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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上戏越剧本科班开启毕业巡演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上海戏剧学院

首届越剧本科班学生原创毕业大戏 《十
二角色》和《红楼梦》等日前上演，新秀初

试啼声在业界引发关注。 昨天，“戏曲新

生代的‘角色’———首届越剧本科班的教

学、创作和未来发展”专家研讨会在上海

文艺会堂召开， 与会专家寄语新一代越

剧人，坚守初心，提升文化素养，真正从

前辈手中接过传承之棒。
这届越剧本科班学生是由上海越剧

院委托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联合培养

的， 他们的毕业标志着越剧第十代即将

在舞台绽放光彩。 除了在上海这个学艺

之地亮相， 上海戏剧学院还联手上海戏

曲艺术中心和上海越剧院， 特别为他们

推出宁波、温州、余姚、南通、常州五地巡

演和北京长安大戏院毕业汇报演出，剧
目则挑选 《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和

男女合演《家》《花中君子》四台传统戏，既
兼顾各流派展示，同样也最能检验年轻一

代的表现。
各个流派前辈、老师在十载科班里、

在他们身上倾注大量心血。 舞台上的青

春靓丽外表之下， 有人已是艺术尖角初

露。 比如徐派小生王婉娜有着同龄人少

见的成熟稳健，在上海的毕业公演中，作
为 《红楼梦 》后半部的宝玉 ，她挑战 《哭

灵》这个徐派的高难度唱段，赢得老戏迷

肯定的掌声。 袁派花旦赵心瑜平日里被

老师同学唤作“小芬”———无论身形扮相

还是声线特质， 都让前辈看到了袁雪芬

的影子。
传承经典是本，舞台实践是抓手。剧

作家李莉说：“希望青年演员把越剧的经

典剧目一个个扎扎实实排出来， 传承下

去，然后到舞台上去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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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译”与首译失衡，
暴露图书翻译市场怪圈

部分公版书频频再版却鱼龙混杂 翻译批评的专业空间狭小

翻译类文学作品中， 经典名著译

本常销不衰，尤其是公版书，甚至再版

频频。 重复翻译扎堆，难免鱼龙混杂。
如市场上可见的《小王子》就有五花八

门的百余种译本，有些“速成式”中译

本品质堪忧， 屡屡让翻译界人士摇头

叹息。眼下，国内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愈

发淡化， 几乎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做文

学翻译类图书， 但这些出版机构和编

辑团队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有专家直

言， 一些连外语专业编辑都不配备的

出版社也在大出世界名著，引人担忧。

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
流入重复翻译大潮

日前，“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

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在沪举办，
由上海翻译家协会、 上海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办，多名翻译界、出版界人士

直陈隐忧： 近几年外国文学公版书重

复出版达到高峰， 但一哄而上的热闹

背后存在良莠不齐、低水平“炒冷饭”
等现象，有的版本随意“抓取”几个已

面世的中译本，复制拼贴、改头换面，
手法粗糙，书中不乏谬误。

的确， 低成本、 低风险的公版图

书， 与需要购买版权的书不可同日而

语，译者承受的压力也低于首译本。研
讨会上，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

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说， 除了那些被一

次性买断版权的译稿， 不少复译本都

有合同期满再 续 约 或 转 投 他 社 的 可

能， 甚至大牌译者坚持与多家出版社

签订非独家合同，这些因素加起来，译
者在复译本上所得收益有可能远高于

首译本。 而版权书大多是知名度尚待

积累的现当代作品，翻译的难度高、风
险大。

于是就容易形成一个怪圈： 世界

名著动辄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中译本，
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中青年译者通

常却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 还有

可能被舆论挑剔。长此以往，本来就极为

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公

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
“这并不是说，复译本的价值一定低

于首译本， 像 《莎士比亚全集》《尤利西

斯》等难度高、周期长、收益小的复译不

是太多而是太少。 ”黄昱宁说，业内诟病

的“复译本”，指那些早已被重复翻译多

次、徒具商业目的却无意义的翻译。

专业的翻译批评易被喧
嚣“花边”所淹没

多名译者谈到一类现象： 目前国内

对文学翻译缺少客观全面的评价， 少数

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容易被 一 些 喧

嚣、耸人听闻的“花边”言论所淹没。一些

对于译文的指责人云亦云， 当代文学的

普及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比如， 曾有读者在社交平台上 “开

骂”，指出一家出版社出的福克纳的译本

有印刷事故———连着两三页一个标点符

号都没有。 但这正是福克纳的经典标志

性文风， 显然这一风格尚未被读者 “习
惯”。还有些网民心目中“文采斐然”的译

文，衡量标准多是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

文辞；对于不喜欢的译本，常见的指责就

是“不流畅”“读不懂”或“毫无美感”等。
“部分对现当代文学译文的指责，实

际上针对的是原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调整的并不是译文质量， 而是当代文学

观念的普及。 ”黄昱宁说，母语文本的情

况相当复杂多元， 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

创作本就不是奔着“流畅华丽”而去，但

市场上一些舆论观点存在偏差。

文化摆渡人不能异化成
“翻译机器”

在作家小白看来， 新一代读者的阅

读视野宽广， 有的甚至能用多种语言看

外国小说，加上各种翻译软件、人工智能

翻译的日益发展为之注入了更 多 可 能

性。 这在无形中抬高了翻译的专业门

槛，有学者指出，身为不同语种、不同

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应自觉区别于“流
水线”式的技术工。著名翻译家周克希

说过 ：“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 觉 的 历

程， 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

程。”比如说，读了汝龙译的契诃夫，读
者就能体会到 那 种 契 诃 夫 独 有 的 感

觉：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
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 汝龙几十

年如一日，先是基于英译本译出了 27
册契诃夫小说选，后又补学俄语，根据

原文重译一遍，令人感佩。
放眼当下翻译圈， 兢兢业业的译

者不少， 但敬畏之心是不是也在一些

乱象中有所流失？就在今年 4 月，上海

翻译家协会发布了 《上海文学翻译家

职业道德公约》，其中“提倡文责自负，
多出精品优品。反对急功近利，粗制滥

造， 自觉谢绝不能胜任的翻译约稿”，
相当醒目，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

行业自律。

上海城市剧院将推话剧演出季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日前，由陈

佩斯、杨立新联手主演的话剧《戏台》在

上海城市剧院开票。据悉，上海城市剧院

从下个月起将推出话剧演出季， 每月上

演一部话剧作品，总计七台演出。
今年话剧演出季以名家名剧、 经典

剧目和中西结合为特色。节目单中除《戏
台》以外，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剧院经典

话剧《茶花女》颇为引人关注。 该剧是文

化部外联局派出考察采购小组进行精选

的节目之一， 此次中国之行只在北京人

艺和上海城市剧院各演两场。
据悉，《戏台》 将于十月在城市剧院

连演三天。 《戏台》2015 年作为北京喜剧

院的开幕大戏首演于京城， 目前已在中

国 23 个城市巡演超过 130 场。全剧结构

精巧，误会、巧合、计谋等喜剧技巧层层

铺陈， 将乱世时期戏班后台多方位地展

现在舞台之上， 用小人物来彰显大时代

的悲欢。 此外，田水、沈磊主演的都市情

感话剧《卡布奇诺的咸味》、伦敦西区惊

悚悬疑剧《谋杀者》、话剧《十二个人》、中
国台湾果陀剧场轻松职场喜剧 《五斗米

靠腰》、明星版原创话剧《家客》也将与广

大观众见面。
此次上海城市剧院话剧季演出设置

有 3000 余张 80 元公益票， 更为市民们

准备了不同规格的优惠套票。

文化 公告

越剧本科班在沪上毕业公演时的首场大戏 《红楼梦》。 （上海越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