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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
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与文论文本）细
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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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多读老人书 会觉得老人家对人生和生活的一辈子思考很有价值 
2、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
3、散文
4、是长辈的语重心长的敦敦教导，让我想起外婆，想起外婆的那些故事。虽然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
无法去感同身受，但是我看到了那代人生活的艰难让我对现在生活的感恩。
5、活了一百年写出的这些文字 所展示出的诸多感悟不是我们这种当下年轻人完全理解透彻的 却是可
以慢慢学慢慢成长慢慢领悟慢慢体会的 人活一辈子图的到底又是什么呢～默然～
6、先生在高龄的又一作品，还是值得一读
7、再老，只要思考的能力还在就应不断的反思总结，腹有诗书气自华，以优雅从容的态度度过一直
到老。
8、花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岁月，娓娓道来

丝丝白发是智慧的象征，历历深纹是阅历的结晶！

这是一本智慧的书，触及灵魂~
9、一些上年纪人的自问自答，我还没有到可以完全理解的境界，只是觉得杨老先生修为很高。
10、人生是辆车，你兴许能改变它的目的地，却终不能回到原点。
11、一本没有太多表述的书，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也许只是老人的喃喃自语，老人想自己记住一些曾
经发生的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于我们，没有新奇，我读到了一个平凡人贯穿的半辈子。
12、对于迷茫的人有所指引，对于笃定的人有所欣慰
13、是否到了最后大家都考虑终极问题？是否因为我还没到时候，所以兼容度不高
14、纪念杨绛先生。
15、淡淡的语言，淡淡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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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杨绛大家并不陌生，她是一位的独特的作家，她是女性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称之为先生的人
。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这些文字上，
我们并未去深入探索。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中，作者通过对杨绛先生作品的分析，带领大
家进一步探索。在这本书的四章，作者写了杨绛的翻译理念与理论。经历过大学四六级翻译的人，看
到这章格外有亲切感。书中提到翻译的三大要素“信、达、雅”。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接触翻译的时候
，老师说你们翻译水平达到信达雅三个字，你们就算合格了。可是真当我们去接触到翻译时，我觉得
能够把所说的翻译出来就不错了，更别说“达”和“雅”了，杨绛先生翻译的作品在我看来已经达到
了“雅”。书中提到了“照模照样地表达”原作，杨绛在翻译《小癞子》的时候就在不违背原著意思
的情况下，将拉萨罗汉化成地道中国味儿的“癞子”，但扔保持谨慎周到的原作，在最初出现时都附
上原译的英文名字。由此我们学到了，在翻译过程中不改变原文大意，将文章大意更加“入乡随俗”
符合本国人们的认知。在第六章里，提到了翻译“从难处入手”。对于刚接触翻译的人，专业困难的
词汇无疑是一座大山，我们面对的时候往往选择逃避，杨绛在却是选择先从这些大山下手。在我们这
些无名小卒看来，杨绛的做法已经是大师的做法了，可杨绛自己却说她是“业余”的无名小卒。从杨
绛翻译作品的态度来看，我突然明白了杨绛为什么能称之为“先生”。虽然杨绛并不是专业的翻译出
身，但是她严谨的态度却使得她变得格外专业。都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事情的理
解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杨绛的分析评价亦是如此，作者通过对杨绛作品的分析写了《杨绛，走在小
说边上》，而我又通过作者的书有了我自己的看法，单纯的从翻译角度来看杨绛先生的性格态度。我
相信在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会有和我和作者不一样的看法，但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绝对的，所以究竟
能从这本书中读出怎样的杨绛，只有你自己亲自尝试过后才知道。
2、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没有资格讨论它的好坏，杨夫人用一世纪一生写出的这本书，对于我等20+的
小生更是如此，书中灵魂和肉体的讨论有趣，是的，灵性时时与荷尔蒙的欲望做斗争，当然我们可以
灯红酒绿，出双入对，以满足这些种种欲望，但正是这些事浪费大量时间，虚度光阴，所以说成功的
人，能做出贡献的人，人生过得有意义的人，都是孤独的，不被身边种种所诱惑，能克制自己，无欲
则刚，方能不迷失自我。文中说“这么多的诗人文人做诗写文章表示死并不可怕，正好说明死是可怕
的”也颇有趣，借书中的话只要能认识自己的缺点，不自欺欺人，就很了不起了，生活中我们为了在
别人心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得安全感，难免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甚至自欺欺人，能真实的面对自己
，确实了不起。可是说到算命，觉得有些迷信，书中举了很多算命很准的例子，个人觉得不过是算命
多事件小概率而已。生活难道不是一次次不同选择的结果吗，干嘛非要和“命”联系在一起呢。当读
到那对喜鹊时，震撼与感动，没想到喜鹊这么重感情，胜过有些人类。后面讲到小女孩的故事，13岁
便挣公分，想法设法挣钱养妈妈跟弟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那个年代，是被逼出来的，想起了
自己小时候1991-2000年间的贫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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