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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如果是一些现代

题材的电影，我并不反对用

网络热词或流行语作一些

本土化翻译。但如果是历

史片，显然还是要尊重原片

的历史语境。一切还是看

这类翻译是否翻译得巧妙，

符合影片的情境，不符合电

影情境的二度创作再精彩，

也会对原电影构成伤害。

其实翻译更多是两种文化

间的互转。这其实也是一

种文化策略。美国的霍克

斯在英译《红楼梦》时，就采

用了很多本土化的处理，如

把“菩萨”译“上帝”。这也

是一种保护本民族文化的

翻译策略。

外国电影字幕频现网络热词
由于大量使用网络流行

语、古诗词等“中国特色”的

词汇，眼下正在各地热映的

进口电影《黑衣人3》、《马达

加斯加 3》的中文字幕迅速

成为聚光焦点，甚至超越了

电影情节和明星等噱头。

有人说如此翻译“好欢乐”，

也有人质疑：“引进大片的

中文字幕、中文配音频现网

络热词，国产幽默是否‘用

力过猛’？”

文化速写

天价粽子“故宫督造”

点评：粽子香，香满堂，

没想到清香、价廉的粽子竟

也出现天价。故宫博物院

鉴定文物有特长，但食品业

竟也打上“故宫督造”的名

头，显然有些滑稽，难不成

当年清宫御厨还在？市场

经济人们有买卖天价商品

的自由，但民众也有表达对

天价商品不满和反感的自

由。天价商品之所以屡惹

非议，甚至成为社会的一种

“痛”，主要与它的用途有

关。吃者不买，买者不吃，

民众不满的是天价商品背

后隐藏的腐败行为和奢侈

之风。故宫博物院这样的

官方机构，竟然不顾文化颜

面，加入到这种天价噱头

中，无疑使这场端午闹剧更

显荒唐。

端午佳节，粽子成了商

家的畅销货，但最令人吃惊

的莫过于故宫天价粽子。“故

宫督造”礼盒售价1880元，包

括6种口味24个粽子。而购

买这些粽子的客户，大部分

都是机关、保险公司、银行等

单位，主要是买来送礼，一次

拿货基本都在100盒以上。

特约点评人

七嘴八舌

城市词典

山西女娲遗骨被否定

点评：天下之大，无奇

不有。人首蛇身的女娲竟

被发现遗骨，那过不了多

久，泥土造人、彩石补天的

遗迹也极有可能被挖掘、

发现。如今一些地方的宣

传官员和媒体，为达到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故事

都敢编，什么瞎话都敢讲，

把历史和文化看作了地方

生财的道具，但骨子里透

出的却是对历史与文化的

极端不尊重。其实那些官

员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

不过是想借历史和文化之

名，多一个竖政绩、发横财

的机会。至于这些项目是

不是劳民伤财，以后会不

会无人问津，他们并不会

真 正 关 心 。 这 种 不 三 不

四、非驴非马的文化政绩

工程，未来只会成为社会

负担。希望地方政府对这

类文化项目，能有更审慎

的研究与决策，少制造一

点这类历史笑话。

山西吉县日前宣布人祖

山考古发现疑似女娲遗骨，

称经过 23 名权威专家认

定。随后众专家否认“认定

女娲遗骨说”。当地称出土

“女娲遗骨”通稿系县委宣

传部原副部长李思义“添加

感情色彩”撰写，目前已自

请处分。

PM2.5等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相

关的“洋词”使用困惑将逐

步通过规范解决。即将出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

版已收纳 239个外文词汇。

新增加的词汇包括 CPI（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PM2.5（在

空中飘浮的，直径小于2.5微

米的可吸入颗粒物）等。

点评：语言和文字的规

范必须经过时间和历史的考

验，过于强调跟进时代，也易

造成语言的僵化。五四时期

就诞生了大量的新词，但很

多词随着时间流逝，都已被

淘汰，如果过早编入词典，反

而会影响到语言的自我淘汰

与发展。语言规范既要考虑

到它的稳定和继承，又要给

它充分的自由，允许它自我

发展与变化。只有到新要素

积累到一定历史时间，才有

淘汰旧要素、规范的必要。

可以编一些新词汇手册，但

没必要过快地用《现代汉语

词典》的方式固定下来，给语

言发展以时间。

南科大复试题似测智商
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

学自主招生能力测试日前在

全国八省同时开考，近1400

名考生参加，这场能力测试尽

管采取传统的笔试，但考题让

考生们眼前一亮。考试的题目

中包含计算题、数列题、几何

题等，许多考生都觉得该考试

“有点测智商的感觉”。

点评：南科大对能力测

试的探索，显然值得推广，

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对

学生记忆力、注意力、想象

力和洞察力的测试，早已有

了很多更科学的方式，只是

这些成果很少被当下的考

试制度所吸收。对当下教

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

改变命题方式，如果只是纯

粹地考核知识面，很难代表

一个真正的精神状态与思

考能力。如何通过考试，来

观察一个人的精神与人格，

就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考

试的命题方式有所改变，崇

尚个体尊严和理性质疑的

现代社会精神才有生长的

土壤。这种教育现状，即便

是真学历，也让人们不能不

怀疑它们的含金量。重视

教育对精神与人格的完善，

而不是强调死记硬背的教

育环境才可能形成。

“高、帅、富”新解

如今，流行女孩追求男孩的标准

是：高富帅即高大、富有、帅气。而

日前，河南中医学院校长的温馨寄

语引发了一场男女生形象标准的探

讨。

该校长对高、帅、富则有了一个

新的解释：“高，应该是道德品质高

尚；富，应该是知识渊博，精神富有；

帅，应该是处理事情潇洒自如，有理

有节。”

“馒头大叔”成毕业季焦点

去年，毕业季宿管员吴阿姨引发

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吴阿姨风潮”；

今年，一所大学2012届毕业典礼上，

一位在食堂为大学生做了30年馒头

的“馒头大叔”又成了全场焦点，他

说，“你们中一定有很多人都吃过我

做的面点，但你们也不会认识我

的”；他说，“送一句话给大家吧：做

人，就要像做馒头一样，干干净净、

实实在在！”……朴实短暂的发言打

动了在场学子的心。

@静静雪之梦：普通人说的很普

通的话，带来的效果如果不平凡，那

就变成很伟大的话，做人就要干干

净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对

得起良心！

@树梢的星星：先学做人再学做

事，未必就一定能成大事，但是却一

定可以让一个人得到充实、平安而

又快乐的一生。

@平安铁路看守：看了他的新闻

报道，想起自己的学校，回忆很美

好，为大家服务的人值得赞美。

课本上大师的帅气照

课本上的人物，文有莫泊桑、福

楼拜、托尔斯泰……理有爱因斯坦、

玻尔、法拉第……他们在课本上的照

片，给人感觉就是不修边幅的“糟老

头”。这样的形象最近被颠覆了，有

两位网友将课本上文理泰斗的帅气

照找了出来，网友因此对这些大师

有了重新认识。

@李明：原来海明威年轻时是这

么帅，真像一个好莱坞明星！

@志友：因为大师一般到了中年

甚至晚年才功成名就，所以课本上

放他们中老年时期的形象是正确的

选择。

@黄金少年：原来爱因斯坦曾经

也不是不修边幅的“糟老头”，英姿

飒爽得很。希望课本不再一尘不变

也能生动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