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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

了原先的主题!

梦梅翻译的儿童剧 "茹克

勤#!载#$%&쓪#뫓南教育月刊$

第四卷第三期"$依据的是德国

作家 '()*+,-./ 0(+-1)2 0(+-,-2

创作的剧本$ 在标题下还特意

注明%又名"小红帽#&! 剧本的

主要情节都来自格林版$ 而为

了适应舞台表演$ 在对话方面

增添了许多内容$ 又改动了部

分情节$ 如在狼肚子里填入石

块的由原来的小红帽变成了猎

人! 最后则由小姑娘%茹克勤&

'小红帽( 现身说法$%'캢向前

走几步 $向观众 (小孩们 $要听

话) 母亲的嘱咐$ 잧万不要忘

了!我因为不听话$几乎被狼害

了! 母亲的话$母亲的训教$好

像是安全坦平的路道$ 大家要

记牢*&돤分体现了儿童剧寓教

于乐的特点!

%小红帽&题材的剧本在当

时应该还有不少$"짪报# 뢱刊

"教育与人生周刊#曾经刊登过

%上海尚公小学校恳亲会之表

演&的数帧照片!载#$3&쓪第四

十二期 "$其中一张就是 "红帽

儿#$只是所依据的剧本已经无

法考知! #$4$年#4月#日的"짪

报#上还曾报导$上海启明女校

为纪念校庆而举行系列活动 $

其中就包括搬演法文剧 "红帽

儿#$而内容已略有变更! 记者

扼要介绍了主要情节$ 说小红

帽%路上忘了母亲的吩咐$和小

朋友们闲宕着游玩&$等来到祖

母家时$%不见祖母$ 却遇见一

只狼$其实是一位仙女$要借此

机会教训孩子们应当怎样服从

母亲的教导&!最后自然是皆大

欢喜 $%仙女设法解救了他们 $

大家都仍旧快乐回家&!"짪报#

上还曾多次刊登广告$ 탻传过

%뛭国名伶串演舞台剧 "红帽

儿 #& !#$45쓪 #4月 4!日至 4"

日 "$%英吉利爱美戏剧班表演

世界著名舞台佳剧"싞宾汉#与

"小红帽 #&!#$%6쓪#月5日至"

日"!这些舞台剧在表演时虽然

并不使用汉语$ 观众也并不限

于儿童 $떫对于推介 %小红帽 &

故事而言仍然大有助益!

컄白异趋与翻译归化

近现代以来文言与白话从

针锋相对到并立交融的嬗变过

程$ 也可以借助外国文学翻译

这个独特的视角来予以考察 !

就%小红帽 &故事的译介而言 $

就存在文白异趋+ 此消彼长的

现象! 为了符合儿童的阅读习

惯$ 使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来翻

译当然最为适宜! 孙毓修主编

的 "童话 #丛书就着重标榜 %뒿

用白话文$ 最便阅看&!짌务印

书馆宣传语"$而实际效果也非

常明显! 顾均正在"格林故事集

序#!载陈骏译 %老人 &卷首 "

中就指出$%在中国$ 首先介绍

格林故事的是孙毓修先生&$并

推崇收录了"红帽儿#的"童话#

第一集 %为中国第一部语体文

儿童读物&! 헔景深在"童话学

789#!쫀界书局'#$4$쓪"第九

章 "几种重要的童话 #中提到 )

%中国的小孩$看过孙毓修童话

的$对于"大拇指 #和 "红帽儿 #

一定非常熟悉! &张若谷在"关

于我自己 '一(#!载#$4:쓪4月

45日 %짪报 &"中回忆幼年的阅

读经历 )%在那一切读物中 $最

使我感到深刻的印象的$ 是孙

毓修修编的童话集$ 像 "大拇

指 #"죽问答 #"无猫国 #"늣璃

鞋#"红帽儿#"小人国#等$这许

多美丽故事的一切人物$ 都是

我日思夜梦中的良友好伴! &ퟣ

见孙氏的白话翻译极为成功 $

得到了同行+ 学者和读者的一

致好评!

孙毓修还尝试用文言翻译

过%小红帽&故事!试看他在"神

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쫕入

%얷美小说丛谈&" 中的一段译

述)%数日后$ 祖母闻有叩扉而

至者$意为小红帽儿也$벱出视

之$则人狼也! 老人筋骨既衰$

难与撑拒$ 뺹为所噬! 人狼之

意$폈属意于小红帽儿$以其脸

若朝霞$럴如羊脂$죢味必甚美

也$쓋衣其祖母之遗衣$퇚扉伪

寐$以俟其至! &就是颇为雅致

的文言$和"童话#丛书中"红帽

儿#的遣词造语迥然不同!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与其

撰述旨趣相关 ! "欧美小说丛

谈 #뻭首有一则题记 $谈到 %欧

美小说$뫆如烟海$벴就古今名

作$ 헑然在人耳目者$ ퟤ业一

过$已非易易! 用述此编$릳玄

提要 $加以评断 &$实际上全书

还涉及诗歌+戏剧等其他文类!

要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上起古

希腊下迄#$世纪欧美文学的发

展概况$ 使用传统的文言也许

更为得心应手$ 何况此书的读

者绝不会是儿童$ 쮿毫不必担

心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翻译的 "红帽儿 #也同

样使用文言 $如开篇介绍女主

角时就说$%红帽儿者$ 쒳姓女

儿也 $天姿秀丽 $本性温柔 $益

以所居村庄$쟠溪缭绕$佳木葱

茏$且冠桃绯小帽$놶觉逾乎寻

常$ 쯬以红帽儿闻于乡里&,中

间描写小红帽在路上流连忘

返$%엇徊曲径之间$ 闻乎禽鸟

之鸣声$不觉韶光之逐逐!采祖

母喜食之洋梅$쓉诸筐中!햪灿

烂五色之花$结为花球&! 这篇

译文原载于学海社主办的刊物

上$ 编辑出版这份社刊主要是

为了方便社友之间交流信息和

切磋技艺! 而在这份同仁刊物

上登载的各类作品$包括论说 +

传记 + 序跋 + 书启 + 小说 +뿆

学 +文苑 +杂著等等 $都是使用

文言来撰述的 $벴便是翻译域

外小说 $想来也不能例外 ! 好

在读起来仍觉平易清浅 $并不

影响理解 !

白话译本的数量毋庸置疑

要远远超过文言译本$ 可是由

于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译者们

大概也都考虑到读者多为儿

童$所以译笔大多浅显直白$相

互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 偶有

一些译文融入方言俗语$ 떹是

显得较为别致 $比如张亦朋所

译 "格林童话全集 # !웴明书

局 '#$&$쓪 "中的 "小红帽 #$在

第一个故事中 $母亲叮嘱小红

帽 %见了祖母要先请安 $不要

看野眼 &$接着说小红帽 %在路

上碰到一只狼 $这是多少危险

啊 &,到了第二个故事里 $小红

帽向祖母描述路上遇到的狼 $

%쯼两只贼眼 $ 实在怕人 &$最

后祖母看透了狼的险诈 $ %她

也顿时心生一计$ 来对付这个

坏胚子&! 据此书"小引#$张氏

翻译时正在上海$ 而启明书局

也设立在上海$ 所以译文就地

取材夹杂了若干沪语$ 显得格

外生动明快!

然而这种尝试未必都能

被所有人接受 $祖籍杭州的戴

望舒在译文中也曾融入过一

些吴地方言! 在开明书店的初

版中 $说小红帽 %在经过一座

树林时 $她遇见了老刁狼 &,接

着说外婆原本躺在床上 $ %因

为有点不适意 &, 又说狼吞吃

完外婆后 $ %老等那小红帽到

来 &! 此后胡端曾评价戴译本

%虽稍有遗漏 $ 然就大体而论

可以说很信实而且通顺 &$并

在自己的译文中沿用了 %老刁

狼&+%不适意 &等词汇 $借鉴参

考了戴氏的译文! 可是到了少

年儿童出版社新版的戴译本

中 $ 上述片段却被逐一改作

%在经过一座树林时 $ 她遇见

了狡猾的老狼 &$%因为有点不

舒服 &和 %等小红帽到来 &$

意思虽然并无出入 $却丧失了

那份声口毕肖的鲜活灵动! 在

现代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

际 $胡适曾设想再进一步倡导

%方言的文学 &$他在 "答黄觉

僧君 -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

!쫕入 %뫺适文存 &'퇇东图书

馆 '#$4#쓪 "中认为 %方言的文

学越多 $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

的资料 $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

泼的生命 &! 떫从实际情况来

看 $뿖怕未必如其所料 $戴译

本遭到改窜恰可说明这一点!

在考察各家译文时 $돽了

关注文白异趋的问题外$ 也不

妨留心一下翻译归化的现象 !

%小红帽 & 的故事终究来自域

外$ 如何让本土读者没有任何

阻碍地加以理解$ 确实是译者

需要费神考虑的事情! 例如那

顶颇具象征意味的 %小红帽&$

其形制和汉语中的%帽子&并不

相同$ 有些译者就做过详细解

说 $如陈骏译为 %一件斗篷 $上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专题

梦梅译%죣克勤& 훓敬文%헷求(老虎外婆型故事)&

슽洛#小红帽#샮季#小红帽&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学人 !!

象! 清代文人间正流传着一幅

有女性形象的填词图"""#陈

迦陵填词图$%图绘词人陈维崧

与其着女装的男伴徐紫云 &隐

约曲折&传为佳话% 李慈铭是这

方面的同好&有模仿的可能性%

左锡慧回绝了这份订单% 可能

是对于表现这种禁忌之恋有所

顾虑 &也可能是对 '采采流水 (

这等高远缥缈的文学意境望而

生怯% 后来还是请了一位女画

家缪嘉惠来完成)填词图$***

)霞川老人桃花圣解 酋填词图$

췅扇+李慈铭支付了二两银子&

中间又托了画家的亲戚缪荃

孙% 缪嘉惠作为慈禧太后的绘

画代笔者而闻名& 当时只在京

城卖画为生&尚未入宫%

两位女史都是职业卖画

的& 뺡管都有中间人"""쫼常

王兰和缪荃孙& 李慈铭仍须向

她们支付润金% 左锡慧卖画给

李慈铭&交易结束%她的丈夫姚

凯元稍后却有些迟钝地发现自

己错过了一个契机% 女史善画

是风雅& 姚凯元也愿意在士人

间游扬夫人的画名%他在)读说

文序表记$中自悲境遇不佳&索

居谢客 &全凭 ,左浣香先生 (所

画)뇕门风雨册$쫣遣怀抱% 떫

在北方以卖画为业& 엔人看姚

凯元难免有点尴尬& 亦生出一

些非议% 姚凯元在李慈铭生日

当天奉上夫人的四幅仕女图精

品% 后又送上已升任广东布政

使的兄长刊刻的 )进斋丛

书$%他跟李慈铭热络了好一阵

子 &送书送画 &퇻宴聚会 &其实

是看中李慈铭此前被李鸿章聘

为天津学海堂山长& 想通过他

在那里谋个职位% 职业画家的

作品流通也转而采用人情模

式&仕女图自然是免费的%

李慈铭对于职业画家没

有偏见 &读费丹旭的集子 &认

为这位著名的仕女画家虽未

尝读书 & 떫文辞婉逸 & )题仕

女图 $ )为人题玉台商画图 $

等多首诗词深具风致 % 以当

时的观念 & 系统修习经史小

学的学问才是正经读书 &李

慈铭说画家不读书 & 쯣不上

贬抑 % 对于绍兴同乡任熊 &李

慈铭常常惋惜其英年早逝 &

认为他虽不谙制度 & 떫画格

高古 % 李慈铭本人精于古物

制度考证 & 所以难免提这么

一句 & 떫并不真的以此苛责

贤者 &럱定其绘画成就 % 丁文

蔚赠送的任熊画 )秋山红树

图 $& 他一直带在北京的寓

所 % 后来绘制 )뿂山红树图 $&

其灵感大概也来源于此 % 萧

山人丁文蔚是李慈铭的结义

兄弟 & 也是任熊重要的赞助

人 % 李慈铭与家乡最负盛名

的画家失之交臂 & 一来是因

为经济上不富裕 & 二来他觉

得任熊还年轻 & 技艺尚有提

升的空间 &却就此错过 % 同治

七年 -!"#".李慈铭携家眷从

弟弟家搬往锦鳞桥下 & 一路

上困顿狼狈 /

쿾舟一镫 !웆箧数卷 " 훷

人之面!쫝如削瓜" 쫌姬之鬟!

싒于历稞 " 틐身一襆 !죫霉欲

斑"뒫家片毡!폫蠹俱徙"늡仆

偻背!펶婢出匈" 룽横箬柴!뚡

倒盆盎" 헛足之几!냫罣积尘"

좱耳之铛 !짐余焦饭 " 럧吹帷

而皆裂 !퓂穿箓而悉空 " !"日

记#$第 !"#$ 튳%

这活脱脱是从陈洪绶 0任

熊的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如果

左锡慧对于大文豪李慈铭所

要求的文学意境感到力不从

心 &那么从他们的失败交易中

约略可以窥见文人画精神与

职业画技巧之间的落差% 从宋

徽宗开始 &诗意表现就已不是

职业画与文人画的分水岭 %

1野渡无人舟自横 ( 的闲趣不

正是出自画院中的高手吗! 떫

其文意的简明也是表现者得

以成功的原因 % 像杜甫 ,请看

石上藤萝月 & 已映洲前芦荻

花 (中复杂的时空转换 &大概

只有陆治这样的文人画家才

能精准表现吧% 理解力和技巧

之外 &画面意境的高下 &还被

认为有赖于画家自身的文学

修养和人生境界% 诗文书画一

流的忘年交潘曾莹技高一筹 &

不论是李慈铭借他人诗句消

自己离愁的 )싌暗红稀出凤城

图 $& 还是他自作佳句的画意

演绎 &抑或是传达隐曲爱恋情

意的 )江秋思图 $)쇢花秋水

图 $& 潘曾莹凭着一枝诗人之

画笔&都能准确摹绘%

广东长宁县知县叶大起

赴任告别 &给李慈铭画了一件

莲荷纨扇以作纪念% 莲花是喜

闻乐见的绘画题材% 叶大起所

绘的这一枝 & 从雅的方面来

说 &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象

征 &从俗的寓意上看 &是一路

连升的祝福% 李慈铭向来自诩

考据的高手 &쯬就着莲与荷的

名谊 &做了两篇长文 % 他请求

叶大起再作一幅 )豆篱蝉柳

图$% 李慈铭爱好花草&曾在居

处编篱种豆花% 这如同实景般

的田园蝉鸣秋景 &想来并非一

鸣惊人的自许 &而是满含了冷

官萧澹的风味% 前程刚刚起步

的叶大起或许无法体会这般

心情 &画得不好 % 李慈铭把这

次不成功的画作归结为 ,其胸

中无此趣也 ( -&日记 #$第

%!!& 튳.% 以文人画的标准来

说 &这是比技巧拙劣更严厉的

批评% 杭州来的倪茹画类似题

材***)秋柳寒鸦图 $&取得了

成功% 他在同门徐琪的介绍下

来见李慈铭 &送了 )쟘淮小景 $

)放翁鲁墟故居图 $和 )잮塘江

上仕女图 $给他 % 李慈铭对他

说不上热络% 떫倪茹身为俞樾

弟子 &文学修养不错 &画也富

有意境 & 张鸣珂评价其作品 /

,空蒙萧瑟 & 폆然有江湖之

思% (-헅鸣珂著 $뚡羲元校点

&몮松阁谈艺琐录 #卷五 $짏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 쓪 $第

'(% 튳. 倪茹之后主要在杭州

和上海作画&被归入海派%

在李慈铭人情为主的书

画世界里 &如果不是看到他向

两位女史买画 &以及偶尔拿去

重裱的任熊绘画 &几乎让人忽

略南方画界已经形成了一个

以印刷 0쎽体和职业为主流的

新空间% 而这个被画史研究者

认为已经不能带领新方向的

北京京官画场$췵伯敏&中国绘

画史 #把清后期绘画归为守业

期 $ 뛔京官翁同龢的山水 '쓟

文蔚的兰石都评价不高 $쯕立

文 !)*+,-./ 01//*2-3% 퓚 456

-37 456*868 9: ;<.36*.6, =

>.3615? >,*3- 一书中把翁同

龢 '붪筠等八位京官画家归于

宫廷保守画风一派 $엺评其缺

乏海派那样的活力 $컞法引领

主流艺术界%&仍按自己的节奏

运转 /画画的请求多在四月到

十月之间发出 2时机常常与离

别有关 &或回家乡 &或放外任 2

쫚受双方多通过书信完成交

接 2对于没交情的画家要转托

朋友 2带去新作的诗 0书籍或

者特产 &而不是银两 + 对李慈

铭所面向的绘画创作 0쫚受细

节的考索是还原旧画传统情

境必经的一环 &也是解答关于

文人画之有无 0文人于画史贡

献大小等疑问的答案之所系+

!ퟷ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副研究馆员% !

"헔之谦 "쟯柳鸣蝉

图 ($ ퟔ @.< 093A8 93

43+*.36 ;13.8B '%6,=&C6,

>.3615? >,*3.8. D-*36*3A8

-37 >-//*A5-E,? :59F 6,.

G*+,-57 H-I*-3 >9//.+6*93

#&陈迦陵填词图($펰印清乾隆刻本

#뚡文蔚 &海棠折扇

图($뢣建博物院藏

#샮慈铭&쳬际归舟图($뗂清县博物馆藏

#샮慈铭日记中涂抹过的

关于&쟯水菱花图(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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