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１　

前 言 １

Ｉ ａｍ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Ｙｏｕｂｉｎ Ｚｈａｏｓ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 ｔｉｍ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ｎ ｉ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ｔ ｈｉｍ ａｔ Ｗａｉｋａ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ꎬ ｗｈｅｒｅ Ｉ ｗａ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 ｗａ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ｃｏｍ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 ｌ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ｔ ｉｎ 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ｈｅｅｐꎬ

ｃｏｗ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ｗａｓ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ｅ ｋｎｅｗ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 ｂｏｔｈ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ｉｎ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ｖｉｂｒａｎｔ ｃｉｔ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ｈａｓ ｈａｄ

ｖｅｒｙ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ｔ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ｖ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Ｄｅａｎ ｏｆ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 ｐｒｅｓｔｉｇｉ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ｕ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 ｗｉｓｅｌｙ ｃｈｏｓ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

ｊｏｒ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ｂｏ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ｇ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 ｗｏｒｋ ｂｙ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 ｉｃｏｎ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ａｒｇｅｓｏｎ. Ｂｏ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ꎬ ｏｆｔ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ꎬ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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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ｏｕｒ ｏｗｎ ｔｉｍ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ｏｒｉ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ꎬ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ｕ￣

ｓ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ｔｅｒ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 ｃｏｍｍｅ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ｏ ｆｏｒ ｈ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ｓꎬ ｔｏ ｃ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Ｍａｒ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ꎬ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ꎬ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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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　

前 言 ２

我与赵友斌先生相识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ꎮ 那时我俩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英

语系研修硕士课程ꎬ 攻读新西兰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ꎮ 由于我们俩都师从新

西兰文学知名专家 Ｍａｒ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 教授ꎬ 常常是一起上课ꎬ 一起参加各种学术小组

讨论ꎬ 一起去听学术讲座ꎬ 一起去大学图书馆查资料ꎮ 在那个年代ꎬ 校园里国际

学生很少ꎬ 特别是从中国过来的留学生屈指可数ꎬ 我们课余时间也常常在一起活

动ꎬ 平日一起去超市买食品ꎬ 周末在一起做饭改善伙食ꎬ 假期中常常一起外出旅

游ꎮ 在暑假期间ꎬ 我们俩还有过骑着自行车去打工ꎬ 接触新西兰社会的经历ꎮ 那

时的我们ꎬ 在大学的校园里ꎬ 在课堂上我们是同学ꎬ 我们相互鼓励ꎬ 相互交流ꎬ

相互学习ꎬ 为早日完成学业而努力ꎮ 在课后ꎬ 在校园外ꎬ 我们谈谈各自的家庭生

活ꎬ 谈谈各自国内的工作情况ꎬ 谈谈各自的业余爱好ꎬ 有什么困难互帮互助ꎬ 是

亲如兄弟的好朋友ꎮ １９９２ 年初ꎬ 我们俩都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到了在国内的各自

院校任教ꎮ

在起初回到国内的两年的时间里ꎬ 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ꎮ １９９４ 年初我

又回到怀卡托大学ꎬ 在人文社科学院东亚学系做全职的教学工作ꎮ 同时ꎬ 攻读博

士学位ꎮ 打那时起我和赵先生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电子邮件交流和联系ꎮ

赵友斌先生回国后先后在国内好几所高校任教ꎬ 他除了完成教学工作以外ꎬ

还努力积极开展学术科研ꎮ 他不但发表了七十多篇学术文章ꎬ 而且还出版了十几

本著述ꎬ 同时还自己独立承担或牵头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课题项目ꎮ 在赵

友斌教授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中ꎬ 大都涉及的是文学ꎬ 特别是新西

兰文学研究ꎮ 正是对新西兰和新西兰文学研究的热情和执著ꎬ 使得赵友斌教授在

他的科研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怀卡托大学 ５０ 周年校庆ꎬ 赵友斌先

生被选为杰出校友ꎬ 并进行了广泛宣传ꎬ 在怀卡托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招生刊物

３



上ꎬ 还专门登载了他的故事ꎮ

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新西兰文学选译»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是赵友斌教授和他前几年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马颖君女士

精挑细选出来的ꎮ 新西兰代表作家如: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ｎｓ￣

ｆｉｅｌｄ)ꎬ 弗兰克萨吉森 (Ｆｒａｎｋ Ｓａｒｇｅｓｏｎ) 和其他作家ꎬ 特别是毛利作家的现代

文学作品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这部新的选译中ꎬ 还收译了新西兰的诗歌和毛利诗

歌ꎮ 这是在以往已经出版的新西兰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是不多见的ꎮ 提笔至此ꎬ 想

借机说一下ꎬ 两年前ꎬ 马颖君同学作为暨南大学与怀卡托大学联合培养的新西兰

文学和翻译学的硕士生ꎬ 来怀卡托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习和研修ꎬ 由于我当时忙

于上课ꎬ 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和几位硕士生最后论文的成文修改阶段ꎬ 没有能给颖

君同学足够多的指导ꎬ 但她天资聪颖ꎬ 学业优异ꎬ 对于这些没有做好的地方ꎬ 我

心中一直感到有点愧疚ꎮ

赵友斌教授不但书教得好ꎬ 科研搞得好ꎬ 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是一把好手ꎮ

这从他的履历和在国内好多所院校都担任过院、 系领导就可以得到证明ꎮ 但是许

多读者还不知道的是ꎬ 赵教授兴趣爱好非常广泛ꎮ 俗话说得好ꎬ 艺多不压身ꎮ 赵

友斌先生书法写得很好ꎬ 当年我们在怀大做留学生的时侯ꎬ 或晚间ꎬ 或周末ꎬ 他

常在宿舍简陋的台子上ꎬ 有时就在房间里的小方凳上研墨铺纸ꎬ 练习中国书法ꎮ

当年在校园每年的 Ｏｐｅｎ Ｄａｙ (校园开放日)ꎬ 赵先生都为不少热爱中文、 喜欢中

国文化的外国同学ꎬ 给予书法题字ꎬ 写他们的中文名字ꎮ 直到现在ꎬ 我们怀大中

文部还保留着在大学开放日为同学们书写中文名字的活动ꎮ 本人对书法字画没有

研究ꎬ 不敢妄自评判ꎬ 这本翻译选集的中文书名就是由赵友斌教授亲笔书写ꎬ 请

读者自己鉴赏!

在文学硕大的海洋里ꎬ 新西兰文学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ꎮ 在文学翻译的百花

园中ꎬ 新西兰文学的翻译也不是开得最鲜艳的一朵ꎮ 可是为了这个浪ꎬ 为了这朵

花ꎬ 许许多多的同学、 学者、 教授、 专家在辛勤地耕耘着ꎬ 在默默地奉献着ꎮ 八

十年代初ꎬ 国内就有以翻译介绍为主的大洋洲文学丛书ꎬ １９８８ 年上海外国语大

学的新西兰研究中心ꎬ 出版过一本 «未发现的国土» 的著译精选ꎬ 从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 ８８ 篇短篇中选译了 ６５ 篇ꎮ 参与翻译的人员有外语教育界的知名资深

教授ꎬ 有在中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和老前辈ꎬ 有不少是我当年在上海外国

语学院英语系就读时的任课老师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王蒙老先生ꎬ 在他

４



前 言 ２　

做文化部长的任上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翻译并发表了新西兰当代作家帕格丽

斯的短篇小说 «天地之间»ꎬ 詹傅瑞姆的短篇小说 «天鹅»ꎬ 伊恩夏普的短

篇小说 «白雪公主» 和 «天赐马»ꎬ 弗朗西斯庞德的短篇小说 «简明三联画»

和 «八角形»ꎬ 詹尼弗康普顿的短篇小说 «费伯镇»ꎮ 这些不为大多数读者所

知的作品ꎬ 可以在 «王蒙全集» 十卷本里找到ꎮ 现在赵友斌教授和他的弟子从

不同的角度ꎬ 不同的视野ꎬ 为读者提供了一本清新的文学译读ꎬ 我衷心地希望读

者们在自由自在中ꎬ 在自由自在的来来去去中ꎬ 在字里行间中ꎬ 享受着文学的故

事创作美ꎬ 情节叙述美ꎬ 文字表达美ꎬ 让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翻译作品带来欢

乐ꎬ 享受阅读的快乐和乐趣ꎮ

谢谢大家!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博士　 王效宁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写于新西兰汉密尔顿怀卡托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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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西南部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ꎬ 它由两大岛屿组成ꎬ 有世界第一

的奶制品和粗羊毛出口ꎬ 这就是新西兰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ꎮ 毛利人在 １０００ 年前来

到这里成为首批土著居民ꎬ 他们把这片富饶的土地叫做 “白云升起的地方”ꎮ 当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田野ꎬ 一切从沉睡中醒来ꎬ 花草凝露ꎬ 百鸟争鸣ꎬ 大地一

派生机盎然ꎮ 一千多年以前ꎬ 太平洋群岛的毛利人乘坐七条大独木舟扬帆渡海来

到这片土地上 (毛利传说)ꎮ １６４２ 年ꎬ 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新西

兰ꎮ １７６９ 年ꎬ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来到这里ꎬ 并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

领了新西兰ꎮ １８４０ 年ꎬ 毛利人和英国皇室在新西兰怀唐伊镇签订了 «怀唐伊条

约»ꎮ 该条约奠定了毛利人与新移民之间的合作关系ꎬ 为毛利人和非毛利人共同

居住在这个国家提供了依据ꎬ 该条约也奠定了新西兰英式政制的基础ꎮ １９０７ 年

新西兰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ꎬ １９４７ 年获得完全自主ꎬ 成为主权国家ꎮ 她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同我国建交ꎮ

在殖民地时期ꎬ 新西兰文学多为历史和文化表象的记录ꎮ 由于当时的毛利文

学是口头文学ꎬ 因而在传播与发展中有自身的局限ꎮ 而且毛利人本来也属移民ꎬ

心灵中沉淀着故土文化的印记ꎬ 所以毛利口头文学也是部分移植的文学ꎮ 毛利口

头文学主要包括神话、 传奇、 民间故事和民谣ꎮ 从其内容来看ꎬ 涉及他们的宗教

信仰、 历史传说、 语言文化和对自然现象的解读ꎮ 毛利神话中的 «创世纪» 的

故事映射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的同质性主神伊奥是创造天地之神ꎬ 他们的儿女又

创造了世间万物ꎬ 大地母亲对子女的宽容体现了毛利人女性崇拜的遗风ꎬ 而人死

后回到大地又获新生是毛利人对生命轮回的解读ꎮ «英雄玛乌伊的故事» 也有其

深刻的底蕴ꎬ 玛乌伊出生后被误投海里ꎬ 在海中他重获生命和力量ꎬ 这暗合了

“水是生命之源” 人类共享的民族意识ꎮ 玛乌伊征服太阳的故事与中国神话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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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射日» 遥相呼应ꎮ 他为人类盗来火种使人联想到普罗米修斯那留传千古的壮

举ꎮ 毛利传奇的主题多为对故乡和部落的追忆ꎬ 但岁月侵蚀ꎬ 冲刷掉了故乡的具

象ꎬ 留下的是灵魂回归的理想乐土ꎮ 这是理想化的毛利人历史的写照ꎮ 对毛利文

学的采集源于英国传教士ꎬ 他们为毛利人创编了一套文字ꎮ 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作

用ꎬ 毛利人对文字这一新的传播媒介反应冷淡ꎬ 而移民往往把毛利人视为野蛮的

“他者” 或 “高尚的” 野蛮人ꎬ 对其描述多出于猎奇心态ꎮ

１９ 世纪随着大批英国移民的到来ꎬ 新西兰文化不可避免地开始纳入英国传

统文化的轨道ꎮ 虽然英国移民对故国怀有一定的不满ꎬ 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传

统来接受异族文化ꎬ 而且初创家园时无暇建构新的文化模式ꎬ 陌生的大地又会强

化怀旧感和归属感ꎬ 所以他们部分移植了母国的文化ꎮ 新西兰文学在萌发时期就

体现了故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 新西兰作家开始较深刻地解读社会历史与现实ꎬ 其最关注

的就是民族认同问题ꎮ 英国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新西兰人口的主体ꎮ 他们虽对故

国的传统颇有微词ꎬ 但故乡不时又使他们魂萦梦寐ꎬ 特别是痛苦彷徨时就愈渴望

一种原始的皈依ꎬ 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新西兰作家都去英国寻根的原因ꎮ 两次世界

大战使新西兰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我批判情绪ꎬ 这成为新西

兰民族崛起的契机ꎮ 随着世界日趋走向多元ꎬ 文化冲突也日益走向文化融合与再

生ꎮ 英国传统文化与新西兰本土文化也不再以敌对的目光审视对方而开始承认相

互间的融汇和影响ꎮ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新西兰作家思考人类面临的一系

列共同问题ꎮ 他们认识到如果囿于本民族的封闭系统去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考虑历

时血缘亲近的基质ꎬ 是无法建构和解读真正意义上的新西兰文学的ꎬ 所以当代新

西兰作家更关注本民族的生存定位和与多元世界的关系ꎮ 他们已充分意识到ꎬ 如

果断然拒绝其他文化传统的融入和虚构全新的新西兰模式ꎬ 只会导致新的文化困

惑或步入新的海市蜃楼ꎮ 新西兰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建构ꎮ 现当代

新西兰作家去欧美求学、 寻根甚至定居ꎬ 不能理解为对新西兰本土文化的扬弃ꎬ

而是出于想客观评价本民族的定位和接纳异域文化基因ꎮ 他们认识到既不应随意

褒贬毛利传统文化ꎬ 也不宜扬弃悠久的欧洲传统文化以及由历史延伸而积淀下来

的民族精神意识ꎮ

新西兰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ꎬ 新西兰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其特

殊性ꎮ 纵观近一百多年来新西兰文学的发展ꎬ 在这个民族的土地上出现了凯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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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曼斯菲尔德、 弗兰克萨杰森、 约翰 马尔根、 罗宾 海德、 艾伦 柯

诺、 珍妮弗雷姆、 查尔斯布拉赫、 简梅森、 毛里斯沙德伯特、 诺埃尔

希利亚德、 路易艾黎、 玛格丽特梅喜、 德布拉黛莉、 帕特里夏Ｆ格雷、

维提依希马埃等蜚声世界文坛的优秀作家ꎬ 以及马克威廉姆斯、 奥沙利文

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型批评家ꎬ 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国界ꎬ 他

们的著述也已成为当今的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ꎮ 他们的努力为年轻的新西兰文

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尝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ꎮ 但就其本质而言ꎬ 新西兰文

学仍是一种后殖民地文学ꎬ 由于它并没有明显的文化特征ꎬ 再加之它的传播是借

助另一民族 (英国) 语言 (Ｅｎｇｌｉｓｈ) 来实现的ꎬ 此外ꎬ 由于新西兰英语自身所带

有的 “他性” 和 “非正统性”ꎬ 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标准的英语ꎬ 而是一种具有后

殖民特征的 “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因此用这种语言写作的文学即使在英语文学界

也常常处于边缘地位ꎮ 也许我们可以说ꎬ 美国文学也是以英语为媒介的ꎬ 但美国

英语的特色已在近百年来逐步形成ꎬ 并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对英国英语发生了影

响ꎬ 因此美国文学在边缘步入中心的过程中大大先于新西兰文学ꎬ 这一点自然是

不证自明的ꎮ 新西兰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从不否认自己文化的 “后殖

民” 特征ꎬ 他们不承认任何 “主流” 文化ꎬ 也不想扮演 “主流” 的角色ꎬ 这就

是为什么多元文化格局得以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维系的一个原因ꎮ

后殖民主义ꎬ 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概念: 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ꎮ 前者

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ꎬ 是一种对主流话语持批判态度的

批评性话语ꎮ 后者的范围则更为广泛ꎮ 按照某些西方理论家的归纳ꎬ 后殖民地文学

这一概念之所以最终为人们所频繁使用ꎬ 其原因恰在于它指出了那条通向研究处于

非洲和印度这样的语境中的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 写作和本地语写作中以及这二者彼此之

间的殖民主义影响的可能的研究途径ꎮ 既然后殖民地文学的涵盖面如此之广ꎬ 那么

它就理所当然地将非洲国家、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加拿大、 加勒比国家、 印度、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新加坡、 南太平洋岛屿各国以及斯利兰卡

的文学都包括了进来ꎬ 甚至连美国这样的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文学实际上也属

于后殖民地文学的范畴ꎮ 众所周知ꎬ 在不少美国作家和批评家眼里ꎬ 美国文学的民

族特色的真正形成应始自马克吐温的代表作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的出版ꎬ

因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美国作家真正找到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方法和形式ꎬ 而在

此之前的全部美国文学的 (大英帝国的) 殖民色彩则显然是很浓的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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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ꎬ 美国文学发展得很快ꎬ 而且越到当今时代越是令人目不暇接ꎬ 特别是多元文

化主义在美国文坛得到实际上的实施以来ꎬ 大多数既具有市场效应又不乏批评价值

的文学作品都出自非西方传统的作家之手ꎬ 例如索尔贝娄、 诺曼梅勒、 约瑟

夫海勒、 菲力普罗思、 艾莎克巴什维斯辛格、 汤婷婷等ꎮ 他们以其自身的

创作实践和成就为年轻的美国文学的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传统的欧洲中心思

维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ꎬ 这一成功的经验确实值得新西兰文学研究者借鉴ꎮ

但是ꎬ 美国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依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ꎬ 这主要体现在美

国的主流文学仍然是英语文学ꎬ 用其他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ꎬ 如西班牙语文学和

华语文学等ꎬ 则始终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ꎬ 它们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下

仅仅是一种点缀物ꎬ 永远不能进入主流话语ꎬ 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成功往往在于

他们自觉地认同主流文化或主流写作ꎬ 因此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之下ꎬ 多元文化主

义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ꎬ 少数民族的话语不是在这个 “大熔炉” 里被同化就是

被强大的主流文化排挤到边缘地位ꎮ 而新西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ꎬ 新西兰有着漫

长的殖民地历史ꎬ 甚至独立后的新西兰也一直留在英联邦内ꎬ 而不像美国那样作

为一个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ꎮ 事实上ꎬ 早在新西兰独立之前ꎬ 当地

的殖民地文学就带有着双重的 “殖民” 色彩ꎬ 一方面深受英殖民主义者的影响

(许多著名作家的成功恰在于他们在宗主国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出版过作品)ꎬ 进

而为后来形成的英语文学奠定了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和美国

文学民族特色的逐步形成ꎬ 新西兰文学的 “岛国” 特色和其后的美国影响也变

得日益明显 (几乎当代所有著名作家都在美国出版过自己的早期作品)ꎮ 任何熟

悉新西兰文学发展史的人都不难看出ꎬ 几乎新西兰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

一种文学现象都可在英美文学中找到原型或先声ꎮ

进入 ２０ 世纪之后ꎬ 新西兰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ꎬ １９０７ 年成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后ꎬ 告别了其作为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地的时代ꎮ 国家的独立为新西兰文学

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ꎬ 具有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作家纷纷涌现ꎬ 文学

作品也明显呈现出新西兰的民族特色ꎬ 包括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 题材、 主题、

人物个性以及叙事特征等等ꎬ 与英国文学传统相比ꎬ 都具有明显的差异ꎮ 其中有

代表性的小说家主要包括长于以新西兰北方为背景、 描写普通人命运坎坷的小说

家威廉撒切尔以及师法俄国小说家契诃夫ꎬ 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见解深邃、 叙

事笔法细腻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ꎮ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虽然创作生命短暂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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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只有 ３５ 个春秋ꎬ 在新西兰的生活也仅仅只有区区十几年ꎬ 其余的时光都在

英国度过ꎬ 但她却在新西兰文学史上首次以富有同情心的笔触将新西兰独特的自

然风景、 社会风情、 充满矛盾的人生和心理等构成其作品的题材ꎬ 由此使其作品

成为永恒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画卷ꎬ 其价值之大、 意义之深远均难以用语言

表述ꎮ 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辞世半个世纪之后ꎬ 新西兰小说家弗兰克萨吉森

被称作为 “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ꎬ 一批毛利小说家陆续

崭露头角ꎬ 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英语进行创作ꎬ 但创作题材与叙事风格却与英国

文学的传统不同ꎬ 为新西兰文学界带来了清新的作品ꎮ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内在的延续性ꎬ 不存在颠覆性的逆转ꎮ 任一异域文

学经验、 进展和传统都可以成为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参照和借鉴ꎬ 任一民族文学对

世界文学而言都具有献血和输血功能ꎬ 正是这种功能造就了像曼斯菲尔德这类获

得了世界声誉的新西兰作家ꎬ 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基因和动力ꎮ

不容否认ꎬ 新西兰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ꎬ 新西兰文学的发展

规律有其特殊性ꎬ 但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以建构其独特性为轴心ꎬ 而是呈现

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ꎮ 我不赞同当年英国移民以 “他者” 的目光对毛利文化的误

读ꎬ 我们今天也不宜把新西兰文学视为完全异于其他英语文学的 “他者”ꎮ 新西

兰文学绝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征服的结果ꎬ 而是在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

长出的新枝ꎬ 是新西兰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碰撞出的对人生意义的解读ꎮ 所以ꎬ

本书精选了新西兰文学多类题材ꎬ 包括诗歌、 散文和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ꎬ 采取

英汉对照形式ꎬ 寄望同行和感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ꎮ

赵友斌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于珠海暨南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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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选译　

一、诗歌选译

１.毛利人“怀阿塔”歌三首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ｃｈｅｓ
Ｎｇａｔｉ Ａｗ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ｏｐｅꎬ　

Ｉ ｓｉｔ ａｎｄ ｇａｚ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ｈａｋａａｒｉ.

Ｆ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ｉｓ Ｐａｅｐａｅ Ａｏｔｅａꎬ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ｅｍｏｎｓ!

Ｉｆ Ｉ ｃｏｕｌｄ ｂｕ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Ｒｅｔｉｒｅｔｉ! Ｂｕ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Ｐｅｒｅｐ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ｌｅｔ ｙｏｕ ｇｏ! Ｉ ｔｈｉｎｋ ｍｙ ｂｏｄ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ｎ ｏｌｄ ｗｏｍａｎꎬ ａ ｂａｄｌｙ ｂｒｏｋｅｎ
ｃａｎｏｅ—

Ｉ ｌｉｅ ｗｏｒｎ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ｅｅ!

在门廊

恩加第阿瓦　 作

在“希望”房优雅的门廊ꎬ
我坐在那里ꎬ盯着从法卡阿里升起来

的水汽ꎮ
依稀出现那多变的魔鬼岛———帕衣

帕衣奥特阿!
我多想拥抱雷提雷提! 可是也许帕

雷帕

不会让你前行! 我想我的身子已

变为

一个老妇人之身ꎬ一只破烂不堪的独

行舟———
精疲力尽地躺在石头上ꎬ嗨!

(题解:这是一首爱情诗ꎬ从诗中的地名看出ꎬ该诗创作于北岛南部的希望海湾一

带ꎮ 现在这一带已是新西兰的旅游胜地ꎮ 此处有一处活火山ꎬ故这里人称此地为“白色

海岛”ꎮ 帕衣帕衣奥特阿是其中之一ꎬ它是毛利人眼中的一个“圣岛”ꎮ 该诗的作者为

一女性ꎬ她的情人犹如圣人般难以接近ꎮ 雷提雷提是一个毛利部落酋长之子ꎮ 此诗大

概定于十九世纪中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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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ｓｏｎｇ
Ｎｇａｔｉ Ｋａｈｕｎｇｕｎ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ｙ ｇａｚｅ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ꎬ ｗａ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ｂａｔｈｅｄ　
Ｍｙ ｏｎｅ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ｓｏ ｆａｓｔ!
Ｌｅｔ ｈｉｍ ｇｏꎬ ｔｈａｔ ｈｅ ｍａｙ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ｏｆｔ ｓｅａ－ｓ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ｈｅａｒ!
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ｅ ｆｏｒ ｍｙ

ｙｏｕｎｇｅｓｔ ｃｈｉｌｄ—
Ｌｉｋ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Ｉ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ｓ ｍｅ! Ｉ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ｗａｙꎬ ａｎｄ ｔｅａｒｓ ｐｏｕｒ

ｄ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ｄ ｂｒｉｎｇｓ ｓｏ ｍｕｃｈ

ｌｏｎｇｉｎｇ—
Ｏｈ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ｅ Ｋａｎｉꎬ
Ｗｈｏ ｍａｋｅｓ ｍ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ｌｏｎｅ! Ａｌａｓꎬ ｍｙ

ｏｎｅꎬ ａｌａｓ!
Ｏ Ｍａｔｅꎬ ｌｉｓ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ｌｕｔｅｓ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ｈｉ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Ｒｕｅｒａ
Ａｔ Ｍｏｔｕ － ｋｏｋａｋｏ! Ｏｈ ｃｏｍｅ ｗｉｔｈｉｎꎬ
Ｍｙ ｄａｒｌ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 ｈｅｒｅ ｔｏ ｍｅꎬ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ｔｈａｔ ｆ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Ｔａｍａ

－ ｋｕｈｕｋｕｈｕ
Ａｎｄ Ｒｏｎｇｏ － ｔａｎｇａｔａ － ｋｅ! Ｉ ａｍ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ｅｒｅ ｉｉ!

母亲之歌

恩如第卡虹舌鲁　 作

我的双眼总是盯向

那些流水ꎬ那些冲洗

我的来去匆匆的孩子们的水!
让他去吧ꎬ让他去聆听

我从未听到过的

优美温馨的海声的教诲!
我心中期待着自己的小儿———
这期待就像走着疲惫不堪的季节

性旅程

它吞噬着我! 我站起身

站在这门廊ꎬ泪洒如注ꎮ
西风带来无尽的期盼———
呵ꎬ你来自特卡里ꎬ
他使我孤身躺睡! 啊ꎬ我的儿ꎬ啊!
呵ꎬ玛弟ꎬ与你同伴听听ꎬ
听听那来自科加科处越卢爱那的

笛声!
呵ꎬ快进来ꎬ
亲爱的! 回到我的身旁ꎬ
来吃妈妈每晚喂给你的奶ꎬ塔玛

枯胡枯胡ꎬ
还有荣格汤加塔客!
我被遗弃在这里!

(题解:母亲抱怨她的孩子们弃她而去ꎬ这些孩子叫特卡里、卢爱那、枯胡枯

胡和汤加塔客ꎮ 季节性旅程指的是毛利人夏天的辛苦劳作而收获甚微ꎮ 西风在这

里是一种象征ꎬ暗示着孩子们远走高飞后ꎬ母亲那种盼子速归的焦虑心情ꎮ 玛弟可

能是妇人的丈夫或者亲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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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选译　

Ｓｉｃｋ ｗｏｍａｎｓ ｓｏｎｇ
Ｎｇａｔｉ Ｗｈａｔｕａ

Ｓｕｎꎬ ｓｉｎｋ ｄｏｗｎꎬ ｄｒａｗ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ｙｓｓꎬ

Ｒｅｄ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ｏｆ
Ｐｕｋｅｈｉｎａｕ—

Ｉ ｈａ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ｇｏ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 ａｍ ｌｉｋｅ ａ ｂｉｔｔｅｒｎꎬ ａ ｄｕｃｋ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ａｓｔｅｓ ｍｙ
ｆｌｅｓｈ.

Ｉ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ꎬ Ｍｏｔｈｅｒ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ｎ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ｏｎ ｒｉｓｉｎｇꎬ ｉｔ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ｍｅ ａｇａｉｎ!

Ｎｏｗ ｍｙ ｆｌｅｓｈ ｉｓ ｌｉｋｅ ａ ｂｌａｚｉｎｇ ｆｉｒｅꎬ
Ａｎｄ Ｉ ｆｌｙ ｔｏ ｂｕｒ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ａｎｄｓ ａｔ

Ｐａｔｕｍａｒａｍａ!
Ｈｕｓｂａｎｄꎬ ｒｅｍａｉｎ ｈｅｒｅ ｔｏ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ｍｅ!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ｈｉｒｏｓ ｇｕｔｔｅｄ ｆｉｓｈ ｂ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ａｄｚｅ ｈａ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ｍｙ ｂｕｔｔｏｃｋｓꎬ ａｎｄ Ｉ ａｍ ｈｅａｒ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ａ ｔｒｅ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ｏ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ｏｒｎ ｏｆｆ ｂｙ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Ｉ ｗｒｉ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ｓ ｏｆ ａ ｓｔｉｎｇ － ｒａｙ
Ｔｈｒａｓ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

病妇吟

图加弟法图阿　 作

夕阳西下ꎬ走进阴间ꎬ
它把蒲克欣劳山与山峰映得红光

一片———
我曾想和你一起走远!
像只麻雀ꎬ像只水中漂浮的鸭子!
西风ꎬ把我肌体吞ꎬ
我用水喷洒狂风ꎻ妈妈ꎬ那时

像初升的月亮ꎬ它再次照亮我的

身体!
此刻的我ꎬ犹如一团烈火ꎬ
奔向帕图马拉马的红沙葬场ꎬ
丈夫ꎬ留守在此ꎬ向我永别!
费罗的空鱼怎能扎在一起?
上帝的手斧把我们的船场劈烂ꎬ我

已听见叭叭作响ꎬ
犹如大树的枝叉即将

被狂风折断!
我像鱼鳍般地扭滚

在海滩上挣扎!
是我在向上帝诅咒ꎬ这一切就是我

的造孽!
我与“虚弱”同在ꎬ与“失灵”
“悲戚”和“重负”相连ꎬ
转过身ꎬ向我的住房ꎬ苟延残喘ꎮ
在我心底ꎬ我期待着微风点点

来自 我 父 亲 的 苍 天ꎬ 他 把 挚 爱

相拥!
呵ꎬ看着我吧ꎬ我已衰落如残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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