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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研究古典文學的，請說說哪些古典作

品對你的影響最深。

：《史記》、《四書》都是大家熟知的好的古

典作品，我想可以說一下北魏楊衒之撰寫

的《洛陽伽藍記》。這本書較少人知道，作

者楊衒之的生平資料也不太清楚。這雖是

一本介紹地理的書，但內况有很多個人對

興亡的感慨。讀這本書，就如跟作者一起

活在那個時代，看到歷史的興亡。我想楊

衒之在寫《洛陽伽藍記》時，並不是為了

要留名後世，但他的作品真的寫得很好，

很有價值和意義，於是便流傳下來。

現在小孩子學語文，最先接觸的多是白話

文，到初中高中時才開始接觸文言文。得

到老師的指導，孩子會慢慢掌握讀文言文

的方法，他們只要喜歡上文言文，便會想

辦法去讀懂它。其實現代文學

也有很多好作品，不必一定要

說古典文學才值得讀。

：可否推介適合年輕人讀的書？

：年輕人應該多看不同的書，以增加他們的

知識，不論是中文還是翻譯作品，都可以

看。有些書可能寫出人生或社會的黑暗

面，這對讀者也是個參考。假如把讀書當

作人生修養的途徑，那是很累的事情。讀

書時，最好可以像海綿一樣不斷地吸收，

多讀不同的書；隨着你的成長，慢慢會從

中分辨出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來。

有一套在台灣出版給少年人讀的書，書名

是《世界偉人傳記》，編者把一些深奧的文

藝性較高的作品，改寫成適合少年人看的

書。書中介紹居禮夫人、南丁格爾、聖女

貞德等人的事跡，是由我翻譯的。這些書

很好，可讓少年人多認識偉人如南丁格爾

的博愛精神、居禮夫人對人類的貢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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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日語，也曾翻譯日文作品，可否談談

你的翻譯工作？

：我是台灣人，在上海出生，小時候住在上

海租界。那時候台灣人在法律上是日本公

民，故打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便唸日本

書，直到五年級為止。在學校，跟

老師和同學之間的溝通，主要

用日語；在家况，父母偶爾會

跟我們講一點點台灣話，平

時主要是用上海話交談。

很多人都因我的日文只讀到

五年級，常問我怎麼能夠翻譯

日本古典文學這個問題，就連日

本人也覺得古典文學很難，故我自己

也覺得有點不自量力。不過，我喜歡做事

比較辛苦一點。如果你把東西放在平地

上，那是很容易便拿到，但如果把它放在

高的地方，拿起來雖然會難一點，但你卻

可以在拿取的過程中漸漸有所進步。我當

初翻譯《源氏物語》這部日本古典小說

時，也沒有想過會把整部小說給翻出來。

1969-70年期間，我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學研

究所進行研究，探討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學

的影響。我注意到白居易的《長恨歌》對

日本的文學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之一便是

《源氏物語》，這部小說受到《長恨歌》的啟

發，尤其是它的第一章最見二者的關係，

所以我就此寫了一篇論文。後來在日本京

都舉行的一個學術會議上，我宣讀了這篇

論文，回到台灣後，《中外文學》雜誌跟

我約稿，我打算把那篇論文譯成中文發

表，但是論文中只引用《源氏物語》

部分原文作例子和《長恨歌》比

較，我想如能把《源氏物語》第一

章翻出來會更方便讀者，於是有了

第一章的中譯本。沒想到這個翻譯

引起很多讀者的興趣，於是，我答允

《中外文學》的編輯的要求，把整本小說

翻譯出來，只要有空，我便埋首翻譯。

跟林文月談到做人的態度，她勸勉年輕人

凡事應抱投入的態度，盡力去做。她以燒菜為

例，說只要用心做菜，做出美味的菜便會產生

成就感，然後請朋友一齊享受，更是美好的

事。小記固然緊記這番金石良言，但也希望有

機會可以一嚐她親自燒的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