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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

届高研班学员，其儿童题

材长篇小说《小穆萨的飞翔》由北京少年儿童

出版社推出。作家从常年生长生活的西北乡村

汲取创作灵感，用质朴、细腻的笔触，再现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普通回民家庭的生活往事，深入

刻画了回族女性与儿童的形象，展现彼时家

庭、家族间的亲情、生存的艰辛和宽厚忍耐的

民族性格，显示出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

的乡村记忆。

◤书海一瓢

在文学翻译之路上不断前行——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高级研讨班结业典礼上的发言

走向世界的翻译文学
□涂慧琴

三个半月的翻译家班培训学习结束了，

我和同学们一样对鲁院依依不舍。但回忆起

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对它的不舍之情远远

不及我们从中收获的喜悦之情。

对我来说，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是，通

过参加青创会、各种文学交流活动、讲座活

动和社会实践，我更加深刻认识到我国文学

创作和翻译的方针政策，更加坚定了我的文

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中国立场，更加珍惜和

感恩现有的安宁和平的生活。我们参加了青

创会，认真聆听学习了铁凝主席的开幕致

辞、钱小芊书记题为《塑造时代新人 攀登文学

高峰》的报告；我们分组学习讨论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参加了周熙明“坚定文化自信，打开文化视野”、

陈晋“社会主义文艺观：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阎晶明“文学新趋势及世界性的可能”和陈曙

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等课堂学习和讨论活动；我们还参加了延

安革命圣地和狼牙山革命实践教育活动。回

望历史，我真切感受到我们现世的和平生活

来之不易，我们定当珍惜。通过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我感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一带一

路”政策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高度重

视我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面对当

下，作为鲁院第一届翻译家班的一员，我定当

和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共同传承鲁院光辉

的历史传统，共同承担起中国文学走出去的

历史使命，不断创新、不断超越。

其次，我们收获了与文学翻译相关的知

识。回顾这三个多月我们聆听的各种讲座，

我认为它们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也促

进了我对文学翻译的进一步认识。第一，不

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教授们给我们带来的有

别于文学翻译的讲座，有助于拓宽我的知识

视野和知识结构。如吴国盛“百年科技的历

史回顾与哲学反思”中讲到的20世界理论

科学模型和波粒二象性、定域性等科学概念

术语及其哲学反思，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原

型——文学人类学学派：新时代的新学科”

提到的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戴锦华以

“未来”和“人（人类）”为关键词讲解的“碎裂

的坐标：激变的世界与人”，阮宗泽教授“中

美贸易摩擦及前景”，李祥霆教授集弹、诵、

讲、评教学方法于一体的“古琴艺术概说”，

何光沪教授“信仰与文明的现代化”和王晓

鹰“碰撞、交汇、融合——中国意象与跨文化

戏剧”以《理查三世》《高加索灰阑记》和《赵

氏孤儿》为例说明“跨文化戏剧”的真正意义

不在于“跨”，而在于“合”，合于“有机的整

体”，合于“内涵的表达”。表面上来看，上述

讲座内容与文学翻译无关，实际上，它们与

文学翻译有重要的关联，或者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它们与文学翻译存在共通性和共同

性。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讲座给我原有的、

有限的和固化的知识结构送来了思想启迪

之光，为我架起了一座不同知识领域之间互

通互鉴之桥。第二，一些关于文学的讲座弥

补了我原本残缺的文学知识。如陈晓明“中

国当代文学四十年”和吴义勤“如何评价中

国当代文学”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中

国当代文学，王彬“叙述者的建构与解构”教

会了我辨析“叙述”与“叙事”，施战军“阅读

与选择”阐明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第三，当

前国内外优秀作家和不同语种翻译家们的

讲座使我对文学翻译活动、本质和技巧等方

面有了更加深刻而具体的认识。如吉狄马加

“当下的文学翻译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文

学交流”、西川“作为世界诗歌一部分的中国

当代诗歌”、周思“文化对轴——澳大利亚与

中国当代文学的交流”、李洱“致敬翻译家”、

陆建德“略谈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

献”、刘文飞“《复活》之重译”、赵振江“诗歌

翻译是二度创作”、董强“试论翻译工作的

‘深度学习’——关于翻译伦理的几点想

法”、高兴“面对无限，我只能谦卑——谈谈

文学翻译”、许金龙“文学翻译漫谈”、余中先

“文学翻译的三问题——查字典、注释与修

改”和郭英剑“文学翻译之我见”等讲座可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作家和文学翻译

家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翻译经验，深

入探讨了文学翻译相关的问题。这些讲座映

照了作家和翻译家们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态

度，凝聚了他们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思想，于

我既产生了共鸣，也引发了深度思考。

鲁三十五让我收获了浓浓的情谊。鲁院

将我们从祖国不同的地方召集在一起，让我

们有机会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一起探讨文

学翻译和人生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生活和

学习中，我们培养了很好的师生感情、同学

情谊，摩擦出了无数个文学翻译的思想火

花。鲁院记载了我们的欢声笑语，也见证了

我们因翻译观点同或不同而进行的长时间

的讨论或争执。我想这样的人生经历不仅留

给了我们美好的回忆，也给我们将来的翻译

工作带来了无限的动力。

鲁院三个多月的学习，绝不是转瞬即逝

的快感，而是一个永远的符号和文学标杆，

它必将是我未来岁月的支柱和食粮。我们共

同热爱的文学翻译是一道美丽的彩虹，面对

这道彩虹，我只能谦卑，只能无限接近，在前

行的路上不断超越自己。

一次弥足珍贵的求学之旅
□周砚舒

我来自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从小学到博

士，在我长达20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此次鲁三

十五翻译家班的学习可以说最自主、最专业、

最丰富，也最快乐。因为我们是第一届翻译家

班，所以鲁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课程安排上

颇费心思。课程中既有老一辈翻译家真诚的

分享，也有其他领域专家们的启发性授课。

我想谈一谈几乎所有语种、所有同学都

参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学习实践活动——

外国新经典的介绍。从鲁院发起这个倡议到

我们最后交稿，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鲁三十

五8个语种，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

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语、波斯语，共推介了

36位作家，其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日语都是小组同学齐心协力完成，而波斯语

的于桂丽同学、意大利语的陈绮同学、塞尔

维亚语的洪羽青同学则是一人担纲，独立完

成。目前，英语、法语的推介已经登载于《文

艺报》11月刊，俄语、西班牙语的推介登载于

《文艺报》12月刊，还有日语、意大利语、塞尔

维亚语、波斯语的推介将陆续刊出，所以，虽

然我们即将离开，但我们的声音还将延续。

9月初来鲁院时，我们与日本4位女作

家进行了交流，导师许金龙认为这是一个很

好的契机，让我们日语组的6位同学分别翻

译了包括这4位女作家在内的共7位日本

青年作家的作品，以此作为我们在鲁院学习

的作业、成果。这次翻译共7万字左右，涉及

的作家都是当今日本非常具有话题性的，这

是我们送给鲁院的毕业礼物。从10月初接

稿，到10月底交稿，仅仅一个月就顺利完

稿，这都离不开许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督促。

在这3个月的学习中，许老师对我们正式的

辅导就有四次之多，还不算为我们接风和送

行。许老师对我们的最后一次辅导长达四个

小时，围绕我们日语组的翻译作业，我们不

仅各自谈了此次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

点，还谈了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以及今后的

研究方向。而令我们吃惊的是，许老师对我

们翻译中的精彩之笔和疏漏之处都了如指

掌，一一指出、点评，这时我们才明白，虽然

他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却细心阅读了原文

和我们的译文，共计14万字。翻译精神的传

承不就在于此吗？一丝不苟、有始有终。作为

文学翻译工作者，我们接受着文学的滋养，

同时也滋养着文学、翻译的方法、词句的拿

捏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只要我们秉承

要留经典于后世的初心和执念，就一定不会

辜负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在这三个月的学习中，我几乎全程参与

了鲁院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各项活动，翻译了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日本畅销书女作家阿部

智里的小说，平野启一郎的评论集《我是

谁——从“个人”到“分人”》，共10余万字。

还以我自编的《学透留学日语口语》为教材，

在班里办了一个小型的日语学习班。班里

48位同学多才多艺、学识广博，我们虽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工作岗位，但因翻译聚集在

一起，相互间的交流更是让我们获益匪浅。

博士毕业后，我曾一度感叹这辈子的学

恐怕是上完了，没想到收到了鲁迅文学院翻

译家班的录取通知书，这一次学习对我来说

恐怕是最后一次弥足珍贵的求学了。在此我

要衷心感谢作协，感谢鲁院，感谢在背后为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默默付出的所有鲁院的

老师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

学习机会，让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充实的

学习时光。

盗火者的相遇
□潘佳宁

我是一名从事与文学翻译相关工作的

高校教师，平时教翻译，也做一些翻译实践。

能来鲁迅文学院学习对我而言，尤为珍贵。

我现在还记得当初在参加鲁院学习和博士

毕业论文之间的左右为难；还记得叶老师来

电话确认我被补录时我兴奋不已。7月末，

我收到鲁迅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正式成为

鲁三十五高研班的学员。

翻译于我，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名高

校教师，教翻译、研究翻译是我的本职工作；

但在翻译实践上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非

常有限。因为自己近几年一直在关注中国当

代翻译家口述史研究，见过不少老一辈翻译

家。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地坚持翻

译，敬佩之余我始终有个疑问：跟自己同龄

的青年译者能否像老人们一样，坚持文学翻

译的梦想？如果能，那当下千字几十元的翻

译稿酬，青年译者又如何生存？带着这样的

疑问，我来到了鲁院。

在鲁院，我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同学，让

我敬佩的译者，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精彩的

故事，正是在他们的身上我找到了答案：陈

震为了跟随自己的梦想，弃医从译；陈元飞

从翻译中发现自我，重拾自信；张阅将每一

本书的翻译当成一场恋爱，全情投入；叶紫

用燃烧生命的方式跟翻译角力，一名之立，旬

月踟蹰；王嘎耗时7年向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致

敬；晴朗李寒像阿赫马托娃一样，坚守自己的

诗歌梦想；孟洁冰每天在财经报道、罗曼·罗

兰和马克·吐温的文本间切换，以全职译者的

身份神一样地存在；贾秀琰一边承受着观众

的误解，一边默默地坚持影视翻译，不忘初

心；贾雪坚持翻译美剧字幕长达10年，一个人

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完成整个字幕组

团队的工作……我认真聆听、记录每位同学

精彩的翻译故事，被他们的坚持深深感动。

作家是孤独的，而译者更加孤独。孤独

到读者会用“翻译”二字代替我们的名字；孤

独到就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坚持。2016年电视剧

《亲爱的翻译官》播出后，家里有亲戚问我：

“看了电视剧才知道，翻译原来这么辛苦

啊！”我说：“电视剧还有很多艺术加工的地

方，文学翻译工作实际上更辛苦。”

随后他的一个问题让我更加尴尬，他说

“那一定能挣很多钱吧！”

我苦笑了一下，无言以对。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鲁院，让我们这群在

各自生活圈子里感到孤独的人在这里相识、

相聚、相互鼓励。陈震跟我说，鲁院的房间特

别像纽约的切尔西旅馆（Hotel Chelsea），

那里曾经住过马克·吐温、欧·亨利、纳博科

夫那些享誉世界的作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会有越来越多鲁三十五同学的名字与伟

大作家的名字一同被印在文学作品的封面

上，因为，我们是他们在中文世界的译者。

光彩夺目的文学译匠们
□张政硕

刚开始被叶老师告知我被鲁院录取的

时候，我是十分惊喜，更多是震惊。我是班里

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学生，能站在这里何

等荣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抒发情感的机

会！在鲁迅文学院百日左右的学习在我的人

生中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光无疑是最

充实、最愉悦的。这是我第一次能和这么多

高校的老师，这么多优秀的诗人、编辑，这么

多学习外语的师兄师姐做同学。我们在这几

个月接受的课程包罗万象，在文学领域和外

语领域的结合之处下足了功夫，同时我们也

更多地了解到当今文学翻译及外国文学出

版行业的最新动态，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全

球视野看待文学与文学翻译。我们翻译家班

的同学涵盖多个语种，多个领域，班里每一

个人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优秀译者。百日的学

习与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视野，坚

定了很多从前不是很确定的想法。

作为班里第一组的小组长，我压力很大，

我是一个在读的硕士，我的组员有浙江工商

大学的法语系主任，对外经贸大学的院长、北

大北外的老师等等，我的同桌李林波是西外

的教授，我一直是和她教的几个学生交流文

学的。我和他们的身份并不对等，每一个人

做我的导师都绰绰有余。我们这个班的班

长、书记、文体委员等班干部也都是我们小

组的成员。在学习期间，同学们都帮助我，积

极响应我展开的工作，在这个集体中我感受

到了十足的温暖。另外我参与班级公众号的

建设工作，希望把这个公众号做成一个文学

翻译阵地，希望能通过公众号继续班里的活

动，发表班里同学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

我是俄语组的成员，我们组成员晴朗李

寒、王嘎、吉宇嘉、张猛都是十分优秀的俄语

译者，在与导师刘文飞的学习中我收获无数，

更加坚定了原本的翻译理想和翻译信念。在

这里学习期间，我重新审视了一遍从大二以

来的诗歌翻译工作，决定从头开始，按照写作

的时间顺序，一首一首翻译尼古拉·古米廖夫

的诗歌，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3年，之前主要

翻译他后期的诗作，在鲁迅文学院的百日学

习期间，我从他的前期开始，翻译了大约170

首诗，408万字左右，加上之前译的大约六七

万字，可能再过不久，将会翻译完成古米廖夫

全集。在和俄语组其他成员的交流中，我认识

到了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界，尤其是诗歌体

裁，优秀的译本仍然不多见。我在俄罗斯做交

换生期间曾购买了大量的俄语诗集，在鲁迅

文学院学习期间也通过硕士同学的帮忙，从

俄罗斯购买了9本诗集，打算继续研究和翻

译。另外这段时间，我构思了一下硕士论文

的选题和大概结构，还为日后的俄罗斯白银

时代诗歌翻译及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活上，同学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建

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延安之行和狼牙山之行

增进了同学们的感情。也让我了解了鲁迅文

学院的各位老师们，鲁三十五翻译家班的同

学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人品都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课下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组织小沙龙、

小诗会等活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希望鲁迅文学院越办越精彩，希望鲁三

五翻译班同学译作丰收，友谊地久天长，希

望中国文学翻译界星光璀璨，硕果累累，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

◤桃李天下

安庆（司玉亮）为鲁迅文学院第二

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篇

小说集《遍地青麻》近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

版。小说集收录《在瓦塘呼吸》《穿过雨季的

前方》等近十个中篇。通过个人成长中经历

的生活困境和情感困境，表现人性中的祈望

和善良。小说于日常的描摹中蕴藉情感，叙

事风格颇得实验与传统结合之妙。

温青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

学员，其诗集《本命记》于2018

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诗集分为“大

地即命运、疼痛在深处、书生入尘世、本命有余

荫、老兵存诗志、时光慢流年”六卷，所选诗歌大

多建立在土地的物性法则和劳作关系之上，根

基沉稳扎实，结出的果实亦摇曳生姿。

那么纯 那么美——读秦湄毳散文集《去个青草更青的地方》

人这一辈子，谁和谁相遇也真有些蹊跷。

如果不是因为文字，不是上鲁院，两个

离地万里，又在各自的命运里活了半生的人

怎会相识？这也许就是那种心魂气息频道近

似之人的相吸吧！

秦湄毳与我不仅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的同学，还是同桌，又知她所居城市处竟和

我姨母家是同一个小区。这次回老家，顺便

去探望她。听说她出了新书，便向其讨要，几

次三番，她才从角落里掏出一本书搁在桌

上，嘴里嘟囔着：“这哪能算文学，都是些拿

不出手的小东西，简直就是大孩子的作文。”

其实，这个已届中年的女子就像个好奇

的孩子，有一颗青翠的童心，普通的生活在

她的心中已长出上千篇文字，这本散文集

《去个青草更青的地方》是出版社为她发行

的第8本书。

在读她的书时，我就稀罕，平日里怎么

有那么多好写的东西被她揪住，拎出来写成

文章，可见她的眼光多么精亮，她的心思多

么细密，她的灵魂多么深情汹涌。

她敏感，就像一泓清水般纯净，只要有

些风吹草动，就会被触动，就会有心得，她那

清澈之水映出重重生活面容，这面容里有温

暖，有微笑，有苦涩，有凄清。她善于发现，总

会发现，她“第一次在婆婆家吃饭，长方形的

餐桌，婆婆把公公的餐具放得老远。说，你爸

胳膊长，远一点也不妨事。”“我不禁笑了，想

起来，自己的爸爸也是长胳膊呢——”从这

瞬间的感触里，写出了《爸爸的胳膊长》一

文，她发现了亲人们那无私绵长的爱。

她还从儿子的一句话里，发现了一根草

是一把开启大地的钥匙；从贫寒同学还给她

的五分钱里，发现了人性的高贵；又从相遇

的人们中发现——善良是一朵美丽的花。其

实，她的发现源于对生活的珍爱，源于她的

多情。她曾坦言过自己的“多情”，在骑电瓶

车经过修车摊时，见正吃午饭的修车老人放

下碗筷，竟止不住停下车，为本不缺气的车胎

充气，她是“因为老人放下正吃着的饭碗，迎着

我的车站起来，我不忍心让他失望”。也正是

她的太过“多情”，才成就了她的大量文字。

她的散文里写的都是平常人、平淡事。

她写打扫公厕的人、残疾者、住在车库里的

老太和一只黄狗，写亲情、写绿色、写孩子、

写老师，以平常的人事，呈现人世间的善意

美好，哪怕悲哀不幸，也在她的笔下散发出

温暖的光泽。

她的文字俏皮活泼，精练生动，即是写

心酸的文字，也会有一个诗意而光亮的题

目。如《会开花的一句话》《雨水真甜，我要

发芽》《在你所在的地方生根开花》《挂满铃

铛的春天》《燃烧的黑石头》《夏日的红太

阳》《甲天下的微笑》，这样的文章，光看名

字就美。

原来，以教育为业的秦湄毳本名叫秦海

霞，闲余“写字”一直是她悄悄倾心的爱好，

也是因了掩人耳目，她才署了这个自嘲为

“三根毛”的名字。她称自己写作“造化有限，

是纯玩团，属于随性一族，像野草一样，顺其

自然”。谁知写着写着，她跟文字有了感觉，

有了痴情，文字成了她“住在心窝，通向灵魂

经络的美好”。“文字的美好让生命流香，而

让生命流香，是我们活着最愿意最应该做的

事。”她只想用文字“在一个人的角落里，种

一群干净的云朵”。

所以她的文字那么美，那么纯。美得让

人怜惜，纯得心生欢喜，也使人在她的文字

里读出了涟漪，读出了柔软，读出了安宁，读

出了美好和感动。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

学员）

□老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