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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若（1903年-1994年）是中国

翻译界的一个标杆性人物。20世纪30

年代，文学翻译家张谷若译介哈代的

《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备受认可，他

晚年翻译的《大卫·考坡菲》《弃儿汤

姆·琼斯史》等，因忠实畅达、注释详尽

享有盛誉，被视为高等院校外文翻译

教学、研究及实践的范本。特别令人

称道的是，他的女儿张玲也是一位资

深的文学翻译，其译作《呼啸山庄》《傲

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双城记》

等，也是一版再版的精品。

9月30日，《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

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新书首发

式，作为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

活动之一，在北京建投书局举行。86

岁的张玲到了现场，与读者分享该书

背后的故事。

在书中，张玲从父亲的出生写到

离去。从求学到婚姻、从教学到翻译、

从育儿到与朋友相处，事无巨细，生动

细致。除了为父亲立传外，她还描画

了刘澜波、单采臣、叶维之、孙硕人、李

本题、麻乔治、张万里等一批有精专的

才智或者独特性格癖好的人物群像。

通过张谷若和他的交往圈，寻索翻译

理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钩沉一代学

人的抱负与情怀。张玲对父亲的评价

客观理性，有不吝啬的赞美，也有不足

之处的评判，更是写出了父女两代文

学翻译大家的心路与传承。

作家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比作“孩

子”，张玲坦言，“这本书是我所有‘孩子’

中最偏爱的。”活动现场，她深情地说：

“早年幼稚无知的时候，甚至会对父亲狂

妄地顶撞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

我自己到了中年，一步步涉身学海，渐渐

理解了父亲的学识素养。我也可以大言

不惭地说，自己始终是力求客观、理性

地评价父亲的学识地位与价值，不为

亲情、感性所诱惑。”

关于创作缘起，张玲说，近些年

来，自己“常常感到仿佛生活在一种令

人兴奋的历史热当中”，由此联想到如

父亲张谷若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只

是“一生一世一步步轻悄悄地完成着

使命，采撷着果实”，但也颇值得关

注。同时，她也有感于年岁渐长，升起

一种急迫感，希望将父亲以及他往昔

的同学亲友记录下来。

这本书命名为“风雪花月”而非

“风花雪月”。张玲解释说，这是因为她

觉得“在人生，尤其是奋斗的人生中，遇

到的风雪恐怕比花月还是多得多”。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吴雨珂
出版社供图

凉山位于中国西南，在地理上是

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带。作为这条

带上一个重要的点位，西昌也是中原

向西南出入云南，再出入东南亚、南亚

乃至西亚的一个重要的“驿站”。从时

间深处走来的古城遗址，往往成为可

以触摸到的一段历史。10月27日晚，

“全国经济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

山采风活动”一行走进西昌建昌古城，

深入了解这一明清时期军事要塞、商

贸重镇的过往与现在。

据西昌市文物管理所编的《建昌

时光——西昌老街的前世今生》（四川

文艺出版社2022年 9月出版）中收入

的序文《走进建昌古城 从此告别迁徙

和漂泊》中介绍，西昌境内遗留有11个

古城和古堡遗址。时代最早始于汉

晋，最晚为明清。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唐嶲州城，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

昌城。

建昌城始建于1388年，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建昌城旧址位于西昌

市区东北部，北与北山相结，西临西

河，东有东河，东南为开阔平坝，与邛

海相距5公里。明代建城时的北墙和

西墙，完全重筑在唐嶲州城墙上，其走

向亦相同。只是后来城墙东南角因遭

东河水溢之灾，几经培修，边角略成弧

形。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

的折扇。

“建昌古城是目前西昌保存最完

整的古城遗迹，是四川最大的木结构

城市群落。古城延续了明清时期以来

‘扇形城郭、十字为轴、直街曲巷’的传

统空间布局，以充分保护现存遗址遗

迹为核心，力争复原古城风貌，重塑城

市肌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马玉

萍一边带领大家实地参观，一边为大

家深入介绍。在夜色灯光映照下，城

楼五彩斑斓古色古香，石板铺成的道

路韵味十足。

据马玉萍介绍，建昌古城共有大

通、安定、建平、宁远四门，建昌古城城

墙遗址被“淹没”在老城居民区中。

2021年下半年，西昌全面启动建昌古

城保护更新项目，整体性推进建昌古

城复原建造。“我们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

保护方针，最大程度在保留传统建筑

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力争让游客感

受到建昌古城昔年的人文盛景。”马

玉萍说，“目前，建昌古城保护更新

项目除有机更新项目非临街区域

外，其余已全面建成，2022年 11月 1

日正式开街。”

考古实测表明，建昌城在明代时

为正方形，四墙各为1200米长，占地面

积144万平方米，现存占地面积130万

平方米。城为砖石建造，以条石垫底

再砌以青砖。城开有四门，南北东西

相互对称。除西段城墙和宁远门早年

被毁之外，其余三门尚存，城门上的年

款为“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城墙

上的纪年砖有万历、大顺、乾隆、嘉庆、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城内

街道迄今基本保持明代布局，即以“钟

鼓楼”(俗称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

射。街巷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四通八

达的网络格局。

何万敏在《走进建昌古城 从此告

别迁徙和漂泊》中提到，建昌古城几乎

就是西昌历史的一个缩影，数百年来，

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古城上留下

痕迹。“大顺”纪事砖在古城上被发现，

证明了张献忠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

西政权后，其部将刘文秀(抚南将军)确

在西昌举“大顺”旗号据城数月，同时主

持培修了建昌古城。城内曾发现记载太

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情况的碑刻。北

城墙上发现大量清咸丰元年(1851年)

纪事砖，说明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西

昌遭受强烈地震对古城墙的严重破坏，

次年及时进行培修的史实。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摄影报道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
父女两代翻译大家的心路与传承

在西昌建昌古城 走进可触摸的历史

张玲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
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马玉萍
介绍建昌古城城墙。

建昌古城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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