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书画
用涂鸦方式打开校庆

当 涂 鸦 遇 上 照
片，发现校园的灵动
与有趣。

云 朵 、小 鱼 、大
树、花儿，都有无限想
象空间，

由心启动，随笔
而形，

以校园为画布，
绘 出 缤 纷 可 爱 的 生
活。

让我们用创意画
笔庆祝建校119周年。

图文/朱小涵（新
闻学院2023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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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年 的“ 龙 ”应 当 翻 译 成

“dragon”还是“loong”？有人说中

国和西方的龙形象含义都不一

样 ，不 应 该 使 用“dragon”，而

“loong”不仅发音贴切，而且形

象。也有人觉得不必改译，重要

的是改变外国人对中国龙形象的

理解。

翻译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小

事，展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思维、

逻辑，隐含着译者如何解释、沟通

两国文化。

在 200 多年前，英国传教士

马什曼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了中

国 的 龙 ，当 时 注 音 用 的 就 是

“loong”。 而 在 这 百 年 间 龙 与

“dragon”的密切联系与马礼逊编

纂的我国第一部汉英字典——

《华英字典》密不可分。

我国近代汉外字典的编纂始

于16世纪末期。1588年，耶稣会

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完成

了手稿本《葡汉字典》。这部收词

6000 余条的双语词典采用字母

排序法，葡萄牙文词目后标注了

罗马读音，并提供汉语对应词。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被公认为

是英汉双语词典最早的编纂者，

他在 1815 年至 1823 年出版的六

卷本《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

部英汉—汉英对照字典和中国境

内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

一部中文书籍。

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

礼逊在来华第二年就开始编写这

部字典。后来在《通用汉言之法》

序言的结尾部分，他设想：“假如

此次尝试得到不错的反响，那么

本人计划陆续推出附有旨在促进

学习者学习的各类翻译的汉英对

话集，以及分汉英和英汉两部分

的《英华字典》。”

经过13年辛勤的编纂工作，

马礼逊在 1821 年完成了字典第

三部分的编写。

在前言中，马礼逊论述了汉字

的演变历史及其书写、音调等，还

介绍了历代出现的中文辞书以及

该字典所参考的字典蓝本等内容。

就字典蓝本而言，《字典》主

要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总共收

字 4 万左右，其词目的排列次序

和数量均以后者为参考。

尽管《华英字典》还存在着一

些缺陷，但它作为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工具和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

嚆矢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首先为当时的来华人士学习

中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马礼逊

通过引用大量经典书籍中的书

证，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宗

教、社会习俗等内容介绍给国外

汉语学习者，构建起了东学西渐

的桥梁。

其次，词典是反映社会生活

的一面镜子。《华英字典》虽然是

由来华传教士编纂而成，但它也

很好地反映了 19 世纪初中国社

会的方方面面，在语言的使用方

面表现最为明显。

《华英字典》同时也见证并记

载了英汉两种语言最初开始接触

时的具体情况，这可体现为与中

国相关的英语词语、源自汉语的

外来语以及由英语音译过来的词

语的实际使用情况。

最后，《华英字典》以其丰富

的内容和多种查询系统大大方便

了汉语的学习。

就像《马礼逊回忆录》中引用

蒙图奇说的话那样，“与 18 世纪

出版的所有纸质和手稿字典相

比，马礼逊博士在过去这10年出

版的字典，对欧洲学习者来说更

为实用”。1828 年的《传教士区

域指南》写道：“……通过他的《华

英字典》以及由其在12年前编写

的《通用汉言之法》，马礼逊大大

帮助了英语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

习这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同时他

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和哲学宝库的

大门的开启。”

高永伟（外文学院院长）

““龙龙””为何有两种英译为何有两种英译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

件终身难忘的事情”，这大概是

每一位支教老师的初心。

蓝天白云，红瓦白墙，北斗九

年制学校就安静地待在那座山里，

安静得好像永远都不会改变。在

整洁有序的校园里，起初我的日子

却并不好过：忙碌，忙着安顿未来

一年的“家”，忙着摸索工作内容，

忙着认识学生；担忧，忧于使用模

式的学校环境，忧于自身教学能

力，忧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当热情

被现实痛击，我一时找不到逃离的

出口。幸运的是，不断地有人向我

伸出援手，助我在教师这个岗位上

越走越顺，我与这里的羁绊也变得

难以割舍。

我总是在课堂上扮演极其严

苛的角色，不曾因为他们是学生而

放低要求，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的

错误。每次看到有的人回答问题

瑟瑟发抖时，我一阵心疼，但绝不

能心软。当学生们把教的内容吸

收转化为成绩和学习习惯时，我就

庆幸严肃只是我的盔甲。学生们

用真诚和细腻的触角，直击我内心

中最柔软的地方。

短期支教可能根本改变不

了什么现状。但是，我们打开了

一扇窗，让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

界，多多少少可以影响他们，能

给那些处于相对闭塞环境下的

孩子一点点“走出去，看世界”的

希望和动力。给孩子们留下一

道温暖的光，也许就是支教最大

的意义吧！

纪星宇（经济学院2023级研

究生）

难以割舍的羁绊

两年多的学习与研究，个中

辛苦实难一言以蔽。最开始，我

尚且保留着本科生思维，研读论

文头疼不已；进行自己的研究项

目后，代码编写、程序调试、实验

设计又成了新的难点；最后，好

不容易获得了不错的实验结果，

撰写论文则成为挑战。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与

其说是某个具体的问题，倒不如

说是“面对困难”这件事本身。问

题本身可能千变万化，但应对方

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查询文献，

咨询导师与同学，加之自己的反

复思考，任何看似不可逾越的困

难，都会有解决的那一天。

在学术研究中，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学会了提出问题。科

研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基于

现有的研究，提出其中存在的

问题，进而思考解决方案。但

这种能力在我之前的学习生涯

中其实相当欠缺，因为我视书

本和教材是金科玉律，是“祖宗

之法不可变”。但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帮助我完成对现有知识

的祛魅，让我意识到，再权威的

期刊与论文，都可能存在各式

各样的不足。这使得我能以一

个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视角

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

想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一定要定一个多么宏

大的目标，而是确定了自己真正

想要什么，就能够确定下一步做

些什么，小到明天的安排，大到

后面的人生道路，也才有了明确

的方向。我认为，这样的每一

天，才是有意义的每一天。

王志博（类脑研究院2021级

研究生）

学术之外的收获

薄荷，味辛，性凉，喜湿，多生

长在故园后院或靠近水域的阴凉

处。

薄荷绿，是一种恍惚的绿，像

是被时间耽搁了似的，轻雨过后，

濡湿得犹如地上淌满的回忆。喜

欢薄荷的这一种苍绿，可以平息

人心底的风波，去除燥热；喜欢那

种淡淡，若有若无的清香，绵长久

远。

后院，薄荷挨挨挤挤，如绿色

的云一样蔓开。春天，它往上蹿，

不几日，便薄薄地蔓了一大片，繁

茂，碧绿清透。摘一片，放进嘴里

尝尝，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不起

眼，素净，无华，可谓低调而与世

无争。

薄荷优雅安静地长在那里，

浓绿，幽密。任凉风呼啦啦掠过，

由鸟儿叽喳喳碎语，它依然按着

自己的秩序生长着。绿叶两两相

对，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淡紫的

小花开在暮色里，香气薄凉如

水。

薄荷丛生，优雅安静，浓绿幽

密。叶片脉络清晰。采几片薄荷

叶，洗净冲茶，茶香氤氲。也可到

河边折一茎荷叶，晒干后烹茶。

手摇蒲扇，斜躺藤椅，看叶片沉

浮，随意荡漾，慢品细啜，浮躁消

遁。喝一口薄荷粥，最是暖心熨

帖。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

远了，清浅流年，这清香的薄荷粥

便是简单的幸福。

《本草纲目》中云：薄荷，具有

清凉利咽，疏风散热，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等功效。

薄荷糕淡淡的清甜，裹挟着

薄荷的清凉与米粉的爱恋。薄

荷糕，跟青团色泽相近，既清新

爽口、提神开胃，又疏散风热、解

郁理气。

煮薄荷粥时先把薄荷放入

水中用文火慢熬，直到薄荷汁液

煎尽后方用勺子捞出残渣，然后

放入淘洗干净的绿豆和粳米继

续烧煮，等到粥即将煮好时再加

入适量的冰糖，最后用猛火再次

烧沸即可。熬粥时，锅内绿豆翻

腾起舞，粒粒绵软，汤色鲜翠，清

香弥散。

每当揭开锅盖时，豆香、米香

夹杂着薄荷的清香一起扑面而

来，薄荷粥甜而不腻，而粥汤不知

何时也染上了那沁人心脾的绿，

看后总会叫人食欲大增。

粥好吃，但不易煮。煮粥要有

时间、耐心和经验。李渔在《闲情

偶记》中说，“粥之大病，在上清下

淀，如糊如膏。”上清下淀的粥，是

放水过多，火候不到，煮粥要先大

火煮开，后用小火慢煮，这是粥的

速成，花的时间不多，但也要有些

耐性。好粥放水要凭经验，适量为

上，水放得少，煮粥的过程中羼水，

水米分离，粥就淡而无味了。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

是清欢。”想这世间一花一木、一

草一叶皆为浮生，一沙一土、一笑

一念都是尘缘。若有一处颐养身

心的所在，就像一碗粥，在袅袅香

气中徐徐地喝、慢慢地呷，心生清

欢，与凡尘两不相碍，于清淡中品

出原味，不亦快哉。有薄荷相伴

的日子，绵长悠远，馨香微凉，安

稳恬静。

沈顺英（马院1996级校友）

薄荷绿，薄荷香

相辉纵论

醉倚东墙看落霞，

和风暖气送人家。

斜枝侧耳长汀处，

镜水侵燃赤焰花。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初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