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多年前! 被誉为中西会通第一人的

徐光启!博采西学!身体力行!为上海培植了

善于吸纳和融合外国文明成果的文化基因!

奠定了延绵数百年积极翻译出版世界各国优

秀图书的文化根脉" 因此!当晚清和#五四$

以来的中西文化在此风云际会!上海以博大

的胸襟吐故纳新!引领时代!成为我国西学东

传的主要中心%

英国文学是我国翻译时间早且数量众多

的对象之一!其作品深受中国译者的重视和读

者的喜爱" 英国文学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创

作!开拓中国读者的文学视野!增进中英两国

之间知识与文化的共享! 提供了丰盛的资源"

上海图书馆所藏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

料"为了让中国的读者更加了解英国文化及其

在上海的传播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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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作为中英两国政府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文苑英华'((来自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英国作家手稿展将在上海

图书馆举行 % 届时将展出夏洛特)勃朗特 *

()*)

劳伦斯*珀西+比西+雪莱*

+),)

艾略特和

查尔斯+狄更斯五位大师的手稿! 以及反映英

国作家作品在中国译介过程的相关文献" 为

此!本报特约请中方主策展人*上海图书馆黄

显功先生讲述有关展品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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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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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美术史对视觉对象的分

析! 长期以来围绕 "图像#和

"形式$ 这两个核心概念展

开!而%空间$及与之有关的

概念不断出现在著名美术史

家& 艺评家和策展人巫鸿的

美术史写作中! 开始形成观

察&描述和解释美术作品中的

一个框架'

以%空间#为核心的研究

方法在美术史学科的发展中

有何根据和逻辑( "空间$的

概念是否有包容和超越 "图

像$及"形式$的潜能(这种潜

能是否表现为对于客体 &主

体和原境等常规概念的打破

和连接( 该书以"空间$为线

索! 将多年来作者对中国美

术史的研究在方法论的高度

上进行了整合)

英国文学在上海的翻译与传播
!

黄显功

两件中方展品的珍贵记忆

!$

世纪中叶以来!上海是我
国西学人才的集聚之地! 涌现了
众多著名的翻译家! 其中不少人
身兼作家"学者和编辑!在推动外
国文学传播方面具有综合优势#

他们的翻译成果见证了上海的西
学传播从由传教士和外国人亲自
翻译!或$口授笔录%的中外合作!

到由中国人用中文翻译的转折#

从那些传世百年的文学译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呈现形式经
历了译述&归化&文言到白话文的
升华! 从中展现了文学译介在社
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影响下的变
迁# 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促进中国
文学的创作手法& 叙事方式和艺
术表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助推了
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兴
起!为中国

%"

世纪的文学发展提
供了典范文本! 极大地拓展了中
国读者的文学欣赏与阅读视野#

英国文学作品是这一过程中的重
要媒介和内容#

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
中! 有两件值得纪念的展品令我
特别感慨# 一是朱生豪先生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时所用的词典# 我

在
&

月
&

日下午特地赴嘉兴朱生
豪故居! 在朱尚刚先生的引导下
上楼参观了朱生豪的卧室和他翻
译莎士比亚作品时的写字台!听
朱尚刚为我讲解其父的往事# 朱
生豪先生是我国首位系统翻译莎
士比亚戏剧作品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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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
因肺结核病而英年早逝! 共翻译
完成了

&!

部莎剧作品!由上海世
界书局在

!$'(

年出版# 我捧着这
本被主人翻阅了无数次的 '牛津
当代英语简明词典(!心情格外激
动! 它是英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
个重要见证#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的三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后经
过校订&补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我国
流传最广的通行经典版本#

第二件是屠岸先生翻译 '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所用的底本#

这本
!$"'

年版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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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英文本!承载了一段中国
译坛佳话#在

%"!%

年去拜访屠岸
先生时! 我曾手持此书听他讲述
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上世纪

'"

年
代他在沪读书时! 经常去现名复
兴西路的古今书店! 在架上见到
此书时爱不释手! 因价高而未能
买下! 于是向店主商借了一个星
期#当他归还时!想不到店主竟慷

慨地签名相赠# 屠岸据此投入了
莎士比亚诗歌翻译!

!$4"

年在上
海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 '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5"

多年来!

他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出版了多
个版本#

%"!5

年!正值莎士比亚
逝世

'""

周年! 在上海图书馆的
支持下! 再次在上海出版了世界
第一部线装本 '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我

&

月
'

日特地从屠岸女儿
的手中借来了此书参展#

中英作家的历史情缘

在此次展览上! 也有一份上
海图书馆收藏的英国作家手稿亮
相! 这是剧作家萧伯纳题赠上海
戏剧家黄佐临的一件珍贵手迹#

!$&(

年
(

月
!"

日! 黄佐临回国
前在伦敦向萧伯纳辞行# 那天正
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萧伯
纳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万分愤
慨! 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满怀
信心# 他在题词中对中国表达了
热情的期望!$起来!中国

6

东方世
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而许多英国作家在上海的访
问与互动! 也谱写了一首首动人
的篇章#

!$%"

年
!

月!上海的礼
查饭店入住了毛姆! 他的中国之

行!诞生了'在中国的屏风上(*剧
作家萧伯纳既有与上海戏剧家黄
佐临赠物题词的深情厚谊! 也有
!$&!

年乘坐 $皇后 %号轮船到沪
访问

#

小时的盛况*在
!$&#

年抗
日烽火中来到上海的著名诗人奥
登! 激发了上海诗人邵洵美抗战
诗歌的创作与翻译! 演绎了一段
诗坛佳话+ 还有世界三大科幻作
家之一的克拉克与上海作家叶永
烈之间的嘤鸣求友! 在上海写作
计划和上海书展中频频亮相的英
国作家们,,

另外!英国文学的名家名作在
上海的出版也呈现出首译"首印多!

一书重译多的现象+ 如以深受中国
读者喜爱的作家狄更斯为例! 他的
小说在

!$"(

年至
!$"$

年连续出
版了

4

部!'匹克威克外传( 的首译
本 '旅行笑史(

!$!#

年由中华书局
出版*

!$!5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
第一部多卷本 '福尔摩斯侦探全
集(*弥尔顿的名诗'失乐园(

!$&'

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上海翻
译家黄杲炘首次翻译出版了我国
第一部诗体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
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上
海被重译出版了

!"

多个版本+此番
景象正是上海翻译实力的写照!其
例不胜枚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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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英国作家手稿展开展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