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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以独特视角写二战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禹涵《一本书读
懂二战———给二战算笔经济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后的禹涵现就读于加拿大学习经济，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
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从经济的角度，包括作

战双方主要参战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变化，揭密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起因、进程和结局的真相。视角独

特，颇有新意。该书对于进一步增加对
战争起源的认识，对如何防止战争的

爆发以及防止扩大战争规模和
如何赢得正义战争的胜

利，均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张胜友教材作品延伸阅读书出版
著名作家张胜友教材作品延伸阅读《闽江映象》、《风帆起珠江》两书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张

胜友的报告文学不仅题材领先于时代潮流，其思想认识也应和着进步的趋势。他捕捉着变革时代浪潮中
的风暴与浪花，真实而富于激情地展现出来，成为这个大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份记录。他的散文情深意
浓，感人肺腑，展示了他内心世界丰富、细腻的另一面。《闽江映象》一书所辑多为他获奖或入选中小
学语文教材教辅篇什。《风帆起珠江》收集了他的电视政论片解说稿，既有深刻的思想论述，又颇具人

文色彩，情感浓烈，大气磅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第十二届全运会北京代表团中，有一位
#$岁的运动员，他参加的项目稀少而别致：

马术盛装舞步。运动员老王年轻时在内蒙古草原
插队，自然而然学会骑马，并将骑术保留至今。

他说，参加运动会名次真的不重要，能以北京团最高
年龄参赛已很自豪。想象他纵马驰骋赛场时，脑海里

一定有一幅画，草原上没过马蹄的青草与野花，那草的青
花的香铭刻永远。

看电视台一档调解节目，众矢所指一位曾经的知青。
此女命好苦，!岁时父母双亡，被大伯收养。后来去了东
北兵团，%!&' 年带两个孩子返城，落户大伯母家 （伯父

已去世），大伯母去世后，一套十几平米的公租房转落她名下。
(' 年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买卖的商品，谁也没在意上心。
几十年过去，情势大变，大伯家兄弟姐妹不依不饶，说她不知感

恩，说她是白眼狼。现场调解嘉宾也咄咄发问，问她醋打哪儿酸？盐打哪
儿咸？房子打哪儿来的？令她尴尬无语，一遍遍说，我是 %!$&年去的北
大荒……调解结果还是好的：先不动房，维持她一家住的现状，百年后她

的子女和兄弟姐妹的子女再平分。
节目结束，笔者真想知道，一代知青真能说清“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

咸”么？
$ 月，笔者乘火车由宁夏返京。笔者的铺位上边是一位典型的西北妇

女，样貌、服饰，还有口音。她说回北京看望病危的大哥，兄弟姐妹都回去
了，大哥目光在床边找，找她。她赶忙买票回来。顺线头再往前捯，原来她
与笔者同岁。她 %!$!年 %月 %&日去了陕西延安地区富县交道公社插队，$

天后笔者去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当知青。后来她招工去了石油系统，认识了
宁夏籍她后来的丈夫，随着丈夫调往宁夏，开始了几十年漫漫风沙中吃风喝

沙的日子。
眼下日子好过了，有了宽敞的住房，也到了退休年龄。一儿一女谁

也不接她石油工人的班，一个深圳一个北京打拼。此次她回
京探望大哥，啥都没带，只带几斤枸杞子。

知青，早过了浪奔浪涌的大势，成了秋天结籽
的野草，星星点点；一代人的基因会由这星

星点点传下去么？一串串，一
片片，遍野漫山……

京城是个五湖四海的地方，有些人
没几年从里到外就融化在抽象的“北京
人”概念里，再也看不出他来自哪儿，一看
就是标准的北京人。但也有人不是这样，
无论他来京多少年，一直都带着家乡的痕
迹，有人是内心，有人是脸上，有些人从脸
上到内心。倪学礼就是一个从脸到心都带
着家乡痕迹的人。第一次见倪学礼，给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张黝黑的脸，带着明
显的东北的风霜，且瘦，且硬。他是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小说家、编剧，从他的脸上我
几乎看不出这些。接触时间长了，让我没
想到的是他的心也像他的脸：朴实，结实，
骨感，一板一眼地实在，出乎意外地实在，
以至让我感动莫名。倪学礼是把为人的实
在与周到做到极致的人，一种东西做到极
致就会有穿透力，就会无懈可击，就会感
人至深。

一个人的为人包括他的作品都与他
的个人经历有关，经历会烙印在他的脸
上、心上、作品上，非常统一，这样的
人不多。倪学礼差不多是我仅见。倪学
礼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哈拉哈
达乡的一个村子。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
的缘故，据说他经常被人欺负。当年第
一次高考落榜的他，一度成了一名菜贩
子，那时他看到同学们进进出出林东一
中，他经常将军大衣的领子立起来。坚
毅顽强的他———他的骨感特别能显示这
点———经过补习考取了内蒙古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在呼和浩特炼油厂当过宣传
干事，现在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教授，博导。

%!!) 年倪学礼走上编剧道路。 《血
色黎明》 是他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此后
还写过 《风过泉沟子》， 《山羊坡》，后
者获得了第 %! 届金鹰奖和第 *% 届飞天
奖。而真正给他在观众中带来影响的是
*''+ 年的剧本 《有泪尽情流》，该剧获
得了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金鹰奖和飞
天奖。

编剧应给收看者以文化内涵的正能
量！正是沿着这种正能量，也是沿着自
己的内心历程，倪学礼再度创作了 《小
麦进城》。 《小麦进城》 荣获第 %& 届
“白玉兰奖”艺术贡献奖及最佳编剧奖提
名。本剧改编自倪学礼的长篇小说 《追
赶与呼喊》 （发表在文学杂志 《十月》
上）。剧本以农村女人小麦随丈夫林木回
城上学开始，融合知青下乡、恢复高考、
知青返城、农村取消成分、改革开放、
国企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
讲述一个农村女人凭借自己的乐观和善
良、坚强和执著，融入现代化城市的故
事。看过小说和电视剧之后，作为读者
和观众的直观感受，两者最大的不同在
于一悲一喜。 《追赶与呼喊》 的结局带
有些许悲悯情怀， 《小麦进城》 则改编
成了一个富有轻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

故 事 的
基调发生了
改变。在这个意义
上，倪学礼对小
说和电视剧有自己的
理论认知，他认为小说触摸心
灵，电视剧抚慰感情。原小说
除了写主人公小麦的进城故事以外，还花
了很多笔墨写了知识分子林木这个人物。
他是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批判意识书写知
识分子的幽暗之处的。倪学礼认为，文学
是一种民族的秘史。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写
作，必然带有对时代、对社会的批判意识。
而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承担的任务不一
样。他一直倡导电视剧创作要担当起驱除
灰暗、点亮生活的责任，要给人以希望；
“小麦的成长、小麦的成功，告诉观众，不
管面对怎样的困境和坎坷，正视它并努力
去克服它，一定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的。”

这不仅是对文学，对电视剧，对社
会历史的认识，事实上也是来源倪学礼
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如果说倪学礼
在编剧上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或成功的保
证，我看是他忠于内心的结果。而他的
内心也同时还写在他的脸上，他一点也
不回避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固执。看他
的小说和电视剧，他那张黝黑的、骨感
的、瘦削的面孔会时时浮现出来。此时，
了解他的人，总是会心一笑。

忠于内心的坚守
宁 肯

让中国文学走入海外读者视野
李 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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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向其
它民族展示自己的窗口。

人们常常感叹，中国文学尚未在世界上得到它
应有的地位，也远未被世界人民所充分认知。不可
否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学名著的了解，
远远超过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名著的了解。在国外
的大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却鲜少有人读过中国
的文学名著，尽管这几十年来，为了使中国文学走
向世界，翻译介绍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不算少。问题
出在哪里呢？人们果真欣赏不了中国文学吗？

似乎不是。%!&) 年，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在
校园里遇到了一个宗教专业的教授。他出于对中国
文化的兴趣，阅读了图书馆里收藏的英文版 《红楼
梦》，兴奋地与我探讨了半天。令他念念不忘的，并
非宝黛的爱情，而是书的结尾，当贾政乘船归家，
下雪天里停泊在运河码头旁，遇到身披大红斗篷的
宝玉被一僧一道夹持着与他告别的情景。中国经典
文学的艺术魅力显然深深打动了西方读者。

我曾把外文局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家小说选推荐
给加拿大作家阅读，有一位女作家告诉我，她非常
喜欢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典型
的中国式爱情，在我青年时代曾经深深打动过我。
可见人类情感的息息相通。

然而，这些都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子。*''&年，我组
织召开中加两国顶尖作家交流会时，与我校英文系一
位老教授共同策划这个项目，她是加拿大文学的专
家，但却问我，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谁？有哪些代表
作？她坦承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中国文学的作品。

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在开始被世界
所了解。最近，我在和同事们交流时，不少人都表
示，知道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这样的荣誉，虽然
他们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西洋文字像女仆 中国文字像贵妇

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加以引导，推广的方法
得当，其他民族也是能够欣赏中国文学的。

如何推广呢？我认为，大学课堂是一条行之有
效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在海外高校中开设中国文
化和中国文学这些选修课程，采用合适的教材、深
入浅出的讲解，为海外年轻人提供中国文学的启蒙

教育，诱导、培养他们的兴趣。
譬如，有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在“中
国简介”这门课程中，采用了生动

活泼的方式，通过阅读不同
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

激发学生对中国
文化和文学

产 生

探讨的兴趣。阅读材料从 《史记》 中的
《豫让传》、《荆轲传》，到《唐人传奇》、
《水浒》选段，直到五四时期鲁迅的《狂
人日记》、丁玲的 《沙菲女士日记》。从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学生们了解到
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了解到不同时期社
会变革的深远意义。 《豫让传》 仅有短
短几百字，紧凑、精炼，却生动地概括
了“忠孝节义”的全部价值观，带给学
生的是极为新鲜的感受，也激发了他们
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

如何让我们的文学走入外人的视野
呢？十几年来我在滑铁卢大学讲授中国文
化、中国文学、中国历史、汉语这些课程，
业余时间也用中英文交替着创作了一些
作品，摸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在课堂上讲授汉语时，为了使那些
习惯了拼音思维的头脑转变成能够接受
形象思维的模式，我往往要费九牛二虎

之力，把每一个汉字掰开揉碎了，用图画的方式嵌
入学生的头脑中，加强他们的记忆。这一过程，促
使我去对比、思考两种文字的优劣。

鲁迅曾提到过：西洋文字像一个朴素无华但却
方便实用的女仆，中国文字像一个美丽优雅、但却
奢侈无用的贵妇。我的体会是：中文是象形文字，
视觉效应和强烈的韵律感激发了情绪感触与审美趋
向；英文则是一种很规范、逻辑性很强的语言，*$

个字母像符号一样，能使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事物的
实质层面上，使思绪更加理性、朝纵深发展，因而
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干扰。这种语言的特性是
否影响到人对事物的思维与判断呢？

当我讲起唐诗宋词时，那些中国人世代传诵的
千古佳句译成英文后，外国学生觉得实在是平淡无
奇，不理解为什么会被中国人奉为经典。中文读者
在视觉上感受到的冲击，在英文翻译中荡然无存。
韵律的妙处就更无从谈起了。因此，在中文语境下
所写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不可避免地要
失去汉字固有的审美趣味与内涵。更不用说翻译者
自身的文学、文字功底在“再创作”过程中对译作
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了。

我多次鼓励学生们借阅图书馆里的英文版 《红
楼梦》，了解中国文学中的精品。但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说，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最好的，也只是读
了几个章回就放弃了。

西方读者更习惯于线性结构的小说，一位主人
公，一个家庭，贯穿始终才算理想。反观中国文学，
以传统的章回小说为代表，习惯于群体式结构，一
部小说里有几百个人物是司空见惯的。 《红楼梦》、
《水浒传》、 《西游记》、 《三国》，无不如此。这种
写法，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翻译成英文，
外国读者却觉得很难搞清楚谁是谁，他们之间是什
么关系等等。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具体内容的，文字所
包含的意象可帮助读者记忆。例如宝玉、晴雯、凤
姐、花袭人，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的字眼，会在读者
脑中生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

然而，我们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后，以 *$个
拼音字母出现，这几百个人物在书中就失去了特
征，极易相互混淆。再加上故事又沿着多条支
线展开，就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
从而兴趣大减。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典故、传说、
成语以及大事件对西方读者来说是
完全陌生的。小说中如果经常引
经据典，翻译时却又没做简明
扼要的解释，就会使读者不知
所云，因而也会失去阅读

兴趣。

例如：某著名作家的中文小说，中文读来脍炙
人口，翻译成英文后，在北美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
的反响。对于某些中文读者熟知的历史常识，译者
是应当进行简明扼要的解释的，譬如东王府、老佛
爷、大跃进、破四旧等等。

如果我们的作家和翻译家们还能对其他文化在
真善美的认知标准上有更多的了解，就会事半功倍。

譬如《水浒传》中李逵为了逼迫朱仝上山入伙，
杀害了县官的小儿子，在西方读者眼中，那是十恶
不赦的魔鬼，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津津乐
道于这种英雄人物，因此很难引起共鸣。宋江杀妾、
武松杀嫂、杨雄杀妻，这些中国读者眼里的精彩段
子，都令西方读者摇头。

班里一个女生告诉我，读完鲁迅的 《孔乙己》
后，她对这个人物的悲惨命运充满了怜悯。她的角
度，与我们通常对这一作品中人物批判甚至嘲讽的
分析，有不小的差别。

究竟是保持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呢？还是经过
“译写”的加工处理改造中国文学呢？也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给外国人讲故事时，我会特别顾及到他们的思维
方式，并且在背景资料上多着笔墨，帮助读者理解故
事的內涵。这些都不是简单地直接翻译所能达到的。

培养大批高层次的翻译人才，将会大大增强中华
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话语权，这恰是
我们欠缺又急需的。从长远看，我们需要培养的翻译，
不应当只是翻译机器，而应当是高素质的人才，具备
扎实的文化根底，才能胜任文学翻译的职责。

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几年来我们尝试
着用各种方法，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切切
实实地做了几件事。

首先是编辑针对海外大学生的双语中
国文学教材，逐步在滑大开设中英文翻
译的证书课程，培养专业翻译人才，满
足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需求。

其次是翻译出版当代中国优
秀文学作品。我们正在与加拿
大的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
当代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
集，引入北美课堂。

建立中文资料室，
方便师生阅读，促进
和培养海外华裔子
女对中文的兴趣。

采用不同
形式，加强有
效的中外
交流。滑
铁卢大
学孔
子

学院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与文学相关的
国际会议，促进中国作家和学者直接与其他民族
的作家和学者交流。譬如：邀请了中国著名评
论家白烨为大学生讲课，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现
状；举办了“中加两国顶尖作家交流会”，邀
请刘庆邦、刘震云、格非等来加，与加拿大
著名作家和学者交流座谈；还举办了
“纪念白求恩逝世 )'周年国际研讨
会”、“沿着丝绸之路———中国文化
国际研讨会”、“文学,历史,呈
现：北美华裔作家英文作品研
讨会”等。

我相信，只要我们携
手努力，中国文学的宝
库一定会在全人类面
前展现它璀璨的光
彩。
（作者为加

拿大滑铁卢大

学孔子学院

院长、作

家）

不同的价值观念

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