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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研究所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科学研究所， 对标上世纪二十年代的

玻尔研究所，从事物理和天文方面最前沿的科学研究。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许旸

12卷《施蛰存译文全集 ·小说卷》在沪面世
首度完整呈现“西窗”成果，诗歌卷、散文评论卷、戏剧卷、史传卷预计明年出齐

“学贯中西、窗开四扇”———著名
作家、翻译家、学者施蛰存曾将一生治
学的四个方面比喻为“四窗”，分别是
新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版
考释、外国文学翻译。其中“西窗”成果
首度整理结集出版 ，《施蛰存译文全
集·小说卷》12卷近500万字率先在沪
推出， 汇集了施蛰存1920年代开始陆
续译介发表的域外小说近60种， 是其
文学翻译成就的系统呈现。

小说卷出版后，诗歌卷、散文评论
卷、戏剧卷、史传卷等预计将于2022年
出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共同出版。 恰逢施蛰存先生

116周年诞辰之际，昨天在上海市社联
的《施蛰存译文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多
位学者谈到，《施蛰存译文全集》将成为
研究施蛰存文学思想、翻译实践的基础
文本，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翻译史、文化

交流史的重要参考。这位“上海社科大
师”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将展现上海文
化高原所达到的高峰成就，为“上海文
化”品牌的新高度添砖加瓦。

翻阅全集目录， 施蛰存先后翻译
过古希腊、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意
大利、西班牙、俄国（苏联）、瑞典、挪威、

丹麦、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
亚、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作家作品，

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至20世纪，体
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 诗歌、 散文、戏
剧、文艺评论、传记等。“其译作所涉国
别之多、时间跨度之大、体裁之广，在中
国现代文学翻译家中屈指可数。” 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谈到，施蛰存1927

年就开始了翻译生涯，译过爱尔兰诗人
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蓓尔
达·迦兰夫人》，“据初步统计，1949年以
前，他创作的著作13种，译著则达16种，

翻译数量超过了创作量”。

施蛰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

度过，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外国文学
的翻译引介， 到左联时期在现代主义创
作方面奠定地位，从1930年代创办杂志，

到1949年后着力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

施蛰存每一步重要开拓都与这座城市息
息相关，体现出与上海契合的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的眼光与胸襟， 折射出上海近
一个世纪在社科文化领域所经历的创造
与发展， 变革与飞跃。 他曾先后被授予
“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首批68

位“上海社科大师”之一。

《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包含《十
日谈选》《劫后英雄》《一九〇二级》《恋爱
三昧》《匈牙利短篇小说集》《火炬》《波兰
短篇小说集》《称心如意》《显克微支短篇
小说集》《莱蒙特短篇小说集》《薄命的戴
丽莎 》《荣誉 》《轭下 》《尼克索短篇小说
选》《征服者贝莱》等外文作品。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罗岗等学者谈到， 施蛰存对于
当时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也给予了极大
关注，比如波兰、保加利亚、丹麦、匈牙利
等。他还将翻译理念融入到自身创作中，

使其小说既有东方底蕴， 又不乏西方人
文色彩，比如《上元灯》《周夫人》等，令人
耳目一新。

此前， 施蛰存不少译作在早年初版
后一直未能重版， 有些散见于报刊的单
篇更是从未结集，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
社获得施蛰存家属授权，正式启动《施蛰
存译文全集》出版项目。业内认为，施蛰
存是红色文化的见证者， 海派文化的参
与者，江南文化的发掘者，其全集的整理
面世，在突出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提升城
市软实力的当下， 有着重要价值与学术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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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铁路背后，这群“老挝詹天佑”的上海故事

总书记在中老铁路通车仪式上提到的联名信，来自九位曾在上海学习铁道工程专业
的老挝留学生。他们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认真学习铁路建设和管理知识，立志成为“老挝
詹天佑”；如今学成回国，在中老铁路建设中建功立业———

12月，万象花正开。

昨天， 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的
中老铁路正式通车运行。 这条全长1035

公里的跨国铁路，却绵长过澜沧江，绵长
过崇山峻岭， 见证了中老两国友谊源远
流长，两国人民心手相依。

山不再高，路不再长。这条以高质量
筑就的开放、科技、绿色、友谊之路，不仅
承载起中老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美好
愿景， 也见证着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中
国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水平，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吃米忆田恩，吃鱼念水情。铁路通车
的背后， 还有一段关乎人才培养交流的
动人故事。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一群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曾赴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铁道工程专业学习。学成归国，他们直
接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 并树立起做
“两个工程师”的目标———维护中老铁路
的工程师， 更成为维护中老友谊之桥的
工程师。

今天， 对于中国、 上海这个第二故
乡，他们始终念念不忘，情难割舍，称自
己为“老挝詹天佑”。

一条铁路打开发展新
通道，年轻人誓当“老挝詹
天佑”

坐在琅勃拉邦车站工作间， 盯着手
机里中老铁路通车现场视频，23岁的苏
宋激动得说不出话———他正是这项工程
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三年前，他与首
批老挝留学生一起来到上海，学知识、长
见识， 成为专业人才后回老挝参与相关
工程建设。

“在中国学习的宝贵机会，让我们赶
上了中国新时代，也让我们有了成为‘老
挝詹天佑’的梦想。希望中国的师友们看
看我们的学习成果， 走走这条通向中老
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

苏宋正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届
老挝留学生毕业生之一。 就在铁路通车
之前，按捺不住激动和感怀，他和同赴上
海学习的老挝学生们一起， 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下了这封充满感情的联名信。

佟朗、苏宋、帝佳、宋小麦、凯发、妮
娜、李磨、陈思、冯图……书信上的字里
行间，每一个认认真真的中文签名，都是
这些青年人内心情感的真挚流淌。

据介绍，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
国，主要依靠公路、水运和航空运输。此
前， 老挝国内仅有首都万象至泰国边境
的3.5公里铁路。

一条铁路， 对于老挝来说相当于
打开了发展的新通道、新动脉。

彼时， 老挝国内学校并没有开设
铁道工程的相关课程，技术人才短缺，

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困境。

关键时刻，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发
挥轨道交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独特优
势， 与老挝苏发努冯大学签署 “一带
一路” 中老铁路工程高等教育合作项
目协议， 并开展招生面试工作。 包括
苏宋在内的首批老挝留学生， 来到上
海学习。

耗时半月商议内容，
字斟句酌写就感谢信

佟朗清晰地记得，2018年9月刚到
上海的那天， 他乘着大巴车飞驰在上
海宽阔的马路、美丽的夜景中。到了学
校，老师们帮他们拾掇，买水、铺床单，

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也热情围过来打招
呼。 佟朗好奇地问：“一路乘坐的车子
好像是在半空中行驶！”老师同学们告

诉他，那是上海的高架桥。第一次，这位
年轻人感到：这里是个能创造奇迹、实现
梦想的地方。

随后的班会上，佟朗被选为班长。新
学期开学后不久，他们坐着“复兴号”高
铁去了北京， 参观了中国人自己修建的
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和詹天佑纪念馆，

也登上了曾在课本里读到的万里长城。

第一次坐高铁， 第一次了解铁路的
意义，站在长城上，这些小伙子们眼里有
了光：“要当‘老挝詹天佑’，学到知识为
老挝铁路建设作贡献。”

学习期间， 他们系统掌握铁路专业
知识，也开展各类研修实践活动，感受上
海城市精彩，感知中国文化魅力。其间，

他们以视频《我们在上海的故事》生动记
录了在沪学习生活的难忘瞬间。

往事历历在目。 如今已回到老挝苏
发努冯大学的佟朗在云端接受记者采访
时，隔着屏幕，他展示着新近获得的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电子版毕业证书， 也深情
回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感谢信的缘起。

他说，毕业离沪时，大家就有了这个
想法。 今年11月， 眼看中老铁路即将通

车，内心的触动越来越强烈，大家前后耗
费半个月商议信件内容， 最终决定由班
长佟朗代表9人执笔。

动笔写信时，9个人分处琅勃拉邦和
万象两地。大家通过网络，字斟句酌确定
了信的内容，信是在琅勃拉邦写好的，当
地工作的同学们签了名， 再通过试运营
的中老铁路邮寄到万象， 由那里的同学
再签名。最终交给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佟朗说，这封信正是经由中老铁路传
递的。信中用上了两句老挝民谚：“朋友是
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吃米忆田恩，吃鱼
念水情”。以此感谢在上海学习期间，所受
到各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

特别是2020年， 因疫情未能回老挝
的留学生们得到了大家的关爱。 他们与
中国小伙伴们一起组织了“大道之行”社
团，创立了名为“中老铁路通”的民间交
流线上平台。

取名“中老铁路通”，意在以铁路为
媒将中老两国紧密联系。 小伙子们这样
介绍：希望借由网络平台，一方面向老挝
人民普及铁路安全知识， 让他们了解和
支持老挝的铁路事业；同时，也想把自己

在中国、 在上海的点滴故事记录传播开
去，和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
中国、精彩的中国。

“在上海学习让我们
赶上中国的新时代”，课堂
知识派上大用场

云南景洪， 横亘着宽阔的澜沧江，中
老边境就在眼前。 经过两年学习，第一批
老挝留学生于2020年11月返回老挝。 随
即，这些学成归国的老挝留学生就于第一
时间在中老铁路建设工程上展开实习。

那时候， 中老铁路建设进入关键时
期， 留学生们跟着中方带教师傅为铁路
“添砖加瓦” ———从铺轨作业到放置桥梁梭
头、 再到设置公里路标， 常常加班至深夜。

留学生之一的冯图， 在实习期间领
到了任务： 完成万象至万象南段桥梁墩
台基坑、垫石的测量。

他回忆说： 上海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派上了大用场。 从T梁及连续梁底部左
右边线到中轴线， 以最精准的数据来呈

现， 从而帮助施工队搭建桥梁。“我们就
像‘螺丝钉’，这些努力只是中老铁路建
设的很小部分，但依旧无比自豪。”

别看这些留学生20岁出头， 他们中
不少人已当上“小领队”。譬如在中铁二
局实习期间， 佟朗就因表现出色被提拔
为小组负责人。“每天我都要制定详细工
作计划，哪座桥需要多少梭头，成员们分
别要做什么。”

此次中老铁路竣工前， 佟朗等人坐
在轨道车上，跟着施工队伍提前“踩点”，

沿线风景尽收眼底。“在上海的学习让我
们赶上了中国的新时代， 世界最先进的
铁路从中国连进老挝， 也连进了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

建立联合科技实验
室，加强人才互通培养

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负责人介绍，

自2018年以来， 中老铁路工程高等教育
合作项目前后共培养了3批次31名老挝
学生来上海接受本科教育， 其中部分是
研究生。这也是中国首次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培养铁路技术人才。

此次中老铁路通车运行， 是一个开
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铁道工程系主任
李培刚介绍， 学校的目标是为中老铁路
培养“少而精”的应用创新型技术人才，

这群留学生会逐渐成长为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 最终成为技术管理型人才。“他
们不仅参与铁路建设， 还要负责后期运
营维护，让中老铁路更安全稳定，才是他
们的最终目标。”

就在今年，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申报
的“中老铁路工程国际联合实验室”获得
上海市科委立项批准。 实验室主要开展
国际间科技合作，推进中国铁路技术“走
出去”、本土化标准体系建设、国际化应
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和培训等。

“老挝留学生们也肩负着科普使命，

让当地人了解铁路认识中国， 更打造中
老民间交流平台，以铁路连结两国情谊，

凝聚青年智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
书记郭庆松这样说。

当年学生们组建的网络交流平台如
今依旧热络。 铁路正式通车， 关于这条
铁路线的所有美好愿景， 也都在这个平
台上尽情舒展飞扬。 社团里两国学生代
表这样激动畅想： 借由中老铁路， 可以
载着 “大道之行” 开展更丰富的研学活
动， 共同畅想美好未来。 还有学生策划
了 “铁路云游探索小队”， 形成了 “云游
中老铁路” 四个专题。 这条民心相通的
黄金线， 也将见证中老两国青年一代在
新时代的交融共荣。

“云助残”入驻“随申办”平台
本报讯 （记者何易）昨天是第30个

国际残疾人日，上海“云助残”正式入驻
“随申办”平台。市民可在“随申办”搜索
云助残， 选择残疾人或志愿者身份进行
注册， 这将使广大志愿者参与助残志愿
服务更为便捷， 促进助残志愿服务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于去年推出

“云助残” 服务平台， 实现了残疾人与志
愿者之间 “点对点” 服务供需对接。 目
前， “云助残” 已稳定运营一年， 注册残
疾人用户1076名， 注册志愿者2188名， 入
驻志愿团体10个。 截至11月底， 共有78

位残疾人朋友发布450个需求单， 58位
志愿者认领 258个需求单 （含手语协

助 ）， 服务总时长超过36510分钟 。 同

时， “云助残” 还于当日上线 “轨交助
行” 功能模块， 出行范围覆盖全市轨交
线路和站点。

今年，市残联深化落实 “互联网+志
愿服务”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云助残”

功能，开发志愿助残服务项目，努力为残
疾人朋友和志愿者提供优质的供需对
接，让残疾人群体多出门走走，促进实现
平等、参与、共享，顺应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未来，“云助残”还将为残疾人
群体提供更加丰富及人性化的服务，体
现上海的城市温度。

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正式启用
本报讯 （记者姜澎）昨天，位于张江

科学城的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正式启用。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出席启用
仪式。 李政道先生昨天也特地写来贺信。

2021年是李政道先生九十五华诞。

李政道研究所由李政道本人于2014年底
提议建设并获批，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化
的科学研究所，对标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玻
尔研究所，从事物理和天文方面最前沿的
科学研究。

目前李政道研究所已聚集若干学
术大师领衔的研究团队，吸引了一批科
技创新活力的青年才俊，开展了多个前
沿领域原创性基础研究，实验平台建设
正稳步推进。 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由南
区、 北区和中间球形共享空间组成，总
建筑面积 56000 平方米，当前正在建设
暗物质与中微子实验平台、实验室天体
物理实验平台、拓扑超导量子计算实验
平台和公共计算平台。

新任所长由知名物理学家、 中科院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担任。 创始所
长、 诺奖得主、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弗
兰克·维尔切克担任李政道研究所首席科
学家。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施尔畏等相关领导参加了此次
的启用仪式。

①②老挝留学生在实习期间进行测量工程。

③老挝留学生开展“大道之行”研学活动。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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