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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处不翻译
桂乾元

    笔者是从事德语翻译的，由身边的世
界，特别是“进博会”，联想到一个社会现象：
世界无处不翻译。这里的“翻译”，有时也指
代外语，因为“听说读写译”是外语的五大基
本功，而归根结底则在于“译”。有人可能会
疑惑：“进博会”固然需要翻译，但没有这么
夸张吧？若时光倒流十几年，我也不相信“世
界无处不翻译”。可现在不一样了：世界在
变，翻译也在变。问题在于，对身边的许多
“变”，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就不
敏感、不当回事了。比如公交工具用中外文
报站，指路牌上也有外文译名，警察制服上标
有 Police字样等等。

我为“世界无处不翻译”点赞，因为进入
新世纪以来，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而翻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这或可用四句话概括：“人手一机难分离，

各行各业需外语，衣食住行少
不了，开放发展要翻译”。现如
今，谁不用手机？手机离不开翻
译！三百六十行，哪行不想发
展？要发展岂能没有翻译！至于

日常生活，因为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
需要“翻译”的场合越来越多。请外国友人用
中餐有些菜名不知怎么翻译，用手机翻译
App就可解决难题。出境游自不必多言，就是
国内游也不“逊色”：逛公园有中英对照的“导
游介绍”，参观博物馆和展馆也有中外文的

“参观指南”，旅游景点更有多种外文的“导览
前言”。其他方面，如海淘的商品上有外语说
明书需要翻译，因为要出口，甚至小小的“暖
宝宝”也附有中外文对照的使用说明……

世界在变化发展，翻译在我国也与时俱
进，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对其需求飞速增
长：十多年来，我国有 100多所高校设立了翻
译硕士点，甚至翻译博士点也有好几个。而本
科翻译专业更是多得难以胜数。由此可见社
会对翻译的需求之大。其次是翻译理念不断
深化：就说翻译标准吧，严复的“信达雅”已不

够用了，译界给出了许多新的提法和要求。比
如德国译界的“忠至可能，美之必要”就值得
参考借鉴。再说翻译的作用和功能：“翻译目
的决定翻译的一切”，把翻译目的提高到了至
高的地位，突出了翻译的“商品性和服务
性”。这是完全契合当今市场经济、商品社会
的先进理念。再次，翻译方向的变化：我们现
在要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所以
汉译外的比重大大增加，达到与外译汉平分
秋色的地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如
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外汉翻译的大军。
曾几何时，姜昆徒弟、老外大山的普通话令
国人惊讶称奇。如今有多少老外已达到和超
过了他的水平……
以拙见，“世界无处不翻译”是当今时代

的重要特征：它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是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物。
“世界无处不翻译”使我国译界无比振奋。我
们翻译圈内人要为完成我国未来的四大任务
“建设开放新高地，促进外贸更创新，优化营
商好环境，加深多边区合作”而继续奋发努
力，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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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盘点
王 蒙

    编者按 在即将过去的
2020年，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
卓绝的历史大考。 “物有甘苦，

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 ”疫
情之下，生活虽然被改变，但依旧是
丰富而充满希望的。 每个人在 2020

年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收获， 从今
天开始，十日谈栏目约请各界名家，

分享“我的 2020年”，敬请关注。

一、春节假期前一天，疫情消息
吃紧，当晚已经交付订金的家人聚
餐怎么办，我来回改来改去，变了六
次，最后排队打包，拿到家里，缩小
一半规模，相对冷清地吃了年夜饭。
二、大大减少了社会活动，将八

万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扩充为十
余万字的长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三、三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王蒙文集五十卷版。又出版
了王蒙讲孔孟老庄青少年版。

四、六月份录制《红楼梦》讲解
视频八十集，每集三十分钟，每天录
三集，二十七天一鼓作气录完。

五、与家人在微信群中每晚唱
歌交流，增加无直接接触的相互鼓舞。

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二〇
二〇年的春天》一文。

七、夏天在作协的北戴河创
作之家写小说《夏天的奇遇》等。

八、十月二十三日广西大学
出版社举办王蒙漓江之夜活动，我
偏偏由于月初去过发生新疫情的
青岛，不能参与，录了视频与前往
桂林的文友交流，被戏称为后疫情
时代的行为艺术。

九、基本完成了历时四年的
有关荀子的写作。
十、与近七十年前为《青春万

岁》画插图的老画家张文新先
生见面，作诗四首，发表在新
民晚报“夜光杯”上。并与人文
社策划好出版《青春万岁》插
图版事宜。
十一、出席十一月初老家南皮

县的拙作插图展活动，为家乡的迅
猛发展而感动，写下古城新风记南
皮小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十二、二〇一九年，因感到体
质转弱，将每天走步数标准自日八
千步降到七千，又降到六千。经调
养与减少其他活动后，又恢复提高
到日行近万步的水平了。

十三、捐赠款项，在中华文学
基金会建立了王蒙青年文学专项
基金。

十四、视力听力显著下降，慢
慢来吧。

藤花旧馆抒怀 恽甫铭

    “……重衾脚冷知霜
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
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
许相依。”此诗写的是
1073年底，苏东坡由杭州
经常州赴润州救灾赈饥，
除夕之夜宿大运河畔，听
两岸除旧迎新的鞭炮声，
自己却在船上过了一个寒
冷孤寂的大年夜。次日，望
着远去的常州城，他发出
了如此深情的咏叹。
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

东坡与江南常州结缘纯属
偶然，但他“眷此邦之多君
子”，一生 14次造访，中年
乞居，晚年终老于常州，确
实又不是偶然的。“雅士之
乡”的常州吸引了他，季子
之后的常州人重情义，更
加敬仰和厚待这位宋代大
文豪。少年时的我，便知古
运河畔有东坡公园，那里
有仰苏阁、舣舟亭、洗砚

池、御碑亭等遗迹。及长，
语文老师解读苏东坡的
人品艺品，那跌宕起伏的
人生阅历和无与伦比的
人格魅力，成为许多人效
法的楷模，东坡文化融入
以致成为常州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常州的一
张文化名片。
庚子十月，秋色烂漫。

在常州苏东坡研究会秘书
长陆文桂的陪同下，我踏
进了苏东坡度过生命中最
后 43天的藤花旧馆（孙氏
馆）。老陆说：常州历来重
视东坡文化，现在又将前
后北岸打造成历史文化街
区———突出了“苏东坡在
常州”这一主题。2015年 1

月 8日，原河北岸顾塘桥

畔的藤花旧馆被改建为
“常州苏东坡纪念馆”并正
式开放。
访问时间不长，我看

到来此地参拜的游客络绎
不绝，其中不少是慕名而
来的外地人。一批戴着红
领巾的少年是武进区湖塘
镇社区的中小学生，在老
师讲解时认真做着笔记。
藤花旧馆，由外庭“归

里园”和内庭“憩心园”组
成。归里园的东坡坐像美
髯飘飘，气度非凡，西侧栽
种的海棠树为先生心爱之
物。圆月门内一架紫藤枝
繁叶茂，每到春夏之
交，这里层蔓飞霙，
一片紫云斑斓。憩心
园东有宋泉古井，西
有洗砚池遗物（东
坡公园里的洗砚池则为讨
乾隆欢心而复制的）。古井
之东的平房，展出了苏东
坡波澜壮阔的生平事迹。
坐北朝南的“眷君堂”

是明代建筑楠木厅，供奉
苏东坡与常州名绅、乡贤
钱世雄，径山寺长老维琳
咏诗释道的白色群像。与
“眷君堂”并排的东厢房是
苏东坡终老房。这里的安
息区陈列了苏东坡的书桌
和木床，床上摆有晋陵县
令陆元光赠送的懒版，十
分引人注目。原来，苏东坡
1101年遇赦北归，决计居
常州孙氏馆，远离京城。从
海南岛起程，抵达常州已
是炎夏时节，66岁的苏东

坡经不起劳顿颠簸，一病
不起，7月 28日便背靠懒
版与世长辞。面对静穆无
言的懒版，我深深地行了
三鞠躬，表达后学的绵绵
思念。东坡终老房外青篁
盈盈，在阳光照耀下摇曳
生姿，这不是苏东坡“无竹
令人俗，士俗不可医”的心
灵写照吗？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中国攻坚脱贫，
常州也非当年的常州。回
望远去千年的苏东坡背
影，笔者生出十分感慨。林
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
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
难能有二的。”不是吗？论
散文，他与欧阳修并称“欧
苏”；论诗歌，他与黄庭坚

并称“苏黄”；论词
作，他与辛弃疾并
称“苏辛”；论书法，
他被尊为“宋四家”
之首；论绘画，他是

中国文人画鼻祖。这样一
位具有家国情怀才华横溢
的人，“奋厉有当世志”，官
居礼部尚书，但刚正不阿
秉言直书的性格，使他仕
途多舛几次被贬，一生的
大部分时间竟在流放中度
过。让人钦佩的是苏东坡
在精神上摆脱了得失的痛
苦，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世
事沧桑变化，在坎坷中独
享清趣，在清淡中品尝滋
味，在绝境中活出精彩。他
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
达乐观襟怀，也有“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的睿智思辨；他有“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的豪迈气象，也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温馨人情关怀；他有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的高雅脱俗，也有“是
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
独伤神”的浩荡气节。如果
没有他，北宋乃至中国文
化将会失去多少光彩！纵
然人生如须臾一瞬，苏东
坡的精神却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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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上有个习俗，大生日贺九不贺
十。要贺都安排在逢九的生日一天，亲朋
好友济济一堂，热热闹闹祝贺一番。
我原先不知道这忌讳，况且也没把

生日当回事，不管大生日、小生日。母亲
在世时，她不会忘记我的生日，早早一碗
鸡蛋汤面，是绝对要端到我手里的。结婚
之后妻子记着我的生日，不论日子好过
难过，只要不是岀门在外，热腾腾、香喷
喷的鸡蛋面肯定不会少。记得我十岁大
生日甚为隆重，三个舅舅都进城来了，
还有我不认识的很多人，都是爷爷奶奶
的亲戚，表伯表叔表姑表婶的特复杂。

二十岁，没过，后来爬梯子一样是三十岁、四十岁，没
过，甚至七十也没过。五十、六十倒过了，自己家人加
上弟弟妹妹侄儿外甥及几个朋友，聚起来喝酒，你敬
我我敬你，天翻地覆的，结束了公开：今天是我大生
日。众人意见纷纷。我说我怕你们送礼，而且怕收礼到
时候忘掉给你们还礼。心里话。
生日当天，因为有事，没回东阳。一早我给自己烧

了一碗酱油汤面，卧了两个白煮鸡蛋，尝一口挺不错，
有母亲烧的、妻子烧的味道。下午六点钟下班，跑到“友
家”买了一个白斩鸡———我觉得不会有红烧的加这加
那太多的不放心，一个雪菜炒毛豆———我觉得腌过的
菜很多细菌被盐杀掉了，况且毛豆外包荚子隔了杀虫
剂污染，然后加一小盆青椒炒虾皮———我认为青椒维
生素丰富，虾皮小小的不会人工饲养，再者是一小方霉
豆腐乳，荤素搭配四菜一汤———紫菜汤，把电视机前的
茶几摆得满满的，丰盛之甚。当然少不掉酒，一杯，二两
半荞麦烧。好！家人距我 76公里当然不来了，弟弟妹妹
侄儿外甥不叫了，好朋友也不骗来了，就我一个，自己为
自己七十九岁大设寿宴。我吃得稀里哗啦的特开心，特
轻松。谓之开心，我可以慢条斯理地品尝我爱吃的菜；谓
之轻松，我不用站来站去接受人家接二连三的敬酒。
我自顾自地边吃边喝，想起今年收成不错，岀了

500多页一大本《中国婺派建筑·兰溪卷》，又写了《可
居，可耕，可易，可诗，可画》和姐妹篇《听大岭娓娓道
来》，讲同一个主题：寻找人居环境范例。不同的是《可》
侧重于古村落保护下来还在继续使用，《听》侧重于古村
山水环境格局没有变，泥墙房子、碎石房子原拆原建后
焕然一新了。我因此开心地哼起“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真奇怪……”忘记了过完年自己就进入“80后”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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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由丝绸而起名，但沿路运
输交易的不仅仅局限于丝绸，它更是一
条文化之路。文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界
定，但我认为简言之，文化是一种生活方
式、价值追求和情感表达。因此，它不光
是物品的交流，它更是生活方式的传递，
一定会带来观念的创新与思维的碰撞。

我曾应邀担任撒马尔罕音乐
节的国际评委会主席，在撒马尔
罕我才知道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
通过撒马尔罕传到欧洲，传播的
路径就是丝绸之路。当年唐朝与
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
摩擦不断，于是发生了一场现在
较少人提及的战争———怛罗斯战
役，这场战争唐朝是失败的，阿拉
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
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
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于是造
纸术在撒马尔罕安寨落户，并通
过这条古丝绸之路最终传播到欧
洲乃至世界各地。现在撒马尔罕
还完整保存着当年中国传到这座
古老城市的原始桑枝造纸工坊，
每天大约能生产 50张纸。

想当年造纸、瓷器、茶叶、玉
石等中国的特产通过丝绸之路源
源不断地输送到沿线国家，尤其是丝绸
这种全新的织品，以炫人的形象出现时，
一定会对当时人的衣着、时尚、消费、审
美等产生冲击。据记载，丝绸一度成为罗
马人狂热追逐的物品，市场上价格飙升
到每磅 12两黄金的天价。丝绸成为罗马
少女的最爱，她们穿着丝绸衣服招摇过
市，成为罗马街头一道夺目的风景。然而
罗马元老院则惶惶不可终日，他
们惊呼：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
的放浪形骸，以至于成年人可以
透过她们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
们身体性感的曲线，如果衣服的
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而令人想入非
非，这样的服饰应该消匿于市。这就是
商品交易带来观念文化的冲撞，也是外
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或者说是跨
文化的交流而引起的冲撞，跨语言，跨
宗教，跨制度，跨意识形态，跨思想观
念，归根结底跨生活方式。这种跨文化
是在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注入
一种异质，而这种异质的注入，不是颠
覆，不是倾轧，不是取代，不是覆盖，而是
一种融入，一种激活，一种嬗变，一种纳
新，尽管起初它们会产生排异，但最终会
产生融合，会起到双赢多赢的结果。只是
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健康的心态去接
纳和包容它。

我去年八月去奈良，专门拜访了位
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座具有中国盛
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是由中国唐代高僧
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
的总寺院，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的鉴
真，他是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
高僧。鉴真从发愿东渡传戒到东渡成功，

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在
他六十六岁时才如愿。到达日本
时，前后同伴已死去 36人，道俗
退心的二百余人，然而他不顾生
命危险，不顾双目失明，经过十二
年挫折和磨难，终于达到了赴日
传戒的目的。天平宝字七年（763
年）五月六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
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荼毗
后，即葬在这寺东北角的松林中。
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
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
开山堂，同样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一

批有识之士、有为之士，孜孜不
倦、经年累月地去做这样的跨文
化跨地域的交流。本世纪初，我去
新加坡，中国旅美音乐家叶聪在
当地担任华乐团的音乐总监，至
今他还一直在这个滨海城市耕

耘，成为这个国家文化领域的智囊性人
物。就因为他的原因，我曾把这个庞大的
乐团请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之后我
去墨西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著
名指挥家陈佐湟特为赶来，有幸这位大
指挥家为我墨西哥之行权充司机，因为当
时他在墨西哥交响乐团当首席指挥，由此
我们促成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墨西哥文

化周。类似这样行走在现在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编织者层出不穷。
因此，“一带一路”不光是经

济带，更是文化带，而这种国与国
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

流合作方兴未艾。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从
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因此，“一
带一路”的交流往往既是国与国的交流，
更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带
一路”城市间各种文化交流合作联盟纷
纷成立，城市越来越在“一带一路”发展
中占据中心地位，于是，“一带一路”城市
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体系研究就成为顺
势之为，我领衔主持了这一重点课题的
研究。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经
过认真整理后的课题研究报告正式付梓
出版，但愿此研究能为“一带一路”的建
设添砖加瓦，此乃幸甚。

（本文为《“一带一路”城际文化交流
合作的体系研究》一书的序言，有删节）

敦煌 （油画）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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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鹏先生在舞台
上仍 “耳聪目
明”，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