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还联着一顶红丝绒帽!"品士

则译作 #一件带个红绒帽儿的

斗篷!"显然都注意到了中西语

意间的差别$ 而有些译者为了

让读者增加认同而不致产生隔

膜" 还会刻意对某些细节做本

土化的改造" 如叶云就将小红

帽带去祖母家的#뫦饼!译成了

中国人更熟悉的#月饼!$ 可是

即便如此" 有些情况还是比较

棘手" 比如小红帽要去的到底

是外婆家还是祖母家" 各家译

文就并未统一" 这自然是中西

方亲属称谓存在根本性差异所

导致的结果" 恐怕也只能各行

其是了$

比起翻译时语词的选择

推敲来 "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去

揭示故事的主旨 "以帮助读者

理解体会$ 无论是佩罗版所要

捍卫的法兰西皇权时代的性

道德观念 "还是格林版所要宣

扬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规

范 "对广大中国读者而言都显

得太过陌生 "于是有些译者也

尝试着做一些归化处理$ 孙毓

修在 %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

作&!쫕入 "얷美小说丛谈 #$中

就言简意赅地指出 #其事甚

诞"要亦诗人 %뷆童 &之讽也 !"

认为和 %诗经 &中的 %뷆童 &相

仿 $ 朱熹 %诗集传 &认为 #此淫

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 孙氏

藉此委婉地指出故事中隐含

着男女性爱的意味 "倒是很符

合佩罗版的初衷$ 有些译者则

索性借题发挥 "如!"在其译本

后有一则跋语 ' #此篇虽属寓

言 "亦足证因果说之不谬 $ 种

瓜得瓜 "种豆得豆 "理固然也 $

뷷译之 "以为好欺务诈 (专事

奸宄者鉴 "并光明正直 (햬心

诚厚者劝也 $ !뺹然牵强附会

上因果报应的观念 "以此来达

到劝善儆恶的目的$ 这样的引

申虽然不尽符合原作主旨 "对

中国读者却是更具吸引力和

说服力的$

퇜生的创作与研究

随着 #小红帽 !故事的不

断译介 "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

积聚辐射效应 "吸引了一批中

国作家予以参酌借鉴 $有些还

仅是撷取其中个别要素 "如梅

志的童话诗 %小红帽脱险记 &

!ퟷ家书屋 %#$%&쓪 $" 具体情

节和 #小红帽 !故事并无关联 "

떫一开始写道 ' #一天 "'小红

帽 "'戴着他那鲜红的小红帽 "

'一蹦一跳 "'提着一篮馍馍 "'

要送给住在山上的外婆 $ !无

疑来源于原来的童话 $而有些

作家则在参考原作情节线索

和人物形象的基础上 "쇭行创

作敷演 "事增华 "由此更能

看出彼此之间的源流关系 $

上文已经提到" 퓧年在舞

台上搬演#小红帽!故事颇为盛

行$除了直接利用外来剧本外"

其实也可以依托中国作家的作

品"郑申华创作的儿童剧%小红

冠 & !载($()쓪%月(죕 &女铎

报#$就是其中一种$ 剧本的主

要情节仍然源于外来的 #小红

帽!故事"떫无论佩罗版还是格

林版"都有恶狼吃人的情节"为

了避免出现此类血腥恐怖的场

面" 郑申华将结局改为因樵夫

突然出现而小红帽得以逃脱险

境$ 由于作者毕业于上海圣马

利亚女学" 所以在创作时还融

入不少江南一带的方言习俗 "

比如小红帽要去探望的是 #好

婆 !"而带去的食物则是 #花生

米(닏豆(鸡蛋糕(폍条!$ 在表

演的过程中" 这些细节想必会

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

슽洛创作的歌舞剧 %小红

帽&!载($*&쓪&햽时教育#第五

卷$"为了避免让孩子们受到惊

吓"同样对情节做了不少修改"

샽如剧中的狼之所以要在小红

帽之前赶到外婆家" 并不是想

吃人 "而是要 #쟀她的大公鸡 "

쟀她的鸡蛋糕!$ ퟮ后小红帽在

邻居孩子们的帮助下合力围捕

恶狼"在舞台说明中特别提到'

#这时预伏在台下的小孩就从

舞台下喊杀赶上舞台" 台上众

孩也喊杀包围上来$ 小红帽站

起来用力刺狼$大家拥上去"把

狼打死了$ !不难想象表演时群

情激昂(满场欢腾的场景$在剧

本后还附有 %小红帽歌曲&"剧

作家还身兼词曲作者" 为小红

帽( 狼和群孩等角色度身定制

了多首歌曲$ 这些歌曲穿插在

表演中" 现场效果必定更为理

想$

李季创作的儿童故事 %小

红帽&!载($*+쓪&公教白话报#

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一号$"主体

部分依然是佩罗版的内容 "떫

别具匠心地将其嵌套入一个更

大的叙述框架内" 说一群孩子

围坐在老祖母身边听故事 "借

着老祖母之口讲述了一遍 %小

红帽&$当听到小红帽被狼吞吃

后"孩子们都纷纷伤心啜泣$为

了抚慰这些孩子" 老祖母又为

原作续补了一段新的结尾 "说

小红帽的母亲担心女儿的安

危"#于是提了一把电光闪闪的

宝剑"速速地穿过树林"엜进了

婆婆的草房!"듽发现祖孙俩已

经被狼吞下后 "#她马上一刀 "

将它的首斩为两段" 쟒慢慢地

剖开了它的肚皮!"ퟮ终将两人

救出$ 续补的内容显然糅合了

格林版的部分情节" 只是将猎

人替换成了母亲$ 也许是考虑

到开篇出现过的母亲在随后的

情节铺展中居然没有下文 "作

者才会突发奇想$ 为此他在前

文中也做了些必要的铺垫 "在

述及母亲叮嘱小红帽时就提

到"#树林中布满了凶猛害人的

野狼"쓣的祖父和父亲都说过"

五年前三个孩子" 都在那里丧

掉了性命!"预先已经知道路途

凶险" 后来再提剑救人也就顺

理成章了$

有些作家在创作时已经开

始探究 #小红帽 !的故事类型 "

如郑申华在%小红冠&前有一段

引言" 提到'#中国向亦有一故

事" 为一母出门" 一子一女留

家" 특间有熊冒母归来" 食其

子"女即设计潜逃"与此事大略

相同$ 믲者当初本为一事"彼此

传讹"也未可知$ !这一类型的

故事其实在中国各地都有流

传" 只是出现的主角并不限于

#熊母亲!"还有#熊外婆!#老虎

母亲!#老虎外婆!#뫼外婆!#野

人婆婆!#狼外婆!等等$周作人在

%关于#뫼外婆!&!载(,+)쓪&폯

丝#第六十一期$中就介绍过绍

兴地区流传的#老虎外婆!故事"

并兴致勃勃地提出#쳈若能够蒐

集中国各地的传说故事"选录代

表的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可以

成功一部很愉快的书$ 믲者进一

步" 广录一切大同小异的材料"

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同一的母题

)-./01* 如何运用联合而成为各

样不同的故事"믲一种母题如何

因时地及文化的关系而变化"都

是颇有兴趣的事!" 可他同时也

惋叹道"#可惜中国学问界还没

有工夫来注意这些+쿐事,"只落

得我们几个外行人随便乱讲!$

周作人对开展相关研究的

前景颇为悲观"甚至认为#等到

三四十年后" 믲当有真的学者

出来接替!$ 好在没过几年就有

年轻学者和他一样对此深感兴

趣"钟敬文在他主编的%民间月

刊&上隆重推出了一期%老虎外

婆故事专辑&"除了刊登各地征

集来的同型故事外" 他还披露

了 %已见刊布的老虎外婆型故

事& 和 %듽印的老虎外婆型故

事&"指出中国的老虎外婆故事

始见于清人黄之隽的 %虎媪

传 &"同时又发布 %征求老虎外

婆型故事&!뻹载#,2+쓪 &民间

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 $"쾣望各

地读者能够#在便利的机会上"

뷟力替我蒐罗(采集"쪹这个故

事的资料" 能发现到适当的量

度$ 然后研究者得以在诸君宝

贵的成绩之上" 헒出那较合理

的结论!$ 就在同一年"钟敬文

又发表%中国民谭型式&!载&民

俗学集镌#第一册%(,2+쓪$"归

纳总结了四十五种民间故事的

类型" 其中就包括 #老虎母亲

)믲外婆*型!$ 随后他又撰写了

%征求 #老虎外婆型故事!&!载

(,22쓪&艺风#第一卷第九期$"

对此事的缘起有过更详尽的介

绍 "指出 #老虎外婆故事 "即英

法德各国所流行的 +红骑巾式

故事,$ 它传播的地域"几遍于

东西两洋$ 在学术上(文艺上的

意义和价值" 也很耐人寻味!"

可见激发他研究兴趣的因素 "

就包括流传于欧洲各地的 #小

红帽 !故事 -他还提到 #我对于

这个故事的注意" 以至于存着

整理"研究的心思"已是多年以

前的事了!"并迻录了在原载于

%中国民谭型式&中的该故事型

式"以供读者参考比对$

虽然钟敬文此后并没有继

续深入" 떫他在资料整理和类

型概括方面所做的探索还是给

了后继学者很大的启发$ 从三

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展开通讯

交流并互相寄赠书刊的德国学

者艾伯华" 利用在中国考察时

所搜集到的大量资料" 在(,23

年出版了一部 %中国民间故事

类型&!췵燕生'훜祖生译%짌务

印书馆%(,,,쓪$"在#动物与人!

大类中就包括#老虎外婆)老虎

和孩子们*!这一类型"而所列的

参考资料也有钟敬文主编的那

本%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在

为德国编纂的%民间故事百科全

书&撰写#钟敬文!条目时"艾伯

华也郑重介绍过 %中国民谭形

式&一文$ 쇭一位受到钟敬文影

响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他

在(,34年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

型索引&!횣建成'李倞'짌孟可'

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

艺出版社%(,4)쓪$"在#一般的

民间故事!大类中也列有#老虎

外婆!一项$ 他在%中译本序&中

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特别提到

#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 搜集和

研究"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

十年代才开始$ 当时许多前辈"

如钟敬文( 헔景深等诸位先生"

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

事有许多相似处"初步作了一些

分类!"藉此略表饮水思源之意$

钟敬文和艾伯华始终缘铿一面"

和丁乃通也仅有一面之缘"在两

家论著中译文问世之际都不辞

年高体弱"热情撰写序言加以介

绍$将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的其

实就是诸如#老虎外婆!这样流

传于各地的民间故事"而如果再

继续追溯寻绎"当然也和#小红

帽!故事的译介不无关联$

!ퟷ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教授 $!

" !짏接 ) 版$

题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学人 !

짌务印书馆 "춯

话(丛书宣传广告

&짪报(짏刊登的

&뫬帽儿(컨台剧海报

艾伯华&中国民

间故事类型(

丁乃通&中国民

间故事类型索引(

% 月 +% 日"本刊刊登季琳超%关于顾颉刚著述的文献

学札记)四则*&一文$ 顾潮女士随后来信"就文中一处疑问

作了简要回应$ 现将来信全文刊登在此5

!文汇学人"编辑部#

맳刊转发季琳超先生!맋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佚信"已拜读$十

分感谢季先生提供了先父的佚信及佚文%훁于对 (,3,年他人代作

的!닌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所提出的问题$쿖说明如下#

先父 (,(3年没有日记% 此文所谓 &(,(3年日记'$ 其实是

(,(3年两段读书笔记$헢两段笔记均已收入!맋颉刚全集(读书笔

记"뻭十五$뗚一段在&뇖帚集')一*6+77$뗚二段在&뇖帚集')五*

67738774+ (,3,年先父已是风烛残年$对他人代作之文无精力细

读$맊未能纠正将&笔记'误为&日记'之错% 컒在编辑!全集"쪱$뾼虑

到此文内容与其以前自写之文多有重复$并且有&日记'之误$맊未

收入!全集"% 未料到会造成读者的误会$쳘此致歉%

맋潮

编读往来

!!쿂转 !! 版"嘉惠画花鸟笺#ퟔ鲁迅$횣振铎%놱平笺谱&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学人!"

"

曾莹那里为他们求得画扇! 潘

曾莹推重李慈铭的文才! 李慈

铭肯定潘曾莹的 "小鸥波馆

集 #清妙有致 $又和戴熙一样

别具只眼 $称赏其山水画的水

平更在花卉之上 ! 文士之交 $

贵在淡而有节 ! 虽为知己 $떫

两人身份上的差异是现实存

在的 %潘曾莹出身望族 $比李

慈铭年岁大 $횰位高 $횶子祖

荫做过户部侍郎 $是李慈铭的

上司! 李慈铭求画不可能如在

绍兴面对周星誉 &丁文蔚时那

样随意 $为他人请托更是需要

巧妙的人情契机 ! 光绪二年

'!"#$(五到九月间 $李慈铭和

潘曾莹之间完成了四轮人情

的往复%

第一轮 $李慈铭把蒸豚和

馒头作为端午节礼物送给潘

曾莹 $潘曾莹回赠以节令食品

粽子&닏豆!

第二轮 $潘曾莹请李慈铭

给"小鸥波馆诗意图 #题词 $小

鸥波馆是潘氏住所! 又请他审

阅自己新作的 "独游崇效寺 #

五言律诗! 李慈铭为诗意图题

写了一首 "水调歌头 #$还画时

提出给樊增祥和陶方琦画扇

子的请求!

第三轮 $李慈铭请求潘曾

莹为弟弟画扇子! 潘曾莹画好

交付时 $请李慈铭题跋 "岁暮

江村图 #$ 李慈铭还以绝句三

首!

第四轮 $李慈铭送给潘曾

莹一瓶白菊花 $得到的回报是

新茶!

两个人用五个月的时间

以文学艺术和日常用品为媒

介完成了一出雅俗共赏的 )从

前慢*故事! 以上并非潘&李这

一年的全部交往事实 $떫一来

一往之间 $쿎接紧密 $是两位

旧式文人心照不宣的礼尚往

来! 这不仅是士人修身处世的

规范 $更是社会良性运转的一

大基准 ! 在这个过程中 $成就

了潘曾莹的三幅扇面画 $还衍

生出两位受益人陶方琦的绢

画兰花和樊增祥秀健的题画

诗 ! 所谓文人画 $在这样的礼

仪社会中 $被赋予了长久的生

命力!

潘曾莹画给孙予恬的扇

子 $用的是李慈铭所作 )白舫

青帘真不负 $ 一尊秋赏雨中

山 *两句的诗意 ! 这样的心思

和趣味让诗人感念不已! 给陶

方琦的名为 "秋水菱花图 #的

画扇亦具巧思 ! 和 "江秋思

图#中嵌入 )秋 *字人名的做法

相同 $"秋水菱花图 #中的 )秋

菱 * 二字亦是人名+++钱秋

菱$名青$字桂蟾! 这是惯见的

文字游戏 $李慈铭也曾把一位

太守的名字编入 "双红豆 #词

中取乐 ! 他从绍兴还京 $沈芷

秋闭门谢客 $ 两人行迹渐疏 !

李慈铭亲近的歌郎换成钱秋

菱和朱霞芬! 钱秋菱外貌并不

出众 $쪤在艺风妍静 $写得一

手飘逸的小行书 $很受文士们

欢迎! 潘家二老也是他的发烧

友! 潘曾绶有一首小诗%)月光

如水浸罘罳 $ 싌酒红菱倒玉

卮 ! 秋思金晓忽飞到 $풲笺小

砚写新词! *!%죕记&#第 "#$"

튳 "文辞浮艳 $打趣的是钱秋

菱在李慈铭处共度中秋佳节

的事情! "秋水菱花图#画的是

寻常小景$画家题句其上%

쟥露湿蘅皋 ! 캢风泛菱

渚" 吟到水荭花!보灯写秋语"

外人看来 $再平常不过的

写景抒情小诗! 떫画作授受双

方心领神会 $ 李慈铭一见之

下 $ 立即悟到其中别有寄兴 !

他触动心思 $作了一阙 "一萼

红 #$说是 )心似弹棋局 $终朝

自不平 $ 非知本事者不能解

也 *!%죕记 &#第 "%&' 튳 "! 又

把这图与 "江秋思图 #相联

系$)뎦断懊侬重唱 $只潇湘意

浅$不系苹丝! 싌绮搴簾$黄金

解佩$心事都怕人知! 죌偷换&

헤珠密约 $便缄泪 &何处更通

辞 , 쪣有菱花镜中 $ 画取空

枝 ! *!%죕记 &#第 "!&! 튳 "隐

约迷离$似有所指! 这件"秋水

菱花图 #扇面连同李词一起送

给了即将赴任景山教习的绍

兴诗人陶方琦! 陶方琦与李慈

铭有师徒之分 $来往密切 ! 若

洞悉此中情由 $ 自然无须相

瞒! 若懵懂无知$看图读诗$都

是一派风清月明 $没有不妥当

的地方!

李慈铭还有一件 "秋江蔆

榜晚霞时 #图是为钱秋菱和朱

霞芬二人而作! 樊增祥的题词

"뫘新郎 # 比李慈铭自己写的

要直白得多%

헕影情波里 " 펳竹汀 #菱

花一翦 !췭霞明丽 " 뺵里春人

红裳薄 !刚似芙蓉并蒂 " 有无

限 #쾦阳诗思 " 햺取明珠多少

泪 !좾情天 #一抹鲛绡紫 " 믫

未隔 !河水 "

湘旧爱牵芳芷 " 짵新

来#솹苹罢采!폱珰双系" 닠帽

花间填词客 ! 횻辨香吟粉醉 "

퓧料理 #双鬟钗费 " 一舸霞川

寻梦去 ! 뮽杨枝作姊桃根妹 "

쮭会得!五湖意 " !%죕记 &#第

($&)'($"' 튳"

钱秋菱 &朱霞芬和沈芷秋

都以嵌字的方式涵括其中 !如

此幽绮深情 $不知画面中是不

是真有钱朱两位歌郎的形象 !

"秋江蔆榜晚霞时 # 图有团扇

和横看两种形制 $团扇出自女

画家左锡慧之手 !她是藏书家

姚觐元胞弟凯元的妻子 !姚觐

元在户部十年 $当时外放在川

东分巡兵备道 !姚凯元在京师

活动 $짦猎文字学 &튽学 $떫学

术声誉不高 !李慈铭曾付钱请

左锡慧画过团扇 ! 后来又画

"秋江蓤榜晚霞时 #团扇 $付京

钱十千 $合不到一两银子 '틸

钱比价参见张德昌 %清季一个

京官的生活 &# 쿣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 #%)(' 쓪 #第 #$'(#$%

튳 (!

李慈铭自诩通画理 $所求

的又都是与自己生活 &情趣关

联密切的内容 $因此常常参与

到画家的创作过程中 !先是热

衷于写文字性图略来作引导 $

后来索性直接画图稿给画家

参考 ! 他欣赏左锡慧的画风 $

第三次向她买画+++"霞川花

隐填词图 #! 李慈铭自作了一

张图稿给女画家参考 !他对这

幅图稿很是自得 $说是兼取了

司空图 "诗品 #)采采流水 $蓬

蓬远春 $窕深谷 $时见美人 $

뇌桃满树 $风日水滨 *쇹句 $及

晏几道 )落花人独立 $캢雨燕

双飞 *的意境 ! 常见的填词图

图式是山水林屋间的词人肖

像 !떫司空图和晏几道的诗词

中又都包含了美人在里面 !业

余画家常习山水 &花卉 $人物

画是短板 '엋曾莹说人物画

)폈非所习 *#见 %탇斋杂稿 &#

짏 海 图 书 馆 藏 稿 本 # 第 #*

튳 (!左锡慧则是以仕女画题

材出名的 ! 李慈铭舍近求远

地转托左锡慧来作这幅 "填

词图 # $쒪非这图中除了词人

之外 $还要安置一位女性形

!ퟳ "李慈铭

在书信中评价画

家陈豪 # ퟔ梁颖

%돟素风雅+ 쏷清

彩笺图录&,

!폒 "ퟳ锡慧

花鸟图#쳢款中的

)쟘云女史* 쫇李

慈铭结义兄弟丁

文蔚的夫人#ퟔ东

京中央拍卖 !쿣

港"폐限公司 #'%"

뒺拍网络图录-

톧林

!짏接 ) 版"

슽治%쳆人诗意图&횮一#쯕州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