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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翻译家写作

刘文飞：不从众的学术执着
江涵

学者热衷学术的见证，不仅可以是他
的学术著作，他的各种文字都会多少透出
这种热情，随笔也在其中。从事俄国文学
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刘文飞在其第一本随笔
集《墙里墙外》（1997）的后记里写道：“自
1984年在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可
称之为‘研究成果’的文字以来，我在越来
越窄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蹒跚了十余年……
然而，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仍在走自己
选择的路。我以为，能找到一件自己愿意
做的事情，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既然找到
了，就应该专心地做下去。”时过近二十年，
他又新添随笔集六本（即《重温俄罗斯》《红
场漫步》《思想俄国》《别样的风景》《耶鲁笔
记》《文学的灯塔》），读着这些随笔，我们总
也无法忽视其中流露的学术执着与学者气
质，从开始到现在，这位学者一直在专注地
走着自己选择的路。

“对俄语文化一贯的眷念”

确如其在随笔集《红场漫步》中所言：
“无论是在翻译、写作的当初，还是在重读、
删改的今天，我都始终怀着对俄语文化一
贯的眷念。”

这种眷念首先体现于：在这七本随笔
集中，俄国文学和文化显然是最大的主
题。它们或为概述，如《20世纪的俄国侨民
文学》《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和《普京时
代的文化》；或是专论，论及普希金、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诗人、作家，以
及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后现代文学的代

表；或有关作者本人翻译中俄文字、参加中
俄文化交流活动之时的感受；就连《樱桃
园》里一小句误译的台词，也能引发学者谨
慎而宽阔的考查。

在俄国文学和文化这一主题之中，布
罗茨基旋律多次响起，它不仅在以布罗茨
基为直接议题的多篇文章如《论布罗茨基
的诗》《悼布罗茨基》《布罗茨基的〈大哀
歌〉》里，而且在有关布罗茨基的文章如《耶
鲁教授托马斯》《达特茅斯之行》里。甚至

藏身于就连作者本人当时并未自知也无可
自知的巧合——在《马雅可夫斯基又与我
们相遇》一文（1993）里，作者写道：“而斜飘
的雪花，则赋予诗人以动感，高大的诗人仿
佛握拳在风雪中大步走来……”而在《向马
可·奥勒留致敬》一文（1994）里，布罗茨基
看到：“或许由于下雨……一切都模糊起
来，在这片模糊之中，那尊明亮的雕像失去
任何几何感，似乎动了起来。”

除此之外，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地
位，也可以从“游记”主题的随笔中察觉出
来。在莫斯科，俄国诗人与作家的雕像得
到特别关注和生动描写（“微微俯首的普希
金，似正在专注地打量他鞋上的积雪，来往
的车辆、行人和我，都未能分散他的注意
力。我想到，在另一处，那佝偻着瘦弱的身
躯整日苦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在雪
中一定更是苍凉吧。”）；看见受到污染的莫
斯科河，作者仿佛看见河上“横书着传统的
俄罗斯疑问：‘谁之罪？’‘怎么办？’”；在彼
得堡，作者不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至于那些探访俄国诗人与作家的故居的游
记则更是不用多言。难怪作者在他一本随
笔集中将他的旅游自称为“文化旅游”。

通过翻读他的随笔，我们总算可以稍
微揣测这位学者的内心状态与存在状态，
也能大概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如此
多产，写下与此相关的百余本著译。

学者的节制与自由

从刘文飞近年的随笔集中，能感到他

在抒情表意之时较好的分寸感。作为一位
理智的学者，他在提到某些好事者或许会
大费笔墨的“故事”之时，只是礼貌地点到
即止；即使在抒情之时，通常也体现出学者
的节制，有时，抒情甚至只是隐藏于平静的
记叙之中。比如《文学的灯塔》中有个细
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演讲时，人们
把一只巨大的花环套在他胸前，夜深人静
时分，激动得难以入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悄悄走出旅馆，来到新立的普希金纪念碑
前，把那只花环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
普希金纪念碑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众
所周知，但这个“悄悄走出旅馆”摆放花环
的一幕却鲜被提及。这里，作者虽然似乎
只在静静地陈述事实，但这含蓄的抒情却
让读者默默感动。又如在《达特茅斯之行》
中，作者写道：“一直飘落的小雨突然变成
瓢泼大雨，我们一时难以下车，便隔着泪流
满面的车窗玻璃看着眼前的列夫故居。”这
里，抒情只由一个看似普通的修饰语即“泪
流满面的”一带而过，表面看来，它只是一
个应景、形象的隐喻，但其实此处，景语亦
即情语，因为去往列夫·洛谢夫的故居之
时，作者的内心是哽咽的，充满遗憾的心痛
同落下的大雨其实不谋而合，因此作者借
着隐喻的外衣，把它藏在其中。又如在《拜
访充和先生》的尾声，作者这样描述他们的
告别：“充和先生送我们到门边，和大多数
美国人的习惯一样，她在我们身后便关上
了门，但我走出两步后回头一看，她还在门
上开出的一块长方形小玻璃窗后张望，她
瘦削的脸庞像是镶嵌在一个画框里，我甚

至能看到她略显浑浊的双目。”这里，虽然
没有什么或没有谁“泪流满面”，但这个场
景仍然相当动人：一个“回头”的动，是客人
的不舍；一个“还在……张望”的静，是主人
的不舍；一动一静都在说着依依顾恋不忍
离的情，然而，所有深深的情绪都只被平静
地书写，没有多余的渲染，甚至连标点也只
用了最简单的逗号和句号。但已足够。似
乎，这种不动声色的隐秘抒情，更能不经意
间拉紧人心，一回一望之时，“泪流满面”也
许是在心里的。

在表达上，这位学者是节制的，而在
思维上，这位学者又是自由的。波士顿有
不少有名“景点”，如爱默生和霍桑等著名
作家聚居的康科德、梭罗隐居的瓦尔登湖
等，而作者却认为小镇塞勒姆给他留下了
更深刻的印象。至于小镇塞勒姆是否一
定比瓦尔登湖等地有趣自是另一码事，但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文
人可贵的“不从众”思维、与“庸常”刻意保
持的距离，正是它们允许学者在智性领域
自由飞翔，因此也能遇见许多如同此刻的
豁然开朗：“在美国翻译俄语小说，置身于
一个既非译者故乡亦非作者家园的第三
国度，望着窗外一天天渐渐变深的新英格
兰秋色，心头不时会生出几缕荒诞来。但
正是在异国他乡，人们又往往能更深地体
验到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在英语环境中把
俄语翻译成汉语，这使我意识到，文字的
转换和文化的交流原来可以在任何时空
中完成，就像有秋天的地方就有树叶的变
黄变红一样。”

林超贤导演的新作《破风》即将登陆大
银幕，我有幸得到机会提前欣赏了影片，看
后最强烈的观感便是两个字——燃烧！导
演用一群自行车手在胜利与挫折中不断成
长、同时也收获着友谊与爱情的故事，让人
感受到了更胜好莱坞大片的速度与激情。

对自行车赛事的表现，在《破风》中占据
了不小的情节比例。一次次比赛的串连下，
电影的整体节奏始终快速而紧凑，亦保证了
观众观影全程的持续紧张感。随着赛程的
逐渐推进，情节流也水到渠成地完成了通向
高潮的一步步跨越。而对人物情感的铺陈，
则穿插于各次比赛的进程中间，两条线索相
映生辉交替前进。《破风》中各个人物之间的
关系，其实包罗着纯真美好的恋爱、惺惺相
惜又彼此较劲儿的兄弟情、对父母伴随着叛
逆的依恋，以及师生间的给予与报答等非常
丰富的感情元素。但电影对每一种情愫的
表达，又都相当节制和精炼。由于故事中每
一个情感点都具备很高的浓度和必要性，所
以相比于时下一些因过分强调、反而使情感
泛化的青春电影，《破风》的不矫饰、不做作
的叙述风格更为清新自然，也更有让人充满
力量、热血沸腾的青春感觉。

然而，《破风》令人感到兴奋之处，绝不仅
仅是因为电影中有好看的青春故事。更重要
的是，《破风》的出现，在华语影坛树立了一个
优秀的体育电影范例，也完成了华语体育题
材电影的一次突破。如此说法并非夸张，佐
证之一便是在不久前结束的第11届北京国
际体育电影周“体育题材电影的机遇与挑
战”研讨会上，华语体育电影值得称道的案
例还相当稀缺的现状：曾经的经典《女篮5
号》历史距离太遥远，近年口碑尚可的《翻滚
吧！阿信》受众群体不广，呼声很高的《李娜》
尚未摄制完成而且传记电影的性质大于体育
电影……与以上作品相比，《破风》则是一部
拥有商业片卖相的真正的体育电影。

《破风》最显著的体育电影特征在于，全
片不是从单独的运动员个体入手，而是从公
路自行车这项运动出发，去展示一批运动员
的整体状态。电影塑造了包括仇铭、邱田、

郑知元、黄诗瑶四个主人公在内的自行车运
动员群像，主人公们既有彼此之间的竞争又
有对自我的超越，故事内容在横纵两个维度
上，都包含着比聚焦于唯一运动员主体的电
影更广阔的挖掘空间。启用彭于晏、窦骁、
王珞丹、崔始源（韩国）等人气明星作为主演
阵容，也在商业角度上确保了影片对于观众
的贴近性。与此同时，《破风》还选择了一个
独特的角度来切入颇有深意的中心思想。
片名“破风”来自公路自行车运动中的破风
手，他们在比赛中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身
体来阻抗逆风的影响，以保证车队主将在最
后冲线阶段的胜利。于是《破风》的立意，就
超越了其他单纯的以对胜利及其所代表的
荣誉——无论这荣誉归属个人还是国家
——的渴望和追求为主题的体育电影，升华
到对更高层次的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赞
扬。更为重要的是，《破风》真正用电影语
言，通过影像与故事，让人看到了竞技体育
的魅力。电影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体育领域
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回避其中
偶然或负面的因素。假如你是一个对竞技
体育稍有了解的观众，你就会在仇铭的好胜
与难以克制的冲动个性、邱田因为天赋的不
足而使用违规药品、黄诗瑶意外的伤病和顽
强的重新振作、郑知元拒绝暗箱交易追求运
动员的尊严等事件中，看到那个你所知道的
真实的体育世界。而在一切不可预知的困
难、巧合和黑幕存在的情况下，主人公们的
坚持和奋斗才格外彰显出竞技运动中那种
努力拼搏、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当然，和所有文艺作品一样，《破风》不
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比如
节奏迅速的比赛段落与相对舒缓的情感段
落的衔接过渡还不是十分流畅，背景音乐也
从始至终铺得过多过满。不过正像其片名
所代表的涵义一样，《破风》面对华语体育题
材电影创作的种种困难，不畏惧不退缩地迎
风而上，主创们的勇气和作品最终出色的完
成度都值得钦佩。我们不妨期冀，在《破风》
这个勇敢的“破风手”的带领下，华语体育电
影将吹响一次冲刺的号角！

饮食题材电视剧已成近年日韩
剧一款主打，特别是日剧，从《深夜食
堂》、《孤独的美食家》、《多谢款待》等
经典到今年一股脑冒出的《和歌子
酒》、《约饭》、《午餐的敦子》等新作，
开走另类路线暗示饮食剧创作臻于
成熟。创意形式千变万化，但启发人
们从享受自然恩赐和烹饪艺术的欣喜
中重燃生活激情，似乎一直是饮食剧
的主旋律。没有枝蔓丛生的剧情、爱
情线索基本缺席，主人公像一粒粒寂
寞尘埃，食物的力量被无限放大，逐渐
形成日本饮食剧的独特风格。浙江卫
视跟风制作了微剧《深爱食堂》，菜品
改为红烧肉、胡辣汤等中国家常菜，水
土不服的翻拍剧反响平淡，反倒是深
入民间生活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更得人心。或许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
精深、渗透生活，反而制约了饮食题材
电视剧寻找戏核和精神。埋首创作都
市虐恋和古装言情的编剧朋友对我解
释说，中国观众需要浓烈氛围和强劲
冲突，小清新饮食剧戏剧性不强，在中
国没有市场。看来，应该改变大众对
饮食剧的印象了。

以描绘日常生活见长的韩国
TVN有线电视台选择了《一起吃饭
吧》（又译《一起用餐吧》），在原本难
觅饮食剧身影的韩剧市场中异军突
起。该剧完全没有受到日剧的影响，
坚守住了韩剧“优良传统”——谈情
说爱、家长里短、纯良主角、滑稽配
角，是饮食剧、偶像剧、家庭剧，也是
悬疑剧。每集都不厌其烦加入了一
点惊悚悬疑，就像往一碗清汤牛肉面
里洒两滴辣椒油，味道更丰富更有层
次感，清香而不寡淡，一部饮食剧尝
遍人生滋味。

《一起吃饭吧》的立意着重于“一
起”，都市中不断壮大的单身人群各
自疏离地独居，却因吃饭这一寻常事

而消除了人际厚障壁。第一季的女
主角李秀景以演员姓名命名，极富纪
实感，三十三岁的她离过婚又在律师
事务所工作，因而敏感多疑、防备心
重，只养小狗“格瓦拉”做伴。邻居尹
真儿虽然家庭破产、被迫独立，却是
个天真明朗的美少女。另一位邻居、
精明和善的保险业务员具大英在网
络世界竟是知名美食博主“吃盼”，李
秀景是他博客的忠实粉丝，现实中却
百般提防这个卖力推销保险的陌生
男子。事务所老板金学文暗恋李秀
景十年，是个严谨刻板、缺少生活情
趣的典型律师形象，和快乐“屌丝”具
大英恰是两极对比。因为餐馆不供
应一人份饭菜，吃货们每天下班只能
带着一身疲倦和一份外卖回家。为
了共享美食，三位邻居渐渐开始一起
吃饭。一旦有人对吃饭态度随便，亲
和的具大英总会骤然变脸严肃甚至
愤怒，紧接一番激情演讲搭配进行曲
配乐、轰炸全场。比如三人初次聚
餐，李秀景对烤肉不屑，正忙着烤肉
的具大英瞬间瞪大眼睛、语速加快、
激动地说：“什么？烤肉都差不多？
烤肉由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吃！
熟好的肉就像愤怒的拳击手一样在
流汗，放进嘴里的瞬间，瀑布般迸发
的肉汁、触动鼻子的如火滋味、入口
即化，味觉只能被这记上勾拳击倒。”
三人结伴去吃比萨，具大英又推荐了

“可以感受到四季”的火炉比萨：“草
绿色的罗勒香气沁入鼻尖，可以感受
到大地回春，红色的番茄酱代表夏天
强烈的太阳之味，喷香的芝士可以感
受到秋天的丰饶，隐隐的木材香可以
感受到冬天之味”，诗句般的台词搭
配烤制比萨每个步骤的画面，令人心
生虔敬、重新认知习以为常的食物。

偶像歌手尹斗俊的表演充满喜
感又有一种率真自由的帅气，令美食

博主具大英这一角色太过亮眼。到
了第二季，全剧以他为中心人物、以
他搬家至世宗市为新开端，更换了一
众全新角色，讲述具大英在新环境中
的新生活、新恋情和新发掘的美食。
虽然除他以外都是新面孔，但人物设
计基本延续了上一季——孤僻自卑、
神经质、生活窘迫的大龄女青年从敌
视到爱上具大英，女主角的高富帅上
司与他俩形成三角恋关系，还有活泼
伶俐、新潮现代的萌妹子，有心理暗
疾、有犯罪嫌疑的神秘少年，以及加
强生活气息的搞笑配角们，就连李秀
景的宠物小狗“格瓦拉”也剪了新“发
型”变身新角色——一只叫“嗨皮”的
流浪狗。全新的剧情和角色起初让
人不太适应，但两集下来就会发现，
全新的惊喜规避了模式化的审美疲
劳。女主角白秀智挑战具大英的美
食理念，后者的铿锵演说不再是唯一
权威，形成对抗的两人从第一集就展
开糖醋肉该不该蘸汤吃的争论，不同
于李秀景用美食来治愈孤独，每天只
吃一餐的白秀智则是压抑食欲、靠减
肥改变命运。世宗市是政府机构所
在地，白秀智暗恋许久的公务员李尚
宇是本地化精英形象，他斯文儒雅、
独自住在空荡荡的豪宅里，家中仅有
的生机是一只不知疲倦的扫地机器
人。三集过后，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
偶然“原形毕露”，冷静理性的官员其
实是个爱打电玩、爱运动、爱说脏话
的阳光暖男，反差萌的魅力险些抢走
具大英的风头。邻家宅男具大英被
改造为男女通吃的人气王，和情敌好
基友李尚宇在一起画面太美太粉红，
还被同事老兄依赖纠缠、不胜其扰，
男女主角的三四角恋莫名演变成女
主角和一群男人抢具大英的“爱情”
喜剧，令人捧腹。独居老人李奶奶和
第一季中的秀景母亲一样，让身在异
乡的人们怀念母亲和母亲的家乡菜
味道，老太太的意外病危提醒了年轻
人们要心系远方双亲。

而这许多温情之余，悬疑和惊
悚却总如影随形，每每真相大白又
总不过是“伪惊悚”，误入歧途的少
年在爱和美食的包围下解开第一集
就唬人的悬念。人生有晴有阴，即
便是风格清新、情节温馨的《一起吃
饭吧》，也并未回避生活中的阴暗
面，而是将其渲染成戏剧亮点，丰富
了全剧的视听体验。爱情、友情、亲
情、励志、秘密、欢笑，填补了饮食资
源不充裕可能带来的乏味感，一起
吃饭的朋友们一起跌跌撞撞成长、
品尝人生滋味，把平淡日子过成
诗。小饭馆墙上悬挂的那首诗：“饭
——/献给每一个你/因为孤单吃很
多饭的你/因为厌倦睡很多觉的你/
因为悲伤哭很多次的你/把陷入困
境的心情当作饭一样咀嚼吧/毕竟
人生终究要靠你自己来消化。”

《一起吃饭吧》：一起尝遍人生滋味
李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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