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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文学评论，赵依还
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她的小说
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
说提名奖、《北京文学》优秀新
人新作奖、《小说选刊》最受读
者欢迎小说奖等。对于创作与
评论之间的关系，赵依有自己
的体会，“小说提供直接性的经
验，评论则提供方法和理论。
一日三餐，会吃和会做同样重
要，它们大约是能相互砥砺
的。但对于个人，先成为大厨
还是先成为美食家，各有各的
契机。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
意义层面，小说和评论不会互
相替代，而维系它们的多声部，
需要经由文学普遍的精神性力
量抵达源源不断的创造。”

要把文学评论写好，并不
容易。赵依也有自己的心得，

“我写文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
持有一种对话意识，这可能来
自于古典文学的对话传统，我
也写过严羽《沧浪诗话》、欧阳
修《六一诗话》的一些读札，文
中想要光大的就是这种对话精
神。我的评论工作大部分是建
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在细
读、复读和分析的过程中不断

校正自己、倾听作家声音，以期
从阅读经验出发，在经验的对
话、校正中来寻找确认。”

这是赵依的第一本文学评
论集，得到李敬泽、邱华栋、谢
有顺、刘大先等资深文学评论
家的关注。在李敬泽看来，“一
位年轻的评论家寻找和锤炼自
己的目光：她是敏感的，唯其敏
感，她的目光中有一种珍贵的紧
张、犹疑，如琴弦颤动。有的评
论家思想是一条直线，而她的那

条线波动缭绕，似乎不是要抵达
某个目的，而是在想象和探索某
个空间。愿她永远这么紧张这
么犹疑。正是这种小心翼翼、专
注和好奇，物色之微被辨析，世
界与艺术之妙被窥看。”

邱华栋则赞赏“赵依选择
植根于人性的丰富存在并由此
进入一个个文学世界，用智慧、
公允和充盈的悲悯与勇气去润
泽精神领域，洞见不断生长的
新的文学质素——雅正立场中
论事衡文，本色当行且不失灵
动，有根基的学问、有来处的文
字存乎于对自我的严格锤炼，
而文学给予人的永无穷尽的力
量、鼓舞和可能性，也能从赵依
的小说创作中有所体悟。”

谢有顺则说：“赵依所理解
的当代文学，既是具体的作家
作品，也是一道正在秘密流转
的精神潜流，她与之对话，亦心
存警觉。‘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那些细微处的转折和用心，往
往藏着新的文学想象和审美流
变，而这正是《物色——文学的
维度与标识》一书最想辨明和
确证的景观。”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评论家赵依《物色》出版：
文学评论要得“文章之法”

文集全二十卷
为国内首次推出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
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于上
海。一九四七年，正式从事
翻译工作，并将此作为终生
事业。2022 年，任溶溶将
迎来百岁寿辰。

日前，《任溶溶译文集》
出版座谈会在沪举办。座
谈会上，很多作家表达了对
百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
美好祝福和对中国儿童文
学发展的美好祝愿。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作家赵丽宏谈到，任溶
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在中
国家喻户晓，每个孩子几乎
都知道他写的《没头脑和不
高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一个翻译家。作为一
位作家，任溶溶翻译了众多
外国文学作品，这些浩瀚的
作品，在中国孩子和世界文
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桥梁通向世界的四面八
方，通向每一个重要的文学
板块。每一个重要的儿童
文学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
他的翻译来到中国，被中国
孩子们知道，这是很了不起
的。任先生是值得我们每
个人敬重和感谢的伟大翻
译家。

《任溶溶译文集》于
2021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
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国内
首次推出的任溶溶先生译
著结集，全二十卷，收录任
溶溶先生翻译的全球近四
十位知名作家的八十余部
作品，文集总字数近千万

字，编辑出版共耗时三年
多，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
白。该项目入选国家新闻
出版署发布的《“十四五”国
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并于
2021年荣获上海市第十六
届图书奖评选一等奖。

根据不同时期及
语种跨越等结集出版

该文集收入任溶溶译
著中已进入公版领域的作
家作品。经过反复推敲，在
征得任溶溶本人的同意后，
根据他翻译的不同时期及
语种跨越等特点结集出
版。译文合集共分为两大
部分，计二十卷。第一部分
为七卷，按照译作的体裁分
卷，各卷收录作品以作家生
年为序，同一作家以作品发
表时间为序。第二部分共
十三卷，按照可独立成卷的
重要作家分卷，各卷以作家
生年为序，同一作家以作品
发表时间为序。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社
长韩卫东介绍，1942年，任
溶溶先生发表了第一部翻
译作品——乌克兰作家台
斯尼亚克的《穿过狄士郡的
军队》，时至今日，整整八十
年；1946年1月1日，任溶
溶先生以易蓝为笔名在《新
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
第一篇儿童文学翻译作品
——土耳其作家萨德里·埃
特姆的小说《黏土做的炸肉
片》，从此开始了他的儿童
文学翻译之路，距今已整整
七十六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安徒生童话》译者
将迎百岁寿辰

任溶溶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创作
领域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作家、编辑家。《安徒
生童话》《夏洛的网》《柳林风声》《长袜子皮皮》

《木偶奇遇记》《小飞侠彼得·潘》等儿童文学经
典，经由任溶溶的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
传。他创作的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也是很
多少年读者喜爱的作品。

《物色》

文学评论是文学生产和文学生态中
的重要环节。如何做一个好文本的理想
读者？科班出身的文学评论者赵依的回
答是：“对我而言，文学评论起码要有一
定的学理和来路，有敏锐的洞见和问题
意识，饱含真诚与善意，怀揣自我在时代
语境中的共鸣，同时本身也要得‘文章之
法’，写得像样。”

赵依，成都人。出生于 1989 年 11
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
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理论评论
和小说创作，曾任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
员、《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现供职于

《中国作家》杂志社。2022年1月，赵依的
文学评论集《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
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

《物色》收录了赵依近十年
间创作的文学评论。分为三部
分：“视界·现象”从近年的文学
前沿现象切入观察、生发思考；

“视点·现场”对创作的最新成
果进行考辨，研判特点与流向；

“视域·回望”则通过重回文学
源头昌明中国文学的价值谱
系。在第二部分的现场研究，
可以看到赵依对阿来《云中
记》、周晓枫《星鱼》等作品的研
究。此外还收入《“微”察秋毫

——浅谈微小说与微阅读》
《“90 后”的新媒体文学生活》
《“90后”写作如何敞开？》《浅
析鲁迅文学精神在青年写作
中的缺失》《从仙侠传统看网
络文学的“正名”问题》等文
章。从中可以清晰看到赵依
对当代中国文学有着独到的
观察和见解。

“物色”这个概念涵义丰
富。赵依解释说，它首先取自
中国古典文论经典《文心雕龙》

“物色”篇，所谓“物色之动，心
亦摇焉”。讲了自然对文学的
影响和作用，谈了《诗经》《楚
辞》汉赋和晋、宋作品里的自然
与人的精神关系，总结了结合
自然物象写作的原则和方法。
用今天的理论来描述，大概就
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内在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现代汉
语中，“物色”指寻觅、择选，需
要动作发出者带着某种标准去
审视、探求。

书名取自文论经典《文心雕龙》
1

得到资深文学评论家的关注
2

任溶溶与小读者在一起。

《任溶溶译文集》

赵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