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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到“文艺
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
展现中国风貌”。我体会，这里
的“中国故事”，应当包括与“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相关的故事，也就
是当下时代正在发生着的“寻
梦”与“追梦”的中国故事。

女作家叶梅为女企业家翟
美卿描形造影的纪实作品《美
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

（作家出版社 2016 年版），正是
以改革开放背景下翟美卿的卓
富传奇性创业实绩，对中国故事
作出了极为精彩的艺术演绎。
是一部综合了好素材、好故事和
好文笔的难得的传记文学力作。

本 书 不 是 简 单 地 评 功 摆
好，也不是常见的露才扬己，
而是以散文化的笔法，日常化
的叙事，抒写女主人公翟美卿
的成长经历、追梦过程，意思
与意义，都融汇于故事的叙述
之中。看完故事，不同的读者
都会有所触动，有所启悟，得
到滋养，获得教益。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三重重
要意义，使作品有独特价值。

一，由个人成功之路提供了
当代青年志在创业的励志样本。

翟美卿是个普通人家的女
子，但又是一个有想法、有志向
的有为之人。她脚踏实地去奋斗、拼搏，一点一点地缩
短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己的目
标。摔倒了，不气馁，受挫了，不灰心，向前和向上，是她
矢志不渝的目标。这里边，贯注了一种精神，就是不服
输，不认命，能坚持，不满足；于是积少成多，从小到大，
使事业蒸蒸日上。而且，她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
在积攒精神财富，把实践中摸索与书本学习结合起来，
不断使自己眼光更远大，心胸更开阔，知识更丰富，经验
更扎实。因此，她的富有，是双向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翟美卿既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贤惠的妻子，
孝顺的女儿，慈爱的母亲，这种多向成功，说明一个优秀
人才，尤其是女性人才，具有超越自我的感染性，带动他
人的感召性。她从造福一家开始，造福社会，就像一盏
发光散热的明灯，走到哪里照亮那里。这样的人物，就
是“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的时代新人的最好诠释。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现实题材的长篇小
说创作中，一直缺少对于时代新人的及时捕捉与有力
描画。本书把翟美卿这个现实中的人物写出了艺术典
型性，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时代新人形象，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作品中欠缺时代新人的不足。

二，展现了新型民营企业家的典型形象和特有风
采。

翟美卿的创业故事，显示出民营企业家的弄潮儿气
质和英雄本色。把一个新型又优秀的民营企业家风采
和气度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是翟美卿在致富之后，以无
偿捐款形式向社会做出的巨大付出与不断回报：从以20
万元资助“中国京剧艺术掠影”出书，到捐款援助乡村小
学，再到成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以及当了全国政协
委员后，提出了事关弱势群体和社会民生的几大提案，
都显示了她心系民生、扶弱救困的人文情怀与人道精
神。她不但倾心倾力，而且到后来把慈善几乎当成了自
己的事业之一，越做越大。这种慈善大手笔，是新型民
营企业家无私的助人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的典型表
现，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切实的支持。

三，从独特的角度讴歌了事关民族复兴的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

作品引述翟美卿的话说：“我们踩着的所有的点，
其实都是改革开放的路径。”可以说，翟美卿这个长袖善
舞的典型人物，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典型环境。她善于审
时度势、把握时局是一方面，而时势呼唤新人涌现、改革
需要英雄辈出是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
两个方面，做到了密切互动，相互成就，应是更为根本的
内因。从这个意义说，翟美卿和她的家族企业，本身就
是改革开放的收获与成果，而这个收获与成果反过来告
诉人们，改革开放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是至
为重要的，它成就了个人劳动致富的理想，促使了企业
的壮大与振兴，而把这些汇聚起来，就是国家的富强，民
族的复兴。所以，翟美卿的故事，不只是她个人的，还是
这个时代的，我们民族的，她是这个时代塑造的一个典
型。经由这个典型，人们看到了这个国家近40年来天翻
地覆的巨大变化的内因何在，知晓了这个民族近40年来
自强不息、创造奇迹的秘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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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朝将军抗战史诗 《血肉筑长城》 手稿及原始
创作资料，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这首
长达 180多行的长篇古风 《血肉筑长城》，在 《解放军
报》 等报刊发表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作者李
文朝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熟悉抗战历史，
深谙传统诗词创作艺术。军事博物馆馆长董长军少将
说：“军博收藏诗作者的手稿、创作资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首诗在内容上极具
特色，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英雄史
诗；二是因为这种诗词的形式，在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怀、凝聚社会正能量方面，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 （宋彩霞 何 鹤）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办的王方晨创作研讨会日前
在济南召开。王方晨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等。他执著于乡村
文化探索，其所建构的文学“塔镇”世界，业已成为
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中的一方地标性艺术建筑。他在城
市文学领域的耕耘也收获颇丰，近年，他创作了以《大马
士革剃刀》《世界的幽微》为代表的济南老实街系列小
说。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在贺信中指出，王方晨“能够
准确地把握当下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新一代农村
人的心理体察入微。他的小说，其实已经很难用‘乡土’
限定，他写的是超越城乡的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揭示了
当下中国巨大变化中人的精神的丰富层面。”（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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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
瑰宝，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自清乾
隆五十八年 （1793） 从浙江乍浦港与货物
一起飘洋过海，流传到日本长崎开始，

《红楼梦》在海外传播历史至今已经有223
年。据统计，世界各国翻译出版 《红楼
梦》 的语种有 23 种，据笔者在 2015 年底
检索，依然在全世界各大图书馆流通的译
本有21种、166个版本，详见右表。

宝、黛、钗的故事不仅在日本、朝
鲜、韩国、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国家
广泛流传，也在 19 世纪 30 年代进入到俄
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捷克
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荷兰、西班牙等国家，
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经典之一。

在周边国家
走人际传播路径

《红楼梦》 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与
影响，在深受中华影响的亚洲周边国家，
走的是人际传播的路径，与其在阿拉伯文
化区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区的传播路径显然
不同。比如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

《红楼梦》 最早是由中国移民随身携带到
当地，传播范围也是在华人和能够阅读汉
字的当地社会上层。

据胡文彬考证，《红楼梦》 一书进入
日本之后，日本外语学校一改以往以中国
南京官话为中心的汉语教育方针，转而以
北京官话为主，并以《红楼梦》为汉语学
习教材。在朝鲜半岛也是如此。自 15 世
纪开始，中国文学作品大量流入朝鲜，书
目中就有 《红楼梦》。在泰国的拉马二世
期间（1809-1825），伴随着《三国演义》等小
说的翻译改写，就出现过《红楼梦》的记载，
但迄今没有发现泰文译本。这表明，《红楼
梦》在清代1793年刻本问世后不久，就传播
到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

在亚洲周边国家《红楼梦》各种译本
出现之前，用当地文字注音的对照读本流
行过很长一段时间，如日文、朝鲜文、越
南文注音读本等等都有发现。一些学者发
现，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等地一些租书铺中，《红楼梦》 常与 《二
度梅》《金瓶梅》 等一起出租，被归为

“风俗小说”或“脂粉小说”。这表明，
《红楼梦》 最初面世时，其文学价值并没
有被广泛认可。一些士大夫甚至认为作者
曹雪芹是“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
大”，但由于读者喜欢，其传播情况“较

《金瓶梅》 愈奇愈热”。这可能是 《红楼
梦》在东南亚地区全译本出现较晚的原因
之一，再加上书中的诗词歌赋，文字水平
要求较高，因此《红楼梦》一直是以摘译
本、选译本甚至改写本的形式在亚洲周边
国家流传。如越南直到1959年才开始翻译

《红楼梦》，1963 年出版了 120 回的全译
本。在泰国，1980 年出版了由王际真英文
译本转译的泰文 40 回节译本。在缅甸，
1989年出版了由杨宪益英译本转译的缅甸
文《红楼梦》全译本，译者妙丹丁因此获得
缅甸国家文学翻译奖。可见，《红楼梦》在
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最初是以人际传播
为主。用当地文字进行翻译、改写、改编的
译本出现，是这部中国名著在这些国家深
入传播的结果。

在中东欧
文本翻译很关键

《红楼梦》在俄罗斯的传播，最
早是由俄国东正教访问北京的成员
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在 1832 年
将 《红楼梦》 刻本带回到莫斯科，
当做文献资料研究使用。此后该书
长时间默默无闻，直至新中国与苏
联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之后，1958 年
苏联推出了 120 回全译本，由著名
汉学家帕纳秀克、孟列夫费时 8 年
翻译。这个俄译本影响较大。1995
年、1997 年、2014 年，后人在帕纳
秀克的全译本基础上，又补充、增
译，分别推出了 《红楼梦》 三卷
本、二卷本。可见，中国文学经典
在俄罗斯的传播，文本翻译起到的

作用十分关键。
《红楼梦》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传播，与
俄文译本相似，得益于新中国与这些
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关系。
这期间的翻译人才、翻译作品等文化
交流，都开创了中国与中东欧历史上
的一个高峰。

据丁超教授考证，罗马尼亚文译者
是伊利亚娜·霍贾一韦利什库，她与著
名作家、翻译家伊夫马尔丁诺维奇合
作，翻译了《红楼梦》前39回，1975年分
3册出版，1985年出版了合订本。

捷克文译者奥·克拉尔 1968 年开
始翻译《红楼梦》，中途经过8年的停
滞，直到 1986 年，才出版了 《红楼
梦》 第一集，首发1300册，当天销售
一空，1988年第二、三集出版。至此
捷克有了《红楼梦》120回的全译本。

斯洛伐克文《红楼梦》的译者为
奥·克拉尔的学生玛丽娜·黑山，她在
1978 年开始翻译，历时近 9 年，1996 年
出版第一部分，2003年出版全部作品。
有趣的是，她翻译《红楼梦》时，其老师
奥·克拉尔也在翻译，而二人并不知
情。由于斯洛伐克政局的变化，她变成

“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不能借阅中文图
书，只能依靠弟弟从加拿大华人社区买
来的《红楼梦》，依据一本汉英辞典和俄

语手册进行翻译。捷克文译本、斯洛伐克
文译本是继日文、俄文、英文之后的全译
本。《红楼梦》在中东欧国家的翻译传播，
直接来自汉语原著，与 《西游记》《水浒
传》 的翻译受到英译本影响有很大不同。
这是新中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主动对外传
播中国文化的显著成果。

《红楼梦》 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迄
今只有外文出版社在 1992 年出版的阿巴
斯·卡迪米译本，是 40回的节译本，没有
全译本。但与 《西游记》《水浒传》 的阿

拉伯语翻译从英语译本转译相比，仍是一
个巨大的进步。

通过影视传播
扩大世界影响力

进入 20世纪后，《红楼梦》 步入影像
传播阶段，为它在世界的传播插上了翅
膀。自 1924 年由梅兰芳创作并主演的

《黛玉葬花》 被搬上荧幕至今，大约有几
十部影视作品。其中1987年由中央电视台
拍摄的《红楼梦》影响最大。当时西德电
视二台、一台购买了该片播映权，并译成
德文与观众见面，这是欧洲第一个购买和
放映中国电视剧的国家。

上世纪 90 年代电视剧 《红楼梦》 在
韩国播映之后，再度引起 《红楼梦》 热，
并带动了图书的热销。

此后该电视剧在越南、泰国、印尼、马
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播放，引起的
传播效果与韩国一样，一度成为东南亚地
区广大观众，特别是华人观众在阅读《红楼
梦》图书之后的又一喜闻乐见的欣赏形式。

如今，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国的 100多家图书馆里，仍能看到
1987 版 《红楼梦》 电视剧的 DVD，供读
者借阅观看。

影视传播扩大了《红楼梦》的世界影
响力，让更多观众通过这种崭新的艺术形
式，从较为全面的角度，重新了解这部作
品的艺术魅力，纠正了影响较大的《红楼
梦》 英译本译成 《红石头》 的错误，这是

《红楼梦》小说传播历史上一次大范围的普
及和提高。

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红楼梦》仅
有 9个全译本，其余均为节译本。在“一
带一路”沿线的 64 个国家中，仍有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语言为空白状态。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的增强，让更多读者早日欣赏到
这部经典，无疑是对外文化传播界今后努
力完成的一个历史重任。

《红楼梦》红遍海外不是梦
何明星 何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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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星 何抒扬

□文学新观察·四大名著在“一带一路”

一带江山如画，景物向秋
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
冷光相射。橘树荻花洲，掩映
竹篱茅舍。

天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
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
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红日
无言西下。

孙浩然是北宋词人，生平不
详，所作今存仅两首。其人虽不
显，但这首作品却是古代山水、
怀古诗词中的名篇。它写的是
古金陵，即今江苏南京。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故词人
落笔便写长江。“一带”二句，隋
文帝称长江为“一衣带水”，这里
借以形容长江远远望去像一条
细长的衣带。“山”则由“江”牵连
而及。“向秋”，近秋。“潇洒”，清
丽疏朗。“水浸”二句，谓江、天相
接，界线难分，雨后初晴时的天
色 与 秋 水 的 寒 光 互 相 映 射 。

“霁”，雨止。“橘树”二句，写江边
洲渚，橘树芦花遮掩映衬着竹篱
围绕、茅草覆顶的农舍。橘黄叶
绿，荻青花白，却不用颜色字点
明，朴素之中，暗含绚烂。“天际”
二句，写江上客船远去，云帆高
悬；陆上酒肆林立，旗帜堆叠。

“天际”即天边，“烟外”谓烟霭背
后，皆言远望所见如此。一“低”
字写出居高临下的视角，为下文

“倚楼”之伏笔。前后文皆散句，

此二句则用对仗，见出句法之错
落有致。

以上写景状物，以下转入怀
古抒情。南京本是六朝古都，数
百年事，万绪千端，巨著尚难尽
述，何况几十字的小词？词人聪
明，绝不纠缠、黏着于具体史实，
运 笔 直 如 庖 丁 解 牛 ，游 刃 于

“虚”——只说“不知有多少六朝
兴亡旧事，如今都成了渔父樵夫
闲谈的话题”，咏史如此，可谓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以
“怅望”二句，仍然用此笔法。怀
古之情，只一“怅”字点出，基本
上属于以叙事、写景作结：闲倚
高楼，望红日无言西下。

古 希 腊 诗 人 西 蒙 奈 底 斯
说：“诗是有声画。”此词开篇
即称“江山如画”；以下自“水
浸碧天”到“酒旗低亚”一连
串景语，清丽旷远，无一字不
堪入画；而北宋著名画家王诜
也真的将它们画成了一幅画
——《江山秋晚图》。然而，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
话”却画不出；“红日无言西
下”，“无言”也画不出。而一
篇之神韵，偏在此二处！末句
尤为精彩，古代哲学家老子所
谓“大音希声”。空诸所有，方
能无所不有。一切遐想、沉
思，无限感慨、怊怅，都以

“无言”说尽。虚浑而静穆，自
是词中之华严境界。

一大早，从广西贺州市城区出发前往古镇。
雾气正浓，我摇下车窗，享受我们贺州被人津津
乐道的负离子。贺州只有雾，没有霾。贺州春天
的空气最为清冽纯净，天天排在全国城市空气质
量指数前列。“雨生百谷，万物萌发”，老祖宗早
就点出了这个美妙的季节蕴含的无穷力量，天上
的雨水与山里的绿树蕴育出的氤氲质朴自然——
那雾清纯如水晶，冰凉剔透，沁入毛孔，感觉被
洗涤，被置换，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是新生
的；那雾缠绵如蚕丝，娇俏地咂向你的脸，恍惚
中不觉轻重，却钻进你的心里牵扯缠绕，整个人
就莫名地温柔起来。

我穿行在清新的雾里，好像漫游仙境，黄姚
古镇的黛瓦青砖与我渐行渐近。

小镇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朝乾隆年
间，她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设计精巧出名，尤
其是数百座民居呈九宫八卦阵势，布局之匠心，工
艺之高超，让许多当代建筑师都啧啧赞叹。她在
峰丛叠嶂的环抱里，坐实成活脱脱的一幅山水画，
浓郁清丽，浑然天成。浓郁的是她千年积淀的古
朴，清丽的是她雨后重生的气息。

这个在西南边陲历经变迁却屹立不倒的小
镇，她身上有一种唤醒的力量。刚刚过去一个萧
条寒冷的季节，被折磨了一个冬天的草木证明了
生命复苏的无数次可能性。正如这个古镇，我们
可以想象在历史的长河里，她
无数次被伤害，被席卷，却从
不曾就此沉沦、淹没而逝，就
像村头那两棵千年古榕，守着
对自己的一份承诺，每一过春
节就定期发芽，枝桠上的一抹
抹新绿，嫩在人的心尖上。

我们其实也不缺乏力量，只
是在琐碎中日复一日，力量被我
们忘记，我们不确定自己还能否
激发出力量去创造奇迹。

其实重新发现这种力量是
如此简单，因为黄姚古镇本身
就是显而易见的提醒。游客们

沿着汩汩流淌的姚江，踩踏古老却明亮似镜的青
石板，在内部翻新雅致错落的庭院里，在古镇原居
民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在带有各种朝代装饰痕
迹的街角，不停地观看、寻找。

行走在古朴的街坊，我的脸庞触碰到一点暖
意，再看身旁的冬青和盛开的三角梅，染上了橘
色的胭脂——春阳出来了！这雨后的春阳真暖进
了我的心。

朝阳像刚煮熟的鸡蛋黄，穿行在浅蓝的天幕，
地平线升起的，是橘黄、湛蓝和白，那么纯然而又
层次分明，让人再一次感觉到力量。

雨雾渐渐散去，阳光在打扫寒意。缕缕阳光
仿佛仙女手中点石成金的棒，指向屋瓦，房子醒
了；指向河流，树木醒了；指向道路，人们醒了。带
龙桥、佐龙寺、古戏台、文明阁、郭家祠、司马第、宝
珠观、狮子庙，仿佛都睁开了眼睛。整个小镇因为
阳光的光临，突然活色生香起来，人间烟火味儿十
足。居民开始打开店面，铺设摊位，满怀希望地吆
喝起来。

黄姚这生机勃勃、吐故纳新的春晨，应是诗
仙所喜爱的吧！李白在诗里劝勉：“大力运天
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桃
李务青春，谁能贯白日。”古人千年前就有这样
的励志感怀，我想补充的是勤奋图强，那种迎着
日光努力向上生长的力量。

黄姚的春晨
朱 东一带江山如画

宋·孙浩然《离亭燕》词赏析
钟振振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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