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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一
篇文章，作者说的是，他的作
品入选了高考语文模拟试
卷，成为阅读理解题的材料，
但略尴尬的是，作为创作者，
面对老师给出的问题，他却
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好。

本着帮助学生更好地了
解时代、更新表达能力的原
则，近年高考模拟试卷包括
高考语文题，开始逐渐淘汰
老一辈作家的经典文章，选
择一些新作者写作的、在媒
体上流行的文章进入模拟试
卷或考卷。这样的做法，本意
是好的，有助于让学生的思
维更贴近于当下，在语言组
织与表达上更鲜活。可这样
一来给学生制造了一个难
题，那就是面对新状况，曾经
熟悉的“标准答案”不见了。

老舍、鲁迅、朱自清……
当他们的文章进入试卷，学
生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是

比较容易掌握“标准答案”
的，那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
积淀，这些前辈作家的写作
价值、作品的文学含义以及
对历史与社会的影响等等，
都已经基本固定。老师与学
生也已经达成了高度的默
契，学生在对这些前辈作家
的作品进行阅读理解时，十
有八九能够揣摩正确，这对
于学生拿分很有帮助。

但在新作者大面积进入
模拟试卷之后，大家发现以
前能够实现共识的“标准答
案”，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意
见了。这对整个语文教育体
系都是一个冲击。首先受到
冲击的，就是出卷老师的阅
读理解能力，他选择一篇文
章进入试卷的标准是什么？
他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什
么？如果出卷老师都不能够
准确地给出精准的理解与标
准的答案，那么，接下来各地

的语文教师与学生就会一头
雾水，未免就会出现驴唇不
对马嘴的状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几年
前发生的，一张试卷上出现
了这样一个考题：“文中蓝色
窗帘表达了作者的什么心
情？”学生们哪里知道作者的
意图？只好乱答一气，甚至从
所谓“性格心理学”那里寻找
答案，把“开阔”“深远”“冷
静”“平稳”等诸多词汇加进
答案中去。扩展开来，把“蓝
色”与“心情”相结合，恐怕有
上百种理解，每种理解都能
找到理由，那岂不是学生的
回答只要搭边，就要给打对
号？可是阅卷老师在判题时，
往往会只按照“标准答案”给
的几个选项来打分。

出题老师与阅卷老师不
是作者肚子里的蛔虫，哪里
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于是
当“蓝色窗帘”的作者亲自站
出来作答时，一个令人啼笑
皆非的结果出现了——— 作者
压根什么心情都没有，他只
是看到了窗帘就是蓝色的。

看见窗帘是蓝色的，就
说它是蓝色的，是直观表达，
也是符合逻辑的表达，这可
以当作“标准答案”。除此之
外，其他都不算标准答案。可
万一作者忘记了写这句话时
的状况，或者不太确定当时
的心情时，“标准答案”便烟

消云散，学生们也就走进了
语文的茫茫大雾中，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走了。

前不久，我的一篇名为
《麦浪》的文章入选了北京某
区的高三模拟试卷，其中有
一题是让学生针对文章，从
四个答案选项中选出哪一个
是最恰当的形容，也就是说，
哪个选项最接近于作者内心
最强烈想要表达的主题。四
个选项我都看了，看完之后
觉得都对，都符合我写作时
的心境，都算是“标准答案”，
可如果评分标准中只给出了
一个选项，那么，选另外三个
选项的学生岂不是糟糕了？
莫名其妙地就把分丢了，还
会把账算到作者头上。这个
锅，作者不想背。

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
于试图钻到一个人的心里，
去掌握他的所思所想。同样
道理，语文考试最难的事，莫
过于给学生四个似是而非的
答案，让学生选一个正确的
出来。中国语言与文字最鲜
明的特征之一是语意的丰富
性，不管是口头语言还是书
面语言，背后都藏着悠久的
历史与文化，在不同情境之
下，同一个词的指向会五花
八门。最经典的例子是：老外
参加汉语考试，对“意思”一
词进行解释——— 某人给领导
送红包。领导：这是什么意

思？某人：没意思，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某
人：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
真有意思。某人：其实没别的
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
了……一个词都能够让老外
交白卷回国，何况让读者去
猜测作者的所思所想？

当文章在媒体渠道传播
的时候，读者是可以从自己
的视角进行阅读理解的，没
法要求每位读者与作者想的
都一样，所谓作品的魅力也
在于此。可当一篇文章进入
试卷，这就需要出题者慎重
考虑，在精准理解文章用意
的同时，给出一个较为宽泛
的答题范围，凡是学生的回
答基本与作者意图相同，都
可以给分。

平常的阅读可以刺激读
者产生丰富联想是好事，有
益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发现
与观察事物。但出现在语文
试卷上的考题，尽量还是不
要胡乱联想，不管是出题者
还是答题者，都要绷紧逻辑
思维和常识思维，拨开语文
的迷雾，去发现语文的魅力，
寻找文章的真实表达。这么
做哪怕会出现误差，但也是
好的。写作与阅读，从来都不
是织布般讲究顺滑平整。出
于打分的考虑，给出“答案”
是可以的，但务必要去除“标
准”二字。

□韩浩月

语文的丰富性

不等于胡乱联想

【文化论坛】

2017戛纳电影节17日举
办评委会见面会，不过现场
出现乌龙一幕：主持人介绍
评委之一范冰冰时，误将她
的代表作说成《小姐》（韩国
导演朴赞郁的代表作）。发现
错误后，主持人向全场道歉：

“ (范冰冰的代表作 )应该是
《我不是潘金莲》。”

这则看似挺普通的娱乐
新闻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点，就是主持人所宣布的《我
不是潘金莲》的英文译名并
非我们所想象的《I Am Not
J in l i an Pan》，而是《 I Am
Not Madame Bovary》(我不
是包法利夫人)。可以看出中
方的此次送展者在翻译上确
实下了一番苦工，很可惜，这
份苦工并不到位。

包法利夫人出自法国十
九世纪作家福楼拜所写的同
名小说。在小说中，主人公爱
玛原本只是个幼年丧母的农
家女，却在父亲的殷切期望
下受了一整套贵族化的教
育。长大后，出落成美人的爱
玛嫁给了老实的医生包法
利，成了“包法利夫人”，但她
却不愿意接受上天安排给自
己的平凡的命运。依仗丈夫
对自己的宠爱，频繁在外出
轨，追求自己所渴望的爱情，
最终她受了一位花花公子的
欺骗，丈夫辛苦积蓄的家财
被骗光。当债主上门逼债时，
包法利夫人被迫自杀，留下
穷困潦倒的丈夫在痛苦中死
去。

如果直观地看，包法利

夫人确实是个西方版的潘金
莲，两人都是对婚姻不忠的

“坑夫”典型：潘金莲毒杀了
武大，而包法利夫人则害得
丈夫破产。仔细比较起来，包
法利夫人似乎有更多可恨之
处——— 毕竟她的丈夫包法利
并非“三寸丁，枯树皮”的武
大，而是小有资财且十分宠
爱她的医生，这使得她的不
忠更显可恶。

然而，潘金莲与包法利
夫人留给东西方读者的文学
意象却又是截然不同的，福

楼拜在小说中给予了这个原
本可恨的角色前所未有的同
情，这种笔调，无论是施耐庵
的《水浒传》，还是兰陵笑笑
生的《金瓶梅》，都是没有的。
事实上，由于福楼拜过于表
现这种同情，在《包法利夫
人》刚刚出版时，法国当局曾
经以该小说“伤风败俗，亵渎
宗教，教导女性出轨”为由起
诉福楼拜，却意想不到地受
到了该书的大量读者尤其是
女性读者抗议，人们纷纷为
包法利夫人辩护。福楼拜本

人的辩护词则更绝———“我
就是包法利夫人”。

潘金莲和包法利夫人，
东西方对这对相似人物的迥
异态度，其实反映了双方不
同的世界观——— 与中国人强
调安守名分不同，欧洲人更
愿意对人性中渴望自由、渴
望幸福的那一面给予不同程
度的肯定和同情。

与“潘金莲”在中文词汇
中等同于“荡妇”、是句骂人
话不同，“包法利夫人”在西
方语境中其实有更多正面的
意义。将《我不是潘金莲》翻
译为《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其
实似巧实拙，与其如此，不如
干脆引用福楼拜的名句，将
其翻译为《我就是包法利夫
人》，能更传神地反映该片主
人公李雪莲不屈于命运的抗
争精神。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
词汇能够准确地将“潘金莲”
翻译成英文呢？很遗憾，似乎
没有——— 因为西方人并不肯
像我们周围有些人，如此兴
致勃勃地花上几百年时间，
去痛骂一个荡妇。

□王昱

“潘金莲”翻译成英文该咋说

【第三只眼】

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
勃·迪伦的诗集中文版。这套
书共计8本诗歌集小册子，被
装进了薯片袋子里。这样的
装帧设计、出版形式非常新
奇，有评论认为这是一本“奇
葩”的书，也有人认为，这属
于过度包装，这种噱头对阅
读本身并无助益……

由鲍勃·迪伦的诗集出
版样式及所谓的“奇葩”评
论，不禁联想到那些与“美
味”结缘的书：无印良品曾出
过用饼干做的故事书，还有

香料书。香料书是把可食用
的香料做成一页页的香料
纸，并印上香料名称，当你找
到所需的香料，撕下合适的
量，即可扔到锅里与食物一
起烹饪了。不过，要论颜值，
德国现代设计机构Korefe设
计的一本面食书《The Real
Cookbook》似乎更加诱人。这
本教人做意大利千层面的
书，书页由100%新鲜的意大
利面制成，每一“面”都印着
制作步骤，书页间还有酱汁
和奶酪。把装满馅料的书放
进烤箱中，你就可以等着吃

美味的千层面了。鲍勃·迪伦
的诗集被装进薯片袋里，虽
不能吃，但这样的点子和创
意多半也是受到了“可以吃
的书”的启发和影响。

这种创意营销和发行出
版，是不是一种宣传“噱头”？
是不是对阅读本身并无助
益？图书的装帧艺术设计，比
较理想的是书籍内容与形式
完美结合，但毕竟书籍装帧
艺术只是书的一部分，不能
代替书的内容。一本书的历
史价值、精神价值和审美价
值，是书中的思想、理性和情
感，这是其核心和灵魂。如果
作品本身脍炙人口，它的外
表如何并不重要。

1964年，美国诗人金斯
堡从印度回纽约，一位诗人
给他放鲍勃·迪伦的《暴雨将
至》，听后金斯堡掩面痛哭 :

“一个在路上的颓废时代结
束了，年轻的一代看到了亮

光和生命的激情。”关于道
路、命运、时代与信仰、女人
与爱情，迪伦的歌始终在回
应着这个时代，这也是他为
一代代年轻人所喜爱的原
因。这就是鲍勃·迪伦诗作带
给时代与读者的历史价值、
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鲍
勃·迪伦的思想、精神和情感
打动了一代代年轻人。阅读
这样的书，谁还会在乎出版
的形式呢？所以，对鲍勃·迪
伦的诗来说，装帧设计“只是
调味的东西，而不是食品本
身”。

从这次出版来看，《鲍
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分为8册，收录了鲍勃·迪伦
31张经典专辑共369首歌词
作品，其中包括一部分首次
收录的近年新作。它们既是
流行歌词，也是经典诗歌。

鲍勃·迪伦是一个无法
被定义的人，他既经典又反

叛，既畅销又反流行，从时代
土壤中长出又超越时代。因
鲍勃·迪伦的这一独特精神
气质，这套诗集采用了“薯片
袋装帧”。诗歌集外包装类似
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复古旅
行箱，一箱含全套八册诗集。
每分册为“薯片袋”式外包装
+口袋本诗集。每袋含诗集一
本、复古书票一张。这一出版
媒介，有着强烈的美式审美
风格，寓意诗集能像薯片一
样，从书店走向街头，从小众
走向人群，出现在地铁、便利
店、自动贩售机，延伸进每一
个生活场景中，最终“打破快
消品与经典读物的疆域，在
消费主义的时代里横冲直
撞，让人与诗歌重新相遇”。
这样看，鲍勃·迪伦的诗歌与

“薯片”确有一种文化上和精
神上的联系，而我们读者能
否通过这样的诗歌外部进入
其诗歌的内部呢？

鲍勃·迪伦的诗与“薯片”
□杜浩

【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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