙，呈献给费利佩王储（即后来的费利
佩三世），收藏于当时的皇家图书馆，
后入藏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高母羡对

《明心宝鉴》的翻译，开启了西方人翻译
中国古籍的先河。

世界多所著名图书馆收藏

记者：高母羡译本传入西班牙后，
《明心宝鉴》在欧美文化圈的传播情况如
何？

曹轩梓：在欧美文化圈，西班牙文
版《明心宝鉴》的版本数量最多，折射出
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作为汉学先驱的贡
献。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
检索结果显示，该书共有 5 个西文译
本。其中，1959 年由卡洛斯·桑斯再次
整理出版的西文版《明心宝鉴》馆藏数最
多，被全世界16家图书馆收藏，包括菲
律宾圣托马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
美国10多所著名大学。《明心宝鉴》的拉
丁文译本出自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罗明
坚之手，他节译该书部分篇目，取名为

《诸家名言汇编》。由于该译本未沿用原
书名，导致其长期被埋没。德语版《明

心宝鉴》由约翰·海因里希·普拉斯于
1863 年翻译，被全世界 19 家图书馆收
藏，其译文还被收录进著名语言学家尼
古拉斯·特吕布纳和作家爱德华·多雷
尔·埃格洛夫的书中，可见其影响力。

《明心宝鉴》英文版，除19世纪在英文期
刊《印中搜闻》刊登的米怜译介版知名度
较高外，一些韩国译者也自发地将《明
心宝鉴》翻译成英文，如 2012 年吉文堂
发行的韩国光州大学中国哲学教授李熙
宰的英文译本。

记者：《明心宝鉴》在日、韩以及东
南亚地区的传播情况如何？

金程宇：明代出版事业发达，对外
图书交流频繁。《明心宝鉴》问世不久后
即通过遣明使、游历僧、商人、留学生等
迅速向东亚的日、韩及东南亚的越南等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在
日本室町时代、朝鲜王朝前期、越南南北
朝以前便可发现《明心宝鉴》传入三地的
踪迹，《明心宝鉴》从此在汉字文化圈风
行不辍。该书在日本的传播，先由室町时
代（1336年—1573年）五山留学僧从中国
将此书带回；文禄庆长之役（1592 年—
1598 年）时，朝鲜本传入；自江户时代
宽永三年（1626年）起又不断有和刻本刊
行。日本知识阶层还编有《明意宝鉴》

《童蒙先习》《童蒙抄》等大量相关书籍。
明正统六年（1441年）后，《明心宝鉴》就
借使臣传入朝鲜半岛。该书于明景泰五
年（1454年）在朝鲜清州刊刻，这也是已
知存世最早的全文刊本，后以此本为底
本的抄略本在韩国广泛流传。《明心宝
鉴》最迟在 16 世纪下半叶已传至越南，
后来还产生了《明心宝鉴释义》这样带有
喃文注释的本土衍生本。

曹轩梓：《明心宝鉴》在汉字文化圈
有广泛影响。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
库（OCLC）收录数据显示，与其相关的
朝鲜文著作多达 423种，译本有 157种，

首译本刊刻于1868年。《明心宝鉴》至少
有 8 个越南文版本和 5 个日文版本，其
中，越南城市美术出版社发行的越南文
译本有 5 家图书馆收藏，1972 年勉诚社
发行的日文译本有19家图书馆收藏。在
韩国，《明心宝鉴》被编入不少本土汉语
教材中，甚至在一些流行的影视剧中也
会出现其身影，可见该书在韩国具有较
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东方智慧影响西方世界

记者：《明心宝鉴》在汉字文化圈与
欧美文化圈的传播，对海外读者了解中
华文化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金程宇：《明心宝鉴》作为语录体蒙
书，荟萃先贤格言警句，是中华文化的
载体。传入亚洲其他国家后，《明心宝
鉴》也往往被用作蒙学教材广泛使用。
在朝鲜王朝时期，该书是当地蒙童入学
后的中级教科书。在今天，韩国通行的
汉语教材往往也收录《明心宝鉴》相关内
容，高丽大学、朝鲜大学等高校几年前
还将《明心宝鉴》作为学习汉语的必修课
程。由此可见，该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
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心宝鉴》文辞
精炼又便于记诵，使得海外读者更容易
理解、体悟中华文化。书中向善的文化
精神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浸润民众的
人格品性。

姚欣：高母羡《明心宝鉴》双语手
稿，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奠基性贡
献，影响了以国王为代表的西班牙上层
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其后，《明心宝鉴》
又被翻译成多种西方语言，与其他传入
欧洲的中华经典一道，在17、18世纪的
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为西方启蒙
运动注入东方智慧，展示了中华文化的
魅力和世界意义。

记者：高母羡《明心宝鉴》中西文手
稿出版过程中有哪些新发现？

姚欣：出版手稿的过程，是一次美
妙的发现之旅。去年出版的《明心宝鉴：
中西文手稿》线装版，将高母羡同会教
友贝纳维德斯给王储的信函和高母羡对
一些章节的旁注进行了翻译。它们作为
一手资料，真实披露了传教士对中国智
慧、中国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中华文
化的欣赏，定格下 400 年前西方人看待
中国的目光。此外，《明心宝鉴：中西文
手稿》线装版对手稿原件的纸张、文字的
变化、装帧风格等进行了分析判断，是对
高母羡手稿研究的重要补充，为研究中
西图书交流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明代蒙学读物《明心宝鉴》——

海外流传六百年，传递中华善文化
《明心宝鉴》是一部刊行于明代的蒙学读物，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等相比，今天的国人对其知之较少，但它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被翻译成西
方文字（西班牙语）的中国古籍，有着约600年的海外传播史，在中外文化交流
中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经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授权，线装书局联合外文出版社首次在
中国大陆将《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整理影印出版。本报记者约请3位专
家，围绕该书的海外传播历程与重要意义开启一场圆桌谈，以增进大众对这
部中国古籍的了解。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鹏禹
专 家：金程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姚 欣（线装书局古籍部副主任、副编审）
曹轩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教育部、

国家语委重大文化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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