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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

奖 获 奖 作 品《繁 花》的 同 名

电 视 剧 热 播 ，带 动 了 剧 迷 、

书迷们的上海旅游热，黄河

路 上 重 现 电 视 剧 中 的 人 头

攒动，排骨年糕等剧中美食

也受到游客热捧。《繁花》让

观 众 一 睹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上

海的繁华景象，演绎这座改

革 开 放 前 沿 城 市 在 时 代 浪

潮中的无限活力，也展现了

上海的城市品格。

历 史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记

忆 ，文 化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灵

魂 。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能 够 将

城 市 的 历 史 文 脉 、现 实 生

活、精神气质真实生动地呈

现出来，展示更加立体的城

市形象。

激活历史文脉，能够提

升 城 市 美 誉 度 。 一 座 城 市

的历史文脉，由这片土地上

的 历 史 人 物 和 历 史 事 件 构

成，凝聚着当地人的共同情

感和价值观念，也形塑着独

特 的 城 市 文 化 主 题 。 剧 集

《长 安 十 二 时 辰》借 助 引 人

入 胜 的 故 事 情 节 和 宏 大 瑰

丽的场景构建，复原了古都

长安的历史风貌，带观众领

略繁华的盛唐气象，感受西

安 丰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

当 地 文 旅 部 门 更 是 借 剧 集

热 播 契 机 ，在 多 地 举 办“ 看

‘ 长 安 十 二 时 辰 ’ 游 千 年

古 都 西 安 ”主 题 推 介 活 动 ，

并精心策划旅游线路，以剧

情 为 依 托 ，拓 展 旅 游 场 景 ，

增加游客体验维度。

不 仅 来 自 时 间 长 河 中

的 历 史 故 事 可 以 让 人 们 感

受城市底蕴，当代故事的讲

述 也 可 以 呈 现 城 市 的 魅 力

与 精 神 风 貌 。 舞 剧《咏 春》

运 用 现 代 舞 台 手 段 再 现 传

统武侠故事，写意的舞台置

景 复 原 了 深 港 两 地 的 市 井

风貌，彰显当地百姓的顽强

奋 斗 精 神 与 深 沉 的 家 国 情

怀 。 电 视 剧《青 春 之 城》以

创业故事为叙事主线，勾连

起时代发展变化，将深圳的

城 市 成 长 具 象 化 呈 现 在 企

业和人物身上，展现青春勃

发、务实上进的城市文化及

大 湾 区 未 来 发 展 的 活 力 前

景 。 文 艺 作 品 以 不 同 的 艺

术 手 法 ，把 城 市 风 貌 、文 化

传 承 和 人 文 景 观 转 化 为 故

事素材，让人们更好了解城

市的精神血脉。

记录日常生活，可以凝聚城市情感认同。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从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中挖

掘有价值的城市故事，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情共鸣，从而建

立起对城市的感性认知。小说《燕食记》以活色生香的岭

南美食为故事切口，表现香港、广州、佛山等城市重情守

义的社会风气和代代相承的工匠精神。一些小切口的文

艺作品，凸显普通百姓的生活质感，提升了城市的辨识度

与魅力值。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识，文艺作品通过深入

挖掘城市精神内涵，能够激发市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强

城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都、杭州等地近年来推出的新

媒体城市形象短片让人耳目一新。成都城市宣传片《问道

成都》，融合了武侠和科幻的酷炫元素，呈现出一个神秘而

有吸引力的成都。杭州文旅宣传片《什么是杭州》以“5000
年，一座杭州城”为主题，通过三维动画和实景拍摄相结合

的方式，创新演绎杭州城市历史变迁，从良渚古城到数字经

济，城市的悠久历史与当代活力得以呈现。这些新媒体产

品巧妙提炼地方特色文化符号，充分运用网络视听语言，起

到良好传播效果，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城市的文化认知与情

感认同。

当前，“影视+文旅”不仅成为文化消费热点，也为城市

带来生机与活力。文艺作品关注度高、话题性强，能够从小

窗口、小切面展示城市的人情味和烟火气。期待越来越多

的优秀文艺作品触达城市根脉纹理，呈现城市的历史之美、

生活之美、自然之美，展现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吸引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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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艺作品能够将城市的历史文
脉、现实生活、精神气质真实生动地呈
现出来，展示更加立体的城市形象。

优秀文学翻译带给人审
美和心灵上的双重滋养，也
给文学创作以启发和借鉴，
推动文学发展

将一种语言完全贴切地
译成另一种语言，这种绝对
的完美难以企及。但同时，
文学翻译又必须尽力找到
准确的词语、准确的语调、
准确的气息和色彩，努力接
近这种完美

如今，一个明显的趋势
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
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认识自己
的创作，超越单纯的学习模
仿阶段，展示出自己的特色

核心阅读

图为人文类综艺节目《登场了！

北京中轴线》海报。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长约 7.8 公里的

北京中轴线上，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承

托起一条悠长文脉，凝聚成独一无二的文

化遗产。人文类综艺节目《登场了！北京

中轴线》打造“中轴时空列车”，带观众跟

随“中轴丈量人”的脚步，从中国美、中国

音、中国味、中国魂 4 个角度进行探索，感

受中轴线上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新貌。节目

嘉宾组成“时空旅行团”，借助数字技术打

造的沉浸式模拟剧场，体验中轴线上不同

时空的人文场景。市井喧闹、儿童歌谣、商

贩吆喝、传统美食，700 余年来中轴线上的

故事不仅文化味十足，还充满烟火气，形成

风味独特的精神养料，滋养着生于斯、长于

斯的人们。跟随镜头漫步这条文化之轴，

感悟连通古今的中华文脉，相信观众内心

深处的文化情怀也能被激发出来。

（焦 阳）

漫步北京中轴

感受历史文脉

防范电信诈骗是当下社会热点和民生

关切。微短剧《反诈风暴》以反电信诈骗为

主题，讲述以主角郑大千、钟艺为代表的公

安民警与电诈团伙斗智斗勇、守护群众人

身财产安全的故事。该剧充分发挥微短剧

短小精悍特色，用每集 10 分钟的系列故事

再现人工智能（AI）变声诈骗、车票退改签

诈骗等真实案件，情节紧凑、节奏明快。同

时，主线剧情跌宕起伏，既有惊心动魄的追

捕，又有较为细腻的心理较量，带观众学习

反诈知识、增强防范意识。剧中台词诙谐

幽默，刻画了师徒情、战友情、父子情，让反

诈题材具有生活气息。体量虽小，不乏巧

思。作品融入网络社交元素，以实现人物

关系反转、关键剧情推进，展现了微短剧的

艺术特色。期待微短剧在聚焦现实题材、

反映民生关切上涌现更多作品。

（付 怡）

聚焦真实案件

普及反诈知识

500 多名视频博主共创，5 个竖直景框并

排，纪录片《烟火人间》进行了一次探索。作

品由网络短视频剪辑而成，并在电影大银幕

上映。创作团队浏览网络平台上 5 万多条各

式各样的短视频，历时 1 年选出 800 多条由普

通 网 友 拍 摄 发 布 的 视 频 素 材 ，将 它 们 编 入

“衣”“食”“住”“行”“家”5 个单元。这些片段

展示了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洋溢着平凡

人生的丰富情感。从一粒水稻的播种，一朵

棉花的采摘，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车车

货物翻山越岭……与众创纪录片常见的“命

题征集”不同，作品没有预设题材范围，而是

力图挖掘每个创作者真实的表达。随手拍摄

的短视频难免稚拙，碎片化结构也削弱了戏

剧性，但其中不乏朴实的情感。本片将“为小

家奔波”的片段汇聚起来，呈现出人们内心对

团圆、对家和万事兴的渴望，充满暖意。

（缴 蕊）

汇聚多彩光影

展示人间烟火

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翻译扮演着重要

角色。文学翻译，又是翻译中特殊的一种。

正如人们常说的，文学翻译成就了文学的世

界“旅行”。优秀文学翻译带给人审美和心灵

上的双重滋养，也给文学创作以启发和借鉴，

推动文学发展。

中国是文学翻译大国，对世界各国优秀

作家作品有较为全面且及时的译介。这些年

来，随着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在科技助力

下，从事文学翻译的条件和手段越来越便利

多样，国内文学翻译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年轻

译者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批视野开阔、功

底扎实的中国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提升着

中国文学的境界和水准，获得世界文坛重视，

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也日渐活跃。文学翻译

在为我们打开一扇扇外国文学窗口的同时，

也为中国文学搭建一座座交流平台。

没有完美的翻译，只
有不断接近完美的努力

从 事 过 文 学 翻 译 的 人 应 该 都 有 过 这 样

的体悟：对于原作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每个人

物每个细节，你必须贴近、深入，熟悉它们、理

解它们，让它们在你的语言中苏醒复活。这

是个艰辛的过程。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

也同自己较劲。总遗憾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

够深，遗憾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遗

憾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不够旺盛。常常

是半天时间一动不动，雕塑般坐在书案前琢

磨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语。译者的使命和作

用恰恰要在这时担负和发挥，那就是与语言

“搏斗”。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值得探究的

诗学。在翻译历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翻译

家走的是一条“异化翻译”之路，即尽量保留

原文的语言风格、文化特色，希望用原汁原

味的形式给古老的汉语注入活力；以杨绛为

代表的翻译家选择的是“归化翻译”，将原作

的语言、风格、文化等因素调整到译文中，使

译 文 更 接 近 汉 语 的 表 达 方 式 和 文 化 背 景 。

现 在 的 青 年 译 者 ，在 借 鉴 老 一 辈 经 验 基 础

上，更多走的是融合之路，既考虑到汉语的

语言风格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适度保

留异域色彩。

翻译过程因而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平衡

过程。有的译者以一种汉语风格应对所有的

外文风格，有的译者过于强调创造性，这都是

没有摆正译者位置、没有处理好两种语言关

系的结果。比如，有人对“雅”有一种误解，以

为翻译都要用优美的语言来表达，但有的原

作本身是反抒情、反诗意的，有的原作语言

简洁、词汇有限。海明威的词汇就相当有限，

米兰·昆德拉就特别注重重复之美，在语词的

重复中传递一种递进和渐强的力量。如果以

丰富的词汇去翻译海明威，去替代昆德拉的

语词重复，那就在炫技中背离原作了。所以，

真正深入作家的文学世界特别重要。翻译

中，原作的风格应该是权威。

将 一 种 语 言 完 全 贴 切 地 译 成 另 一 种 语

言，这种绝对的完美难以企及。但同时，文学

翻译又必须尽力找到准确的词语、准确的语

调、准确的气息和色彩，努力接近这种完美。

正因如此，优秀的译者都是十分谦逊、小心翼

翼的。正如电子阅读流行的时代，纸质书并

没有消失，因为人们留恋目光和文字的接触，

留恋手指翻动书页带来的墨香；人工智能给

翻译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或许不会取代真正

优秀的文学翻译，因为后者体现着文学内在

的声息相通，保留着译者推敲的心血。

翻译这种艰辛的创
造性劳动理应得到价值
认可

何为理想的译者？理想的译者应具有扎

实的外文和中文功底，有厚重的文学修养和

高度的艺术敏感，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

才情和灵气。此外，重要的是必须热爱，而热

爱又伴生着敬畏。那些既有翻译能力又有写

作才华的人，无疑是译者中的译者。傅雷、梁

宗岱、李健吾、冯至、卞之琳、杨绛等翻译家即

为例证。

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时，我们每天

都要处理大量的翻译稿件，也接触到冯至、杨

绛、戈宝权、李文俊等翻译前辈和编辑前辈，

他们的认真、执着、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在翻译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的回忆录

时，最初译者将书名翻译成“世界这么美好”，

意思无误，但太过直白，缺少韵味。文学翻译

中，译出韵味非常重要，有了韵味，一部作品

一下子就有了灵性，有了精神。几位编辑前

辈反复讨论，最终讨论出新的译法：“世界美

如斯”。一下就点亮了这个标题，散发出典雅

的气息和韵味。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证明

着文学翻译必须精雕细琢。

文学翻译考验译者的修养和才情，同样

考验译者的毅力和体力。有时，一次翻译就

是一场马拉松。没有毅力和体力，如何能跑

到终点？杨绛年近百岁时，还主动翻译难度

极大的文本。草婴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孜

孜不倦地翻译出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高

莽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一边

争分夺秒地翻译多部俄国文学作品。这些

翻译家对翻译事业坚韧的热忱，值得年轻的

后辈学习。

作家福克纳作品采用意识流、神话模式

和多声部等艺术手法，充满现代派气息，译介

难度极大。翻译家李文俊一点一点啃，每天

只译几百字，有时甚至几十字，译出了《喧哗

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五六部福克纳的小

说和随笔集。因了他的翻译，中国读者才能

领略到一位异域文学名家独特的魅力，也给

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启发。

对于文学翻译这种艰辛的创造性劳动，

无论是评估体系、奖励机制，还是稿酬标准等

方面，都应给予充分尊重，让更多译者不再只

是从情怀出发从事翻译，为优秀译作、精品译

作的诞生培育良好生态。

在世界文学的舞台
立起中国文学的高度

我 们 常 常 从 作 家 那 里 感 受 到 对 文 学 翻

译的尊敬。文学创作中的天才因素固然重

要，但后天的汲取和补养对于大多数写作者

来说同样必需。可以说，出色的写作者往往

也是出色的阅读者。不少作家都有自己的

“世界文学时刻”，在对翻译文学的阅读中收

获启发与共鸣。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文学翻译给汉

语 注 入 崭 新 活 力 ，大 大 拓 展 了 汉 语 表 达 空

间。鲁迅、茅盾、查良铮等作家都深知世界

文学的重要性，也深受世界文学影响。他们

本 身 既 是 作 家 ，又 是 翻 译 家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文学翻译热潮再次涌动，一批批中国作

家在与世界文学经典的相遇中打开文学眼

界，汲取有益养分，进而丰富和提升本土文

学创作。

如今，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

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认识自己的

创作，超越单纯的学习模仿阶段，展示出自

己的特色。中国作家更有自信和底气去平

等交流，与外国同行展开对话，与世界文学

前 沿 互 动 往 来 ，在 世 界 文 学 的 舞 台 立 起 中

国文学的高度。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庞德在不懂中

文的情况下，通过多次转译的文本翻译中国

古典诗歌，虽然难免有谬误和误读，但这些

译作引发了外国诗人和作家对中国古典诗

歌及其独特意境的兴致，进而直接影响到意

象派诗歌的诞生。这是中国文学经由译本

影响外国作家的事例之一。近些年来，许多

汉学家持续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新一代文

学翻译者还关注到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等，

把更多样的中国当代文学风貌展现给国外

读者。

中国文学走出去，既受到诸多方面的影

响，也涉及平台搭建、版权交易、译者交流等

不同环节。文学翻译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目前，相较于庞大的“外译中”翻译者

队伍，“中译外”人才还很有限，优秀的“中译

外”翻译家数量不多，而且分散在不同国家不

同语种中。培养和建立起一支优秀的“中译

外”文学翻译队伍，任重道远。

立足中国现实和时代生活，同时也把目

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相信中国文学在与

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鉴中将不断提升艺术高

度 、展 现 独 特 魅 力 。 通 过 文 学 翻 译 这 座 桥

梁 ，那 些 精 湛 的 文 学 创 作 将 为 更 多 人 带 去

精神滋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原主编）

制图：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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