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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言 文 字 只
是 手 段 ， 不 是 目 标 ，
它 的 功 能 就 是 搭 好 桥
梁 、 做 好 中 介 。 而 是
否 能 因 此 实 现 文 化 的
交 融 ， 则 取 决 于 文 化
本 身 的 特 性 。 ” 天 津
外 国 语 大 学 副 校 长 余
江 教 授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时说。

在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与 传 播 的 过 程 中 ， 天
津 外 国 语 大 学 发 挥 外
语 学 科 优 势 ， 在 搭 建
话 语 转 换 与 文 化 互 鉴
的 桥 梁 上 持 续 用 力 。
该 校 师 生 在 余 江 主 持
编 译 下 共 同 完 成 了 《
中 国 世 界 级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概览》(多语种
版 ) ， 这 也 是 中 国 首
部 以 多 语 种 形 式 全 面
推 介 中 国 世 界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的 作
品 ， 为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搭建了新的桥梁。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能 够 彰 显 一 个 国
家 、 民 族 特 有 的 文 化
魅 力 ， 可 以 承 载 民 族
生 活 的 历 史 、 情 感 和
精 神 ， 从 某 个 角 度 直
接 传 承 古 老 的 文 化 传
统 。 ” 余 江 表 示 ， “
要 向 世 界 介 绍 中 国 非
遗 ， 使 非 遗 有 机 会 融
入 世 界 文 化 体 系 ， 因
为 这 份 中 国 宝 藏 值 得
被 世 界 看 见 ， 面 对 这
座 宝 藏 ， 作 为 一 个 中
国 文 化 工 作 者 ， 我 的
胸 中 充 满 了 责 任 感 和
使命感。”

书 中 共 收 录 了 中
国 4 0 个 世 界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 以 汉
语 、 英 语 、 日 语 、 韩
语、法语、西班牙语6
个语种版本。

为 了 完 成 该 丛
书 ， 天 津 外 国 语 大 学
还 派 出 了 诸 多 师 生 联
合 的 团 队 ， 到 文 化 遗
产 所 在 地 ， 找 到 非 遗
传 承 人 ， 面 对 面 的 进
行 录 音 录 像 采 访 ， 并
把非遗展演拍下来。

“ 这 套 书 的 背
后 ， 我 校 师 生 不 辞 辛
劳 地 付 出 了 很 多 ， 尽
管 路 途 遥 远 、 偏 僻 崎
岖 等 困 难 重 重 ， 但 师
生 们 本 着 中 国 文 化 工
作 者 的 使 命 精 神 坚 持
了 下 来 。 ” 余 江 称 ，
关 于 中 国 世 界 级 非 遗
的 多 语 种 国 际 传 播 ，
不 仅 是 对 中 国 文 化 本
身 的 介 绍 ， 也 是 在 用
语 言 搭 建 国 际 传 播 的
桥梁。

不 仅 如 此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播 不 只
体 现 在 书 本 文 字 上 ，
礼 仪 风 俗 等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也 深 受 海 外
友 人 的 喜 爱 ， 而 这 也
离 不 开 语 言 的 介 绍 。
在 余 江 看 来 ， 真 诚 的
分 享 与 自 信 的 介 绍 是
国 际 文 化 传 播 的 左 右
手，“我在2018年到哥
伦 比 亚 塔 德 奥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巡 讲 访 问 时 ，

感 觉 到 大 部 分 当 地 人
不 了 解 中 国 ， 于 是 我
就 开 始 热 情 地 讲 述 中
国 文 化 和 基 本 礼 节 。
一 开 始 他 们 也 不 太 感
兴 趣 ， 但 随 着 我 自 信
地 介 绍 ， 他 们 越 听 越
认 真 ， 不 仅 开 始 和 我
用 中 国 的 礼 节 问 好 ，
更 是 对 各 类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展 示 出 浓 厚 的 兴
趣。”

余 江 认 为 ， 越
是 做 传 统 文 化 的 相 关
工 作 ， 越 是 应 该 拥
有 世 界 眼 光 与 世 界
胸 怀 。 “ 只 有 将 优 秀
文 化 自 信 地 与 他 人 分
享 ， 用 真 诚 和 包 容 将
文 化 奉 献 给 全 人 类 ，
这 样 才 能 更 好 地 传 承

中国文化。”

谈 起 中 国 文 化
包 容 性 ， 余 江 回 忆 起
自 己 曾 经 在 新 加 坡 的
一 段 经 历 ： “ 那 时 我
正 在 新 加 坡 做 学 术 交
流 ， 每 当 走 在 新 加 坡
的 街 道 上 ， 我 感 觉 到
这 里 的 人 们 交 流 方 式
很 中 国 化 ， 中 文 、 英
文 、 马 来 语 等 语 言 交
织 在 一 起 ， 感 受 着 多
文 化 的 融 合 ， 这 些 不
同 的 语 言 在 沟 通 中 自
由 切 换 是 没 有 障 碍
的 ， 这 也 体 现 了 中 华
文 化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与
强 大 的 包 容 性 。 ” 余
江 表 示 ， 在 新 加 坡 人
的 心 目 当 中 ， 不 认 为
当 地 的 某 些 文 化 是 中

国 文 化 ， 他 们 认 为 这
就 是 新 加 坡 本 土 文
化 。 这 种 现 象 体 现 了
中 国 文 化 的 包 容 性 ，
它 能 够 深 度 影 响 当 地
文 化 ， 并 且 融 合 成 当
地 文 化 基 因 的 一 部
分。

谈 及 文 化 信 心 ，
余 江 表 示 ， 文 化 传 播
的 信 心 是 来 自 人 民 的
自 信 ， 是 广 大 人 民 对
中 国 文 化 魅 力 的 信
服 ， 进 而 转 化 成 信
心 ， “ 中 国 人 民 将 中
国 文 化 其 特 有 的 魅 力
与 世 界 人 民 共 享 ， 让
世 界 看 到 中 国 文 化 宝
藏 ， 这 其 中 也 离 不
开 语 言 所 搭 建 的 桥
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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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语言是通过文化魅力
架设国际沟通的桥梁

古都洛阳举办第一届客家祖根地纪念活动
正积极申请举办第34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中新社洛阳6月11
日电 (杨大勇)五洲客
家音，四海桑梓情，
天下客家一家亲。第
一届客家祖根地纪念
活动11日在古都洛阳
举 行 ， 该 活 动 主 题
为“寻梦客家祖根地 
天下客属一家亲”，
以凝聚客家精神，搭
建海内外客属联系的
友谊桥梁。

是 次 活 动 的 主 会
场在中原客家先民首
次南迁出发地——汉

魏洛阳故城遗址，分
会场在偃师区“中原
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圣
地纪念碑”广场，两
地活动同时进行，全
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
会 等 发 来 贺 信 、 贺
词。

活 动 现 场 ， 参
加人员皆戴黄绶带，
并面向汉魏洛阳城遗
址“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碑和“西晋
客 家 先 民 南 迁 出 发
地”纪念碑行三鞠躬
礼、敬献花篮，表达
了对客家先民首次南
迁出发地的敬意，以
及对客家先民南迁的
追思、缅怀之情。

洛 阳 市 委 统 战 部
副部长闫洁在致辞中

表示，客家先民从河
洛地区大规模南迁，
将华夏文明播撒到世
界各地。洛阳客家文
化源远流长，举办第
一届客家祖根地纪念
活动，对洛阳客家文
化的研究有着深远意
义。目前，洛阳正在
积极申办第33届世界
客属恳亲大会，这是
传承弘扬客家文化，
凝聚客家精神的重要
载体。

是 次 活 动 由 中
共洛阳市委统战部指
导，洛阳市侨联、洛
阳市文物局主办，洛
阳客家文化研究会等
单位承办，旨在助力
古都洛阳申办第33届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