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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符号的转换，更是
意义的再生，是文化的构建。
《追忆似水年华》《诉讼笔录》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著
名作品的译者、翻译大家许钧
教授在本书中，回顾其走过的
近半个世纪的翻译与翻译研
究历程，就翻译所遭遇的问题
进行了深刻、独到的思考。

全书分为三辑，分别为翻
译的语言与文化问题、译学思
考与探索、翻译家的精神雕

像。探讨了对翻译的历史思
考、译文的美、“信达雅”是否过
时、翻译和语言的关系等翻译
中的重要问题，思考深入，文笔
犀利，值得所有对翻译感兴趣
的读者阅读。本书附有精美藏
书票和辑封插图，精装32开，
封面贴纸烫黑，装帧考究精致，
使用80克纯质纸，耐磨耐翻，
适合读者收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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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靠泡菜活下来的战
争逃难者，心怀美国梦的第一
代移民；她也是自闭家中的幻
听囚徒，不再与陌生人说话，
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不再
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
再生活。曾经坚韧迷人、野心
勃勃的女人何以衰零至此？
那些被视为“可耻”的家族过
往，究竟是如何摧毁了母亲的
精神？在母亲患病的晚年，一
起吃饭的日子里，“我”开始走
近这颗伤痕累累的复杂心
灵。这是一场直面自身隐痛

的深情回望，记录了一个普通
个体在历史暴力夹缝中的昂
扬与坠落，也呈现了两代亚裔
女性彼此依恋共生、生命缠绕
的创痛与相遇。

韩裔美国女社会学者非
虚构力作。以食物串联的生
命故事，两代亚裔女性的创痛
与相遇。追索精神分裂症与

“慰安妇”真相的锋利思考。
荣获亚太裔美国人文学奖、
《时代》年度最佳图书、美国国
家图书奖和《科克斯》年度非
虚构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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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是20世纪最有成就
的英语诗人之一，继T. S. 艾
略特之后为现代英语诗歌建
立了又一个伟大典范。他青
年时期就蜚声英国文坛，影响
了包括斯蒂芬·斯彭德、路易
斯·麦克尼斯在内的“奥登一
代”诗人；后来又以杰出的诗
歌与散文创作受到布罗茨基、
沃尔科特、阿什贝利等大师的
推崇。其一生经历丰富，在战
前与战后辗转于欧洲和美国
两片大陆，亲身探访过西班牙
和中国的战场前线，对现代世
界的动荡与剧变怀有切身体
会与深沉思索。

本书是英国著名传记作
家汉弗莱·卡彭特撰写的权威
奥登传记，在奥登研究史上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书中首次
披露了大量珍贵材料，包括奥
登的信件、日记、笔记以及青
年时代的未刊诗作。通过对
这些材料的细致研究与平实
严谨的记述，作者完整展现了
奥登作为一个诗人和一个时
代见证者的传奇经历，打开了
一个隐秘的文学和心灵世界：
诗人对生活与爱的巨大热忱，
对艺术的诚与真的执着坚守，
以及穿越整个时代的对信仰
的精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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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漆”即“天然漆”，指从
漆树割取的天然树液。本辞
典以中国古代唯一的漆器髹
饰工艺宝典《髹饰录》为骨架，
以调查境内外工坊与博物馆
为血肉，以简明易懂的文字加
调查所得的图片梳理古今天
然漆髹饰工艺实践，凡 11万
字，含辞条 632 条、插图 540
幅、图表 2幅，一一解释东亚
古今天然漆髹饰工艺专业名
词以及制作漆艺作品的设备、
材料、工具、器用，顺及工艺过
程中容易产生的过失和手工
工匠应该遵循的工则，为学子

学艺提供方便。
《大漆髹饰辞典》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展开，复杂的工
艺、常见的材料、重要的细节
均有配图，精彩的部分附带作
品局部特写，全方位讲解大漆
髹饰技艺。随着漆艺的传播
与发展，其工艺在不同地域落
地生根，出现了诸多工艺一致
却名称不同的术语。为此，长
北先生一一厘清异同。作为
辞典，本书结构严谨，分十一
章讲述大漆髹饰林林总总的
工艺知识，书后有条目索引，
以便读者快速查找。

本书是2021年已经结项
的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重点项目“朝鲜半岛通史”
古代卷的改写本，全书共分8
章：第一章为朝鲜半岛原始社
会与史前时代；第二章为进入
人类文明时代的朝鲜半岛，阐
述箕子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建立
与变迁；第三章为列国体制下
的朝鲜半岛；第四章是统一新
罗时期；第五、六章为王氏高句
丽时代；第七、八章为李氏朝鲜
时期。第一、二章，立足于对考

古学与古文献的考证，对半岛
原始社会和上古朝鲜王国与其
周边诸小邑的历史均有较详尽
精辟的论述；其余各章对半岛
上的诸国、诸王朝与东亚各古
代政权的关系也有深入探讨。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
观，从全球史和地区史的视角，
较系统地论述了朝鲜半岛古代
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与特点，
是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唯一系
统阐述朝鲜半岛古代历史的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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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江苏读本》勾描江苏前世今生

2024.7.14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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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怀着向房龙致敬
的情怀，作家叶兆言写了第一
版《江苏读本》。其后数年中，
他实地探访了许多地方，也查
阅了浩如烟海的资料，十五年
后，叶兆言认为是时候让这本
书更符合当下的江苏了，他对
《江苏读本》进行了约7万字的
增补修订，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的《江苏读本》全新增订本面
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时隔15年推出全新增订本
在书中，叶兆言以江苏省以及下

辖的十三座城市为叙述主题，从江苏
的历史渊源，到江苏的当代发展；从江
苏的自然地理，到江苏的文化情结；从
宏观的描述，到对十三个省辖市分别
从小处解读——深入浅出，纵横捭阖，
写成一部阅读江苏、了解江苏的绝佳
读本。

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新增订的《江
苏读本》可以更新自己对江苏的全面
认知。对比增订版和此前版本的目
录，读者也可以发现，增订版的每一个
章节都新增了至少一个篇章的内容，
在写到苏州时，增订了一篇《较大的
市》，和读者们聊了聊苏州现如今的经
济发展情况；在写扬州时，巧借词牌名

“扬州慢”讲述扬州在古代傲睨天下的
辉煌历史，又从“扬州慢”中道出它

“慢”出了别样文化韵味，找到了城市
发展的新优势；写盐城时，他梳理出历
史上的盐城闭塞落伍的原因，也指出
了当下盐城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
题；新增订的内容中也不乏对城市特
有的饮食文化生活的补充，在淮安篇
中，作家又诠释了为啥淮安人会被公
认为饕餮之徒……

“一个作品写完了总会觉得有点
不满意的地方，还有点别的想法，另外
一个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觉得应该
要加一点东西了。”叶兆言表示，“如果
说第一版可以打60分，这个版本能打
80分吧。”基于对各地历史、文化、经济
的调研和考量，叶兆言也在书中给江
苏各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
的建议。此次对书稿的全新增补修
订，保证了《江苏读本》的传承性和经
典性，也强化了这本书独特的文化范
本价值。

因为“散装”，江苏更具经
济文化发展优势

“散装江苏”——这是近年来网上
调侃江苏的俏皮话，说的是江苏十三
个市各有各的不同，每个市甚至于县、
村拿出来都是实力强劲，各地的人也
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说到“散装江苏”，叶兆言认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

“江苏确实是散装的。”叶兆言通
过梳理江苏历史阐释了这一点。江南
地区经济富裕，清朝时期在江苏省设
立了两个布政使，相当于两个省长，左
布政使在江宁（南京）办公，负责安徽
和苏北地区工作；右布政使在苏州办
公，负责苏中苏南地区工作，“所以很
自然地就形成了江苏‘散装’的局面，
这是历史造成的。”

“散装”虽然成了调侃江苏的一个
梗，不过在叶兆言看来，这种“散装”也
成为江苏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的原因
之一：“因为散装，江苏特别包容，特别
接纳外来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得以进
行交流，而且任何到江苏的‘东西’，我
们都能把它变得更好。”

“以苏州为例，苏州在某种程度上
是江苏最好的化身之一。比如苏州的
新加坡工业园区，现在的新加坡工业
园区发展得更好了。江苏文化可以抓
住机会，进行转变，‘组装’得更好。”叶
兆言说。

“因为‘组装’，江苏还有一个巨大
的优势，组装的城市之间往往能够形
成能量互补。”叶兆言没有谈历史，谈
了谈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这一辈人，
江南有很多水田，就是沼泽地，可以改
良江南的气候，随着工业的发展江南
几乎没有水田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
高，把长江的水通过‘南水北调’送到
苏北平原，苏北大块的土地可以完成
历史上苏南土地所具备的改良气候、
解决粮食问题的功能。坦白说江苏确
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散装’的江苏
从经济能量上来说，在世界版图上也
应该有它的地位和分量了。”

南京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改造
值得强调的是，《江苏读本》并不

是一本简单的陈述风土人情、各地土
产的书，在本书中，叶兆言不过多强调
所谓的地方文化，而将关注点放在了
城市的精神层面。

叶兆言说，“南京的确是一个容易
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城市，它最大的特
点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改造，同时它始
终有很多很天真的东西。”以饮食为
例，“很多短视频都会用南京话调侃

‘阿要辣油’这句话，其实南京人在历
史上是不吃辣的，我小时候南京是没
有辣油的，这是受了外来饮食习惯的
影响。”此外，叶兆言指出，南京人吃
盐水鸭，也是因为在元末明初时，很
多回族迁入南京，让鸭馔成为南京文
化的一部分。“所以南京这座城市有
个特点，能够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改
造，同时还始终保留很多天真的东
西。”

不过，不论是“影响”还是“被影
响”，其中透露的还是江苏人和江苏文
化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江
西等地，都有客家人。为什么有客家
人？中国的历史最基本的特点，是北
方的汉人不断地迁徙到南方，因为没
有办法融入当地，为了保护自己，所以
维系了客家人这样一种民系。但江苏
没有客家人的概念，因为江苏特别宽
容，外来人很顺利地就融入江苏当地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