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룱林版的翻译与节略

!小红帽 "故事的另一个

重要来源 #出自德国学者格林

兄弟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

格林版对佩罗版做了重要修

正 #小红帽祖孙最终因猎人出

手搭救而化险为夷 &这样一来

当然更符合儿童的阅读趣味 #

因此也更受汉译者的青睐 &孙

毓修从 #$%$年起为商务印书

馆主编 $童话 %듔书 #在第一集

中就收录了根据格林版编译

的 $红帽儿 %& 쇵海蓬和杨钟

健合作译述的 $德国童话集 %

!컄化学社编译所 ##$&'쓪 "#

则将作者署为 !德国格利姆 "#

收录的最后一篇就是 $小红

帽 %& 郑寿麟所撰 $德国志略 %

'훐华书局 ##$&$쓪 "门设立

一章 $德国童话选 %#提到 !德

国的神话与童话 #多不胜纪 "#

!其最为著名而流行最广的 #

可算是格林姆兄弟 '()*+,+)

-).//(所传的 $德国神话集 %

与 $德国童话集 %"#쯦即翻译

了包括 $红帽儿 %在内的三则

童话 & 书后所附 $닎考书籍索

隐 %也注明 #所译 $红帽儿 %等

!原文见格林姆兄弟的 $德国

童话集 %"& 첩伦译 $小红帽 %

!퓘#$0%쓪 $学生杂志 %第十七

卷第八期 "采取双语对照的形

式 #在标题下直接标注了 $格

林 童 话 % 的 世 界 语 拼 法

!123+45 ,+ -).//"&陈骏翻译

的童话集 $老人 % !뾪明书

店 ##$0&쓪 "中有一篇 $红斗篷

姑娘 %#据卷首顾均正的 $格林

故事集序 %# 可知也出自格林

版 & 而像魏以新译 $格林童话

全集 %!짌务印书馆 ##$0!쓪 ")

헅亦朋译 $格林童话全集 %!웴

明书局 ##$!$쓪 ") 丰华瞻译

$格林姆童话全集 %!컄化生活

出版社 ##$60쓪 "等 #虽然有的

依照德文本翻译 #有的则据英

译本转译 #떫从书名就可推知

其渊源所自 &至于韦玉翻译的

$小红帽 %!퓘#$!%쓪 $小主人 %

第四卷第十七期 ") 品士翻译

的 $小红帽儿 %!퓘#$&7 쓪 $뎿

报副刊&볒庭 %第#$$"期 '&%#%

期 "#尽管并无明确交代 #떫略

作比勘 #应该也是根据格林版

翻译的 &

为了如实地保存德国民

间的口述传统 #格林兄弟在讲

述完猎人拯救祖孙两人的经

历后 #又附加了另一个故事 #

即小红帽和外婆联手设计 #

最终将野狼淹死在石槽中 &

周作人在 $安德森的 *十之

九 + % !쫕入 $谈龙集 % #뾪明

书店 ##$0%쓪 " 中曾评说道 ,

!他们兄弟是学者 #采录民间

传说 #毫无增减 #可以供学术

上的研究 & "传闻异辞的内容

在民俗学家做田野调查时确

实不可或缺 # 可是对小读者

而言 #뿖怕就不那么必要了 &

所以不少译者仅翻译了第一

个故事 # 也许觉得情节至此

已经首尾完足 # 两者兼收反

倒有些枝蔓芜杂 &比如郑寿麟

的本意是介绍德国的 !天然与

地理 #民情与风俗 #历史与政

治 等 等 " !$ 뗂 国 志 略&풵

起 %"#即使以文学而言 #돽了

童话以外还选译了部分神话)

故事和寓言# 쫆必不能巨细靡

遗#以免喧宾夺主&첩伦的译本

采用双语对照的形式# 主要目

的是辅助读者学习世界语 #情

节叙述完整就已足够# 根本不

需要再画蛇添足& 而陈骏的译

本#原本是为了提供!最适于低

年生阅读的作品"!맋均正 $룱

林故事集序%"# 更没有必要有

闻必录# 춽然增加儿童在阅读

时的负担&

웤他来源的!킡红帽"

돽了佩罗版和格林版以

外 #!小红帽 "的故事还广泛流

传于欧洲各地 #发生过形形色

色的演变 #其中一些也不乏相

应的汉译本& 有些版本的流传

地域虽然并不相同# 如杨晋豪

翻译的$红巾娘%!퓘#$0&쓪$쏱

间月刊 %第二卷第二号 "#原本

是 !流传于英吉利" 的民间故

事#떫情节与佩罗版如出一辙#

在此也就无须赘述& 而有些版

本的人物) 情节甚至表现形式

则与佩罗版和格林版多有不

同#值得再略做一些介绍&

署名为!89"翻译$红帽儿%

!퓘 $学海杂志纪念册 %##$#0

쓪 "#女主角仍然是 !맚桃绯小

帽"的!쒳姓女儿"#쓐主角则摇

身一变由狼转成了狐& 故事讲

述红帽儿在去外婆家的路上 #

相继施恩于蜜蜂)小鸟和老妪#

并向林中猎人转达老妪的问候

致意& 最后红帽儿发现了假扮

成外婆的狐狸 #!转身狂奔 #놹

于林下& 狐方下床#适蜂刺鼻#

헝痛狂鸣& 小鸟闻之# 顿时乱

噪&猎者奔至#짤矢毙之"#在他

们的帮助下终于脱离险境& 美

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췀猫

狂欢, 法国文化史钩沉%!싀建

忠译# 짌务印书馆#&%#!쓪"的

第一章$얩夫说故事,뛬妈妈的

意义 %中分析过 !小红帽 "故事

的递嬗迁变#尤为强调!比较研

究业已透露同一个故事的不同

记录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即使

这些故事是流传在偏远的乡

村#뇋此距离遥远#而且远离书

籍流通的地区"&从这个狐狸版

的同型故事中#也可略窥一斑#

虽然角色有了调整# 떫主要情

节和原先的!小红帽"故事并无

二致&

孙毓修在主编 $童话 %듔

书时 #对 !小红帽 "故事已有所

关注 & 他后来在 $神怪小说 %

!쫕入 $얷美小说丛谈 %#짌务

印书馆 ##$#"쓪 " 中又介绍法

国女作家杜尔诺哀爵夫人擅

长撰著神怪小说 #!뇊洒珠玑 #

舌灿莲花 "# 最受读者欢迎的

则有 !뛶狼化人 " '9.::4+ ;+,

;.,.<= >55,(# 从所附英文译

名来看 #也是 $小红帽 %的又一

个传本 & 在 $神怪小说之著者

及其杰作 %!쫕入 $얷美小说丛

谈 %" 中 # 他再次提及这篇作

品 #룄称为 $小红帽儿 %#并撮

译了主要内容 #内容与佩罗版

大致相同而略有增饰& 其中提

到人狼路遇小红帽儿 # 问清

其祖母居所后便先行告辞 &

小红帽儿来到祖母家中 # !祖

母喜甚 #欲留之宿 & 小红帽儿

以未与母言 #今不归 #将重其

倚闾之望 #乃坚辞而去 #约以

他日更至 "& 듽数日后人狼才

冒充小红帽儿吞吃掉祖母 #

쯦后又吞噬了再次前来的小

红帽 # 在情节敷衍方面更添

了一重波折 &

첩伦在译完格林版 $小红

帽 %后 #又翻译过一篇 $红帽女

郎与狼 % !퓘 #$0%쓪 $学生杂

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 讲述

老狼原本是 !林间的文雅的骑

士 "# 逅美丽可爱的小红帽

后便立刻坠入情网 # !듸着青

春的憧憬去追逐她 "& 为此他

赶到小红帽祖母家 # !那祖母

是个聪明的女人& 在简短的议

价之后 #她就把小红帽卖给了

狼"& 小红帽来到祖母家后#和

老狼展开了相互问答& 在佩罗

版和格林版中暗伏杀机的对

话 #此刻却变成了 !爱人们应

有的戏谑 "& 为了博得小红帽

的欢心 #老狼心甘情愿地 !보

去了他的指甲 #修正了他的牙

齿 #쳪光了他的全身 "#终于如

愿以偿 # !듸同着小红帽到了

公事房 "#!在注册官面前结了

婚 "& 然而小红帽婚后并不安

宁 #为了取悦妻子 #老狼 !把自

己的洞穴 )房金和财产通统给

她 "#直至最终穷困潦倒 #身无

分文 # !只得奋勉地勤苦地用

工作来获得一些 #那也只刚够

替他的妻子和未来的孩子们

付给保险公司的费用 "& 他只

能在 !痛苦和失望的火焰中 "

믃想着如何 !ힽ住小红帽而把

她大口地吞吃了 "# 然而残酷

的现实却是 !小红帽就那样地

把狼吃掉了 "& 译者在附识中

提到 #!以 .小红帽 / 做题材来

写故事的作者很多 #떫内容都

大同小异 #因为它是一个普遍

的民间故事& 然而这一篇却比

众不同 # 它织入了有趣的恋

爱 #而且结果是小红帽把狼吃

了 #是一篇特出的耐人寻味的

作品 "& 尽管主要人物和叙事

要素都承袭自传统的 !小红

帽 "故事 #떫却令人瞠目结舌

地演变出了 !狼心如水 #意

似铁 "的另类结局 #完全颠覆

学人 !

题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泰伦译$红帽女郎与狼%泰伦译$小红帽%

튶云译$小红帽子% 룰孚英译$小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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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说建筑有三个标

准!!!实用性" 审美效果和传

达旨意# 떫大学建筑在建筑学

和建筑史上更有其独特要求 "

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 它与一

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

同# 它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

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

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

名词说 # 就是具有纪念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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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很多原

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

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 我有幸

访问过其中数所# 因而有了贴

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 첹

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

失望远多于喜悦& 可以公正地

说# 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

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

碑性这一道理# 而是他们对纪

念碑性的理解仍是狭隘"片面#

甚至错误的& 非特是大学建筑

有这样的问题# 这几十年里人

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

解都有同样的缺陷# 就是错以

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

性&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建筑的纪念碑性其实来自

两个因素# 第一是建筑所用材

料#第二才是建筑风格&然而人

们往往以为狭义上的建筑风格

本身便是决定建筑纪念碑性的

唯一因素# 很少有人对建筑材

料在其中的根本性作用有充分

和正确的意识&细究起来#这种

认识的缺失要从我们的一种集

体无意识谈起&

죋 们常常说# 中国传统建

筑是木结构的# 然而这

并不准确# 因为木只是结构的

一部分' 也有人说中国传统建

筑是土木结构的& 所谓土既包

括夯土土坯# 更包括泥土制成

的砖瓦#到了今天#则当然也包

括水泥和混凝土& 近年来的考

古发现和研究则揭示# 以土筑

屋筑台是东亚这片土地上自新

石器以来人们从事建筑的主要

甚至是唯一方式'相比之下#木

在民用建筑里虽然所占比例很

大# 总体来看却显得像是补充

而 非 主 体 # 在 非 民 用 建 筑

里!!!比如堡垒城墙!!!所占

比例就更少了& 而且由于适用

于大建筑的粗大原木越来越

少# 土越到近代就越成为建筑

的主体材料&只要想一想#就连

建造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也

是用土制的砖垒成的# 就可以

明白即使是在具有纪念碑性

的" 以坚固为第一要求的建筑

中#土也是唯一的建筑材料&到

了当代# 因为合成材料的广泛

运用# 木从中国的建筑中消失

殆尽# 土更成为钢材玻璃之外

唯一的建材& 所以如果说我们

的文明 (土 )到了基因里 #并非

是哗众之词# 而是历史的和现

实的事实陈述&

诗人里尔克在其咏 !!"!-

世 纪 建 成 于 法 兰 西 沙 尔 德

$./)0(0&1% 的著名罗曼式教堂

的诗中曾说 * (쓣这石质的 )

$2%3 4(&+'&0'&0%#实际上点明了

建筑物的纪念碑性与岩石质料

的关系& 那么土跟岩石有何区

别"是否可以分出优劣呢+

从材质角度看# 岩石的强

度"耐风化性 "持久性 "퇕色花

纹的丰富性" 质地的厚重以及

整体上的视觉质感大都远优于

用于普通建筑的各种形态的

土# 无论是夯土" 砖瓦等陶化

土"还是普通的混凝土&普通纯

砖结构的建筑往往几十年下来

就因风吹日晒" 水的浸泡而显

破败'水泥虽然更久#떫是水泥

部件大都毫无审美效果可言 #

无论是整体如此还是用作墙壁

或支柱#都尽显粗劣和廉价'陶

瓦陶片无论有无彩釉# 其质地

都更适于室内而非建筑物的外

表 & 在 西 方 # 水 泥 建 筑 在

!567!!587 年代的确曾经风

靡一时 # 然而却有着粗劣派

$90%()*+1#%的恶谥 & 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 耶鲁大学建筑系由

保罗,鲁道尔夫$:)%* ;%2$*</%

设计"建于 !5=" 年的楼便是此

派代表作之一&ퟟ近这座楼#人

们会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多层停

车场而非高等学府# 뒣立在周

边以及校园整体的哥特式建筑

群中尤其扎眼& 与此同时在其

南部的纽约城# 在拆毁了美轮

美奂的美术派 $9&)%>?)0(1%花

岗岩建成的宾夕法尼亚总站

$:&'' 4()(+$'%的废墟上建成的

混凝土新宾州总站也是同一流

派和思潮的产物& 在今天人们

看来# 这两座现代派的建筑实

在记录着审美和实用价值的双

重失败和耻辱# 就像同时流行

的化纤服装"삮叭裤"놬炸头等

时尚一样# 见证着那个时代观

念的偏差和审美趣味的异变 &

后来有一位耶鲁建筑学家批评

宾州总站时说*(从前 @在美术

派风格的建筑里A 人们进站就

像神明入场# 今天人们则在混

凝土的迷宫里老鼠一般奔窜& )

而在国内# 最能展示混凝土与

建筑的纪念碑性不相容的例

子#当数城市和大学里常见的

混凝土雕塑 #这些雕塑本意自

然是美化城市和校园 #而且也

往往有纪念的目的 #然而由于

所用材料质地完全不适合作

此用 #在效果上实是颇为污染

眼球&

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

是# 取土制砖乃至造水泥还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些铁道两

边常常可见当地居民历年历代

取土烧砖或制造劣质水泥留下

的巨坑和废址# 它们毁灭和污

染了珍贵的地表土壤# 遗留下

大片的废地& 至于盛行于国内

的建筑物外壁贴瓷砖的风尚 #

三十年前# 我曾经亲眼目睹了

意欲具有纪念碑性的中国第一

座全部瓷砖贴面建筑的落成 &

这种被讥讽为卫生间外翻的外

墙瓷砖贴面建筑据说发源于日

本#57 年代初以后便成为中国

包括大学在内的大型公共建筑

的时尚&我猜想#这种时尚或与

我们对传统建筑中的琉璃瓦的

情结有关& 在瓷砖瓷片烧制的

工艺水平之外# 更因为这种材

料的质地本身# 使得这样的建

筑往往给人以廉价和低俗的感

觉# 而且建筑规模越是庞大越

是如此&

죧 果我们要让一座建筑具

有纪念碑性# 无论从综

合意义上的持久性还是从视觉

效果上说# 石对于土的优越性

都非常明显& 纪念碑性产生于

综合的持久性与审美效果的融

合#而只有岩石才二者兼备&以

这样的认识来考察当今国内大

学的新建筑#我们会看到#它们

几乎全都是混凝土结构# 外表

则大多是瓷砖瓷瓦的& 而钢筋

水泥土建筑今天在中国的盛

行# 还有部分原因是来自德国

包豪斯$9)%/)%1%"죰士裔法国

!쓣这石质的"# 듳学建筑杂谈

刘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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