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2025年2月6日星期四
编辑/江 锐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军 史海钩沉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07

现代著名诗人闻捷在新疆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丰

富的文学创作素材。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

陆续发表《吐鲁番情歌》等诗作。1956年，闻捷的诗

集《天山牧歌》出版，向读者展现了天山南北多姿多

彩的风情画卷，表现了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

古族等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的生活、精神面貌和理想

追求。《天山牧歌》是新中国首部描写边疆人民生活

的诗集，以其鲜明的特色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良

好反响，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

1957年，闻捷参与筹组中国作协甘肃分会，1958

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1958年 5月，

朱德到甘肃视察时，闻捷以《甘肃日报》记者的身份

随行采访。在甘肃期间，闻捷创作了抒情组诗《河

西走廊行》。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

火焰》，这是根据新疆解放初期解放军平息巴里坤地

区乌斯满匪帮大规模武装叛乱的真实事件创作的，

一部长达万余行的叙事长诗。闻捷“通过这首长诗，

记载下解放初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人从怀

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记载下帝国主义

者和民族反动派的幻想和末路”。《复仇的火焰》结构

宏伟，反映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生活，通篇安排了多

条相互交织的线索，被评论界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

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

从闻捷的叙事长诗里面可以看到哈萨克阿肯弹

唱、维吾尔达斯坦、蒙古史诗的印记，可以看出他向

兄弟民族文化传统学习与借鉴的真诚态度。

《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河西走廊行》是

闻捷诗歌代表作品的“三部曲”。闻捷也从一名

新闻记者成长为与贺敬之、李季、郭小川齐名的

诗人，被誉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边疆新生活

的牧歌手”。

王荣 王抒滟 据《人民政协报》

从1953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系教师开始，霍

克思就已经在培养汉学后备人才。无论是在哈佛大

学远东系担任客座讲师，还是出任牛津大学汉学系

教授，亦或是当选万灵学院研究员，霍克思一直在金

针度人。

在受聘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期间，霍克思积极推

动汉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张汉学应该摆脱与宗

教、政治和经济的瓜葛，以文学为研究与教学的基础，

强调以学术为本位，秉持“人文主义”原则进行汉学研

究，这些理念深深影响和激励着后世汉学家。他身体

力行，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先后主持出版了《李

贺诗集》《陶潜诗集》《刘知远诸宫调》等多部中国典籍

译本，提升了中国文学经典的海外认知度，也为推动

中国文学系统性走出去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悉心培

养和激励下，闵福德翻译了《聊斋志异》《易经》《道德

经》等中华经典，黄兆杰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等研究专著，成为新一代中国文学“摆渡人”。

霍克思坚持译研并重，将研究融入翻译之中，

不断调适翻译策略、修改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中译

介中国文学、沟通中西文化。他认真对待中国文

学中的每个字词、每个句子、每个表达，力求将其

中蕴藏的情感与意蕴完美地传递给世界读者。霍

克思的成功源于其对中华文化真挚的爱，离不开

其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更得益于其内心质朴

的中国情结。 据《学习时报》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中国文学的“摆渡人”
霍克思（1923~2009年），英国汉学家、楚辞学专家、红学专家，是西方世界首部《红楼梦》英文

全译本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楚辞》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他还翻译出版了《杜诗初阶》、李贺《神弦

曲》、韦庄《归国遥》等。通过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作品，霍克思毕生致力于“使中国文学成为整个人

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李震

闻捷的边塞诗“三部曲”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不仅承载了

战国时期楚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以其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情感表达，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竞

相模仿的经典。早在19世纪中叶，《楚辞》就已传播

至西方，但多以《离骚》《九歌》的译介为主。1953

年，霍克思提交的博士论文《〈楚辞〉的年代与作者》

率先打破这种单调局面，“对诗歌词汇、押韵、结构

等进行了统计学式的考察”。1959年《楚辞：南方之

歌》的问世，标志着西方首部《楚辞》英文全译本诞

生，译本不仅准确传递原诗的意思，更在语言的韵

律、节奏和意象上做了精心处理，使得译文在形式

上与原文相呼应，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因此，

译本出版后不久，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

译丛书：中国系列”。

对于霍克思而言，翻译《楚辞》并非简单的语言

转换，而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与研

究。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考

据，这突出体现在序言和注释两种副文本上。在长

达60多页的序言里，霍克思考察了“辞”的文体特点，

特别是如何上承《诗经》、下启汉赋。他还利用翔实

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对《楚辞》各篇目作者和创作时

间进行重新考证，为学界认知《楚辞》打开了新视

野。译本的另一特色是丰富的注释。从天干地支到

牛鬼蛇神、从尧舜桀纣到香草美人，霍克思均一一注

解，或寥寥数语，或长达几百字，以期尽可能减少因

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甚至为了更好地阐释中

国文化中的独特元素，他还不吝笔墨绘制插图，用视

觉化的图像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1985年，霍克思对译本进行了修订。在进一步

文献考据的基础上，对初版中的不妥之处进行了修

改、完善和增补。感怀于《楚辞》的无限魅力，霍克思

决心要将这部伟大的作品介绍给世界读者，而西方

读者也的确从中感受到了《楚辞》所蕴含的瑰丽奇幻

的想象、激昂悲壮的情感以及博大精深的哲理。

译研并重，探寻《楚辞》的无限魅力

让霍克思名声大噪的是其所译的《红楼梦》。从

1970年开始，霍克思花费10年时间翻译《红楼梦》前

80 回，并分别于 1973 年、1977 年、1980 年出版了 3

卷。最后40回，则在其指导下由女婿闵福德完成翻

译。由此，西方世界首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得以

铸成。译本甫一问世，便广受赞誉，钱钟书、白先勇、

宋淇等学贯中西之人，纷纷发声力挺，认为其乃汉译

英的经典，甚至被直接选为大学教材。霍克思译本

将《红楼梦》从中国推向世界，影响深远。21世纪著

名的三部世界文学选《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朗文世

界文学选集》《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均有收录

《红楼梦》译文，且均来自霍克思译本，这既反映了霍

克思译本推动《红楼梦》走向世界文学之林的重要贡

献，也彰显了霍克思译文的独特魅力。

霍克思谈及如何翻译《红楼梦》时直言，“我恪守

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因为这是“由一

位伟大作家用血泪写成的，并反复修改的”。曹雪芹

那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霍克

思，促使他潜心效仿。为了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中，

霍克思选择辞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因为他对

《红楼梦》无限热爱，从中“感到了无穷的乐趣”，决定

将这一古典名著的最佳译本带到英语世界。

霍克思“毕十年于一译”，实现了《红楼梦》真实

与诗意的异域转化，而这离不开他不厌其烦地修

改。从人名的翻译到故事情节发生时序的厘定推

断，从韵脚节奏的选择到诗学效果的重构，从意象

习语的再现到跨文化的融通，霍克思从着手翻译

《红楼梦》伊始，便对自己严苛要求。他不断推敲

字词、斟酌语句、体察差异，把不同底本对照甄别，

使得译文日臻完善。而化用英语文学经典中的表

达，是他“以经译经”的独特方式。在“宝钗扑蝶”

中，霍克思有意增添关于蝴蝶飞舞的描述“flutter-

ing and dancing on the breeze”，此句源自英国著名诗

人华兹华斯《水仙花》，这无形中提升了《红楼梦》

这部诗化小说的诗意效果。如此，霍克思将其深

爱的《红楼梦》融入新的文学场域之中，使得异域

读者可以迅速领略原文的魅力，进而构建其文学

经典地位。

十年锤炼，铸成《红楼梦》全译本

培养后学
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