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评张炽恒译著"布莱克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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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资深的外国文学译者!张炽
恒先生有"泰戈尔诗选#"埃斯库罗斯悲剧
全集$%菲兹杰拉德小说选$"老人与海$和
"王尔德童话$等多部高水平译作问世& 除
却翻译家的身份外! 张炽恒还是一位作
家'诗人'学者!他在大学学习数学专业期
间就完成了首部译著%布莱克诗集#的初
稿& 对外文诗的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再创
造!由此可见张炽恒的才情& 可惜由于种
种原因!这部译著面临着漫长的道路与艰
难的等待& 好在张炽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
文学梦想!在历经波折中不断打磨!终于
在

!"""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译著的
首版!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美中不足
的是!首版书存在错字'漏印'格式错误等
问题& 随后由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的中英对照版%布雷克诗选#仍有少数错
误未得到勘正!这让张炽恒一直耿耿于怀&

此次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 给了
译者完成心中夙愿的机会!在校正过程中!

译者不仅修改了原先的几处硬伤! 还对近
三十首诗作了润色! 读者朋友们可以收获
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 这不仅是译者的幸
事!也是读者的幸事&

诗人布莱克出生于
!#$%

年的英国 !

他所处的时代! 欧洲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工业革命即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法国
大革命则爆发于

&%'"

年& 可以说!他是一
个伟大时代的英国诗坛上的一个伟大人
物& 在

())*

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一个票
选活动! 评选出一百位最伟大的英国人!

布莱克名列第三十八名& 他是一位独特的

画家和诗人& 他的画作(铜版蚀刻画)多为
宗教题材!有一种热烈而奇特的美感& 他
不但为自己的诗作配画! 还为弥尔顿的
"失乐园$和"复乐园$'乔叟的"坎特伯雷
故事集$'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但丁的"神
曲$配画& 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在许多
世界著名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中欣赏到他
的画作&

布莱克的诗歌则具有深邃的哲理性'

象征性与预言性& 张炽恒认为!布莱克的作
品做到了宗教'哲学和诗的统一!特点是质
朴'清新!兼具美妙的音乐性& 他还认为!在
布莱克笔下! 已经出现了现代派诗歌的味
道!*我们所体验到的现代文明的痛苦和失
落! 他体验得太早++但在他的精神世界
里!并没有否定物质和肉体& 相反!他所预
言和赞美的! 也许正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之
一& ,$"布莱克诗集#首版序言%从这个意义
上说! 布莱克领先于他的时代& 正因为如
此!许多当时名噪一时的诗人渐渐沉寂!布
莱克的声望却与日俱增&

文学'时代与人性是共通的& 不过应
该注意到! 由于东西方文化心理的差异!

许多看似相通'相似甚至相同的情感体验

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必须细细辨析!

这是我们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天然 *鸿
沟,!也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许多译
者囿于某种文化*误读,!或是由于急功近
利! 随意地将中国或东方世界的成语'谚
语或者典故套用在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
译中! 从而忽视了其原意或上下文语境&

幸而张炽恒并没有*媚俗,!如被引用率极
高的%天真的预言术#中的前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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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读到这四行诗 !便 *心领神
会,地将其与佛语*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
界!一树一菩提++,联系在一起!认为此
四行诗大有禅意! 与东方式智慧不谋而
合!于是将此四句译成*一沙一世界!一花
一天堂& 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 ,最为
妥帖& 但张炽恒认为!禅意之说只是我们
想当然而断章取义!其实只要用心结合整
首诗就不难发现! 这首诗与禅意毫无关
系!所表达的依然是布莱克自己的哲学与
宗教观念&

无需否认!现在已经不是写诗 '读诗
的时代了& 生活节奏这么快!信息量超载!

况且人们已经有太多抒发情感'消磨时间
的渠道!诗歌何为. 但不可否认!诗是最古
老'最凝练的文学形式!而早期文学与语
言的功能还 *纠缠不清,! 因此海德格尔
说-诗即语言& 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
语言的天分!那么也就能承认每个人都有
写诗'读诗的天分&

幸运的是!有此天分的人在今天并没
有完全被现实潮流裹挟!他们还在积极地
开发人类这一古老的技能!张炽恒就是其
中一位& 此次他与自己的文学*初恋,再度
重逢!念念不忘三十载!相信一定能在读
者那里引发阵阵回响&

建构中国的通识教育
!!!评朱振武主编"英美文化思辨教程#

!

杨世祥

新世纪以降!大学的*通识教
育,成为热门话题!引发了各个领
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各大学
也开始有步骤地推行通识教育!

这对改变以往大学教育中过于强
调专业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定位起
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目前
大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把通识教育
提上日程! 作为高校教育改革的
重心之一! 但通识教育概念之内
涵和外延的模糊性! 对通识教育
的完善和推广造成了一定困扰和
障碍& 适逢朱振武教授主编的"英
美文化思辨教程$付梓!书甫面世!

即获得多位方家的肯定和褒扬&

朱振武为这部教材绸缪数年!打
磨三载!倾尽心血!践行了他在多
年教学和研究中对通识教育的认
识和思考! 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
的通识教育范式! 为建构中国的
通识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从字面上看!*通识教育,是
对美国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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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迻译! 然而中国的通识教育实
践虽有对美国经验的借鉴! 但并
非简单的移植& 通识教育追求博
闻强识的*通识,精神在中国数千
年的儒家文教传统中长期存在&

即使是在近代!祭出*打倒孔家店,

大纛的社会革命家和五四新文化
群豪干将也一度秉承博雅通识的
理念! 如梁启超主张大学应培养
中西贯通'智仁勇并存的人才!蔡
元培要求对中西方文化兼收并
蓄 & 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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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十九世
纪初的美国! 并于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引起重视& 总体而言!美国的
通识教育的实践体现在课程设置
上!即除专业课程之外!学生需接
受其他学科的总体介绍性课程!

其目的是培养既具有较宽厚的专
业基础又全面发展的人& 这一课
程设置层面的*通识教育,在中国

大部分高校都已展开实验& 除此
之外! 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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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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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为教育界提供了更精神
化'更为形而上'更具彼岸性的借
鉴&博雅

L

自由教育认为知识具有自
身的价值!主张教育应该追寻生命
中的真'善'美!应当培养身体'心
灵'品格'学养俱佳的完整的人& 事
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识教育模
式汲取了博雅

L

自由教育中的自由
精神! 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
实质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民主化
语境下对这一古老传统的现代化
改造&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勃兴即是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本土传统和
异域经验合流的结果!其中体现了
人文精神的交融与和合&

从表面看!来自西方的通识
L

博雅教育高呼个体解放的号角!

呼吁培养全面发展的真正的
*人,! 似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精
神文明极大发展的美好图景& 然
而! 一切教育终究是特定价值观
念与意识形态代际传输的途径与
载体!举世皆然!通识教育也是如
此&在一定程度上!通识教育这一
概念与近年来颇为时髦的 *普世
价值, 有作为话语政治的相近之
处&这类命名方式以通识'普世的
外衣作为*障眼法,!对非西方文
明进行价值和文化的渗透甚至是
颠覆&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文
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
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
大问题&,这就要求国内教育界在

借鉴西方! 主要是美国的通识教
育体制时!坚守本土立场!对其所
负载的价值体系予以鉴别和厘
清! 并引导学生进行客观理性的
思辨!实现本土立场的价值嵌入&

朱振武在主编 "英美文化思
辨教程$时!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的本土立场! 从一位中国学者的
当下关怀出发! 立足于中国当下
的社会语境! 引领学生对当代英
美社会文化和中国现实进行融会
式反思!进而更清醒'全面'客观
地体悟形形色色的当代世界& 这
部通识教材名为 "英美文化思辨
教程$!实则以英美为宾!以中国
为主! 在立足本土的思辨精神中
折射出英美文化的多重面孔!使
学生更理性全面地认识文化的同
与不同! 进而塑造其立足于本土
的价值观念&

强调通识教育的本土立场与
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裹
足不前'固步自封& 反之!它呼吁
以中国的现实土壤为立足点!考
察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谱系
与脉络! 进而在整体文明史的视
域下审视当今主要文明存在的问
题! 其终极目标是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意识! 为陷入普遍危机
与困顿的当下世界寻找出路& 二
十世纪以来! 世界文明陷入前所
未有的危机! 两次世界大战为人
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核威胁'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恐怖主义等威
胁如同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将何去何从令人深思& 而东
方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和全球化的
裹挟之下!更面临本土与西方'民
族传统与现代演进等多个维度的
碰撞与和合&对文明的前景!人类
的命运与民族未来走向的忧思并
非只属于个别民族国家! 而是全
人类的基本焦虑& 普遍的危机背
后! 隐伏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形态
的转型&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
产很大程度上取代人工劳作!工
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 经济基础
的改变带来政治模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和詹明信所言 *文化逻
辑,的变易!全球化的浪潮也将全
世界裹挟入文明形态转型的暗流
之中! 文明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
新阶段和新形态& 经济'政治'文
化' 思维的巨大变革被挤压至晚
近的百余年间! 旧形态断裂和新

文明勃兴的双重张力使全人类共
同面临转型的危机与考验&

世界各国各族都身处这个涵
盖文明各个层面' 无所不包的文
明转型中! 关于中国的问题也丝
丝缕缕地与世界文明的历史沿革
密切相关& 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无不有深刻的外在背景!这
些问题与挑战本身也往往并非一
国一族的! 而是全世界休戚与共
的! 这就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意识思考当下世界& 这也是中
国政府近年来的一贯主张! 并在
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在这样的语境下! 融合中西人文
传统' 旨在探索全人类共同出路
的通识教育模式创新也势在必
行&朱振武的这部通识教材!选材
广博!更通过导读'审问'慎思'明
辨' 笃行各个环节的积极引导和
系统阐发! 为学生铺展开当代世
界的详细图景& 主题类似的中英
文选文让学生在相互对比' 相互
映衬的学习过程中! 审视时代沉
疴! 遍览寰球风貌! 汲取东西营
养!实现人文传统的整合!在明确
以我为主的本土立场的同时!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担
当& 这样的编排模式在同类教材
中尚属首创! 对推动通识教育创
新的意义不容忽视&

通识教育时下在我国正方兴
未艾! 但恰到好处的教材却实在
难以寻觅!更缺少融广度'精度'

深度于一体! 民族立场与国际视
野并重! 忧患意识与情怀担当皆
备的教材& "英美文化思辨教程$

正好补了这个空缺&这部*长期构
思!三载锤炼!经年打磨,的作品
为通识教材编写中的选材来源'

编排模式' 文化立场和价值尺度
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也是推动通识教育本土化的一次
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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