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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
王钦刚

廉政文化的感召力
——读《廉能第一于成龙》

韩玉峰

历史叙事 共情表达
孙国强

孙国强撰写的《廉能第一于成龙》（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12 月出版），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于成龙的生命轨
迹和清廉道路，感天动地，激人奋进。作者运用简洁晓
畅的语言，描写于成龙廉政爱民、知行合一的品格，誓死
不昧天理良心的精神，彰显廉政文化的主题；书写作者
的深刻感悟，为读者凝结学习于成龙精神的座右铭。

这本书分为“生平小传”“廉能第一”“当代启示”“箴
言警句”四部分，当然以“廉能第一”的 13 章为主，然而

“小传”亦不可小觑，作者在不足万字的文章里概括出于
成龙从 45 岁出仕到 67 岁因积劳成疾而逝于两江总督任
上短暂而壮美的人生。

于成龙有《于清端公政书》《先儒正修录》《先儒齐治
录》等多种著作，作者不言于成龙在著述立学方面的成
果，而是以大量篇幅写于成龙在“廉能”方面的主要成就
和卓越功勋，写于成龙是一位从七品县官升迁为从一品
封疆大吏，胸怀社稷、心系民生，朝廷三次授予“卓异”，
被康熙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清初循吏、名臣。

于成龙以“副榜贡生”的身份和 45 岁的年龄奔赴人
烟稀少、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的广西罗城任职。县中居
民仅 6 户，既无城郭房舍，更无县衙公署，作者以悲悯的
口吻写于成龙这条山西汉子，悲叹道：“哀哉！此一活地
狱也，胡为乎来哉！”

作者有很强的叙事能力和塑造人物的本事，写于成龙
的重理念，廉洁奉公、无私无畏；写于成龙的重实践，以身作
则、亲力亲为；写于成龙对腐败的痛恨和对清廉的向往，具
有极大的共情性，显示了廉政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

于成龙不仅清廉正直，还是一位颇具文艺气质且重
情重义的学者型官员。作者广泛阅读，引用了许多于成
龙的诗词美文。于成龙曾为友人郑肯崖的诗集作序，写
道：“肯崖，黄冈幽人也，自临皋赤壁、闽海春潮、燕山朔
雪，靡不朝夕与共。”

孙国强发挥编剧才能，在《廉能第一于成龙》中书写了
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故事，给读者以沉浸式的代入感。

书中有幽默涉趣、凸显于公廉洁奉公的故事，说的是
于成龙担任福建布政使，从二品官员，年俸不少，但逢上

司莅临，并无美味佳肴款待，而是以“工作餐”萝卜加白
菜应对。于成龙说：“萝卜青菜乃吾一生所爱。”更有奇
特处，于成龙竟在大堂上写一副楹联：“累万盈千，尽是
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缕，无非
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于成龙素以民心向背为重，他奏秉上司曰：“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
民矣……是国与民相倚之切，千古诚不可诬，载诸简册，
可考而知也。”

于成龙自撰《劝民节俭歌》：“粗茶淡饭尽可饱，何苦
珍馐侈罗列？总然下了三寸喉，一般滋味无分别。褐衣
缊袍尽可暖，何苦锦绮炫鲜洁？总然遮得七尺体，一般
寒暑无差泽。”说得痛快淋漓、直抒胸臆。

书中有泣血泪目、彰显于公廉吏第一的故事，说的是
从一品封疆大吏于成龙，在两江总督衙署前厅公案前端
坐逝世后，江宁城中满汉官员、平民百姓自发来到两江
总督衙门，哭祭凭吊于成龙。

作者用沉痛的语言叙述了悼念于成龙的情景。“愁云笼
罩，江水呜咽，两江总督于成龙的灵柩，在万众瞩目下，即将
踏上归乡之途。江宁知府和众多幕僚，以及百姓数万人，扶
柩哭‘于青天’，送行者徒步二十余里，嚎啕之声，震天动地，
两岸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直击读者心灵的是这样一段话：“护送于成龙灵柩
的队伍，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他生前魂牵梦
绕的桑梓之地——山西省汾州府永宁州来堡村。家乡的
父老兄弟、亲朋挚友，一个个披麻戴孝，纷纷大礼跪迎宦
游归来、以身殉国的赤子忠魂。”

孙国强是一位读书多、爱思考、刻苦勤奋、硕果累累
的作家，一级编剧，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2017 年，孙国强作为编剧创作的 40 集电视连续剧
《于成龙》，是当年央视一套、八套黄金档的开年大戏，多
家卫视热播，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孙国强研究于成龙多年，熟读于成龙的诗词
文章，感受于成龙的精神品格，今撰写《廉能第一于成
龙》自然会水到渠成、精彩面世了。

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家协会关于撰写《廉能
第一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的任务时，我顿感压力山大。

若论这个题材，其实我并不陌生。当年参加 2017版电
视连续剧《于成龙》编剧工作时，这位从吕梁山坳里走出的

“天下第一廉吏”就已完全融入我的精神世界。但问题是这
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持续热播后，于成龙逐渐为全国观众
所熟知，此外又有戏剧、话剧等多部同名舞台剧纷至沓来，一
代廉吏于成龙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在这种情况
下，再次创作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能否在史学叙事上写好
这个人物，并且在文学叙事上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特
色，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且深入思考的课题。

著名作家柳青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
法。”写好《廉能第一于成龙》（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12 月
出版）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于成龙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系问题。于成龙
的传奇人生，如同暗淡夜空中一闪而过的耀目流星，留给
世人难以释怀的深深思考。究竟是于成龙这样一批清官
廉吏，成就了康熙王朝？还是那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
时代，成就了一介书生的人生梦想？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廉
吏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二是于成龙的辉煌人生纯属偶发事件、根本无法复制
呢？还是事出有因，背后确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可循？
我们从中应该汲取怎样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治国理政经验？

三是应该用怎样一种叙事文本和语言特色来表述于成
龙和他所处的时代，才能让当下的读者特别是“90 后”“00

后”产生同频共振的社会效果？
我们从于成龙入仕以后的宦游历程不难发现，清朝初

期的政治生态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总体上讲还是比较
健康的。否则，以于成龙的科举副贡出身和寒微的家族背
景，仅仅通过 20 多年的埋头苦干，要想实现从七品知县到
从一品封疆大吏的人生飞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
说于成龙在广西遇到了巡抚金光祖、总督卢兴祖两位大贵
人，荣膺“卓异”得到提拔，是因为运气好、老天照应的话，
那么他在四川遇到巡抚张德地，在湖广遇到巡抚张朝珍，

在福建遇到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以及康亲王杰书，还
有给予于成龙深刻影响的熊赐履、陈廷敬这些人，不可能
都是出自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样一批封疆大吏、股肱谋臣
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于成龙的深情厚谊和
鼎力支持，足以反映清朝初期政治生态的健康状况。

从于成龙三次举“卓异”的情况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
结论，即清朝初期大多数督抚级官员，还是讲原则、有底
线、顾大局的，没有他们的保护与提携，于成龙纵然有三头
六臂也很难脱颖而出。而于成龙进入康熙皇帝的视野，是
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由湖广江防道调任福建提刑按察
使以后，那时他已是位高权重的正三品监察官员了。

当然，于成龙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他青少年时代受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
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和执政为民的高尚品格，则来自于从
政以后日复一日不断的磨炼与长期的积累，并在不断超越、
不断重塑中获得人格升华。如果我们对照于成龙学习、生活
和宦游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堪称那个时代的事业成功人
士。童年启蒙阶段“格物”“致知”，少年时期“诚意”“正心”，
青壮年时“修身”“齐家”，由中年步入老年阶段“治国”“平天
下”。于成龙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提
升，实现了那个时代平民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以往的历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叙事方式，在电子阅读和自
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难以让广大青年读者产生
同频共振的阅读体验。如何把枯燥乏味的史学叙事加以转
换更新，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文字环境下穿越历史的时空与
古人对话交流？这是近些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在反
复阅读《史记》时发现，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大家，其实他更是
一位文学巨匠。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
都是采用了“脑补”即文学创作的方法，从而使那么多的历史
人物生动而鲜活地跃然纸上。比如他笔下的鸿门宴，从事件
起因、人物内心到角色对白，几乎是一部相当缜密而完整的
影视文学剧本。因此，古圣先哲与我们在心灵上是完全可以
沟通和契合的，引导当代青少年读者走近历史、热爱历史，是
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于成龙任合州知州时，上司让人给于成龙
下了帖子，明确索要几斤大鱼几斤小虾。于成
龙 不 慌 不 忙 ，顺 手 拿 起 笔 来 ，洋 洋 洒 洒 写 道 ：

“民穷极矣，民脂膏竭矣！无怜而竭泽索鱼，不
乐民反乐鱼，何忍得鱼乎？”

于成龙任黄州同知时，常以俸银周济穷人，
自己却食糠粥。一位乡绅听说后，专程上门，提
出品尝于府的糠粥。于成龙笑呵呵地说：“初次
登门，怎好让你喝糠粥？今天权且以米饭招待
你，如果下次再来看我，就只好以糠粥待客了。”
乡绅这才相信“糠粥”之说不虚。

于成龙初任两江总督，便向以鱼壳为首的黑
恶势力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表明了态度，并设
计抓捕了鱼壳。月黑风高夜，鱼壳逃狱，意欲行
刺于成龙。于成龙一番入情入理的独白，让藏身
房梁的鱼壳感动不已，并认罪伏法。

泰戈尔的英文诗一向高朋满座，它不仅曾经在欧美风靡
一时，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

100 年前，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
戈尔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留下了他的萍踪诗
迹，而《流萤集》便是其最好的注脚。

泰戈尔生前出版了《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园
丁集》《流萤集》等 9 部英文诗集，《流萤集》（1928 年版）是其
中最晚问世的一部。这部诗集源于泰戈尔的中国和日本之
行，正如他在扉页中写道：

《流萤集》 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
彼时我常常应人之请
将我的点滴思想
题写于扇子和丝绢上
《流萤集》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和日

本俳句的影响，短小简洁而又意味深长。
1924 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曾追随其左

右，参与翻译与接待工作，泰戈尔耳闻目睹了徐志摩对林徽因
的爱恋，也认为他俩是理想的一对，便有意促成二人的好事。
无奈林徽因已芳心有所属，蓝天绿地遥遥相望，令人感叹。

于是泰戈尔在给林徽因的赠诗中（收 录 于《流 萤 集》之
66）表达了他未能当成月老的遗憾与惆怅——

天之蓝渴望地之绿
徒留其间风的叹息
《流萤集》与《飞鸟集》类似，与泰戈尔的其他英文散文诗

不同，大多是三言两语的小诗，其中不乏花草树木、日月星

辰等意象，有流萤、蝴蝶、落花、小草等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
的意象，从形式和内容上与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诸多异曲同工
之处，字里行间依稀有着山水田园诗歌的模样。

《流萤集》的名字源于其中的第一首诗：
My fancies are fireflies,——
Specks of living light
twinkling in the dark.
译为：
我的梦是流萤
点点飞光
在黑暗中闪烁着光明
诗中的“ fireflies（萤火虫）”被译为“流萤”，而“流萤”的

意象与文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屡见不鲜。
李白在《夜下征虏亭》诗中写道：“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

萤。”杜牧在《秋夕》诗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
扑流萤。”张元干在《石州慢》词中写道：“谁家疏柳低迷，几
点流萤明灭。”“几点流萤明灭”与《流萤集》第一首诗后两句
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流萤集》的第 106首也写到了“流萤”：
The fireflies, twinkling among leaves,
make the stars wonder.
译为：
流萤闪烁在叶间
令繁星为之惊叹
虞世南有一首吟咏萤火虫的《咏萤》诗，诗中写道：“的历

流光小，飘飖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
《咏萤》是一首咏物诗，托物言志，充满哲理，其中萤火虫

的形象与泰戈尔笔下的“流萤”如出一辙——即使微不足道，
也要用微弱的光明去照亮黑暗。

《流萤集》的第 237首写到了落花：
The faded flower sighs
that the spring has vanished for ever.
译为：
落花把春叹

一去不回还
落花的意象和文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俯拾皆是。
李白在诗中写道：“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李煜在词

中写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落花狼藉酒阑珊，
笙歌醉梦间。”黄庭坚在诗中写道：“春残已是风和雨，更著
游人撼落花。”

《流萤集》的第 101首写到了小草：
The grass survives the hill
through its resurrections from countless deaths.
译为：
无数次死而复生
小草比大山长青
草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也不少见。
白居易诗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唐彦谦诗中写道：“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
无处不延绵。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

其中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英文不同的语境下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

《流萤集》的第 145首这样写道：
An unknown flower in a strange land
speaks to the poet:
"Are we not of the same soil, my lover?"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岩译本译为：

一朵不知名的花
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
对诗人说道：“我的情人，
咱们不是出于同一土壤的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李家真译本译为：
陌生土地的无名花朵
开口跟诗人搭腔：

“爱人啊，我俩莫不是同乡？”
读到这首英文诗，笔者不禁想起了一首似曾相识的唐

诗——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其一：“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
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此时，这“陌生土地的无名花朵”依稀化身为“停船暂借
问”的女郎。而“或恐是同乡”的诗句脱口而出，直接溜进了
笔者的翻译作品之中：

无名花开，异域芬芳
私语诗人唤情郎

“或恐是同乡？”
直接运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成句来翻译英文诗歌，不知以

前是否有先例。而笔者此处的尝试，使这首诗读起来并无违
和之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倍感亲切，同时又诗意盎然。

泰戈尔的诗“兼具诗歌的阴柔之美和散文的阳刚之气”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而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不懂
孟加拉语，难以体会泰戈尔孟加拉文诗歌文字精炼、韵律优美
之精妙。而颇为遗憾的是，泰戈尔将自己的孟加拉文诗歌翻
译或改写为英文时，原诗的文字精妙之处或多或少地遗失了。

在泰戈尔英文诗传统的中译本中，往往文辞流畅而缺乏
音韵之美。笔者的新译便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大胆使用
中国古典诗词和成语，力求在字里行间体现出音韵之美。近
年来，笔者先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英文诗系列《飞鸟集》
《流萤集》《新月集》《园丁集》（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翻译理念——“把
诗翻译成诗”。笔者试图利用中国古典诗词文字凝练、音韵
优美的特点，还原泰戈尔诗歌文字音韵之美，为中国读者消
除文字和文化上的樊篱。

百年回望，世事沧桑，而泰戈尔先生充满哲理的优美诗
行，依旧在古老的东方徜徉，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流淌。

（王钦刚，诗人、译者。著有诗集《不惑的流年》、传记作
品《寻访苏东坡》，译有泰戈尔英文诗歌系列《飞鸟集》《流萤
集》《新月集》《园丁集》等。）

1924 年，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和社
会活动家泰戈尔受邀首次访华，发表演讲和谈
话十余次，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山西太原，
是泰戈尔访华的重要一站。

8 月 3 日，在太原举办的“泰戈尔访华 100
周年”暨“泰戈尔与山西”系列活动中，诗人、译
者王钦刚以“《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
象”为题，从英诗汉译角度，深入泰戈尔诗歌文
本作学术交流。今日刊发王钦刚的这篇文章，
读者从中可感受泰戈尔的作品风格、深邃思想
和作者对文学传播的思考。 ——编编 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