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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昨天，第二届“译文双年选”颁奖典礼暨

主题沙龙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行。评审团评

委将第二届“译文双年选”奖项授予郑体武翻

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

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翻译的《尤利西斯》。

这个奖项的颁出，也让一个巨大的疑问

在之后的主题沙龙上被明明白白地提了出

来：在技术发展到当下，在翻译软件、机器人

的迭代更新下，翻译者的危机感如影随形，汉

语翻译的意义在哪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也是本次“译

文双年选”评审团主席，他把汉语比作了“锋

刃”：“我们伟大的翻译家们以汉语作为锋刃，

在一部伟大作品的磨刀石上，磨亮锋刃，不断地

更新这个锋刃。每一个译本自有价值，因为

就在这个译本上，汉语的锋刃，汉语新的可能

性又得到了一次磨砺，又得到了一次闪亮。”

李敬泽的写作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

推介文学新人。几十年来，他写过大量评论

文章，著有《会饮记》《咏而归》等作品。最近，

他因为谈论ChatGPT而被视作文学界的“高

科技专家”。

李敬泽被称作“作家中的考古者，评论家

中的博物学者”。他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解读

和审视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观点。他拿绘

画创作来打比方，“家里墙上挂幅画，我希望

知道它是谁画的。他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

一个机器画的。同样，当我们看一部文学作

品，当然我希望它有一个确切的作者，如果是

一位外国的作者，我依然希望它背

后站着一位确切的译者。”译者的水平可能有

高有低，遇到水平低的译者，李敬泽会想：“这

译的啥？水平还不如我。”读到优秀的译作，

他又忍不住沉迷其中。他认为，我们和传统

的关系、和已有的全部文本的关系不是一个

知识问题，不是数据的检索和生成问题，而是

我们作为有限的个体，以有限的生命去阅读、

学习、体认、选择。“至少我觉得要想改变人

性，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工智能还需要

付出艰苦的努力。”他说。

直到现在，也许由ChatGPT翻译一本小

说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李敬泽不太相信上

海译文出版社会出版一本外国小说，译者署

名为ChatGPT，“我不会读这样的一本书。”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吴翔）历经两年多的拍摄

和制作，京剧电影《捉放曹》将于本月底上映。

从8月29日到9月30日，《捉放曹》将于每周二

至周六，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浦东保利国际

影城、永华电影城等30多家影院放映。昨天

下午，该片在和平影都率先点映，影片主创们

也来到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创作的经历。

京剧电影《捉放曹》由滕俊杰导演，王珮

瑜和王越领衔主演。影片历经10个月的筹

备、2个月拍摄，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后期剪

辑、制作才完成。影片遵循“尊古不泥古、创

新不失宗”的创作宗旨，讲述《三国演义》中陈

宫与曹操的经典故事，是著名老生演员王珮

瑜的代表作。电影强化京剧“功法”与电影叙

事融合的优势，探索京剧电影更具观赏性、更

有含金量的“打开方式”。在2021年第十七届

中美电影节上获十大“金天使”奖。这部作品

也是上海京剧院继《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

韩信》《勘玉钏》《贞观盛事》后参与出品的第

五部“京剧电影工程”作品。

映后见面会上，导演滕俊杰、主演王珮瑜

为观众分享了电影拍摄期间的趣闻，与对手

演员飙戏的难忘经历，以及对影片的感悟等，

让观众全方位了解京剧从传统舞台艺术到大

银幕绽放的呈现过程。当天，到场的数百名

观众兴致盎然地观影，积极热情参与互动，纷

纷发表观后感，且表示影片非常值得观看。

有观众还表示：等8月29日正式上映后，还会

带着亲朋好友来“二刷”。

展映期间，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

会还特别为团体观众提供包场服务，只要人

数达到30人，即可与主办方联系。据上海京

剧院介绍，此次展映活动开启了京剧电影展

示的序幕，接下来每年都将联合电影放映行

业协会为广大影迷和京剧爱好者上映京剧

电影。

昨天，著名人文学者骆玉明携新书《古诗

词课》做客“思南文学之家”，围绕“重读古诗

词，唤醒生命中的诗意”这一主题，向读者传

递出古典文学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届上海

书展首个围绕传统古典诗歌的主题讲座。

骆玉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他曾任《辞海》

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著作有《简明中国

文学史》等。作家王安忆回忆她在复旦读书

时提到，“我选过骆玉明教授的课，每次听都

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因观点独到，

骆玉明教授的声名已超越校园，是B站上极

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宣讲人。此次讲座，

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年龄最小的听众刚上小

学一年级。《古诗词课》是骆玉明教授的新

作，脱胎于复旦大学热门课程《古典诗词导

读》，用21节治愈人心的诗词课，还原古诗

词中的人生境遇，深刻展现亘古不变的人

性。骆玉明教授现场讲授精彩生动，金句不

断，许多读者感到，仿佛旁听了一堂复旦名

教授的现场授课。

时下，部分粗鄙、不规范流行语在社交媒

体上“病毒式”传播，影响到诸多年轻人的汉

语表达。这一现象让骆玉明警醒，他大声呼

吁：需要警惕“语言匮乏症”。他提到，语言表

达的粗糙化，不是语言表达能力缺乏的问题，

而是关乎生命体验和情感体现缺失的后果。

他希望读者能够多读古典诗歌，在美妙的语

言中唤醒内心对生命理解的多重认知，从而

提升表达能力。

今年3月，骆玉明解读《春江花月夜》授

课视频收获超过2000万点赞。他在现场告

诉观众，这首诗歌让人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

值，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决定这个世

界的意义。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你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骆玉明特别肯定了古诗

词对于个体的现实意义——古诗词和传统文

化血脉相连，传达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集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多种期待。当读者

和古诗词产生共鸣的时候，能够用阔大的胸

怀、洞彻的眼光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春江花月夜》解读视频在网络上火爆，

让骆玉明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教授。很多读

者在网上留言呼吁，希望他的《古典诗词导

读》能够被印成书。而本次上海书展让读者

得偿所愿。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朱光

第二届“译文双年选”颁奖，评审团主席李敬泽——

“我不会读       翻译的小说”

倪文尖是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名师，研究语文教育。

做学问20多年后，他忽然想

到在互联网上“搞点新意思”，

于是在B站发布“语文名篇重

读——现代文学系列”，称“把

论文写在B站上，700多万观众

爱上了他的课。”由光启书局最

新出版的《倪文尖语文课》就是

倪文尖在B站开设视频课的结

晶。昨天在上海书展场外接

受记者专访时，这位互联网上

最红的语文老师坦承“有遗

憾”，自己当老师比当父亲称

职多了，“我的孩子语文不好，

我觉得是我错过了他的阅读兴

趣点。”

在倪文尖眼中，语文的范

畴是大于文学的，社会运用是

和文化传承、精神修养、现代思

维、语文才能同等重要的“语文

素养五棵树”之一。语文应在

“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和“如何

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相统合

的高度上重新定义，重新出

发。这正是他独特的语文观。

倪文尖喜欢上课，上课是

他的职业，上课也决定了他的

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但在镜

头前上课和课堂面对众多学生

不一样，面对学生更可能“讲

疯”。近来，面对镜头时他增加

了手部的肢体语言，“好朋友毛

尖说我镜头感不错”。

“我也要特别感谢视频课

的观众同学们，你们的数量是

如此之大，你们的弹幕和评论

水准是如此之高，让我骄傲。

我不媚俗，我觉得，自己关于语

文课的见解、关于文学与现实

与人生的理解，还是接地气、有

人气的。”倪文尖说。

1985年，倪文尖被保送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路读

到博士，师从文艺理论家钱谷

融，“钱先生说，做学问，第一

求真，真的是自己。你是有自

己想法的，表达出了真，自然

就能深，真的深了，就会新。”

这些影响着倪文尖之后的路，

他后来一直“求真”“立诚”，无论做学问，

还是做人。

做语文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倪

文尖在钱理群的带领下，与吴晓东、罗岗等

一起编写了一套现代文学名作中学生点评

本，之后，他又主编了《新课标语文学本》

初、高中卷共17本。

“首先要上好语文课，这是最公平的课

堂，然后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语文没学好

的人，不好玩。”倪文尖不赞成忽视语文知

识，却也对以往机械的知识学习方式持反

对态度。他说：“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堆概念

拿给学生，而是要努力在呈现方式上下功

夫。”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京剧电影《捉放曹》月底上映

骆玉明教授书展导赏《古诗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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