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毕淑敏的生命华章，在 !""#年
奏响了最强音。也许她也没有想到，一
则报纸角落里的消息，触动了自小学
就埋在心底的愿望。小学五年级时，她
写过一篇作文《记一次打电话》$写的
是通过电话和一位非洲小朋友聊天，
从那时起，她就梦想有一天能到非洲
看看。
消息说，可以坐着游轮环游世界。

“那一瞬，我好像被一支饱蘸了蛊药的
毒箭射中，魂不守舍。于是，我用稿费
买了两张船票与儿子从日本横滨启
航，乘‘和平号’开始了为期 %%&天的
航海环球旅行。”毕淑敏说。此后，毕淑
敏二度游非洲，乘坐“非洲之傲”驰骋
于非洲大地，摄下百余张彩图，之后闭
关一年，创作《非洲三万里》。

!"%'年，毕淑敏又推出了《美洲小
宇宙》，她说，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去
了多少个地方，见过多少人……这些
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在旅途
中看到过什么，曾想到过什么，归来后
你若隐若现地感到改变了什么。
在过去，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少数

人的事情，近年来中国进入旅游的焕
发期，毕淑敏希望通过自己的行走和
书写，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与
更多的人分享。因为她发现，这个世界
的丰富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
“我原以为自己是个想象力还算

不错的人，但在光怪陆离的世界穿行，
经常惊诧莫名。这种感受很有趣，震惊
后思索，让你谦虚并努力学习。”毕淑
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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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 作家毕淑敏新

作 "温暖的荆棘#$中英双

语版%出版!翻译家朱虹和

毕淑敏携手在北京图书订

货会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

与读者见面& 毕淑敏笑言

这是八十五岁翻译家朱虹

的'首秀(!此前!她从来没

为某本书的发布参加过这

么热闹的场合! 而翻译家

和作家的结缘竟是因为一

位特殊的读者)))

! ! ! !毕淑敏走进翻译家朱虹的生
活，或者说朱虹走进作家毕淑敏的
生活，居然是源自保姆的女儿。朱虹
家保姆的女儿要出国了，尽管行李
很多，但孩子依然坚持带一本书走，
书的作者正是毕淑敏。
朱虹很好奇，她拿起书来一翻，

很快被吸引住了。她想到了远在美
国的孙女们，这样优美励志的文章，
对她们的成长一定会大有帮助。
朱虹辗转联系到毕淑敏，希望

能选择她作品中适合孩子们看的篇
目翻译，并能得到她的授权。毕淑敏
笑答：“这是您自家的私房菜，随便
挑好了！”
朱虹的初心，是选择翻译毕淑

敏的一些文章，自费装订成册作为
礼物送给孙女们。因为国内给青少
年读的英文书，多是译自外国故事。
中国故事翻译的英文和国外的表述
尚有较大区别，不太符合现代英语
的阅读风格。她希望以一己之力给
孩子们呈现完美的译本。比如毕淑
敏的《倾听》，一般会译为“注意地
听”，朱虹则采用了莎士比亚的台
词，译为“请借给我你的耳朵”。
“一般的翻译大家很少做这样

的事情。朱虹的译著经常受到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温暖的荆棘》的译
本体现了朱虹准确、简练又一语双
关、幽默风趣的风格。”毕淑敏说，自
己被朱虹的朴素单纯的祖母之心感
动，并建议朱虹将完成后的译本和
更多的孩子分享，于是有了中英双
语版的《温暖的荆棘》（天地出版
社）。
《温暖的荆棘》可谓从毕淑敏

作品中精心挑选的适合年轻人阅
读的“心灵处方”。作品以真实的心
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
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作
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
认为，大多人面临心理问题时，多
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
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
的科学心理疏导方法。书中，毕淑
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
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惘与思
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
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
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
的地方。书中的文字，依然秉持她
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
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
写下的，并希望它们传达出深深爱
意和浓浓暖意。

! ! ! !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
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
学，毕淑敏一一涉足，在这三个不同
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

%()(年 &月，毕淑敏和另外四个
女兵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那年，
她才 %)岁半。在平均海拔五千多米的
阿里，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吃
的是罐头和脱水菜。毕淑敏在新兵连
集训了两个月，紧接着被分到卫生科。
一年之后，要开始野营拉练了，毕淑敏
和战友们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参加拉

练，要求到火线上去锻炼。她们同男人
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
雪原中，每天跋涉 *"公里。
“在爬一座险峻的高山时，傍晚

才爬到半山，饥寒交迫，我觉得自己
再也坚持不下来了。心跳得好像要从
嗓子里喷出来，喉头咸腥，一张嘴仿
佛会血溅大地。两腿沉重如铅，眼珠
被耀眼的冰雪刺得发盲，不停地流泪
……我真是受够了这种苦难，再也不
愿忍受下去了。”毕淑敏甚至想，自己
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

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是有意
的。这样她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父
母就不会因此受到牵累。

可是，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
密。毕淑敏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
手人寰，手就是撒不开。凌晨两点多
到达目的地后，她一头倒在地上，仰
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

“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渺
小，感受到了自然的威慑和人的能
动，同时更感受到要珍爱生命善待自
己。”严酷的风雪和单纯紧张的生活，
让毕淑敏有了坚实的定力，也让她感
受到生命的残酷。

! ! ! ! %(#"年，毕淑敏从西藏转业回
到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
她很想把在高原之上体验到的感悟
写下，于是拿起了手中的笔。从处女
作《昆仑殇》开始，毕淑敏对于生与死
的关注和描写就没有停止过。有时，
她甚至很佩服自己的两只手，不是因
为它们写了多少作品，而是因为抢救
过人命。她说：“有过这样的经历，目
睹生死的过程，我觉得，对任何人来
讲，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最
宝贵，任何不尊重和怠慢都不应该。”

从 %(#'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
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
《红处方》《拯救乳房》等长篇小说，毕

淑敏的作品以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
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
得了广大读者。她一度成为“畅销书
作家”，《血玲珑》《红处方》等作品曾
被改编成电视剧，无论小说还是散
文，作品发行量动辄在十万册以上。

然而，在创作势头勃发的时刻，
%((#年，毕淑敏放弃写作进入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系读书。“并非为了要‘充
电’，”毕淑敏说，做医生是从生理上
认识人，写作中对人的认识主要是针
对人的社会性去探索，而读心理学，
可以使自己超越以往的作为一个个
体的人的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
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

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
自己。学习期间，她完成了《爱怕什
么》，书里涉及很多心理学的知识。现
代社会多元化，人们对自己心理的关
怀越来越凸现。人为什么活着，为什
么快乐，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人
要寻找生存的意义，这些本质的东西
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后会更强烈地冲
击人的思维。

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毕业后，毕
淑敏曾开过一个心理诊所。没想到
需求太大，来人纷纷点名要找毕淑
敏。做心理医生占用太多时间，毕淑
敏果断决定：一个人的时间有限，那
么多心理问题一个个解决占用太多
时间，但是如果写成书，可以和更多
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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