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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目前国内首部以微博内容、格式
为蓝本发表的新闻业务类书籍。这是范以锦
浓缩了业界、学界多年的感悟、研究心得后，
运用新媒体进行“授业”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
试。作者借助微博媒体平台，与学生乃至业界
人士直接对话沟通，即时解答疑难，既是对新
媒体传播形式的接受、认同和肯定，同时也扩
大了传播范围，互动热络，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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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情感作家薇薇安写给女人的生活
哲理。女人无非处理三种关系：和自己，和闺
蜜，和男人。漂泊时，不能失去自我；落寞时，
不能没有闺蜜；恋爱和结婚则要与一个或一
群男人斗智斗勇。作者奉劝女人永远不要失
去自我，一旦真正领悟自我，生活并不在别
处，而幸福，就在不完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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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优美的文笔、丰富的内容和不同
的文体，记录了自己在圣彼得堡的留学生
活，表达了对俄罗斯人文艺术的关注。除散
文、诗歌之外，作者以记者身份对活跃于圣
彼得堡学界、商界、文艺界的华人知名人士
的专访，也是读者的关注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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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好看的历史故事书。从小读
一些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获得阅读的愉悦，
学到丰富有趣的历史知识，从而增进对国
家和民族的了解，而且可使自己有辨别真
假、善恶、美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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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虹影以美食为线索记录自己的人生
情感经历，把生命哲理、情感回忆、家庭关系天
衣无缝地与美食相结合，美食与美文自成一
家。“记忆对于我来说，新的生活不是为了磨灭
旧的记忆而来，而是为了让记忆变色，要么更
深邃，要么更淡然。食物让朋友更亲密，让家庭
更温馨。能做酒肉朋友，也是一种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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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为引入普世的人性而写作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是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素音

的小说《瑰宝》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这句话表达了其一生的坎坷和情感。11 月 2 日，韩素音在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

年 96 岁。

韩素音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她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也给其作品染上了神秘的魅力。目前，韩素音的新译本自传三

部曲已经出版，而其最知名的小说《瑰宝》的译者是来自济南的高校教师孟军。近日，记者采访韩素音作品的译者和编编辑，

还原一位传奇作家的人生魅力和作品魅力。

韩素音，著名英籍华
人女作家，英籍本名伊丽
莎白·柯默，中文原名周
光瑚，韩素音是其笔名。
作品有自传《伤残的树》、

《凋谢的花朵》、《无鸟的
夏天》、《吾宅双门》、《再
生凤凰》，小说《瑰宝》、

《青山青》、《等到早晨来
临》，传记《周恩来与他的
世纪》等。自传体小说《瑰
宝》奠定了韩素音在国际
文坛上的地位。

作家简介

韩素音一生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她的自传系列。韩素音的自
传作品中译本包括《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
门》、《再生凤凰》等作品，她从 1964 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 1979 年得以
完成。这些作品是了解韩素音和韩素音眼中的中国的最佳读本。晚年的韩
素音自称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因身体原因，十余年没有回中国
看看。而在她最新版自传出版时，韩素音还是为新书写了自序。

韩素音写道：“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自然有与别人不
同的人生体验和感触，我希望把自己的感受奉献给读者，而并非要为人生一
劳永逸地提供什么灵丹妙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探究人的心灵，
作者自己的心灵以及书中人物的心灵，用心灵与读者对话。我写作的目的是
引入普世的人性，从而唤起人们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明辨是非，争取光明。”

韩素音的自传以 10 年为一个阶段来写，写了中国庚款留学生父亲与比
利时母亲的恋爱婚姻故事。而韩素音和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
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外出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
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
院学校……在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经历的记述中，韩素音奉献了许
多鲜活的细节和独有的观点。韩素音写到了自己少年、青年时期的个人生
活、交往史，也写了自己与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颉人、龚澎、周恩来、
毛泽东、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人的交往，而跨越欧亚两种文化的写作背
景更使她的叙述语言既具备一种试图同时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焦虑和冲
动，也有一种游离于所叙述对象之外的冷静。

英国著名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这样评价道：“我花一小时读韩素
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著名
文学家刘心武也曾说过：“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十名受过高等教育、职
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
定地回答：韩素音。”韩素音真挚感人的中国情结，令她的作品中蕴藏着
对中国深刻的了解，饱含着对中国执著的热爱，她既真实又富文采的回
忆与记述也成为了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必读作品之一，造就
了她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影响。

韩素音的小说在国内出版还有一个故事。韩素音的作品中，除了多
部自传之外，她的小说代表作《瑰宝》首次有中译本时，已经在西方流行
了 50 多年。《瑰宝》是韩素音 1952 年的作品，用英文写成，此书一出版即
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而 1955 年，美国
福克斯公司把《瑰宝》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

《瑰宝》的译者是就职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的中文教师孟军。
今年 49 岁的孟军告诉记者，对于他这个年龄的读者来说，年轻时经常在《参
考消息》上看到韩素音的名字，对韩素音这三个字太熟悉了。孟军之前就看
过韩素音自传的节译本，但一直没有读到韩素音的代表小说《瑰宝》。

“2006 年我逛济南的外文书店，发现了《瑰宝》的原版，读后很有感触，就
买了下来，在业余时间开始翻译。翻译完后，我将书稿转给了我认识的编辑，
书稿经多次辗转到了作家格非的手中。格非觉得不错，就转给了本书的责任
编辑陈蕾，最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孟军称，2007 年此书出版时，《瑰宝》
的原版已经在西方流行了 55 年。孟军在不知道《瑰宝》版权身处何处，也未知
出版前途的境况下，一口气将 25 万字的小说翻译完毕。

而韩素音 4 部中文译本的编辑陈蕾称，《瑰宝》是韩素音的成名作、
代表作。这部讲述了一个缠绵而大气的爱情故事的小说，刚出版时，在英
国的公共汽车上，妇女们几乎人手一本。陈蕾称，当时辗转得到这部译稿
时，整个编辑部群情激昂，为这部小说叫好。“这样一部以中国为背景，内
容又与中国当代历史、命运相关的名作，能在 50 多年后在国内出版，我
们称之为回归国内。”

通过韩素音小说《瑰宝》以及其自传相关资料的介绍
可以发现，韩素音的一生充满传奇。韩素音 1916 年 9 月 12

日出生于河南信阳的一个车站，父亲是从比利时留学归
来的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人。另外，韩
素音还是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的
妻子等复杂身世。

青少年时代的韩素音，理想是当医生，她曾先后在燕
京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读医科。1937 年“七七事变”
爆发后，韩素音毅然决定回国。回国的理由是：“中国是我
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回到我的祖国
去！没有什么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为强大。”

从医几年后，韩素音成了一位作家。同时，她的一生
都在致力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与理解。1956 年以后，
韩素音曾多次访问中国，会见中国当时的高层领导，并写
下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据称，那个年
代，在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

韩素音在国内的合作出版社称，1997 年以后，韩素音
因年事已高，不便经常回国。晚年居住在瑞士洛桑的韩素
音，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依然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一些事
情。

1韩素音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2 写自传系列用心灵与读者对话

3 代表作《瑰宝》出版 50 多年后首译中文

本版编辑 曲鹏

《凋谢的花朵》
韩素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8 月出版

除了翻译《瑰宝》，孟军还参与翻译了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和《无
鸟的夏天》。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孟军称，韩素音虽然在国内是一位冷
门的作家，但是她的作品非常值得研究。《伤残的树》从一位亲历者视角
讲述了清末保路运动全过程，而《无鸟的夏天》则对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
社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对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进行了观察与研
究。孟军称，韩素音的作品虽不是普通的国内读者所熟悉的，但是这并不
能否认其文学价值。

孟军称，韩素音用英文和法文写作，其作品文笔优美，结构独特，“最
重要的是韩素音紧紧抓住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变迁，从东方到西方，从都
会到乡村，从洋人到乡民，从官宦到黑帮，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被写
入其作品。可以说韩素音将自身经历和大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是历史
与文学很好的结合，不是纯文学，又有很强的文学性。提到海外华人作
家，不能遗忘她。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韩素音的作品也是很好地融合了
个人和历史，融合了幻想和历史”。

4“韩素音的作品也是幻想与历史的融合”

▲ 韩素音生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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