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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1975 年，波西格在修理一辆摩托车。

中英文学跨越时空的对话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4 月 21 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携手大英图书馆
联合举办的“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
馆的珍宝”展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从《诗
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
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同时开幕，中英两国经典文
学将在这里碰撞出一首别样的文化交响曲。

来自大英图书馆的 11件珍品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 在山丘和谷地
上飘荡 / 忽然间我看见一群 / 金色的水仙花迎
空绽放 / 在树荫下，在湖水边 / 迎着微风翩然
起舞”。

威廉·华兹华斯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位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这首《我孤独地漫游，像
一朵云》，也被称为《水仙花》，在中国广为流传、
深受喜爱。在写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作者经过了
怎样字斟句酌的过程？记录下如此浪漫的诗句的
笔触，是否也同样清丽曼妙呢？在“从莎士比亚到
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上，你或许能
找到答案。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展厅里，华兹华斯的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的手稿正静静地躺在
展柜里，接受着观众的注视。“这部手稿是从出版
商后人手中得到的。在手稿上，我们可以看到有
作者画线、修改的痕迹，这展现了他创作的过程。
而且，手稿上不仅有诗句，还有华兹华斯写给出
版商的一段话，告知这部分诗句应该出现在诗集
的哪个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华兹华斯不仅作为
诗人在创作，也具有商人的思维和视角。这是个
很有意思的细节。”此次展览的英方策展人、大英
图书馆西方遗产部现代手稿及档案策展人亚历
山德拉·奥特介绍说。

华兹华斯的手稿只是此次展出的来自大英
图书馆的 11 个展品之一。这 11 个展品是 10 位
英国标志性作家的 9 部手稿和 2 部早期印本，涵
盖诗歌、戏剧和小说三个领域，除华兹华斯的手
稿外，还包括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的修订
稿本、本杰明·布里顿《仲夏夜之梦》（歌剧）的缩
编谱手稿、拜伦《唐璜》手稿、柯勒律治《古舟子
咏》的手稿、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
版四开本、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
贝》的手稿及《大卫·科波菲尔》带原版蓝色书皮
的合订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失踪的中
卫》手稿等。展出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本均为首
次在国内亮相。

展品背后有深意

此次展览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
一个缩影和成果。据亚历山德拉·奥特介绍，早在
2015 年，英国政府就给大英图书馆拨出款项，资
助其与中国的图书馆进行合作，举办展览。此次
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大英
图书馆还将带着不同的展品来到乌镇、上海、香
港等地，举办一系列展览活动。2016 年 12 月，在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在中
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英国教育大臣格里宁
的见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与英国国
家图书馆执行馆长罗伊·基廷共同签署了中英展
览协议，直接推动了此次展览的举办。

亚历山德拉·奥特介绍说，此次展览对展品的
选取是两国图书馆共同策划的结果，并不严格依
据英国文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选择，而是选取
了历史长河中的 11 部亮点作品，尤其是中国读者
熟悉的作者和作品。通过这些手稿和早期印本，观
众可以增加对这些作者和作品的直观了解。

“比如，拜伦的这份手写稿，内容是诗歌《唐
璜》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在上面用了不同的墨
水进行删改，这些痕迹体现了诗人思考的过程。柯
勒律治的手稿则像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小笔记
本，上面不仅写有诗歌，还有日常生活中的随笔。”

亚历山德拉·奥特说，“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
爱》的手稿是她誊抄的一份较为整洁的、交给出版
商的版本，定稿上面仍有修改的痕迹。同时，上面
还有印刷厂工人的墨迹和手印，还有用铅笔写下
的工人名字，表明这部分是谁负责印刷的。这份手
稿上的作者名字是夏洛蒂·勃朗特所用的男性笔
名柯勒·贝尔。这引发了我们对 19 世纪英国作家
的身份、性别认可等问题的思考。”

在展览中，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莎士比
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版四开本了。“这份
早期印刷品非常珍贵，一是因为它出版于 1599
年，当时莎士比亚还在世；二是相比于第一版四
开本，这个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忠实于原
文；另外，它还是英王乔治三世的藏品，他的儿子
乔治四世将其捐赠给了当时还是大英博物馆图
书馆的大英图书馆。”

中英展品交相辉映

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世界级文豪对中
国文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除了来自大英
图书馆的 11 件珍贵展品外，此次展览还展出了
多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珍品，以展现中英两
国文学与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对话与交流。

这些馆藏包括对展出的英国文学作品的著名

译作、改编及评论书籍或稿件。比如，李霁野翻译的
《简·爱》，查良铮翻译的《唐璜》，梁实秋、田汉等人翻
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郭沫若创作的受华兹华斯诗作
和理论影响的《女神》等。翻译家林纾用文言文翻译
的莎翁作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中国现
代戏剧的主要奠基人曹禺、郭沫若、老舍等都深受
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1924 年到 1929 年，任教于伦
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老舍，在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
克贝》《匹克威克外传》等小说的启示下，接连写出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小说。这些作品
的早期版本均在展览中展出。尤其是汤显祖和莎士
比亚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史上巨擘的作品，也在展览
中一同展出，明茅瑛刻套印本的《牡丹亭》与《罗密
欧与朱丽叶》同芳竞艳。同时，展览还展出了嘉兴市
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翻译家朱生豪有关莎士比亚的
翻译手稿等。

在“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
过的经典”展览中，70 多件古籍以历史发展的脉络
呈现，通过各个时期人物及作品的简介，串联起中
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精粹。展厅
内设有的“诗书礼乐”版块，展示编钟、服饰、活字
盘及古琴等展品，让观众在欣赏英国经典文学的
同时，感受到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不朽魅力。

“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分别在世界文学的版
图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两者的对话交流影响深
远。”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说，“比
如，莎士比亚在中国是被翻译或重译最多，也是被
研究和讨论最多的西方作家之一。莎士比亚的中
国之旅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除了莎士比亚，
其他主要的英国一流作家的主要作品也都译成了
中文，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狄更
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以乔伊斯和伍尔夫为
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都在中国有着众多的读者和
研究者。在英国文学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学也
在不断地走向世界。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红楼
梦》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
地位，真正进入了英语世界的流通渠道。”

但王宁表示，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仍
然远不及我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多。这还需要
研究者、翻译家与文化交流机构、人士的共同努力。

近年来，除了将国外的珍贵展品引进国内之
外，国家图书馆也在国外举办了多场展览，向世
界各国观众介绍中国文化。汤显祖、莎士比亚等
文学巨匠在逝去几百年后，仍然在以另外的形
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
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这句话出自一篇这两天刷爆朋
友圈、题为《我是范雨素》的 10 万 + 文
章。作者范雨素出生于湖北襄阳农村，现
在北京做家政工。该文是这位 44 岁的底
层女子的小传，她遍读上世纪 80 年代她
在村里能找到的小说和文学杂志，然后她

“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文章火爆之后，
已有出版社来找她，然而她还是不敢相信
这件事能改变她的生活，“我年龄大了没
有什么痴心妄想了，我只希望这件事能尽
快结束。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不适
应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我对文字没有自
信，我也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我也习
惯了靠苦力谋生了，而且我对劳动并不惧
怕。做小时工、育儿嫂也不是最低的工资，
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捐，一定捐。留给子孙可能给他造成
巨大的麻烦。”

———马未都无疑是中国文物收藏界的
神话人物，他的观复博物馆里装着历代珍
宝。观复博物馆创立于 1996 年，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2003 年，观复博物馆厦门馆开馆。2015 年，
观复博物馆入驻上海中心大厦 37 层。马未
都希望某天捐出观复博物馆后，它依然能
良性生存，完整有效地留给社会，继续为世
人留存和传承文化。他甚至觉得这是民间
私人收藏唯一恰当的路。“美国富翁一级的
都有文化痕迹。今天我想把观复博物馆公
共化，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只要有人愿意支
持一定能做成……我无非就是观复博物馆
的第一赞助人，001 号。”若某天心愿达成，
那片理想中的草坪上，马未都多半放两把
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他自己的一比
一雕像，脚下铭牌铭刻“观复博物馆资助人
001 号”，生年 1955，卒年的位置空着，死后
就填上去。另一把椅子静待来者，偶有人经
过歇脚，或者顺便合影留念。

“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
可别靠岸。”

———诗人北岛曾在散文集《青灯》中写
过这样一句话。自 1989 年后，北岛在世界
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时间，甚至流连于六
个国家。如今，这位漂泊太久的诗人回到了
中国。4 月 22 日，北岛来到上海“我们寻找
生命的湖———‘全季·人文大赏’”诗会现
场，进行了关于爱、诗歌、生命、家与旅途的
分享。此外，他还对中国当下的诗歌普及热
潮以及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近年来诗歌重新开始进入大众
视野，与媒体变革有关系，同时他坦言，“诗
歌与诗歌普及是两回事。诗歌本身有诗歌
的问题。诗歌本身是一种小众的题材，从诗
人的角度来讲，我是表示悲观的”。尽管悲
观，但作为一位诗人，北岛依然坚持着不断
地以诗歌创作铺垫着自己前行的基石。

“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是世界上最早
的十进制乘法表实物。”

———前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道本周
（J.w.Dauben）教授如是评价被载入吉尼斯
世界纪录的清华简《算表》。4 月 23 日，“清
华简《算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
清华大学举行。《算表》特指 2500 枚清华
简中，21 支形制特殊、上端凿有圆孔、孔内
有丝带残留的竹简，是世上“最早的十进
制乘法表”，这说明我国古人在 2300 多年
前就有了“计算器”。当日，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交付上海中西书局
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七辑整理报
告新鲜出炉，它以传世文献未见的 4 篇佚
籍，揭开了前所未知的诸多历史细节。来
自全国部分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的百余
位专家学者齐聚清华大学，从春秋史、文
献学、古文字学等角度对整理报告展开学
术讨论，并见证清华简中《算表》获吉尼斯
世界纪录的授牌仪式。

“如果你对事情有完全的信心，就不太
可能产生狂热的态度。就拿太阳来说吧，没
有人会为了它明天升起而兴奋不已，因为
这是必然的现象。如果有人对政治或是宗
教狂热，那是因为它对这些目标或是教义
没有完全的信心。”

———罗伯特·波西格在其哲学著作《禅
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写过如此一段意味
深长的话。日前，这位 88 岁的作家在位于
美国缅因州的寓所内去世。波西格出生于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
斯，智商超群的他年仅 15 岁时就顺利从高
中毕业。在获得哲学学位之后，他成为了一
名作家。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被确诊患
有精神疾病。正是在这段时期的哲学思考，
以及个人经历（包括在 1968 年与自己的大
儿子克里斯托弗骑行摩托车穿行美国西部
的旅行），日后构成了这部小说叙事的主要
内容。《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于 1974 年一
经出版便迅速成为畅销书，而之前曾被 100
余家出版社拒绝。 （周天整理）

在新疆和田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一
个叫做达里雅布依的小村庄里，克里雅人世代
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就像遗世独立的隐
者，守候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家园。一个纪录片
团队历时一年时间，用视觉人类学的视角记录
了他们延续了 400 年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并在
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第二届
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与公众传播论坛”进行
了完整首映。在此之后，这部纪录片的拷贝将
永久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第二届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与公众传播
论坛”是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
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新纪实（北京）传
媒有限公司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
心、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协办的。

在一个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大型电影节
里，留给视觉人类学的是一个远离市场、无利
可图的空间。学者们探讨如何以人类学的田野
调查方法为理论引导，推进民族志影音文献的
创作、出版与公共传播等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空间。文化部民族民
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在发言中说，在这个
空间里，影像是有所选择的，最终能被留下的，
一定不是那些娱乐大片，而是那些记录文化、
记录大众生活的作品。它们不但富有人文关
怀，且独具人类学的批判意识。

遗憾的是，在数字影像发展及广泛传播的
背景下，这些影像的价值仍然是被忽略的。大

多数人只是习惯将它们定义在艺术的范畴之
内，而不是作为一种非文字媒介的文献类型。

实际上，早在电影发明之初，人类学家就
把影像作为了文化记录、保存和比较的载体。
论坛召集人，中国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
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
研究中心朱靖江认为，它们尽管在性质和功能
上不同于文本文献，但在存续历史情境、呈现
文明样貌、传承口头文化等方面，是具有无可
替代的文献价值的。

他也提到，由于这类影像难以参与商业流
通，无法通过市场手段盈利并获得存续的能
力，因此更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尽
可能得以保全。近年来，主要是来自高校、图书
馆、研究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的相关学者、从业
人员在记录、保存、传播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
努力。

在此次论坛上，他们分享了在节日影像
志、史诗影像志等国家级文化项目实施过程中
所积淀的理论与方法；对手工技艺当代变迁的
影像记录与研究；口述历史影像与非虚构故事
挖掘；新华社《国家相册》的核心创作观；中国
传统文化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图书馆中国记
忆项目的影音文献建设；虚拟影像在当代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等等。

同时，论坛也发出呼吁，影视工作者除了关
心电影市场，也懂得学习和了解以视觉人类学
的基本理论与创作方法为支撑，以记录知识、文
化和文明为使命的影音文献。 （胡珉琦）

用影像传承文明

4 月 26 日，“2017 一带一路 丝路文化与
艺术大展”专题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
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大展将于 5 月 28 日
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以丝路
文化为核心主题，以书画艺术为表现形式，汇
聚了范曾、何家英、贾广健、孙其峰、霍春阳、
聂勇、丁宗江、许国立等中国当代 50 位最具代
表性的书法家、国画家与油画家的作品。

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创新与发展战
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吕本
富表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创
造出文化产业发展新生态，需要做到三点：充
分发挥国家智库在文化创新领域的作用，以科
学的眼光正确看待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从务实
的角度充分发挥文化企业的作用。

在吕本富看来，中国 5000 年所孕育的文
化资源数不胜数，但在“化”上的成绩少得可
怜，而美国的历史虽然非常短，但它的转化工

作做到了极致，“化”出了几千亿美元的产业，
承载了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任，创造出了令
世界震惊的财富，更把美国理念、美国精神传
播到世界各地，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下良
好基础。这值得中国借鉴思考。

中国美术馆美术研究员、徐悲鸿国画院常
务副院长丁宗江则指出，要通过这次文化与艺
术大展，把古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重新拿出
来，用文艺的方式去赞颂。拨开历史的篇章，展
现一个梦想，将传统文化放到古丝绸之路的语
境中，将艺术创新放到新丝绸之路的时代内涵
中，真正实现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信。“以文化
自信迎接文化大发展浪潮，让世界重新读懂中
国。”

此次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指导，一带一路丝路文化与艺术大展组委会主
办，北京筑梦天成文化艺术中心承办。

（肖洁）

一带一路丝路文化与艺术大展将在京举行
汇聚中国当代 50位大家作品

①拜伦的《唐璜》
手稿

泰国清理街边美食
泰国曼谷连续两年被 CNN 评为全球街

边美食最佳城市，也因其丰富的小吃文化让全
世界的美食爱好者心向往之。但最近有个消息
可能会让“吃货”们失望了。曼谷市政府已经下
令，禁止商贩在曼谷主要街道开设小吃摊。这
立即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曼谷市政厅表示，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和
卫生，到今年年底，将清理掉在街边售卖小吃
的几千个商贩。曼谷市政府首席顾问苏万迪表
示，此举是为了保证将人行道“还给行人”，“所
有小摊贩无一例外”。

在曼谷，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国游客，
都对通宵营业的街边小吃摊情有独钟。坐在折
叠桌旁的塑料椅上，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真
是美事一件。上班族每天都会跑到小摊前购买
菠萝片、炸鸡肉、烤猪肉串等，将街头挤得水泄
不通。而且，遍布曼谷的街头小吃店对当地旅
游业发展的推动不容小觑，而旅游业收入约占
曼谷经济收入的 15%。

即便这样，泰国政府还是以“整顿风气”
“把幸福还给国家”为目标，致力于解决深夜
饮酒、腐败和性交易等问题。街头美食作家
查瓦迪称，曼谷政府此前就曾尝试清除路边

美食摊，但均未成功。
“街头小吃太受人们欢迎了。”查瓦迪

说，“当然，路边摊的确让曼谷市容受到影
响。但如果把它们全部清走，泰国的工薪族
就少了很多平价的用餐选择，也会剥夺很多
工作机会。没了路边摊，商店员工、建筑工人
和出租车司机要吃什么呢？”

现在，曼谷最受欢迎的一些美食热门区已
被开发商清理。但清理政策将如何继续实行，
现在尚不明确。一个片区的官员本桑表示，可
移动的小推车可以网开一面，但是一些较大的
带座位的半固定摊位必须要清除。“如果这些
摊贩可以找到一个不占用人行道的地方摆摊，
也是可以的。”本桑说。 （艾林整理）

泰国曼谷的街边美食摊生意火爆。

提到玩具主人，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孩
子。但最近，国际市场调研公司 NPD 的一项
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五年中，成年人在玩
具上的消费增长了近三分之二，仅去年就超
过 20%。玩具的成年人市场已经达到了 3 亿
英镑（约合人民币 26.5 亿元），比儿童玩具市
场的增长还快三倍。

对于罗布·维尔纳来说，傍晚下班到家，踢
掉鞋子，搬出乐高积木，就是一天中最幸福的
时刻。“我没有沉迷于此，乐高玩具是一种简单
质朴的爱好，它可以让我头脑清醒，帮我集中
注意力。”维尔纳今年 25 岁，在英国肯特大学
攻读人类学与宗教的博士学位。

调查显示，千禧一代是成年人玩具市场的
主要消费者，超过半数的“购买玩具的成年人”
年龄在 18~34 岁之间。对一些人来说，玩具可
以使其重温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幸福，对于另
一些人来说，玩具可以使人逃离成人世界的困
扰和艰辛。

在恩菲尔德的家中，床底下存放着两只彩
色箱子，里面是童年时代的乐高玩具。他还用各
种怀旧模型来装饰房子，比如大众牌露营车的
乐高玩具，或者星球大战里的战斗机。每两个月
左右，恩菲尔德就会添置一件新的收藏品。

“某种程度上说，每代人都会这样。”品

牌顾问卢·伊勒顿说，“十年之前，新闻中全
是桌游咖啡厅的报道。那里都是有着同样的
怀旧情绪并同样厌恶工作的 X 一代（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人）。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 Y 一代 （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后的美国
人）相同的感觉，只不过他们不再感到那么
羞愧了。”

当千禧一代怀念各种儿时玩具时，精明的
商家便努力迎合这种需求。同时，不仅是千禧
一代，战后婴儿潮一代（1946 年—1964 年出生
的人群）的消费也占据了玩具成年人市场的五
分之一。

“我并不想把所有钱都花在玩具上，但其
实这 些玩具 代表了 生活中 真正重 要 的 东
西———乐趣。”维尔纳说，当长大成人后还能有
一颗童心，是多么重要。

英美成年人青睐玩具

英美不少成年人对玩具情有独钟。

西洋镜

②狄更斯的《尼
古拉斯·尼克贝》手稿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