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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诗语

在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术教室里，一堂

剪纸课正悄然进行着。教师毛纯此时正被学生们

团团围住，他们交流的方式很简单，手语、眼神和

微笑，教室里安静得只有刻刀发出的摩擦声。和

他的学生一样，毛纯也是一名听障者。

38 年前，年仅 10 岁的毛纯也是这里的学

生。命运像极了一个充满耦合的剧本。多年以

后，昔日的学生再次归来，在这个熟悉的校园里

开启了他的教师生涯。那个曾经被人托举的孩

子，如今也成为一群孩子的“托举者”，在这个无

声的世界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特校学子到特校教师
童年时期的毛纯是不幸的。因为一场医疗事

故，毛纯的世界陷入了沉寂。不仅如此，他还患有

腿疾，境遇更加艰难。但毛纯又是幸运的。1986

年，丽水地区聋哑学校（现为丽水市特殊教育学

校）来遂昌招生，毛纯考了第一名，顺利入学，改变

命运的伏笔就此埋下。

在聋哑学校学习生活的8年间，毛纯收获了许

多真挚而无私的爱。由于腿疾，毛纯经常摔倒，爬

楼梯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班主任叶晓华总是扶

着他上下楼，呵护着他走过一年又一年。在学习

绘画期间，启蒙教师余官方自费为他购买宣纸与

毛笔。随着年龄增长，毛纯的自卑情绪也在悄然

蔓延。新来的班主任刘菊琼用海伦·凯勒的故事

在他心里种下了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在教师

们的鼓励下，毛纯越发用功。一次，毛纯因为专注

于绘画而错过了晚饭时间，刘菊琼揣着自家热腾

腾的饭菜出现在教室门口。

1994年，因为丽水当时还未开设聋人高中，

初中毕业后的毛纯只能回乡，做起了裁缝的营

生。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再次改写了毛纯的命运。

刘菊琼深知毛纯对升学的渴望，四处奔波，终于为

他争取到入读宁波市聋哑学校（现为宁波市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的机会。就学期间，毛纯还收到过

刘菊琼的另一封信。“信里夹着50块钱，刘老师希

望我能考上大学。”30年后，提起那封信，毛纯依然

十分动容。

1999年，毛纯考入长春大学国画专业，成为丽

水市第一个聋人大学生。毕业后，他怀揣着对教

育的深情与反哺之心，回到母校任教。如今，他已

经教出了数十名大学本科生，其中光长春大学就

有10名，毛纯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特殊学生心思细腻敏感，同样渴望被爱和被

尊重。相同的成长经历让毛纯更容易与学生们共

情，“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与他们默契地理解彼

此”。毛纯会悉心开导每一名迷茫的学生，会带学

生吃晚饭，会自掏腰包给学生买绘画材料……他

把自己曾经收获的爱重新投注到了学生们的身

上，鼓励着他们勇敢前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到。”这是毛纯最常

告诉学生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毛纯不仅擅长绘画，也热爱摄影，他在学校开

设了摄影兴趣课。

每次上摄影课，毛纯发现学生付玲玲总会第

一时间去“抢”单反相机。经过了解，毛纯得知付

玲玲的家境并不富裕，她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

无助和茫然，而摄影是她当下的兴趣所在。毛纯

心想：或许摄影能为她带来不同的人生机遇。于

是，他把自己的相机借给付玲玲，并常在课余时间

耐心指导她，希望她能在摄影上找回自信和快乐。

在一次校运动会上，付玲玲负责拍照。当跳远

运动员落入沙坑，溅起细沙；当跳高运动员飞身跃

过横杆，稳稳落地；当铅球运动员甩动双臂，在空中

留下完美的抛物线……看着这些被定格的生动瞬

间，毛纯竖起大拇指。很快，付玲玲的摄影作品陆

续获得多个省市级奖项，还入围了国际聋人摄影

展。付玲玲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聋人获奖者。

在毛纯的影响下，许多听障学生在走出校园

后，也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几个月前，曾经的学生

李光武给毛纯发了一张“提车”照——画面中，他

手捧鲜花，笑容满面地站在崭新的汽车旁。李光

武在义乌创业，时常会和毛纯分享事业上的小成

就。更让毛纯骄傲的是，这个20多岁的小伙已经

能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招聘的员工同为

听障人士。

从教20多年，有一帧画面一直刻在毛纯的脑

中：那一天，他走进教室，看见黑板上写着——

“祝毛老师生日快乐！”学生们纷纷起身用手语

“唱”起了生日歌，还把精心准备好的礼物堆在他

的面前……

传
播
中
国

﹃
译
﹄
往
情
深

辛
红
娟
：

做无声世界里的“托举者”

□本报记者 童抒雯

“弗罗多还活着，却落入了大敌之手。”

当电脑屏幕上出现这一行字时，作为《魔戒》

第二部《黑白双塔》的译者，宁波大学教师辛

红娟的“魔戒”之旅也画下了句点。100万余

字的原著，耗时两年多，一场“苦役”终于结

束了。“原本打算把《魔戒》作为我的封笔之

作，毕竟太累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辛

红娟清楚，只要碰到心仪的作品，她还是会

忍不住地“手痒”。这是一位译者的自觉和

渴望。

今年3月，中国翻译协会首次在“资深翻

译家”荣誉称号下新设“优秀中青年翻译工

作者”荣誉称号，辛红娟成为首批获奖者。

从业30年，师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让辛红娟

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讲台上的她激情洋

溢，在身体力行中，用专业全力托举学生；书

桌前的她细致冷静，在字句的爬梳中，用语

言架起连接世界的桥梁。

文学的摆渡人
在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笔

下，每一个写作的女性都需要“一间属于自

己的房间”。初见辛红娟的书房，目之所

及，最多的就是书。书架上和书桌上，层层

叠叠地垒着各种书籍，“主打一个随手就能

摸到书”。

译者常常被视作文学界的苦力，长时间

的伏案写作更是辛红娟的工作常态。如此

看来，她的世界似乎很小，小到只有眼前的

一方书桌，但更多时候，她的世界很大，借助

翻译，她得以在多重宇宙间畅游。辛红娟的

翻译之路是从翻译《绿林侠客罗宾汉》开始

的。因为中英文底子好，大学一毕业辛红娟

就跟着她的老师路旦俊一起合作翻译。

一篇好的译文，句子结构、人称使用、词

语搭配……都是需要考量的细节。“新手”出

道，热腾腾的手稿交上去，收回来的常常是

修改后的“满篇红”。但也因为这份严苛，辛

红娟对翻译工作的理解更深了，“路老师让

我知道翻译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来不得一

点马虎”。

都说翻译之路如同登山，过程中付出的

心力往往会在字里行间留下印记。翻译《毛

姆短篇小说选》时，为了尽可能地“还原语

感”，辛红娟查阅了大量与原作者相关的资

料，“毛姆曾是名医生，所以他的文笔就像手

术刀一样干净利落”。于是，她把自己的笔

变成了“手术刀”。翻译《魔戒》时，她让自己

沉浸在中世纪的魔幻世界里，品尝着故事里

的欢喜与悲伤、胜利与失败……“把自己藏

起来”是辛红娟作为译者的一贯坚持。在她

看来，文学翻译是一门需要克制的艺术，“译

者需要译出眼泪，也要译出笑声，但就是不

能剥夺读者体会悲欢离合的权利”。

在辛红娟的所有译作中，《寂静的春天》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第一次听说这本书还

是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着讲着就哭了。那

是我第一次产生了环保忧患的意识。”辛红

娟回忆道。2015年，机缘巧合之下，辛红娟

收到了出版社再译《寂静的春天》的邀请，于

是她爽快应下。作为一本科普读物，《寂静

的春天》中涉及许多有关生物、化学、海洋等

的专业知识和概念。为了打破专业壁垒，两

年间，她不停地往返于书本和现实之间，翻

阅文献、请教专家、核实数据……说起这股

子韧劲，辛红娟的想法很简单，“我一直记得

自己在读完这本书时的震撼和愤怒，我觉得

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向更多的人宣传环保”。

到了交稿那一天，正值阳春三月，校园

里的树木吐出新芽，辛红娟看着眼前的景

色，种种情绪涌上心头。2018年，《寂静的春

天》入选教育部蓝色经典文学丛书，同时也

被选为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从业30

年，辛红娟已经出版了文学、文化译作近20

部，其中既有《儿子与情人》《毛姆短篇小说

选》《魔戒》等经典文学作品复译，又有《人们

都叫我动物》《播火者》等文学著述的国内首

译，总承译近400万字。

为学生点亮人生之灯
对于辛红娟来说，成为教师实属意外。

辛红娟是江苏徐州人。当时的徐州地

处中欧铁路运输的枢纽。一列列火车穿城

而过，不仅留下了满城的烟火生机，更在辛

红娟的童年记忆里种下了“看世界”的种

子，“那会就想长大了当国际列车上的翻

译”。1994年，辛红娟从长沙铁道学院（现

为中南大学）外语系毕业。一次拜访改变

了她的人生。

大学毕业前夕，辛红娟拿着毕业论文找

到了论文指导教师钟良明。“钟老师穿着一

双黑布鞋，家里十分简朴，但谈及教育，他

的声音满是笃定和幸福。”多年过去了，辛红

娟始终记得这位老教师当时的教诲，“做老

师可能一辈子都不显达，但这是一份点灯的

工作，改变的是别人的人生”。或许是无心

插柳，辛红娟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决定

留校从教。

2015年，辛红娟来到宁波大学，主要研

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典籍译介与传

播方向。她一直践行着“口译与笔译并重，

理论与实践兼善”的人才培养理念。相较于

书桌前的安静内敛，讲台上的辛红娟仿佛变

了个人，只要是和专业相关的话题，她总有

取之不尽的素材，“我的翻译教学得益于我

的翻译实践，很多课堂上的例子都源自我的

译本，学生们也会觉得亲切，投入感就会

强”。她将自己的翻译经历“揉”进课堂，带

着学生们一起在翻译世界里“打怪”；她也鼓

励学生们挑战权威，经常拿着自己的译品满

课堂地寻找“对手”，一旦碰到更好的翻译，

她更是如获至宝，“翻译没有止境，如果我的

学生译得比我好，那才让人高兴”。

辛红娟是个大忙人，一天的行程计划常

常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对学生，她从不

吝啬。学生小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摆

烂”的大学生活会因为一通电话而彻底“翻

转”。一次，小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辛红

娟求助翻译问题，没想到却等来了辛红娟

的一通电话。“辛老师不仅解答了我的困

惑，还从英汉语言对比一直聊到了我的未

来规划，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一场看似

随意的师生交流，犹如投石入湖，在少年的

心间荡开了涟漪。

毕业生孟佳蓉笑称自己是个“慢性子”，

“感觉自己学什么都比别人慢，但辛老师给

足了我耐心”。大到框架、逻辑，小到用词、

标点，每次作业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辛红

娟的反馈，“辛老师会带着我一遍遍地修改，

最多的时候改了二十几稿”。即使学生们已

经毕业了，辛红娟还是会止不住地牵挂，“无

论他们啥时候遇到困难，我都得管着他们”。

“对学生给予足够的关心和尊重”是辛

红娟从她的导师张柏然身上感受到的。辛

红娟回忆，整个读博期间，她和导师往来的

邮件不下400封。如今，她也学着导师曾经

的模样，将这份耐心和温暖传递给学生。

传播中国好声音
在幼儿园开设“阳明文化”课堂，通过支

教向山区学生讲述浙东红色故事，面向来华

留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外文宣讲活动……

在宁波大学的校园里，“浙东红色文化传播

团”一直活跃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路上。去年

10月，传播团凭借《浙东文化为什么这样

红？——以“唐风 宋韵 明心 铸根”为核心

探寻浙东红色基因 讲好浙东红色故事》这

一作品获得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道的全

国一等奖。

传播团的故事是当下年轻一代发出中

国好声音的一个注脚。辛红娟是幕后的推

动者，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人。“我刚开始做

翻译时，赶上国家改革开放，当时最主要的

任务就是翻译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理

念。”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辛红娟感到

时代的风向变了，“国际社会迫切地想知道

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密码，也比过去更需要

倾听中国的声音”。

把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介出去，是

她对时代的回应。《老湘雅的故事》是辛红娟

团队翻译的第一本汉译英译作。得益于翻

译，一段曾经发生在老湘雅医院里的中美友

谊故事终于被更多人看见。事实上，辛红娟

早在读博期间就将研究目光聚焦在《道德

经》的英译上。调任宁波大学后，她带着学

生们成立“外文宣讲团”，鼓励他们抓住出国

游学、交换和孔子学院志愿服务等机会，尽

可能地为中华文化发声。

如何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精准传播中

国好声音成了辛红娟当下的新课题。讲好

中国故事，一要有人。辛红娟的翻译团队里

既有本科生、硕士生，也有博士生。只要学

生有兴趣有热情，她都愿意将其“招至麾

下”，“学生身上有着无穷的潜力，我要做的

就是让兴趣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二要有

方法。用漫画辅助文字，诠释古典文化是辛

红娟在中华经典外译上的新尝试，“翻译的

过程不只是将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而

是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经典的优秀作品

是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阅读经

历的译者重新面对和诠释的”。

起初，这是一场由文字开启的旅程。从

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

言，译者们传递着新的思想、新的世界。在

辛红娟翻译的魔幻世界里，弗罗多和他的盟

友最终摧毁了魔戒，完成了他的使命；在现

实生活中，辛红娟同样有着自己的使命，那

就是引领着学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更多

属于中国的好声音”。

毛纯带领学生外出写生 （受访者供图）

辛红娟为波兰雅盖隆大学的学生们讲解中国文化 （受访者供图）

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毛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