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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的海外译介是从日本开始
的。1921 年 8 月，大阪《读卖新闻》连载
了周作人翻译的冰心小说《爱的实现》。
1925年，中田信子的《中国最近的诗》发
表于《日本诗人》4 月号。在该文注解
中，作者关注到冰心这位女诗人，评价说

“她的诗中有无限哲理的思索，丰富的想
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冰心的重要作
品《繁星》《春水》《超人》《寄小读者》都先
后译成日文，并涌现出仓石武四郎、奥野
信太郎、大林重信、伊藤贵 等译者，他们
都是冰心作品在日本的推广者。这一时
期，日本冰心研究主要聚焦“冰心诗歌的
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同时致力于扩大
冰心在日本思想文化界和社会的影响。

1946-1951年，冰心在日本生活了 5
年，期间与日本文坛互动频繁。1946年
11 月，佐多稻子、林芙美子等女作家与
冰心彻夜畅谈了中日文学和女性问题。
1948年，冰心就国际妇女节接受记者采
访，提出应提高女子受教育水平，把妇女
的兴趣从家庭引向社会，并逐步引向世
界。冰心还撰文《给日本的女性》《给日
本青年女性》《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
信》等，刊于日本各大报纸。

这期间，冰心以作家的锐利眼光，保
持着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她座
谈、演讲、访谈的主题，往往围绕“战争与
和平”展开，从民族、国家、人类之间的关
系入手，指出追求和平、向往正义才是人
性使然，符合人类根本利益，是进步人士
的共同愿望。

抗战前日本研究者对冰心的评价很
大程度上受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日本真
正的冰心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涌现
出 野 二、冈田祥子、牧野格子、虞萍、
竹内实等研究者。2009年 野 二出版
的《谢冰心的研究》是日本第一本冰心研
究 著 作 ，收 录 了 许 多 珍 贵 资 料 。 2010
年，虞萍出版的《冰心研究——女性·死·
结婚》结合冰心赴日之旅，概述日本冰心
研究情况，并指出冰心毕生关注中国的
命运、前途、社会变革以及发展前景，尤
其对儿童、青年和女性的人生和教育问
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冰心在日
本的影响，持续至今。

为继承与弘扬冰心“爱的哲学”，应
日本创价学会邀请，冰心文学馆 2008年
在日本设立“冰心青少年文学奖”，用于
奖励优秀的日本中小学应届毕业女生，
鼓励她们发扬爱心，为中日和平与友谊
作贡献。冰心文学馆原馆长王炳根还应
邀 5 次赴日参加各类活动，介绍冰心其
人其作，推动了新时代冰心“爱心”精神
在日本的传扬。

138 亿年前，不知什么原
因 ，一 个 比 原 子 还 要 小 的 奇
点，直径在 1 秒钟内膨胀到上
万亿千米——宇宙在大爆炸
中诞生了。自那之后，时间和
空间的概念才开始存在。令
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小
的 东 西 ，何 以 有 如 此 大 的 能
量？它的密度该有多大？在
它之外难道真的什么都没有？

打 开《DK 知 识 大 百 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沉
睡已久的求知欲仿佛被唤醒。

世界上的知识浩瀚无尽，
如何在一本书中表现？该书由
远至近，从太空、地球、自然到
人体，然后是人类所创造的科
学和历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的 6 个学科主题，被丰富图文
表现出来——恒星诞生的瞬
间、地球核心的致密构造、化石
漫长的形成过程、人类DNA中
难以破解的密码、粒子加速器
分裂出的原子微粒、文艺复兴
时期的灿烂文化瑰宝……

在宇宙尺度上，人类可以
说微不足道，只有在星系这一
尺度上，人类才能找到自己的
一席之地。

银河系中心隐藏着一个
超大质量黑洞，这种大质量恒
星死亡的遗存，凭借极高的密
度拥有了难以想象的超强引
力，拖拽着整个银河系上千亿
颗恒星和数不清的其他天体
围绕它缓慢公转。

不管你何时望向星空，都是
在回溯过去，因为宇宙空间中遥
远天体发出的光，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到达地球。人们看到的月
球其实是1.25秒前的样子，而恒
星则是上千年以前的样子。

在地球，38个板块构造彼
此间碰撞、分离，缓慢而有力地
塑造了高山和海沟，并进一步
造成火山、地震等现象。海底
烟囱是大洋中脊附近的奇观，它
的深处往往流动着 400°C以上
的滚烫海水；普林尼式是最强烈
的火山爆炸形式，仿佛在狂暴宣
泄着地球深处的愤怒；海啸是地
震触发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海
浪，它会暴怒无情地卷走岸边
的一切……要在这样一个不断
变化、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繁衍
生息并代代进化，自然界里的
生物们既要有足够多的运气，
也得有八仙过海的神通。

约 38亿年前，地球表面某
地的化学物质发生化合反应，
生成了一种能摄取能量并自我
复制的物质，即最初的生命有
机体。约 6亿年前，存在于海洋
中的单细胞进化为多细胞生物
……生命虽历经多次大灭绝，
但种类由少到多、功能从简单
到复杂、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
弱到强的方向却从未改变过。
约 400万年前，早期原始人类终
于在非洲实现了双腿站立的伟
大创举。双手被解放出来，变
为创造奇迹的工具，人类，踏上
了改造世界的伟大旅途。

最后两个章节，《DK 知识
大百科》聚焦于人类创造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类
对世界的追问催生了不断发
展的科学技术，而科技又帮助
人类摆脱愚昧无知，享受着便
捷 的 生 活 ；随 着 生 产 力 的 发
展，社会结构发生改变，战争
与灾难与文明相伴而生，共同
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为何古希腊建筑比古罗
马建筑低矮？因为古希腊城
市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材，其
高度取决于石柱的长度，上层
空间难以扩展，人与人之间只
能采取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而
古罗马建筑则广泛使用水泥，
将石块拢起，创造出各种“拱”

（筒拱、交叉拱、十字拱等），使
建筑空间逐渐加大，让“演讲”
的交流方式成为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文艺的复兴。

从蒸汽机到电灯再到互联
网，它们是科技创造出的奇迹，
更是令人神往的开拓。如今我
们坐在现代化楼宇就能尽知天
下事，享受着电力、水力、煤炭、
风能等魔法般的能源供应，这
样美妙的时刻，大家已习以为
常，若靠个人的力量，恐怕穷极
一生也无法得其万一。

今天，各大科学领域分得
越来越细，知识也呈现爆炸式
增长。但我们可以跟着《DK
知识大百科》，从宏观宇宙到
微观粒子，从自然科学到人文
历史，不断认识这个变幻莫测
却又异彩纷呈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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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 郑斯扬

冰心是20世纪文学巨匠，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她的“有了
爱就有了一切”的“爱的哲学”，既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文学创作思想，又是一个凝聚人类共同感受的世
界性命题。

观察几十年来冰心的海外传播与研究可以发现，冰心一直被视为和平友爱的使者，她的宽容和大爱
堪称中国形象的一种象征；她的用人类之爱制止战争的理想信念，成为倡导和平正义的世界性资源。

冰心不仅通过创作和社会活动，让
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学和思想的魅力，还身
体力行，致力于中外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
译，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冰 心 堪 称 李 清 照 诗 词 英 译 第 一
人。1925年，在韦尔斯利学院攻读文学
硕士学位期间，冰心就开始翻译李清照
诗词，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与此有关，
题为《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
1931 年，她翻译的纪伯伦散文诗集《先
知》，由上海新月书店印行。1954-1965
年是冰心翻译的高峰期，她先后翻译了
8个国家的诗歌、剧本、民间故事、小说、

散文。其中包括纪伯伦的《沙与沫》、泰
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
多种，还有（美）杜波依斯、（加纳）以色
列·卡甫·侯、（阿尔巴尼亚）拉齐·帕拉
希米等人的文学作品。晚年，冰心参与
了《世界史》（海恩等著）、《世界史纲》

（韦尔斯著）的翻译工作。
冰心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

贡献，得到国外学术组织的认可和政府
的嘉奖。1986年，冰心被选为欧美同学
会名誉副会长。1995年，黎巴嫩政府授
予冰心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以
表彰她为中黎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突

出贡献。授奖辞特别说明：“我们今天
颁发勋章，是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加
冕。如此象征性地在谢冰心女士身上
得到体现的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
韧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
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对此，冰心发
表了题为《这是给予 12 亿中国人民的
荣誉》的讲话。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一生的
言行，她几百万字的作品，都在诉说着
对祖国和人民诚挚的爱，诉说着对人类
未来的充沛信心。她的纯真、善良、刚
毅、勇敢和正直，使她在海内外读者中
享有崇高威望，也让中国现代文学史因
她的存在而熠熠闪光。

为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
新文学的了解，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
华人群体中的影响力，1977 年，冰心
诗集《繁星》由黎煜才译成马来语出
版。报纸刊登介绍：本书于 1977年根
据 1959年香港版翻译，翻译此书目的
有二：一方面使中学生对短诗的内容
与结构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引导他们
对新诗创作发生兴趣。

随后，冰心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在
东南亚持续几十年。1980年，冰心诗
集《春水》由陈应德译成马来语。1994
年，冰心小说《超人》被李玉涓翻译至

马来西亚。2006年，新加坡学者严丽
珍还出版了《冰心研究集》，剖析冰心
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以及评论
家的批评分歧，肯定了冰心的文学史
地位，可谓是“于有疑处见精神，在分
歧处听妙音”。

为凝聚海内外福州乡亲对故乡
的 爱 ，1994 年 ，世 界 福 州 十 邑 同 乡
总会创办“冰心文学奖”，面向海外
作 者 征 文 ，至 今 已 成 功 举 办 八 届 ，
成为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
平台，尤其受到东南亚地区写作者
欢迎。

欧美对冰心的研究主要分两个
时期，一是 20 世纪 40-80 年代，研究
主要围绕冰心新文体意识和诗性表
达展开，代表人物是普实克和夏志
清。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冰心
作品的社会主题与女性主体意识的
关系，成为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奠基人普实
克，在论文《中国新文学》中率先指
出：冰心的诗“实际上是古老的艺术，
古老的情感领域与富有创造性的方
法之结合。”他的学生马塞拉·鲍什科
娃不但翻译了冰心的短诗，而且还写
有论文《冰心的短篇小说》和《中国现
代韵律学的起源》。马利安·高利克
是“布拉格汉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
物，他在论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
研究之六：青年冰心》和《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的典范——年轻的冰心、
年老的泰戈尔与善良的牧者》中指
出，冰心的诗作既有基督教的印记，
又显示出佛教思想，但是冰心在思
考关于神、个体、众生以及宇宙的关
系时，仍然统一在中国传统哲学之

中，这使得她对精神、理想和意识的
表达更具直觉意会的特点，也因此，
冰心的诗要比小说写得好。美国学
者夏志清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冰心的

“诗和散文因缺乏现实的架构而倾向
于感伤，但她的一些短篇小说具有独
特的风格”。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对冰心思想
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可见于美国莱
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以及研究者文
棣、Sally、Wei Yanmei、Wang Bo 等人
的著作和论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
些研究者已把冰心纳入到对 20 世纪
中国文学性别意识的考察中。这为冰
心研究开辟了一片疆土，在此，人们不
但可以看到冰心“爱的哲学”中有关时
代精神与女性思想的深刻阐发，继而
获得对于冰心思想更加宏观的认识，
亦有助于人们从中了解中国女性文学
创作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源流。欧美冰
心研究新声迭出，反映出冰心作品蕴
含深广，其人文思想具有持久的世界
影响。

持之以恒，沟通中外文化

以文学为媒
增进中日友谊

促进东南亚华文创作

新声迭出，彰显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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