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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 法语翻译家

周克希先生出版翻译随笔集

"译边草#! 在文艺界广为流

传$十六年后!周克希回溯三

十余年文学翻译生涯! 结集

成书%草色遥看集 &!与读者

分享有欢欣更有艰辛的文学

翻译之路'

(翻译和读书!都要靠感

觉'感觉!是第一位的东西')

而什么是感觉* 什么又是技

术* 且听他娓娓道来个中奥

妙和心得+收在书中的访谈!

则轻松有趣地显现了他自身

的翻译活动以及他的 ,朋友

圈)动向!实际上也为读者展

现了一个时代的活跃的文化

剪影'

把早期中国纳入全球古典学研究中
"""访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

!

本报记者 金久超

近期#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

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

了第一期年度研修工作坊$ 其主

题是 %古代经典及其阐释文本&'

中国( 希腊和罗马古典学领域的

四位教授柯马丁(徐建委(格伦)牟

斯特和丹尼斯)费尼分别作了讲

座# 其后三十八位不同学科的国

内外年轻学者和博士生也分别作

了学术报告' 在分享各自文本传

统早期形式相似性的同时# 学者

们也就不同的古代文化如何发展

出不同观念和文化实践作了评论

和比较分析'

其实# 这个年轻的研究中心

早在今年年初甫一成立就引起了

学界的关注' 它隶属于中国人民

大学文学院#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东亚系研究主任柯马丁教授出

任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徐建委担任执行主任'

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包含了中国学

者和西方汉学家# 更不乏国际上

其他早期文明的研究专家' 随着

第一期工作坊落下帷幕#*文汇读

书周报+ 就全球人文学视野中的

中国古典学专访了研究中心的主

任柯马丁教授'

读 书#在中国本土设置这个

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是

否意味着将侧重于研究 ,古代中

国文本文化)*

柯马丁#在中国!研究中心的
结构设置是首创的" #古代文本
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或许会被误
解为只研究 #古代中国文本文
化$!但其所指乃全球文明的#文
本文化$% 研究中心致力于在明
晰的比较学框架下进行全球的

古代文本文化研究" 就此而论!

研究中心乃是日益壮大的全球
比较古典学研究网络的一分子"

但目前!这些机构都设立在欧美
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所设立的全
新的研究中心将连接中国学者
和这个全球的学术网络!并把其
他早期文明的顶尖专家引入中
国! 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努力!

把早期中国研究系统地纳入全
球古典学研究之中" 这是一个有
着全新研究方法的领域!改变那
些只关注一个国家内部文化的
历史 &宗教 &文学研究立场和传
统研究方法" 可以说!研究中心
不止关注中国!而是把中国研究
放在了更大目标的核心位置"

读 书#也就是说!这种将各地

的古代文本文化研究集中一起探讨

的形式是为了方便进一步进行比较

研究!这样做的最终诉求是什么*

柯马丁# 研究中心拥抱全球
早期和中古时代的文本文化比较
研究! 但并不要求学者自己成为
比较研究者"相反!研究中心将为
研究不同古代文明的专家创造多
元多边对话的学术空间! 让他们
展示自己的深层研究" 通过顶尖
的学术对话和同主题的并置研讨
'

#$%&'()*+&+),

(! 这种文化比较能
激发所有参与者相互学习! 发现
新问题! 并重新审视和陌生化自
己早已熟悉的知识! 在其他古代
文化的启发下建立全新的研究视
野% 我们宣导的文化比较并不寻
求建立新的道统!相反!这种通过
对话的比较研究! 是相互尊重和
开放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古代
文化能单独地在自身学术传统下

被充分研究%

我们成立研究中心的主要目
标是通过多种活动来回应当下全
球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新动向)

一&过去几十年里!新发现的出土
文献及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本!已
让古代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境界%二&近期!世界各地
新成立了许多文本研究中心!这
表明!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对古
代文本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
已经出现% 这点亦可见之于中国
学术界) 中国学者对古地中海地
区及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热度正
在增强% 三&写本研究&语文学&书
籍史及文本的物质性等新兴研
究! 以及通过跨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来研究文本文化的相关课题!

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读 书#能否简要介绍一下首

期研修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及阶段

性成果*

柯马丁# 在一周的工作坊期
间!学生们学习到包括古代文本的
形成& 阐释传统的发展等基本概
念!以及这些概念和实际的文本实
践在早期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之
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少量的相似性)

***在早期中国 '古埃及亦
然(! 抄本是随葬于墓中的% 相对
的!古希腊的代尔韦尼莎草纸抄本
却随葬礼一同火化'它的一部分奇
迹地从火中幸存!现代学者才得以
对其重新拼合(+

***作者身份在古希腊和古
罗马文学都处于核心地位!但在汉
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则无足轻重+

***在重要版本的制定上!古
希腊& 罗马和圣经文学的学术传

统!与中国毫无相似之处!寻找#原
始文本$在其学术传统中从来都是
不重要的+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
中!有一种把文本表面的意义替换
成揭示文本#真实含义$的全新意
义的解经和注释方法! 即寓言解
读!这与中国传统十分相似!他们
也用相似的替换法来对诗歌或,春
秋-这类文本,如,公羊传--进行
.解码$和重构+

***翻译虽对古罗马文学的
形成十分重要!但在古希腊和早期
中国'佛教传入前(却影响甚微+

***国家政权在文学传统发
展中的地位! 在早期中国极为突
出!在古希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作
用 '指亚历山大皇家图书馆的影
响(! 但对拉丁文学的产生几乎没
有影响+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在稳
定和可靠的经典上作注释的!而
早期中国! 注释服务于对早期诗
歌的构建和改写%故而!古希腊和
古罗马的作者既#作$又掌控其文
本!而在中国!编辑者和注疏者的
重要性要大得多%同样的!由于中
国书写系统的性质! 书写和口头
传播的相互作用在早期中国要比
古希腊和古罗马更加复杂+

***在相对早期的阶段里
'对应各自的形成时期(! 古希腊
和古罗马的文本在用语上高度稳
定! 而早期中国的诗歌传统则具
有相当的流动性! 直到帝国及其
教育机构将其收编才稳定下来+

***教育和学校对所有早期文
学传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
们却对早期中国'太学以外的(教学
环境了解不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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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首期年度研修工

作坊上作讲座的四位教授$从左至右分别为格伦)牟斯特'意大利

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古典学系
!

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徐建委.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丹尼斯)费尼.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柯马

丁.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