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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出国定居服务受理中心

她的故事
「一点五代」华裔刘绮君女士谈

华文文学翻译经验

由刘绮君女士和华府华文作家协会会
长王志荣牵头，美国马州乐龄会和华府作协
分别在 2021年二月和五月主办两次中英文
双语和老中青三代云端论坛---「农历新年
说故事庆春节」和「亚太裔传统月亚裔美国
人的危机与转机－来自亚裔的心声」。通过
两次活动，我认识了绮君女士，非常欣赏她
策划组织活动的魄力和自信，尤其喜欢她那
一口流利地道的英文和溫柔舒缓的中文，那
份拥有东西方文化传统及学识所散发出的
从容优雅和知性之美。

今日，也是六月节，亦称六月独立日，自
由日或解放日，第一次庆祝纪念美国废除奴
隶制的全国性联邦法定节日。华府作协云
端艺文讲座有幸邀请绮君女士分享她的「华
文文学翻译经验」，她分享自己「为什麼要做
翻译」以及「为什麼喜欢散文」。早年在史密
斯女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英法比较文学，
曾在大三时回到台北一年，在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国语中心学习中文，她非常喜欢《文言
文入门》和《古文观止》，这也为她打下更深
厚的中文基础。之后她又在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室攻读英法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

翻译和散文
八十年代，她替中

国笔会将著名作家琦君
的两篇散文〈毛衣〉和
〈一对金手镯〉翻译成英
文，被收录在 2000年九
歌文库的《琦君散文选
中英对照》。中国文学
已故著名评论家夏志清
认为，琦君的散文是可
以传世的，「琦君的小品
散文在平实朴素中具见
人情之真切，充分表达
中国传统溫柔敦厚的特
色」。绮君说自己的名
字和作家琦君只有一子
之差，翻译其作品真是

缘分。
她还提到九十年代翻译过韩秀老师的

散文〈楼上楼下〉。韩老师是作协前会长，多
年来为作协学员授课，发表了四十多部书
籍。这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缘分。她说，
「早期翻译是很难，很花时间的。现在虽有
谷歌，但是翻译得不完全到位，还是需要自
己加工」。「对一个字都要精打细敲，看汉字
部首，数笔画，查字典，找定义，选恰好的字
词。」她一直在学习，她深爱中文文字和文
学，深深体会到这门语言的美妙。她很喜欢
查理曼大帝的引述，「拥有另一种语言就是
拥有第二个灵魂」。她给大家推荐目前两位
优 秀 翻 译 家 Howard Goldblatt 和 John
Balcom。

绮君女士说琦君的散文是一种怀旧，
「对过往的一种多愁善感或一廂情愿的渴
望，对与个人有幸福交接的一段时空的追
忆」，是一种把思绪转化成文字的尝试。「个
人化的一篇文章，通常用第一人称来书写，
通过敘述者的个人经历把镜头聚焦在一个
主题，始终基于真实的个人经历。」未来，她

还想把一些像三毛，席慕容等女作家有关
「我为什麼要写作」诸篇她早期收集的文章
整理出来，并翻译成英文。如果有人对散文
感兴趣，她也推荐大家去读读美国作家
Phillip Lopate发表的两本相关著作。同时她
还请听眾分享自己对散文创作和翻译的心
得。这引起观眾强烈共鸣，龚则韫老师和在
哈佛大学的张凤老师也表达同感并分享个
人的看法和建议。

绮君的父母是河南南阳人，早期流亡学
生，1949年 10月徒步流离到中越边界的法
属殖民地，经过四年辗转到台湾。她在台湾
出生，六岁时从台湾移民美国东部定居。说
到父辈们早期的艰辛，她忍不住动容。绮君
女士还将讲述她几十年来为保存父母的生
活故事所做的努力，包括2019年9月在联经
出版社出版一本母亲王临冬的难民学生回
忆录《回首流亡路－一九四九外一章》，以及
一些其它散文的英文翻译。

「一点零代」和「一点五代」
她解释到成年以后移民到美国的称为

「一点零代」（1.0代）。从小未成年随父母来
美国的称为「一点五代」（1.5代）。而在美国
出生长大的称为「二点零代」（2.0代），依次
为三点零、四点零代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如此的定义，用的恰到好处，不禁点头赞
许。通过自己在美国的成长经验以及从父
辈们身上学到的传统价值，她深为自己拥有
华裔背景而骄傲，她自诩自己是一个「大头
菜」（內黃外黃）而非「香蕉」（外黃內白）。看
到当下复杂大环境，年轻一代华裔的困惑、
沮丧，甚至自卑，她忧心忡忡。她想分享自
己的故事，她希望为年轻一代做一个桥梁，
树立一个模范榜样。

我想「一点零代」的共性大致为中文是
母语，英文水平有限，根据教育和职业等个
人背景参差不齐，相对较难融入美国文化。
而这一代的背景也相应来说较为复杂，有来
自台湾、大陆和香港等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华

人。有上个世纪老一代移民，为了生存，为
了适应，为了下一代，可以说历经千难万
苦。有本世纪初移民的中生代，他们也在打
拼和奋斗，但与早期移民相比，也有更多的
资源，适应和融入主流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所受的艰辛不可同日而语。而近几年来
的新生代移民，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更富
足，享有更加多的资源，也可以算是特别群
体。

从小随父母来美国的「一点五代」，他/她
们通常以英文为母语，对中文语言和文化传
统的认知程度也各有千秋。因沒有语言障
碍，从小在美国获得教育，更多地融入美国
主流社会，从事更广泛的职业选择。像绮君
女士这样优秀的「一点五代」和一些「一点零
代」美籍华人在美国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
领域等各个行业，或凤毛麟角或比比皆是，
或名人或普通人，她们为华裔做出优秀的榜
样，是可敬可佩的。上世纪她从美国到台湾
时，深感文化震惊，而我 2000年移民来美国
的「一点零代」也有类似文化震撼。这个世
界变化太快！

今天听了这个讲座，尤其感到，无论是
从写作和翻译的角度出发，还是自己的职业
规划和人生发展，还是肩负培养下一代义不
容辞的职责，我们「第一代」和「第一点五代」
联手合作，扬长避短，互动交流学习，发挥彼
此专长，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主流是
上上策。在座的都有切身感受，当然这也困
难重重。这不仅涉及语言、文化和肤色，更
涉及到历史、宗教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沒
有回头路，只能迎难而上。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二十年、三十年，更
别说一百年，但是绮君女士带动我们去思
考，去行动。对未来的憧憬和美好希望难道
不是所有时代和世代人类共同的心声和愿
望吗？一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我
脑海也浮现伟大之河密西西比……

高霞 2021年6月19日

演讲时间:
2021年7月11日(周日），
下午2:00 –4:00
演讲标题：
《八阵图 — 杜甫》

演讲嘉宾：
华府诗友社前社长 许翼云

主办单位：
华府诗友社

Zoom ID：
938 2617 0309
联系方式：
韩 辉 huihan4@gmail.com；
陈艺虹 240-381-4379

yihongchen2013@gmail.com；
雷俊毅 484-683-1313 jlei0221@icloud.

com
注冊表 免费，注冊号作为抽奖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Z0zNcL-
gte9Xv8YjseOFzC7dwRMPvvUKiXRbge6yDc/
edit

演讲提要
应诗友们的恳切要求，华府诗友社再次

特邀了诗社前社长许翼云先生分享他学习
阅读杜甫的《八阵图》一诗的心得体会。此
诗短短20字，含义甚丰。作者结合本人两访
白帝城及泊舟于城下石滩上的经历，探讨杜
甫在白帝城凭吊过孔明所摆八阵图之后创
作此诗的背景，愿与诗友分享访古的心情。
欢迎爱好中国古典诗的朋友参加，共襄盛
举。

讲员简介
许翼云，无锡人。台大 1955毕业，1958

年获美国U. of ILL 化工系博士学位。参加
过NASA首次登月火箭的设计，及NRC 核能

安全国际大型实验的研发。 在马大化工系
任教 6 年后，回台湾任原能会主委 6 年。
1996年退休回华府，同年参加华府诗友社，
至今已有二十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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