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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春晚““锦鲤锦鲤””华宵一华宵一：：

追随内心那束光追随内心那束光，，犹如鱼跃龙门犹如鱼跃龙门
从进入总台彩排那天起，路过春晚倒计时的牌子，舞蹈家华宵

一总会格外留意上面的数字。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至大年三十，数字归零。
在春晚舞台上跳完《锦鲤》后，华宵一和10位舞者在后台紧紧拥

抱，激动地哭了。
317秒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画面背后，是11人长达3个月的

“苦修之旅”。
尽管距离演出已过去十多天，但华宵一还是会反复看《锦鲤》的

视频，“有这么多观众喜欢，苦虽苦了点儿，但结果是甜的，一切都值
得。”在她看来，舞蹈《锦鲤》中传递的“鱼跃龙门”是每一个生命个体
都会经历的状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时我们会沉入谷底，也有
鱼跃龙门的时刻，每一步都不白走，这中间的距离是我们自己一点
一滴去幻化而来的”。

以往，央视春晚的舞蹈节目都会
从各大舞蹈院团的拔尖作品里选择，但
今年，导演组决定打造一个原创舞蹈节
目，而且一定要用新人——因为只有

“空杯”的状态才有足够的可塑性。
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10位大一

女生做梦都想不到，入学才一个月，
就被邀请上春晚。同样没想到的，还
有身为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团一
员的华宵一。

学院老师通知她后，华宵一迟迟
不敢相信，直到接到春晚编导的第二
次通知，她才兴奋得差点哭出来。

这是华宵一第一次登上春晚舞
台，虽然她已经有了很多代表作，例

如《罗敷行》《点绛唇》《觉》等，但春晚
是她一直以来最期待的舞台。她希
望能遇到一个好的作品，在除夕给大
家带去祝福。

11月的北京，天气开始转冷。
每天，华宵一带着这群十七八岁

的学妹们，在威亚上一挂就是8个小
时起步，最长12个小时。位于台湖
的舞蹈基地冷得钻心，大家只好穿着
两条裤子，外加棉衣、马甲、围脖，动
起来宛如一只只胖胖的锦鲤。

闲下来时，女孩子们相互调侃，
别看舞蹈那么美，咱们一个个吊挂
着，可真像腊肉啊。

和其他舞蹈不同，《锦鲤》的排练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大家需
要在上千个动作里，选出最后的几十
个动作，哪个角度好看、飞多高，都需
要反复集体测试。

因此，上厕所成为问题，不能一
个人从威亚上下来，让其他人等，只
能三个小时集体喝一次水，然后集体
上厕所。

春晚演出结束后，华宵一按了按
咯噔作响的左肩，这是排练时摔伤的
后遗症。

安徒生童话里，美人鱼上岸后的
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同样，在化
为“锦鲤”的路上，华宵一也是如此。

不止左肩，威亚的绳子刚好勒在
她脚后跟的骨刺上，血液的不流通产
生巨大针扎感；还有双手，因为动作
很多，华宵一的手生生被磨出了一个
个血泡。

每天解开威亚回到家，华宵一觉
得自己好像还浮游在半空中，只有腰
椎的疼痛会提醒她，这日复一日的练
习是有多不容易。

随着甲辰龙年到来，“loong”火了。在很
多场景中，“龙”不再被翻译为dragon，而是
loong。比如，今年央视春晚吉祥物“龙辰辰”
的官宣英文名是“Loong Chenchen”；中国
国际电视台在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
时，把“龙年”译为“Loong Year”，把“龙舞”
译为“Loong Dance”。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学者对中
国龙的英文翻译提出过质疑。原因很简单，
中国龙与西方龙不仅形象完全不同，在各自
语境中的寓意也完全不同。

先来看形象——
中国龙的基本形象是五爪金龙。宋代古

籍《尔雅翼》形容其有“九似”：“角似鹿、头似
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
掌似虎、耳似牛”。

西方龙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通常有点像
“会飞的大蜥蜴”，而典籍中则称其“有类似美洲
狮的身体，两只巨大的蝙蝠翅膀或者羽翼，四
条腿，一个有些像马的头，并且有角及鳞片”。

二者八竿子打不着。
再来看寓意——
中国龙代表着吉祥。我们中国人自称

“龙的传人”。在古代，人们会向龙王祈求风
调雨顺；学子们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金
榜题名，“鲤鱼跳龙门”。

而在西方古典传说中，龙大多数时候被
赋予恶的形象，这在西方影视作品《权力的游
戏》《梅林传奇》等中都有体现。

如此看来，将中国龙与dragon互译确实
欠妥。随着中西方交流互动越来越多，很多
西方人已经了解到，中国龙与西方龙完全不
是一码事。

翻译讲究的是“信、达、雅”。“信”指意思
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
不要随意增减；“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
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
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简明优雅。显然，将中
国龙与dragon互译，连最起码的“信”都没有
做到，“达”与“雅”更无从谈起。尤其是对于
中国龙这样一个承载了重要文化含义的词，
重新考量翻译问题理所应当。

“信、达、雅”的翻译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举个中文语境下的例子：比如可口
可乐(Coco Cola)。19世纪 20年代，Coco
Cola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曾被译为“蝌蚪啃
蜡”。乍一听这个名字，您联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味同嚼蜡”？就冲这名字，您还打
算喝吗？后来Coco Cola方面也意识到这
个问题，登报征询新名字，并最终更名为可口
可乐。

这就是翻译的力量，或者说，是源于文字
本身的价值含义和文化内涵。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大国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让世界读懂中国，不

仅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讲好跨文
化的中国故事，准确地向世界展示中
国文化的魅力，传递中国释放的善
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好跨文化的
主动表达非常重要。

从“dragon”到“loong”，其
意义不仅仅是换了一种翻译。

韩叙

怎样翻译怎样翻译
““中国龙中国龙””

回忆起点滴，华宵一觉得这短短
的三个月，是自己“幻化”为锦鲤的一
个过程，值得一生去回味。

在那些不吊威亚的间隙，她总会
研究锦鲤，怎么游动怎么摆尾，上百
种锦鲤有什么区别，哪种最好看？

研究后，华宵一就反复对着镜子
练，幻想自己就是水中那一尾锦鲤，
又能灵动地鱼跃龙门，又能传递出中
国文化和审美的高级感。

有一天，她突然悟到，这不是简单
地游动和舞蹈，而是舞者把自己的成长
历程和对未来的期许糅合在一起，“一
如既往地去追随内心的那束光。在不
同的人生阶段，有时我们会沉
入谷底，也有鱼跃龙门的时
刻，每一步都不白走，这中间
的距离是我们自己一点一

滴去幻化而来的”。
华宵一也会想起自

己一路走来的舞蹈生涯，她曾哭着问
自己：“这么辛苦、这么孤独，你确定
要走下去吗？你还能走多远？”

擦干眼泪后，她又与自己和解
——“没什么大不了，再坚持一下
吧”“各行各业的苦有千万种，唯有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不忘记初心，别停
留在舒适圈”……

春晚之后的好几天，相比网友
截取的一帧帧《锦鲤》美图，华宵一
却把收获的夸赞和掌声埋在心里，
只允许自己享受短暂的喜悦：“我跟
自己说，要用平常心去看待，不焦不

躁，不要忘记用作品说
话，努力朝前看，努力
向前走！”

就像看着春
晚倒计时牌数字
归零那样，华宵
一决定从零开
始，重新出
发。 张曦

既是领舞，又是前辈。华宵一要
顾好的除了自己的动作，还有10位
刚上大一的学妹。

由于《锦鲤》的舞蹈动作需要一
点点摸索，而且又是第一次用如此年
轻的演员去完成这么高难度的作品，
刚开始排练时，导演就直接跟学妹们
说：“你们这么小，我都不忍心对你们
太凶。”但排练肯定不可能一团和
气。动作不达标时，导演会点名批
评，有几个学妹常常自责到落泪，华

宵一全看在眼里。
“我心里也难过。”华宵一唯一能

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动作做得更好，
让学妹们心里多一份坚定。

一点点的相处中，学妹们不仅把
华宵一当作榜样，更是知心大师姐。

春晚上台前，一个小学妹悄悄跟
华宵一说：“师姐，我好害怕。”华宵一
忙不迭地安慰：“别怕，我们就是锦鲤
本鲤，要相信自己，我们等的就是这
一刻。”

华宵一觉得，这就是“传承”二字
最好的表述。

节目播出后，《锦鲤》获得了海内
外观众的喜爱。华宵一松了口气，感
觉所有的辛苦都没有
白费。“那天跳完下来
之后，我们都哭了，那
种心情既激动又不舍。大家
很珍惜彼此这段时间在一起
排练的日子，虽然苦，但结果
是甜的，一切都值得”。

龙年春晚舞蹈龙年春晚舞蹈《《锦鲤锦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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