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乌文 字之 麦

李明滨

中国和 乌克兰早就有文字之交
。

新中国建立以前
,

中国文化人

已陆续访问过乌克兰
,

如 30 年代著名记者戈公振和《生活 》周刊主

编邹韬奋曾赴苏采访报道
。

但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则从 1 9 4 9 年新中

国成立以后开始
。

1 9 4 9 年以来至乌克兰独立
,

中国与乌克兰的文化交流
,

主要

在原苏联 的框架中
,

通过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和 民间交流两个渠道

进行
。

回顾近 40 多年来
,

中乌进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广泛的
,

其

形式多种多样
,

包括互派代表团访问
、

互派留学生和进修人 员
、

互

派 艺术团演 出
、

互相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

文化电影周
、

互聘专家讲

学
、

互相翻译出版书籍
,

以及互相参加对方的学术会议
、

文化体育

比赛等等
。

在中乌文化交流中充当桥梁的
,

首推前辈学者戈宝权先生
。

他

从 1 9 5。 年任驻苏使馆 文化参赞起
,

就 多次到过乌克兰
,

以后又经

常访乌
。

他分别在两国报刊上不断著文
,

作双 向介绍
,

同时还从事

翻译
,

涉及面很广
,

包括社会建设
、

风土人情
,

尤其是文化
,

成为我

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
,

其业绩 已经得到乌方的好评
,

基辅的《环球 》



杂志在 1 97 8年就有专文加以褒扬
。

由于交往的频繁和固定
,

北京大学 自然而然成 为传播乌克兰

文化的一个基地
。

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解放后首任系主任曹靖

华先生聘请的头两位苏联专家
:

俄语语言文学专家鲍罗金娜教授

和俄苏文学专家卡普斯金教授都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大学
。

从 1 9 5 2

年到 1 9 5 7 年
,

俄文系在系政和教研室的建制
,

学生培养计划
、

专业

设置和教学大纲
,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
,

有的直接参考并借

鉴了基辅大学的经验
。

6 0 年代初
,

北大教授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 》
,

首次在

中国精要而全面地评介了乌克兰文化的代表谢甫琴科
。

到八九十

年代
,

由俄语系教授曹靖华任主编
,

张秋华
、

岳凤麟
、

李明滨任副主

编的大型《俄苏文学史 ))( 三卷本 )具有更为全面 系统
、

贯穿 占今的

性质
,

该书 内容包括了从古典到现当代的乌克兰文学
,

作为全国通

用教材
,

其影响尤为广泛
。

谈到 80 年代北大在传播乌克兰文化方面的作用
,

不能不提到

两件事
。

一是受国家教委的委托
,

由北大教授李明滨和天津师大教

授郑刚主编了《苏联概况 》 (1 , 86 )一书
。

它首次以高校教科书的形

式在我国全面介绍苏联
,

包括鸟克兰的国情
,

书中涉及乌克兰地理

历史
、

政治经济
、

社会民族
、

科技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
,

不

但作为俄语专业学生专用的教材
,

为从事乌克兰学研究提供基础

的知识
,

而且可为一般读者展示乌克兰的概貌
。

一是从 1 9 8 7 年至

1 9 9 2 年
,

北大聘请了基辅大学副教授李亚申科来校任教
,

除了讲

授俄语
,

还开设了一年的乌克兰语讲习班
。

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恐怕

也是首次的乌克兰语教育
,

具有开创性意义
。

可惜的是
,

由于客观

条件
,

未能坚持下去
,

影响了效果
。

乌克兰学研究的另一个基地武汉大学的作用也令人瞩 目
,

它

不但与基辅大学结成合作伙伴的关系
,

有固定经常的文化交往
,

而







(金人译
,

1 9 50 年 )
、

《云雀 ))( 关太平译
,

1 9 5 3年 )
、

《让灯塔亮着》 (魏

庆 祯译
,

1 9 5 7 年和 1 9 5 8 年 )
、

《咫风 》 (郑文抛等译
,

安徽人 民出版

社
,

1 9 8 2 年 )
、

《小铃档 ))( 王平译
,

外国文学出版社
,

1 9 8 4 年 )
、

《你的

朝 霞 })( 终柯等译
,

外国文学出版社
,

1 9 8 5 年 )
、

《龚查尔短篇小说

集 ))( 乌兰汗译
,

1 9 5 1 年 )
,

《冈察尔短篇 小说 集 ))( 顾用中译
,

1 9 5 3

年 )等共 15 部
,

此外尚有大量的短篇译作散见于报刊
。

从 1 9 4 9 年

至 1 9 8 5年
,

其中文译作有 38 种
,

含作品 75 篇次以上
。

另一个影响大 的作家是柯涅楚克
,

他在卫 国战争期间 ( 1 9 4 2

年 ) 创作的著名剧本 《前线 》由前辈学者
、

作家 肖三译出
,

1 94 4 年 6

月在延安 《解放 日报 》连载
,

广播电台同时播送全文
,

鲁艺话剧团也

演出该剧
,

这使作者在中国即时闻名遐迩
。

当时
,

苏联文艺作品是

被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的
。

1 9 4 5年 1 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该书收

入 了中宣部和总政治部的通知
,

指出该作品的意义
, “

就是要我们

全党
,

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
,

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
,

无论自己在党国
,

德高望重
,

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
,

千

万不可冲昏头脑
,

忘其所以
,

重蹈李自成和戈尔洛夫 (按
: 《前线 》的

主角 )之覆辙
。 ”
而剧中的记者

“

客里空
”

也成了中国当时新闻界作

为力戒浮夸虚报的
“
反面教员

” 。

柯涅楚克作品的中译本还有《马卡尔
·

杜勃拉瓦 》 (魏荒弩译
,

人民文学 出版 社
,

1 9 5 2 年 )
、

《红林 》 (种觉译
,

时代出版社
,

1 9 5 3

年 )
、

《雪球花林子 })( 汤弗之译
,

时代 出版社
,

1 9 5 4 年 )
、

《战线 》 (林

陵 译
,

时代出版社
,

19 5 4 年 )
、

《乌克兰草原上的游击队员 ))( 柯力

译
,

时代出版社
,

1 9 5 4 年 )
、

《普拉东
·

克列契特 ))( 梁秀彦译
,

人民

文学出版社
,

1 9 5 5 年 )
、

《翅膀 ))( 柯力译
,

新文艺出版社
,

1 9 5 6 年 )
、

《星星为什么微笑 })( 汤弗之译
,

戏剧出版社
,

1 9 5 9 年 )
、

《第聂伯河

上 ))( 苏虹译
,

戏剧出版社
,

1 9 6 2 年 )和《柯涅楚克选集 ))( 多人译
,

人

民文学出版社
,

1 9 5 6年 )等共 10 种
。





轻的女汉学家也是诗人
,

从 1 9 6 9年起就经常发表诗作
。

这样
,

她从

中文翻译成乌克兰文的作品就以诗居多
,

如译杜甫
、

艾青
、

李瑛
、

张

志民
、

公刘
、

流沙河
、

邵燕祥
、

张学孟
、

舒婷的诗
。

同时
,

她也翻译了

不少当代小说
,

如张抗抗
、

周克芹
、

张贤亮
、

王蒙的作品
。

其中有的

是与另一位莫斯科的汉学家尤里
·

亚历山大罗维奇
·

索罗金合作

翻译 的
。

基辅的重要乌克兰文杂志《环球 》和其他报刊
,

近年来经常登

载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作
,

并撰文介绍我国的舍甫琴科诗译者—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事迹

。

经常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乌克兰译本的

是第聂伯河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
。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
,

中乌文化交流更为直接
。

本文作者有幸参

加了 1 9 9 2 年基辅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乌克兰学国际学术会议
。

19 9 3

年在基辅举行的第一次
“

乌中— 合作之路
”
双边国际学术研讨

会
,

又有许多中国学者参加
。

目前这种交流的势头正在加强
,

我们

有理由期待它带来更为丰硕的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