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3年 9月4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张晓楠 E-mail：zgwhbnews@163.com 电话：010-64275044综合新闻

文学翻译大赛不妨多一些
何勇海

百家横议

2013年北京国际图书节幕前花絮多

“大师之约”改为“文学之约”
本报驻北京记者 李 雪

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启动

非遗：成为兴边富民新路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莫 曲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文化厅

文化市场管理局了解到，该局今年上半年

受理全省各地的举报 601件，全部进行了

核查、办理，办理率达 100%，充分发挥了

12318举报体系在预防和打击文化市场违

法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统计数字显示，安徽省文化厅文化

市场管理局 1 月至 6 月受理举报 601 件，

相比去年同期 675 件减少了 11%。受理

举报案件最多的是合肥，120 件，其次分

别为淮南 84 件、亳州 71 件、阜阳和六安

各 53 件，其余各市均在 50 件以下。举

报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居民区周边、城

乡结合部和农村偏远乡镇，这些地区占

举报案件总数的 80%。

据悉，安徽省文化厅要求，各级文

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要进一步重视 12318 举报体系建设，明

确职责，加大文化市场法制宣传力度，

提升市场监管效能。 （余新国 雷修佛）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8 月 29

日，江苏省文化厅召开会议，部署全省

文化市场整治月行动。

据悉，此次文化市场整治月行动从

9 月 1 日至 30 日，为期 30 天。行动以严

厉查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为重点，同时

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网络文化等文化市

场的整治力度。整治月期间，严格按照

《文化部关于加大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

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通知》要求，对一

次接纳两名以下未成年人的网吧，依法

责令停业整顿 30 日；对一次接纳 3 名以

上未成年人的网吧，依法吊销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对连续 3 次未按规定核对

登 记 上 网 消 费 者 有 效 身 份 证 件 的 网

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 30 日。江苏省

文化厅将从 9 月 6 日起，抽调力量对全

省整治情况进行暗访。同时将组织交

叉执法检查活动，开展异地执法，并将

对成效显著的执法机构予以奖励。

安徽 12318文化市场监管办理率达 100%

江苏开展文化市场整治月行动

9 月 1 日晚，由 2013 年北京国际图

书节组委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德国柏

林文学论坛等单位主办的“大师之约”

现场，演讲嘉宾中国作家莫言对主办方

准备的红地毯有些意见：“我刚才进门

跟礼仪小姐说，我能不能贴着红毯的边

儿走，总觉得红毯应该是电影明星走

的，作家走起来有点怪，哪怕弄个蓝色

的也好。”而到演讲环节，莫言对活动名

称“大师之约”中的“大师”两字再次发

表看法：“我看见这几个字吓一跳，在中

国，大师曾经是尊敬的称谓，后来慢慢

地变味儿了。现在如果有哪个人称你

为大师，那这个人一定是在骂你，这个

词现在有讽刺、嘲笑之意，充满了黑色

幽默。”他笑言：“今晚的‘大师之约’充

满了幽默色彩，建议把‘大师之约’改为

‘文学之约’。”而后，当主持人春妮再次

登场时则表示，主办方接受了莫言的建

议，把名称改为“文学之约”。

2013年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 9月 15

日至 21 日举行，除了举办多场作家对话

外，组委会还在加强国际版权交流、引进

文学高端解读上下足了功夫。作为北京

国际图书节的预热活动，9月1日晚，中国

作家莫言、刘震云、毕飞宇等与德国作家

福尔克尔·布劳恩、乌尔苏拉·克雷歇尔

等文学家相聚一堂，解读文学与思想、梦

想与现实对作家创作生活的影响。

活动中，为了展示中德传统优秀文

化，主办方特意安排了独具中国山水韵

味的舞蹈和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作品

《弦乐四重奏》。演奏完毕，莫言感慨

贝多芬的音乐让他想起小时候，本应

该学习拉琴的年龄，父亲却让他跟着

自己学习拉锯，“我父亲是个木匠，所

以我学成了一个技艺不是很粗糙的小

木匠，不过，我小时候如果不去拉锯，

而是去拉琴，说不定我就是个小提琴

或者大提琴音乐家了，那样的话，我走

向世界不会需要翻译，有什么问题，我

坐下来拿出琴拉一下，说一句‘该说的

都在琴里边’就好了。”此言一出，即引

得人们会心一笑。

当主持人提出请莫言向 青 少 年 推

荐一本书时，莫言坦言，现在学生课业

很重，时间少，作业多，读书的时间也

比较少，所以书的选择非常难。“越是

这样，我觉得越不能轻易开口，会回去

好好想一下，最适合孩子读的书是什

么书。”

虽然如此，莫言提起前两天读的一

本小人书来却是津津乐道：“前两天整

理旧东西时，翻出一堆 60 年代的小人

书，有一本《岳飞枪挑小梁王》，看得我

津津有味，热泪盈眶。想起我少年时代

能读的书很少，读书那么不容易，现在

书这么多，反而感到无书可读了。”因此

他建议：“读书最好还是读经典。”莫言

说，9 月是读书的好时节，不管是青少年

还是成年人，应该尽可能多读几本书，

多读经典。“因为经典经过了一代又一

代读者的筛选，能够留下来，说明它经

受住了时间考验。”

提及平均阅读量下降的问题，作家

毕飞宇表示，虽然现在文学的读者相对

来说在减少，但不能说总的阅读量在下

降，其实读者比原先要多得多，因为网

络的阅读量在增加，有关饭碗、就业、实

际生存的书籍的阅读量在增加。对于

纸质书籍阅读量的下降，毕飞宇提出，

一个人只要是在阅读，只要面对语言和

文字，就没有必要去在意形式。但他强

调还是要多阅读经典，“一个人在年轻

的时候，多接触一些经典，也许在你的

饭碗中、在你的身体里就会留下高贵的

成分。”

刘震云则跟观众分享了自己在德

国的经历，他对德国人的严谨表现出

很高的赞赏。“每到周六、周日晚上，德

国的酒馆都爆满，到第二天早上还爆

满。说德语的人跟说汉语的人，一个

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汉语的人喝多了，

可以哭也可以笑，但我发现说德语的

人喝多了都在认真地讨论问题，喝得

越多的人越认真。”

刘震云注意到，德国人讨论一晚上

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世界往何

处去，另一个是活着还是死去。所以我

就特别明白德国为什么出了像康德、叔

本华、黑格尔、尼采这样的人。甚至德

国的小偷，在偷走我的行李之后，还会

留 5欧元打车钱给我。”

延伸到中国人的阅读态度，刘震云

建议读者要“读不同的书，读我们平时

没有看到过的观点，把有限的时间用到

读重要的书上。”他期待今年北京国际

图书节的举办能够对培养读者的阅读

习惯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让阅读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

9月2日，“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

品国际翻译大赛”在京启动，大赛组

委会推荐了 30篇中国当代优秀短篇

小说作为待译原文。根据比赛方案，

每个语种的一等奖均为奖金 5000美

元，获奖作品还将结集出版。这让

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

种路径。

相对于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步伐慢得

多，呈明显的逆差状态，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受制于中译外能力的不足。

笔者认为，要消除中外文化进出口的

逆差，需要更多的中国文学走出去，

也需要高规格的文学翻译比赛，激发

全世界汉学家的翻译热情。

放眼目前的中国文学界，文学翻

译尤其是中译外仍是个大问题。就

像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所说，当代优

秀的翻译家很少，很多不负责任的出

版商，为尽快推出中国文学译文作

品，经常很草率地将许多优秀作品

糟蹋了。据报道，一家媒体曾对北

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首届翻译系

学生进行职业意愿调查，结果竟无

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首选。中

国翻译协会网站也公布过一个数

据，目前真正专职从事文学翻译的

人员占翻译总人数的1%都不到。

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翻译尤其是中

译外需要艺术悟性、文学修养，把

一种语言艺术变成另一种语言艺

术 ，恐 怕 不 是 光 懂 外 语 就 能 做 到

的。如若没有艺术悟性和文学修

养 ，就 无 法 将 中 国 文 学 的 意 境 美

感、语言特质、地域色彩和思想力

量等呈现给外国读者，甚至可能将

原作品误译和糟蹋。文学界有句

名言：“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

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可见好翻

译是多么难得。

另一方面，专职文学翻译报酬

低、难养家，据说千字几十元的标准

十几年未变，而诸如商业、科技、工程

项目等领域的非文学翻译，据说稿

酬动辄千字数百元、上千元，稿酬差

别如此之大，一些具有艺术悟性和

文学修养的翻译人，平时写个专栏

都有七八百元，谁有心思做专门的

文学翻译？

文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文

化，是一个国家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窗口。而让中国文学走入海外读

者视野，思想力和艺术性是关键，因

此，我们确实需要像“2013中国当代

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这样高规

格的文学翻译大赛，激发国内外翻

译创作力量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真实、客观而灵动

鲜活地再现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

当然，仅有这些大赛是不够的，

还需要提高译者稿酬、改善译者处

境、保障译者权益，别让谋生的现实

扑灭了文学翻译的理想。同时通过

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大批高层

次的、具有扎实文化根底的文学翻

译人才，使翻译人才不再匮乏。

8 月 30 日至 9 月 4 日，四川广

元举办第 24 届女儿节。本届女

儿节本着节约办会原则，将活动

项目缩减为 4 个，较之往年的女

儿节，费用减少 2/3，节约经费上

百 万 元 。 9 月 1 日下午，在两岸

万人的呐喊助威声中，女儿节传

统项目——凤舟赛在广元南河

水上公园如期举行，来自广元四

县三区的 7 支女子凤舟代表队进

行了激烈角逐。

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赛凤

舟是一项民间活动，已有 1300 多

年 历 史 ，赛 凤 舟 的 选 手 全 是 女

子。1999 年，广元市举办了全国

首次凤舟邀请赛；2005 年，开始

举办国际凤舟节。如今，赛凤舟

作为传统文化和体育运动项目，

已成为广元的城市名片。图为

凤舟赛现场。

李季军/图

本报驻四川记者 梁 娜/文

本报讯 （记者白炜）9 月 2 日，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

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的“2013

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

在京启动。

本次翻译大赛组委会将推荐 30

篇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作为参赛

原文发布，参赛者可自行选择其中

一篇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

牙 语 或 阿 拉 伯 语 其 中 任 何 一 种 语

言。评审委员会将从这些译文中评

选出获奖作品。

大赛面向所有热爱中国文化并

愿 意 从 事 中 国 当 代 优 秀 作 品 外 译

工作的境内外翻译工作者，旨在激

发 国 内 外 翻 译 力 量 向 世 界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的 主 动 性 和 创 造 性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走 向 世 界 ，扩 大 中 华 文

化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促 进 世 界 文 化

的繁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于 2006 年

和 2009 年先后启动“中国图书对外

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

工程”，以资助翻译费等费用的形式

使 更 多 中 国 图 书 进 入 国 外 图 书 市

场，让外国读者阅读到经过高质量

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中国图书，增进

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曲晓燕 驻北京记

者李雪）9 月 3 日，以“消费文化·品位生

活”为主题的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正式启动。本次消费季活动由北京市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市文化局、

市广电局、市新闻出版局等主办，旨在培

养文化消费理念、引领文化消费意愿、激

励文化消费行为，进一步拓展大众文化

消费市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推动首都

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据 北 京 市 文 资 办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本 次 消 费 季 活 动主要由三部分内

容 组成，一是包括北京家庭阅读季、北

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等在内的九大专项

活动；二是包括创意消费嘉年华、2013

北京艺术博览会等在内的九大展销板

块；三是北京 16 个区县专题活动。在启

动仪式上，还同时揭晓了“北京文化惠民

卡”样卡。

据悉，“北京文化惠民卡”是北京市在

文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搭建的全新文

化消费平台，按照计划，今年要发放 100

万张卡片、完成 1000 家商户加盟。今

后，北京地区消费者持该卡片即可在影

剧院、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多种文化

消费场所使用，并可享受针对该卡片的

特定折扣，并获得相应积分。北京市副

市长杨晓超表示，惠民文化消费季要正

确处理好惠民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传

统与时尚、“大众”与“分众”、转型与升

级的关系，在惠及民生与服务企业过程

中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

黑龙江省博物馆在暑假期间推出的

九大展览之一的小东北虎骨架展近

日举办，该馆用一个半月时间打造

的暑期特展至此已全部推出。今年

暑期，黑龙江省博物馆已接待国内

外观众 40 万人次，其专业讲解员、文

化志愿者、业余讲解员等 500 多人为

观众进行了上千次讲解。

据了解，暑期特展包括五大连

池风景区火山岩特展，世界著名慈

善家肯尼斯·尤金·贝林向省博物馆

无偿捐赠珍贵野生动物标本展、省

博系列展览“每月一星”系列展览之

四十七“翰墨垂范——邓散木与简化

字谱”、“妙境梵音”——青海藏传佛

教艺术展、“大夏寻踪——西夏文物

精品展”等九大展览。为把暑期展览

办好，黑龙江省博物馆早在年初就制

定展览规划，启动了安全技术一级防

范报警系统，大力培养专职讲解员、

小小讲解员和文化志愿者。

十指翻飞，犹如拨动琴弦，还不时

变换着次序，8 股彩线随着令人眼花缭

乱的动作在指尖编织成一条窄窄的彩

带，不一会儿，一个色彩斑斓的绣球就

在黄肖琴的手上诞生了。

今年已经 68 岁的黄肖琴出生在广

西百色市靖西县旧州街一个民间手工

艺家庭，这里有着“绣球之乡”和“民间

艺术之乡”的美称。“我 8 岁就会绣绣球

了。”黄肖琴告诉记者。

绣出来的锦绣“钱”程

过去，绣球只是壮族青年男女传

情达意的信物，一个偶然的机会，黄

肖 琴 发 现 绣 球 也 可 以 走 进 市 场 。 一

开始，她试着托朋友把做好的绣球，

捎了十几个到县城去卖，没想到十分

畅销。几天后，朋友打来电话，让她

赶制 50 个绣球，这是黄肖琴的第一笔

订单。

随着黄肖琴的生意越做越大，旧

州的村民开始意识到他们看似普通的

绣球也能挣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

入进来。

在旧州街，农闲季节的妇女们却

都 没 闲 着 ，三 五 成 群 凑 在 一 起 做 绣

球 。 手 艺 不 错 的 李 大 姐 对 记 者 说 ：

“一个直径 10 厘米的绣球，能卖 6 元

钱，大的绣球甚至能卖到上万元呢！”

旧州街是靖西县的绣球生产基地，也

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当地绣

球 制 作 有 700 多 年 的 历 史 ，街 上 500

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制作绣

球的“工厂”。

“现在绣球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

接到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来自

国内的 订 单 ，还 有 日 本、美 国 等 国 家

的 订 单 ，村 民 们 利 用 农 闲 时 节 做 绣

球，一年下来也能有上万元的收入。”

黄肖琴说。

近年来，绣球产业的发展不仅解

决了当地农民农闲期间的务工问题，

还有不少农民靠发展绣球产业走上致

富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旧州

绣球已形成“公司+协会+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形成区域性特色产业，近两

年，仅旧州街年产绣球就达 20 多万个，

年产值超过 300 万元，绣球产品畅销国

内外。

鱼露成为致富路

在广西中越边境，鱼露也是产销

两旺的非遗产品。在我国大陆的最南

端，京族人民世世代代靠海而生，食物

自然也离不开大海，鱼露就是他们不

可缺少的调料。

鱼露，又称鱼酱油、虾油，由各种

小 杂 鱼 和 小 虾 加 盐 腌 制 发 酵 而 成 。

越南和泰国的菜肴中经常用到鱼露，

按照美食家们的说法：吃了鱼露，就

等于去过越南了。2008 年，鱼露以其

独 特 的 制 作 工 艺 入 选 了 第 二 批 广 西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如

今，鱼露已经不仅仅是当地餐桌上的

佐料，它已经走出国门远销海外了。

“京族人每家每户都有腌制鱼露

的传统秘方。”被称为“鱼露王”的黄尚

文告诉记者，每年农历正月和二月，是

鱼露制作的最佳季节，鱼货多的时候

还得请工人，趁鱼新鲜腌渍入桶，确保

味道纯正。

在黄尚文的作坊里，近百个齐腰

高的密封塑料桶整齐地排列着，每桶

放有鱼和盐 250 公斤，可加工鱼露 150

公斤。黄尚文说，他的鱼露制法传统、

生态环保、口味纯正，吸引了不少人上

门采购，他还在防城港市设了两个专

营点，销路不错，“除去成本，一桶能赚

200 元左右，一年下来收入十万八万不

成问题。”

在东兴市山心村，像黄尚文这样

制作鱼露的作坊有近 30 家，加工鱼露

已经成为当地村民一条致富门路。

非遗产品走向品牌

今年 3 月 5 日，广西中越边境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惠民富民示范带（下

称“示范带”）在靖西县启动建设。随

着示范带建设的启动，一大批非遗生

产性保护创意品牌得到重点打造，更

多类似于绣球和鱼露的文化品牌在这

里得到发展。

“ 我 们 鼓 励 并 支 持 民 间 资 本 投

入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鼓 励 非 遗 传 承 人

参 与 生 产 性 转 化 和 产 业 开 发 ，使 非

遗 资 源 广 泛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成 为 有

一 定 经 济 效 益 的 文 化 创 意 精 品 品

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非遗处

副 处 长 刘 国 建 表 示 ，非 遗 项 目 的 民

族 性 和 历 史 传 承 性 ，决 定 了 部 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可 以 发 展 成 文 化 产 品

和产业。

按 照 规 划 ，东 兴 万 尾 的 京 族“ 哈

节”、独弦琴、鱼露，靖西的壮族织锦技

艺、壮族刺绣、夹砂陶制作技艺、“端午

药市”，防城峒中瑶族的“阿宝节”、瑶

族服饰，龙州壮族的天琴、沙糕制作技

艺、桄榔粉制作技艺，那坡平孟壮族的

“山黄皮果酱”制作技艺等，已初步具

有文化品牌效应与价值，将作为重点

扶持对象，打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品牌。

黑龙江省博暑期接待观众 40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

2012 年 9 月 24日，国务院批准《福建

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福建省

委、省政府迅速出台了《关于加快海洋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海洋文化产业

的发展开启了新局面。陈秋平表示，除了

在演艺娱乐、文化旅游、文艺创作、演艺院

线布局、大型文化产品创意、工艺美术产

业集群打造、文化产业交易平台提升和基

础设施改善等涉及海洋文化方面进一步

下大力气外，福建省还要综合利用发展

海洋文化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搭建海

洋文化企业与金融业沟通合作的平台，

策划并启动一批大型海洋文化产业项目。

据介绍，目前，福建省文化厅正在积

极为中视东海（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长乐“郑和海洋文化创意产业园”牵线搭

桥。在福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投资的

“中国海洋文化中心项目”、长福集团投

资的民间博物馆——长福博物馆都将落

户平潭综合实验区；计划投资 60亿元、打

造全国标志性文化旅游综合体的马尾船

政文化新城项已列入“2013 年度福建省

文化产业十大重点项目”，目前已进入开

工建设阶段。

“ 海 洋 文 化 产 业 作 为 新 的 产 业 形

态，是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高度融合的

产业，在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

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福建海洋文化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推动福建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福建海洋软实

力，具有重要意义。”陈秋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