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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舍与得

莫楷表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会遵守
与作者的信任关系! 尽量忠实于原文!但
同时他认为!确有创作能力比作者更强的
译者" 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创作!翻
译家有权力加重译文的色彩和感染力!据
说托尔斯泰的英文译本就比原作流畅得
多" 文学翻译的目标是一种共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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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谦虚的心态进行的翻译不会
阻碍原作的再次传播%

翻译过程中使用的附文本主要包括
序言 &注释 '包括脚注和尾注 !一般情况
下!脚注简单!尾注详明$" 虽然莫楷本人
对脚注没有异议!也不认为会妨碍读者阅
读!但是如今对脚注的排斥已成为西方翻
译家的普遍心态" 在个人翻译实践中!莫
楷会尽可能减少脚注!他认为注释过多不
但会破坏文章的节奏和韵律 ! 更糟糕的
是!阅读极易成为读书备考!故事的沁入
性被破坏" 因此他更惯用尾注!这样既不
干扰阅读过程! 又可在正文后畅怀挥笔"

在翻译何其芳的(画梦录)时!莫楷几乎一
律用尾注!将正文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典故
和历史材料在正文后全部铺开! 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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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尾注%

莫楷认为!译本是译者与出版社互相

角力的产物% 基于受众和市场效果的考
虑! 出版社为了实现接受效果的最大化!

往往会向编辑和译者施加压力*而编辑和
译者则以论点的合理性与个人审美价值
为据不愿轻易屈从与让步!译本在一次次
的争锋中产生并获得意义 % 令人庆幸的
是!许多编辑&译者和出版人的合作是建
立在友情之上!他们往往是商业界最讲情
义和彼此信任者% 以编辑与译者关系为
例!前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译作!更有可
能波及至译者整个职业生涯% 编辑应视译
者同原作者!亲密无间% 译者则视编辑为
友!忠诚有加+++纵使其他出版商开价更
高!仍不为所动% 当然!他们之间的友情维
护有其基本原则,编辑不会为译者而损害
出版社利益!毁了自己的事业% 当译者提
出不合理要求并强调话语权时!编辑多以
大局为重!当机立断% 毕竟译作一旦出版!

盈利与否!编辑全权负责%

对任何文本的修改权都应该保留在
与文本最亲密接触的人之手% 原作者和译
者交流!译者和编辑交流均是如此% 基于
个人文学理论背景!莫楷对翻译的理解并
不墨守成规!他认为-作者意图.这个概念
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而言!

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都难以截然区分% 当译
本进入修改阶段!交流要以译者为主% 为
了让译文情节更紧凑! 表达更富韵味!有
些原本细节会被/轻描淡写.!会被/创造

性地处理.!会被调整顺序!甚至做部分删
减% 成功的译作未必是完美之/对译.% 符
合源语语境审美期待的译文未必能在目
的语阅读市场取得成功% 同样!虽然翻译
编辑是译本的/主刀医生.!可对译本进行
/手术.!但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要制造
伤害.! 即整个编辑过程需尽量保持译者
的语言和思想%

观念差异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 中
文作家的某些表达有时会触碰到英语读
者的神经!这种情况下!编辑和译者都需
非常谨慎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比
如!莫言一代的作家经常在对女性或黑人
的描述中流露出己见!出版社和翻译必须
想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双管齐下!提升质量"尊重受众

莫楷认为!为了达到更广的覆盖面与
更好的接受效果! 除了图书出版以外!中
国文学还可以通过报纸连载&网站&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方式进行传播 ! 但无论如
何!提高作品质量才是关键% 在美国!(解
密)(狼图腾)并未热销!(三体)却一夜/倾
城.% 这一成就一半归功于刘慈欣的原创
能力 ! 另一半则得益于刘宇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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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佳译%原本和译本的双面高质
才会使国外出版社编辑主动出价!竞购该
书版权% 需要指出的是!以(三体)为代表

的类型文学一直比纯文学市场大得多!更
容易寻找到对此感兴趣的编辑和愿意巨
额投资的出版社%

艺术的创造 & 阅读与欣赏是人类有
史以来不可或缺的行为 ! 跨文化的艺术
交流由文化发展内力自驱完成 % 莫楷认
为! 文学作品以保持意义的多元化为尚!

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受限于一定的意
识形态和有限的知识储备 !对作品和翻
译过度的干预会使文本趋向意义和解
释的统一化 %

需要强调的是 ! 不能按照传播者的
价值观念把传播者和接受者理解为主动
体和被动体! 这是对受众阅读权利的轻
视 % 有吸引力的作品 !接受者自会主动
索要 *缺乏吸引力的 !传播者再推亦无
用 % 文学几乎没有 /走出去 .的 !只有被
/请出来 .或者 /被挖出来 .的 % 要真正提
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尊重受众 ! 以受众
为主动体% (西游记)英译本有塞缪尔片
段的节译本(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詹
姆斯0韦尔短篇幅选译的(中国的仙境 )&

蒂莫西0理查德长篇幅选译的(圣僧天国
之行 )&海伦0

@

0赫斯的更长篇幅的一百
回选译本 (佛国天路历程 ,西游记 )和最
有影响力的韦利全译本 (猴王 )!相关组
织需要做的是支持尽可能多样的译本出
版!以供不同受众选择!并为其提供必要
的辅助性支持%

文人!才子!师友
'''追思忆明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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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榻的他驾鹤西去了% 作为我
的老作者&老邻居&老师友!我虽
然获知他住院后!曾连续三次去
医院探望!或点头问候!或作短暂
交谈!如今他的离世!仍让我长久
沉潜于悲痛之中!难以自控%

他就是诗文俱佳的才子&有
情有义的文人&年逾九十岁的忆
明珠先生% 虽然!离世前!他曾立
下遗嘱!叮嘱家人不设灵堂!不搞
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但我仍会
长久地追思他! 忆念他老人家%

听说!他的家乡青岛文史馆即将
要为他举办诗文书画展!我以为!

这真是适时之事%

作为(钟山)的老编辑!我自
然十分感谢忆老屡次为期刊惠赐
佳作!为杂志赢得了读者和文学
界更好的声誉 % 据我记忆 !从
#B<C

年至
#BBC

年十年间! 忆老
曾连续在(钟山)刊发六篇散文小
品!其中首篇(个园话竹)即荣获
(钟山)优秀散文奖%

#B!$

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书
香世家的忆明珠!本就有着特殊
的创作经历% 他三十岁时已写诗
多年!直到五十多岁时!才开始主
要转向散文小品创作% 及至六十
五岁!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荣获
全国优秀作品奖时 ! 又封笔诗
文 !主要转向书画创作 !且很快
就在文艺界赢得了诗文书画俱
佳的美誉%

在 (钟山 )刊发的 (个园话
竹 )!最能体现忆老早期散文的
特色% 这篇随笔式的写景散文!

以诗一般语言!借助于对扬州名
园个园景色描述所涉及关于竹
的人文典故 !表达宣泄的 !却全
然是作者个人的性灵与情怀% 难
怪此文刊发后不久!即铭刻于园
林之内 ! 吸引了众多游览者的
目光%

作为读者和评论爱好者!我
更看重的!还是忆老作为诗文书
画俱佳的才子型作家的美誉% 盖

因在我看来!考之当代文学史!真
正能荣获此等美誉的才子型作
家!实在太少%即说巴'金$老'舍$

曹'禺$吧!他们在诗文领域的成
就与声誉!自然远非忆老可比!但
论及书法和绘画! 就很少有人知
晓了% 至于成长在新社会的工农
作家! 往往由于在文化艺术修养
上的欠缺!或因各种条件所囿!则
更难达到诗文书画俱佳的境界%

可喜的是! 放眼改革开放以
来的文艺界! 已可看到不少中青
年作家!正在为提高文艺修养改
善昔日诗文书画方面的欠缺而
努力% 于是!我方才始能听到有
当代 /中国四才子书系 .'汪曾
祺 &忆明珠 &冯骥才 &贾平凹 $和
中国名老头之说 % 而在这四人
中 !显然 !汪老和忆老堪为领军
人物% 难怪提到文坛才子向来就
有/北有汪曾祺!南有忆明珠.之

说了% 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文
坛正有更多的青少年作家朝着这
个方向积聚力量! 扎扎实实地为
提高文学修养! 创作出更高水平
的作品而努力前行%

像忆老这样五十岁前后以诗
文出名!七老八十岁之后又以诗
文书画俱佳而闻名于世的才子
型作家!本足以令人羡慕和向往
了% 事实上 !近几年来 !国内已
有不少文艺出版社争向忆老约
稿 ! 并已出版十多本诗文书画
集 % 可一向淡泊名利!从不跟风
趋势 & 求红争宠的忆老偏偏于
!>>=

年出版了一本 (不肯红的
花)% 书中忆老开宗明义地坦露
了他创作诗文书画的心态 ,/江
山事业 &金钱美女 !统统不属于
我 !我所拥有的 !就是眼前的这
个1老2字% 除1老2而外!一无所
有!勉强看来!像是属于我的!只

有手中这支笔了3 .

或许正如忆老所言,-我好不
容易老了3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

到老了! 可该让我翘起尾巴做文
了3 .观之忆老一生为人经历!诚
如其常说之语,-淡泊明志! 淡泊
如水% 像我这样的人!即便肯红!

红得起来吗4.忆老实可谓对社会
对自己看得十分透彻清醒! 难怪
只有他这样的长者才会发出 /潇
洒老一回.的感慨了%

当然!无论如何!迟开的花总
比不开为好!迟到的荣誉与认可!

总比埋没文坛委屈终身要好得
多%忆老一生从来不争名争利!荣
辱不惊!清白为人!淡泊为文!实
可谓在人世间潇洒走一回了% 难
怪著名评论家黄毓璜先生生前在
忆老书画集(抱叶居小品)序言中
写道,/忆明珠现象!不说奇观!也
就算得一道异样的风景了% ./以

1雕虫留痕2&1画边留吟2&1水墨
留趣2!集成(抱叶居小品)!留下
的正是那种不拘一格而不绝如缕
的生命意绪和世情风味% .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 忆老
这朵昔日不能红不肯红的花终于
还是红了!而且红得惹人注目!引
人深思%作为他的编辑!作为他的
读者和评论爱好者! 我当为之高
兴为之点赞%作为他的邻居!作为
他的小辈文友! 我仍不免有意犹
未尽之憾% 如今! 在忆老离世之
际!倘若我光谈对他为文的评价!

避开对他为人的印象! 尤其是不
谈他是个有情有义& 重情守义的
文人!我便不免有愧对忆老之憾%

在不肯红和已经红之间 !在
老来诗文书画俱佳被视为/当代四
才子.之时!忆老之家已常有宾客
盈门之喜% 不管认识的或是陌生
的来访者!忆老夫妇尽力满足!待
人接物可谓有情有义!热情慷慨%

在我看来! 忆老对社会对时
代!对人心世情的理解!本是足够
清晰明智的! 他平时很少议论时
政! 在单位里也从不与人争执什
么! 但这一切并不表明他不食人
间烟火! 更不表明他是一个不辨
是非回避矛盾的和事佬! 和遇到
矛盾绕开去的懦夫%

忆老走了! 却给文苑留下了
让人难忘的文化遗产 ! 精美的
(忆明珠文集) 和 (小天地庐漫
笔)(不肯红的花)!还有(抱叶居
小品) 及他为文友所写的序言%

最后还为仪征文化馆留下了诗
文书画作品%

忆老走了 ! 我常站在自家
客厅里 ! 凝视墙壁上悬挂的忆
老为我题写的匾额 ! 那匾上书
法题写的 ! 正是他喜爱的郑板
桥的诗句 %

忆老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

忆老的诗文书画! 将永远铭刻在
我的记忆里%我相信!忆老及其诗
文书画! 也会镌刻在江苏甚至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