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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译者*中的非洲译者形象与

非洲共通语建构

邹涛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1$($

摘4要#著名非洲作家艾伊
,

奎
,

阿尔玛的小说(决译者)直面非洲的语言问题!通过一群译者形象将创造非洲共

通语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演绎为可能的行动# 小说展现出整体系统的思考方式"平等对话的人际交往"教育启蒙模

式和阿尔玛对共同体的坚定信念等共同体诗学特征!为新时代的共同体话语建构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艾伊
,

奎
,

阿尔玛$(决译者)$非洲共通语$共同体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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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语言跟世界的关系常常是&美学和政治争论

的中心'

!

#这一点在非洲文学文化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也因此在非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当下的

非洲地方语言林立#却没有一种统一语言可供非洲

人彼此顺畅交流#哪怕是同一非洲国家内部的不同

族群之间#也往往不得不借用英语(法语等殖民语

言来实现跨族群的沟通% 但是#殖民语言摆脱不了

殖民文化的载体这一根本属性% 所以#在非洲人心

里#一直闪耀着对非洲共通语的憧憬% 来自非洲加

纳的著名作家艾伊
,

奎
,

阿尔玛 "5P'eYM'

5ILCE# (6$6)$的小说*决译者+"8,-C-2(1?+#($'"0

#-2#!#($$将这种憧憬演绎成可能的行动#为解决非

洲的语言问题(促进非洲共同体建构提供新的

动力%

一4非洲语言论争与对共通语的憧憬

统一的非洲语言是泛非主义的重要目标之

一#被看作建构非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6*6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和艺术家

大会的主题为&非洲黑人文化的统一'

"

#会上通

过的议案明确提出了有关非洲共通语的倡议#指

出自由(解放的黑非洲不应采用任何欧洲或其他

语言作为民族语#而应该委派一批语言学家打造

一种便于广泛使用的非洲语言#所有的非洲人除

了掌握当地方言#还将学习这一共同的民族

语言#

%

面对非洲复杂的语言使用现状#新创一门非

洲共通语显得遥不可及#非洲知识分子纷纷转而

探讨使用现成的本土语还是殖民语言这个问题%

(6"!年 "月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举办的非洲

英语作家大会"XEMQ&/GMIM/.M&G5GI'.C/ NI'>MIK

&Gd/?F'KE dJRIMKK'&/$进一步推动关于非洲作家

创作语言问题的讨论#阿契贝(索因卡和尚未出名

的恩古吉都参与了该会议% 会上的语言论争随着

尼日利亚留美学生瓦利":T'C-</YCNCF'$一年后

发表的*非洲文学的死胡同2+ "XEM]MC% d/% &G

5GI'.C/ 8'>MIC><IM2$一文而持续发酵$

% 瓦利认为

使用民族语言才是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批评当

时作为非洲最重要英语作家代表的阿契贝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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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

% 阿契贝在回应中指出非洲英语文学是

与新的民族国家相适应的产物#尼日利亚的英语

作品才能被看作有足够影响力的民族国家文学

"/C>'&/CFF'>MIC><IM$#其他用非洲本土语言写的作

品因影响面太小只能称之为&族裔文学' "M>E/'.

F'>MIC><IM$

"

% 肯尼亚的恩古吉在用英语写作成名

后#痛感自己的家人和同胞因不懂英语而无法了

解他的作品#转而用吉库尤语进行创作% 第六次

泛非大会"(613年 " 月$也在&关于文化的决议'

中指出#&为了使文化真正大众化#应当尽可能地

使用我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并提议&用非洲语

言作为书写文字和传播媒介来表达科学思想'

#

%

但是#以恩古吉为代表的本土语言选择者的困境

在于#讲本族语言的人数往往太少#这使得恩古吉

不得不将自己的作品用吉库尤语写后又翻译成英

语#无法绕开殖民语言的使用%

尽管大部分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实#但非

洲人对非洲共通语的憧憬从未停止% 与其他非洲

知识分子和作家相比#阿尔玛在创造非洲共通语

的问题上更乐观坚定% 尽管目前的现实令人沮

丧#但他坚信&用一门非洲语言向所有的非洲人

说话'这个目标是 &可直接感知并最终可实现

的'

$

% 他以苏联时期的语言使用政策为例#指出

苏联的每个民族既保留自己的语言#同时又共同

使用俄语#才形成了文化凝聚力和传播力% 因此#

作家这类语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是帮

助非洲走出语言困境#为非洲的统一创造出一门

像苏联时期的俄语那样的共通语言%

为何不直接将现成的使用最广的某种殖民语

言或本土语言推广为非洲共通语呢2 阿尔玛认为

使用殖民语言是让非洲人回到问题的起点#对解

决非洲语言问题毫无用处% 他提议在目前使用相

对广泛的斯瓦希里语等语言的基础上#吸收古埃

及语等富含非洲智慧的语言元素#改造出一门新

的便于快速推广的新语言% 阿尔玛反对把斯瓦希

里语直接推广为非洲共通语#是因为认为该语言

有两个瑕疵#其一是它作为一种贸易混合语吸收

了太多的阿拉伯语元素#其二是这会给本来就讲

斯瓦希里语的人带来事实上的优势而引发不公

平% 所以#他希望从承载着灿烂文明的古埃及语

以及当下的各种非洲语言中简化出&一套人人可

及的字母系统'% 阿尔玛的最新长篇小说*决译

者+正是他吹响广泛动员语言工作者投入创造非

洲共通语这项伟业的号角%

二4)决译者*的文本内外语境

*决译者+是阿尔玛第八部长篇小说#花了十

年才完成% 他在*决译者+正文前写了题为&与读

者的对话' "5Q&/OMIKC>'&/ Y'>E >EMZMC%MI$的前

言#简要说明自己创作此书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转

变% 他原本计划针对非洲以翻译谋生的人写一篇

讽刺小说% 可是#&主要人物开始成长#他们中一

些人开始将小说拉离讽刺轨道#而朝着更具沉思

色彩的方向发展% 开始时是一个#接着两个#直至

四个人物走上探究的道路#各自寻找下面这个问

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帮着改变社会现实而不只是

忍受它#情形会怎样2'

为了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推动社会变革#

阿尔玛不得不花更长的时间#在源远流长的非洲

历史中逡巡#努力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寻找线索%

他吸收的思想资源包括海地的安东尼
,

菲尔明

"5/>&/'/ f'IL'/$(美国的詹姆斯"[)H)_)[CLMK$

和威廉斯 "QEC/.MFF&IN'FF'CLK$(非洲的迪奥普

"QEM'0E 5/>C]'&R$和奥本嘉"XEM&RE'FM:TM/?C$

等研究非洲历史文化的先驱% 最终#他的答案以

*决译者+这本充满对话色彩的小说呈现出来%

&对于我的思考方式而言#小说提供了作者与读

者对话的可能性%'

阿尔玛创作*决译者+的心路历程可看作他

整个创作生涯的缩影% 他一生为非洲统一而奋

斗#但最开始的时候#他曾栽倒在美好理想和残酷

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里#创作的笔调较多灰暗和

讽刺#当他从非洲文化内部获得越来越多的疗愈

力量之后#他的创作日益积极乐观#重心转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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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 *决译者+展现出作者

强烈的使命感#小说中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

禀赋来促进非洲统一的主人公们正是阿尔玛精神

的化身%

为何要聚焦译者群体2 一方面#译者职业本

身可看作是非洲大部分国家被殖民状态的一个隐

喻% 译者转述别人的话#而不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殖民时期#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唯西方马首是瞻%

民族独立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上台的领导人通

过顺从西方来保障自己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 就

如同工作状态时的译者一样#非洲人整体上无法

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小说中#以纳芙特为代表的

觉醒的译者不满足于只当传声筒#那些在她看来

极其荒谬的讲话内容让她深感厌倦而产生拒绝翻

译的冲动#&那些词语进入我的意识中#它们生硬

粗暴#不受欢迎'% 她从服务对象(翻译内容的殖

民主义性质中照见了非洲精英们的尴尬处境!

&想要改变现状#却通过维持现状来挣钱%'

另一方面#在非洲#译者#尤其是常出入各类

高级别会议的本土译者#是最熟悉西方"新$殖民

主义运作机制和非洲内部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之

一% 他们替非洲不同国家之间的政客或高级别代

表传话#为非洲政客和西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

领导们相互传话#并帮助撰写会议决议的不同语

言版本% 各种会议本身的无意义促使部分译者反

思自己工作的价值#在工作中对现实问题的近距

离接触也有利于他们改变现状% 正如主人公朱蒂

所说#&作为笔译和口译者#我们正好见证了我们

社会被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们处于看清问题的

绝佳位置#可以努力寻找改善社会的方法'%

如何理解小说标题&XEMZMK&F<>'&/CI'MK'2 &IMK=

&F<>'&/CI'MK'是阿尔玛生造的新词#应该是由

IMK&F<>'&/"决议$和IMO&F<>'&/CI'MK"革命者$这两个

词融合而成#表达阿尔玛对从决议走向行动的革命

者的呼唤% 我们将标题译为&决译者'#意指见证了

无数决议被搁置而决心推动社会变革的译者群体%

阿尔玛的语言文化观使他想要充分发挥非洲

译者的高超语言禀赋#来承担整理和弘扬传统文

化精髓(助力非洲自我再教育的重任% 非洲译者

因多语种的生存环境#炼就极高的语言能力#往往

能讲多种欧洲语言和多种非洲语言% 小说中的主

人公朱蒂能做英语(法语(阿坎语(斯瓦希里语的

翻译#本嘉能做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古埃

及语(林加拉语(班图语的翻译% 阿尔玛借本嘉

"bM/?C$之口指出语言是&信息存储系统'#是&一

把万能钥匙'% 在他眼里#一门非洲共通语是&通

往非洲统一这扇巨门的钥匙'%

阿尔玛本人正是通过学习古埃及语(多种非

洲语言和相关文献#惊喜地了解到非洲文明悠久

的历史和高超的智慧#进而通过翻译或创作来普

及这些知识% 譬如#他与人合作#用英语和法语为

非洲儿童编写了一本古埃及文字的入门教材"Q#0

-"(415&,#%2)("E';#-2$#还将一首古埃及爱情诗翻

译成 (!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葡语 $种欧洲语

言#以及 6种非洲语言$

!

% 该译本前半部分是导

读#用 (! 种语言写成#后半部分则逐行翻译该爱

情诗#每页内容只有一行的原文及 (!种对应的译

文#有趣的内容(精心的排版为阅读者比较不同语

言间的异同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创造非洲共通语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工具%

在*决译者+中#阿尔玛通过不同的译者来演

绎自己的理想#下面将分析该作品中的译者形象

来展现阿尔玛如何建构非洲共通语和非洲命运共

同体#并展现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

三4对待译者困境的反思者和实用主

义者

小说采用一名出色的女译者纳芙特"BMGMI>$

的第一人称叙述% 纳芙特曾在本国外交部的语言

部门工作了三年#见证了无数高级别会议决议的

产生过程#并因此反思非洲译者职业的荒诞性#

&非洲人将一种欧洲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欧洲语

言#以便让其他非洲人能相互理解'% 她强烈渴

望改变现实#属于译者群体中的反思者和早期觉

醒者%

小说通过纳芙特和同行好友萨丽"DCF'$的对

话和互动来展现对非洲译者的困境与出路的思

考% 纳芙特向萨丽指出非洲译者的痛苦起源!想

要购买奴隶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因为语言障碍而

无法达成目的#于是他们将海滩边的非洲人绑架

或哄骗上船#带到欧洲教会他们欧洲语言#然后再

带回非洲#为殖民者与非洲本地权贵之间的交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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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翻译% 在纳芙特眼里#现在的非洲译者和最初

服务于奴隶贸易的译者在功能上并没有本质区

别#都是在帮助交易双方将西方在非洲的全球化

活动粉饰为&博爱而非掠夺'% 因此#她对翻译工

作越来越有负罪感和抵触情绪#觉得这样持续走

下去等于主动延续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伤害% 她还

将这种困境推及所有非洲精英#认为他们&一直

使用殖民语言使得非洲社会持续分裂'% 她进而

意识到#只有非洲走向统一#才可能摆脱自己意识

到的非洲译者的伦理困境% 相应地#她对泛非主

义&统一非洲'的理念满怀期待% 但是#在泛非会

议上当翻译的经历让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觉得

来自海内外的代表们飞来&表达非洲必须统一的

豪言壮语#然后飞回去#一切照旧% 这真是昂贵的

表达常识的方式'%

面对纳芙特的痛苦感受#萨丽以实用主义心

态劝她活在当下#&在工作时封存自己的情感和

思想'#&面对唯一不得不做的事情!谋生% 即便

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孩子'#不要天真地&想

把打非洲统一牌的玩家转变为谋划未来的正经

人'% 萨丽的这种态度与她对译者的定位不无关

系% 她认为译者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拒绝为信息

内容承担伦理责任#也因此免受伦理的困扰% 她

清晰阐述了自己和纳芙特的区别#指出她的实用

主义的另一个心理根源是摆脱创伤!&我们之间

的不同在于你将当下所见和未来的梦想相比较#

而我将每件事情和过去的噩梦相比较% 我希望将

噩梦留在过去% 我不仅看见了它#听闻了它#而且

亲身经历了它% 我庆幸自己挺过来了% 所以#我

紧盯着现实#不让自己眨眼%'萨丽的话传递出非

洲实用主义者的典型心态!生存问题远比语言这

类精神问题更重要% 殖民统治下的创伤如噩梦缠

绕#只要当下境遇稍加改善#能帮自己摆脱噩梦过

往#现实就变得容易接受了%

与萨丽通过专注个体和当下生活来忘掉创伤

不同#纳芙特的眼光面向集体和未来#想要防止历

史悲剧戴着不同的面具重新上演#尤其警惕自己

成为悲剧重演的参与者或者帮凶% 纳芙特虽然有

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无法只求独善其身% 正如

她自己所说#&我无法不在思考我是谁的同时想

到我们是谁'#&无法将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思

考% 毕竟那才是真正的人性'% 所以#纳芙特看

到的是非洲统一(人人幸福这一社会梦想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而萨丽看到的是操作层面的&不切

实际'(生活的紧迫性和生命的短暂性%

纳芙特和萨丽对译者困境的心态看似矛盾#

那她们友谊的根基何在呢2 萨丽和纳芙特一样洞

察非洲译者职业本身的以及从职业中窥见的现实

的荒诞性#只是努力找理由为自己编织一个保护

硬壳#防止这些黑暗侵蚀自己% 纳芙特看到了萨

丽保护壳下的脆弱!&她决意不让任何事情击倒

自己% 但某种东西告诉我她是消沉的#和我一样

消沉#只是她不愿承认罢了%'正因为这种内在的

深度理解和外在的风格互补#她们两人可以相互

支撑(相互促进% 在思想上#纳芙特帮助萨丽进一

步直面现实#对译者所面临的问题保持警醒% 在

行动上#纳芙特的面向未来常因巨大的挑战和焦

虑而影响到当下的行动效率#有时不免陷入抑郁

和无助中% 此时#面向当下的萨丽能够拽着纳芙

特快速解决现实中的迫切需求#以维持生活的正

常运转% 她们俩不仅展现出非洲译者如何通过互

助而超越现实的种种荒诞#同时也表明只有将过

去(现在与未来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真正改变

译者的困境%

四4共同体开路人与使命的传递

纳芙特是仍处于迷茫中的早期觉醒者#觉醒

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担忧和想参与

改变现实的强烈渴望#迷茫于找不到摆脱困境的

出路#因此需要开路人的进一步引导% 小说中扮

演开路人的角色是纳芙特的男性同行朱蒂以及与

朱蒂亦师亦友的本嘉%

本嘉在小说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他和

朱蒂的父亲属于同一代人#两人的合作演绎是阿

尔玛渴望的谢克3安塔3迪奥普和恩克鲁玛相遇

的美好可能% 阿尔玛哀叹迪奥普和恩克鲁玛在有

生之年未能相遇相知#否则历史可能改写!

% 迪

奥普是推动非洲文化统一的杰出学者(思想者#恩

克鲁玛则是促进非洲政治统一的行动者#他们两

个如合作则可形成阿尔玛眼中的完美的&心脑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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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邹涛!*决译者+中的非洲译者形象与非洲共通语建构

同'"EMCI>=C/%=L'/% KP/MI?P$

!

% 在*决译者+中#

本嘉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领域的大学教授#他在研

究的过程中发现欧洲人以古希腊罗马为文化源

头#而古希腊人却不断描述比他们更古老的古埃

及#这促使他转而研究古埃及文字以及历史%

也许是弥补因恩克鲁玛和迪奥普所代表的政

治家和知识分子未能合力而带来的巨大遗憾#阿

尔玛在小说中让朱蒂父亲主动邀约本嘉结伴同

行#展现出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以引导当今社

会% 朱蒂父亲卢蒙巴的现实原型是阿尔玛非常敬

重的非洲民族解放英雄)))刚果"布$ "原扎伊

尔$首任民选总理帕特里斯
,

埃梅里
,

卢蒙巴#

而本嘉可能对应的是刚果"布$的著名非洲历史

学家泰奥菲尔
,

奥本嘉"XEM&RE'FM:TM/?C$% 卢

蒙巴总理在 !# 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反抗西方霸权

而惨遭暗杀#给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阿尔玛

异常沉痛的打击#迫使阿尔玛认清了西方民主的

虚伪本质% 小说中的朱蒂父亲处处有着卢蒙巴总

理的影子#他是信奉泛非主义的刚果政治家#&创

立社会运动结束了欧洲在刚果的殖民统治'#并

邀请本嘉来为党员积极分子组织非洲历史的讲习

班#进而激发出他们探究古埃及的浓厚兴趣% 在

本嘉眼里#朱蒂父亲是一个&觉醒者'#&思考的总

是非洲#而非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族群% 思考

着非洲如何共同崛起'%

阿尔玛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非洲共同

体奋斗的领袖被西方势力暗杀后#如何激励后人

继续未竟的事业2 本嘉在这个小说中的角色正是

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存在的% 他是革命先烈和后继

者之间的桥梁#因学者的智慧而成为同辈政治家

的智囊#在同辈政治领袖牺牲后#又承担起培育领

袖后代和更多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责任% 在小说

中#本嘉帮助朱蒂走出丧父的心理阴影#陪伴他不

断成长% 朱蒂曾憎恨父亲早早离世#感觉自己被

他抛弃了#而且#他觉得做坏事的人才会被杀% 本

嘉向朱蒂解释了其父所做事情的意义#使他明白

父亲&是一个想要为所有孩子设计美好明天'的

可爱之人#而他的对手们只想为自己的孩子(为自

己的小团体谋取最大利益% 这逐渐使得他&每想

到父亲的工作时就全身感到温暖'#觉得自己如

果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就可以真正地靠近父亲#

就是哀悼父亲的最好方式%

本嘉不只是朱蒂的人生导师#对纳芙特(纳芙

特幼小的儿子(萨丽以及众多对参与社会变革持

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 他通过

回答他们的疑问或者批驳他们受殖民主义影响而

产生的错误观念#来指引他们前进的正确方向#激

发他们参与变革社会的内在动力%

当译者们认为创造一门非洲共通语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时#本嘉指出这种观念里潜藏的殖民

思想烙印!&如果一个非洲人相信非洲从没发展

出一种共通语言和文字系统#从未发展出科学技

术#那么他,她尚处于睡梦中#处于被基督教(伊斯

兰教或者欧洲优越论思想麻醉的状态中%'他进

而指出#在民族独立的时候#正是殖民主义的精神

催眠术使非洲国家领导人依然选择殖民者的语言

和管理系统#认为&非洲没有可供利用的社会组

织和语言'%

在本嘉和朱蒂看来#创造非洲共通语分三步

走% 第一步是在已有的非洲古代与现代语言中寻

找共核的东西#从中创造出&一套理性的(便利的

字母',第二步是基于这套字母#从古代语言中选

出&最悦耳(最合理的词汇#恢复它们的活力'#其

基本目标是从源头性的古埃及语出发来建立一千

个单词的基本词汇表,第三步是结合当下的生活

语言素材创造出非洲共通语的体系% 譬如#在词

汇层面#将那进入最后名单的古代基本词汇和当

下的非洲语言词汇比较#&一旦发现相匹配的#就

优先选出来#以增强熟悉度'%

当译者们感觉目前参加讨论的人数太少#应

把学术圈的人包括进来时#本嘉指出!&一个大的

学术会议会成为官僚们永无休止的舞蹈% 我们此

时此刻聚焦一两个问题#并确定解决方案% 其他

人可以后面加进来% 一旦我们开始工作#其他人

来的时候就有东西展示给他们了%'

本嘉和朱蒂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开路#形成了

一个共同体的能量场#让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倾

听(反思(觉醒%

五4从觉醒到共通语行动者联盟

朱蒂在积极而耐心地寻求志同道合者的过程

中惊喜地发现了纳芙特#两人由此建立了传播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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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新节点% 朱蒂的名字 [MYE>P本意是测量员

"XEMHMCK<IMI$#往往用来指掌管记忆(时间(质

和量等知识文化的神灵#可以泛指识字能力和文

化!

% 该名和他致力于创造非洲共通语来实现非

洲文化复兴的使命相契合%

当一群口译者目睹上台发言的总统说着蹩脚

的英语闹出难堪的笑话时#萨丽(纳芙特和朱蒂的

不同反应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 萨丽感受

到的是搞笑式的闹剧#忍不住在口译亭里笑出了

声,纳芙特则从作为发言者的总统的尴尬中照见

了自己的困境(非洲的困境#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剧

感#忍不住伤心流泪,朱蒂则非常冷静#在萨丽爆

发出笑声之前及时关闭了口译亭的麦克风#防止

了尴尬局面的恶化% 当萨丽问纳芙特为何落泪

时#朱蒂替纳芙特答道!&我想#她难过不是因为

某个人说的英语太糟糕% 难过之处在于#我们使

用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这些语言过去常用

来虐待我们#有时用来表达对我们的极端仇恨%

想想忍受了某些人数百年的虐待#最终却通过抛

弃我们自己的语言(拥抱他们的语言来向他们致

敬% 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我们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 我们必须承认这让人沮丧%'朱蒂如此

清晰地表达出纳芙特心中的痛苦#使萨丽动容%

萨丽急切追问朱蒂有何具体解决方案#她的追问

标志着直面问题的开始#标志着萨丽也开始朝觉

醒者的方向迈进%

朱蒂向萨丽和纳芙特提供的方案是!在以翻

译为谋生手段的同时#充分利用余暇时间来&设

计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 在朱蒂看来#非洲统

一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工程师可以为连

接非洲大陆的道路而工作#经济学家可以设计一

种非洲通用货币#我们则设计出非洲共通语%'萨

丽尽管觉得这样的方案&大得不切实际'#但是却

前来参加了相关讨论会%

朱蒂超越历史创伤和当下现实困难的能力对

纳芙特和萨丽都有疗愈作用% 朱蒂在幼年时因父

亲被人谋害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但他长大

后却保持追求社会理想的坚韧与热情% 纳芙特从

朱蒂身上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朱蒂比我更有理

由被深深影响当下的历史罪恶压垮% 然而#他冷

静地接受了现实#坚定地(安静地创造未来#忙得

没有时间焦虑%'朱蒂觉察到纳芙特和他一样在

寻找改变现实的方式#向她发出深情的邀约!&我

看到了你#探索路上的伙伴%'培养和寻找共同改

变社会的同道中人是阿尔玛写作的重要目标#他

自述道!&我已经习惯做一个不断等待的探索者#

等着联系上其他探索者#共同来做我相信的事

业%'他通过不断地塑造理想的人物以&不让绝望

侵蚀自己对追寻目标的记忆'#并且&防止生活毁

掉我们连接的能力'

"

%

萨丽这个角色最深刻反映了阿尔玛对译者的

整体态度从讽刺到理解的过程% 在朱蒂和本嘉一

起动员译者们创造非洲共通语的小会议上#萨丽

坦率而尖锐地提出诸多挑战#而朱蒂和本嘉一一

耐心回应% 萨丽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超越个人创伤

的方法!&我听到了本嘉和朱蒂的声音% 他们说#

如果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不必抛弃历史而纠

结于近期所受的伤害% 这很有道理% 我个人生活

中的可怕记忆仍颇有影响#但是还有如此多更有

意义的其他事情%'

萨丽从质疑转向接受创造非洲共通语这一

神圣使命#在别的译者提出非洲共通语会剥夺

译者的工作机会时#主动宽慰他们工作机会不

减反增#理由是各类学校需要译者将大量的阅

读材料翻译为非洲共通语#而且在和世界交流

时#需要将非洲共通语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

萨丽进一步提议大家可从不同的当代非洲语言

中寻找共核词汇开始#这使大家从尚未学习古

埃及语言的畏难情绪中脱离出来#真正启动非

洲共通语言的创造过程%

阿尔玛对萨丽转变过程的细腻呈现#使她成

为该小说中刻画得最为丰满的人物% 萨丽代表所

有饱受历史创伤但依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非洲

人#是阿尔玛特别想唤醒为行动者联盟的主体%

萨丽的姓 &eC' 来自古埃及#意思是 &精神'

"KR'I'>$#正有传承古埃及以来的非洲精神之意%

结语

阿尔玛的*决译者+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共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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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邹涛!*决译者+中的非洲译者形象与非洲共通语建构

体诗学策略% 首先#在主题上#他表达了统一的文

字和语言是建构非洲共同体之精神钥匙这一坚定

信念#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通过人物演绎了建设非

洲共通语的具体操作步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

意义% 其次#在视野上#小说通过各种会议发言与

讨论将经济(政治(教育等诸多非洲发展的核心问

题揭示出来#充分展现出各方观点和利益立场#体

现出阿尔玛思考问题的整体观(系统观% 再次#在

人物设置上#他注重的是人物如何在互动关系中

成长#并逐渐形成共同体奋斗的坚固同盟#展现非

洲集体主义精神的底色!

% 最后#他采用对话体

展开情节#让觉醒者(先行者精彩回应针对非洲共

通语这项艰巨任务的各种质疑#设计各种不同场

合针对不同层次的人反复传达洞见#使更多人不

断加入觉醒者的队伍#形成行动者联盟% 发问者

包括译者(学者(文化程度低的人甚至小孩#觉醒

者都以一种发问者能懂的方式回答% 这是一种面

向大众的启蒙文学方式% 这种平等对话以及反复

言说主旨的交流模式吸取了非洲的口头和即兴表

演艺术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展现出一个可

与雅斯贝尔斯倡导的在平等对话中点亮心灵的教

育理念"相媲美的非洲版本%

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将文化寻根(创伤治疗(

未来构想融为一体% 相较于身处西方的作家如石

黑一雄和古尔纳的&往事不堪回首'模式的记忆

书写#

(乔纳森
,

萨弗兰
,

福厄消解共情的解构

式书写$

#*决译者+努力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光

明(寻找超越创伤的良药(呼唤和肯定共情的能

力% *决译者+的意义#不只是启蒙非洲民众#更

可用于唤醒所有被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教育

所蒙蔽的知识分子% 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对于

我们建构共同体话语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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