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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林科在学术组织、国际会议、课堂授

课中通过译本、报告和课程，潜移默化地展

开译本推介与文化传播。作为导师，她培

养的大批青年人才与友华人士以其译著作

为品评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学的蓝本。

作为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她

以翻译与研究为基础，侧重从译作所处的

历史角度诠释现实，启发学生理解并热爱

中国历史与文化。在课堂外，雷林科通过

举行朗诵会等形式积极为作品“代言”，曾

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悦读中国”读书俱

乐部与读者畅谈《牡丹亭》。

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

型、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雷林科也

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雷林科曾翻译

《赵氏孤儿》并推动其舞台剧上映，该剧将

中国古典元素与地中海、加泰罗尼亚地区

文化相结合，融入西班牙瓦伦西亚当代诗

人的诗句，另由伦巴乐队的手风琴与西班

牙吉他为其配乐，演出在当地引发强烈反

响，西班牙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雷林科此

举将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人士由学术领域

拓宽至公众层面，为中国典籍推介与文化

传播拓展出新路径，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转型的开拓性尝试。

此外，雷林科还呼吁利用新技术、新媒

介、新平台推动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多样

化发展。雷林科在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

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应当抓住当前新

媒体蓬勃发展的有利契机，将古典文学的

传播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深度融合。具体

而言，可通过舞台演出、影视作品、数字化

出版物及游戏等多元载体，增强海外受众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兴趣，建设中外出版机

构协作网络阅读平台，拓展典籍传播生存

空间，促进传统文化海外传播。

时至今日，雷林科仍在译介和研究中

国文学中孜孜不倦地追求圣人寄托在经

典中的微言大义。雷林科的汉学研究，既

是基于个人学养而进行的文学翻译、研究

和阐释的职业行为，又折射着良性的文化

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有力助推着中国文

学在西班牙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译介

与传播。 据《学习时报》

阿莉西亚·雷林科·艾莱塔，西班牙当代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哲

学博士、格拉纳达大学教授，曾任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雷

林科品华夏文学、传东方文化，大力推动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班牙、

拉美等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时在西

班牙《阿贝赛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特别提到“雷林科等当代西班牙汉

学家笔耕不辍”，充分肯定其为增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重要贡献。

2017年，雷林科被授予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首届“黄玛赛

中国文学翻译奖”。2023年，雷林科获得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首

届兰花奖“友好使者奖”。 刘颖

读书期间，雷林科将《通往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论：〈文心雕龙〉》作为自己的

博士论文题目，并选择《文心雕龙》作为自己的首译本。该书于1995年由科玛

雷斯出版社出版，不仅是《文心雕龙》在西班牙语世界的首译之作，也为西班牙

语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窗口，相关研究更是以该译本为基础展开。

此后，雷林科发现西班牙一些出版社选取的中国作品译作多丢失其原有

的细节与精髓，加之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她先后于2002年翻

译出版《中国戏剧三部集》（《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2011年翻译出版

《金瓶梅》。2016年，为纪念中国明朝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雷林科的代

表作——《牡丹亭》西班牙文译本问世。雷林科坦言：“我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汤显祖繁复精妙的行文，我在翻译时要绞尽脑汁，才能把唱

词的韵脚和节奏在西班牙语中体现出来。”雷林科的翻译作品远不止此。她曾

说：“令人惊奇的是，简短的诗歌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如此生动的画面。”

这位西班牙汉学家在中国古诗，尤其是唐代李白、韩愈等名家诗作的译介方面

也颇有建树，足见其语言、文学功底之深厚。

2021年，雷林科开辟“中译再西译”的先河，将林纾和陈家麟根据英文版

《堂吉诃德》翻译而成的文言文版《魔侠传》回译成西班牙语。《魔侠传》的文言

文语言简约且没有标点，翻译难度极大。雷林科基于多年翻译和研究积淀，运

用灵活的翻译策略，秉持兼顾创新与忠实原文的基本立场，研读对比几乎所有

汉、英、西三语文本，译出500余页的西语版本，并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添加近

700个中国历史文学知识的注释。雷林科的回译是颇有启发、卓有成效的实

践，既为读者提供了多元视角，又为他者回译提供有益参考。

雷林科通过撰写序跋、添加注释等丰

富的副文本形式，将对作品深度研究后的

理解和观点融入译作之中。在《牡丹亭》的

前言中，雷林科首先介绍作者汤显祖的生

平及著作，进而为读者解读其所处时代背

景与社会现实，此外她还概述《牡丹亭》的

故事情节及作品的影响与意义，注重基于

西班牙语读者阅读需求与特点展开比较研

究。她认为：“汤显祖是同时期堪与莎士比

亚相提并论的文学大师，因为二者都创作

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戏剧。尽管作为剧作

家，汤显祖的作品并没有比莎士比亚多，生

平总共五部戏剧作品，然而任何人都不能

否认，《牡丹亭》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之

作。”在翻译《文心雕龙》时，雷林科增补翔

实的注释，解释人名、地名，阐释中国特有

的文化现象，如中医药词汇等，系统深入地

向读者展示了原著的全貌。

秉持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雷林科对中

国文字也颇有研究。在研读大量古籍基础

上，以汉字“男”“女”为抓手，雷林科曾发表

学术文章《中国文字与女性：从世界的起源

到从属》。文章首先向读者简述中国文字统

一的历史进程，指出汉字与具有阴阳性之分

的西班牙语的异同，再从“女”字的起源、字

形演变、“女”字的构词角度阐述中国女性的

社会地位。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汉字的象

形意义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雷林科以图文

结合的形式，选取了近30个以“女”字为偏旁

部首或与之相关联的汉字进行解构，这一将

中国文字解读与中国女性问题研究相结合

的文章，生动形象地普及了中国文字、社会

知识，进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学认识的加深，雷

林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涉猎中国戏剧、

电影，并擅于透过浅层次的梳理，深入解读

中国社会与历史。其研究成果《从影戏到政

治：中国电影的形成》，从旅沪西班牙商人雷

玛斯1908年在上海搭建的第一家电影放映

室铺陈开来，讲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发

展的历史、变革及代表性作品。雷林科的汉

学研究成果还包括《中国叙事：小说和其他

非文学形式》《中国文学》等百余篇学术文章

及20余本专著。大量的译著与研究体现了

雷林科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化、历史、哲学

等多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系统把握。

深耕汉学研究深耕汉学研究

传播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译介古典文学译介古典文学

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市文联，被安排在《说说

唱唱》编辑部工作。

《说说唱唱》编辑部设在一幢日式小楼里。这幢房

子有个大壁橱，被用来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

而可用的不到1%。日积月累，壁橱里的废稿如一座小

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每天新

收到的来稿都很难处理好，没有谁再花工夫到废稿堆

里寻宝。可汪曾祺竟从废稿堆里淘出来一部长篇小说

《活人塘》，作者是默默无闻的陈登科。这部书稿被涂

抹得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作者自造的怪字，宛如天书

一般。一位初审编辑，读了两三页，实在读不下去了，

就扔进了废稿堆。

隔了一段时间，汪曾祺从废稿堆里发现此稿，把书

稿读完。他发现其思想和艺术都颇有新意，甚至可以

说不可多得的佳作。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汪曾祺不惜

再花工夫，改了那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然后送到主

编赵树理的案头。赵树理看了，完全同意汪曾祺的看

法。这位农民出身的大作家，不仅同意将此稿再作修

改后发表，还亲自动手修改和润色其中几处。

审稿中还有件趣事，原稿中有好几个“马”字，但

下面都没有四点（原大写马字，即简化字一横），许多

人都被难住了。汪曾祺面对这个字抽了半盒烟，仍不

知何意。恰逢作家康濯来编辑部，他琢磨片刻，认为

这是个“趴”字，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

了吗？为慎重起见，编辑部特地去信问陈登科，回信

说：正是这个意思。作者为编辑部能认出他自造的字

感到欣慰。

正是汪曾祺慧眼识珠，《活人塘》发表后，陈登科因

此而一跃成名，步入文坛，后来成为了著名作家。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汪曾祺发现陈登科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
为中国典籍传播拓出新路径

阿莉西亚阿莉西亚··雷林科雷林科··艾莱塔艾莱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