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胡思华

她倾尽全力精心打造的

《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

doms)汉英对照版，是第一部由

中国人翻译的 120 回《三国演

义》全本。 她编写出版的多种

大学英语和英语专业教材，在

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虞苏

美先生‘为人、为师、为学’座谈

会”2019年12月26日由华东师

范大学外语学院在中山北路校

区举行。外语学界与出版界的

专家学者、英语系历届校友、青

年教师与学生参与了会议，从

不同角度共同追忆了与虞苏美

先生在一起的美好点滴以及先

生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鸿篇巨著“跨时代、
跨民族、跨国度”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英语

系、翻译系主任陈弘教授在主

持会议时，首先介绍了虞苏美

先生的生平，分享了虞先生女

儿在先生去世后所作的英文

诗，回忆了自己与虞先生共事

的经历，介绍了先生翻译《三国

演义》全译本的工作，称赞其匠

心独具、高屋建瓴的笔势将这

部“跨时代、跨民族、跨国度”的

鸿篇巨著生动地重现给了广大

读者，为促进汉译外事业和中

国文化大踏步“走出去”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院长、

翻译家袁筱一教授高度评价了

虞苏美先生所译著的《三国演

义》全译本在《三国演义》译著

史上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以及

多年来虞先生在学术研究、教

材编写、著作翻译上所作出的

默默无闻而又成就非凡的贡

献。“这么多年，虞苏美教授做

出了如此多的贡献，但她几乎

一直是‘隐身’的。翻译，从某

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有‘隐身’的

概念，这也是华东师大外语学

院教授们一种特别的气质。”

华东师大英语系王改娣教

授对虞苏美先生《三国演义》的

译本做了深入的专业解读。王

改娣指出，翻译有归化与异化两

种方法，归化强调翻译尽量向目

的语靠拢，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例如，国外

汉学家的《三国演义》译本往往

就对其中一些特有的中国文化

现象做归化处理，将“麒麟”译成

“独角兽”，将“凤凰”译成“孔

雀”，但这种翻译方法却丢失了

蕴含于这些概念中的中国文

化。异化强调翻译尽量向源语

靠拢，但这种方法可能会使读者

难以理解译著的某些内容。虞

先生的译本在归化与异化中达

成了极好的平衡，她的翻译既尊

重原著，保留了中国文化所特有

的概念，又以注释的方式对这些

概念进行了阐释，使得读者既能

理解作品的涵义，又能获得中华

文化的熏陶。

严谨治学，为人低调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前英语

系主任、复旦大学前外文学院

院长曲卫国教授是虞先生的学

生与同事。曲卫国认为，虞苏

美先生在学问上的造诣堪比陆

谷孙教授，但虞先生为人极为

低调，使得先生的成就很少为

世人所知，然而虞先生严谨的

治学态度、深厚的语言积累、平

易近人的处事之风却让自己以

及同学们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大家都将虞先生视为自己的楷

模，深怀敬仰之心。

虞苏美先生的同学与好友

李慧琴、吴稚倩、陈美芳纷纷回

忆了与虞先生共事的岁月，追

忆了记忆中先生为人、为师、为

学的点点滴滴。在虞先生的同

学与好友的心目中，虞先生是

德才兼备的“女神”，在学识上

才高咏絮，汉语英语造诣皆高，

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在治学上精益求精、

极致严谨，“她修改教材从来不

留情面，甚至改到只剩下原文

的两个字”；在为人处事上又高

风亮节，恢廓大度，不图名利，

低调谦逊，“我和苏美那么亲，

却是在报上看到新闻才知道，

她翻译了《三国演义》”；但对于

老师、对于学生、对于亲人，甚

至陌生人，虞苏美先生都会体

恤关怀，出手相助。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

长谢宇、《三国演义》全译本责

编杨莹雪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虞

先生为人低调、为学严谨、待人

和善的高贵品质。谢宇说：“虞

老师对社里为《三国演义》双语

全译本所作的宣传不太高兴。

她说，你们不能这么宣传的，我

是在前人基础上才完成的。”杨

莹雪回忆起编书成稿时虞先生

不肯给出译者简介的情景，感

慨地说：“虞先生如此低调，我

当时真的非常敬佩。”

虞苏美先生不同时期的学

生蔡旭敏、胡全生、陈茂庆也从

不同视角追忆了虞老师对于他

们的影响，在他们的眼里，虞先

生是兼具形雅、言雅与神雅的优

雅化身。“我们入学的时候水平

相差很大，就像专家给中学生甚

至小学生上课一样，但她从来没

有对我们发过火，甚至她去世前

没多久还在短信里指正了我的

一个语言使用的错误。”

虞苏美(1940~2019)是华东

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

授。1940 年生，浙江镇海人。

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

语系，并留校任教。1978-1980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

修，获教育硕士学位。1987 年

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访学。

1990年获评教授职称。1992年

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和上海市巾帼建功奖。2000年

退休。曾发表“英语歧义现象

初探”等论文，译有《写英文

信》，合译有《达洛卫夫人》，合

编有《美国二十世纪小说选》

（上、下册）、《英语语体学和文

体学论文选》《综合英语教程》

等，主编《大学英语听力》（1-6

册）。退休后，虞苏美依然潜心

教研，笔耕不辍，主编的《大学

英语·听说教程》入选第一批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

家级规划教材；她倾尽全力精

心 打 造 的《三 国 演 义》(The

Three Kingdoms)汉英对照版，

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 120

回《三国演义》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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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英译全本《三国演义》中国人
虞苏美先生“为人、为师、为学”座谈会召开

同学们，你们了解“小蚂
蚁”吗？知道他们的力量有多
大吗？在上海民办华东师大
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小学部，
就有这样一群“小蚂蚁”,他们
团结协作，共同商讨办法，为
学 校 图 书 馆 的 建 设 献 计 献
策。同时，这也是图书馆精心
为学生创设的学习情境。

三年级的“小蚂蚁搬书营”活动，经过同学
们为期一个月的策划筹备、信息采集、预算审
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下午与广大师生见面了。

“小蚂蚁”们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以小组为
单位精心挑选、采购了他们爱读的文学、艺术、
科学等各类图书，共百余种、千余册。前期通过
计划营—制定清单、财务营—财务预算、采购营
—货比三家做好图书购买工作，最后，宣传营的

“小蚂蚁”准备图书评价会的展出，并将所购图
书经历以及“经典图书”向同学们进行介绍，同

时还要通过评委组的答辩。在
此次“小蚂蚁搬书营”活动中，
三年级同学们也将成果辐射到
其他年级，邀请他们参加此次
分享会，通过书展的形式与一
二年级同学分享，请他们为自
己喜爱的搬书营里的图书投上
一票。综合活动的答辩结果以
及学生投票，评委会评选出了

最佳成果奖、最佳合作奖、最佳书展奖、最佳答
辩奖四大奖项

通过此次实践探究研习活动，同学们纷纷化
身策划人、精算师，学会了制定计划，懂得了精打
细算，提升了演讲能力。在历练中获得解决问题
的能力与成就感，在小组合作中收获沟通力与领
导力。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这些行动将会真实
产生结果，真正地为学校图书馆添置他们自己购
买到的书籍，真实学习就这样发生了！探究重实
践，合作促发展。

真实学习 正在发生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开展小蚂蚁“搬”书营活动纪实

近日，奉贤区金汇成
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为响
应奉贤区党委政府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强军思想，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把双拥工作放到为
国家、为军队、为党和政府建设添砖加瓦
中去谋划，放到为打造“奉贤美、奉贤强”
新高峰、新传奇中去思考的要求，学校与
驻奉预备役雷达营进行了新一轮的共建
结对签约。

此次结对共建旨在加强部队与学校在

“四个文明”建设中相互学
习 ，共 同 推 进 文 明 建 设 发
展；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取
长补短，建立特色项目；以

“共学、共帮、共发展”的原
则，开展全方位交流合作；
丰富官兵业余生活，密切军
政军民关系。形成“百姓把

军人当亲人，官兵把驻地当故乡”的军民
融合氛围，推动“贤城故里，鱼水情深”这
一工作品牌成为城市的品牌。用真情和
真心，用真干和实干，全力创造全国双拥
模范城“四连冠”。为奋力打造“奉贤美、
奉贤强”新高峰、新传奇作出新贡献。

鱼水情深 军民共建
奉贤区金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与驻奉预备役雷达营共建结对签约仪式

当 2019 年 的 脚 步 渐
渐 地 离 我 们 远 去 ，2020
年 的 钟 声 慢 慢 响 起 ，新
成路小学的师生在欢乐
祥 和 的 日 子 里 ，隆 重 举
行 了“ 悦 读·悦 新 ”慧 雅
阅读成果展示暨迎新艺
术汇演活动。

辞旧迎新之际，可亲可爱的袁亚萍
校长送上祝福。

新小的师生们欢聚一堂，分享学生
的古诗吟诵及艺术社团展示，孩子们在
读书中学知识、明事理、习经典，感受传

统文化的精妙与乐趣。
站在 2019 年的岁末展

望未来，距离祖国诞辰 100
年 还 有 整 整 30 年 。 那 时
的我们会是什么样，新小
的孩子们说出了他们的梦
想。

除了在会场的观众，每个班级的孩
子们也在教室里开开心心迎新年 .

新的旅程即将开启，新的梦想就要
启航。祝福新成路小学的老师，在新的
一年里，工作顺利，家庭和美！祝福新成
路小学的同学，学业进步，再创佳绩。

欢欢喜喜迎新年
嘉定区新成路小学“悦读·悦新”慧雅阅读成果展示暨迎新艺术汇演活动

岁末年初，这是一个孕育希望的
时节。12 月的北京虽然寒冷，却挡不
住大家对科学的热情。12 月 27 日，来
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近 2000 名小学
生相聚首都北京，参加第十五届中国
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课题研究成果展
示交流活动。

经过区级、市级的层层筛选，龚
路中心小学杨朝夫、陆梓逸同学的课
题脱颖而出，分别携带《公共交通儿
童专用拉手》、《探究土壤对薄荷扦插
的影响》课题，赴京参加了为期 4 天
的参观、答辩活动。

在答辩当日，两位小选手跟着志愿者哥哥
姐姐进入答辩室，进行笔试和答辩环节。他们
沉着冷静，表现出龚小学子的特有风范。尤其
是答辩环节，根据比赛规定，全程封闭，两位同
学独立面对、独立完成，分别汇报了各自的课

题研究情况，表现出严谨的研究作
风和专业的研究风范。面对专家
们 的 随 机 问 题 ，两 位 同 学 不 慌 不
忙，对答如流，流畅而详尽地汇报
课题研究的细节、过程和未来规划
等。

在课题答辩后，为了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养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组
委会组织学生先后参观了中国科
技馆新馆、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
博物馆等科学文化的殿堂，增长了
见识，开阔了眼界。

颁奖典礼上，评审组专家们对孩子们的课
题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殷殷希
望。最终杨朝夫同学的课题荣获一等奖，并获
得“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陆梓逸的课
题获得二等奖，获得“预备小院士”称号，指导
老师尹秀清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老师”。

启迪梦想 创新未来
龚路中心小学学生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课题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