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有着

超过 30 年举办国际诗歌节的历史。它

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诗歌盛会，被誉为

世界三大诗歌节之一。对于相距万里

的中国人来说，那里是诗与远方的重

合之地。

费尔南多·伦东是麦德林国际诗歌

节组委会主席，也是诗人、诗歌杂志主

编。他与中国、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联

系颇多，曾多次跨洋访华，寻游诗圣故

地，以诗句书写中国。

中国诗歌回荡在麦德林

“从 1994 年至今，我们邀请了 30 余

位中国诗人。在剧院、大学、公园、图

书馆、社区和城市广场上，中国诗人朗

诵了 400多首自己的诗作，中国诗歌回荡

在麦德林。”提及诗歌节与中国诗歌，伦

东如数家珍，对首次在麦德林诵读的中

国诗作蕴含的意境，也仍有印象。

都曾有哪些中国诗歌回响在麦德林

的山坡绿地、楼宇厅堂呢？伦东向我展

示了一份视频链接网址，我看到中国诗

人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其中有高洪波朗

诵 《彩色的梦》、舒婷深情诵读 《读给

妈妈的诗》、杨克从广东带来 《信札》、

周瑟瑟抑扬顿挫地读着 《林中鸟》、赵

丽宏儒雅地用 《我的影子》 和现场观众

交流、梅尔以南美题材的 《马丘比丘》

与观众拉近距离……不同年代、不同题

材、不同风格，这些当代诗歌作品呈现

出中国特色。

让中国诗歌在麦德林吟诵，是出于

什么缘由？伦东告诉我，作为诗人和中

国诗歌的读者，作为国际诗歌节的负责

人，他非常关注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

“中国是诗的国度，杜甫、李白、王维

等众多中国古代诗人，在诗歌史上星光

闪耀。另一方面，被翻译成西语版本的

中国当代诗歌仍然较少，我们渴望了解

中国诗歌在当代的发展现状。”伦东认

为，在麦德林出现的中国诗歌作品群，

具有诗歌的自然属性和本质特性，是世

界诗歌舞台上重要的话语表达。

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以场面大、观

众多著称。每年夏季举行的开、闭幕

式都是大型朗诵会，在类似露天剧场

的 公 园 坡 地 举 行 ， 吸 引 约 上 万 观 众 。

诗人周瑟瑟和翻译家孙新堂都曾向我

提起，在朗诵中国诗歌时，观众认真

倾听，以掌声热烈回应，尽显拉美人

的浪漫和热情。伦东说，麦德林的听

众 由 成 千 上 万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人 组 成 ，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怀有不同精神信

念。面对中国诗人的朗诵，他们都怀

着极大兴趣和尊重，默默倾听，真诚

地报以掌声。中国诗歌凝聚着深刻内

省、悠长回忆以及深深敬意，打动了

哥伦比亚的诗人和观众。

此外，中国诗歌对追求和平、保护

自然、倡议平等的呼唤也给诗歌节带来

清新积极的元素。伦东说，哥伦比亚

《时 代 报》《观 察 家 报》《哥 伦 比 亚 人

报》 和当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对中国

诗歌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为来访的中国

诗人制作了精彩报道。

中国诗人带来清新诗风

在进入不惑之年的 1991 年，伦东

携手几位文化界同仁创办每年一届的麦

德林国际诗歌节。 30 年间，诗歌节迎

来 175 个国家及地区的约 1700 名诗人，

中国诗人从第四届开始亮相。

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诗人，伦东热

情相迎。不少中国诗人在文章中提到

伦东，如赵丽宏称他是一个创造奇迹的

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以惊人的耐性

和魄力，给麦德林带来诗意飞扬的感人

气氛。在中国诗人眼中，伦东满面红

光、强壮豪迈、激情洋溢，常常竖起大

拇指向他们致敬。

伦东首次接待的中国诗人是晓雪

和孙友田，那是 1994 年，麦德林诗歌

节上第一次传出中国诗歌的韵律，主

题是诗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国诗人情

感丰富、清新隽永的诗风令他耳目一

新 。 之 后 ， 中 国 诗 人 们 陆 续 来 到 麦

德林。

伦东提到， 2013 年，中国诗人代

表团参加了在麦德林举行的“龙腾诗

歌谷——中国、哥伦比亚诗歌国际对

话 ”。 除 了 在 城 市 的 不 同 地 点 朗 诵 诗

歌 ， 双 方 还 共 赴 位 于 圣 达 菲 的 考 卡

河 ， 一 起 走 过 建 于 1895 年 的 291 米 长

悬索桥。主办方奏响了动听的哥伦比

亚民间音乐，中国诗人也跳起风靡拉

美 的 萨 尔 萨 舞 。 在 这 次 对 话 活 动 中 ，

中国诗人同许多哥伦比亚同行进行了

友好的交流。

回 顾 与 彝 族 诗 人 吉 狄 马 加 的 交

往，伦东谈了很多。吉狄马加曾经在

麦德林深情朗诵诗歌，展现了彝族人

民 丰 富 的 精 神 世 界 和 蓬 勃 的 生 命 力

量，令他印象深刻。麦德林国际诗歌

节的盛况也令吉狄马加触动良多，他

说：“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聚会，能像一个诗歌节那样给人和生

活带来如此多的希望和梦想。”

伦东说，吉狄马加是中国诗人与

世界诗人对话的促进者，他推动创立

了 青 海 湖 国 际 诗 歌 节 等 诗 歌 交 流 活

动 ， 促 进 世 界 诗 人 之 间 建 立 牢 固 联

系。“2020 年，吉狄马加原计划随中国

诗人代表团参加第三十届麦德林国际

诗歌节。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阻止了我

们相见，但哥伦比亚民众至今还记得

他 1997 年参加诗歌节的情景。我们在

线上播放了众多中国诗人当年朗诵诗

歌的视频，吉狄马加在云端参加了第

三十届诗歌节，进行了诗歌朗诵，观

众反响热烈。”

中国大地孕育新的诗作

伦东有过 4 次中国之行。踏上中国

诗人描述过的华夏土地、参与中国诗歌

活动、拜会新朋老友，每次行程都丰富

了他的人生阅历和对中国的认识。

2018 年秋，伦东参加成都国际诗

歌周和自贡“一带一路”诗歌之灯点

亮世界国际诗歌周，在彩灯映照下举

办的诗歌活动令他印象深刻。“这些技

术手段在世界诗歌节历史上从未使用

过，是传统与未来的新融合。自贡彩

灯的光芒，在诗歌写作中永远不会熄

灭 。” 伦 东 说 ：“ 通 过 参 加 中 国 诗 歌

节，我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

化 。 希 望 世 界 各 地 的 诗 人 们 团 结 起

来，让诗歌在文学版图上的前景更加

美好。”

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伦东获

赠一块玉匾，上面写着“献给费尔南

多·伦东，以表彰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伦东说：“当

时 ， 我 的 中 文 版 诗 集 也 在 青 海 出 版 ，

这一切给我带来深深喜悦。”中国给予

伦东很多美好回忆，“我还获得了博鳌

国际诗歌奖‘杰出成就奖’和丝绸之

路国际诗歌奖‘杰出诗人奖’。四访中

国之后，我们与中国诗人缔结合作纽

带，用最好的方式——翻译——解决

语言不通的困难：我在哥伦比亚出版

吉 狄 马 加 、 骆 英 等 中 国 诗 人 的 诗 集 ；

中 国 诗 人 曹 谁 翻 译 我 的 200 首 诗 ， 以

便出版我的另一本中文诗集。”

谈 到 中 国 之 行 的 收 获 ， 伦 东 说 ：

“我用文章和诗歌讲述中国大地之美，

记述与中国文明的动人相遇，诉说与

中国人民的难忘邂逅。”伦东介绍说，

他 近 期 所 写 的 3 首 诗 中 有 不 少 中 国 元

素，例如，他写重访成都、自贡红灯

笼、青城山与 《道德经》；自述“沿着

李白的足迹，行走在黄山山脊”；欣赏

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责任

与情怀……

伦东表示，在中国，到处都能够

感受到充满活力、清新向上的社会氛

围。他遇到的民众有着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审美修养，其中许多人喜欢写诗

或是诗歌爱好者。广袤美丽的中国大

地上，正不断孕育新的诗篇。

疫情不会阻断诗歌的诵读。第三十

一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于今年 8 月 1 日

至 29 日 继 续 举 办 ， 中 国 诗 人 应 邀 出

席，他们朗诵的诗作，通过云端传送到

远方。

与中国诗歌的
美好相遇

吴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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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使用的语言有很多种。每个国

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传统、文学和

历史，人们以书面形式将其表达并记录

下来。如何使这些文字记录在不同国家

和民族间流传曾是个难题，因为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能令世界上所

有人都读懂。于是，翻译的重要作用便

体现出来，即以不同语言传播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

融合。

我认为，在众多翻译门类之中，文

学作品的翻译难度最高。一个译本是否

优秀，原著的艺术水平很重要，译者的

翻译能力也起到决定作用。高水平翻译

家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除了需具备两种

语言的表达能力，也需尽量坚持原作风

格和写作手法，诚实并准确地传达原作

的文化背景和思维特征。正如茅盾曾

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

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

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

动和美的感受。

文学翻译者犹如管弦乐队的指挥，

要协调不同乐器，在独奏与合奏间切

换，最终翻译而成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

一件难得的艺术品。那么，想成为一名

杰出的文学翻译者，要具备哪些条件？

第一，译者需对文学非常了解，熟悉各

种文学体裁，掌握其他国家的文化常

识；第二，译者要精确传达出作者的精

神和情感世界，令读者感受到文本的生

命力；第三，译者常常要面对一个包含

了杂糅文体、各类文化和久远历史的文

本，因此最好对相关领域有所研究，且

具有文学才华，才能创作出等同原作思

想水平与艺术技巧的译作。

在翻译中国作家王蒙的长篇小说

《这边风景》 时，我常感到不能停留在

直译原文的层面，而是要充分理解原

作、切身体会到作者创作时的感受，在

这一基础上准确地进行翻译，确切地传

达作者意图。就像傅雷所说，翻译如临

画 ， 如 伯 乐 相 马 ，“ 重 神 似 ， 不 重 形

似 ”。 这 其 实 对 译 者 提 出 相 当 高 的 要

求，需要他们不仅能够翻译词语、遣词

造句，同时还要能够传递情感，让读者

获得如阅读母语般的顺畅体验。

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生动、鲜活的

比喻，如何将这些比喻通过翻译传达

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对译者的词汇

量和感受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

翻译过程中的一大挑战。我在翻译毕

飞宇的 《推拿》 时，发现这部小说充

满比喻，为了能更好地感受原作中盲

人按摩师的世界，我在翻译时戴上墨

镜，尽量感受盲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

的内心世界。最终翻译而成的阿拉伯

文版 《推拿》 获得 2017 年埃及 《文学

消息报》 最高翻译奖。这种感受力还

体现在译者要对作者在创作时所经历

的心理和情感历程有所体会，这不仅

需要感觉敏锐，还需要想象力，在翻

译诗歌时尤其重要。

如何寻找好作品并获得版权是我在

翻译中国文学时面临的一个问题。许多

译者都希望找到反映中国和中国人真实

面貌的优秀作品，常常更重视名家名

作，而忽略了其他一些虽优秀却并不出

名的作家和作品。我认为，真正优秀的

文学译者需从作品本身出发，寻找中国

文学的“瑰宝”，将其呈现给阿拉伯国

家的读者，让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

文学翻译可以丰富语言，可以传递

思想。读者通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

作品了解其他异域文化，久而久之，更

容易理解与之不同的世界。通过阅读世

界各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读者可以了解

人类共通的和普遍关注的问题，感受一

些人的特殊经历，从而促进社会各群体

间的相互理解和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分

享。对我而言，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份

职业，更是一种心灵疗愈和生命体验。

米 拉·艾 哈 迈 德 ， 埃 及 青 年 翻 译

家， 1985 年生，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

斯大学中文专业，翻译出版鲁迅短篇小

说集 《狂人日记》、毕飞宇长篇小说

《推拿》 和王蒙长篇小说 《这边风景》

等中国作家作品。 2017 年，她所翻译

的 《推拿》 获得埃及 《文学消息报》 最

高翻译奖。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米拉·艾哈迈德

■翻译家说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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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曾举办麦德林国

际诗歌节朗诵会的巴勃罗·
托翁·乌里布剧院。

图②：哥伦比亚第二大

城市麦德林。 影像中国

图③：费尔南多·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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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史上，肖斯塔科维奇作为

一名交响乐和室内乐作曲家在 20 世

纪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简洁凝

练，是传统调性音乐语言的延伸，吸收

了从古典主义至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

精华，体裁丰富、风格多样。在 20 世

纪先锋派林立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

奇更愿追随历史的余韵。他虽然也汲

取过序列十二音作曲技术，将新兴的

爵士乐元素引入作品，却仍坚持自我，

寻求音乐本质，探索永恒问题——生

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可以说，

他的音乐体现了几代人乃至一个国家

的时代轨迹。

追求思想性同时保持高

艺术水准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颇丰：15
部交响曲、15 首弦乐四重奏、小提琴、

大提琴及钢琴协奏曲、大提琴奏鸣曲、

钢琴五重奏、歌剧和舞剧若干。除此

之外，他还为 100 多部苏联电影配乐。

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创作

的一座高峰。作曲家的交响曲命名均

以苏联时期的事件为标题，与艺术创

作合二为一，在追求思想性的同时保

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早期作品如

《第二交响曲》（1927 年）和《第三交响

曲》（1929 年）分别取副标题为“十月”

和“五月一日”，展现了 1917 年俄国十

月革命后蓬勃的乐观精神。中期作品

《第七交响曲》（1941 年）、《第八交响

曲》（1943 年）和《第九交响曲》（1945
年）是作曲家在二战初期被包围的列

宁格勒创作的，都是纪念苏联人民反

法西斯斗争的佳作。《第十一交响曲》

（1957 年）和《第 十 二 交 响 曲》（1961
年）的 副 标 题 分 别 为“1905 年 ”和

“1917 年”，以纪念 1905 年俄国革命和

1917 年十月革命。

评论家认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

响乐在技术上相当杰出，一方面因为

作曲家个性化的创作使然，例如在非

调性环境中创造了一个调性曲式的功

能；另一方面，每部交响曲都有其特定

的管弦乐语言，它们虽然隐含着体裁

的风格转变，但没有一部是重复的。

作曲家以革命性的新艺术表达去呈现

苏联社会的变化，管弦乐风格的演变

与所处的社会事件联系密切。例如在

创作早期，肖斯塔科维奇在运用高度

色彩化配器组合的同时，以自由的复

调手法发展主题，使音乐更具有爆发

力。而在创作晚期，作曲家加强了个

别乐器的处理和合奏用法（例如打击

乐），更关注不同和声与音色的混合效

果。肖斯塔科维奇在交响曲中进行了

各式各样的实验，其作品常带有戏剧

性效果，体现力量的冲突。聆听其作

品有很强的图像感，能够产生战争重

现般的视觉通感。

二战中诞生的传奇名曲

在众多作品中，肖斯塔科维奇于

1941 年创作的《C 大调第七交响曲“列

宁格勒”》（作品 60 号）令他的声望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部凝聚了

苏联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信念的

交响曲。正如作曲家所言：“我希望在

战争中塑造这个国家的形象，并将其

印刻于音乐中。”

《第七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

15 部交响乐中篇幅最为长大、蜚声国

际的作品。它由 4 个乐章构成，其中

“调性”和“主题”依然是音乐曲式确定

的因素。《第七交响曲》的标题十分鲜

明，4 个乐章分别以“战争”“回忆”“祖

国辽阔的大地”以及“胜利”为题，为听

众 指 明 具 体 形 象 ，增 强 乐 曲 的 画 面

感。这些主题或以调性方式体现，融

合了大小调和中古调式；或以无调性

呈现，在古典的框架里迸发出革新的

力量。由于奔放的生命感，特别是反

法西斯的顽强抗战与必胜信念，《第七

交响曲》在全球的传播可以用“星火燎

原”来形容，迅速在全世界奏响，铺展

了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战争的壮丽

图景。

《第七交响曲》的诞生过程颇为特

殊。1941 年底，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包

围，身为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参与

了保卫战。他加入消防志愿兵并在炮

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完成了《第七交

响曲》。这部作品于 1942 年 3 月 5 日

在 萨 马 拉 进 行 了 全 球 首 演 ，引 起 轰

动。为了让这部曲子能在列宁格勒公

演，1942 年 8 月 9 日，苏联召集为数不

多的幸存音乐家，在围困中演奏了献

给这座城市的交响曲。为了防止德军

炮击音乐厅并保证演出正常进行，苏

联红军甚至事先发射了数千枚炮弹压

制敌军的进攻节奏。因此，《第七交响

曲》成为一部罕见的由军方“保驾护

航”的交响乐，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

国家意义。

《第七交响曲》问世不久，其乐谱

微缩胶片还被空运到海外，启动了世

界巡演，获得了跨越国界的成功，鼓舞

了饱受战争摧残的各国人民，也为苏

联 筹 集 到 大 量 抗 战 资 金 。 特 别 是

1942 年 7 月，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纽

约进行了《第七交响曲》的美国首演，

随后一个季度内，该作品在全美巡演

就高达 60 场。托斯卡尼尼还和英国

指挥家亨利·伍德爵士通过广播向数

百万抗战同盟国听众播放了这部交响

曲，引发更广泛关注。这部在战火中

诞生的作品给同盟国听众传递出这样

的信号：作曲家在列宁格勒被炸毁的

危险中都能写出如此磅礴大气、正义

凛然的交响曲，纳粹不会也更不可能

获胜。由此，头戴消防帽的肖斯塔科

维奇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抗

击法西斯的“时代人物”。

艺术家常被时代赋予各种美誉与

标签，把这些一一拂去、细细体味，往

往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让其人、其作

品能够与时间相伴而行。岁月流逝，

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并未因其具有的

时代特性而削弱了艺术价值，反而因

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情怀尤显隽永。时

至今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

曲》依然是音乐史中的独特篇章，因代

表人类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精神而永

存于世。

图④：《第十一交响曲》专辑封面。

图⑤：《第七交响曲》专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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