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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三剑客”访欧，美欧俄互相试探

15日至16日的北约国防部
长会议刚刚开完，一年一度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17日拉开帷
幕。同期，二十国集团（G20）外
长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

以此为契机，美国特朗普
政府的外交和国防团队集中亮
相，防长马蒂斯出席了北约防
长会，副总统彭斯亲自率团出
席慕尼黑安全会议，G20外长
会则成为国务卿蒂勒森上任后
的外交首秀。

对于这三场会议，欧洲更
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到底对北
约是啥态度，因为此前，特朗普
的“北约过时”以及“分摊防务
经费”等论调，让北约盟国着实
捏了把汗。然而，从这次北约防
长会的情况来看，马蒂斯并未
给欧洲盟国带来什么新信息。
他在会上强调的还是特朗普那
一套，即北约依然重要，但需要
尽快改革，并且重申成员国必
须 达 到 国 防 开 支 占 本 国
GDP2%的标准，否则美国不会
提供免费的安全保障。

对于美国的这一要求，欧
洲的立场有所松动。前不久德
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访美时，面
对马蒂斯的类似表态，她回应称
分担防务经费是合理的。在这次

北约防长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当着马
蒂斯的面表示，各成员国已经在
防务支出占比上有所增加。

实际上，在如何定位北约
的首要作用上，美欧分歧十分
明显。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和持续，北约的集体防御职能
被大大强化，从奥巴马时期至
今，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和波
兰、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地区加
大了军力投入，重新将俄罗斯
视为最大战略威胁。

特朗普可不这么看。主张
“美国优先”的他将消灭“伊斯
兰国”作为反恐要务，并以此希
望北约的集体防御职能先放一
放，转而强化反恐作用。欧洲对
此显然不太情愿。而且，当前俄

罗斯与北约早已形成对峙关
系，尤其对北约的中东欧成员
国来说，更直接的“威胁”不是
恐怖分子，而是俄罗斯。

除了在北约问题上的拉锯
战，在G20外长会和慕尼黑安
全会议上，还有各方在外交领
域的博弈。

16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在波恩出席G20外长会期间，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这是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俄两国
外交高官首次面对面接触。在与
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前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后，特朗
普谋求缓和美俄关系的重任就
完全落到了蒂勒森的肩上。以目
前的形势来看，美俄关系缓和的
难度在加大，俄罗斯“干扰”美国

大选的风波未平，弗林因“通俄”
下台又进一步推升了美国国内
的反俄情绪。近日，特朗普还一
度表态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
亚，遭到俄罗斯一口回绝。现在
看来，甚至不排除特朗普政府调
整对俄政策的可能。

作为特朗普政府的“三剑
客”，马蒂斯、蒂勒森和彭斯此
次集体亮相欧洲，显然带有安
抚和加强沟通之意。不过，要想
通过这三场会议判断特朗普究
竟会对欧洲采取何种政策为时
尚早，毕竟特朗普与欧洲国家
之间的核心分歧在于价值观和
经济利益。特朗普已经确定出
席今年５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
的北约峰会，届时其对欧政策
可能会更加明晰。

《爱乐之城》，这部电影的译名有点跑偏

2月14日情人节这天，已在
美国上映多时的《爱乐之城》终
于来了。这部电影几乎横扫了
今年的金球奖，斩获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7个
奖项；虽然奥斯卡奖还要等到
这个月末才能揭晓，但《爱乐之
城》已经获得了14项提名。

拥有如此好口碑的电影，
剧情又是浪漫的爱情故事，笔
者也忍不住“跟风”在情人节这
天走进了电影院。就个人观影
体验而言，这确实是部良心之
作，但让笔者觉得可惜的是，电
影的中文译名却没能反映出其
想传达的核心内容。

《爱乐之城》英文名为《La
La Land》，这是个很有意思的
英文双关词，仔细体会一下就
能发现其精妙之处：电影中的
故事发生在美国洛杉矶（Los
Angeles）的好莱坞，而“La La
Land”就是洛杉矶的别名，这
是一层意思；“La La Land”的
另一层意思是“梦幻之地”“梦
想之城”，指的是现实中无法实

现的幻想，这一点也与电影主
题完美契合。

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是

《爱乐之城》，似乎缺了点英文
原名中的意蕴。单看中文，我们
或许能猜到，这是一部音乐电

影，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男女主
角可能是因音乐结缘，但从剧
情发展来看，这部电影的内核
其实关乎梦想、爱情和现实，电
影中文译名流于表面，“梦想之
城”的内涵在翻译时被丢掉了，
这才是最遗憾的地方。

正如许多中文词汇翻译成
英文就失去了本身的意蕴一样，
如何为英文电影找到一个好的
中文译名并不容易。如果和台
湾、香港的译名相比，你会发现，
大陆的《爱乐之城》已经算是好
的了。在台湾，这部电影被译成

《乐来越爱你》——— 优点在于利
用了汉字的谐音，努力契合英文

“La La Land”的双关，也表现出
了电影中与爱情和音乐相关的
一面；缺点在于，这个译名似乎
把它变成了一部简单的爱情片，
难免让人产生一种男女主角必
会甜甜蜜蜜携手到老的错觉。

这部电影的港版译名更拗
口，叫《星声梦里人》，看上去似
乎是面面俱到了，把“声”（音
乐）、“梦”（究竟是指梦想还是美
梦？）、“星”（电影中男女主角在
星空里起舞的美妙场景）都纳入
了译名，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名
字让人对于电影的剧情一头雾
水，至少对笔者来说，这个片名
恐怕很难吸引我走进电影院。

电影名称的翻译，从来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译者除
了要精通语言，还要熟悉相关
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才会经
常看到那些“成于译名”和“毁
于译名”的电影。前者首推《魂
断蓝桥》（Waterloo Bridge）：这
部上世纪40年代的经典电影，
译名也同样经典。这部电影的
中文直译是“滑铁卢桥”，真是平
淡无奇，可《魂断蓝桥》这个译
名，在中文的遣词上实在精到，
引用的是苏轼词中的“蓝桥何处
觅云英”，一下就能让中国人知
道，这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
部电影风靡一时，不能不说与
其中文译名的成功大有关系。

“毁于译名”的电影，让人
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印度电影

《三个傻瓜》（3 idiots），它还有
个译名叫《三傻大闹宝莱坞》。
因为这个译名，好多人一开始
会把它当成一部搞笑片，其实
它是一部对印度应试教育进行
深刻反思的好电影，许多人看
后纷纷表示：这电影真是被中
文译名给耽误了！

一部电影的内容决定了它
的口碑，可电影译名却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能否吸引观众走
进影院。因此，虽然一部外国电
影的名字就那么几个单词，却
依然需要在翻译时反复斟酌，
对电影的内核有自己的理解。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这两天，随着华北地区天
气的回暖，不知你是否感到这
句话是至理名言呢？反正笔者
身边不少人开始抱怨各种睡不
够，稍不留意就睡过头，面临上
班迟到被扣钱的风险。那么问
题来了，在既没有手机也没有
闹钟的时代，人们是怎么做到
不因贪睡而上班迟到的呢？答
案竟然是，他们有一种“人肉闹
钟”——— 敲窗人。

事实上，最迟到18世纪末，
上班迟到这码事还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那会儿钟表还不普及，你
老板也不知道啥时候上工算迟

到，晚点多少要扣多少工资。
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工

厂还只是“工场”，是扩大版的
手工作坊，即便在最早开始工
业革命的英国，大多数老板用
的也是计件付薪的方式，工人
没有严格的上班时间，干多少
活给多少钱。上班不卡点，这场
景恐怕今天的上班族想想都要
流口水。

然而，工业革命的进程改
变了这一切。随着蒸汽机的广
泛应用，定点上班成为一种必
须——— 因为机器不等人，开动
起来就要费钱。另一方面，钟表
机械的进一步普及化，至少让
那些企业主买得起钟表。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虽
然当时钟表普及到了高富帅的
企业主阶层，但仍没飞入寻常
百姓家。19世纪初一台钟表的价
格最便宜也要十几英镑，相当于

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定点报
时的闹钟则更是高端产品，直到
19世纪2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指
望工人自掏腰包买一台这种“黑
科技”以免上班迟到？这也太考
验工人觉悟了。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黑暗
的19世纪可没八小时工作制一
说，工人常常要连续干上12到14
个小时的，累得回到家吃个饭倒
头就睡，如果放任自己睡到自然
醒，那铁定是要迟到的。

于是，上班迟到问题在19
世纪初突然成了劳资双方互撕
的一大热点。老板动辄以迟到
为由扣发工人工资，工人则以
罢工回应。据说，英国当时90%
的罢工事件都与资本家扣发工
资有关。

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
一种“人肉闹钟”——— 敲窗
人——— 突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的，这些人的职业就是为买
不起闹钟的工人提供“叫起”服
务，而方法则简单粗暴——— 直
接敲你家窗户。在当时的伦敦，
每每在清晨时分，当人们睡得
正香的时候，这些敲窗人已经
穿戴整齐，拿着细长的竹竿出
门了。他们之所以拿着竹竿，是
因为他们要用竹竿去敲打别人
家的窗户，以便叫醒人们。

值得一提的是，想干这份
工作需要你有锲而不舍的死磕
精神，因为这种“人肉闹钟”不提
供“再睡五分钟”的贪睡模式，如
果用户不起床，敲窗人需要一直
敲、一直敲，直到把你吵醒，才能
再去敲下一家。而被叫醒者需要
在床边示意——— 以免他家玻璃
被使了太大劲的敲窗人敲碎。

你可能会有疑问，敲窗人
叫别人早起，他们自己怎么起
床呢？回答更有意思，每个城市

会有少数几个“最初敲窗人
（first window knocker）”，他们
是夜猫子，每天白天睡觉，直到
太阳西沉才起床，等到下半夜
两三点钟时，他们就会去敲那
些同行的窗户，再由这些陆续
起床的同行叫醒全城。

敲窗人这一职业持续时间
非常久，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
代，这一行业才随着闹钟、电力
的普及在欧洲彻底消失。

敲窗人，这份奇葩的职业
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我们历史的某个阶段，科技
进步带来的不平等曾把不同阶
级的人分割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时间以分计算，另一个则
需要想尽办法才能获知时间，
所以在当时出版的绅士守则
里，“守时”成为修养良好、拥有
财富的中产阶级的象征，这个
观念，一直持续至今。

没闹钟的时代，上班族是怎样免于迟到的

《爱乐之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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