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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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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淡交往 !"年，再见到这位著名却又
低调的音乐翻译家———薛范，似乎还是老
样子。已经 #$岁的他不但外貌并无太大变
化，性格和心气也是依旧，依然每天勤恳工
作十多个小时，依旧乐此不疲地追寻优秀
的文艺作品，也依旧愿意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向人们介绍文学和音乐。

三月和四月的每个周六下午，坐着轮椅
的薛范都会来到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担任“前苏联二战题材故事
片鉴赏系列讲座”的主讲人。薛老从事了 %!

年翻译工作，上过无数次领奖台，如今在胸
前别上珍藏的荣誉奖章参加公开活动，不是
因为到了可以总结人生的时候，而是出于
想引起年轻人的注意、想同他们聊聊历史
与文化、音乐与翻译、责任与价值。

你说是工作!我说是人生

#$岁的薛范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音乐之声》和《回忆》等 $"""多首世界歌
曲的翻译者。自小行动不便、自学成才的他
从事翻译事业的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多，
居全国之最。

在人们印象里，翻译家们的工作状态
通常是这样的：左边一本原文书，右边一部
大辞典，正中一大摞稿纸，塞满烟蒂的烟灰
缸是一缕袅袅的青烟。翻译家在书桌后面
正襟危坐，一会儿冥思苦想，一会儿又挥笔
疾书……但薛范的工作状态实际是这样
的：很少枯坐在书桌旁，每拿到一首歌，都
会让它先烂熟于心，一旦灵感来了立刻投
入工作。他 !&'(年译配的著名作品《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就是这样诞生的。那年他
$) 岁，当时薛范工作了整整两天，却总觉
得语词的韵脚与音乐的旋律不甚贴合。当
晚，他到长乐路的小剧场看了场歌剧。散场
后，他摇着轮椅行在幽静的长乐路上。刚下
过雨的路面反射着路灯那橙黄色的柔和灯
光，正是树叶也不再沙沙响的时候，路边一
户人家的窗口传来叮咚的钢琴声，那是钢
琴诗人肖邦的《夜曲》。突然的，他觉得心有
所动、有话要吐，他立刻赶回家，拿起乐谱，
将心中的文字一挥而就。“但愿从今后你我
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人生这个
阶段的顿悟及诗般的语言打动了薛范自
己，更打动了无数人，他就此成名。

脑海里尽是乐句和词句在打转，为此走
神、忘事，对薛范来说不足为奇，因为于他，
音乐翻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全部的人生。有
时他坐着轮椅车行在路上，半途偶得佳句，猛
来个刹车，尾随在后的自行车猝不及防撞上
来，为此招来一声骂，也是不止两三回了。

成名后的薛范除了俄语，又自学了英、
意、西、法、日等多种语言，翻译范围也从苏俄
歌曲扩展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朝

鲜、印尼、罗马尼亚、阿根廷等国家的优秀歌
曲。!&#)年，一首欧美的流行歌曲《没人要的
孩子》打动了薛范，“再艰巨的生活也需要有
精神上的支撑”，觉得心有共鸣的薛范立即把
这首歌曲译配了出来，并专门让当年有名的
大学生歌手演唱。!&#'年，美国 )'位流行歌
星联袂高唱歌曲《天下一家》时，又一次触动
了薛范，他发现，国外流行歌曲的主题已走出
卿卿我我的刻板样式，开始关注起人类的共
同命运。于是他很快把这首歌曲译配出来。
“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当你贫困潦倒，眼看
陷入绝地，你可要坚信不疑，不灰心丧气……”
薛范译配的这首歌让人们感受到了人类能具
有的高远视野、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心。薛范还
把他的爱给了孩子们，为他们译配了动画片
《变形金刚》《花仙子》《机器猫》等的主题歌。
$""*年，美国百老汇长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剧院魅影》来到上海，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
当其中一些人试图深入了解这部音乐剧时，
他们发现，早在该剧登陆上海的几年前，薛范
就译配并介绍了部分唱段。$"!$年 %月，薛
范为英国著名音乐剧《猫》担任中文版“歌词
翻译高级顾问”，#月中文版《猫》在中国正式
公演，一时成为文化热点。

可以忘记我!但请记得它

然而，薛范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音乐作
品翻译上，!&'&年，他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诗
集：苏联诗人艾略伊诗集，之后两年，他翻译
的《列宁颂》《土耳其诗选》等陆续出版。

在薛范 %!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为 $"""

多首世界各国歌曲译配，苏俄歌曲占 )"!，
这些早期的作品成了他最响亮的名片。比
如，曾有人统计过，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
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比用俄语唱的人还
多，且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年 &月
底，俄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向薛范
授予一枚“为发展俄中关系功勋章”。这已
是薛范第 '次获得俄罗斯方面的褒奖。

尽管苏俄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有它独特
的历史背景，不过，薛范欣喜地发现这些歌
曲如今依然能够打动人心，这正体现了人们
对于优秀音乐作品的尊重。有人说，音乐翻
译家是幕后英雄，也有人为此鸣不平，薛范
很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让国人借助汉语
领略世界优秀音乐作品的主题和意涵，从
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这就是他的追
求和乐趣所在，“追求精神生活应该是没有
底的，因为这种追求是引领人向上的。我愿
意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做点事，可以忘记我，
但请记得这些美好的艺术作品。”

尽管人已老!工作不会歇

如今，精通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人
难免会对歌曲翻译的必要性产生疑问，但声
乐作品是词和曲的结合，体现的不仅是原作
者的才华和观念，也反映了翻译者的气度和
修养，正因此，那些经典的翻译歌曲历久弥
新，仍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传唱着，音乐翻
译依然有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薛范
对音乐翻译的未来虽有迫切感却仍有信心。
近年来，薛范致力于整理出版自己的译配作
品。$"!)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薛范
%"年翻译歌曲选》，这本书精选了薛范先生
翻译生涯中的 $)%首作品。今年，他计划完
成一本关于音乐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专业书。

工作之余，他还热衷于外国文化、外国
文艺作品，特别是苏俄文化、苏俄音乐、文学
作品的民间推广。他关注时事新闻，也会看
《小时代》等电影、听《小苹果》等歌曲，他希
望能紧跟时代、摸准年轻人的口味爱好，以
适合他们的方式推广经典文艺作品。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
薛范牵头组织了苏联二战题材影片鉴赏活
动，于 *月到 )月的每周六推出，共放映 #部
经典影片。重新翻制影片要将过去的配音音
频贴到新的视频文件上，再调节时间轴，完成
一部影片，要花不少时间。“上级没安排任务，
都是我自己想做，这是我爱做的事。虽然如今
的体力和精力不能同当年相比，但我的韧性
还在，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乐趣，也是
生命的一部分。”尽管不在意繁琐和辛苦，薛
范还是希望有年轻人来帮他，更希望年轻人
能静下心来了解、喜欢苏俄文化。因为那些
东西是美的，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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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干部进入 %护老

加油站&

近日! 杨浦区馨浦老年社

工师事务所"护老加油站#项目

组以社区 !"余居委会干部为

对象! 在区社会福利院启动今

年首期能力建设培训$ 此期培

训的内容%明确"护老加油站&

的服务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内

容及服务周期( 分组开展心理

减压游戏( 交流想法! 提出建

议! 分享为老服务工作中的成

果和经验$ !魏鸣放"

银手杖&走进宝山路街道

以专门为失能老人提供上

门服务的)银手杖&项目!日前在

宝山路街道启动$ "银手杖&项目

服务对象为 #"$人$ 服务内容

包括%组织结对志愿者定期上门

巡访失能老人!宣传和指导护理

及康复知识!并对家属开展心理

支持服务(组织社区医生定期上

门巡诊!并对失能老人家属进行

护理及康复技能指导(定期上门

慰问!并向失能老人赠送部分急

需的生活护理用品$ !裴芝"

吟诗作曲 乐在其中

近日!七旬退休音乐教师李

德华的*阅悦阁+诗集首发式暨

吟诵笔会在浦东新区大团镇文

化服务中心举行$ )执著酷爱哆

来咪!四十余载贵坚持$ 呕心沥

血谱妙曲!废寝忘食写佳词$ &这

是李德华的)自画像&$ !%余年

来! 李德华坚持创作歌颂祖国'

歌颂党' 歌颂人民军队的歌曲!

还酷爱吟诗作词$ *阅悦阁+诗集

汇编了他写的爱国情怀'盛世时

代'抗战保钓'兴趣收藏'家乡风

情等 &'卷 '%%首诗$以近体诗

歌为主要体裁的杂咏中!抒发了

故乡情'朋友情'爱国情'民族

情$ *阅悦阁+已是李德华出版的

第 &%本书$ !陈志强"

百老纪念抗战胜利 $%周年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

界反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抗

日民族英雄谢晋元将军诞辰

&&%周年!!月 ('日! 上海百

老德育讲师团的百名老将军'

老英模集聚晋元高级中学!举

行)英名永继 浩气长存& 纪念

抗战胜利 $%周年暨谢晋元将

军诞辰 )&%周年主题活动$ 晋

元校友' 百老德育讲师团团长

戚泉木作了)弘扬民族精神!传

承爱国情怀&的演讲!谢晋元将

军儿子谢维民作了 )缅怀英烈

悲壮历史!纪念抗战英烈&的讲

话$ 百老团成员'曾获得世界和

平勋章的著名画家陈玉兰教

授! 向晋元中学赠送一幅牡丹

画$ !江跃中 陈文"

! 薛范%翻译生涯 %"周年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