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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专栏

信仰的意境
姜泓冰

! ! ! !中华艺术宫近期有

个名为 !信仰的意境"的

展览#开张时未见多少宣

传#却值得一看$ 展出的

是印度的美术作品#有

!""多件之数%创作的艺

术家们# 以当代居多#作

品里面也不乏装置&雕

塑&拼贴&影像&多媒体之

类形式'''只是#走在其

中#几乎很难区分出哪个

是古典时期的#哪个是当

代的创作$ 甚至#在近一

个月前#看罢那个挤满古

老的西藏文物珍品的!雪

域撷珍"展#径直走进!信

仰的意境"的展厅#也毫

不违和#只会有些时光停

滞的恍惚和错觉$

对于印度当代艺术#

此前知之甚少$ 但仅今

年#仅中华艺术宫#就已

办了两回印度美术作品

展$ 前一次是在春天的

!眼睛与思想"展#作品更

偏前卫#但从主题思想到

绘画语言#仍然时时处处

透露出宗教的气息$这一

次的展览# 规模更大#题

材则单一#铺天盖地尽是

宗教人物形象&宗教掌故

情节#且也多是以传统手

法创作#艺术家的个性算

不得鲜明#常能见到同一

段故事&同一个神灵被反

复描摩#还有不少花工夫

费时间不讲!效率"和!效

益" 的细密画& 镶嵌工

艺$ 这样的态度和做法#

是生活在缺少信仰国度

和时代中的我们# 早已

陌异了的$ 作品中几乎

一例# 有着民间艺术般

的明亮饱和& 繁复又纯

净的色彩# 有着深受佛

教& 印度教影响的对生

命&自然&世界的理解和

体认#既有传统之根#又

俨然是现代的&可以通往

未来的$

中印比邻而居#体

量&发展阶段与社会状态

也差相近似#也许#正是

因为强盛的宗教文化与

信仰力量#才让印度的当

代艺术没有像我们一样#

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与西

方艺术的接轨和蜕变#光

怪陆离# 多机巧& 善消

费# 却很少有动人心弦

的力量$

并不是想倡扬宗教#

但人要有所信仰#能够体

会!信仰的意境"#却是必

须$!梦想还是要有的#万

一实现了呢( "是今年坊

间最热流行语之一$听着

很励志$ 然而#比!有梦

想"更重要的#是坚持%信

仰#则是支撑起!坚持"的

力量$

这样的感慨#也缘于

崔维成的故事$这位当年

!蛟龙" 号第一副总设计

师#一心想要制造出万米

级载人潜水器# 去挑战

#$%"" 米深渊的马里亚

纳海沟$ 在很多人眼里#

这是个太大太遥远的梦

想$预算的开发投入高达

$"亿元# 国家短期内难

以立项支持#他就自创科

研中心#自捐家资#再募

集民间资本支持#仅两年

时间#开发的!彩虹鱼"号

已完成 !"""米深的南海

试潜#!&%% 吨的科考船

就快造好#明年就要去万

米海沟探测考察%一间商

业化运营的彩虹鱼公司

也已壮大成了集团$

不是偏执狂#有科研

工程管理的才能#一件别

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

被他做得顺风顺水%四方

!化缘"时并不自以为苦#

成果渐显时也不想让自

己趁机发财$ 年轻时就

追慕李叔同的崔维成

说#根由在于信仰)对科

学#对人生#对世界#既有

理性# 更有信念与信心$

有信仰#才能克服千难万

险# 自在别人不能及的

意境$

崇洋媚外
任大刚

! ! ! !是否获得 !外国友人赞

扬"# 至今仍是一些工作成效

大小的生动指标$能够获得外

国友人赞扬的工作# 检索下

来#近两年来包括给外国人带

路&指路#带外国人观赏美景&

开幕式#品尝美食#等等$

在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外

国人在中国的各种体验和感

受#很少被记录下来#获得!外

国友人赞扬"之类的话更是绝

无仅有$ 这其实不难解释#盖

因近代以来#骄傲自信的中国

从外到里#被强悍的外邦一步

步击败#百事不如人#危亡之

际#自信全无$ 在废墟上重建

文明就是模仿学习强国#那些

在其本国的各色人等#哪怕是

引车卖浆者流# 一进中国#俨

然导师#他们!赞扬"与否#似

乎比一万个中国人的感受还

重要$

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虚

心学习乃天经地义#但四处宣

扬一些事关民生福祉的事业

获得!外国友人赞扬"#似乎

有些过了#如果此间又不把本

国普通人的感受加以认真考

虑权衡# 这样的学习有多大

意义(

战国时代也存在国与国

之间相互借鉴经验的问题#

韩非子不反对借鉴外国经

验#但认为如果借鉴不当#危

害更大$ 苏代批评齐王不信

任大臣的故事# 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

且说苏代代表齐国出使

燕国#感觉如果不能给燕国的

相国子之实际好处#外交事务

恐怕会办得不顺畅#连赏赐都

得不到就可能灰溜溜走了$于

是见到燕王时#苏代高度赞扬

齐王$燕王问道)!齐王这样贤

明#他一定会称王天下吧("苏

代说)!救亡还来不及#哪来得

及称王("燕王问为什么#苏代

回答说)!他对所喜欢的大臣

不能恰当使用$ "

燕王对这个解释感到不

理解$苏代解释说)!过去齐桓

公喜欢管仲#就立他为仲父#

国内大事由他主理# 国际大

事由他决断#他主持全局#所

以能够匡正天下# 多次与诸

侯会盟$但现在的齐王对所喜

欢的大臣却任用不当#所以会

灭亡的$ "

燕王听了若有所思#说

道)!我现在已经任用子之做

相国# 难道天下还没有听说

吗("第二天#朝会上的一切决

断#果然都听从于相国子之$

另一种说法是# 相国子之听

了苏代的对答# 派人送上合

计两千两黄金#任他提出什么

要求$

这个故事中#燕王向齐桓

公学习的改革举措#实际是苏

代和相国子之联手做局的结

果#在韩非子看来#这样的改

革使燕王大权旁落#不符合法

家专权的理念$

子之获得大权后#逐渐蚕

食燕王的权力#最后燕王干脆

行禅让之事#把王位让给了子

之#自己做子之的臣子$ 子之

执掌朝政三年#燕国大乱$ 齐

宣王在孟子的说服下#攻打燕

国# 杀了逊位的燕王和子之$

到第二年#燕国才拥立新君$

燕王的改革之所以失败#

固然在于中了苏代与子之为

了个人私利设计的圈套#更在

于他机械照搬齐桓公的成功

经验$ 齐桓公任用管仲#但是

君臣之义并未紊乱%而燕国之

乱# 是在燕王禅让王位之后$

是君臣之义紊乱在先#国家大

乱在后#跟君王是否需要专权

没有多大关系$ 恰恰相反#正

是由于齐桓公向管仲分权#放

手让他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

才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

这点上#韩非子的总结显然是

错误的$

燕王可能太需要强大了#

因此对前辈强者齐桓公的学

习囫囵吞枣# 其仰慕态度#与

现在有些人!崇洋媚外"相仿

佛$!崇洋媚外"在今天已是贬

义词#但它的曲笔!外国友人

赞扬"仍大行于世#一种!平

视"的文化态度仍未在内心深

处建立起来$

冯唐还不是最坏
朱绩崧

! ! ! !一向乐于阴谋论的我#

最近有个揣测)是不是因为

圣诞在即#书商又想造个大

新闻#助推销量#所以在微

信朋友圈里负面炒作起了

' 月就面世的冯唐新译泰

戈尔( 要说这群高级黑#真

是看得笑岔气)!一场针对

文学的恐怖袭击* "!荷尔

蒙满满 # 读完你肿胀了

吗( "!分明就是 +飞屌

集,* "!泰戈尔成了郭敬

明$ "我这才想起#去年 &

月# 曾就如何理解 +飞鸟

集, 第(#)首这个问题#与

冯君在网上有过一番笔墨

往还$

那时并不曾想见#最后

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竟会

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

开裤裆"&!有了绿草# 大地

变得挺骚"这般腔调$ 当当

网介绍浙江文艺社!更有诗

意和韵律的 +飞鸟集,译

本"# 附以译者自述)!诗意

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

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

的--我固执地认为#诗应

该押韵--不押韵的一流

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

如押韵的二流诗歌--在

寻找押韵的过程中# 我越

来越坚信# 押韵是诗人最

厉害的武器$ "很显然#执

迷于语音之美的妇科肿瘤

博士淫于!韵"而失乎!律"#

已分辨不出泰戈尔同二人

转的本质区别了$

这大概也怪不得冯唐$

要怪就怪翻译作品的阅读

环境改变了$昔时是你看不

懂外文#没关系#我来翻译#

翻译完了# 你只管看便是$

读者对于原著的理解#完全

依赖于译文$译者就像在为

一群盲人描述眼前的春色

满园#哪里姹紫#何处嫣红#

怎么说#说多少#全凭良心$

举莎士比亚为例# 原文难

点#即便遇到朱生豪&梁实

秋#也有蒙混过关之处$ 现

今#外文人人学#原文容易

找# 读者水平或不及译者#

但把疑问往微博上一贴#圈

几位方家高手#分分钟可以

引发激烈争论$判断高下的

!不二" 标准是谁符合原著

的意韵气质#不是谁的语言

抢眼'''要说 +飞鸟集,

.*+,-. /0,12/这书题#冯博

士以为作 +迷鸟集,&+失鸟

集,方佳$不才愚见#凭着陆

放翁& 元遗山给的灵感#阿

拉来个+惊鸿失伴,或+只影

向谁去,#岂不更!骚"(但这

项事业就变质了#献给读者

的# 与其说是二手的泰戈

尔# 倒不如讲是蠢蠢欲动

的我们# 与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辞所说的 !其诗作所

揭示的深沉意蕴与高尚目

标"&!用西方文学普遍接

受的形式对于美丽而清新

的东方思想之绝妙表达"压

根不沾边$

时移势易#忙于夹带私

货#或径如冯唐般#敲锣打

鼓地改头换面#还真不如做

一点贴近读者#同时也贴近

原著的工作# 即我所谓的

!由译入意")译者是导游#

要带领读者深入原著#告

诉读者#哪里是激昂的#哪

里是幽默的# 哪里与哪里

关照#哪里与哪里矛盾#哪

里是无法翻译的# 哪里是

难以理解的.可惜#极少有

译者敢于承认/# 还应说

明#整节整章乃至整部书#

其意义究竟 !可能" 是什

么$ 强调!可能"#为的是尊

重不同的解读$ 不妨随感

加注#也可长文总谈#甚至

可以网上开课带领大家一

起读$ 怕就怕#有的译者自

己读完译完# 一丁半点的

解读都没有$ 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之流# 今日绝非罕

见$ 这正是严肃翻译萎靡

不振的病根$ 从这个角度

来看# 冯唐还不是最坏的

译者#因为读他的译作#绝

不至于沦为 !迷失的鸟"#

只会渴望飞向上乘译作的

怀抱$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有责任有能力
诸大建

! ! ! !有报社记者撰写有关巴

黎气候大会的社评文章#来

电问笔者) 为什么世界重要

媒体都把巴黎会议通过气候

变化协议列为头条新闻( 我

说这当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 历史

会不断对此做出证明$

今年以来笔者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 包括 '月份在巴

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大

会#多半与巴黎会议有关$现

在得到这样的结果# 是希望

的实现并超过了预料$ 如果

说 (%%'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455/

是因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

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和平奖同样应该颁给为

巴黎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联

合国& 法国以及中美等国家

的领导人# 巴黎会议的成功

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环境气候

治理领域的三个转变$

首先# 全世界将由此从

化石能源时代进入能源转型

和低碳经济时代$ 气候变化

以及能源转型的确立需要科

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认同#

从科学的角度# 证明气候变

化是否确有其事以及为什么

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 从政

治的角度#证明世界要不要发

起一场抵抗气候变化#以实现

能源变革的新经济社会运动$

科学方面的认同# 开始于

3455 (% 多年来的工作 $

3455 #)&& 年成立##))% 年

发表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

.67$/#到 (""'年 67!报告

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有 )"8的

可能性# 由此获得 (%%'年诺

贝尔和平奖% 政治上的认同#

源于 #))(年联合国通过有将

近 (%%个国家签约的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但是后来的发展

有波折$ 这次 (%#9年巴黎会

议#表明科学的结果和政治的

结果终于达成了一致$巴黎会

议表明# 全世界正式进入化

石能源减少& 可再生能源增

加的能源转化时代已经铁板

钉钉#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到普通老百姓均要适应这样

的发展趋势)(%#: 年将是全

球新能源时代的元年$

其次# 全球治理从各自

为阵的零和博弈走向了有底

线的相互妥协$ 正如有人所

说# 要 (%%个各自活蹦乱跳

的猴子一起正步走# 是极其

困难的$ 应对气候变化和能

源转型# 涉及多种多样的国

家利益$ 以往各次谈判#(%%

个签约国各有各的主张#这

次巴黎会议却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功$ 谈判各方的心态

从你死我活到相互妥协#很

大程度源于在全球治理运动

中倡导一种有弹性的体制安

排# 即从自上而下的强制减

排模式# 转向自下而上的志

愿减排模式$我相信#巴黎会

议的范例# 可以成为全球治

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新起

点# 为解决类似的多边问题

提供借鉴$

另外# 中国在气候变化

的全球治理中从被动走向主

动开始显现领导力$ 中国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 曾经是个

问题$ 增长经济学家通常把

增长放在高于资源环境的地

位# 认为参与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超过了中国现有的能

力% 更有一些阴谋论者强调

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对中国

的陷阱# 说他们自己已经发

展了#现在就抑制中国发展$

然而# 近几年中国领导人越

来越多地认识到不是人家要

我们做# 而是我们自己需要

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

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

题方向一致# 是经济新常态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远

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

中美之间&中法之间&中德之

间&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提

出二氧化碳排放到 (%;% 年

左右达到峰值# 提出每隔 9

年做一次检查$ 所有这些#均

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

基础# 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

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责任

有领导力的表现$（作者为同
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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