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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房山区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队队长白安琪
做自闭患儿的“天使姐姐”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白安琪是名不折不扣的阳光
女孩。 她总是说， 她的运气非常
好， 因为自己做着一份自己快乐
同时使别人快乐的工作———志愿
服务。

今年29岁的白安琪是房山区
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队队长 ，
2012年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社
工。 “上大学时， 我就是参与社
会志愿服务的活跃分子， 进入社
工， 感觉自己就像鱼儿进入了大
海 ， 有了更广阔的志愿服务天
地。 更让我感到做一个能够给予
别人温暖和光亮的人， 哪怕我们
发出的光只如萤火虫般微弱， 也
一定可以让身处黑暗的人获得前
进的力量。” 白安琪向记者讲述
着当初选择成为一名社会志愿者
的初衷。

房山区阎村国爱康复训练中
心是白安琪常去的地方。 她组织

社工队伍中有特长有耐心的志愿
者给自闭症儿童做绘画康复，了
解他们的需求，不定期开展“艺术
俱乐部”、“特殊儿童联谊会”等志
愿服务活动， 最大化地激发特殊
儿童的艺术才能， 帮助特殊儿童
进行康复训练。 有一次， 教室里
8名自闭程度不同的孩子， 有的
在自言自语， 有的低头扯着自己
的衣服，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

尽管志愿者很努力地与他们
沟通 ， 但孩子们却几乎没有回
应 。 正当白安琪有些失落的时
候， 一个叫东东的孩子又燃起了
这些志愿者的希望。 “东东在画
手指画时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
不但很快画完了， 而且画面的色
彩和形状都十分有冲击力。” 白
安琪忍不住走到他身边赞扬他：
“东东， 你画得可真棒， 姐姐觉

得好漂亮。” 然而孩子不敢看她
的眼睛， 小嘴里嘟囔着什么。 白
安琪想可能是自己让东东感觉到
不自在了， 就赶紧从他的身边离
开。 突然， 白安琪感觉后背被人
狠狠地打了一下 ， 疼痛与惊吓
中， 白安琪回头一看， 竟然是东
东。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不是
真的打你， 是想摸摸你的头发，
他特别喜欢你， 这是他表达的方
式。 ”东东妈妈急切地向白安琪解
释着。一瞬间，白安琪竟不知该如
何表达， 一种触动心灵的温暖油
然而生———那是被孩子认可的成
就感。眼前这名自闭症的孩子，让
白安琪更加坚信： 真诚与温暖可
以敲开任何一座封闭已久的心灵
之门。

有一次， 白安琪发现一所外
来务工子弟学校没有艺术课程。
于是， 白安琪带领志愿团队设计

出了寓教于乐的 “魔法课堂 ”，
为打工子弟学校的1000多名的孩
子们带去了活泼的手语歌音乐
课， 训练孩子协作能力的拓展训
练体育课， 还有用石头、 塑料瓶
等物品教孩子们DIY彩绘、 制作
环保手工艺品的创意美术课等。
“孩子们都称呼她是天使姐姐 ，
课堂中的很多教具、 范例作品，
都是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
们精心准备的 。 每次课程结束
后， 孩子们总会围着这位爱笑的
‘天使姐姐 ’ 问她什么时候再
来。” 这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
老师对记者说。

“助人者自助 ,乐己者乐人 ，
志愿者这份温暖的职业， 将人与
人拉得更近，让城市变得更温暖。
我已在志愿北京网站上参与注册
志愿服务2000多个小时， 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 白安琪笑着说。

———记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教师郭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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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路漫漫“译”往情深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在中国传媒大学里的一家咖
啡厅内， 一张桌子上铺满了意大
利文文稿和厚厚的字典， 桌前的
身影略显单薄，忙碌而安静。她熟
练地轻声读着意大利文， 并同时
转换成流利的汉语。不多时，稿纸
上已是密密麻麻一片，她喝口茶，
露出满意的微笑， 便又投入到了
翻译工作中。

她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
学院的意大利语教师郭彬彬。 排
得满满当当的课表、 一份份等着
批改的学生作业、 每日复杂的备
课工作……占据了她一天中大部
分的时间。 即便如此， 她依然会
抽出时间进行意大利文学翻译工
作。 对于她而言， 往来于两国语
言的世界里， 是一件幸福的事。
可这份深情的背后， 是十年坚守
的五味杂陈。

坚定的选择源于对文
学的热爱

翻译工作分类明确、 门道众
多， 除了口译和笔译的基本区分
外， 还细化到会议翻译、 商务洽
谈、 文学翻译和新闻翻译等， 可
在各方面均有涉猎的郭彬彬却唯
独偏爱文学翻译。 而这与她和外
国 文 学 的 不 解 之 缘 有 着 直 接
的关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郭
彬彬从小就酷爱读书， 而意大利
名著凭借生动形象的语言、 浪漫
多彩的故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深
深吸引了她， 让她在这个美丽国
家的文学世界中不能自拔。 “当
我知道这些名著是被人一字一句
的翻译过来时， 我便感觉翻译是
一项奇妙而神圣的工作。” 这种
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景仰一
直影响着郭彬彬， 在结束四年大
学意大利语专业学习后， 她不忘
初心， 毅然赴意大利米兰国立大
学人文学院， 攻读硕士课程， 主
修意大利语语言与文化。

学成归国后， 她在从事意大
利语教学的同时， 便开始了她渴
求已久的意大利文学翻译的漫漫
长路。 “文学是反映一个国家和
民族特定历史时期文化、 思维与
社会的重要载体。 我们通过阅读
文学原著， 根据原作者表达的意
义和文风来选取适合的翻译策
略， 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这
是对作者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
升华。” 在她看来， 翻译文学作
品的过程犹如一场灵魂的独自旅
行， 安静又美好。 体会着作者的
思绪， 融入异域风情的故事中，
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碰撞， 将源语
恰如其分地转换成译语， 跃然纸
上， 美不胜收。

翻译不只是工作， 更
是种情怀

对于普通人而言， 文学翻译
仅仅是文字的转换， 可对于专业
的翻译工作者来说， 却是一件严

肃而又认真的事情。 在翻译的过
程中， 对文字的一丝不苟、 将文
化传递得恰到好处、 勇于克服困
难的敬业精神和在领域和理念上
的创新是每一名翻译工作者要遵
循的最高准则。 从事翻译工作十
年来， 郭彬彬对这些准则都始终
如一地坚持着。

在所有译著中， 《海里有鳄
鱼》 无疑是最令郭彬彬印象深刻
的作品 。 《海里有鳄鱼 》 曾于
2014年入围意大利最高文学奖
“斯特雷加文学奖”。 小说作者、
青年作家法比奥·格达取材于真
实故事， 用口述实录的方式反映
了当下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真
实的生活状态。 目前我国意大利
文学作品翻译主要集中在文艺复
兴时期的文学以及意大利经典文
学名著， 而当代青年小说家的作
品鲜有出现。 郭彬彬被这部文学
深深感动， 便下定决心要将这部
有 “情怀” 的作品用最原汁原味
的方式展现给中国读者。

然而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和成
倍的努力成正比， 在追求完美的
路上， 郭彬彬也一样遇到了重重
挑战。 她说， “在翻译中我也遇
到了很多困难。 在翻译 《海里有
鳄鱼》 这部作品时， 由于各个国
家文化、 地理环境、 生活环境不
同， 各民族独特的思维和独特的
生活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传递出不
同的文化信息， 这些民族文化现
象在本文的翻译中是最大的难点
也是亮点。”

在翻译过程中， 为了使译文
更加贴近小说主人公生活的客观
世界， 郭彬彬从跨文化的视角对
原著中六个国家的文化概况做了
深入调查， 查阅了对象国的历史
文化文献， 跟踪分析了每个对象
国电视台及媒体报道的视频、 图
片和文字资料， 在充分了解中东
及南欧国家文化概况的基础上，
准确地诠释原著中的文化现象和
富有异域色彩的描写 。 与此同
时， 她还要充分考虑到是否符合
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译语读者的接
受心理， 最大程度地方便读者。
在语言风格方面还要选取适合青
少年阅读习惯的语言和文风。 最
终， 译文所呈现的文化跨域研究
的国际视野也成为外国文学作品
翻译中的一次应用创新， 这部作
品也凭借着极强的故事性、 真实
性在我国青年读者群体中引起了
重要反响。 郭彬彬说： “翻译不
只是工作， 更是种情怀， 做我们
这一行， 就是要融入进去。”

“译” 路漫漫， 前进
没有终点

从参加翻译工作开始， 凭借
着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
苟的工作精神， 郭彬彬的翻译经
历更加丰富， 翻译专业水平也不
断提高。 不管是米兰展会和中意
经贸洽谈会上的会议翻译， 还是
《天空之城》 等书籍的编译出版，

亦或是意大利的电影和纪录片的
译制工作 ， 郭彬彬都收获了成
功。 然而她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当
时的自己。 “语言和文化， 是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 不管是
文学翻译还是其他翻译， 都要不
断学习、 与时俱进， 这条路是没
有终点的。”

郭彬彬本着对读者、 更是对
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不断钻研学
术， 严格要求自己。 2013年， 对
自己的专业水平仍不满足的她在
工作之余成功考取了中国传媒大
学文法学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专业博士。 读博本身就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除此之外， 郭彬彬
每天还要从事意大利语教学工作
和班级的各项事务工作， 人们很
难想象一个 “弱女子” 竟然能够
成为 “多面手 ” ， 撑起 “一片
天”。 可即便如此， 她也一直虚
心求教， 从未落过一堂课。 “我
是这么多孩子的班主任， 如果我
对自己都不严格要求， 不管是学
术 、 还是做人 ， 他们都不会服
我。 我必须以身作则， 用实际行
动教书育人。” 受到郭彬彬的影
响， 她所带的意大利语班的同学
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从不敷衍，
全力以赴。 该班多次参与学校和
学院举办的多项活动并取得佳
绩， 还一度获得 “周恩来班” 的
先进称号。 看着自己的班级和学
生取得优异的成绩， 郭彬彬非常
欣慰。

“文学翻译就像是一条路，
文字就是脚印， 记录着曾经走过
的旅程。 这条旅程精彩与否， 就
看你用没用心。” 郭彬彬始终把
文学翻译当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
分， 在翻译的过程中， 她随作者
和主人公一同在故事中感受着酸
甜苦辣， 每一次译著的完成都如
同是对文化的见证和对灵魂的洗
礼。 而这条漫漫长路， 在热爱翻
译事业的郭彬彬看来， 永远都没
有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