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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学经典是海派文化传承的基础

■本报实习生 钱芝安 记者 蒋楚婷

———访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孙颙

“海派文化并不只有百乐门

的 风 花 雪 月 与 上 海 滩 的 打 打 杀

杀， 海派文化的基础应该是在文

学上。”在上海作协一间小会议室

里，知名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
上 海 文 学 发 展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孙

颙，在“与二十五部经典的上海相

遇———2017~2018 青年学子品读

文学经典大赛” 启动仪式后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这样强调。
此次大赛， 是由上海文学发展基

金会发起、 主办的青年评论创作

比赛。大赛组委会从“海上文学百

家文库” 中选出二十五部经典文

学作品， 要求参赛选手任选一部

作品精读， 并据此撰写一篇具有

独立见解的书评文章。“只有认真

阅读了， 才有资格谈得上与经典

对话，继而才谈得上传承经典。 ”
作为此次大赛的评委会主任，孙

颙如是说。

读书：您对于“经典”是怎样

定义的？ 这次大赛的二十五部经

典书目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孙颙：在我看来，经典实际上

是很难界定的。我们现在只能说，
如果一本书不仅在它发表的那个

时代， 更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 并在文

学界具有相当的声誉， 那么这样

的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 可以称

之为某一时段的经典。 我们在选

择书目时， 基本都是选择这样的

作家、作品。我们不会用单一的尺

子来衡量经典。 正如鲁迅的作品

是经典， 与他有过争论的施蛰存

的作品也是经典。 只要是今天读

来仍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我们

都提倡阅读和传承。
除此之外， 我们选择的作家

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写作、 生活过

很长一段时间， 并在此留下作品

的； 而作品也基本上都是他们旅

居上海时所创作的。 我们也想借

这些经典为海派文化正名。 海派

文化并不只有百乐门的风花雪月

与上海滩的打打杀杀， 海派文化

的基础应该是在文学上。 现在人

们谈起海派文化会更多地想起前

者，这是我们所痛心的。上海是现

当代文学的重镇， 而这些文学经

典的身上也背负着传承海派文化

的重任。 海派文学的题材类型是

非常浩瀚的， 我们希望人们所认

识的海派文学不仅仅是其中某一

个方面。
读书： 在这二十五部经典作

品中， 有没有对您本人产生过特

别影响的书？
孙颙：在我成长的时候，中学

时代，能够看到的东西很有限，阅
读鲁迅的作品最多。 后来阅读的

接触面拓宽了，渐渐接触到茅盾、
巴金他们的作品。 一直到大学读

书之后， 我才接触到过去认为比

较另类的一些作家，例如施蛰存、
许杰先生的作品。 回想起来对我

影响比较大的四位中国现代文学

作家应该是，鲁迅、巴金、茅盾以

及施蛰存。前三位不必多说，对我

有比较特殊意义的作家应该是施

蛰存先生。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

求学时，我只听过他的大课，印象

不深。 1982 年，我从华师大毕业

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 任小

说编辑。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国新

文学大系”的编选。当时可参考的

资料很少， 主持工作的领导就要

求我们去徐家汇藏书楼大量阅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和文学

杂志。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对

我有着巨大影响的学习过程，而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施蛰存先生

的作品“相遇”的。当时阅读，我就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因为

当 时 的 文 学 选 本 基 本 不 选 施 先

生，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过

程中， 我向领导力荐施蛰存先生

的作品。 我认为施蛰存先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是最早把现代派创作手法圆熟引

进的作家， 是一位了不起的经典

作家。若干年后，我任上海文学艺

术奖的评委，我坚持认为，将终身

成就奖颁与施蛰存先生， 是上海

文学艺术奖对一位被误解多年的

重要作家的致敬。 尽管我很少写

作先锋派的实验作品， 但施蛰存

先 生 对 我 的 影 响 不 局 限 于 文 体

上， 更多的是他作品中独特的创

造能力。

读书：“与二十五部经典的上

海相遇———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

典大赛” 这次已经是第二届了，
2015 年举办的第一届曾产生了巨

大反响。 那么当初，上海文学发展

基金会是怎么想到要办这样的一

个大赛的？
孙颙：2010 年， 由上海市作

家协会与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

持、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

家文库”出版。这套丛书凝结了沪

上诸多学者及教授数年的心血，
蕴含了绝大多数上海文学的积淀

和精华。然而丛书出版之后，我们

发现能够真正关注和阅读这套书

的人很少。而当代的大学生，除了

课 堂 上 老 师 布 置 的 阅 读 任 务 之

外， 很少会自己课外拓展阅读这

些海派文学的经典。 他们读国外

译介文学居多， 久而久之形成了

一种错误的观点， 即认为十九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不

高。 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失偏颇的

看法。 这样的现状促使我们想推

动年轻一代对于海派文学经典的

阅读。鉴于大学生，乃至高中生的

课业压力， 不可能要求他们读太

多的课外书。 于是我们就着手从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一次挑选

出二十五部经典， 利用比赛的机

会，集中让年轻一代去阅读、去思

考。而我们的初衷和宗旨，也仅仅

是让青年学子去读这些经典。 因

为只有认真阅读了， 才有资格谈

得上与经典对话， 继而才谈得上

传承经典。 虽然这是一个看似不

怎么宏伟的目标，但我们认为，要
想真正行之有效， 就必须做一些

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读书： 对于参赛书评的评判

标准是怎样的？ 您对于年轻人写

书评有怎样的期待？
孙颙： 我们大赛的终审评委

之一，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的王

纪人教授对于青年创作评论文章

提出过“三精”的要求，即精准、精
道、精彩。我们希望看到的评论文

字不是四平八稳的， 而是具有青

年人独特眼光的、锐气的文字。我

们不要求文章的创作非常完备，
我们期待的是创作的独特性。 就

如同小说的创作， 文艺评论的创

作 也 应 该 注 重 独 特 的 艺 术 创 造

力。不是按照既有的、别人写惯的

套路来创作，而是应该自成一体，
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 我们需要

的不是教学要求的那种几段论式

的文章， 而是能够有创新闪光点

冒尖的作品。 在上届参赛作品中，
我们就很高兴看到了许多出色的

评论文章， 例如有两篇评论施蛰

存先生《鸠摩罗什》的获奖作品就

非常精彩， 一篇是来自北师大文

学院的薛义创作的《罗什的舌头》，
另一篇是来自上海市市北中学沈

晓晨的《真假黑白》。 在这些优秀作

品中，同质化的现象较少，让我们

看到了青年评论的活力。
至于比赛的公平性，我们大赛

的评审请到了权威资深的评论家，
也请到了一批年轻的文艺评论家，
他们对于评论文章的阅读是很全

面的，是否为原创应该一眼就能鉴

别“真伪”。 另外，我们大赛还增设

笔试及对话语音复试等形式来杜

绝抄袭代写等现象。 种种设置，都
是为了确保这些选手真真正正是

阅读过了这些经典。

读书： 为什么会选择高中至

二十五周岁的青少年作为参赛对

象？ 您觉得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

读经典的现状如何？ 该阶段读经

典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孙颙：我们选择的，应该正好

是高中到硕士的青年们所处的年

龄段。他们这个群体比较年轻，而
在这个年龄段创作评论文章其实

就目前来说是很少能有发表的机

会的。上一届颁奖典礼时，有一位

学理工科专业的外地选手表示，
如果没有这个比赛， 他可能永远

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竟会走文学

批评的道路。我们举办这个比赛，
也是立足于他们的成长， 想为他

们提供一点动力，提供一个平台，
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同时也是为

青年评论人才库提供储备。
现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 ，

读外国文学、流行文学比较多，读
现当代文学的比较少。 我们不是

排斥外国的、流行的东西，只是希

望青年人的阅读能够更加全面一

点， 我们想弥补当下对于现当代

文学关注的短缺。 刚刚落幕的上

海书展的成功之处， 就是在一段

时间内， 将全民关注的热点都集

中到“书”上，让阅读成为一个热

点话题；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

比赛， 能让大家有一段时间能集

中关注海派文学、现当代文学。
读现当代经典， 有助于这个

年龄段的青年对中国近一二百年

以来， 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文化、生活有一个真实而全

面的感知。 尽管文学作品是作家

写作出来的景象， 但当时人所写

作的上海或中国要比我们现在来

看当时客观得多。 我觉得阅读现

当代经典是认识中国、 认识社会

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另外，就创

作视角来说， 只阅读外国文学肯

定是不够的。对于学习、训练写作

的青年而言， 在阅读现当代经典

中能够获取不可替代的经验，从

而使自己的创作更加全面。

（上接第一版）

王维成为二十世纪在西方

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诗人

二十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个

重要事件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

诗歌之间跨时空的对话，而美国诗人主动

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是其重要表现。 中国山

水诗的代表，如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等特

别受到青睐。 而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唐朝

诗人寒山的诗之所以能在美国流行，在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深生态诗人斯奈

德对寒山的有效译介。
美国译介中国诗歌大致可分为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
这一阶段，庞德得到了著名东方学家费诺

罗萨生前还没来得及整理的中国古典诗

歌学习笔记， 在 1915 年编辑整理出版了

包括李白、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英译选

集《华夏集》，由此引领了美国诗人主动译

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费诺罗萨在其笔记中， 对山水诗人王

维给予了特别关注。 受费诺罗萨影响，庞德

在其 1915 年列出的中国诗人名单中，将王

维排在前八位著名诗人之列。 王维的诗歌

深受道家和禅宗生态思想的影响， 充分体

现了“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超越了自我

和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 这与西方现代深

生态观不谋而合。 王维成为二十世纪在西

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诗人。
美国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二个阶

段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 赵毅衡认为：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典诗歌中传达的

独特的自然观吸引了不少西方诗人的眼

光。 其中，斯奈德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最

有影响的生态诗人及深生态学者。 他的成

功翻译使得在本土名不见经传的寒山在

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

“美国的寒山”。 作为深生态思想的倡导

者，他从中国大乘佛教及道家思想中寻找

灵感，用以阐发他的深生态思想。 而他也

大量翻译了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他对

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的充分把握为他成

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必要基础。

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

目的语读者的认可， 必须有鲜

明的文化自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会对中国

传统生态智慧产生兴趣呢？ 在二十世纪之

前，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本质差

异一直存在着,并且鲜明地体现在诗歌、绘
画等艺术中。

上世纪初，在美国逐渐兴起的荒野情

结促进了他们对崇尚天人合一的禅宗及

道家自然观的理解。 而 1960 年代西方现

代生态危机在美国爆发后，不少西方生态

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东方

传统思想中找到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

药，由此出现明显的向“东方生态智慧”回

归的倾向。 对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关注在

二十世纪的西方逐渐成为了一股显流，由

此推动了对道家思想与山水诗歌的主动

译介。 而就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言，一些蕴

含丰富生态价值的作品，比如《狼图腾 》，
朦胧派诗歌，海子、于坚的诗歌等，都被西

方主动译入。 这表明西方在二十世纪生态

意识的增强直接影响了他们 “译什么”的

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黄忠廉在《文

化译出谁主译？ 》 一文中指出：“文化缺什

么，才会强调什么，也才会主动译入什么。 ”
以此观之，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目的

语读者的认可， 必须有鲜明的文化自觉，
充分了解自身文化的吸引力之所在，才能

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达到费孝通先

生所说的 “各美其 美 ，美 人 之 美 ，美 美 与

共，天下大同”的臻美境界。 西方在十八世

纪和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主动译入可

为我们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孙颙 徐福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