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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2月27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
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主办的“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纪念《当
代》创刊40周年朗诵会暨第16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第21
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活
动。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贾平凹、张
炜，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谭跃，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
华栋，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李岩、陈永刚、孙月沐，人民
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作家刘心武、陆天明、刘醒龙等百余位文学
界人士共聚一堂，共同回顾《当代》杂志走过的40年的不平凡历程。

朗诵会共设置“开放”“激荡”“崛起”“逐梦”4个主题，每个主题
以10年为一个阶段，概括了不同时代的精神主题，体现了不同时期
文学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在朗诵会上，铁凝朗诵了长篇小说《笨花》
片段。她表示，能够以《当代》作者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内心感到非
常高兴。今天可谓高朋满座，足见《当代》这本杂志的凝聚力。“有人
说，‘人生从四十岁开始’。我喜欢这句话，想借用这句话表达对《当
代》的祝福，也愿意以此给自己鼓劲。随着《当代》在新时代的再出
发，我希望继续能够有幸成为《当代》的作者。”

王蒙、贾平凹、张炜、刘心武、陆天明、邱华栋、刘醒龙、赵瑜、王
凯、班宇等作家也分别朗诵了自己在《当代》刊发过的作品片段。编
辑家常振家朗诵了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片段，北京人艺演员王雷朗
诵了路遥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片段。

据介绍，从创刊至今，《当代》杂志始终奉行“文学记录中国”的
办刊宗旨，坚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紧扣时代、直面现实，既联系名
家大家，又注重发掘新人新作。在《当代》刊发的作品中，有9部长篇
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气派，在当代文学
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当代》还建成了较
为完善的新媒体系统，先后与掌阅、豆瓣、喜马拉雅等平台合作，推
出《当代》数字阅读版和有声版；2014年开通的微信公众号目前关
注人数已超过12万，多篇文章阅读量达到10万+，成为宣传《当代》
文学理念和文学佳作的重要平台。《当代》所取得的成就，与作家的
支持、编辑的努力分不开。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当代》代表作家与
《当代》老编辑颁发了纪念证书。

第16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同期举行。《当代》长篇小说
论坛脱胎于2004年创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评选，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出当年度优秀长篇小说。本次论坛在
评奖方式上进行修改。论坛之前，由作家、评论家以及各地作协、出
版单位和媒体推荐、投票，排名前30的作品成为备选篇目。《当代》

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组织了读者线上投票，共10万余人参与。在活动
现场，主办方分别统计了评委会、现场评议人及网络投票情况，按照比例相加得出最终
结果。最终，阿来的《云中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格非的《月落荒寺》、刘庆邦
的《家长》，付秀莹的《他乡》入选“《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9年度五佳作品”。阿来的
《云中记》被评为“《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9年度最佳作品”。

《当代》文学拉力赛聚焦本年度在《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评选活动在线上线下
同时进行：一方面，随杂志附《读者调查》，供读者填写后回收；另一方面，在《当代》微信
公众号上推送新媒体问卷。经过统计，祝勇的《故宫六百年》、尹学芸的《东山印》、李修文
的《恨月亮》分别获得第21届《当代》文学拉力赛2019年度“长篇作品冠军”、“中短篇小
说冠军”和“散文作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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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是乞灵巧悟、悉心修辞的文字工作”
——记文学翻译家罗新璋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区各部
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国各
族人民度过喜庆祥和的节日。

通知从9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关心困难群众冷暖，扎牢民
生保障“安全网”；保障市场供应，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弘扬
主流价值观，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用心做好春运工作，
保障群众安全便捷满意出行；加强公共安全治理，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强化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加强关心关爱，
激励广大干部新担当新作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做好应急值守，保证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
常运转。

在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通知要求，要深入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创作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高质量文化文艺产品，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
艺活动。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开展“非遗过大
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
泛开展乡村春晚、庙会灯会、花会歌会、舞龙舞狮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执法监
管，规范和保障节日市场秩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本报讯 初冬周末的一个傍晚，我和评论
家曾镇南一起来到翻译理论家罗新璋的府上，
拜访这位仰慕已久的法文翻译家。在罗先生朴
素的居室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散布于各个房
间的书，其中北边一间屋子有整整一个柜子收
藏着他翻译的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各种版
本。罗先生对自己的书放在哪里很清楚，豪爽地
取出自己所译的网格本《特利斯当与伊瑟》、商
务印书馆的《列那狐的故事》、巴蜀书社的《红与
黑》，当即签赠给我，令人感动。

罗新璋1936年生于上海，1953年考入北
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57年毕业时，系主
任冯至本来已宣布他与来自湖南的德语专业同
学樊益佑一起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后因
这位同学被划为“右派”，两人一起改到国际书
店负责进口法文图书，主要工作是汇集来自全国各
地的订书单子，核对订单上的作者、书名、定价、出版
社、出版年月等项是否有误，再统一寄给外国代理
商，一干就是5年零4个月。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
并没有磨蚀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学习研究翻译中
找到了莫大的乐趣。后经对外文委副主任周而复干
预，罗新璋于1963年初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
编辑部从事中译法工作，与著名评论家、散文家陈丹
晨和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伉俪等共事，在这里工作
17年，一直到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罗新璋
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听
从钱锺书先生建议，开始着手选自己喜欢的书进行
翻译。他在外文所工作16年直到退休。在这期间，
罗新璋从事的主要是翻译与研究。他的夫人高慧勤
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
业，曾与罗新璋同在国际书店工作，负责日文图书进
口；后到外文所主持日本文学室工作，是一个颇有毅
力、成就卓著的翻译家。

罗新璋退休后，于2004年至2007年，应台湾师
范大学翻译研究所之邀，讲授中国翻译史3年。为两
届博士生各开课一学年，主要是研读文献和课堂讨
论；给硕士生授课一学期。受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
周》一文启发，以“传统译学的三周期”设计课程，分
案本阶段、求信阶段、神似阶段和化境阶段。另有一
学期专讲傅雷翻译，征引傅雷译例几百句，听课的也
有外校生。在这3年里，投入巨大精力进行深细阅

读，留下两厚摞讲稿和笔记，有待整理成文。还有一
份“傅雷翻译两百句”，因只讲了一次，打出草稿，更
待敲定。在3年任教后期，凭兴趣编了一本《古文大
略》。罗新璋主张“读千年华章，打三分根底”。他认
为，外语出身人士文化功底欠厚，中文能力的养成需
要靠长期阅读积累，而熟读古文选本不失为便捷之
路，因此在台湾师大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利用图书馆
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专门为青年外语学人编了一
本《古文大略》，收入180篇经典之作，除了不可不选
的经典名文，特意选入一些思想深刻、有利于增强人
格涵养的文章。为便于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翻
译思想，特意将支谦的《法句经序》、严复的《天演论·
译例言》等翻译文献收入其中。

人的一辈子各有命运，谁也不知道会将自己带
到哪里。回首自己与翻译的因缘，罗新璋感慨良多。
引领他走上翻译道路的，前有傅雷，后有钱锺书，“前
学傅雷后学钱”。大学二年级时罗新璋读到课文上罗
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原文“母与子”一节，课
后借来傅雷译作对照阅读，发觉翻译竟能译得那样
精彩，于是寒假未回上海，找来《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清晨》原文，与傅雷的译文进行对读，傅雷翻
译之高明令他击节叹赏，从而引发了对文学翻译的
浓厚兴趣，从此钟情于翻译事业。

罗新璋在国际书店工作期间，除了下放劳动，业
余时间全花在抄录和研读傅雷译本上，1960年曾以
9个月270天，一字一句地将傅雷译文抄写在法国

原文小说行间，共计255万字，把傅雷译法从抄
录着手，慢慢领悟文学翻译之道。1963年初他
曾致函傅雷就翻译问题求教，大翻译家以最快
的速度给他写来回信，信中提出“重神似不重形
似”的主张，并说，翻译的第一要求是将原作化
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
创造，罗新璋在这个领域中默默跋涉了40余
年，至今已陆续译出《红与黑》《特利斯当与伊
瑟》《列那狐的故事》《栗树下的晚餐》《黛莱丝·
戴克茹》，以及《不朽作家福楼拜》和《艺术之路》
等作品，还编译了《巴黎公社公告集》，另有论文
集《译艺发端》、散文集《艾尔勃夫一日》等。

翻译《红与黑》是罗新璋人生中的一件大
事。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约请，罗新璋于1991年
2月至1993年2月期间完成了翻译工作。当时

《红与黑》已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和闻家驷的译
本，且流传甚广。年过半百的罗新璋迎难而上、只争
朝夕。上班后，业余时间不够，便定了一个作息制度，
早晨4点起床，译到7点多去上班，再利用工作空隙
进行校正修润，每天的定额是1000字。回首翻译《红
与黑》这段经历，罗新璋说，每次动笔前自己必反复
阅读原著，于本源处求会通，并细致参阅傅雷译文以
寻找译法，下笔翻译时则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奉
行“悟而后译，依实出华”的原则。罗新璋坦言，学然
后译，译然后知不足。他搞翻译用的是笨办法，前面
有抄傅雷译文的苦功，打牢了翻译功底；翻译时学习
傅雷，吃透原文，把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译出来；上下
文照顾到，理顺文气，繁复的字则用“一字两译”、相
互阐发。如《红与黑》上卷第十三章有一句，前辈翻译
家译作：“他好像是立在一个高高的岬角上，能够评
价，也可以说是能够俯视极端的贫乏（pouvreté），
以及他仍旧称之为富足（richesse）的小康生活。”按
语法，依样画葫芦译，自无不可。若从重修辞角度，悟
出原文里有贫富两字，不妨悟而后译为：“评断穷通，
甚至凌驾于贫富之上。”表面上看，是一词两译（“贫
富”和“穷通”），实质上起到“依实出华”的修辞效果。
与西文主从句可混搭不同，中文行文习惯，讲主次，
定先后。先译出主句，“评断穷通，凌驾于贫富之上”，
再拾补充短句：“他的所谓富，实际上只是小康而
已。”这样，整个句子念起来就比较顺。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2月 24日，江西省作家
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江西南昌召开。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江西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施小琳出席并讲话。

阎晶明代表中国作协对大会的召开
表示祝贺。他希望江西广大文学工作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用文学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
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高质量
的文学精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坚守文学理想，自觉履行人类灵
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坚持深化改革不
停步，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以改革创新精
神彰显作协组织生机活力。

施小琳对江西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
会以来全省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她说，在今后的文学工
作和作协工作中，要继续坚持正确导向，
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努力打造一批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要坚持用明
德引领风尚，努力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江西省作协第七
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及修改后的
《江西省作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江
西省作协第八届理事会主席团。李小军（李晓君）
当选为江西省作协主席，曾清生（江子）、彭学军、
袁萍（阿袁）、范晓波、王晓莉、樊健军、林莉、李洪
华、陈怀琦（陈离）当选为副主席。 （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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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2月5日，由中国

作协创研部、福建省作协、《中国作家》杂志社、
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
界》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福建省作协主席陈毅达、《中国作家》主编程绍
武、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及十余位专家学
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
向阳主持。

《新世界——东南一隅剿匪记》以发生于
1949年9月至1950年6月福建南部一个山区
县的一系列事件为素材，讲述了一个关于地方
解放、基层人民政权建立和剿匪战斗的惊心动
魄的故事。作品首发于2019年第3期《中国作
家》文学版，后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新世界》这部反映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进程的重要作品为中国
作协创研部组织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新世
界》为我们提供了探寻新中国成立70周年波澜
壮阔历史背后更为复杂的细部面貌的路径，借

助福建特定时期的历史写出了我们前辈创造和
迎接新世界时的万丈豪情与精神光芒，是一部
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既保持了对人性的敏感
捕捉，又有力雕刻出人们在大时代的心路历程，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胸襟眼光和写作功力。

与会者认为，《新世界》选择在新政权建立
之初的时间点上描写一个复杂艰难的剿匪故
事，运用新与旧、黑暗与光明的对比来描写革命
人士的殊死较量，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
紧密相连，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颂歌，为
英雄画廊提供了新的形象。以小说主人公侯春
生为代表的一批党的年轻干部以救民于水火为
己任，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为实现他们的理
想浴血奋斗、义无反顾。作品结构新颖精巧，节
奏张弛有度，人物塑造丰满立体、跃然纸上，体
现了作者驾驭复杂历史事件的高超能力，给人
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小说除描写了激烈的敌
我斗争，更传递出人与人之间选择信仰、守持情
感的意义和本心善念的价值，有助于更好地回
望历史、启迪现实。

本报讯 12月19日，“聚文化力量，助
乡村振兴”湖南文艺家走进曹家村采风创作
暨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启动仪式举行。这是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谭谈对生他养他的家乡
父老的回报，更是他长年坚持农村文化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对作家以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表
示祝贺。

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曹家村的
谭谈，10多岁就离开了这里，但他的心始终
感到被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从这里伸
出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山区采访
时深感山区青少年文化生活的匮乏，于是呼
吁全国广大作家援手，在湖南省涟源市田心
坪建起了爱心书屋乡村馆。如今，以涟源市
图书馆为中心馆，在涟源白马湖边修建了作
家爱心碑廊，在湘乡、双峰、新化、新邵等地的

14所中学设立了爱心书柜，为青少年的阅读
提供了便利。

“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劳累一生
的老农民，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也应该有一
个幸福的晚年。”谭谈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想
着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一个阅读、健身的场
所。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四处奔走呼号，得
到了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曹家村建成老农活动
中心。

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包括晚晴书屋、晚
晴广场、晚晴诗湖3个部分。晚晴广场上雕刻
了40多位名士的墨迹。晚晴诗湖边，雕刻了
24位诗人的诗歌手稿。晚晴书屋陈列了老人
和孩子们学习的图书、报刊，还设有娄底作家
屋、娄底诗屋和娄底书画屋。今后，它将滋润
并惠及一代一代山村里的人。（湘 讯）

湖南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启用

本报讯 12月11日，由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学会、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重庆黔江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名誉副主席
丹增，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中共重庆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等出席典礼。吴仕民、
汤晓青、陈川、赵晏彪、刘大先、王十月、张庆
国、耿瑞华、马笑泉、禄琴等主办方代表、作家
评论家参加颁奖典礼。

陈建功在致辞中说，土家族文学奖的设
立，对激励广大土家族作家挖掘和呈现新时
代的民族风貌、促进土家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获奖的12部
（篇）作品，有的出自文学名家，有的出自文坛
新秀，他们都以真情实感塑造艺术形象，挖掘
和展示了土家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以文学的
力量助推了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评选，以2016年
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发表、出
版的土家族作家作品以及聚焦土家族作家作

品的评论为评选对象，共评选出12部（篇）获
奖作品。其中，叶梅的散文集《根河之恋》、陈
彤的长篇小说《诗和远方》、饶昆明的长篇小
说《濯水谣》、向未的诗集《白夜》、徐必常的报
告文学集《爱心的河流》5部作品获“优秀作
品专集奖”，田冯太的散文《人法地》、田瑛的
中篇小说《生还》、刘晓平的诗歌《苏木绰拾起
的诗意》、杨彬的评论《现实性 民族性 主旋
律——评第十一届“骏马奖”获奖长篇小说
〈白虎寨〉》、凌春杰的短篇小说《跳舞的时装》
5篇作品获“优秀作品单篇奖”，向迅的散文
《斯卡布罗集市》和朱雀的短篇小说《夜间飞
行》获“优秀作品新锐奖”。

活动期间还召开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研讨会”，来自云南、湖南、贵州、湖北、
广东等地的作家介绍了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现状，获奖作者和与会专家们就少数民
族作家新时期的文学理想、使命担当和艺术
探索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明 江）

第二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12月23日，第三届中华文学基
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暨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
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颁奖典礼在
浙江省桐乡市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
基金会理事长何建明出席并讲话。中华文学基
金会秘书长鲍坚、副秘书长安亚斌，浙江省作协
党组书记臧军、党组副书记曹启文，趣头条总裁
刘安逸，桐乡市副市长徐剑东，以及获奖作家、
评委等参加典礼。

何建明在讲话中说，中国文学之所以繁荣
发展至今，在于一代代人的文学文脉的传承。这
么多优秀的青年作家汇聚于此，可以看出中国
文坛后继力量生生不息。来到桐乡，我们更加深
切地感受到茅盾先生留下来的精神遗产之宝
贵。茅盾先生不仅是文学家，也是革命家，还是
杰出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带
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人性的光辉。茅盾先生的
一生中，最崇尚的两个字就是“人民”，“以人民

为中心”在他那里一直都是坚定的信念。希望每
一位青年作家都能够学习茅盾先生的精神和品
质，让中国文学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本届评选中，林森、滕肖澜、田耳、杨庆
祥、房伟、傅逸尘、孙频、王威廉、文珍、叶炜10
位青年作家获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
新人奖；骁骑校、萧鼎、阿菩、南派三叔、何常在、
匪我思存、血红、辰东、蒋离子、风御九秋10位
网络作家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
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颁奖典礼上，同时揭晓
了在趣头条网络平台投票产生的“最佳人气作
品”，由骁骑校获得。这批获奖者大多为“70后”
或“80后”作家。大家表示，此次获奖是对过往
创作的极大鼓励。要以此为新起点，在今后创作
出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

颁奖结束后，林森、王威廉、房伟以“知识与
经验：对当下青年写作的一种观察”为主题进行
文学对话。 （李 菁）

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