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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瑞 宁博） 3日晚
上，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2018年央视春
晚四地分会场，随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官方微博也公布了四个分会场的介
绍，曲阜和泰安成为今年春晚分会场之
一，泰安主舞台设在封禅大典。目前，封禅
大典舞台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升级，现场震
撼，节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排演中。

2月3日，央视春晚进行了技术性联
排，中央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已
进入日夜兼程的筹备冲刺阶段。今年，
春晚继续延用“北京主会场+各地分会
场”的直播模式，再现五地同庆、四海欢
腾的节日盛况。作为春晚分会场之一，
山东曲阜、泰安分会场将为观众带来哪
些惊喜？3日晚上，本报记者到泰安封禅
大典进行了实地探访，节目正在紧锣密
鼓地排演中，以期在除夕夜展现给观众
最好的视听效果。

孔子故里曲阜的“万仞宫墙”，可在
孔府庙林之中尽显中华文化的浑厚古
朴；泰安泰山的“封禅大典”现场，则尽
显东岳泰山的厚重与阳刚，并在山谷水
云之间形成视听交融的双重震撼，两处
直播选址可谓相当讲究，集中体现中华
民族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文
化元素，在这次春晚中相当丰富。

未入封禅大典主场地前，远远遥
望，就能看到山间灯光明亮。穿过泰山

东街，沿途也全部进行了彩灯亮化，五
颜六色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封禅大典区
域，众多演职人员来往穿梭忙碌。现在
封禅大典现场有2000多名演职人员，队
伍十分庞大。进入主场地前，所有人员
都会接受严格的安保检查。

与之前相比，封禅大典舞台进行了
全方位升级改造，现场更换了万块
p5LED屏，这种显示屏采用超高亮度，
并且清晰度很高。在周边灯光照射下，

现场舞美效果非常棒。在此次参演的演
员中，很多来自莱州中华武校，学校派
出1800余名学生，在舞台上形成震撼的
节目效果。参加春晚泰安分会场演出的
几位主要明星艺人也来到现场，进行了
多次联合彩排，彩排一直到第二天零点
还在进行。夜晚的封禅大典山风不小，
温度低至-10℃左右，记者在现场冻得
有些瑟瑟发抖，但所有演员认真投入，
排演了一遍又一遍，都在全力以赴。

现场借用现代舞台技术，古今结合
传递“齐鲁魂、泰山情、中国心”的情深
谊长，展现出山东人民“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的豪爽热情和国泰民安的美
好祝愿。为了春晚泰安分会场演出的顺
利进行，泰安共成立了10个保障组，所
有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据了解，央视也
将回赠泰安一份“厚礼”，为泰安录制一
段专题宣传片，宣传片中会涉及哪些景
点和故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片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喜剧冒险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
案2》，2月4日在济南举行路演活动，在
该片中饰演女一号陈英的刘承羽与观
众分享影片的幕后故事。

刘承羽此次出演纽约警局华人女
警陈英，她表示：“我们在拍摄监狱部分
的戏份时，当地警察都以为我是真的警
察，向我敬礼。虽然我和陈英在性格上
有相似之处，但饰演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本报记者 黄体军

五易其稿译《玉米人》

提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国人
往往最先想到的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和
他的《百年孤独》，其实1967年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
亚斯，才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奠基人和魔
幻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开路人，而其代
表作《玉米人》的中文译者正是刘习良
和其夫人笋季英。

何谓魔幻现实主义？刘习良曾将其
特征概括为：“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
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诞的
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
以反映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暴露、抨
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对魔幻现实
主义的这一高度概括，是刘习良在翻译

《玉米人》过程中得出的，也让国内读者
较早对魔幻现实主义有了比较清晰的
认识，并受益良多。

阿斯图里亚斯于1899年生于危
地马拉首都，自小喜爱大自然和神话
世界，这深刻地影响了其终生的文学
创作。其发表于1949年的代表作《玉

米人》，包含了大量玛雅神话传说，故
事的主线是印第安人与土生白人因为
种植玉米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这是
阿斯图里亚斯纯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写出的伟大作品。1967年
因其“文学作品充满活力，深深植根
于拉丁美洲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
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获得了诺贝
尔文学奖。

正是这部《玉米人》，成为刘习良翻
译生涯中最费劲的一部作品。在翻译

《玉米人》之前，刘习良和笋季英夫妇曾
合作翻译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枯枝
败叶》《恶时辰》以及几篇短篇小说，后
来又翻译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
家阿连德的《幽灵之家》，塞尔希奥·拉
米雷斯的《天谴》等，“但从来没有感到
如此费劲”。结果这颗“苦果”让他们从
1980年起啃了数个春秋，五易其稿，于
1984年完成了翻译，并于1986年由漓江
出版社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
书”。201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全新出
版。

好的翻译要靠“笨功夫”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
班牙语系的刘习良，后来大多数时间从
事的是中译西的工作，中年以后才开始
西译中，而且当时他和夫人笋季英各有
各的本职工作，“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纯
属业余爱好”。因此，可以利用的时间只
有清晨、夜晚以及节假日。但两人遇到
的最大困难，还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

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细节，不了解
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
格和写作技巧，不了解阿斯图里亚斯的
创作道路，尤其是《玉米人》的创作意
图，难以自觉地把握和传递作品的气韵
和特色。

为此，刘习良的经验总结是“只能
靠‘笨功夫’”。他把翻译工作称为“五步
走”：第一步是“粗译”，就是以比较快的
速度尽量准确地完成初稿；第二步是

“细加工”，就是对初稿动“大手术”，在
“把文学翻译视为翻译文学”的理念指
导下，尽量用纯正自然的汉语修改初稿
中屡屡出现的西化句子；第三步是“再
加工”，对抄清后的二稿加工润色，重点
在于求得译文通篇风格的统一；第四步
是通读，在通读的基础上对三稿做适当
修改；最后一步是阅读清样，只改动那
些非改不可的地方。

“翻译工作既是‘苦差事’，又是一
件‘乐事’。”这是刘习良对翻译工作的
切身感受。他说，“苦”就苦在译者非常
被动，在内容上，译文对原文具有绝对
的依附性，这就决定了翻译本质上是一
项被动性工作；但在形式上，译者则应
充分发挥母语的优势，恰如其分地运用
创造力，尽量完好地传递原文的风貌，
进行“二度创作”，因此，翻译的过程也
就是译者凭借自己的知识修养和语言
功底不断摆脱被动性、发挥主动性的过
程，这一过程又“其乐无穷”。

刘习良先生走了，但相信我们年轻
一代的翻译家会从他身上学习到无数
宝贵的东西。

央视春晚公布今年四个分会场，曲阜和泰安榜上有名

““万万仞仞宫宫墙墙””和和““封封禅禅大大典典””都都亮亮了了

著名翻译家刘习良“业余爱好”成就大事业

叩叩开开魔魔幻幻现现实实主主义义之之门门

《唐唐人人街街探探案案22》“打打”到到纽纽约约

刘刘承承羽羽演演女女警警以以假假乱乱真真

文化观察

封禅大典演出场地外，已经全部进行亮化装点。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近日，我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原会长刘习良先生逝世，享年82岁。中国翻
译协会称刘习良曾“翻译出版过大量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如《玉米人》《恶
时辰》《枯枝败叶》《幽灵之家》《天谴》《礼拜二午睡时刻》等，为中国翻译事业和中国与
西班牙及拉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上述译作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
作，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晚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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