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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从未
出版的结尾部分13章原稿佚失近
70年了。近日，这最后13章（实际
发现是16章）的英译原稿被上海译
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赵武平在美国发
现。全新未删节译文将发表在
2017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收
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这部文学
史上的经典，将以前所未有的完整
面貌示人。

《四世同堂》分三部：《惶惑》《偷
生》和《饥荒》。小说在抗日战争的
历史背景下展开，紧紧围绕北平小
羊圈胡同里祁家祖孙四代的生活活
动这一主线，真实再现抗战北平沦
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四世同堂》
创作始于1944年初，1945年底完成
第一、二部。1946 年老舍赴美讲
学，《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是在美国
完成的。旅美期间，老舍与浦爱德
一起翻译《四世同堂》缩写本，并于
1951年以The Yellow Storm（《黄色
风暴》）为名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
公司出版。

目前通行的《四世同堂》版本
中，第三部的最后13章是根据英文
缩写版翻译补成。近两年，上海译
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赵武平在美国做
研究过程中，查阅了许多档案，意外
发现老舍当年未删减的英文原稿资
料，包括第一部、第二部的初译稿
（均为32章），以及第三部《饥荒》全
译稿 36章、第二部修订誊清稿31
章。也就是说，第三部《饥荒》实际缺
失了16章，比老舍原定的33章还要
多出3章，而之前发现的“后13章”，是
由这16章压缩和删节而来。

（欣华）

老舍佚失的结尾部分
英译原稿从美国找回

《四世同堂》总算
有“大结局”了

朱天衣，出生于文学世家，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朱天心皆为台湾文坛著
名作家。在台湾地区畅销十年不衰的《朱天衣的作文课》大陆出版，拥有二十余
年儿童作文教学经验的朱天衣，主张以启发引导、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发挥想
象力，写出与主题相关的文字描述。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觉得写作文是一
件快乐的事。

记者：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写
作最合适？

朱天衣：写作是孩子自我表
现很自然的一种方式，简单来
说，会说话就应该可以提笔写
书，而文字只是工具，如果孩子
已会使用注音符号或简单的汉
字，应该就可以开始写作。甚
至，在识字前亦可让孩子口述，
而由父母记录成文字，再念给孩
子听，这会是很有趣的经验。但
前提是，整个过程要以游戏、好
玩的心情进行，切莫勉强给孩子
压力。如果是要送孩子去补习
班学作文，则从三年级开始会比
较合适。

记者：对写作帮助最大的是

什么呢？
朱天衣：阅读。我所说的阅

读，不是范文，也不只是所谓的
优良读物，而是广泛的大量的阅
读。范文容易局限孩子的想象
空间，尤其是模仿力强、年龄较
小的孩子，很可能因为常参读范
文，写作变得制式化，未来难以
超脱这个框架。

记者：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
习惯呢？

朱天衣：最早可以从床边故
事开始，每晚让孩子自己挑选一
册绘本共享亲子阅读，绝对会比
放一片CD听故事更容易让孩子
进入阅读的世界。

孩子能认得注音符号及一

些字时，便可亲子共读，甚至可
以请他们讲给我们听；当孩子已
能独自并且享受阅读时，就尽量
别打断他们，至少让他们能持续
沉浸在书海中一段时间。

较大的孩子若还未养成阅
读习惯，那么每天试着关掉电
视、电脑半小时、一小时，陪他静
坐在桌前一起阅读，你看你的
书，他看他的书。一开始父母或
许必须忍受他频繁地换书，或

“一目十行”地快速阅读，但一天
两天、一周两周下来，他便能慢
慢进入状态了。这期间别去考
察他看了多少，除非他主动想讨
论、分享。父母仅仅做一个伴读
者就可以了。

记者：阅读后需要强制孩子
写读书心得吗？或要检验他是
否真读懂了书籍内容？

朱天衣：我们大人应该将心
比心，如果我们每看完一本书都
需要写报告的话，我相信没有一
个大人会想阅读的。而且一本
书所影响、所给予的，有时并不
是在当下，它也许要经过一段时
间发酵，短则几天，长则数年，甚
至有可能是一辈子，所以何苦在
孩子们刚进食时便做催吐的动
作呢？这只会让他们对阅读这
件事反胃而已。而且同样一本
书，常会因为阅读时的年龄不
同，所得亦不同，随着年岁渐长，
反复阅读后，所得自然增加甚或
有所改变，所以验收成果何必急
于一时呢？

记者：如何培养写作的乐
趣？

朱天衣：在孩子初学写作
时，我们要告诉他们写作就像说
话一样，而且要鼓励孩子们用他
们的语言，写出自己的心情、自
己的想法，而不是要他们装大人
模样、说大人的话语。

越是稚龄的孩子越是要鼓
励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要
孩子愿意写、不断地写，就算小
学六年仍写不出个所谓“标准完
美”的文章又如何呢？当他们持
续书写至青春期，思考逻辑能力
突飞猛进时，不待你提醒，他们
自会去芜存菁地写出一篇简洁
达意的文章来。 （孙珺）

朱天衣：

写作这事应该是人的本能

即使已为人师二十多年，
教过两千多位学生，但至今听
到别人称她“朱老师”，朱天衣
仍觉羞赧，“因为自始至终我都
不觉得自己称得上是一位传
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这么
多年来，我认为自己只是个陪
伴、分享孩子成长的大朋友，若
说在写作上对孩子们有什么助

益，我也只愿意把自己定位为
是个引导者，而不是教导者。”

在朱天衣看来，写作这件
事应该是人的本能，只要识字、
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像呼
吸、说话一般地写出自己的想
法，不用把写作赋予太多的名
目或意义，写作其实可以是很
自然、很愉悦的。也因此，她发

现自己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
中，花费最大心力之处，不是教
授写作技巧，而是在努力地“除
魅”，也就是帮孩子祛除一些不
必要的障碍，包括心理层面的
恐惧、厌恶，也包含外在对写作
这件事的束缚，“看到孩子们从
抗拒到愿意且喜欢写作时，我
便得到了最大的报偿。”她说。

让孩子爱上作文关键在于“除魅”

朱天衣希望所有的父母能
分享与孩子在写作互动中所获
得的喜乐，“只要愿意，任何人都
可以扮演如我般的陪伴者、分享
者的角色，只要多给孩子一点空
间，多为他们空出一点自己的时
间，在写作的天地里，你和孩子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朱天衣的作文课》这套
书中，朱天衣精心挑选了60个

主题，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
心得融会贯通，写成文本，并亲
自走进录音棚，将文本录制成声
音，让小朋友一边兴趣盎然地听
她说故事，一边联想构思自己的
精彩内容。

除了这60个主题，朱天衣还
精心设计了数十种文字游戏，包括
字词接龙、多音字、同音易错字、反
义词、标点符号、猜灯谜、声音描述

等等，让孩子能一边轻松玩游戏，
一边增长语文基本功，打好语文
运用的基础。

至于要如何使用孩子这部分
的教材，她的建议是，一个星期消
化一个单元，当然这可视孩子的
课业压力随时调整。请先安排他
坐在桌前就位，准备好文具，当他
听完一个单元时即刻就动笔，那
应该是最适合下笔的时刻。朱

天衣提醒家长：当孩子真正进入
写作状态后，尽量别中断，其间
有不会的字可先以注音代替。较
小的孩子在初学阶段，家长可以
陪伴他一起完成这件事。但记得
只是陪伴，而不是指导，父母可以
在一旁阅读自己的书，或书写自
己的文字，别让孩子有受到监督
的压力，而是让他觉得这是一段
亲子共享的宁静时光。

精心挑选60个主题写成文本

《朱天衣的作文课》
朱天衣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