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泰历 !" 月 !# 日是泰国的
水灯节，也是我从小到大最喜
欢的节日。常年在外求学，我
已经好多年没过水灯节了。

通过泰国留学生联
合会的努力，我们在
"$!%年 !!月 "%日成功举
办了一场气氛活跃的水灯节
活动。除了受邀而来的上海各
个高校的泰国留学生外，当天还有
很多在同济大学求学的其他国家的留学
生和中国老师、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在泰国音乐的伴奏下，泰国留学生们
身着各自家乡的民族服饰跳起了舞蹈。然
后开始水灯节的传统项目———选美比赛。

这次选美比赛真是太厉害了，参赛美女来
自世界各地：日本、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
斯、美国等。

美女们很认真地用泰语向大家做简短
介绍。就为了这一两分钟的介绍，她们可是
下足了工夫，在比赛前两个星期就开始练
习了：除了要练习发音、还要模仿泰国女性
的礼仪动作。真没想到外国人竟然能做得
这么好，真让我吃惊。除了自我介绍，美女
们还要回答各种有关于泰国的问题。因为
选美比赛的第一名可以得到一张往返泰国
的机票，所以大家都想胜出，比赛也因此更
加激烈。最后夺得冠军的是一名来自美国
的女生，她说她比较熟悉泰国，喜欢吃泰国

菜，还经常和泰国朋友一起玩。人们说泰国
是“微笑的国度”，这名获奖女生的笑容就
很感染人。

除了传统的选美比赛、水灯制作比赛，
我们还请来泰国饭店的厨师现场制作泰国
小吃，让大家感受泰国的美食。活动结束
后，人们流连忘返，在午后的阳光下听留学
生弹唱泰文歌曲；参加有奖问答和抽奖活
动。总之，大家非常开心。

这么多人前来了解泰国文化和风俗，
令我们感到骄傲，很有成就感。感谢同济大
学的老师和泰王国领事馆的大力支持，也
感谢我的朋友老刘对我的鼓励，使我们在
中国上海的同济大学过了一个地道而欢乐
的水灯节。
（本文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临

床专业泰国留学生）

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学中文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163.com

【第六十三课】

讲 和
殷 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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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教 室

“讲”字，繁体写作“講”。 《说文解
字》：“講，和解也。”换句话说，就是讲
和。“讲”与“講”都从言字旁，但“冓”
简化成“井”后，还能看懂“和解”的本义
吗？

講，从冓。冓，甲骨文写作 ，像两条
鱼相遇，篆体写作 ，“象对交之形。”女
字旁“媾”字指婚媾（结婚），木字旁“構”
&构' 字指建筑结构，辶字旁为“遘，遇也。”
“遇，逢也。”又“遭，遇也。”“邂逅”为
不期而遇。逢、遭二字有偶然相遇的意思，
“媾”应该是有约 （婚约） 相遇。那么，
“講”必然是相遇后才有言谈交流。二人相
遇，相互交往，难免发生矛盾、口角、是
非和纠葛。古人观念，重在用講的方式和
解。其实还有另一种理解：二者之间已经
产生了矛盾，和解的办法就是面对面，相
互沟 （溝） 通，解除误会，重構 （构） 互
信。

那么，简化后从“井”又怎么講和呢？
古人“凿井而饮”，依井而居（井里），依井而
耕（井田），依井而市（市井），日常生活中都离
不开井，矛盾又多是在井边产生的，还要到井
边来和解。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或
二人对讲，或众人评讲，现场办公，现场解决
问题。应该说，简体“讲”字同样有“和解”的意
思，而且更通俗化、生活化。

认一认，比一比：

讲、講，结構（构）、婚媾（结婚）、遘
遇，相遇、相逢，溝 （沟） 通、交流，互
信、讲和、和解；

凿井而饮、依井而居、依井而耕、依井
而市、市井讲和。

去年暑假过得非常丰富，我去了 (个国家：挪
威、中国、美国和墨西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
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搭轮船旅游；第一次去
美洲。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回中国参加夏令营。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来到河南，我结识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美
国、奥地利、爱尔兰、澳门……在夏令营期间，我
们学了少林功夫，练习了中国书法，学会了剪纸，
还参观了嵩山、龙门石窟等名胜古迹。晚饭后，我
们一起去逛街，吃火锅，还吃了 # 元一串的羊肉
串！

大家从一开始的不认识到最后的依依不舍，从
陌生人变成朋友，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希望今后还
能有机会再见到这些朋友。

这次夏令营的经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寄自比利时）

回中国寻根
李远缘（!) 岁）

去年夏天，我和姑姑去旅游，我们去了加拿
大、西班牙、法国、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
和梵蒂冈 *个国家，看见了好多好玩的景象。从美
国出发，途经英国伦敦飞机场转机，我们先到西班
牙，最后去了意大利。

这趟旅行，我参观了很多的教堂和公园。印象
深刻的是，我和星星哥哥在巴塞罗那的哥雷欧公园
看了一部关于怪物的电影。我们在晚上乘着公共汽
车游览城市夜景，很酷。巴塞罗那有个大教堂，里
面的镜子是彩色的。我还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姑姑
怕高，不敢上去，只得等在下面。

我是一个人坐飞机回来的，爸爸在机场接我。我
一点也不害怕，飞机上的阿姨都夸我很勇敢。

我玩得非常高兴，还给爸爸妈妈买了礼物呢。
（寄自美国）

独自坐飞机
赖泓源（+岁）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刚刚结束，其中新出现的翻译
题意外走红网络，大学生们千奇百怪的“神翻译”带给我们
无穷的欢乐。其实，从“永远追赶语言潮流”的美剧字幕组，
到已登陆美国主流电视台的英文版《甄嬛传》，那些或诙谐
搞笑或令人拍案叫绝的翻译，从未淡出我们的视线。

“神翻译”走红网络

此次六级考试中有一道题是将一篇中文短文翻译为英
语，涉及中国园林、丝绸之路、中秋节等传统历史文化知
识。五花八门的翻译尽显无穷“创意”：四大发明干脆音
译成 ,-./ 0./1234、指南针摇身一变成了高端大气的
56,、月饼更是中外结合成了 1773 829。其实网络上早
已频频出现众多的雷人翻译。
“我特别喜欢收集这些很囧的美剧翻译。”大三英美文

学专业在读学生晶晶说，“我还会把自己认为经典的翻译

截图，传到网上去和朋友们共享。”但是也有人对这种太
过创意的翻译提出批评，认为将不同语言如此混搭，显得
不伦不类。有人有时候还会为了刻意追求语言的新鲜度，
而牵强附会，有违翻译的基本原则。

文化底蕴支撑经典著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孙三军老师在谈到这种翻译
现象时介绍说，最初使用网络语言进行一些非正式性的翻
译，的确受到了好评。但后来这些另类翻译因使用频率过
高引发人们的反感，被斥“哗众取宠”。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它违反了翻译“忠实”、“通顺”的要求。适度的
“本地化”有利于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而过度“本地化”
则无异于改编，难以受到认可。二是网络流行词语和时事
用语流行时间短，可能会“三月里来，四月里走”，很难
创作出流传时间长的经典作品。三是网络语言就像一种方
言，并非为所有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整体认可程度有限。

纵观那些传承时间久远、影响范围广泛的经典中文翻
译著作，铸就其精良品质的，往往是精致典雅、值得细细
品味的汉语。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翻译代表作品为《培根随
笔》，其译文被誉为“是汉语辞藻与英国随笔绝妙的组合，集
‘思辨、隽永、睿智、明理’为一身的哲理性随笔”。文笔优雅，
行文简洁明快———符合培根所处时代背景的文风特点；采
用半文半白的语体———既是对古英语翻译最好的选择，又
能使译文读起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思想精深且语言精
练，读来浑然天成，丝毫察觉不到语言转换的痕迹。

季羡林在翻译印度经典《罗摩衍那》时，也展现出了
国学大师雄厚的语言功底。原文是梵文诗体，为保存著作
本色，季老也采用中文诗体来翻译。两万颂的原著，译为

长达九万行的皇皇巨著，可谓每个韵脚里都隐藏着精细揣
摩，承载着文化底蕴。

翻译中必不可少的文学功底

翻译是一项对综合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外语功
底、中文功底、语言转换能力、中外文化知识、专业知
识、研究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等等缺一不可。目前国际通
用惯例是将其他语言翻译为母语为常规模式，可见对于国
内翻译者来说，其中文功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翻译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陈鑫说：“有时候在读英语
文章时，理解起来不成问题，可要让我把它翻译成汉语就
没那么轻松了。我们专业对中文要求很高，开设过中国语
言文化、文学翻译、国粹文化翻译等专业课程。老师也推
荐我们阅读很多中国文学作品，提高文学素养。”

中国男篮国家队翻译郭维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自
己多年从事口译和笔译工作，一直在不断探索不同语言和
文化转换的最佳模式。要想真正达到“信达雅”的境界，
中文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求。现场口译往往留给译员
的反应时间很短，所以更多的是考验其多年中文能力的积
累。只有功底扎实的，才能在高度压力的环境中，迅速翻
译出最精准最有效的语言。

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曾提出“译事三
难”：信、达、雅。“信”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忠实，也包括
对原作风格神韵的忠实；“达”即“达旨”，是在通顺的前提下
表现原文主旨；“雅”即不能俗不可耐。这是翻译界公认的最
高准则。造就经典翻译作品，不是一朝一夕的灵光乍现，更
不是肆意运用当下流行语句以博眼球。每一篇精美的翻译
作品折射出的是翻译工作者字字斟酌的智慧与辛劳，散发
出的是浓厚的汉语文学韵味和文化功底。

沉溺享受“谐趣乐” 如何追求“信达雅”

那些雷人的“神翻译”
于国宁

"$!% 年岁末，外面已是寒冬，
但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会议中心大
厅里，却是春意盎然，充满欢歌笑
语。这里正在举行曼彻斯特华夏中
文学校一年一度的颁奖和汇报演出。

为优秀学生颁奖后，文艺演出
开始了。从一年级的小朋友，到提
高班的英俊少年，"$ 多个独唱、合
唱、舞蹈、诗朗诵等精彩节目令人
目不暇接。高年级的同学还自编了
风趣幽默小品和相声，赢得阵阵热
烈掌声。

华夏中文学校是大曼彻斯特地
区著名的辅助学校，

是在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该校自
!::)年建校以来，向#岁以上的儿童和
成人学生教授中文普通话和简体字。
在志愿者和老师的不懈努力下，从最
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现在学生总数
近($$人，""个班级，成为英国周末中
文学校中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

除中文教学外，学校每年还组
织多种活动，为学生创造使用中文、
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内容丰富的
学校年刊，反映同学的学习和生
活风貌；拓宽

视野，编导和排练
文艺节目，组织汇
演，拓展学生视
野；举办中国书
法、绘画和舞
蹈等培训，让
学生近距离体
验中华文化；春节手工艺
坊、儿童读书节表演、全校春游等
活动，调动学生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中国驻曼城总领馆周海成副总
领事赞扬华夏中文学校在推动华文
教育、帮助青少年学习中文、传
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绩。他说，中文和英文是世界上
最普遍使用的两大语种，掌握中
英两种语言将具有独特优势，
可以和世界上超过 #$;的人进
行交流。"!世纪是中国实现民
族复兴的世纪，也是华夏文明
发扬光大的世纪。他鼓励华裔

后代努力学好中文，弘扬中华文化，
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
中英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中文之花在曼城开放
杨汉新

小班学
生在表

演文艺
节目

获奖的优秀学生

学校的校刊

点 点

滴 滴

去年夏天，我们乘飞机来到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景观是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由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建造，建完以
后很多人都不喜欢，想把它拆掉，但是由于埃菲尔
已经得到许可，可以再维持 "$ 年。幸运的是，"$

年以后，巴黎人却不想拆掉它了。我们乘电梯登上
了埃菲尔铁塔塔顶，那里风景很美，能看到塞纳
河、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和卢浮宫。

在巴黎参观的第二个景观是迪士尼乐园。巴黎
迪士尼乐园是 !::" 年开放的。迪士尼乐园有两个
区，一个是公园迪士尼乐园，另一个是沃尔特·迪
士尼工作室。

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登一回埃菲尔铁塔，再
游一次巴黎迪士尼乐园。 （寄自芬兰）

漫游巴黎
蒋莅荷（!"岁）

自 "$$) 年以来，每到岁末，有

“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杂

志都会评出“年度十大语文差错”，

"$!%年的评选结果也于日前公布。这

并非哗众取宠之举，的确是当代汉语

使用过程中避免谬误流传的需要。

在中小学，挑错、改病句是语文

课训练的一种形式。但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说，在中学毕业后，汉字的规范

使用全凭每个人在学校时的“老本”，

基本上没有人再去硬性地规范和要求

了。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化时代，汉字

从书写到使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更多时候写字变成了打字，会读不会

写的情况越来越多；“有木有” （有

没有）、“童鞋” （同学）、“酱紫”

（这样子）等网络语言流行；广告、招

牌中随处可见乱用同音字、乱改成语

的现象，这都使得规范使用汉语面临

着严峻的形势。

当然，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汉语

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的，在不同年代、不

同群体中有着不同的

语言特点。把带有诙

谐、调侃成分的网络

语言作为点缀无可厚

非，但若沉迷其中，连篇累牍地大量

使用，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就会忘记

规范的用字用词，这才是自己把自己

带到了沟里。

在汉语传承的漫长历史长河中，

我们这代人只是其中的一段。不走样

地把汉语传递给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和

使命。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

晚也会为人父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满篇错别字的家长能够有效地正确引

导孩子的语文学习。所以，为了提高

自身文化素养，为了将来做一个合格

的家长，咬文嚼字十分必要！只有咬

文嚼字的刊物多了，咬文嚼字的行业

多了，咬文嚼字的人多了，规范地使

用汉语才能得到认同，才能形成气候。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于它，每个

使用它的中国人都应该抱有一份敬畏

之心。汉语由汉字组成，因此，正确

使用汉字是规范汉语的基础。我以为，

且不去喊“发扬光大”

之类的空洞口号，每

个人从自己做起，规

规矩矩地使用汉字，

就是在为继承文化

遗产做贡献了。

咬住错字不松口
刘 菲

在同济过水灯节
李百川

图为参加水灯节的来宾和参赛选手

图为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