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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的前世今生

书 界 趣 谈

穿越时空的爱恋

杜甫《绝句》的
三个俄译本

我对说话快这件事毫无骄傲之感，这种意识起源于1999年。
那一年，我参加了杭州交通经济广播（当时名为杭州经

济之声）组织的主持人选拔赛。报完名后，我白天有事没事
就往老师那儿跑，没少学东西。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曾毫不
客气地给我指出，说话太快，缺少顿挫，语言的情感表达力不
足。这可是句狠话，它的通俗版解释是这样的：光说话快没
用，根本做不了主持人。

我改还来不及呢，哪还有骄傲的心啊！
所以，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

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
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
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
上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
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人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
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
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
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
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
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
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
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钟，念 10 段
广告就能省 15 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
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
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
告片段递交上去，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
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

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
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
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
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
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

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
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象不出播出之后会是
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
“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
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
谅解。”

没想到，当天晚上反响出奇好，微博上全是这件事情，各
种评论铺天盖地。我忽然有些困惑，“念广告”这事有什么值
得点评和宣扬的呢？这又不是赛跑，跑得最快先撞线的人就
是冠军，念个广告而已，快一点儿又能怎样呢？为什么之前
自己做出那么多努力都得不到认可，现在只不过念了一段广
告，却被标榜成“中国好舌头”？

意外，纯属意外！
当然，也不是事事都是意外，总有些事，带点儿情理之中

的意味。看到那么多评论，我心里很忐忑，担心广告客户来
兴师问罪，等来的却是网络上的各种模仿以及超乎想象的快
速传播。

作品：《梦想，不过是个痛快的决
定》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一个内向男孩成长为电台播

音员，从一个电视台打杂的临时工成
为著名主持人……华少讲述了《中国
好声音》给他带来“好舌头”美誉之后
的成就感与压力。

作者简介：
华少，浙江卫视主持人，2005年开

始在浙江卫视主持电视节目，与朱丹
搭档主持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爱
唱才会赢》；2012 年主持《中国好声
音》，以超快语速口播广告获得“中国
好舌头”之称。

书 人 书 事

意外得了“好舌头”
书 林 一 叶

华 少

以前，他是中国最畅销的青春文学作家、最受媒体
关注的80后文化商人、多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
的财富新贵；现在，他还可能成为票房最火爆的新晋导
演。而他跨界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一边是遭遇观
众集体吐槽甚至破口大骂，一边却是上映10天票房就
已接近4亿元，且刷新多项影史纪录。他就是前一段
时间因拍《小时代》饱受争议的作家郭敬明。

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小时代》和郭敬明所创作、编
辑的作品，如果用传统意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标准来
衡量，确实不够档次。它可以说只是一种专供17岁左
右少年消遣的市场读物，我们不妨称之为“小时代”读
物或“17岁”读物吧。对于这种读物，站在“大时代”的
高度正儿八经、义正词严的批评指责确实有些苛求；同
时，硬把这种“小时代”中的东东说成是“大时代”的正
宗也是很牵强的。郭敬明的作品和事业如此辉煌，简
直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奇观。

那么，面对这种文学奇观，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
是，他的奥妙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其一，郭敬明发现并拥有数量巨大而且一茬接一
茬的读者群，一个恒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那就是全中
国17岁左右的初高中学生。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被我
们特别重视的读者群，是一个重大市场发现。

其二，这个读者群具有独特的心理和思想情感。
所谓“17岁”左右读者群，则介于儿童和青年之间，他
们是刚开始形成自主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然而并
未涉世懂事，对五光十色的外面世界充满天真幻想、“梦
幻迷茫淡淡的忧郁”、有些盲目憧憬和冲动而又少不更
事，还很懵懂青涩甚至很混沌的少年。

其三，郭敬明就专门以这群少年为创作对象，用他
们的思想感情说话，以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极力描写他
们的生活、喜好和幻想，而且把基调定格在“永远是17
岁”不长大，处于一种超现实的“凝固状态”。实际上就
是写一些永远活在天真烂漫和混沌里、永远不谙世事，
或者说有意同真实的成人世界隔离开来的“玻璃洋娃
娃”。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事实上，面对郭敬明这种中国当代文学奇观，不但
让人高兴不起来，而且让人忧心忡忡。应该说，《小时
代》没有错，喜欢《小时代》和郭敬明读物的少年们没有
错，郭敬明的创作和事业也没有错，真正值得反省的是
中国当代文学。 （据中国文明网）

郭敬明何以成为
当代中国文学奇观？

中国的古诗词，外国人是如何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的？译者能译出那平平仄仄中的韵味吗？请看这首在
我国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杜甫的《绝句》的俄文译本。

这首《绝句》的原文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在俄罗斯，这首《绝句》在不同年代先后出现过三
个俄文译本。先看第一个译本（以下为俄文译本再直
译成中文的，其他两个译本也是如此）：

柳莺在绿树枝上的鸟窝里歌唱，
蓝天上楔形的白鹤正展翅飞翔。
窗户里望得见世代积雪笼罩的山，
亲爱的家乡，怎么，怎么那么遥远。
这是亚历山大·伊里依奇·吉托维奇的译本，他是

俄罗斯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与汉学家蒙泽勒合作，
翻译中国古诗，出版了《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和《王维
诗选》，在介绍中国古诗方面有广泛的影响。

译成俄文的这首诗用俄语读来诗句流畅、朗朗上
口。但对照原作，不难发现他的用词太过随意，如“两
个黄鹂”变成了“一只柳莺”，还增添了“鸟窝”；“一行”
译成了“楔形”；第四行的翻译也过于离谱，原作中的

“门”“船”“东吴”统统都不见了，这不能不说是难以弥
补的缺失。

再看第二个译本：
两只黄色柳莺歌唱，在碧绿的柳丛，
一队白鹭越飞越高，缓缓飘在蓝天。
窗户里有西岭山脉，积雪笼罩无声，
航船来自遥远东方，停泊大门旁边。
这个译本出自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之手。他

1960年出生于莫斯科，是音乐学院教师、诗歌翻译家，
后来自学汉语，开始翻译《千家诗》。他翻译的《绝句》
既顾及节奏，又考虑音韵，严谨而工整，兼顾了词义的
准确和音韵的优美。

下面是第三个译本：
一对嘹亮的黄色柳莺
鸣叫在碧绿的柳树上
一行白色的鹭鸶飞行
在青翠的天空
西岭山脉多年的积雪
被窗户容纳
东方吴国远来的船
在门口旁边停泊
这是娜塔丽娅·阿扎罗娃的译本。她是诗人、诗歌

翻译家，从2003年起学习汉语，2012年她出版了《杜
甫诗选》，纪念诗人诞生1300周年。她的译文不使用
标点符号，形式上与当代新潮诗歌有吻合之处。她对
原作的理解与把握比较准确，最大的遗憾是不押韵。

（据《中华读书报》）

书 海 泛 舟

近日，琼瑶再度推出纯爱之作《花非花雾
非雾》，有人惊呼：70 多岁的琼瑶奶奶还能在
言情小说领域写出什么花样？但无论如何，
这部由她编剧的电视剧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关
注，因为许多人看言情小说就是从琼瑶开始
的。其实，言情小说自古有之。在七夕节即
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探寻言情小说的前
世今生。

言情小说在中国旧体小说中又被称为狭邪小说或才子佳人
小说，以讲述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
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爱情的心理、状态、事物等社会生活的一种
文学体裁。当今言情小说的源头，是唐代的爱情传奇。

小说成熟的标志就是唐代的传奇小说，爱情传奇是传奇小
说的分支，也是传奇小说中成就最大的，《李娃传》《莺莺传》《霍
小玉传》被称为“三大爱情传奇”。

《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之弟。故事写荥阳生赴京应
试，与名妓李娃相恋，资财耗尽，沦为乞丐。后在李娃的照护和勉
励下，荥阳生发愤读书，登第为官，李娃被封为汧（qiān）国夫人。

与《李娃传》的由悲到喜不同，元稹的《莺莺传》由喜到悲，
凄婉地描写了崔莺莺与张生相见、相悦、相爱，却以张生的“始
乱终弃”结尾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

《霍小玉传》是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也是一部爱情悲剧，
作者为蒋防。小说讲娼门女霍小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陇西才
子李益相遇，只求与之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任他“妙选高
门”，自己则甘愿出家。然而，李益一回到家就背信弃约，小玉
相思成疾，百般求见遭拒。最后，一豪士将李益强拉到小玉处，
小玉怒斥李益后号哭而绝。

爱情传奇的起始、兴盛、衰落均在唐代，两宋之后几近绝
迹。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很多爱情传奇小说的影子，但
更偏向于志怪。直到鸳鸯蝴蝶派出现，言情小说才再度崛起。

鸳鸯蝴蝶派是 20 世纪初叶发端于上海的一个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作者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
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该派因此得名。1914年，鸳鸯蝴蝶
派早期最有影响的杂志《礼拜六》出版后，也被称为礼拜六派。

周作人称《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玉梨魂》是
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描写书生何梦霞在
无锡富绅崔家当家庭教师，与崔家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白
迫于礼教没有勇气与何结合，就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梦霞。
后白、崔相继去世，何梦霞东渡日本，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
读物。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再版32次、销量
数十万册的纪录；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
其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
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

不过，这一流派也曾广受新文学界的批判。包天笑曾谈及他
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极凝练地概
括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的创作思想，而这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
的新文学运动中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1949年前后，鸳鸯蝴蝶派的主力军转往港
台，并得以发展，被称为港台言情小说。

港台言情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巅
峰：20世纪80年代，以琼瑶、亦舒、岑凯伦、姬小
苔等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席绢、于晴等为
代表。

提起港台言情小说，琼瑶是个绕不过去的
人物。她本名陈喆，1963年其自传式长篇小说

《窗外》出版后一举成名，之后相继创作《烟雨濛
濛》《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

朦胧鸟朦胧》等60多部言情小说。有人戏称，琼
瑶的作品“赚尽海内外华人的爱与泪，人称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琼瑶’”。

琼瑶作品的语言特点十分鲜明。有人评
价，在柔婉、典雅之余，繁丰成为琼瑶后期作品
的显著特点。比如在《还珠格格》中，五阿哥有
这样一句台词很有代表性：“小燕子，我真的好
喜欢你，不管是刁蛮任性的你，活泼可爱的你，
还是现在这个楚楚可怜的你，我都好喜欢好喜
欢。”

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文学形
式造成了极大影响。这一时期，言情小说的舞
台转移到了内地，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网
络言情小说时代。

进入网络言情小说时代后，言情小说可谓
百花齐放，穿越文、都市文、虐心文、校园文等不
断涌现，并频频被搬上荧屏。其间涌现了一大
批网络女作家，网友总结有“四小天后”（藤萍、
桐华、匪我思存、寐语者），“六小公主”（辛夷坞、
顾漫、缪娟、金子、李歆、姒姜），“八小玲珑”（沧
月、木然千山、明晓溪、米兰 lady、妖舟、唐七公
子、媚媚猫、爱爬树的鱼）等。

如果有人问现在最流行的网络言情小说是
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穿越文。

穿越，即穿越时空的简称。泛指人物因为
某种原因，经历某种过程，从自己的时空转移到
另一个时空。穿越文最为高发的地点当属晋江

原创网，有网友戏称穿越事件为：“千年难得一
见，晋江天天见。”

穿越文也被分为许多类型，比如穿越到清
朝的被称为“清穿文”（最被作者和读者看好的
是康熙、雍正年间，三国、两晋、隋唐也是穿越女
们常去的）；穿越到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作者虚
构的朝代，叫“架空文”；穿越到古代宫廷环境中
的叫“宫斗文”；穿到大宅门里的叫“宅斗文”；穿
越到小人物身上的叫“种田文”；还有一种穿越
到数年前自己的身上的叫“重生文”……

虽然穿越文的故事情节越来越落入俗套，
再加上个别作者追求眼球效应，一些作品的情
节“很黄、很暴力”，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穿越文是
一种好题材：交错的时空、不同时代思想与智慧
的碰撞和摩擦……处理得好，可以让读者看到
一个传奇故事。

（本报综合）

唐代爱情传奇是言情小说的源头

饱受争议的鸳鸯蝴蝶派

红极一时的港台言情小说

百花齐放的网络言情小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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