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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方国家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的传统与观念不尽相同，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文化中的含
义与感情色彩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作为一名东亚研究专业的英国学生，我对
中国的龙也有一些了解。

中国的龙与英国的龙有很大的不同。在英
国，龙通常被视作某种怪物。在英国古老的民间
故事中，骑士通常要从恶龙的手中将公主解救
出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乔治的故事。在
故事中，圣乔治击败了一条恶龙，后来被认为是
英格兰的守护神。我们把他击败龙的图案放在
钱币上，在每年的 4 月 23 日纪念他。在我们看
来，龙的形象是强壮的，很难被打败的，同时也
是邪恶的，是敌人的象征。

但是，我知道在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龙是百兽之王。龙是十二生肖之一，也是与皇帝

相联系的动物。我了解到，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只
有皇帝被允许使用龙的形象，而其他任何人使
用都会有生命危险。我也知道，龙同时与好的运
气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中国春节期间经常有
舞龙活动的原因。而且，龙和凤被视为阴阳相对
的两个意象。

现在，随着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我了解
到了更多关于龙与帝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那
很有意思。同时，我也对关于龙的神话传说非常
感兴趣。而近几年来，中国龙也经常出现在英国
人的纹身当中，真的是非常流行的纹身，整个英
国都能见到。（受访者为谢菲尔德大学学生
Peter Morton，张文静采访整理）

文化微议
日前，魔幻巨制《霍比特人 2：史矛革之战》正在国内上映，而其中最抢

镜的角色毫无疑问就是那条名为“史矛革”的恶龙。这个在电影最后 1/5 的
时间里才出现的主角，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

马悦然：诺奖没那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 18 个评

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
重要。”3 月 3 日，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
奖评选委员马悦然教授现身香港中文大学举办
讲座《略谈唐代的通俗诗歌》，并发表对诺奖的
看法。

在当天的讲座中，90 岁的马悦然教授精神
矍铄，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抑扬顿挫的语
调，用中英双文为现场观众朗诵了多首唐代通
俗诗歌。

在讲座之后的访问环节，现场一位听众问：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古代诗人开放提名，
您会推荐中国的通俗诗歌作者还是其他诗人？”
马悦然回答说：“如果我有权力推荐中国古代诗
人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我会选择辛弃疾。”

点评：马悦然不愧为著名汉学家，显然他不
仅研究中国文学，也很热爱中国文学。不过，有
关诺贝尔奖，他说对了一半，世界冠军也没那么
重要。

出版商坦承“买榜”
如今很多人买书都会参照电商网站的图书

销量排行榜。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员近
日却指出，这些榜单有可能失实，是出版机构花
钱买来的。

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曾专门就“买榜”和
“书托”问题对当当网、亚马逊和京东商城 3 家
主要网上书店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当当网 24
小时榜和 7 日榜上，江苏某出版社和湖南某出
版社多次集中出现。某出版社的书在当当网 24
小时榜和 7 日榜中，前 20 名图书中竟高达 11
种。

通常的做法就是，由出版社内部人员去买
书，先把销量冲上去，然后再把这些书拿到实体
书店去卖。一本书定价 25 元，京东、当当拿货时
可能是 13 元，出版商可以 14 元的价格买回，一
天买回 600 本，只需要 8400 元，只需要连续买
4～5 天，花费大约 4 万元，就可以把这本书“顶”
到排行榜前三名。扣除成本，这本书只要能卖
8000 本以上就能赚钱。

点评：严格来说，出版商的做法并不违法，
可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造假，欺骗消费者。其实，
出版商和网站也不是赢家，他们失去的是诚信。

民间放映队囧境
作为商业院线、艺术院线之外的一大补充，

民间放映团体在北京有几十个。上海、广州、南
京等其他城市，民间放映团体的数量也颇为可
观。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都是由个人或者小型
组织发起，活动场所多在艺术馆、咖啡厅、会场
或者书店，活动形式大多是免费放映或者低收
费放映。

“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能坚持下来，靠的是
大家的热情和坚持。”瓢虫映像的负责人杨侑
说，“民间放映团体一直在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
的夹缝中生存，而且还是照不进阳光的夹缝。这
道夹缝，接住了大部分被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
筛掉的纪录片、独立电影，却没有政策来接住我
们。”

民间放映队存在许多问题，如缺钱、经常遭
遇稽查以及不能大规模宣传等。

点评：这些民间放映队的青年人，花时间、
花精力、没有报酬，这样热情和坚持应该得到政
策上的支持。因为他们，城市不仅多了一个好的
文化场所，也给观众多了一些选择。

于丹心灵鸡汤文字引质疑
正当北京雾霾持续之际，于丹发布一条谈

雾霾的微博，表示北京雾霾已经持续至周末，
“大家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和它较劲”。随
后支招面对雾霾大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
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
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
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在获部分网友赞誉“正能量”的同时，也有不
少人表示对这段“心灵鸡汤式”的文字难以忍耐。

此外，还有网友表示，于丹的糊涂之处就在
于把雾霾灾难这样一个严肃的公共政治问题置
换成一种私人体验，从而回避对问题根源的追
究。

点评：于丹的“心灵鸡汤”这次是用错了地
方。面对这种环境问题，还是讲一点科学为好。
就个体而言，也需要积极从自己做起，关注健
康、减少不利于环保的习惯。

艺术家进行“祈祷蓝天”行为艺术
前不久，20 余位艺术家在北京天坛进行了

“祈祷蓝天”的行为艺术，希望借此呼吁公众增
强环保意识并关注自己的健康。

戴上口罩的他们先零散地站在祈年殿前，并
集体躺在地上，最后有艺术家手持阳光灿烂的风
景明信片以对当前的雾霾天形成鲜明比照。

参与艺术家之一沈敬东说：“我们所有的行
为都是临时、自发的，但活动结束后看这一连串
的表现也确实很像一件作品。”同时，沈敬东也
否认了此次活动是否有作秀的嫌疑。

点评：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公共环境事件中，
每个领域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做些事。
媒体有媒体的责任；管理部门有他们该做的事；
艺术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引起更大、更多人的
关注，相对于恶劣的环境，即便是作秀又如何？

“这明明是蜥蜴好吗？”

庞大、凶恶而又贪婪，浑身长满坚硬的鳞
片，有一双令人闻风丧胆的巨大翅膀，腹中还
会喷出剧烈的火焰，即使被淹没在温度极高的
黄金熔化的液体中，也能安然无恙、一飞冲天，
这就是电影《霍比特人 2》中恶龙“史矛革”的
形象。

对于这个庞然大物，不少影迷充满了好
奇，这其中就包括果壳网上的 Ent。这位在果
壳网的标签中写着“古生物学博士生、科学松
鼠会成员”的科普达人，甚至饶有兴致地以古
生物学的视角对“史矛革”进行了追根溯源式
的分析。

在西方魔幻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龙
是经常出现的动物。大多数时候，它们是邪恶、
贪婪的代表，比如《魔戒》中戒灵的恶龙，就不
仅外表黑暗丑陋，而且是残害生灵的帮凶。但
有时，它们也展现出了不那么邪恶的一面，比
如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中的龙就是正面的形
象，电影《阿凡达》中的西方龙是一种坐骑，而
在小说《冰与火之歌》及其改编的美剧中，龙则
成为了一种武器的象征。

无论这些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的龙是好是
坏，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那个长着一对巨大的
翅膀、能喷火的爬行动物，还是与我们早已习
惯的龙的形象相去甚远。

看完《霍比特人 2》，一名叫作“莫小菜菜”
的网友就吐槽道：“‘史矛革’长得也不像神话
中的动物，它四肢爬行，有翅膀才能飞，长得像
恐龙，但动起来明明是蜥蜴好吗？”

对于以“龙的传人”自称的中国人来说，龙
并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一种象征和一个文化
符号。

所以，对西方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的
龙，中国观众更为关注和敏感。

2010 年在国内上映的电影《阿凡达》中，
当人类为了获取资源而集结起飞机要摧毁纳
威人栖息的大树时，不少观众发现其中一架飞
机上竟然有类似中国龙的喷绘，而且给了几次
特写镜头。

对此，有网友愤愤不平：“看了《阿凡达》，
看到片中出现‘中国龙’，我觉得很不好！反面
形象，代表着威胁。可以看出在老外眼里，体现
未来世界对中国的担忧。”

但也有网友认为不必小题大作：“个人觉
得这个龙很有意思！很霸气！没别的意思！”

中西方龙各有不同

在英文字典中，dragon 一词除了“龙”外，

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凶暴的人”。
在古希腊神话中，龙经常以凶恶的怪物或

宝物的看守者的面目出现。在《圣经启示录》
里，龙的形象也是邪恶的撒旦的化身。

“在西方的博物馆里，有一个主题是无数
画家都画过的，那就是《圣乔治战龙》。”上海交
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
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道，“圣乔治是个武
士，骑在马上，通常拿着一支长枪刺向地上的
恶龙，而龙则是很丑陋、邪恶的。”

龙的负面形象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出现在
文学作品或电影中，也出现在欧美国家的时政
漫画中，象征侵略者或敌人。

江晓原认为，判断龙的好坏，也不能简单地
按照中西方来划分。“像《阿凡达》电影中把龙当
作坐骑的故事，其实在此前的电影中就有，而且

《阿凡达》强调了龙一旦被驯服就会对主人保持
忠诚的一面。另外，中国的龙也不一定都是善
的。在中国，龙是尊贵、有力的，但和它本身的善
恶无关，中国龙的含义要比西方更广。”

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龙存在着不
同的看法，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访学的中国传媒
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张毓强认为这“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

“西方国家对于‘龙’这一符号保持着好奇和兴
趣。但是，这又不常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所
谓西方国家这个整体来说，谈不上对龙文化的

认识”。
张毓强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也没有人

对‘西方国家’或者澳大利亚全国的人作全面
调查，以研究其对龙文化的总体特征。我的直
观感受是所谓龙文化的本质的东西，大部分普
通中国人大概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存在着认
识上的差别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包容且沟通

对于中西方龙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困惑
与误解，江晓原认为翻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当我们用 dragon 这个词来翻译中国的龙时，
西方人看到会立刻联想到那个被圣乔治刺死

的恶龙。”江晓原说道，“这样的翻译，会让西方
人从一开始就对中国龙产生误解，会把中国龙
想象成一种邪恶的力量。如果今天我们深思熟
虑后不用 dragon 这个词汇，甚至直接称之为

‘long’，都会好一些。”
但如今，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识也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在迪士尼的电影《花木兰》中，
主人公花木兰身边的木须龙就被塑造成了一
个忠诚、机智和搞笑的角色。

“多年以来，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
中国龙的理解有些变化，其作为一个符号特征
或者媒介奇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张
毓强说。但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总体上
来说并不是我国“对外传播不断加强”的结果，
而主要是华人社会在当地成长过程中，文化逐
渐融合的结果。

“文化的融合与更替是一个很长期的事
情。”张毓强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应该注
意媒介话语中的基本跨文化常识，在语言表达
等问题上要注意；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文化
的自我价值追寻，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
必须是长期的，当前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并不
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具体到中西方龙文化的相互包容，江晓原
笑言要和好莱坞合作拍电影。“既然可以拍《功
夫熊猫》，为什么不可以拍拍中国的龙？”江晓
原反问道，“我们的影视工作者为什么不可以
跟学者联手，创造一个关于龙的故事，为中国
龙正名？”

本报讯 日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
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南渡北
归》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
建明和来自全国评论界的 20 余位嘉宾出席并
参加讨论。

《南渡北归》于 2011 年出版，目前已印刷
11 版，销售 20 余万套。2013 年 8 月大字版的
新本问世，首次披露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珍
贵史料，此次再版的《南渡北归》全书共 200 余
万字，分“南渡（上、下）”“北归（上、下）”“离别

（上、下）”六册。该版本一直位居当当网同类图
书的前十位。

作为纪实作家岳南历时八年的倾力作
品，《南渡北归》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大批
知识分子冒着炮火由中原前往西南之地，尔
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
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 20 世纪人文科

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
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

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
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
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
释解。

相较岳南之前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这本书人物更多，规模更加宏大。提及成书经
过，岳南不无感慨。他回忆道，为写作此书他曾
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
千万字珍贵资料。

作为一本第一次全面描述了关于 20 世纪
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纪实作品，

《南渡北归》的封皮上“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标
语异常醒目。

会上，评论家们各抒己见，发表阅读此
书看法。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表
示，此作品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以及当
时这些大师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及后来各自
的人生之路。能够通过表现人物的民族精
神，反映出民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方方面
面的东西。

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李炳银认为，本书
书写了国难罹难的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忧伤的
心灵和文化精神，记录了他们在困厄当中的艰
难选择和精神的塑性。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得到
了文献性、文化性或者说人文命运性的整合。
表达出了这种文化曾经经历过复杂的、特殊的
历史。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考古学家陆建芳则指
出，《南渡北归》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于它
冷静地记录了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是如何
灰飞烟灭的，给我们当今的文化反思提供了很
好的警示作用。 （王俊宁）

印刷 11 版 销售 20 余万套

《南渡北归》记录特殊历史

祥瑞与邪恶：关于龙的传说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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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或
电 影 中 ，甚
至时政漫画
中，象征侵
略 者 或 敌
人。

中国龙越来越流行

那些赋予不同感情色彩的动物

动物

狗

猫头鹰

蝙蝠

孔雀

鱼

熊

喜鹊

中国文化
代表卑劣可恶的品性，如“走狗”、“狗仗

人势”等。

往往代表着不祥的意味，有些迷信的人
认为“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

由于“蝠”与“福”同音，被认为是吉祥、健
康、幸福的象征。

是美丽、吉祥的代表，人们认为孔雀开屏
是大吉大利的事。

与“余”谐音，鱼是中国人除夕夜不可缺
少的一道菜，寓意年年有余（鱼）。

会让人联想起窝囊、没本事、笨拙等意
思，如“熊样儿”等。

被视为“吉祥鸟”，常与喜事、吉利、运气
联系在一起。

西方文化
用来形容值得同情、信赖的人，被视为可

爱的同伴、人类最好的朋友。

被作为智慧的象征，通常是严肃而有头
脑的形象。

暗含贬义，与丑陋、凶恶、瞎眼、吸血动物
等联系在一起，是阴暗邪恶的形象。

强调孔雀与人媲美的高傲一面，具有狂
妄、骄傲、沾沾自喜等性格特征。

含有贬义色彩，形容不好的人和事。

常常以此形容有特殊才能的人，是褒义
的。

用来比喻爱唠叨、喋喋不休的人，含贬义
色彩。 栏目主持：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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