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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

《我的蔬菜宝宝》

作者：陈丽雅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台湾超强人气画家陈丽雅，

带领孩子们走进青青菜园，亲近美丽自
然，从观察植物的叶子开始，认识蔬菜
的种类。图画工笔细描，美不胜收；创意
新颖活泼，带给孩子无限欢乐与惊喜。

《厨房里的哲学家》

作者：（法）让·安泰尔姆·布里
亚-萨瓦兰

译者：敦一夫、付丽娜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本书主要讲述美食背后的故

事，有“饮食圣经”之称，畅销两百
年，影响深远。
法国传奇政治家和美食家布里

亚·萨瓦兰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化作美食奇谈，所写的主题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钱锺书、徐志
摩、林徽因等人都曾提到过此书及
作者；现在大家熟悉的梁文道、焦
桐、殳俏、韩良忆也都在自己的文章
中提到过此书和作者。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

作者：（美）马克·科尔兰斯基
译者：夏业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作者马克·科尔兰斯基以

细小而常见的盐为切入点，大量人
物故事如画卷般铺展开来，让一段
段生动的历史有了些与众不同的
“味道”。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
到盐从开采、晾晒到运输、贸易的过
程，盐是如何影响国家税收，如何造
成走私犯罪，甚至引发集团或国家
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

《山海经全译》

译注者：袁珂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山海经》作为研究中国上古社
会、领略古代神话传奇的珍贵史料，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一直存在阅读、
理解上的难度。本书作为袁珂先生
精心整理的一个“译注”本，在不改
变经文原貌的基础上，有校、有注、
有译，更加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注释
在《山海经校注》的基础上删繁就
简，删去繁琐的学术性探讨文字；译
文则逐字逐句全部翻译，力求能准
确达意，以直译为主，小部分译文采
用意译，除了重视学术性和资料性，
更强调了通俗性。

《朝花周刊》投稿邮箱：
bdshijing＠sina.com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依佳

名人书信，素来瞩目。或为研究之需，
或作八卦之窥。
所以，当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与日
本著名绘画大师东山魁夷的一百封通信在
2005年被偶然发现后，隔着12年的烟尘回望
过去，记者仍能嗅到发现者的极度惊喜：
“总共一百通——— 代表日本文坛的第一
人和画坛的第一人究竟互相说的什么呢？”
要知道，自从东山为了一睹名画《东
云筛雪图》而造访川端在镰仓的家起，两
人可是交往了整整十七年呢！
然而，答案却出人意料：两人笔谈之

事，唯美而已！
所以说，大师的心思，凡人永远也别猜。
莫不如，焚香净手，静下心思，随记者从新近
出版的《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东山魁
夷》（简称《美的交响世界》）中，获取领悟。
恰如本书译者，文学家、学者、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林少华3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所言：
“在纯粹的静默中感受一种足以安
顿灵魂的美！”

原著自然之美，一见倾心
暑期乡下之行，初稿完成

“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人们总是谈钱的
多，谈美的少，谈艺术之美的更少。”虽然
“著名”多年，林少华老师身上仍保持着难
得的谦逊与淡然，言辞也是一如既往地率直
与坦诚。他告诉记者，最新译著《美的交响世
界》，恰恰是一本关于美的书，是川端康成这
位构筑文学之美的巨匠，同东山魁夷这位创
造绘画之美的大师之间关于美的书简、随
想和漫谈，正如书名所示：美的交响世界。
在阅读氛围偏重消遣和实用的当下，谈
美，这样“高冷”的内容，似乎不具备“流行
性”。可在采访中，林少华却表示他与该书是
一见钟情的：“书是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
鸣飞先生看中的。他以其职业眼光和审
美品位，看出了日本顶级文学家与顶级
画家谈美这一顶级人生境界的文化价值
和市场潜力。后来，该书的策划编辑申尧
君拿书找到我，我也看中了。”
那么，如此心动，是为哪般？
“我看中的更是画中文中渗出的东方文
人情趣，尤其对自然风景之美的诗性感悟与
表达让我分外动心。”林少华告诉记者，随后
学校放暑假，他照例回到吉林乡下老家的山
房，彼时，他发现与书中不少相似的风物、
风景就在身边，“书里书外，浑融一体，使
得我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翻译世界的快乐
中，一个暑假大体译完了初稿”。

川端文东山画，美在静谧
匆忙的现代人，或为启迪

作为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
本新感觉派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很多
作品均有中文版面世，其中就有不少出自
林少华的译笔，像《雪国》、《古都》、《千羽鹤》
和《伊豆舞女》。除了深谙文学之美，川端对绘
画、书法、器具等艺术之美也是喜爱至极、宿
缘深厚。在《美的交响世界》一书的后记中，朵
夫（即本书责编申尧）也专门予以介绍：
“先生（川端康成）雅好艺术，幼年也差
一点走上画家的道路，因为偶然的原因，转
而从事文学。……虽然夙愿未能得偿，然
而热爱艺术的本性促使他成了一个大收
藏家。他往往凝视一件作品达数小时之
久，以至于美术馆不得不等待这样一个最
后离开的访客才可闭馆。”
而在本书收录的一封川端康成致东
山魁夷的信中，川端也这样写道：“作为我
正是债台高筑之时，而我却在轻井泽一味
物色版画……也许那种哀愁让我过于沉
溺其中，担心反受其害。”细品此句，川端对
美的热爱与执着，以及锐利目光之后的淡
淡哀愁，或可体味——— 而这，恰恰也是日本
著名风景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及其画作
所拥有的特质：静谧，纯粹，孤独。
“川端以文学形式表现美，东山以绘画
形式表现美，而且都侧重表现在纯粹的静默
中，使灵魂得到慰藉、升华以至超度的美。”
林少华直言，两位大师关于美的交流，于现
代人或许是面自查的镜子，“反观当下的我
们，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喧闹了，过于追逐时
尚、追逐灯红酒绿楼堂馆所等更富于刺激
性、物质性的东西了？有多少人肯停下脚步，
静静地欣赏一声鸟鸣、一缕夕晖乃至一朵小
花一棵小草的美？换句话说，我们当中有不
少人，是不是正在忘记纯粹、忘记静默、忘记
灵魂的升华、忘记身边百分之九十的美？”
所以，具体到《美的交响世界》一书，
林少华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点有益的感
觉和启示：“审美关乎心灵的品位以至灵
魂的升华，因而审美境界是人生最高境
界，唯美永恒。”

三大篇章，构成“美的交响”
相较川端，更爱“村上调调”

62年前的某一天，当47岁的东山魁夷
来到镰仓，敲开了56岁的川端康成的家
门，求观后者收藏的日本写实主义画家
浦上玉堂的名画《东云筛雪图》时，谁也
没有料到，二人长达17年的心灵共振、美
的激荡就此开启。
林少华告诉记者，这份难能可贵的心
意相通，不仅局限于二者的百封书信中，也
表现为有形的合作，比如川端为东山的画
册或画展作序，东山为川端的文学作品
装帧或画插图等等。而以上的诸多内容，
悉数收于《美的交响世界》一书中，成为本
书层层递进的三大部分：
开篇一章为《文豪与画家：灵魂的交

流》，直观展现川端康成致东山魁夷的四十
通书简和东山致川端的六十通书简，配以书
简中提及的川端藏品、东山画作及二人手
迹，行文虽参照旧时书信格式竖排，但因有
效留白，读来并不费劲，还有“小清新”之感。
第二章《东山魁夷：川端康成凝视的风
景画》，主要展示1955年至1972年这17年
间，川端品评东山的作品及为东山画集作
序。川端文字的雅致精炼，东山画作静谧空
灵，配以林少华精准唯美的译文，读来果真
让人有“呼吸安然，身心释然”之感，比如，
“东山君所有绘画中的温润，不是日本风土
的湿度，而是东山君心之温润。那温润中轻
轻回响和微微含带着东山君悲悯的语言”
（川端康成评东山魁夷的《雪原谱》）等等。
而第三部分《川端康成：终生寻觅的美之世
界》则图文并茂地介绍川端康成的众多藏
品。尤其是川端简洁深刻的美学思考，逐页
翻阅，即使较少接触日本文学、美学的读
者，比如记者本人，理解起来也并不艰涩，
反而引发了深入探究的兴趣——— 这其中
的奥秘，既有川端康成所说的“美贯通古
今、通行万国，亦普遍存在于自然与人之
间”的道理，翻译者娴熟的技巧与相得益
彰的气度，也是功不可没。
也因此，有“林粉”在阅读了《美的交
响世界》后，托记者捎给林少华一个颇有
意思的问题：
“相对于都市气息较浓的村上春树
的作品，我个人觉得您的文字似乎更适
合川端康成这种唯美、高雅的‘范儿’，您
也这么认为吗？”
林少华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译村上写的故事并不难，难的是译出
故事的调调或语感，也就是村上特有的语
言风格或修辞方式。不谦虚地说，我认为这
方面自己处理得较为得心应手，可能同时为
汉文学语言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而
翻译川端，老实说，就缺乏得心应手之感。这
可能跟两人的语言和个性有关。我喜欢简洁
明快的男人气，而川端的文字阴柔气比较
重，欲言又止，扑朔迷离。这点上，我对村上
的说法感同身受。村上说他喜欢不来川端的
作品，当然这并非不承认其文学价值，川端
作为小说家的实力是认可的。”
所以呢？仿佛是一个善意的顽皮一

笑：“从上面的回答您大概也听出来了，
其实恰恰相反。”
“翻译总是介于‘生’与‘熟’之间，即总

是在异域的陌生性与本土的熟识性之间
保持适度的张力。”在林少华看来，一个人
如果不能用母语写出像样的文章，那么基
本不大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翻译终究是
母语的特殊写作。所以，而今的林少华，一
边忙于重译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同时在
准备出版下一部散文集《小孤独》，“如果可
能，或许重出江湖，翻译村上刚出版的新长
篇《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当然眼下这还仅
仅是一种愿望——— 翻译与创作的一个不
同之处在于：翻译不具有完全版权”。

译著《美的交响世界》出版，林少华解读大师间“美的对谈”

东山魁夷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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