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味2016年8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苏艳红 18YUEDU
悦读

□王秀平
这世上，真正爱读书的人，提起书，那种从心

底流露出来的喜悦写在脸上。就譬如我。任何时候
提起书，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书，笨嘴笨舌的我立马
变得口齿伶俐，滔滔不绝。而且我一直认定我和书
的缘分是天生的。

每次回忆起我的童年，母亲的脸笑成了一朵
花，她说：“记得你一岁生日那天，我在你面前放了
一本破书，一个鸡蛋，一件花衣裳。你先去抓书，
然后抓鸡蛋，最后把花衣裳也抱你怀里了！那时候
我就断定，你长大了是个爱读书的吃货，还喜欢臭
美！”母亲说的对极了！我自幼不仅对美食和花衣服
情有独钟，对书的兴趣也很浓厚。

我上小学那会儿，是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
似乎只有连环画，我对那种黑白的连环画格外感兴
趣。别的孩子家长给的零花钱都拿去买吃的喝的
了，唯有我，舍不得花，把零花钱一分一分攒起
来，等攒够了就到地摊上买连环画。母亲说，我抱
着连环画认真翻看的样子可爱极了。等上四五年
级，连环画已经满足不了我饥渴的心灵，我开始到
处借大块头的书看，《安徒生童话集》《格林童话
集》等都是在小学看完的。升入初中后，住校，在
学校里攒钱更容易，母亲给我的零花钱我拼命节
省，省钱订杂志。我记得我订了两份杂志：《小小说
选刊》《青年科学》。不但订杂志，还借书看，《红楼
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在中学时
代看完的。“中毒”最深的是初三那年，同学借给我
一本琼瑶的《窗外》，从那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彻头
彻尾的琼瑶迷，迷得神魂颠倒，迷得期中考试在考
场上看琼瑶的小说。期中考试过后，班主任找到
我，语重心长地劝说：“你语文成绩名列前茅，可
数、英、物理、化学成绩一塌糊涂，你偏科太严重
了！不过就你的作文水平来看，如果你一直坚持看
书写作，你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不上高中
和大学也不影响你成为一个作家！退学吧！”原来，
在老师的心目中，一向文文静静的我是个严重的问
题学生。

退学后，父母的责骂和白眼迫使我不得不出去
打工。我干过保姆，干过售货员，自己也摆摊卖过
小东西。可我依然喜欢看书：琼瑶的，三毛的，席
慕蓉的，汪国真的，王朔的……再后来，我出嫁
了，嫁给了一个貌似条件还不错的中学老师，这个
老师是我的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原来的
母校教书。他用买花送吃的方式追了我两年我都没
动心，最后用一封文采飞扬的情书将我俘获，只因
为他在情书中写道：“我知道你爱看书爱写作，我也
爱看书爱写作，所以我大学选的是中文系，我愿意
用一生的时间陪着你看书写作！”婚后，先生调侃
道：“如果当初你不痴迷课外书，好好学习，考上了
好的大学，你一定不会嫁给我！我得感谢四大名
著，感谢琼瑶阿姨！”

婚后，我进了保险公司做营销。做营销最大的
好处是时间自由，每年还有外出旅游的机会。十几
年的营销生涯，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俗
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
无数。在这个阅人无数的行业里，由于见多识广，
写作题材丰富，我博客上写的散文和小说时不时会
被编辑发到报纸杂志上。每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
刊，最开心！

假如爱读书是一种“病”，如今的我，已经病入
膏肓。近几年，我的“病情”严重到每天不看几页
书就跟丢了魂儿似的。

最近我在看张德芬的 《遇见未知的自己》 和六
六的《女不强大天不容》。我希望通过读书和旅行，
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和书的“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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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维克多·雨果、莎
士比亚、马克·吐温……阅读这些大
师的作品，犹如与大师对话，可以参
悟天地间的哲学、从中汲取养分，感
受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魅力。而读者
能接触到外国经典文学，离不开幕后
译者的付出。

他用10天翻译《追风筝的人》，
却用了3年翻译《傲慢与偏见》。近
日，由果麦文化出版、李继宏翻译的
《傲慢与偏见》与读者见面，这是他
自2011年启动“李继宏世界名著新
译”以来的第七部译作，也是至今工
作量最大的一本译著。

向往精神优于物质的生活

在读者眼中，大部分译者给人的感觉都
比较低调谦逊，而李继宏则恰恰相反，常让
人感觉高调，而这多与他的一些译作在宣发
时冠以“最优秀译本”之名有关。曾因翻译

《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 等畅销书而被人
认识的他，仍用十足自信来回答：“现在市面
上有那么多名著译本，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所
翻译和出版的是最好的，那出出来干什么？
那不是浪费纸张吗？”

但他并不认可高调的评价，“我平时深居
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一年下来面
对面打交道的人就十来个，连微博账号都没
有，微信朋友圈也很少更新，不知道有人怎
么会有这种感觉”。

中国很多老一辈的翻译家，一直只专注
翻译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李继宏这些年
翻译的著作却没什么规律。对此，他说：“我
觉得，有时译者就像一个演员，要在不同的
剧作中演好不同的角色。有的演员一生只喜
欢塑造一种人物，而我喜欢不同的尝试，喜
欢进入不同的情境，去表演不同的人物。”

之前翻译 《月亮和六便士》 时，李继宏
最大的触动是书中所倡导那种精神优于物
质、个体大于社会的立场。他认为这和自己
的价值取向一致。现实中，李继宏在 2007年
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大学毕业后待过三
个单位，最后的总结是自己不适合也不愿意
继续上班，依靠在家翻译和写作带来的收
入，刚好也足够生活，所以便不再勉强自己。

如今从业 12年后，李继宏这样总结译者
生涯以来最深的体会：文学翻译，尤其是经
典文学的翻译，是特别专业的事情，需要锲
而不舍的求索、旁征博引的考证和持之以恒
的付出才能做好。

设身处地体会作者的生活和心境

在翻译学上有一个说法，“只有永恒的作品，没有永
恒的译本”。一般来说，一个译本只能“活”50年，过了
50年，就必须有新的译本，因为旧译本已经不适合社会的
语言习惯和行文习惯了。李继宏的看法是，老一辈的翻译
家因为当时生活条件所限，对西方社会了解不足，现在网
络便利和生产条件好了许多，了解的可以更深入。

在最新译作《傲慢与偏见》里，李继宏写下 1.6万字
导读、371条注释、241本专著期刊引用，并赴英国、美国
考察，搜集史料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历史，耗时3年才
完成。如此费时费力，是因为作品是简·奥斯汀在18世纪
末创作的，那时候的衣食住行、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社
会风气等和现在的英国大不相同，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国。

“如果对那段时期的英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理解原
文上会遇到极大的障碍，根本谈不上准确翻译。”

在翻译《月亮与六便士》时，为了呈现出作者毛姆清
晰精准又不失雍容华贵的文体特征，李继宏在翻译时会仔
细推敲，并使用了大量的成语。为了设身处地去体会作者
的生活和揣摩他的心境，李继宏走访了毛姆在伦敦的几处
故居，及他成名以后经常光顾的一些豪华酒店。

在翻译 《小王子》《老人与海》《瓦尔登湖》 等作品
时，李继宏会把作者存世的作品和一些重要的传记看完，
择要看一些研究其作品的论著，然后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

代和社会，以及当时文坛的境况。
为了翻译 《瓦尔登湖》，他尽量把
作者看过的书都翻一遍，更是花费
了4000多个小时查阅资料，去弄清
梭罗著作中所引用的东西方经典。

读书札记读书札记◎

这些经过大浪淘沙、洗尽铅华的经典文字穿越时空，如同经过岁月的淘洗和千琢万磨的璞玉，让我们咀嚼不透、玩味不足。

这些经典名著，你还在读吗？

《傲慢与偏见》
作者：(英)简·奥斯汀
译者：李继宏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笑面人》
作者：（法）维克多·雨果
译者：李玉民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本书是法国大文豪雨果流亡
期间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宏伟
奇崛的长篇小说就像《巴黎圣母
院》和《悲惨世界》一样，传达
着雨果式的激情、诗意和人文主
义精神，而它深邃、离奇的故事
与写法又颇具现代主义风格，被
誉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鹿苑长春》
作者：（美）玛·金·罗琳斯
译者：梅静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鹿苑长春》讲述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的垦荒时代，一个同父母生活在佛罗里达州
的男孩乔迪与一岁小鹿间的故事。当一个人
失去了最心爱的东西，不得不独自面对现实
的残酷，届时应该怎么办呢？被生活击倒
时，应该怎么做呢？作者借爸爸彭尼与儿子
重逢时的对话，道出了一个令人怅惘、却引
人动容的道理。

《启蒙时代·自由的科学》
作者：（美）彼得·盖伊
译者：王皖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
蒙时代》的第二卷，与第一卷《现代异教
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
动的完整阐释。本书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
环境，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
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
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
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李继宏李继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