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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如玉·

浮生只合诗前老

■章佳萍

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

蠹鱼。 《我对诗歌所知甚少》与其说

是一部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抒情风

格， 同时又论证严密的学术性专

著，不如说是一所独家珍藏的诗学

记忆馆，一面折射个人心智升华的

审美历险的镜子。
全书涵盖了沈健先生 30 年来

在学术、工作、交游中与诗相遇、与
自我相遇的体验，共分四辑，分别

为《迷宫来访：细读名家》《我们的

眼帘被针线缝合： 半解诗学》《醒，
就梦中往外跳伞：述评浙江》《一起

醒来多么美妙：诗评片语》。 这些独

具匠心的名字彰显出一个博览群

书、对诗歌艺术保持着热情同时又

谦逊恭谨的作者。 这种热情来自对

“美”的推崇，而谦卑则是对隽永玄

妙的诗歌的永恒敬意。
现代诗歌以现代社会与个体

心灵的复杂性为表现对象， 具有

晦 涩 费 解 与 玄 奥 莫 测 的 诗 学 特

征，矛盾、解构、扭曲中成为“无限

的少数人”的寂寞狂欢。沈健在品

读诗的智性时， 以独立而自由的

思 想 锻 炼 了 内 心 感 受 力 与 理 解

力， 肯定了诗歌首先是一套独特

的话语体系，是“超语言的语言”，
从而发掘出诗歌的审美奥秘———
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而更新世界，
产生一种疏离间隔效果， 来解放

人类的感受性和想象力。 同时他

以自身的审美深入悟出诗人创作

现代诗的艺术内核， 即在孤独的

自由中 “通过语言和幻想， 对宇

宙、时间、死亡、梦幻和生命加以

迷宫式的组合与重建， 使时间消

失或固定，使空间倒置或穿插，从
而 形 成 扑 朔 迷 离 的 艺 术 境 界 ”
———正是这样的发现， 为其品味

诗歌奠定了基础。
在对国内外名家帕斯、 勃莱、

博尔赫斯、叶芝、佩斯、沈泽宜、潘
维等的细读中，沈健更就经典诗歌

进行细致入微、层层深入的意象与

主题剖析，从而将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诗意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生

动地表现出来。 全书既充满生动的

妙喻和灵性的主观情感抒发，又有

着精神分析美学、诗歌理论等专业

角度下旁征博引的全面客观性。

《小弄春秋》
翟笃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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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春夏秋冬》
周 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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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版)

·学术前沿·

创 通 地 域 文 学
与主流文学研究

■查清华

通常来说， 一部断代的中国

文 学 史 著 作 能 够 容 纳 著 名 作 家

二三百 位 ，已 属 不 易 ；而 其 中 能

获得较深论述的大作家， 大体只

三五十位。这使很多二、三流作家

难获关注， 遑论名不见经传的其

他作家。 但一部文学史如果缺少

了 对 那 些 更 广 大 写 作 群 体 的 关

注，显然是不完整甚至欠客观的。
近 30 年来，学界对地方区域

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拓垦了非

“主流文学”领地，使原来被忽视

的地方、家族文学得以纳入中国

文学研究视阈。 饶龙隼教授的新

著《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

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在此基

础上更进一阶：从区域文学的视

角 切 入 ， 既 深 究 区 域 内 文 学 活

态，又关注与其他地域文学的互

动消长， 将地方区域文学连通庙

堂文学， 使地域文学纳入主流文

学发展进程之中。 这样既避免名

作家独擅文学史话语权而致大量

名 位 不 高 作 家 的 成 就 被 忽 略 之

弊， 又不至于让地域文学研究囿

限于方隅而消解与庙堂文学、其

他 区 域 文 学 互 动 关 联 的 客 观 事

实。 地方文苑作为主流文学的流

转之地，应与馆阁翰苑同时并行、
互补联动， 地方文学为庙堂文学

提供了腾挪的空间， 而庙堂文学

则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 可

以说， 这是一部创通地域文学与

主流文学研究的力作。
该著紧扣元末明初南北文化

被隔裂、 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

布这两大表征， 通过地域文学个

案， 描述该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

格局及文学走向。全书分三部分：
导论主要描述晚唐五代以来国家

文化重心偏转东南的进程； 上编

考察东南文坛格局， 重点研讨金

华、吴中、岭南和闽中等地的文学

群落；下编描述明初文学走向，重
在研讨西昌故家的文化基质、江

右儒学别派之弘传、 西昌文学的

雅正特质及其生长。
作为一部学理和文献兼融兼

善的厚重著作， 作者在表述方式

上亦颇为用心，语言整饬雅驯，多
用偶句联翩而出。当然，饶教授若

能更上层楼， 比如将书中所及而

未见展开的宣徽文学、淮甸文学、
金陵文学等群落也进行深研，那

将会给学界带来更大的惊喜。

《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

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
饶龙隼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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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书发布厅”重点推荐

用书法讲好
24节气的故事

■曹 琛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

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
雪雪冬小大寒”， 短短 28 个字，
总结了我国古代农耕智慧的“24
节气”，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016 年，“24 节气” 被正式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在国际气象界，
“24 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 5
大发明”。其实，24 节气不仅和农

耕文化紧密相关，也深深地融入

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春风和煦，大地回暖，如今

已过春分时节。 春分，是一年中

的第四个节气。 在春分这一天，
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

样长。 之后北半球的白天日渐越

长，夜晚日趋缩减。 春分时节，海
棠花开，草长莺飞，燕子归来，放
飞纸鸢，雷乃发声，春耕农忙。

恰巧，春天万物复苏的蓬勃

生机， 通过追溯象形文字的起

源，也可以从“春”的甲骨字形中

见得。 “春”的甲骨字形，由象征

林野、太阳及发芽的种子的部件

组合而成， 意指在太阳的照耀

下，草木萌发，春天到来。
而经过大篆、小篆、隶书的

演变，“春”的楷体字形是如何呈

现，又该怎样书写呢？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教

授、中国书法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所所长、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

先生的书法老师———周斌教授，
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24 节气传

统文化特色读本”———《风调雨

顺》， 为大家示范和指导 24 节气

中楷体字的书写方法。
全套《风调雨顺》系列读本，

从“立春”这一节气开始，以人物

故事的形式展开，图文并茂地介

绍 24 节气的气象文化、 农事特

点、民俗风尚，以及相关汉字的

构字起源、篆书字形、楷书字形、
书写方法等，并配以剪纸、绘画

等多种艺术形式，向大家充分展

示多种形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读本在兼顾知识学习、文化

传承、审美提升的同时，更强调

实践与运用。 扫描书中的二维

码，便可以直接观看书法教学视

频，跟随周斌一起学书法，从横、
竖、撇、捺、点等书法中的基本笔

画入手， 逐渐掌握 24 节气相关

汉字的书写方法。 除了书法教学

视频外， 读本还附赠一册练字

本， 为读者掌握 24 节气的汉字

写法提供指导和便利，切实提高

书写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书法有学习兴趣的外国读

者们， 也可以跟随周老师一起来

学习关于 24 节气的传统文化和

汉字书写，因为这套“24 节气传

统文化特色读本”———《风调雨

顺》是中英文双语读本，便于双语

阅读， 为读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

关于“24 节气”的传统知识提供

指导和帮助。
这套读本最终的内容选择

和艺术呈现，实际是基于长期的

教 学 实 践 和 广 泛 调 研 。 早 在

2014 年，作者便已经启动了“书
法小联合国”文化特色教材的编

制工作。 “书法小联合国”是在联

合国总部挂牌成立的国际书法

文化交流机构，致力于中国书法

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 而编写

海外书法文化启蒙教材，便是其

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虽然看起来

只是一本几十页的小书，但编制

书法文化启蒙教材实际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 首先要找到一个好

的素材，之后要在不同的文化语

境中反复进行教学实验，咨询各

方专家的意见， 最后方能定稿。
本套《风调雨顺：春夏秋冬》书法

文化启蒙读本，从酝酿到动笔撰

写就花费了近 5 年的时间，在北

美和南美部分学校进行教学实

验。 一方面以中国妮妮和美国杰

瑞讲故事的形式展开情节，介绍

有关 24 节气的中华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通过讲解汉字的构字

特点和书法练习指导来帮助不

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认知书法文

化，并帮助读者在绘画、剪纸等

艺术形式中加强对中国文化的

整体理解。 同时，为了让中外读

者对书法有更强的艺术感受力，
提升读本的审美趣味和古韵，读
本中的故事文字都由书法家盛

兰军老师手写完成。
目前《风调雨顺》春季分册

已正式出版，后续夏季、秋季、冬
季分册也将陆续面世。 相信这套

用心编制的读本能陪伴中外读

者感受一年四季的更迭流转，迎
接中华大地的风调雨顺！

·好看文丛·

十 六 铺 街 后 小
弄的市井传奇

■龚心瀚

《小弄春秋》是一部以一幢民

国时期招商局建造的、被后人称为

十六铺街后小弄的职工住宿大楼

为背景，描述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

岁月中，那条小弄堂邻里百姓故事

的长篇小说。
小说用秤店、水手、警察等在那

条街后小弄出现过的人物为主线，
把整条小弄堂的故事串在一起。 小

说运用通俗的笔触和百姓的语言，
辅之以这些人物的上海、 宁波、天
津、潮汕、绍兴等地的方言，再现小

弄当时的情景，读来使人感到亲切，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妨说这是一

次大胆的语言艺术上的尝试。
整篇小说场景描写不太多，人

物对白之中的心理描写笔墨颇为

用心，人物的个性能凸显出来。 叙

述中有议论，对话中有个性，人物

中有心态的勾勒，显示出各种人物

的内心世界，使人觉得贴切。
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被称之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

园，但那时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生

活在陋棚简屋、土墙板房或没有卫

生间和厨房的旧城区和老式里弄。
多少年来，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移

民城市。 移民带来了他们原有的

生活习性，而又定居上海，渐渐被

上海本土的生活方式所融化。 通

过几代人的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

上海特色的市井文化。 在这市井

小弄上演着的，有的是鸡毛蒜皮的

生活琐事，有的却轰轰烈烈令人难

以忘怀。 这些故事反映出平头百

姓和睦相处的生活气息和爱憎怒

恨的精神状态，在上海发展史上留

下了痕迹和历史见证。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建设

有了崭新的布局和规划。 于是陋

棚简屋推倒了，老巷小弄消失了，

那些朝夕相处开门见邻的人们，怀
着深深的眷恋搬走了。而曾经在那

朝夕相处的地方出现过平凡的、曲
折离奇的、值得赞颂讴歌的甚至丑

陋肮脏的事儿，不应随着那些棚屋

弄堂的推倒消失而湮灭，而是应该

将其记载下来，以文学艺术的笔墨

描述成文，以示后人。 《小弄春秋》
正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

（上接第一版）某些人不搞研究，他们做做

作家介绍，写写作品内容，当然这样也可以，
但这远远不够。 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

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
对欠缺的资料进行补遗，是郑克鲁的

与众不同之处。 他举例说，比如左拉的短

篇小说《苏尔蒂太太》，很多人因不了解其

创作背景而认为它不过是画家太太为画

家代笔的故事。 读了法文材料后，郑克鲁

才知道左拉写的是都德。 这在与左拉关系

密切的龚古尔兄弟的文章里有明确记录，
法国专家也考证无误。 谁会想到左拉用画

家影射都德呢？ 只读作品怎么会知道这

些？ 所以他在序言里提供这样的资料，让

读者知道：哦，写的是都德呀，都德原来是

这样一个人。 郑克鲁的序言一般都比较

长，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一些别人没有的可

靠材料。
而有时候，翻译作品的序跋也体现了

“信、达、雅”的意境。比如郑克鲁在《基督山

恩仇记》 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抓人眼

球：“古往今来， 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

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

的 《基督山恩仇记》 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

作。 ”提到为什么用“恒河沙数”这个词来比

喻，郑克鲁说，“恒河沙数”是个跟宗教相关

的外来词，不像“多如牛毛”“汗牛充栋”这

类词那样常用。 这些词虽然很常用但没新

意，而无论翻译还是写作，选用不常用的词

都是为了更有文采。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悲惨世界》，人们说福来主教把老百

姓放在心上， 如果我这么译， 那就太普通

了，谁都能译，没味道。 于是我用了‘恫瘝在

抱’， 它的意思就是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

上，既契合原文又不落俗套。 有人以为这样

的词没有生命力， 是生僻词， 然而并非如

此，我们应该发掘它的价值。 如果读者是个

中学生，不认识就去查下词典，看看是什么

意思，然后记住它，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这

样的词在几十万字的书中可以出现几个。
为什么不能用呢？ 一本书总要在不同层面

给读者一些东西。 有的人认为用了成语就

有文采了，却忽视了成语也是分层次的。 常

用的并不稀奇， 那些贴切的但一般人不常

用的当然可以采用， 如何选词不仅是对译

者词汇量的考验，更是基本功的一种！ 所以

要想翻译得更好，还是要补课，把中文补上

去。 ”郑克鲁表示，翻译这个工作太难了，因
为太难， 所以谁都不敢保证一点错误都没

有。 要做得更好， 还是要注重基本功的训

练，努力做到“信”与“达”，至于“雅”与否，
还要看读者如何评价。

传道授业：把所知道的

倾囊相授

在文学翻译、文学研究中时刻想着读

者的感受，希望读者知道得更多，也许源

于郑克鲁大半生的主业———教师，他愿意

把自己的学识、经验倾囊相授，这让无数

学生对这位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如今的

郑克鲁可谓桃李满天下，几代“郑门弟子”
都成了高校、出版社、研究机构的栋梁。 而

郑克鲁主持编撰的《外国文学史》等教材，
也成了许多高校的必读参考书目。

郑克鲁对学生的文字功底要求很高。
他认为，要做好翻译，最基本的一条当然是

先把外文和中文功底搞好。 先把基本功练

好，再来做翻译，那么不管翻译哪本书都会

翻译得更好。 无论翻译对象是《老人与海》，
还是新出版的书，效果都是一样的。 外文和

中文水平提高了， 译出来的效果就明显不

同。 所以他在翻译相关专业授课的同时，更
会督促学生提高语言水平。 他说，如果学生

法文不行，中文水平也存疑，怎么能做出好

的翻译？ 不要以为我们说中文，中文就一定

好，每个人的语言表达是不一样的，语言基

础的好坏从日常表达中就能感觉到。
对于青年学子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所

产生的困惑，郑克鲁指出，无论英文翻译还

是法文翻译，关键并不是加减字。 在翻译过

程中对文字进行处理在所难免， 但它们不

是关键所在， 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原

文中独特的句式， 尤其是中文里没有的关

系从句。 郑克鲁举例说，大家评价傅雷的

翻译，认为他译得好，但傅雷也不是从一

开始就优于其他译者的。 上世纪 30 年代，
傅雷的译文可以说与同时期其他译者的

质量差不多， 但到了 1940 年代， 尤其从

《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其

翻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质量有了

飞跃。 这是因为他找到了翻译的窍门，提出

了一套有效的翻译方法， 遵循先译从句后

译主句的原则， 解决了关系从句的翻译问

题。 傅雷的这一翻译技巧被很多人应用，并
被证明非常有效。 郑克鲁认为，在讲翻译的

时候，应该让学生们知道这些东西。

为人处世： 质朴低调，
淡泊名利

凭借翻译《蒂博一家》以及为中法教育

交流作出的贡献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金

棕榈勋章（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凭借

翻译《第二性》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

“中国资深翻译家” 称号……在翻译 、学

术、教学上成绩卓著的郑克鲁，在生活中

却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 上海师范大学副

校长陈恒记得，有一次他上郑克鲁家，想看

看那枚法国一级勋章， 郑先生和夫人找了

半天却没找到……很多人不知道郑克鲁出

身名门，其曾祖父郑观应学贯中西，是晚清

著名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其祖产澳

门大屋现在仍是澳门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谈起自己的家世和求学历程，郑克鲁

都是淡淡的， 不炫耀门第也不炫耀学历。
他说， 他学生时代喜欢俄罗斯和法国文

学，因为考大学那年，北京大学的俄文专

业不招生，才转而报考了法文专业。 在北

大求学的五年中，他以出色的文字能力崭

露头角。 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

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 说

起导师，郑克鲁至今感慨万千：“我从李先

生这里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扎扎实实地

从材料中求取真知。 所以我特别注重搜集

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 ”郑
克鲁也同样感激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

时的“顶头上司”卞之琳先生的教诲：“年

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 ”于是郑克鲁

开始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这些为我后来

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

础。 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 ”
《诗经》曰：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 60

年，一个甲子，郑克鲁先生在自己认定的

道路上孜孜以求， 砥砺前行。 他曾说过：
“我如果放弃研究，放弃翻译，那我人就不

在了。 ”耄耋之年的他，仍旧在伏案工作，
他说他正在翻译雨果 16 岁时写的一部小

说，是描写海地黑奴起义的。 现在已经翻

译了近 270 万字，还剩 30 万字。
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讲了这样一个

故事：他在贵州插队时，遇到过一种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酒叫黔台酒 ， 黔台酒的传

人世世代代都践行一条家训：“倾一生，为

一事 ”，一直以来 都 潜 心 研 究 酿 酒 ，如 今

已是第七代， 这条家训仍高高地挂在他

们的祖屋中。 郑先生在整整一个甲子的

岁月里，也是倾其一生，成就一事，不为名

利，一心治学。 他的翻译作品无疑为中国

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影响如美酒，历久弥

新，醇香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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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播种者的郑克鲁先生
■黄福海

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 大概

没有不知道郑克鲁先生的。 我是

改革开放后几年考进大学的，十

多年的思想禁锢， 使我们的求知

欲达到了顶点，一下子爆发出来。
那时候正值所谓“书荒”，凡是古

今中外的书， 我们都会想方设法

地买来读，买不到的就借来读。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

复旦外文系主攻英国文学， 但是

我跟法语专业的同学特别要好，
他们向我推荐过法国作家马丁·杜

伽 尔 的 一 部 长 篇 小 说 《蒂 博 一

家》。 图书馆里这套书不多，我们

就借来轮着读。 这部小说译文流

畅、优美，于是我记住了一位叫郑

克鲁的法语翻译家。 当时，外国文

学翻译作品只有几十种，有些还是

以前旧译本的再版，所以没几年就

读完了。 随着阅读面的拓展，我开

始接触到外国现代派作品。 学校的

新华书店只有很小的铺面，但是每

周新书一到，门口就挤满了不同年

龄的教师和学生。 装了一车的几

百本书，十几分钟就全部卖完了。
其中最抢手的有一套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装帧精美的《外国现

代派作品选》。 这套书当时已经出

到第三册，共六本，同时第一、第二

册因为供不应求，还在加印。 上海

福州路各家书店的供应情形也与

学校的新华书店极为相似， 货到

即售罄。这套现代派作品集，我们

是 作 为 西 方 现 代 文 学 经 典 来 读

的， 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最新的文

学理念。这套书有三位主编，郑先

生就是其中之一。
虽 然 在 大 学 里 主 攻 英 国 文

学， 但是欧洲文学史的常识告诉

我们， 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

文学潮流， 都与法国文学密不可

分。 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到莎士比亚戏剧，再到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诗歌，而 20 世纪初期居

住或流浪在巴黎、 伦敦等城市的

英法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之间，更

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从艾略特的《荒原》中读到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于是对照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 硬着头

皮读起了法语的波德莱尔。 碰巧

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 于是便开

始阅读法国诗歌。这次冒险，为我

打 开 了 英 国 诗 歌 之 外 的 广 阔 视

野。 法国诗歌跟英国诗歌有诸多

不同，但在精致、优美方面各有千

秋。 我一直苦于没有一本系统地

介绍法国诗歌的专著。 我在学校

图 书 馆 的 角 落 里 发 现 过 一 部

1940 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
也读过一部 1970 年代编写的《法
国文学史》， 但总觉得不太满意。
直到毕业后很久， 我读到郑先生

著的那本《法国诗歌史》，才觉得

真正挠到了痒处。 这是一本专门

介绍法国诗歌的书， 从法国中世

纪英雄史诗开始讲起， 详述七星

诗社、拉马丁与浪漫派诗歌，再讲

到维尼、雨果、巴那斯派，特别是讲

到波德莱尔，以及兰波、魏尔伦、马
拉美这几位法国诗歌史上的核心

人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书的最

后以法国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作

结，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作家

和作品。 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

横向比较、纵向关联。有些作家虽

然属于一个流派， 但他们可能是

貌合神离的， 要注意分析同时期

作家之间的区别。 比如兰波和魏

尔伦，他们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诗

风是各有特色的。同样，不同时期

的作家，有些表面上属于对立的，
但其实却有着内在的继承关系。
比如拜伦， 他虽然属于浪漫主义

时期的诗人， 但他和古典主义有

着密切的关联。 有些文学史只注

重材料的堆积， 没有作者自己的

观点， 缺少分析。 郑先生的这本

《法国诗歌史》有史料、有分析，给
人以深刻的启发。 郑先生具有这

样敏锐的史观， 跟他亲身从事诗

歌翻译有关。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

的波德莱尔诗选， 他在译诗方面

不仅注重译意的准确， 而且还尽

可能保留了原诗的形式。 他认为

原诗押韵的， 译诗也最好是押韵

的。波德莱尔的诗十分整齐，那么

译诗就不能长长短短，犬牙差互。
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 在做到

语言流畅之外， 基本上做到了每

行字数都比较齐整， 这些是郑先

生在译诗方面的特色。 郑先生的

文学史有译诗作为坚实的基础，
所以也相当厚重。

这 本 书 一 直 放 在 我 的 书 架

上， 每当我在思考英国诗歌史上

涉及法国诗歌的一些问题时，首

先会捡出这本书来翻阅， 然后再

按图索骥， 查找各种诗集中的作

品， 将法国诗歌作为英国诗歌的

参照加以研究。
郑 克 鲁 先 生 的 学 问 博 大 精

深，我读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郑先生无论是在著作还是翻译方

面，都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
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就像一片肥

沃的土地，沐浴着阳光雨露，但如

果缺少一位给我们播种的人，这

片土地就会逐渐变得荒芜。 就我

个人而言， 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

家为我播撒了最初的文学种子，
这些种子在我的心里成长发育、
开花结果。 现在我也从事一点文

学翻译工作， 回想起来还真的要

向 郑 先 生 等 老 一 辈 翻 译 家 说 一

声———谢谢！

上图 ：2012 年 ，郑克鲁获颁 “傅雷翻译

出版奖”。
右图：郑克鲁先生与夫人朱碧恒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