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江 锐 组版/阮 进 校对/刘 军史海钩沉08

出版单位：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 599 号时代数码港 24 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 编 中 心 ： 62623752 新 闻 传 真 ： 62615582 市 场 星 报 电 子 版 www.scxb.com.cn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xbxy2010@126.com
零 售 价：1 元/份 全年定价：240 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电话：0551-65333666

《诗经》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汉喃文字”时期：《诗经》的本土化转译
“汉喃”是早期越南人的主要文字，包括汉字与

越南人自创的字喃，后者基于汉字原则，用于记录越

南语。《诗经》在越南的早期传播得益于中国汉代锡

光、任延、士燮等人，特别是士燮使其广泛流传。

胡朝创立者胡季犛深爱中国古典诗歌，首次将

《诗经》等转化为字喃诗，开创越南式阐释新途径。

此后，冯克宽、阮季景、阮贴、阮贵憼、阮伯璘、阮辉莹

等越南学者对《诗经》进行了注释、释义、翻译等工

作，形成了众多字喃译本和散译文本，如阮贴译有

《诗经解音》等。

现今越南汉喃研究院保留有多个《诗经》作品、

文本和书号，译文共计5368页。从保留的指令翻译

书来看，越南还曾先后翻译有《诗经演音》《诗经正义

传注演音》等作品。《诗经》在越南被多次译介，与其

文学与经学的双重身份及翻译者的“崇经、崇文”理

念密切相关。翻译方式则包括“全译”与“节译”，如

《五经节要演义》为全译，工作量大、体例丰富，而《十

五国风演音》《豳风七月歌》则为节译。

“拉丁化文字”时期：《诗经》的现代化重构
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后，法语、法文化成为主流，

汉学失去主导地位，拉丁拼音式的越南国语诞生，汉

字、字喃不再是官方文字，但仍被文化研究者用于《诗

经》研究。范廷粹是最早节译《诗经》的越南学者之一。

20世纪《诗经》进入越南国语译本时代。阮思大、

阮克孝、严尚文等学者相继翻译《诗经》，译本结构包

括诗篇标题、词语注释、义译韵译等部分。其中，1964

年谢光发译出的全三册《诗经》译本规模最大、最完

整，包括汉字原文、义译、韵译、批注等，后经过多次修

改和出版，成为越南最为完善的《诗经》译本。

此外，范氏好、陈黎创等学者也进行了《诗经》的

节译和译注工作。现代越南学者陈重金、阮百科等，

以及当代越南汉学研究者陈俊凯、陈黎宝等积极投

身《诗经》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诗经》在越南的广泛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诗经》，在越南历史长河

中扮演着独特角色，既像文化基因般深植血脉，又如

精神纽带连接古今。越南对《诗经》的本土化诠释，

既保持了东方文明的精神内核，又呈现出独特的地

域色彩。在千年的传播中，《诗经》早已成为越南汉

学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教育、文化

等各个方面对越南带来广泛影响。

两千年前，当汉朝官员在越南设立最早的教育

机构时，《诗经》便随着儒家思想的春风化雨，悄然重

塑这片土地的价值理念。士燮更以“化俗淑心”为

纲，使“通诗书、习礼乐”蔚然成风，令越南初具“文明

之邦”气象。越南李朝时期，越南统治者巧妙地将

《诗经·关雎》中“后妃之德”与本土信仰结合，既保持

家庭伦理的教化功能，又赋予女性财产继承权——

这种“儒家伦理越南化”的智慧，展现东方文明特有

的兼容并蓄。

在政治层面，《诗经》既是古代越南通过科举考

试选拔人才的重要文本载体，也是越南民族精神的

强心剂。在古代越南，《诗经》曾是儒生读书入仕的

必备教科书，李朝曾把《诗经》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

内容之一，陈朝科举考试中《诗经》题目占比超过三

成。在18世纪法国殖民时期，越南知识分子将《诗

经·黍离》的亡国之痛转化为抵抗檄文，让古老诗篇

迸发出民族觉醒的力量。这种“以诗为剑”的传统，

印证着经典文本在历史转折中的永恒。

在教育传承中，《诗经》始终是打开文明之门的

钥匙。从古代私塾到现代大学，从汉字教学到双语

教材，这部经典不断被赋予新形态。如今，在河内大

学开设的《诗经与东南亚歌谣》课程中，学生们通过

比较研究探寻越南传统民谣中藏着的《诗经》韵律密

码。越南许多人文大学汉喃专业设有45课时的《诗

经》精讲，每课时要品读两三首诗。

《诗经》在越南文化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尤为动

人。越南诗人将《诗经·关雎》中的水鸟意象，置换为

湄公河畔的翠鸟，用本土化的六八体诗律重述爱情

故事。阮朝《同庆地舆志》记载的8500个越南北部村

社中，130个地名暗合《诗经》语汇——那些名为“葛

覃”“采蘩”的村落，正是诗教精髓渗入山河肌理的鲜

活印记。当《诗经·七月》中的农耕时序演变成红河

三角洲的插秧歌谣，当带有《诗经》韵律的“越南歌

谣”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在当代完成

了惊艳转身。

《诗经》在越南的传播历程中，从字喃到拉丁文

越南国语翻译，从编入有关教材、论著，到着重于介

绍、翻译、注释，进而到批注、撰写各种衍义，从古代

的科举考试内容到现在的大学课堂，《诗经》日益被

越南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

中越两国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

载体。 据《学习时报》

“段子手”梁实秋
文学家梁实秋是个幽默的人，他常在文章中把人

们在生活中的一瞬间的表现、神态、感受描绘得惟妙惟

肖。但给人的感觉不是尖酸刻薄，而是淋漓畅快、轻松

自然的幽默，留下无限回味。放在今天，他就是一个优

秀的“段子手”。

比如，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遇到邻座人的大腿不停

地抖动，他写道：“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

颤动之快慢急徐，恰好令你觉得他讨厌，左右探查震

源，忽然又不颤动了。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

时候，颤动又来了。”把令人讨厌、气愤的事情一下子化

为诙谐好笑，何其幽默！

再比如他写邋遢的男人：“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

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他吐

槽隔壁邻居半夜的歌声，“我原谅他，他怕鬼，用歌声壮

胆，其行可恶，其情可悯”。他讲婚礼：“假如人生本来

像戏，结婚典礼便似‘戏中戏’，越隆重越像。”

又比如描写动物，梁实秋把狗扑咬陌生人的样子说

成“声色俱厉”，把无主的狗说成“没有背景”。在描写野狗

时写道：“普通的野狗都是些不修边幅的夹尾巴的可怜东

西，就是汪汪地叫起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不像人家豢养的

狗那样振振有词、自成体系……”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一切场景，都是从生活中来，梁实秋以幽默风趣的

语言，还生活本来面目，又引人思考。读着读着、想着

想着，便忍不住要笑起来。 周丽 据《人民政协报》

作为五经之一，《诗经》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的发展，而且远播海外，对世界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文学和文

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学与汉字在秦汉时期已传到越南，随着

汉武帝置九郡、推汉化，越南通晓汉学的人士渐多，《诗经》随之

传入但影响有限。时至越南李朝，统治者崇儒意识渐强，儒家思

想便由政治领域扩及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诗经》也得到了

其后越南统治者的青睐。从15世纪越南黎朝起，儒学成为越南

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其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在越南日益占据重要

地位，并逐步实现本土化。

《诗经》翻译与研究在越南有着深厚的基础，历朝历代《诗

经》在越南的传播形式以译介为主，吸引了众多越南学者参与，

其中部分成员也成了越南儒学的研究中坚，代表人物有：胡季

犛、冯克宽、阮克孝、谢光发、范氏好等。其译介传播大体经历了

“汉喃文字”时期和“拉丁化文字”时期两个阶段。 唐海宏

启功毛笔七分钱
网上流传一段拍于20世纪60年代的视频，视频

中，启功（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九届全

国政协常委）一边手执毛笔写字，一边讲解着执笔要

领。在谈到所使用的毛笔时，启功说：“我这笔7分

钱一支，是衡水公社社员在农闲时候做的，做了之

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的一些文具店、纸店里卖，

并且当成处理品。因为太便宜了，我们一次就买上

一百支、二百支的。这个笔非常好使，我觉得比那些

价格很贵的笔还好使。”

启功所提到的衡水毛笔，据有关人士回忆考证，是

衡水侯店村制作的。侯店毛笔在明永乐年间开始兴盛

起来。清光绪年间，因制作技艺精湛，被选进宫内，作为

“御用之笔”。1915年，侯店毛笔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荣获奖章。20世纪30年代，侯店从事毛笔行业的人员达

700多人，几乎家家从事毛笔制作，年产毛笔500多万支，

品种多达270多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群体。衡水

侯店村因此被称为“毛笔圣地”“北国笔乡”。侯店毛笔笔

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饱满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与

衡水内画、宫廷金鱼并称为“衡水三绝”。

启功的书法艺术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

上，自辟蹊径、独创一格，被世人称为“启功体”。启

功虽然有许多光彩照人的头衔，但是他却十分谦逊、

低调，他经常说：“我的主业是教师。”在他的名片上

也只有两行字：北京师范大学、启功。虽然是雍正皇

帝的第九代孙，可启功从不提及。他在北京师范大

学任教时，有人给他寄来一封信，上写“爱新觉罗·启

功收”，他连信封都不拆，直接在上面标注：“查无此

人。”旁人不解，启功说：“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

口本，从来就没有‘爱新觉罗·启功’这个人。”

据资料介绍，启功写字的桌子只有两尺见方，用

了20多年，文房四宝一概不讲究名贵。启功在视频

中也说道：“越好纸好笔写起来越感到紧张、越写不

好，这个就写得随意。” 郑学富 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