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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江流过水悠悠》是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麦克林恩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也是他的处
女作与成名作。

　　美国西部小城密苏拉，山林环抱，大河流淌，河中鳟鱼肥美。
长老会牧师的儿子，诺曼和保罗，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长大，并习得了一门被他们奉若宗教的蝇钓技
艺，弟弟保罗更是此中高手。
兄弟情意甚笃，工作后分居两地，仍不时相约垂钓。
但性情刚硬又嗜赌的保罗偏离了生活的安全轨迹，终致盛年早逝世，也令挚爱却无法理解和帮助他的
亲人哀痛不已。

　　多年后，退休的诺曼再次来到古老的大泥腿河畔，回忆起兄弟二人和老父一起垂钓的情景，往事
悠悠，哀思逐水流。
诺曼似乎在岩石下喁喁细语的水声中听到了逝者的话语。

　　水，如今是他的魂梦所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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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诺曼·麦克林恩 1902-1990
　　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教授莎士比亚和浪漫派诗歌。
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他出版了自传性小说《一江流过水悠悠》，获得意料之外的成功。
该小说被提名1977年普利策小说奖，畅销多年，如今已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不朽经典。
1991年，芝大将一座改建的教堂建筑命名为“麦克林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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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江流过水悠悠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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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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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半生时间都在研究与讲授莎士比亚和浪漫派诗歌，退休后，他
回到西部群山中的家乡，黄昏时独自去林中大河垂钓，聆听水声如喁喁人语，写惯了论文的笔悄然梳
理起了记忆。
人至暮年回望时光无垠生而有涯，自然所思良多，感慨深长。
1976年，年已七旬的他出版了小说处女作《一江流过水悠悠》，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
如今，他的作品也成为他当年的学术研究对象一样的经典；也因此，芝大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将一座
校园建筑命名为麦克林恩楼。
    这些散淡悠然的记忆片段和家庭故事之所以没有被当成回忆录，而是被归入小说一类，不在于细节
的虚构或真实，而在于它的写法：叙事的风格、素材的拈撷、情感的汇融、意象缝合的完整。
它完全不同于看似充实却松散无力的流水账或相册式回忆录，而是一件独立而自足的艺术品，一旦生
成便声光流动，用安妮·普鲁的话说，它能将人带入深沉恍惚之境。
    细想起来，整篇小说的情节主线不过四次垂钓而已，场景中汤汤流淌的大河每每是心念寄寓的具象
，进而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意象。
对于牧师家的父子三人，钓鱼决不是简单的钓鱼，大河也不仅仅是大河。
蝇钓是一门哲思深蕴、必须经过严苛的训练才能洞悉其规则的幽玄技艺，如同宗教，需要宁静、虔诚
与顿悟；如同宗教，可以在世俗之界外另辟一重天地。
冰川凿就的古老大河奔腾不止，粼粼波光中大石盘踞，大石之下有鳟鱼栖息，也可听到逝去的人们的
话语，只是，你须是能听懂河语的人。
譬如，知晓彼此心中对大河的眷恋之情的父子三人。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末尾处隐讳且约略提及的弟弟保罗的死，仿佛经过前面大量的情绪铺陈而稀释
，变得不再那么苦涩的核，决定了整本书的伤逝主题，以及淡淡哀愁的氛围。
人生之中的悲剧转折早有预告，再次隐含在对大河的想像中：    水上热气激起的蜃楼幻象在我面前分
合荡漾不止。
    我能感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与幻象交接。
就是在这儿，等    候弟弟那工夫，我开始讲这个故事，自然，那时候我并    不知道生活故事时常更像
一江流水，而不是一本书。
在    那潺潺水声旁，我意识到故事已经开篇，或许早已开始。
    我还感到，前方将会出现某种永难冲蚀的事物，因此那    里会有急剧的转弯、深沉回流、沉积和静
水。
    “永难冲蚀的事物”，是生命中不可挽回的失落、没有再见的告别，必死之生无法回避的苦痛。
在电影《大河恋》的结尾，失去爱子的牧师带领教众齐颂：    感谢我们赖以依存的人类之心    感谢它
的柔情、欢欣与畏惧，    于我，最卑微花朵的绽放也能触发    泪水也无法洇及的深埋思绪    浪漫派诗
歌研究者麦克林恩也许亲自参与了罗伯特‘雷德福德对原著的改编，没有比华兹华斯的名篇《永生颂
》更契合这本书的了。
生命在于时间里，时间如同大河流淌，我们如何抵御？
永生之彼岸在哪里？
在于我们展现过的柔情、欢欣与畏惧，在于最卑微的记忆之花，它们永生于河水之中，河水喁喁似人
语，那是逝者的言语。
或许，我们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一江流过水悠悠》就是小说版的《永生颂》。
    以流水为时间和生命中种种过往的譬喻，也令熟悉的古代诗行在我们心中浮现。
与它经常被类比的《瓦尔登湖》一样，书中那种会意于景，融情自然的沉静与恬淡气质也不无东方色
彩。
除去大河，书中偶有对群山幽境的描绘颇显林泉之致。
同时，将一门钓鱼闲技作为艺术不惜时间去修炼、悬想与参悟，也暗合东方审美态度。
这样一来，《一江流过水悠悠》这个译名就显得不仅忠实，而且传情达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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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是一次梳理。
写下这篇后记时，我才更加确定，所幸译者陆谷孙先生的坚持，这个译名被我们采用。
回想一年多前，约请陆先生翻译此书，是带着一些侥幸和凑其巧的心理的。
侥幸在于：翻译是日渐卑微的行当，一般大学教师或年轻学者都不愿意揽的辛苦差事。
陆先生是众所尊崇的大学者，他有时间吗？
会愿意吗？
试试吧。
想凑的巧在于：一位七十岁的文学教授翻译另一位文学教授七十岁时的成名作会怎样？
(两人还都曾教莎士比亚课。
)日常经验里，表面细节的巧合总是一些更深层的未显之事的暗示。
这一次的巧合又会印证什么？
    侥幸的目的达成，可一开始，凑巧的目的似乎遭遇了反讽。
陆先生动手翻译后没两天，就来信请辞，理由是，他对钓鱼一窍木通也无兴趣(陆公嘛，不谙水边技艺
可以理解)，翻到前十五页，通篇都是在讲钓鱼，让他十分苦恼，建议我去找黄源深老师翻，说他喜欢
钓鱼，连名字都是水汪汪的。
接着，他又写了篇博客做民意调查，我记得当时劝他不要翻下去的回复居多。
不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还是接着翻下去了，后来又看到他在博客里写：翻译的过程中开始喜欢这本书
了。
我很欣慰，继而惊奇：因为，他一个月就交稿了！
电子稿字数统计七万多字啊！
！
怪不得人家叫他老神仙！
凑巧的目的也成果斐然：陆先生典雅灵逸的译笔与古典文学教授麦克林恩细腻婉转的原著风格相得益
彰，整篇译文既精准又优美耐读，许多段落诗意盎然，堪称经典。
篇幅所限，好处也无需尽言，留待读者自己去品读吧。
    最后，我要借机表达一下对于陆先生的敬意和感激之心。
六七年前，轻易不问俗务的他接受素不相识的我的邀请，为《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序，只因为他认为
我是个认真的、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其后几年间，作为编辑或译者，我又得到他很多帮助。
这一次，他接下翻译，也是因为，翻译一门需要支持。
在我眼里，陆先生博学睿智，却谦虚谨慎；世事洞明，却绝不势利；霸气外露，却童心灿烂：是一位
可敬可爱的长者，混蒙时代里的明灯，有涯之生里的欣慰相逢。
但我还没见过他，甚至没有电话和短信过他。
现在想的是，书要赶紧出来，好让我不至于空手去拜会他。
    201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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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情感的力量如此美妙动人，笔毫所及，丝豪不逊于梭罗和海明威。
    ——《芝加哥论坛报书评》    麦克林恩的书——锐利、简明、不动场色——荡漾着一个包括马克·
吐温等人在内的丰厚美国文学传统的回响。
    ——《纽约时报书评》    很少有书能把读者带入如此深沉的恍惚之境。
麦克林恩的书具有这种力量。
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罕有的、真正伟大的作品之一。
回忆和伤逝之外别有寓言色彩。
只要书籍尚存，蝇钓技艺尚存，麦克林恩就会被人铭记。
    ——安妮·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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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江流过水悠悠》：陆谷孙教授新译，电影《大河恋》原著，学者暮年讲述亲情，感人至深的美国
文学新经典，《瓦尔登湖》之后回返自然，细腻真淳的哲思佳品，典雅文字咏叹似水哀愁，简素插图
追摹林壑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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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