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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俊良有着多重身份，翻译、出版商、旅行家，但他首先是一名故事传递者。他的故事书由艺术家作插画，为你我他，小朋友和大朋
友们带来欢乐，让中法两种文化交融并存。在上海出席青年沙龙之际，叶俊良受邀来到上海旅人蕉阅读俱乐部，并将于11月14日周六
下午4点向读者介绍他的书。

他同时还将到访上海法国学校和一所本地高中，与广大中法青少年一同交流、分享。

我们向他提了几个问题：

1. 俊良，您来自台湾，在英国生活过，之后定居法国至今已有20多年。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我出生在台湾岛南部的高雄市，1992年来到法国学习建筑。毕业之后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在巴黎工作，然后又作为一名城市设计研究员在牛津生活过两年。回到法国之后，我曾
为一家中国出版社写关于法国建筑设计的书籍。次年，也就是2007年，我与黎雅格共同创立了鸿飞文化出版社。

我在台湾一直生活到23岁。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曾去美国游学，对美国有所了解。自那以后，我就坚信有一天我将会远行去发现世界。不过，我当时并未想到会来法国，也
没想到毕业之后会留在法国。如今，我生命的一半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它给我提供了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的种种机会。不过在法国的生活并未能割裂我与中华文化的联系。相
反，这种生活让我意识到塑造我的这两种文化的特殊之处。这样很好。

2. 您之前做过建筑师和咨询师，后来投身于写作以及儿童读物的出版。请跟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择青少年文学。

鸿飞文化出版社源于我和黎雅格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投身于一项文化事业，将我的中华文化服务于法国公众。我们参观了包括法兰克福书展在内的几个图书展会，最终决定成
立一家面向青少年的出版社，出版插画书籍这种法国父母很乐意给孩子看的图书。

虽然鸿飞出版的书籍的文字题材中有一些来自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不过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原创的并且由生活在法国的艺术家来完成插画。我之前做建筑师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关
于这份新职业的宝贵灵感。因为，我会伴随作者和插画师的整个创作过程，就好比我在管理一个建筑工程，所有的参与者都应根据事先协调好的计划在这个项目上全力以赴。作
为一个“客户”眼中的好“建筑师”，我必须确保这些作品适合家长和孩子这些目标人群。

不过在成为建筑师之前，也就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书和写作。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阅读欧洲作家的作品让我能更加敏锐的捕捉中国作家的语言美感和精准表
达。尽管我后来写的是面向年轻读者的法语作品，我也一直遵循着这种严格的文学手法，不管是在编辑工作还是在写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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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的鸿飞文化出版社专门出版由中国作家和法国插画师共同完成的儿童书籍。首先，您能否跟我们解释一下“鸿飞”的含义？您希望通过中国作家与法国插画师合作这样一种独
特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什么？

“鸿飞”源于苏东坡的一首诗，意思是“鸿雁飞翔”。诗人将人生比作飞过雪地并在上面留下脚印的鸟儿。飞鸟离去，却不会留恋自己留下的印记。这个比喻强调了每位读者对我们的
重要性——我们留下“印迹”，读者发现“印迹”，而他们的看法会赋予这“印迹”全新的意义。

在这样的出版理念下，插画师往往会作为第一个法国读者去阅读一个通常是古老而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在故事中，中国作家会用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去描绘一次旅行，一
次相遇或是一些感触；法国插画师则会充分发挥想象力，为这个中国故事赋予轮廓和色彩。插画师并不是将中国物化为一个新奇的事物，而是让孩子们爱上这些故事。在故事
中，孩子们会发现自己对别样的中国感到惊叹不已。

为了不断丰富鸿飞的图书作品，在书目的选择上，无论是预订或是别人推荐的项目，都会围绕一个既兼容并包又特点鲜明的出版思路：旅行、对未知的关注、与他人的关系——
这三个主题贯穿于我们出版的所有书籍中，无论其与中华文化是否有联系。鸿飞就是想让读者体会差异性带来的感性体验。

4. 您画本中讲述的故事很多都来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那您是怎么挑选这些故事的呢？

由于两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一个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故事并不一定会在法国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画本的开本大小、读者的年龄等
等。我们也要考虑故事的内容，因为我们出版社的主旨并不是僵化地传播中国文化，所以我们不会选择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过于晦涩的故事。因为首先接触这些儿
童读物的人是小朋友的家长，他们对中国并不熟悉，我们不希望因为家长们觉得这些读物过于晦涩难懂，就不让孩子们看这些读物了。但是我们仍会特意保留故事中让法国小读
者们觉得出其不意的地方，例如故事的叙述节奏、主人公非比寻常的性格、出乎意料的开放性结尾等等。

在我们选择的故事中，有童话故事《金鞋王后》，传说故事《木兰诗》、《白蛇传》，还有历史人物逸事，例如画本《书法家》、《帝王的两幅风景画》就分别讲述了王羲之和
吴道子的故事，因为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仍然活在当今中国人的心中。除了故事的选择之外，故事的呈现方式也是我们的画本能否获得法国读者青睐的关键。而这种青睐通常是因
为这些中国故事和当代法国人所关心的问题产生了共鸣。因此我们在向法国读者介绍叶限（«金鞋王后»的主人公）的时候，说她是最早的灰姑娘。同样，花木兰的故事也以巧妙
的方式迎合了最近法国社会关于“身份”、“性别”问题的讨论。

5. 您在法国或是国外参加写作研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年幼的学生，而您和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何丰富您的写作的呢？

在研讨会上，我经常会以阅读一本我的书作为开头，以便观察孩子们是如何通过阅读文字来开动自己的想象力。我记得有一群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他们在阅读完«面对老
虎»（狐假虎威和黔驴技穷的故事改编而成）后，便以此为灵感开始编他们自己的故事，之后他们还让我再编一个关于老虎、马和蛇的故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对友
谊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例如谁是谁的朋友，等等），于是我便以友谊为主题写了个新故事，取名«桃子的味道»，主人公便是老虎、马和蛇。两年之后我们出版了这个故事，当然
我把这个故事献给了这个幼儿园大班的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有时，在小型研讨会上，我还会展示书法。除了展示如何研墨、如何使用毛笔之外，我还会让每个参与者想一样他们喜欢的东西或是活动然后告诉我。我会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
写在一张红纸上，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因为这个毛笔字写的是他们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个字就越发地具有美感。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无
论是作为一个作家或是作为一个人都非常宝贵。

6. 您对文字和文学的喜爱使您对翻译也产生了兴趣，因为之前您曾把夏尔•波德莱尔的《人间天堂》翻译成中文。那您觉得翻译和文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通过《人间天堂》，波德莱尔让法国读者们认识了一位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世纪之后，在我在牛津短暂居住过之后，我重复了这样一个举动。通过这个作品，我成为
了这两位大师面向中国读者的代言人。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经历。

以前做建筑师时我就已经做过翻译工作，但我还从未翻译过有这么高文学价值且如此长篇幅的文章。为了很好的翻译这部作品，我看了好几遍波德莱尔的原文，直到文中的场景
和人物都跃然眼前，如同看电影一般生动。之后，我便在纸上写下能够表达出这种质感和气氛的中文字词，并不考虑句法。一旦这个准备工作完成，我就会回到文章的开头，用
流畅、准确、忠于原文的语言来重新组合这些字词。最后，我所完成的就是一次完整的写作过程，只不过是让我的文字浸透了波德莱尔和昆西的灵魂。用中文来表达微妙和复杂
的想法是需要不断琢磨的，而这次在两位原作者和蔼而又严格的启发下所完成的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其实，无论是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还是将我自己的想法付诸
于文字时，我都会把自己当作是读者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前行，向着更宽阔的远方，期许着有一天他们会比我走得更远。

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负责语言教育事务的夏一诺女士和上海旅人蕉的负责人伊娜•布雷顿完成文字收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