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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梭纽先生是缅甸著名诗人、前文化部副部长，长期热心于中缅友好事业，生前曾多次访华。
他的两部歌颂中缅友谊的诗集《伊江扬子友谊颂》和《中缅友谊颂歌》先后于2000年、2007年在中国
翻译出版发行。
2009年梭纽先生已是77岁高龄，在其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缅甸诗人的回忆录》的出版，希望再次
为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
曾在军队中长期服役的梭纽先生于1990年代末以文化工作者、作家、诗人的多重身份访问过北京、上
海、贵阳、昆明、丽江，亲身感受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体会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间与他的中国同行们坦诚相见、探讨文化管理异同、交流艺术创作经验，取长补短、亲密无问。
这部作品根据梭纽先生此次访华的记录整理而成，详尽记录了他12天的访华经历，还配发了多首诗作
，既朴实可信又生动活泼，“胞波”之情跃然纸上，反映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是中缅友
好的又一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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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缅甸诗人的回忆录:1998,中国的朋友(英汉对照)》根据梭纽先生此次访华的记录整理而成，详尽记录
了他12天的访华经历，还配发了多首诗作，既朴实可信又生动活泼，“胞波”之情跃然纸上，反映了
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是中缅友好的又一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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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缅甸）吴梭纽（U Soe Nyunt） 改编：（缅甸）苗温吴梭纽（U Soe Nyunt），笔名“铁拉悉
都”，1932年生于缅甸曼德勒省密铁拉市瑞悉蒂村，毕业于仰光戴基大学。
1950年参军，1982年转入地方工作，先后在文化、宗教、农林、国防、宣传等部任职，曾担任新闻期
刊公司董事长、文化部副部长、缅甸报刊协会主席等职务。
 吴梭纽自幼酷爱诗歌，14岁起开始作诗，50多年来共发表诗集14部，创作诗歌1000余首，散文等1500
余篇，小说集11部。
在上述著作中，有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文、中文、法文、日文和俄文。
1962年，著名诗集《湄公河的老黄叶》获缅甸文学宫诗歌创作奖，后又被荷兰史蒂芬出版社译成英文
出版。
此外，小说《索》和《翡翠珍珠链》被拍成电影。
2001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其“文学友谊使者”称号。
2002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其“千名亚洲伟人奖”和“21世纪成就奖”。
2004年，爱尔兰都柏林首都大学授予其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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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个世纪以来，灵光寺已成为北京的一个重要名胜古迹。
1900年，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北京城里遭到掠夺，火光冲天。
那时，坐落在京郊的灵光寺被炮弹击中，招仙塔也被摧毁。
战争结束时，僧人们开始清理碎砖烂瓦，他们吃惊地发现了一个埋藏在瓦砾中的石函，函中还有沉香
木匣，木匣上有“释迦牟尼佛灵牙合利天会七年四月廿三日记善慧书”题记。
天会是五代时北汉王朝年号，天会七年是963年，木匣上“善慧书”的题记是五代时期的高僧善慧所题
，这一点在明河所著《补续高僧传》里有述。
该佛牙在1071年被供奉后，到1900年重见天日，这时，它已在佛塔中被供奉和朝拜了830年。
在佛牙被发现的那个世纪的中期，由于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僧众不能在佛教仪式上敬拜佛牙。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在北京佛教徒的要求和人民政府的力荐下，佛牙被请往广济寺供奉。
因供奉了7件合利，广济寺成为国内外佛教徒虔心向往和膜拜之所。
当佛牙合利应邀到缅甸和斯里兰卡供奉时，当地的佛教信众终于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表达对圣牙的
虔敬。
1957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监督下，按照佛教仪式，为了长期安奉佛牙合利，在灵光寺进行了重建佛
塔的工作。
从1958年夏至1964年夏，修建了一个庄严的新合利塔和附属殿堂。
佛塔高51米，八角型、13层密檐，承以22米见方，高出地面2.7 米的宽大拜台，供敬佛者坐拜。
该建筑采用现代施工技术，但其设计却仿照古代佛塔以保持传统文化特色。
塔身外用的是唐宋时期北方流行的单层密檐形式，配以碧瓦，塔顶安有鎏金宝瓶，金光闪闪、美丽非
凡。
它的绮窗复拱，简朴、秀丽、高贵。
塔身内部分作七层殿堂。
底层为一静思室，四周墙嵌镶石刻碑记和经文。
沿着室外螺旋石梯，可上达佛牙合利堂。
堂中饰有一幅雷神因陀罗的彩绘像和彩绘屏风。
佛牙和另外七件宝物一起被供奉和膜拜。
堂内墙壁用大理石嵌成，堂顶是藻井：一面彩镜周围盘卧一条金龙。
整个合利堂显出庄严肃穆、恬静和平之气。
其上六层，分别供养着汉、藏、蒙各族佛众敬献的珍贵经象和法物。
1964年6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为该合利塔举行落成仪式，来者如云。
应邀来访的有来自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尼、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越南的佛教代
表团。
许多外交官和大使馆人员也参加了仪式。
各代表团成员对仪式的壮观赞不绝口，并被这种前所未有的场景所打动。
他们衷心祝愿圣牙塔恒久永存。
最后，来者为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健康进行祈祷和祝愿。
按照日程安排，在参拜完合利塔后，友好代表团一行又去拜访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有自己的办公楼、餐厅、客房和会议厅，其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协会秘书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前来迎接代表团，他们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
客人们为东道主热烈的欢迎所打动。
中缅两国毕竟是好亲戚，不是吗？
秘书长开场即说：“我们欢迎副部长阁下和全体代表团成员，难得在我们自己的办公楼招待各位，希
望大家一切都好。
”副部长答道：“非常感谢贵协会给我们到此拜访的机会。
每次我到中国，通常会找个时间拜访你们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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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近距离地与你们的作家和记者讨论。
我们都很好，我们也希望协会主席巴金先生身体健康。
”秘书长继续说道：“我们协会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他住进了上海总医院。
他患了肺病，现在他说不了话了。
我们昨天特地派代表去看望了他。
近10年来，中缅两国的作家和记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的作家每次访缅回来都汇报说，缅甸朋友非常热情好客。
现在我们也非常高兴能见到你们。
”副部长说道：“10年来，我们有多次的友好互访。
我曾是报刊协会的主席，现在已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了4年，当时的报刊协会秘书长已被提拔
成了协会的主席。
我们从1991年开始，就不断促成两国的互访。
每次到访北京，我都会拜访贵国的作家记者协会。
”秘书长强调：“我非常感谢吴梭纽先生为中缅友好做出的努力。
在我们的作家写的报道中，我们高兴地读到了他们的缅甸纪行。
他们每次访缅归来，都会提到贵国美丽的自然风光，这在其他国家是少见的。
这种做法都成了习惯了。
我们有位已去世的著名诗人曾创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赞颂缅甸之美的诗歌。
”听到这话，副部长心情沉重，他说道：“听到他不在了真让人感到震惊，我们之前没听说此事，我
向他的家人致敬。
很遗憾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名中国的女作家插话道：“对了，我曾到过缅甸的许多地方，还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
掸邦的茵莱湖美丽景色的文章。
此外，我还撰写了关于古城蒲甘美不胜收的黄昏美景的文章，文章有8000多字。
”秘书长介绍说：“她是中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副部长回道：“你随中国记者团访问仰光之时，
我因忙于其他部门的工作而没能见到你。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终于相见，这源于我们深厚的友谊。
”秘书长说道：“我们有位作家写过一部八卷的书，书名是《万里长城》，他70岁开始写，80岁完稿
，据说该书还涉及了中日战争。
”副部长询问道：“那么，前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先生怎么样了？
他在任期间我拜访过他，好像是在1987年⋯⋯”秘书长说：“他很好。
现在他是作协的副主席。
目前他在东北出差，正如阁下您所说，他曾任文化部部长。
”秘书长接着说：“我们的作家和记者撰写和发表的小说反映了我国56个民族的生活风貌。
1919年之后被看作是文学的新时代，现在我们也处于这个新时代，并做了关于新文学的研究。
我们思想开放，通联世界，积极培养和提携青年作家和记者。
从全国选拔出来的作家和记者还被送到作协的鲁迅文学院进行培训，实际上，现在有许多活跃在文坛
的作家来自鲁迅文学院。
目前正有22名优秀作家在接受培训：有三位部级干部负责讲解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央行的行
长也受邀对世界金融危机做了讲演；来自企业和高科技部门的专家也参与了培训；同时，还邀请了外
交部的高级官员，重点对世界政治形势作了分析报告。
我们现任记者协会主席强调世界各国进行直接的交流联络。
此外，作家学员们还要讨论新小说和现代小说创作的主题问题；知识产权也是讨论主题之一。
使学员及时了解国内外时事、开阔他们的眼界，是重要的学习培训目的。
有些学员来自农村，阅历不足，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扩大知识面。
实际上，本培训课程就是为拓展他们的知识面而设计的，我们必须得让他们了解当今世界时事，特别
是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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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反映，培训非常实用，给他们带来颇多助益。
”副部长回应道：“我非常欣赏这一点。
我相信这种培训能使你们的学员预见到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因素：文学的、科学的、金融的、经济的。
作家们会提高思考、写作和正确地看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有两种文学：一种是美学的，要满足美学欣赏的要求；一种是信息性或教育性的，就是要予人
知识。
时事写作等范畴属于信息性的文学，而小说诗歌等反映人的创造力和个人趣味。
各种文学形式都尝试的作家，在经过培训之后很可能做出自己选择。
在写作实践中，他们中有的人可能选择做新闻；那些创新能力、感知能力强的，可能选择美学文学创
作的道路。
进行美学文学创作的是纯作家、纯诗人。
世界文学界也是这样界定的。
文学和艺术是精神生产活动，其创作过程与众不同，没人能够重复或模仿，走这种文学道路的人只靠
自己。
新闻、经济、政治领域对一个国家的贡献巨大，而作家的创作也不例外。
在培训过程中，培训者的角色就犹如用自己胸膛的温度去孵蛋的母鸡，而多少蛋会变成小鸡，多少会
变成小鸭，颇有悬念，这很有意思、很令人期待。
”听到这话，秘书长说道：“其实，他们不是写作新手。
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们进行的是进一步的培训。
”副部长补充说道：“这样的培训肯定会对文学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
我们现在还做不了这样的培训。
许多缅甸的文学作家都改行做新闻记者了。
”秘书长说：“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许多记者渐渐变成了作家。
”副部长解释道：“开始一些作家写小说。
比如沙瓦那在战前是成功的小说家。
战后，他步人了新闻领域。
著名作者瑞乌东以前写小说、做翻译、写传记，但后来他成为报纸的编辑。
”在场的那位女作家对此很有兴趣，问道：“在缅甸，作家是由于经济原因改做新闻工作的吗？
”副部长答道：“杜玛玛莱既是作家，又是记者。
兑格都妙都开始是诗人，后来做了记者。
可以看出他们的志趣就在于当记者。
我期望更多地了解两国作家之间的差异。
”女作家应道：“两国情况差不多吧⋯⋯”副部长说：“人们认为，诗人理当令人骄傲。
德钦哥都迈曾是个著名的爱国诗人，也当过记者，他被授予了苏联斯大林文学奖。
”秘书长说：“中国也有三个人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其中有一位叫丁玲的女士。
请问，缅甸有许多作家写佛教方面的作品吗？
”副部长回应道：“不只写佛教方面的作品，还描写生活和爱。
缅甸有13种国家级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诗歌、小说、教育、科普、文学、戏剧和政治等奖项。
如果作品有损国家利益，那么就不会得奖。
自1984年开始，就一直坚持评奖活动。
诗歌和小说处于奖项的最高端，也有翻译作品奖。
文学奖每年颁发⋯⋯”秘书长说：“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副部长说：“在我国，一个项奖十
万缅元。
但愿随着贵国的发展，中国的作家能靠写作为生；而在缅甸，作家还是为生活所困。
目前，我们的政府为上了年纪的作家提供盖房子的土地，不收取任何费用。
其他的作家也能得到这样的建房用地，但要付一定的费用。
”秘书长询问道：“缅甸的作家靠稿费能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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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说：“在缅甸，靠稿费能生活的和不能生活的都有。
诗人和作家收入不高。
我们每年在建军节举行文学和艺术比赛，内容有歌、诗、小说、散文和作曲。
比赛也在学生中举办。
”秘书长说：“您可否说说在缅甸稿费是怎么付的吗？
”副部长说：“有些出版商提前支付，费用从十万到几十万缅元不等⋯⋯”秘书长说：“是以字数付
费还是以印数付费？
”副部长说：“大多时候是以印数为准。
我们还有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奖项，比如，有个奖是以巴科库吴翁佩命名的。
开始的基金只有760万缅元，用该笔基金银行的利息支付每年的奖金。
”秘书长又问道：“十万缅元能够花多久呢？
”副部长答道：“看怎么花了，一般来讲，能花一年。
但是，大多数作家不只靠写作维生，他们只把它看作一种副业，还有其他职业，比如，做一些编辑出
版方面的活，有些人还有自己的杂志和出版社。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秘书长继续说道：“在中国，作品翻译日盛，出版了许多书，有各种各样
的翻译作品。
有些小说被翻译成了外文，如《红楼梦》，它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范本。
”副部长说：“在缅甸，这部小说也广为人知，是妙丹宁翻译的。
1950年后，通过翻译，苏联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同时，能够
反映中国意识形态的作品，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鲁迅作品，艾青的诗，也被介绍到
我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鲁都杜阿玛还通过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了关于中国的翻译作品。
作家觉昂写了一个关于一位外国医生为中国革命作贡献的故事，故事中这位医生被赞誉为心地善良之
士，该故事流传很广。
我还读到过著名作家鲁迅的格言，大意是：虽千万道路不相同，但文学之路却相通。
中国著名作家老合的小说《骆驼祥子》，由我们同样杰出的作家台图翻译成缅文。
”秘书长说：“鲁迅是在翻译了许多作品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
此外，在中国，人们既写韵体诗、又写自由体诗。
过去，中国人喜欢写韵体诗，毛泽东和鲁迅就大量使用韵体进行诗歌创作。
实际上，自由体诗很晚才有，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自由体诗很容易表达思想。
郭沫若和艾青写的就是自由体诗。
”副部长说：“说到自由体诗，因为它像散文，有的诗歌诵读时很难理解，常有读者反映这方面的问
题，有很多人批评难懂的自由体诗。
”秘书长说：“在中国自由体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小说创作上的问题是：有些诗人和作家不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考察，但是我们鼓励描写现实。
”副部长说：“缅甸重视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文学创作。
我们设有国家级文学奖，不鼓励创作缺乏民族关怀的作品，包括自由体诗，这些都广受批评。
”秘书长说：“中国也一样，文学必须与国家利益一致。
”副部长说：“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忽视或不忠实于国家利益，会再次被奴役。
”秘书长说：“您说的太对了。
”副部长说：“当然，我们需要有文学和文化的自由，但我们必须分清西方文化表达的内容。
东南亚正面临金融衰退。
我们被诸如索罗斯那样的金融大鳄所迷惑和欺骗。
中缅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同舟共济，需互相帮助，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真正的现实问题。
”秘书长说：“阁下，您可以继续跟上海作协的朋友交流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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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会进一步深化中缅友谊，加强两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随后，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及其同事以晚宴款待缅甸朋友，东道主慷慨宴客，热情友好，为能在作
协自己的餐厅宴请远方宾客而感到格外高兴。
缅甸记者协会以前也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但在1984至1985年间，宣传部的报刊协会对此进行翻修后，
就在此长期办公。
现在，缅甸作家与记者协会没有自己的办公楼，而电影与音乐协会有独立的办公场所。
晚宴结束后，缅甸友好代表团感谢了东道主，回到了宾馆。
此时已是晚上8点，一天下来已非常疲惫，他们早早上床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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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缅甸前文化部副部长吴梭纽先生于1998年访华，至今已经十余年过去了。
我们真诚地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传达出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并再现中缅人民友好往来的珍贵场景
。
然而，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虽由多方专家对其中的人名、地名、事件等进行详尽核对，并进行必要的
编辑加工，但仍恐有讹误与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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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缅甸诗人的回忆录:1998,中国的朋友(英汉对照)》根据缅甸前文化部副部长吴梭纽1998年访华的纪要
摘录翻译整理而成，让世界知道，让世界看到，在这片土地上，值得怀念的记忆恣肆汪洋，记载下来
和世人分享，就在此刻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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