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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孙毓修开始着

手主编“童话”丛书。

1917年下半年，孙毓修邀茅盾编写儿童读物，从外国

的童话和中国的传奇中选一些故事，用白话文改写。二人

陆续编写了《大槐国》《狮骡访猪》《书果子》等27篇童话，分

编为17册，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第一集》。

孙毓修在“童话”丛书的《初集广告》中表示：“欲以启

发智力，含养德性，是书以浅明之文学，叙奇诡之情节，并

多附图画，以助兴趣，虽语言滑稽，然寓意所必轨以远，童

子阅之足以增长见识。”这段话对该丛书的阅读对象、特点

和功能作了明确的阐述。

“童话”丛书体裁比较宽泛，既有对格林童话、安徒生

童话和欧洲古典对的编译或改写，也有取材于我国史书、

话本和通俗小说的《铜柱劫》《火牛阵》《风波亭》《伯牙琴》

等。到1916年为止，孙毓修陆续主编“童话”丛书百余种，

其中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

孙毓修将“童话”丛书分为 7 至 8 岁和 10 至 11 岁两

种年龄段，使之更适合儿童的浏览兴趣和阅读能力。他

编完每一本书，都会先请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

长的高梦达带回家去，让他的子女们传阅和朗读，然后

再根据反馈的信息内容作增删，对文字作修改。

“童话”丛书面世后，马上成为最畅销的儿童读物，浅

显易解、生动有趣，很快就脱销。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曾

回忆：“孙毓修编的第一种童话《无猫国》出版后，在念小学

的我因没买到，向同学叩了三个头，才借到一册阅读。就是

这本《无猫国》开始影响我日后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的。”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中国童话的开山鼻祖孙毓修

将萧红等东北作家作为文学研究方向

1971年，葛浩文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攻

读博士学位，主攻中国现代文学。彼时的美国，对中国现

代文学的印象较为模糊和刻板。至于萧红，无论是在中

国，还是美国，亦并无多少知名度。但是，葛浩文却独具慧

眼，推崇这位东北作家，认为她不仅经历传奇，也最具天

赋，甚至直言“萧红是我的缪斯”，并将萧红及其文学作品

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他从骆宾基等萧红朋友圈的回

忆或有关传记中梳理材料，考证萧红生平，甚至还专程飞

往香港和台湾，访问萧红生前好友，搜寻有关史料。1974

年，葛浩文顺利完成论文，并在两年后，如愿以偿出版了

《萧红评传》。这既是葛浩文的首部著作，也是国内外最早

研究萧红的专著。《萧红评传》不仅翔实客观地再现了萧红

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也深入探讨了萧红的创作技巧、作

品主题、文学风格，并重点关注了作品中蕴含的东北情调、

女权思想和伟大抗战精神等。专著被收录为世界文学经

典作家传记丛书，让萧红在美国悄然走红。

在研究萧红期间，葛浩文就已经着手翻译萧红作品的

一些片段。专著问世后，他专注于翻译，先后出版了《生死

场》《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萧红短篇小说选集》等译

作，让英语读者可以一睹萧红独特的文风文采。他还发表

《谈萧红与鲁迅》《萧红与阿Q》等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演

讲宣介萧红。这自然吸引了国内学者的注意，进而引发了国

内萧红研究热，重塑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令

即使没有看过萧红作品的中国读者，也熟悉她的名字”。

他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东北作家

葛浩文曾计划撰写《东北文学史》《东北沦陷时期的文

学》，希冀挖掘东北作家笔下的地域独特性和时代特征。

在《中国现代小说概论》中，葛浩文专辟一节详论李辉英、

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四位东北作家，认为李辉英是东北

作家群的“先行者”，在文学发展历程的坐标体系中确定了

他的位置。他高度赞誉端木蕻良在东北作家群中的“翘

楚”地位，要比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夏志清的“首肯”来得更

早。葛浩文对东北作家的研究和译介，让他们在英语世界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着葛浩文在汉学界的声名鹊起，他的视线逐渐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1988年，根据莫言《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

的电影，斩获国际“金熊奖”，这让已经关注莫言很久的葛

浩文激动不已，决定找莫言合作，寻求版权，译介这一小

说，并成功于1993年出版译作。译作好评如潮，被赞为英

文译界里最好的20世纪中文小说之一，并入选企鹅现代经

典丛书。此后，葛浩文先后翻译了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

默》等12部小说（集），俨然成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代

言人”。平均每两年推出一部莫言译作，让莫言及其作品

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

观其译作，葛浩文很好平衡了原作和读者之间的关

系。在葛浩文细腻笔触和生动语言的演绎之下，莫言笔下

那魔幻现实主义的乡土中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异域风

情，而是生动鲜活、触手可及的日常，如将农村里的“鸡飞

狗跳”逐字翻译为“chicken squawking and dogs yelping”。对

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信息，他选择尽量保留原文的句子

结构，如将“酒坊”音译为“jiufang”，而非“wineshop”，必要时

辅之以阐释性译文，以助海外读者理解，使莫言作品在跨

文化传递中保持了独特的中国味道、中国气息和中国风

格。为此，他还多次写信咨询莫言，了解一些词语和事件

的背后意义，征求翻译意见。葛浩文以他对语言的敏锐感

知，将莫言小说中的野性与悲壮、伦理与挣扎、现实与魔

幻，一一转化为英语世界的语言韵律，让那些原本只属于

黄土地的悲欢离合，触动了无数海外读者的心弦，为莫言

在世界文学界积淀了良好声誉。

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葛浩文一生都致力于翻译、研究、推介当代中国，让世

界读懂中国当代文学。他多次与编辑高克毅、宋淇，以及

作者杨绛沟通联系，以期完美再现《干校六记》中幽默而又

辛辣的笔调、细腻而又富含寓意的风格。他与夫人合译毕

飞宇、阿来、刘震云、朱天文等人的小说和《推开窗户：中国

当代诗歌集》，不断向英语世界输送中国当代诗歌优秀译

本。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

学，从台湾作家到大陆文人，葛浩文均有涉猎。葛浩文深

知，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承载着作者对于时代、对于人性的深

刻洞察与独特表达。因此，他在翻译时总是力求保持原汁原

味，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感悟，使得译作既忠

实于原作，又富有新的生命力。所译书单宛如一部中国现当

代作家“名人录”，深深融入西方读者的阅读书单之中。

1995年，葛浩文编译出版了《中国当代小说集》，介绍

了改革开放后活跃在中国文坛的20位作家的作品，如余

华、史铁生、苏童等。同年，他和刘绍铭合作出版了《哥伦

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1918年以来83位作家的

152种作品译本，体量丰富、体裁全面。选集于2007年修订

再版，增补了1976年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21世纪

之交新鲜出炉的小说、诗歌。囿于选材标准、眼光、容量等

原因，选集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瑕疵，但不可否认，它已成为

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西方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的重要教材。

葛浩文的学术探索与翻译实践交织交融，既引领了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也为西方读者构建了理解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文化桥梁。他曾谦虚地说，翻译“可能是世界

上我唯一做得好的事”，但葛浩文一直在用研究之光、翻译之

灯，照亮世界了解中国之路，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现当代文

学紧密相连。 据《学习时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赵朴初结下了深厚的

感情。赵朴初曾说：“1952年周总理要我到北京来。1953

年我就到北京，1954年把家搬来。这以后和周总理见面机

会多起来了，谈的多是宗教方面的工作，有些外宾与佛教

有关系的，周总理就叫我参加，如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努就

叫我陪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赵朴初得知后大哭了

一场，写下了《周总理挽诗》：“大星落中天，四海波倾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

业史谁传？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

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

教诲恩，恒居唯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赵朴初

回忆了与周恩来的交往，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赵朴初写下《金缕曲·
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转瞬周年矣。念年前、伤心情景，谁

能忘记？缓缓灵车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

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尽是觇民意。愁鬼蜮，喜魑

魅。古今相业谁堪比？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雪侮霜

欺香益烈，功德长留天地，却身与：云飞无际。乱眼妖氛今净

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既表达了赵朴初

对周恩来的怀念，又表达了粉碎“四人帮”的畅快之情。

1986 年 1 月，赵朴初作词一首，《折桂令·为周总理

逝世十周年作》：“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

墙。泪雨弥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

遍神州凤翥龙翔。一瓣心香，祭告忠良。”彼时周恩来逝

世虽已10年，但赵朴初对他的思念却一直没减。

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1996年有关部门筹拍电视艺术

片《百年恩来》，他们恳请赵朴初为该片题字。赵朴初当时

虽然已90岁高龄，仍欣然命笔。

顾燕 据《人民政协报》

赵朴初诗祭周恩来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活化石”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并迅速赢得西方读者的

认可和青睐，汉学家贡献颇丰，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便是其

中重要一员。葛浩文不仅是著名的萧红研究专家，而且

为助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重要贡献。他以作家

研究为起点，以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促研，形成了独特

的跨文化交流互鉴路径，是英语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活化石”。 李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