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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钰泉编辑随笔选》

褚钰泉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

定价：48 元

今天是创办并长期主编

《 文 汇 读 书 周 报 》 《 悦 读

MOOK》 的一代名编褚钰泉

先生周年忌日，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特推出 《褚钰泉

编辑随笔选》，以 “重温他的

遗作， 缅怀这位一辈子和书

打交道的重量级的读书人”。
本文集“正编”收入褚钰

泉先生发表于 《文汇读书周

报》“阿昌逛书市”、《编辑学

刊 》 “ 书 林 短 笛 ”、 《 悦 读

MOOK》“卷首语” 等专栏上

的编辑随笔凡三百篇 ， “副

编” 则主要选编了褚钰泉先

生在《文汇报》社工作期间采

写的新闻特写、 通讯等十余

篇。全书计三十万字，概要反

映了褚钰泉先生自改革开放

以来的新闻编辑生涯。 本书

由陈铁健、郝銘鉴、张秋林先

生分别作序， 吴道弘先生也

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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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纽约出版家们不知道的事
———斯洛文尼亚作家德拉戈·扬察尔访谈

■肖 进

关于斯洛文尼亚的

文学与历史

“文学总是地方的和民族的，
但作家的经验和表达却是世界

性的。 ”

肖 进：扬察尔先生，您好！ 很

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一起聊聊

文学与创作。 在此之前，我在 2011
年版的 《最佳欧洲小说》（中文版）
中读到过您的《预言》，这是一篇非

常精彩的小说。 就我所知，您的作

品被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中国读

者对包括您在内的斯洛文尼亚作

家也缺乏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先从您的文学创作谈起，
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德拉戈·扬察尔：我小的时候

读过很多书， 这些书给我带来一

种想象的、虚幻的空间。这种想象

的空间帮助我克服生活中遇到的

许多困难， 我在学校的成绩都跟

文学、写作有密切的关联。后来我

开始发表作品， 这些作品得以发

表给我一种我在社会上留下了印

迹的感觉。 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上

留下印迹，我也不例外。这些作品

发表之后，我开始写许多书，首先

我写了几篇短篇小说， 然后在一

段时间之内我被话剧所吸引，最

后我开始写长篇小说， 尤其是历

史小说。 这就是我写作初期的过

程。 文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满足

感， 同时也帮助我脱离了俗世的

生活。在我看来，进入文学的虚幻

世界可以帮助人生活。

肖 进：您的小说大都充满了

历史感， 仔细阅读却又感到有对

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 我知道您

并不是一个书斋中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在独立之前还是独立之

后， 您都十分关注斯洛文尼亚社

会的发展， 这二者如何能够融合

在您的创作中？

德拉戈·扬察尔： 我 的 很 多

作 品 跟 现 实 生 活 和 历 史 研 究 都

有密切的关系 。 我在写作之前 ，
首 先 做 的 是 认 真 研 究 历 史 材

料 ， 然 后 通 过 自 己 的 想 象 力 与

写 作 方 式 调 整 这 些 材 料 。 我 的

作 品 经 常 涉 及 到 某 些 斯 洛 文 尼

亚历史中的阴暗事情。 我的小说

《北极光》 里的故事发生在二战

爆发之前一段时间。 在最近发表

的一篇小说（在法国获得了文学

奖）写的是斯洛文尼亚解放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大多数

作品都是历史小说，不过这些作

品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我 们 现 在 生 活

的 社 会 ， 我 的 小 说 不 仅 是 历 史

小说 。

肖 进：您认为斯洛文尼亚读

者和外国读者在阅读您的作品

时，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德拉戈·扬察尔：这是一个非

常有趣的问题。 文学总是地方的

和民族的， 但作家的经验和表达

却是世界性的。 我相信我的文学

是世界性的， 面对世界上不同的

读者有很多话说。很多时候，我讲

的故事都发生在斯洛文尼亚的一

些小村庄或马里博尔这座城市。
没有人会知道这些地方， 也许读

了我的作品， 会产生进一步了解

的兴趣。 我也相信中国的读者会

对我的小说感兴趣。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

都生活在相类似的环境之中。 我

们都带着传统的负担， 又要面对

现代的生活。无论你生活在中国、
日本还是非洲或别的什么地方，
你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文学总

是在谈论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
而非整体上的人性。

肖 进 ：说到历史 ，我对斯洛

文尼亚的历史并不是非常了解，
尤其是文学发展的历史。 斯洛文

尼亚的文学曾有过什么样的历史

发展，现在的情况如何？
（下转第二版）

获奖或许不会影响文学创作本身，但却从出版方面影响了一个

作家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及他被本土乃至全球读者的接受程

度。 相反，由于没有获奖，某些偏远地区和小语种国家的优秀文学作

品因为语言这座“巴别塔”而未能与我们见面，也实属可惜。
在本文作者对斯洛文尼亚的作家德拉戈·扬察尔的访谈中，两人

就两地的文学和创作进行了互相观照式地探讨。这位当地代表性的，
在西方世界里颇具盛名且获奖无数的作家，在中国却鲜为人知。所以

这次，我们想带你走进斯洛文尼亚，因为我们认为，奖项之外，文学世

界和我们所处的地球一样，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更广阔的天地

待挖掘。 ———编 者

德拉戈·扬察尔部分作品

德 拉 戈·扬 察 尔 （Drago Jan ar，
1948———）， 斯洛文尼亚当代著名作家、剧

作家。 曾先后获得斯洛文尼亚最富盛名的

艺术奖———Pre觢eren 奖（1993），欧洲短篇小

说 奖 [奥 格 斯 堡 （Augsburg），1994]、奥 地 利

让·阿梅利 （Jean Améry）文学 奖 （1997）、年

度最佳小说 [克里斯尼克（Kresnik），1999]、
赫德尔文学奖（Herder Prize，2003）、欧洲文

学奖（2011）、法国文学奖（2014）、伊格内修

斯·西 洛 内 （Ignazio Silone） 国 际 文 学 奖

（2016）等。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北极光》
(Northern Lights) （1984）、 《 天 使 的 凝 视 》
(Angel's Gaze)（1992）等，短篇小说集 《乔伊

斯的学生》（2006），戏剧《寂静的钟摆》(The
Silently Oscillating Clock)（2007）等。 其作品

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十八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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