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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作家、译者陶立夏：
AI如能达到优秀译者水平乐见其成

曾出版过畅销书《把你交给时间》《练习一个人》《分开旅行》的作家陶立夏，于2023年初推出全
新散文集《迟来的告白》。这本书出版后收获众多读者的喜爱，销量不俗。

作为对日常充满热情和发现的记录者，陶立夏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在新作《迟来的告白》中，陶立
夏表达了她对生活与人生更深的体验和思考。书名“迟来的告白”实际上是陶立夏对生活的亲切告白：

“就算不被看到，也依旧要发光，我们的灿烂，是件十分安静且私密的事。”
陶立夏毕业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拥有作家、文学译者、摄影师等多重身份，作品以文艺和细腻著

称。她翻译的《夜航西飞》等作品深受年轻读者喜爱，在网上有很高的人气。
为了与喜爱自己作品的读者近距离交流，2023年6月初，陶立夏在全国多地展开一系列阅读分享

会。第一站北京，第二站就是成都。趁此机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陶立夏。

文字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告白

记者：新书为何选择了《迟来的告白》这个名
字？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陶立夏：书里的文章都是我这两年慢慢积累起

来的，我对生活中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有了新

的感悟。所以这些文字，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告白：

你能给我的养分，不局限于爱恨，也不仅仅是苦

难。由于本书出版的时间比预计的要晚很多，所以

是迟来的告白。

记者：这次来成都与读者见面，对成都有哪些
比较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陶立夏：成都跟我的印象中一样美，生活节奏舒

适。在这里，我的读者依旧各个年龄层都有，但我们

的共同点也依然在：始终有一种寻找的姿态，无论是

寻找内心平静，还是寻找好的文字，或者迷惘的解

答。这种寻找是种驱动力，让生活变得更美。

记者：我很喜欢您的文学翻译作品，比如《夜
航西飞》《安尼尔的鬼魂》，很有独特美感。关于文
学翻译，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您是怎样的翻译

观？您认为做好文学翻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让您会感到困难的往往是什么？

陶立夏：我觉得翻译的精髓就是准确，别无其

他。除了事实准确，即没有语意错误，还有风格的

准确。风格的准确是比较难的，意味着译者要了

解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好的文学翻译，英文和中

文都要好，但懂得描摹作者的风格，隐藏自己的喜

恶。文学翻译也需要韧性和耐心。让我感到困难

的是，时间不够。无论多么好的书，阅读原著时的

快乐在翻译时都会成为不断推敲的琐碎过程，会

耗费很多时间，且过程不能被打断。

焦虑的反义词是行动

记者：现在不少人很担心AI会代替翻译的工
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手头在翻译什么
作品？

陶立夏：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达到优秀译者的

水平，这在我看来是很好的事。试想一下，我们可

以摆脱繁琐劳累的翻译过程，快速阅读到世界上

任何语言的优秀作品，多么美妙。目前我在翻译

王尔德和简·赫斯菲尔德的作品。

记者：现在社会上年轻人普遍会感到压力、紧
张、焦虑。如果请您给一些建议，您会说些什么？

陶立夏：我们生活在把人本身物化、把人的精

神需求虚拟化的时代，这是大部分压力和焦虑的

来源：个体感觉渺小而欲求看似无穷。如果我们

重新建立和自己的对话，看清自己真正的需求，就

能明白困境具体是什么，然后着手去解决这些阻

碍。焦虑的反义词是行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湖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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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书房“书深不知处”

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

授、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戴锦华的书房是这样的：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

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

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不同

领域的各种书籍，有几层还点

缀着几只精致可爱的小摆件。

戴锦华老师笑着介绍说：我的

书房其实是一个‘混沌’。”

由于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

代，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每次

遇到难得的书展书市，她都会如

饥似渴地带书回家。后来开始

有人寄赠一些书给她，渐渐地，

她的书房变得充盈而拥挤起

来。“屋里所有空间都被书侵占

了。最惨的是，我几乎无法从中

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着急用的

时候只好再买一本。原来的那

本早已‘书深不知处’了。”

现在很多人家里的书房

可能装饰性大于实用性，但戴

锦华说：“我觉得书房不是一

种陈设，不是一种情调。我不

会在书房里玩。它是一个专

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阅读、

思考和工作的空间。”在书中，

戴锦华还谈到阅读对她生活

的重要性，“正如三餐不可以

一日不吃，漏一顿就饿得心

慌；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

读的，不读就浑身难受。”

吴志攀：
书房透露治学门道

北大法学院博雅讲

席教授吴志攀为《坐拥书

城：北大学者书房》作

序。他写道，“在我心里，

书房好比为学者量身定

做的衣服，他们穿着合身

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

有自己知道。图书馆

呢？当然很好，大学者们

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图书

馆里待着，但那毕竟不是

自己的衣服，是为大家服务

的。文章是自己的好，书房也

一定是自己的好。”吴志攀还

在文中提到，“书房当然能看

出一个学者的个性、习惯、格

局等，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书

籍、怎么安放这些书籍，都在

不经意间透露出好多信息。

仔细研究大学者的书房，或许

能摸到一点治学的门道。”

吴志攀还在文中讲述了自

己的“书房”故事。他说：“书要

适时聚，也要适时散，我所崇敬

的汤一介先生、邓广铭先生等好

多老先生，都把自己的藏书捐给

了北大。我现在要开始对书房

做减法了。如果年轻一辈的学

者愿意借，就应该把书送给他

们。做学问，就应该一代比一代

强，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

房》主编任羽中在编后记中写

道：“书房不仅是属于学者个人

的工作与生活空间，更是其精

神世界的物质具象。书房应该

是最宁静、最丰富、最生动的地

方。‘北大学者的书房’是北大

之所以为北大的‘家底’所在，

最有北大味道，最能体现北大

的底蕴与气象……这只是我们

计划中的‘北大学者书房’丛书

的第一辑，宝藏之门才刚刚打

开，期盼着读者的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坐拥书城》：
从书房窥见北大名师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从一个人爱读的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精神世界
的来路，那么书房就是一个窥见其精神世界的窗口。2023年6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全书图
文并茂带领读者沉浸式探访15位北大教师的书房和他们的阅
读世界。他们分别是董强、韩茂莉、张慧瑜、曹文轩、徐湘林、戴
锦华、秦雪征、王余光、张帆、穆良柱、林毅夫、朱青生、方博、王
诗宬、孟涓涓，是各学科的名师代表，每位学者都提供了珍贵的
影响人生的阅读书单。

《坐拥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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