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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寒

越来越多中国元素
被俄罗斯人所熟知

过去，几乎每个中国人都
能哼出一段《喀秋莎》、朗读一
段高尔基的《海燕》。而现在，更
多的俄罗斯人开始知道孔子，
知道北京、上海，知道成龙、李
连杰和《三国演义》《红楼梦》。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内，
播放着一部由中国年轻演员主
演的电视剧。这部2013年就在
中国热播的《兰陵王》，最近被
引进到俄罗斯。据当地华人介
绍，这种反映中国历史题材的
电视剧，在俄罗斯非常有市场。

“可能中国人觉得，古装戏已经
烂大街了，但是在俄罗斯人眼
里，这展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

这几年，最受俄罗斯人喜
爱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是
这种“调调”。从《兰陵王》到《花
千骨》，再到《琅琊榜》《步步惊
心》，基本上是引进一部火一
部。“我们最初挺难理解的，后
来想想，应该是人们对于中国
悠久历史的一种向往。”

“我很喜欢《步步惊心》，
尤其是里面的音乐，觉得特
别好听，景色也很美。”一位
圣彼得堡当地学生柳德米拉
说，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她
决定几年内要到北京看看。
中国的故宫、传统音乐，都是
她所向往的。

当然，反映近现代中国的
影视作品，也逐渐获得了当地
人的青睐。不少人正是通过这
些影视剧，了解到中国正在经
历着飞速发展。

中亚与中国人文交流
从古丝路至今未中断

说到中亚和中国的人文交
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
路。从那时开始，中华文明和西
域文明就开始交融发展，直到
今天，在古丝绸之路上，还有不
少当年的“中国印记”。

撒马尔罕，这座中亚著名
的古城，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
更多是出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

《射雕英雄传》里。小说中，成吉
思汗率蒙古大军久攻撒马尔罕
不下。郭靖在黄蓉的帮助下，从
撒马尔罕城两侧的峭壁上，撑
着帐篷顶跳下，最终破城。随着
射雕小说的流行及相关影视作
品的屡次改编，撒马尔罕也成
为不少中国人神往的旅游胜
地。

如今，早已远离战火的撒
马尔罕，已经发展为乌兹别克
斯坦的第二大城市。随着中国
的日益发展，中国文化的元素
在撒马尔罕也越来越常见。

撒马尔罕孔子学院已成为
当地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孔子学院的师生经常会到当地
孤儿院举行活动，和孩子们一
起联欢。现场，孔子学院的学生
身穿美丽的汉服，伴着中国流
行歌曲，舞动着的却是当地民
族舞蹈。

而在塔吉克斯坦，一队来
自中国的敦煌文化考察团，也
在寻找中国与中亚地区多年来
的交集。敦煌文明，本就是中国
文化与印度、中亚等国交融的
产物。而在塔吉克斯坦，诸多历
史遗迹，都有着中国文化的影
子。如通关文牒上的汉字、佛
像、壁画上的东方面孔。

济南姑娘列宾学艺
想为家乡文创做贡献

“我很想用我在俄罗斯学
到的艺术知识，为济南的文创
产业做贡献。”在圣彼得堡列宾
美术学院学习版画的济南姑娘

菁菁说。她看到故宫博物院推
出的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后，
早就按捺不住心里的想法，想
要将俄罗斯以及欧洲的艺术，
同济南本地文化相结合。

对于菁菁来说，她无意中
还充当了一次中俄文化交流的
使者。“我的一位老师，对新教
很有研究。但她在研读相关著
作时发现，希伯来语原著被翻
译成英语、俄语等版本都不如
汉语版本更能反映作者的本
意。”菁菁说，她的老师十分喜
欢汉语的语言艺术，也经常同
她用汉语探讨相关的问题。

其实，中国和上合其他国
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都离不开
各种各样的使者。例如，哈萨
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在中国的
走红，让人一下子对这个中亚
国家产生了兴趣。迪玛希本人
也被选为了哈萨克斯坦旅游
形象大使，其家乡阿克托别
市，也推出了针对中国粉丝的
旅游线路。

而在体育领域，中国和俄
罗斯、中亚等国的交流更是从
未中断。在本世纪初，山东鲁能
泰山队就曾经有着深刻的俄罗
斯印记。两任主教练涅波、鲍里
斯都来自俄罗斯。而一直喜欢
从东欧国家发掘外援的泰山
队，也曾在2003年拥有一位俄
罗斯外援基里亚科夫。

手艺精湛菜品丰富
中国菜俘获上合友人

不管何时，中餐都是中

国文化的一张优秀名片。数
千年文明历史中形成的烹饪
饮食文化，让中国菜更加细
致。而通过中国菜，不少外国
人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
刻的了解。

对于高纬度地区的俄罗
斯，和干燥少雨的中亚地区
来说，肉食的价格，要远远低
于蔬菜、水果的价格。这样造
成了当地饮食中，高能量、高
油脂食物占比较大。当俄罗
斯人想要吃蔬菜时，他们的
做法往往是将蔬菜洗净后直
接端上来，并不会进行复杂
的处理。

正因如此，当做法多样的
东方饮食一传入俄罗斯，便迅
速受到欢迎。上世纪末，日式料
理率先进入圣彼得堡，然后便
迅速占领了大街小巷。在涅瓦
大街，至今还有一家名为“两支
筷子”的日式餐厅。

但是当中国菜进入圣彼
得堡后，当地人发现中国菜似
乎比日本菜更加可口。因此，
各式各样的中国菜馆开始出
现。不少菜馆其实并不正宗，
甚至雇中亚人“充当”中国人。
不过对于正宗的中国餐馆来
说，原汁原味的传统菜还是能
够俘获俄罗斯人的胃。蒜蓉西
蓝花、清炒芹菜、白灼菜心等
菜品，无疑为当地人打开了新
世界的大门。

而在中餐馆，俄罗斯人也
开始习惯了中国人的饮食文
化。例如大圆桌、合餐制等，不
少俄罗斯人甚至也开始主动给
客人夹菜，在倒酒时先给旁边
的人倒满等等。这些其实都代
表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髓，
正在为俄罗斯人所接受。

孔子学院促文化交流
已遍布上合各国

近年来，上合组织国家
通过互办文化年、语言年、旅
游年、艺术节等，不断创新交
往形式。中国教育部与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教育部
门签署教育领域合作文件，
共建教师教育联盟、人文社
会科学联盟、图书出版联盟
和音乐教育联盟等。2007年，
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各方的部

分高校组成上合大学。旨在
为各成员国培养文化、科学、
教育、经济等优先合作领域
的高水平人才。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
“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目前
在中国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达到1 . 3万人。同时，设置在上
合国家内的孔子学院，也为当
地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提供了便利。根据统计，俄罗
斯现在已经有了17所孔子学
院，而中亚四国也已经拥有了
13所孔院，其中哈萨克斯坦就
拥有5所。而在南亚，印度和巴
基斯坦分别拥有2所和4所孔
子学院。

而在旅游方面，中国国家
旅游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
游发展委员会签署旅游合作协
议。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举措，俄罗斯放宽对中国公民
的免签旅游规定。俄罗斯旅游
署宣布，2017年1—9月，俄入
境游客数量同比增长14%，达
近8年峰值，其中中国游客接
近100万人，全年赴俄旅游的
中国公民数量增长了24%。每
年中国游客在俄罗斯的花费
达22亿美元。

2014年，在中国、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同
努力下，“丝绸之路：起始段
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极大地
激发了沿线各国旅游产业的
发展潜力。

去年，中国民间组织———
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沿线国
家启动《推动“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
共同成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
合作网络”和“增进‘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
目”。文明维度已成为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乃至多元
合作的首要条件。

在“一带一路”推动下,上
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各种智库
论坛和国际会议吸引了各国学
界、政界、业界和文化界的精英
研讨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为
构建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
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的和
谐世界，上合组织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莫斯科也播清宫剧，看后想来北京转一转

人人文文上上合合，，““中中国国印印记记””遍遍布布丝丝路路

在圣彼得堡一家名为“莫斯科北京”的中餐馆内，充满了中国元素，而中餐也越来越受俄罗斯人青睐。 本报记者 高寒 摄摄

在圣彼得堡的孔子学堂里，学生们学习汉语。本报记者 李师胜 摄

“你好！”“再
见！”在莫斯科红
场附近的一个公
园里，每当一名俄
罗斯小男孩看到
东方面孔，都会昂
着头打招呼。而一
旦得到了标准的
汉语回复，他和他
的伙伴就会欢呼
雀跃。这几年，随
着中国同上合国
家交往的密切，人
文交流也更加频
繁。

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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