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生活 11202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 崔薇薇 编辑 王 姝 版式设计 裴育卓 校对 张宇辉 专刊部电话 3595121周末版

巴西汉学家沈友友的办公室
里有一面书墙，书架上塞得满
满当当，从诸子百家著作到唐
诗宋词，从鲁迅到郁达夫，有
古代经典也有现代小说。其中
有一排书，封面上中文汉字与
拉丁字母交织，正是他本人的
翻译作品——《论语·葡语解
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葡
语通释》《南华真经 （庄子） 内
篇·葡语解析》 等，彰显着这
位学者半生的文化使命——将
中华文明的精髓传向葡语世界。

“ 过 段 时 间 ， 我 的 新 译 作
《呐喊演绎——一个戏剧化的翻
译》 就要出版了！”沈友友说，
言语中掩饰不住激动和兴奋，他
希望这本译作能让更多葡语国家
读者接触到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
的作品。

自 2005 年来到中国，20 年
间，沈友友越来越痴迷中国文
化，并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跋涉、
深耕。从学习中文到研究古代汉
语，从翻译《论语》《庄子》《道
德经》到翻译鲁迅作品，他在中
国经典与葡语世界之间架起了一
座桥梁，成了一名“文化摆渡
人”。“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让
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深邃与
美。”他说。

翻译就像一场搏斗

回顾起来，沈友友最引以为
傲的成果便是3本译作：《论语·
葡语解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
注·葡语通释》《南华真经 （庄
子）内篇·葡语解析》。

“选择 《论语》 因为它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中心思想；选
择《道德经》因为它在对外传播
中国文化方面是最为重要的书籍
之一；选择《庄子》因为它是最
能打动国际读者内心的中国书
籍。”沈友友说，但很显然翻译
中国经典绝非易事。与现代小说
不同，古代典籍无法直接回应现
代读者的期待。它们不仅需要被

翻译，还需要被解
读 和 注 释 。 比 如

《论语》，其中的
“仁”字，并非单
纯的哲学概念，而
是一个复杂的文化
符号，贯穿了中国
社会关系、艺术表
达和价值观塑造。

“翻译不仅是
文字转换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帮助读
者理解背后的文化
脉 络 。” 沈 友 友

说，他将翻译视作一场“知识的
补全”。

完成《南华真经 （庄子） 内
篇·葡语解析》，沈友友用了不
到6个月的时间翻译，但这背后
是10余年的阅读和研究。“翻译
就像是与自己搏斗的一个过程。
每一部中国典籍的译本都应该尽
量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需
要根据原著作者的特点及其时代
性、思想和创作特征等因素，针
对葡语读者情况来阐释。”

为了与庄子的写作风格尽可
能匹配，他甚至学会了古拉丁
语，从拉丁语古典文学中找出合
适的写作风格作为参考。翻译
时，他采取了相对接近葡语文学
的文笔，阐释部分也尽量突出地
道的中国古典意趣，让读者理解
庄子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

除了古典作品，沈友友还致
力于将现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
作品介绍到巴西。他翻译了鲁
迅的小说 《呐喊》，并计划翻译
钱钟书的 《围城》、莫言的 《红
高粱家族》、陈忠实的 《白鹿
原》 等，向葡语读者系统介绍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文学作
品可以让巴西人看到一个更立
体的中国”。

触及中国文化的根

沈友友成长于有着多元文化
背景的巴西，从小就对语言和文
化充满热情，很早便接触了英
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
言。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武侠、
功夫电影等在巴西颇受欢迎，年
轻的沈友友也开始痴迷于银幕上
的东方侠客。当时，家中的书架
上，摆着从第三种语言转译的

《孙子兵法》《庄子》《易经》等。
“《孙子兵法》译本里有关

于如何运用孙子兵法与人交往的
讨论，《庄子》 则向读者传授如
何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精神，内容
很有意思，让我受益匪浅。”沈
友友说。随着接触的典籍越来越

多，他对中国的好奇心也越来越
强烈。

真正将他拉入汉语世界的，
是在巴西利亚大学读书时的一
次“意外机会”。2003 年的一
天，他偶然听说学校里来了一
位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的胡
续冬，过来教授汉语并进行文
化交流。沈友友得知这一消息
后，主动联系他，并决定深入
学习中文。“胡老师不仅教我语
言，还向我介绍唐诗等古典文
学，让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跟他相处总能感受到一种文化
的熏陶。”沈友友回忆说。

大学毕业后，沈友友进入巴
西外交部工作，不久便被派驻
中国，成为巴西驻华使馆的教
育专员。驻华的8年间，除了完
成工作，他先后取得北京大学
中国哲学硕士学位和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踏上了汉
学研究的道路。其间，他还结
识了将他带入中国古典文化世
界的崔立斌教授。

崔立斌是北师大的古汉语专
家。他带着沈友友学古代汉语，
从汉字结构到文言文语法，从

《论语》 到 《左传》，一字一句
读。每个周末，他们都会花上一
整天，在书堆里埋头研读、推
敲、讨论。

“学现代汉语让我与中国人
顺畅地沟通，但不学古汉语就无
法触及中国文化的根。我学语
言，是了解文化，了解一个民族
的性格与精神内核。”沈友友说。

半个“圈内人”

土生土长在巴西，沈友友却
是一个“非典型巴西人”。他既不
爱踢球，也不爱跳舞，对狂欢节
都提不起兴趣。相比热闹和喧
嚣，他更倾向于内心的宁静。或
许正是这种特质，让他与中国文
化中的内敛平和产生了某种共鸣。

在中国的 20 年间，沈友友
逐渐从一个外来者，变成了半
个“圈内人”。在他看来，想要
深入了解中国，不能满足于做
一个旁观者。他主动融入中国
社会，切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独
特魅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
情有独钟，尤其是粤菜的清淡
与精致。他也爱川菜的麻辣过
瘾，山西刀削面的劲道，还有
北京烤鸭的酥脆与香嫩。

除了城市生活，沈友友还深
入中国农村，探访那些更接近
传统文化根源的地方。他曾前
往山东一个小村庄，参与当地
的传统礼仪活动。“从婚礼到葬
礼，每一个仪式都蕴含着深厚
的 文 化 意 义 。 例 如 主 桌 和 客
桌，我没法一下搞懂，但这正
是我要去学习了解的地方。”他
说，这让他切身体会到中国文
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就这样，沈友友一边深入社
会、融入生活，一边向更多的人
介绍中国。令他倍感欣慰的是，
自己的译作在巴西读者中引发广
泛关注，许多人通过他对中国文
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播充满
挑战，但意义重大。“文化传播
是跨越时空的理解。”沈友友相
信，无论是儒家的“仁”、道家
的“无为”，还是 《孙子兵法》
中的战略智慧，都蕴含着对人类
共性的深刻洞察，既属于中国，
也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启示。

如今，沈友友已在中国结婚
成家，并定居澳门，在澳门大学
教授文学翻译课程。他期待吸引
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将中国文化
更加全面、立体、鲜活地带入葡
语世界。“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
工具，更是理解文化与历史的钥
匙。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
促进‘东学西鉴’，让更多巴西
人了解中国、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他说。

环球人物

李东是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副站长。

从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到如今50
多岁的老林业人，李东扎根护林一线30
余年，凭借一副望远镜、两条“长途”
腿，每月不少于3次深山巡查、6次浅山
巡护，累计巡护行程超过4万公里。

由于林场护林员工作的特殊性，李
东经常要牺牲法定节假日、双休日，长
年累月坚守在贺兰山基层护林一线。在
30多年的坚守中，李东用辛勤的汗水和
艰辛付出阐释了“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的含义。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 1992 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森林和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位于宁夏

与内蒙古交界处，地处阿拉善左旗境
内，总面积 67709.8 公顷，是我国重要
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地区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为野
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繁殖场所，保
护区内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目前，
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5种。其中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2种。

作为这片野生动植物天堂的守护者
之一，李东骄傲地说：“在这里数十年
如一日的工作，我守护着这山，这森
林，这岩羊群和马鹿群，我早已习惯，
从不觉得工作辛苦。”

新华社

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
击队的队员们没有时间庆祝世界森林
日，这支被誉为“翱翔林海的护林雄
鹰”的团队正全力投入春季防火期的训
练与巡护中。

3 月中旬，在位于内蒙古根河市的
森林消防大队训练基地，一场名为

“2025 雄鹰·蓝焰体技能联合训练”的
活动正在紧张进行。这是内蒙古大兴安
岭航空护林局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消
防支队根河市大队首次深度融合的联合
训练，以“空陆协同强本领，双向赋能
护青山”为主题，标志着森林防火领域

“航空特勤”与“地面尖兵”合作的创
新实践。

根河的最低气温仍在零下十几摄氏
度，但这丝毫不影响队员们的训练热
情。在体能强化训练中，特勤突击队队
员们进行长跑、400 米冲刺跑、深蹲、
俯卧撑、平板支撑、仰卧起坐以及端腹
等全面锻炼。

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副局长
陈凤波说：“此次联合训练，‘雄鹰’与

‘蓝焰’深度协作，将破解传统灭火作
战中空中投送与地面攻坚的衔接瓶颈。”

训练场上，航空特勤突击队队员
祝经宇正带领队员们进行索滑降训
练。只见他连接卡扣、右膝
弯曲、右手握绳，从 10 多米
高的索滑降塔上急速滑下，
右手用力抓握，精准停在地
面，迅速解开卡扣，完美地
完成一整套动作。

“我们把森林消防实战经
验融入日常训练，让训练更贴
近实战。同时，我们也将航空
护林索滑降专业技能毫无保留
地分享给森林消防的战友们，
在空中与地面之间架起一座协
同作战的桥梁。”祝经宇说。

2017年，内蒙古大兴安岭
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成立，
这是国内首支航空护林特勤突
击队，由 30 名平均年龄 23 岁
的退役军人组成。他们脱下军
装穿上扑火服，戎装虽改，初
心未变，将保家卫国的使命情
怀延续至北疆大森林。

特勤突击队队长陆坤介
绍：“与普通的扑火队不同，
我们的关键任务是快速定位、
快速处置。每名队员除了会使
用常用灭火机具、维修等基础
技能外，还要掌握索滑降、开
辟机降场地、机降灭火、吊桶
吊囊灭火、飞行安全和气象、
话务通讯等方面的技能。”

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近
期还组织开展了业务理论专
题培训，培训内容包含领航
学、飞行观察、气象、航空
管制、航空护林调度等专业

理论知识，确保业务人员在开航前提
前进入适航状态。

“林海中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艰
难的考验。”特勤突击队二班长王增强
回忆起 2018 年的一次灭火行动时说，

“当时我正在举行订婚仪式，突然接到
火情命令。林区有火情，我必须出征。”

在这支队伍8年的发展历程中，他
们创造了一次14人连续作战三天三夜、
开辟3个重型直升机野外机降场地、扑
灭三场森林火灾的显赫战绩。建队以
来，突击队共滑降802人次，开设野外
重型直升机机降场地80个，参与扑救森
林火灾87起。

经过多年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航
空护林局已形成一局、两站、三点的航
空护林新体系，航空护林的空地一体
化、站队一体化的立体模式已成为守护
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力量。

世界森林日每年只有一次，但对内
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的
每一名队员来说，守护森林安全是他们
的日常。陈凤波说：“我们将继续深入
践行‘两山理论’，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用行动守护好这片绿色生
态屏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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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雄鹰”
守护北疆绿色屏障

护林员李东：
坚守贺兰山三十载
脚步践行绿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