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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做学问好比垒砖头
戈宝权童年时深受二叔戈公

振的教诲。三岁时，戈公振送给他
一盒积木，盒子上写着：“房子是
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
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二叔的
题词，对他毕生的生活、学习、思
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
一生的座右铭。后来，戈宝权的学
问的确是用一块块“砖头”垒起来
的，永不停息地在学习，而且是到
了分秒必争的地步。他出门总会
在腋下夹一本书，不论是等公交
车还是等人，抑或是在饭馆等着
上菜。在从事了翻译工作后，有时
为了一个译词的准确，他会去图
书馆借好多书，然后一本本地看，
做笔记，力求译得最完美。

涉猎知识十分广博
从大家熟悉的译作来看，戈宝

权是俄文专家，但他早年在上海大
夏大学（华东师大的前身）求学时，
主修的是英语，同时还选修了法
语，旁听了日语，后来在赴苏联前
又自修了俄语。在苏期间，他还掌
握了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
维亚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语。作为
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戈先生涉猎的

知识十分广博。有一阵，他迷上了
天文，还买了架望远镜，每晚在院
子里看星星，床头也放着好几本天
文书，讲起宇宙星系来还真头头是
道呢。在众多普希金诗歌的中文译
本里，行家评论说，戈宝权的翻译
是最棒的。对此，他的解释是：“我
不是意译，而是按中国诗歌的韵律
再写了一首诗歌。”

读书不能囫囵吞枣
由于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家

里人都叫戈宝权是“书呆子”。幼
年时，他特别喜欢看儿童读物，一
本《安徒生童话》，让他一辈子都
无法遗忘。

自己是书迷，还让孩子也迷
上了书籍，令全家弥漫在书香里。
女儿戈小丽回忆说，小时候父亲
给他订了好多画报，还会耐心地
讲其中的故事。陪孩子逛书店，是
父女俩最开心的事，他还答应女
儿每月必买两本新书，但也不多
买，为的是让孩子能好好消化，而
不是囫囵吞枣。渐渐地，女儿书桌
的抽屉里已经放不下积攒的书
了，戈先生便说：“我们买个小书
架吧，给你也搞个小书房。看书才
能增强人的修养和素质。”

本报记者 王蔚

! ! ! !“光明优!”第十四届“沪、港、澳与新
加坡、马来西亚”五地中小学生阅读征文大
赛，以及 "#$%年全球华人中小学生阅读征
文大赛作品改编与表演展示，日前在进才
中学举行。
没有戏剧理念，没有专业的编剧和导

演，没有精致的道具化妆，但他们用自己的
真诚表演来表达着对文本的解读。上海外
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云剧社，从皮克
斯动画中得到灵感，用一出别开生面的默
剧，讲述了一对男女的“纸飞机”情缘。社
长、高二男生张孝航告诉记者，他从初二开
始对戏剧着迷的。在上外附中，戏剧表演氛
围浓厚，在“我们的经典短剧”主题活动中，
每个班都要参演。在云剧社，指导老师会让
大家对着《最后的晚餐》想象，如果自己是
画中人，应该会有怎样的内心活动；也会让
大家从平时不曾想过的角度解读文本，例
如，想一想灰姑娘中的南瓜马车如果开口，
会说些什么台词。他觉得，这段别样的舞台
经历，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思维层次，更让自
己做事变得愈加冷静。作为社长，他要带着
学弟学妹们从发声、舞台走位等基础开始
练习。每个演员都要闭着眼睛，把自己在舞
台上的每一个位置都熟记在心，才能达到
要求。

云剧社跨年级、跨班级，每次表演，凑
大家“档期”难度很大，但凭借着对戏剧的
热情，同学们见缝插针地排演出一幕幕新
戏，成为上外附中校园最受欢迎的学生社
团。张孝航告诉记者，南洋模范中学、市三
女中、上外附中等 "#余所中学剧社结成了上海市中学生戏剧联盟，用更
为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对经典的思考，彰显原创力量。上周末，首场演出
已经在话剧艺术中心上演。
大赛评委指出，本市学生戏剧社团的确有一些社团非常出色，屡屡获

奖，给学校带来荣誉，学校也在场地、资金、师资上加以配备。但大多数校
园艺术社团既没有这种待遇了，也普遍缺乏专业指导教师，同学们只能小
打小闹。在一些学校，除了音乐课，并没有相关艺术教育的指导。所以很多
学生也只能凭模仿，依样画葫芦地表演。
在表演比赛现场，%支新加坡国际学校参赛队给国内教育带来启发。

在这里，学校为所有喜欢艺术表演的学生提供许多展示的机会，包括参加
不同的比赛和活动，而并不是集中于少数几个人、少数几支队伍身上，给
更多学生登上舞台、展示自我的机会。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书香，
弥漫在一家人心中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好家风

翻开多个版本
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会读到《海燕》、《假
如生活欺骗了你》、
《农夫和金鱼的故
事》等优美的外国文
学作品。虽然大家对
文章的原作者耳熟
能详，但要问是谁翻
译的，或许就有些淡
忘了。这几篇美文的
译者是我国著名的
外国文学研究家、翻
译家戈宝权。近日，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戈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活动。他的为学、
为人令晚辈赞叹不
已。特别是戈家几代
相传的严谨、求真的
家风，更给后人以启
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