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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湾自由行，自己功课做得再详
细，也免不了问路。不过，由此生出些趣
事，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刚到台北的下午，我准备去胡适纪
念馆，路很远，便向饭店前台的服务生打
听。这是位秀气的小女生，很耐心地告诉
我怎么走，还写了张字条递给我。我还没
来得及道谢，小女生就甜甜地说：“谢谢
你”，你字还有点拖音。我挺诧异：怎么我
问路，指路的反要谢我？便忙不迭地谢
她，女孩笑眯眯地回道“不会，不会！”，柔
柔的，很好听。

路问多了，也就明白了。我们常说“谢
谢”，微笑作答或说“不客气”。台湾人爱说
“谢谢你”，似乎更正式。回答“不会，不
会”，是不用谢的意思。台湾生意人讲究和
气生财，所以，尽管他为你服务，却也要谢
谢你照顾了他的生意。

当地人对我这样的背包客很友好，
生怕你丢了，还愿意和你聊上几句，让人
很开心。一天傍晚，我去淡水。落雨初歇，
到处是春的气息，山林拢翠，天朗云清。
捷运（地铁）里的人不多，大大的玻璃窗，
视野很好。列车沿淡水河一路向北，透过
茂绿的树丛，依稀看到闪过窗外的波光
水色。

台北有许多非常好的自行车道和步
道，都铺设在风景优美的山区和水边，金
色水岸自行车步道是其中最浪漫的一

条。漫步在脚感极好的褐色临水木栈道
上，淡水河的美景，就像画卷一样缓缓展
开。金色的夕阳碎在水面，几只扁舟泊在
水湾，不时地有骑车人驶过，废弃的村落
里，摄影师在拍怀旧的婚纱照。

天色渐晚，一些建筑挡住了去路，栈
道绕离了水边。岔路口，我问一所民宅前
修自行车的中年人，渔人码头怎么走。男
人指了指右边说：“顺着大路一直走。”
“我想沿河看看风景，水边有路吗？”“你
是大陆来的吧？”“是”。“自由行？”“是
啊。”“你一个人来的？”“对。”男人笑了：
“你真厉害！你走左边的小路吧，穿过这
片林子，就到水边了”。看我有所顾虑的
样子，又说：“别害怕，这很安全，常有人
走。”我觉得修车人很憨厚，便鼓起勇气，
一边往小路走，一边谢过。修车人笑着
说：“不会，不会，祝你玩得开心！”

穿过树林，很快又看见了淡水河。长
长的栈道，路灯初亮，三两行人的嬉戏
声，和风吹来。好像快到了入海口，浪涛
大了起来，哗哗喧腾着，拍打着河岸。
一条笔直的观海长堤横在水里，远处有
一片现代建筑的璀璨灯光，却怎么也找
不到渔人码头的感觉。

我四下看看，只有靠水边一大堆像
船锚形状的石头上，一位穿白坎肩的人
面水而坐，好像在收拾鱼线。我大声
问：“先生你好，请问渔人码头怎么

走？”那人回头看看我：“前面就是
啊！”“渔人码头不是个渔村吗？”“早
拆了，这是新建的。”我原以为能见到
渔舟晚归，不免有点失望。

那人又问：“你是中国来的？”我
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啊，你是大
陆来的？”“是啊”。“你一个人？”
“是”，“真厉害！你不怕吗？”“这里
的人都挺好的呀，语言又通。”“是哦，
中国人厚道，哪里的中国人都厚道。”
然后，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这些像
船锚一样的石头叫消波石，是防浪护堤
的，台湾的港口常见……

一位银发苍苍的老人走过来，“你
是大陆来的？哪个省的？”“北京。”
“啊，我每年都回大陆，常路过。”“您
是哪里人？”“山东，母亲住在沈阳”。
“您母亲高寿？”“)-# 岁了。”“哇！
身体还好吗？”“好，大陆这几年经济
好了，看病有保险，补助生活费，我给
她钱都不要，说是要留给重孙子。”

又一天，我想去严家淦故居，沿着路
牌明明走到了，就是不知是哪个门。正值
中午，艳阳高照，没有行人，只有一扇大
门两侧，站着一位警察和一位穿黑夹克、
戴黑帽的人。我想，不要问警察吧，就去
问黑衣人。“你去问他。”这位先生表情严
肃地指指警察。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便
衣特勤！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问警察，没想

到警察先生笑容可掬地告诉我：门里就
是严家淦故居，但从未开放过。

嘉义，阿里山小火车沼平站。出口尽
头有一家路边档，一溜汤锅冒着热气。有
鱼丸汤、贡丸汤、云笋汤、关东煮，还供应
牛奶和咖啡。档口挂着“赏鸟赏樱咨询”
的牌子，档前放了几张四脚凳。山上冷，
我选了鲜美的云笋汤，几串关东煮，权当
午饭。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便向老板打
听起赏樱去处。老板很年轻，一位高山族
打扮的姑娘在帮忙。我笑着问：我是冲阿
里山樱花来的，小火车在樱花树下驶过
的照片太美了。老板也笑着说：“樱花还
没开呢。”

最有趣的是被问路。在北投，#个上
海人，问我地热谷怎么走？我仔细地告诉
了她们。她们把我当成了当地人，学着台
湾口音认真地说：“谢谢你。”于是我也顺
水推舟地回道：“不会，不会。”看她们没
走错才离开。

转眼，我回到了北京。一天，在颐和
园昆明湖畔，一对母子问我去北门的路。
我耐心地指了又指，离别时，他俩回我
的，竟然又是熟悉亲切的那 #个字“谢谢
你”。一时间，我想起台湾，我想说“不会，
不会”，一张口还是说成了“不客气”。

左图：淡水海滩

中图：阿里的小火车

右图：渔人码头

建设国际化都市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需要良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提高公示语

的翻译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示语是提示或警示与公众休戚相

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其应用范围很广

泛，旅游者所到之处，凡涉及食、宿、

行、游、娱、购都应有公示语。公示语

应用最多的地方是公共设施、旅游景

区、旅游服务等。公示语在规范公众行

为，调整人际关系，提高效率，构建和

谐社会等方面意义重大。为此，世界各

国政府都极为重视公示语的规范和标准

使用，而“以人为本”应是公示语使用

和翻译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国对公示语的重视和研究得益于

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2010年世博

会的召开。奥运会前夕，北京举办了双

语标识纠错活动。目前像北京、上海这

样的国际大都市随处可见中英文对照的

双语公示牌。

但全国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街道、商

场和旅游景区双语标识还很少，许多大

型宾馆，虽使用了中英文对照的宾馆名

称，但都没有中英文对照的卫生间、服

务台、会议室的指示牌和英文版的服务

指南，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双语菜单，

有的菜单上汉语菜名后所附的只是汉语

拼音，根本达不到对外信息传递的目

的，远远满足不了外国游客的需要。

还有一些旅游景区虽将为数有限的

公示语翻译成英语，由于翻译质量低

劣，让老外莫名其妙。这其中突出问题

是翻译不准确或欠规范，例如拼音语法

错误等、中式英语、错译和语义模糊。

如温馨提示语“小心台阶”被译成

“Becarefulofthesteps”；而保护环境

的公益广告语：“有了您

的参与，垃圾不会无家可

归”，则直译为“Ifyou

would like to join us,

rubbish will never be

homeless.”这样的翻译不

但蹩脚，而且令人费解，

甚至沦为笑柄。语言文化

的差异虽是造成这些错误

的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不重视公示语的翻译。许多公

示语在翻译时，并没有弄懂相关专业知识，也没有调查研

究，只是按照汉语表层意思翻译，或者过分依赖网络翻译工

具，这样的翻译质量可想而知。

公示语的使用对象明确，交际目的一致，应用范围清

晰。因此翻译时应遵循功能对等，情景相同，对象一致，目

标明确，触景传情的原则。基于这个翻译原则，译者可借用

英语里已经存在的情景相同，功能一致的规范文本。所以,

“小心台阶”应译为“Pleasemindthestep”；而“有了您的

参与，垃圾不会无家可归”则只需要简单地翻译为“Please

donotlitter”。

公示语的翻译应基于调查研究之上，以此掌握凭证，达到

信、达、雅的标准。例如“WC”，曾经有个美国人认为“WC”比

较粗俗，相当于汉语里的茅厕，不太适合大范围的应用。而笔

者2004年和2008年分别对欧洲11国和美国进行实地考察，

发现“WC”的标牌比比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WC已不是原

始意义的“茅厕”，演变成为中性含义的“厕所”。

解决公示语的翻译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专家学者的调

查研究，需要各大媒体的积极宣传，更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配合。给来华旅游的国际友人

营造一个熟悉的语言环境，不

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更能

提升中国的对外形象，促进中

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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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图行天下 游人如织的三亚市南山寺海景乐园 魏勤英摄

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引得游客摩肩擦踵，尤其是象鼻
山、伏波山、七星岩等景点。到了桂林，这些著名的奇山异水总要
去一睹尊容。但我心中隐隐不满足，不是景不美，而是人太多，难
觅那份清幽。

我在初冬的细雨中，撑伞独行，从南门走进了虞山公园。
抬眼望去，虞帝庙、南薰亭、怡沁园，静卧于绿树曲径之间。

从介绍中得知，这里是桂林山水的开山地和桂林历史的渊
源地。四千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曾到过这里。
后秦人立庙纪念，延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围绕这一传说，
唐人在山下建虞帝庙，宋人在庙东又建南薰亭，并把山叫做了虞
山。虞帝庙富丽浓郁的儒宗色彩，自然是香火缭绕，绵延不绝。虞
山西麓南薰洞上的山崖上，有唐代韩云卿文、李冰阳篆的《舜庙
碑》和宋朱熹作的《虞帝庙碑》等石刻。

四周是那样静，唯有打在伞面上的雨点伴着。我置身在喧
闹都市一隅，却是山在城中，我在山中，受用这静谧与温润，
尽情观景，尽兴拍照。

围绕着虞帝庙形成的南部景区，积淀着丰厚历史文化底
蕴，而北园景区通过叠水瀑布，营造了一种现代园林氛围，我
对此兴趣不大。

不过高筑的观景台，可让我一览众山小，放眼望去，满山
的翠绿已渐渐变得深沉。在“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
峨”意境中，湿漉漉的虞山是那样精巧、雅致，安详于雨中，
一下让我的心静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徜徉在虞山公园已两个多小时。也许是
缠绵之雨打消了人的游兴，到我离开时，才见零星几个游客。
不经意的选择，却有如此惬意的半日，此等美景，于我独享，
几近奢侈。

独享桂林虞山
江天舒

一条神奇迷人、鬼怪粗犷的峡
谷横卧在渝鄂边界，构成一道天然
屏障，这就是被誉为“川鄂咽喉”
的沙子关。关周围层峦叠翠、沟壑
纵横，飞泉击石、山清水秀。那沉
重的野谷，险峻的奇峰，奇妙的怪
石，深邃莫测的溶洞，玲珑小巧的
秀峰，巍峨挺拔的群峦，刀削斧劈
的悬崖……从渝东延伸到鄂西，云
雾缭绕中的两座奇峰，赤壁摩天，
峭壁千仞，组成一条丰富多彩的神
奇“画廊”，构成由川入鄂的咽喉
要道。

沙子关坐落在重庆市石柱黄水
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是渝东入
鄂的“门户”，也是川鄂古驿道上
著名的关隘要塞，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险，现在沪蓉高速公

路从中穿过，与湘鄂西境接界，四
周山峦起伏，奇峰错落，溶洞繁
多，溪流纵横。)$'% 年发现的古
洞“地下宫殿”香樟洞，景色更加
迷人。

明代洪武十四年 （公元 )#')

年）此处设立“巡检司”，建关楼，
设兵卡，管理川鄂边界贸易，故名
“沙子关”，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传，
明末，张献忠入川，攻陷蘷州（今重
庆奉节）后，久攻沙子关不下，而另
找去路。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国翼王
石达开入川攻下沙子关进军涪陵，
)$#%年，贺龙率红三军挥师入川，
经此关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驻
猫圈坡，留下许多悲壮而英勇的故
事，今存“红军井”文物。

沙子关不仅地势险峻，而且物

产丰富，风光灵秀，以“雄、奇、
险”著称，盛产生漆、银杏，是著
名的“生漆之乡”和“银杏之乡”。
早在明代，官府就经不住大山秀丽
风光的诱惑和丰厚物产的吸引，征
集士兵，用血肉之躯闯开了这“黄
金大道”，于是这寂静的野岭山谷
中，响起了商人马帮的铃铛声，这
条山岭峡谷间的“羊肠鸟道”成了
川鄂交通咽喉要道，川盐、蜀锦、
黄连、生漆等土特产品，通过这条
驿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

于是这条古蜀道也成为明清时
期商贾和军旅驿道，更是著名的盐
运大道。一盘盘青石板路，踏得光
亮圆滑，记录着前人艰苦创业的足
迹。

这条古道从石柱县城出发，经
蚕溪、卷店、沙子关、湖镇，从冷水镇
菜子坝翻越川鄂屏障“七曜山”，去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塘，全长 )--多
公里，“沙子关”成为这条古驿道上
的“咽喉”古隘。

我沿着这条古道解读着久远的
历史，遥想当年，土家族祖先为了
生存，与自然抗争，他们几十人结
伴或肩负山物，或用牛、马、骆驼
驮运土特产，吼着山歌，赶着马帮
在这人迹罕至的山道上艰难地跋
涉，行人络绎，驼铃声声，夕阳古
道上，一幅苍凉古朴的壮美图画展
现在眼前。

如今的沙子关已建成繁华的集
镇，沪蓉高速公路从中穿过。每年
的收获季节，云集沿海各地客商，
十分热闹。

渝鄂门户“沙子关”
黄玉才

杭州的塔不少，但我所知道最有名的是 #

座：宝石山上的保俶塔、钱塘江边的六和塔和
南山路上的雷峰塔；曾有人这样评价杭州 #

塔：六和塔如将军，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
老衲。

六和塔的名字来源于佛教的“六和敬”，
当时建造的目的是用以镇压钱塘江的江潮。从
塔内向江面眺望，可看到壮观的钱塘江大桥和
宽阔的江面。上世纪 $- 年代塔下新建了中华
古塔博览苑，将中国各地著名的塔缩微雕刻而
成，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成就。前
几年徽杭高速公路刚开通时，我随旅行社去杭
州游玩，可惜只去了梅家坞、湖滨路等地，没
有登上六和塔。

雷峰塔原建造在雷峰山上，位于杭州西湖
南岸南屏山日慧峰下净慈寺前。雷峰为南屏山
向北伸展的余脉，濒湖勃然隆起，林木葱郁。
但民间因塔在雷峰之上，均呼之为雷峰塔。原
塔共 1层，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十分壮观。
雷峰塔曾是西湖的标志性景点，旧时雷峰塔与
北山的保俶塔，一南一北，隔湖相对，呈现出
“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美景。每当夕
阳西下，塔影横空，别有一番景色，称为“雷
峰夕照”。

自 )$,%年 $月 ,"日雷峰塔倒塌之后，不
仅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成了空
名，而且“南山之景全虚”，连山名也换成了
夕照山。现在，重建的雷峰塔已竣工，“一湖
映双塔”和“雷峰夕照”景观在消失近 '- 年
后得以重现，西湖中轴线上的五大著名景观因
此不再残缺。这说明倒塌的文明需要护持、复
兴，优秀的中华文化需要继承、发扬。

保俶塔位于西湖北线宝石山上，吴越王钱
俶当朝，深得民心，百姓虑其不永，筑塔于宝
石山上以保之，塔名因此而得。凡到西湖游玩
的人都能目睹其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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