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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原著及其简读本的文本阅读比较研究
——以《巴黎圣母院》为例

袁曦临1,2 戴 琦1 （1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东南大学图书 馆）

摘  要  中小学阶段是培养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针对我国青少年读者经典名著浅阅读现状，以

高中语文课标必读书目推荐作品《巴黎圣母院》为例，选取同名译者的原译本与简读本，选取同

章节进行文本阅读比较分析；采用分词统计、情感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从词汇、句法

和语义语境层面比较经典原译本与简读版的差异。结果发现，简读本在词汇量、修辞句法、人物

关系及情节发展等方面均与原著有显著差异，简读本一定程度破坏了经典的原生性和自洽性。由

此提出对青少年经典阅读教育中原著与简本并行的质疑，认为应立足读者的阅读能力和接受水平

进行经典推荐导读，青少年读者拥有选择符合自己兴趣，能够保证自主阅读流畅性的文学经典作

品的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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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the key period for students to form good reading habit. 
Reading classic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cusing on the status of shallow reading among teenagers 
in China, and taking Notre Dame de Pari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ame chapter of the unabridged translation edition and simplified translation edition by means of word 
segmentation, emotion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from lex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The result reveal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cabulary, rhetorics, syntax, characters and plot between the 
two edi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implified edition destroys the originality and self-consistency of the 
classics. It thus questions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two editions in the teenagers’ education, and recommends 
instead guiding reading classics in accordance with teenager readers’ respective reading abilit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eenager readers should retain the right to choose classics to their interest to ensure the 
readability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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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

中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

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

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

书。”[1] 经典文学作品是指经过历史的大浪淘

沙，筛选出来的；能够被社会普遍认可和接

受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具有持久文化

传承价值的文学作品。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指出，所谓

文化（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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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土地及其作物的培育，认为人的心灵就如

同土壤中的植物，能否茁壮成长有赖于肥沃的

土壤，而那些伟大心灵的作品乃是培植人类心

灵的土壤 [2]。因此，著名教育家罗伯特·赫钦

斯（Robert M. Hutchins）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

长期间积极倡导名著阅读运动，并担任了“西

方名著计划”丛书（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的主编，认为经典名著是通识教育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国

家、民族的文化标识，对于青少年学习成长意

义重大，经典阅读也是阅读推广和图书馆导读

的核心内容之 一。

目前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已被嵌入到初高中

语文教学之中，《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要求学生通过

广泛阅读各类经典作品，发展思辨能力，提升

思维品质，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

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并提供了必读书

目 [3]。仅小说国内部分就包括罗贯中《三国演

义》、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

鲁迅《呐喊》和《彷徨》、茅盾《子夜》、巴金

《家》、老舍《四世同堂》、沈从文《边城》、周

立波《暴风骤雨》、路遥《平凡的世界》；国外

经典包括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雨果《悲惨

世界》、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

和平》、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海

明威《老人与海》、莫泊桑短篇小说、契诃夫

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等。既作为课 

内学习任务群的备选，也推荐给学生在课外阅

读 [4]。各级各类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青

少年推荐书目和导读书目，也必然包含这些经

典名 著。

然而在现实接受层面，学生们对于这些

必读书目是有所抵触的。2013 年广西师范大

学 对 近 3 000 名 读 者 进 行 调 研 统 计， 吐 槽 最

多的“读不下去的书”前 10 名基本是经典作

品，四大古典名著尽数在列，其中《红楼梦》

位居榜首，理由是书中的大量诗词导致阅读 

困难 [5]。

众所周知，国内中小学课业压力非常大，

学校和家长对于学生的时间管理也很严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中明确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整体上讲，城市中

小学生的课余自主时间是有限的，大多为各类

学习培训班所占据，没有足够的时间课外自主

阅读；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又必须顾及课标要

求，完成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为了让学生们能

够达到课程要求，各大出版社对照教育部推

荐的阅读书单出版了语文分级读本，尤其是名

著的节略版和简写本。目前市面上出版有大

量冠以课标推荐的经典名著节略版，封面标示

为“青少版”“学生版”“中小学新课标必读名

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等字

样。经典作品的简写本和节略本成为青少年读

者阅读经典的快速通道，通过删减作品背景和

人物关系，简化情节及细节描写，突出作品主

表1�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

必修（8学分） 选择性必修（6学分） 选修（任选）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1 学分）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在选择性必修和
选修阶段不设学分，穿插在其他学习任务群中）

当代文化参与（0.5 学分）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0.5 学分）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1 学分）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1 学分） 汉字汉语专题研讨（2 学分）

文学阅读与写作（2.5 学分）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2 学分）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2 学分）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0.5 学分）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 

（2 学分）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1.5 学分）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0.5 学分）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 

（2 学分）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1 学分） 跨文化专题研讨（2 学分）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1 学分）

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1 学分） 学术论著专题研讨（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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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节和特征；提纲挈领划出重点语句，进行

所谓导读，以使学生读者能够快速了解作品的

主干内容和权威价 值。

1� 青少年课内外文学经典阅读现状
经典阅读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

庸置疑。正因如此，义务教育语文课标才明确

规定了经典作品的背诵篇数和课外阅读量，规

定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 400 万字以上，其中

小学阶段为 145 万字 [6]。《语文课程标准》明确

指示：要充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

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让学生少做题，多

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具体见表 1）。

语文新课标对于高中阶段的经典阅读要求

很高，必修课程设有 7 个，包括：“整本书阅

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

流”“文学阅读与写作”等。选择性必修课程 9

个，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中国现

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等。

然而，青少年读者面对《红楼梦》《三国演义》

《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这些洋洋百万字左

右，人物众多，结构复杂，内容深刻的作品，

相当数量的青少年读者表示阅读是有难度的，

最突出的困难表现为面对这些经典作品，无法

做到流畅性阅读。虽然绝大多数小学四五年级

以上的学生可以认识《三国演义》原著中绝大

多数汉字，但是阅读绝不意味着识字，经典名

著的意蕴深远和文辞典雅往往成为青少年阅

读的某种障碍，使得读者无法完成流畅性的阅

读，而有效的自主阅读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阅

读的流畅性，只有阅读流畅，才能有动机和兴

趣继续阅读，进而理解情节，把握作品的内容

含义。阅读流畅性缺少，就有可能造成读者畏

读、不读、回避阅读的心 理。

名著简写本或节略版，相比于经典原著，

确有许多阅读上的优势，譬如情节精简，叙事

清楚，文字轻松，人物关系单纯等，因而得到

相当多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认为既可以完成阅

读要求，又节省时间，提高阅读效率。然而，

各类改写、简写、节略之后的经典作品是否还

能被称作经典，其实是需要去追问和讨论的。

中学阶段大量阅读简写本和节略版的经典名

著，能否达成教育部语文课标的要求，能否培

养出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也是颇值得质疑

的。简读本究竟会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素

养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思考并加以研 究。

2� 经典原著及其简读本的阅读差异比
较研究

有关经典作品节略版和简写版的研究很

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文本可读性、易

读性等方面，文本可读性的本质就是阅读文本

的难度，可读性决定了阅读的流畅性，而流畅

性是自主阅读的关键，也是读者阅读和接受有

难度的经典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文本

“可读性”方面的研究，对于经典阅读而言具

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借鉴意 义。

关于可读性公式（Readability Form）即阅

读难度公式，国外有相当多研究成果，如弗

莱 施 - 金 凯 德 年 级 水 平 公 式（Flesch-Kincaid 

Grade-Level Formula）、戴尔 - 乔尔公式（Dale-

Chall Readability Formula）、 冈 宁 迷 雾 指 数 公

式（Gunning Fog Formula）等 [7]；但由于中英语

言文字的差异，以及教育导向、文化背景、社

会环境的差异，汉语阅读很难直接借鉴国外经

验和方法，更无法简单移植。目前这方面的国

内研究还比较零星，仅见针对外语教学的留学

生汉语文本可读性公式研究 [8]；以及以沪教版

3-5 年级教材为例的最终建立小学语文教科书

选文的可读性评价体系 [9] 等。上述可读性研究

提供了从文本的字、词、句、篇等方面着手进

行阅读难度测度的思路和方 法。

对于汉语阅读而言，阅读难度不仅来自字

词句层面，还包括语义和语境理解层面，因

此，就经典原著及其节略简读本之间的差异比

较，除了词汇、句子等客观因素，还需要结合

读物的故事内容、情感倾向等主观因素展开

研 究。

2.1� 分析文本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文本”（text）一词是 20 世纪文学理论之

中的一个新兴概念，用“文本”一词取代“作

品”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一场革命。

“文本”概念的使用突出了文本作为意义载体

的客观性和自足性，完整意义上的“作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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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也就是说作品

的意义只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文学

文本一旦离开了作者的写作之手，交到读者手

中，读者就拥有了读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含义

的权力 [10] 。因此，本研究所完成的经典原著及

其简读版的差异比较，不涉及读者的阅读，也

不涉及读者的主观体会，只是针对作品文本层

面的分析，是一种客观分 析。

研究选取教育部推荐高中生必读书目中

的《巴黎圣母院》一书作为分析对象，并选

取李玉民教授的译本。在其译本中，选择年

份较近，出版社较为权威的两个版本：其一

为 2015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原版，另一

为 2018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简读本，这

两个版本都是由李玉民教授完成翻译和简写的

（图 1）。由此，排除了因为作者不一导致的翻

译与创作水平的差异。然后，从超星获取其电

子文档，利用 OCR 识别扫描版图片，选取书中

非常关键的一章“一滴泪报一滴水”作为分析 

样 本。

图 1�《巴黎圣母院》分析文本

“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主要讲述圣母院

敲钟人卡西莫多受主教克洛德指使，劫持爱斯

梅拉达而遭受笞刑的故事，在整个小说中具有

特别意义，不仅隐含了主要人物发展的内在动

机，也是故事情节推进的关键，更是对于 15

世纪巴黎市民众生相的特写，人物众多，对话

生动。选取这一章的另一考虑在于“一滴泪报

一滴水”是苏教版语文必修模块中关于“人

性”主题中的一篇课 文。

2.2� 《巴黎圣母院》原著及其简读本的文本分析

文学文本是由词语组合成的句子构成，通

过句子完成故事虚构世界的情节、人物与图

景。而阅读一个句子，既包含了对于这个句子

含义的理解，也包括对于句子表达的含义的了

解。前者对应于词汇和语法，词汇量的多少直

接反映阅读能力的高低，词汇量缺乏，阅读就

会困难。同样，句子结构的复杂与陌生也会带

来阅读理解上的障碍。后者对应于语义和语

境，语境对理解语义有制约作用，语言学家认

为语境既包括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即语

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也包括由非语言因

素构成的“情景的上下文”，即语言所出现的

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包括事件、参

与者及其相互关系 [11] 。本研究针对“一滴泪

报一滴水”一章的原译本与简写本，分别从

词汇、句法、语义和语境层面进行文本阅读

分 析。

2.2.1 词汇层面

词汇是语言的基石。使用分词软件对《巴

黎圣母院》原版和简版“一滴泪报一滴水”一

章进行分词打标，标记其常用词和难词。实词

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代词等，能

够反映概念的使用情况。虚词包括介词、连

词、助词、语气词、副词和方位词等，汉语的

虚词虽然不表示具体含义，但其具有语法功

能，逻辑意义更 大。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录了

甲乙丙丁 4 个等级的汉语词汇，包括甲级词

1 033 个， 乙 级 词 2 018 个， 丙 级 词 2 022 个，

丁级词 3 569 个。甲乙两级词汇为常用词，丙

丁两级词汇为难词。经过机器分词与人工审

核，得出《巴黎圣母院》原版和简版“一滴泪

报一滴水”章节的词汇使用情况，见表 2。

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

以及承载在文字上的内涵决定的；体现在《巴

黎圣母院》“一滴泪报一滴水”章节中，原本总

词数约比简本多了 1 300 个词，经阅读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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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本是在原本基础上直接删节改写，删减内容

为 1/2。因此，原本词汇的丰富程度约为简本

的 2 倍，各级词、常用词、难词、虚词数量均

多于简本，原本中使用的丙丁级难词也保持着

接近简本 2 倍的水平。难词的频繁出现能够提

升学生的阅读理解以及思维、写作的能力；简

本中更多使用常用词，以保证阅读无障碍，便

于读者快速掌握大意。此外，原本中出现的人

物频数是简本中的 2.58 倍，这一点值得特别重

视，因为人物的去除必然伴随着人物言语、动

作、情感的去 除。

作品的主旨内涵不仅体现在词汇的数量

和频数方面，也体现在文本中情感的表达与

生发。通过分析文本的正负两极情感以及多维

情感倾向，可以揭示小说人物的情感以及作品

的写作倾向；本研究选择台湾大学研发的中文

情感极性词典 NTUSD 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情感本

体进行《巴黎圣母院》“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

的情感分析。其中台湾大学研发的 NTUSD 包

括 2 810 个正极性词语和 8 276 个负极性词语，

准确度较高，可以用于二极情感分类任务当

中；而大连理工大学的情感本体词典当中，情

感共分为 7 大类 21 小类，可以反映人类情感的

七 情， 见 表 3， 情 感 强 度 分 为 1，3，5，7，9 

五 档。

利用上述词典，可以从宏观上呈现作品的

主导情感倾向是积极还是消极，在微观层面可

以具体分析该章节内容的多维情感倾向。表 4

统计了原译本与简读本中积极与消极情感词的

表3� 大连理工大学的情感分类本体�

（林鸿飞教授整理和标注版）�

编号 情感大类 情感类 例    词

1 乐
快乐

（PA）
喜悦、欢喜、笑眯眯、

欢天喜地

2
安心

（PE）
踏实、宽心、定心丸、

问心无愧

3 好
尊敬

（PD）
恭敬、敬爱、毕恭毕

敬、肃然起敬

4
赞扬

（PH）
英俊、优秀、通情达

理、实事求是

5
相信

（PG）
信任、信赖、可靠、

毋庸置疑

6
喜爱

（PB）
倾慕、宝贝、一见钟

情、爱不释手

7
祝愿

（PK）
渴望、保佑、福寿绵

长、万寿无疆

8 怒
愤怒

（NA）
气愤、恼火、大发雷

霆、七窍生烟

9 哀
悲伤

（NB）
忧伤、悲苦、心如刀

割、悲痛欲绝

10
失望

（NJ）
憾事、绝望、灰心丧

气、心灰意冷

11
疚

（NH）
内疚、忏悔、过意不

去、问心有愧

12
思

（PF）
思念、相思、牵肠挂

肚、朝思暮想

13 惧
慌

（NI）
慌张、心慌、不知所

措、手忙脚乱

14
恐惧

（NC）
胆怯、害怕、担惊受

怕、胆颤心惊

15
羞

（NG）
害羞、害臊、面红耳

赤、无地自容

16 恶
烦闷

（NE）
憋闷、烦躁、心烦意

乱、自寻烦恼

17
憎恶

（ND）
反感、可耻、恨之入

骨、深恶痛绝

18
贬责

（NN）
呆板、虚荣、杂乱无

章、心狠手辣

19
妒忌

（NK）
眼红、吃醋、醋坛子、

嫉贤妒能

20
怀疑

（NL）
多心、生疑、将信将

疑、疑神疑鬼

21 惊
惊奇

（PC）
奇怪、奇迹、大吃一

尺、瞠目结舌

表2�“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原译本与�

简读本词汇使用情况

原译本 简读本 原本与简本词汇数比

文本总词数 2 636 1 336 1.97

实词数 1 683 853 1.97

虚词数 953 483 1.97

甲级词数 1 795 957 1.88

乙级词数 1 009 528 1.91

丙级词数 599 349 1.71

丁级词数 455 259 1.77

常用词数 2 804 1 485 1.89

难词数 1 054 608 1.73

人名频次 31 12 2.58

地名频次 4 2 2

动物频次 16 9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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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在正负两极情感层面，“一滴泪报

一滴水”章节以负面情感为主，消极词汇出现

的频率为积极词汇的近 3 倍。就原本与简本的

比较，原本在情感表达上更为分明，简本在情

感强度上有所减 弱。

表4�“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原译本与简读本�

二极情感词使用情况

原译本 简读本 比值

积极情感 87 40 2.18

消极情感 296 152 1.95

作品情感极性 0.29 0.26

原版作品 7 维情感倾向

简版作品 7 维情感倾向

图 2�“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原译本与简读本�
多维情感倾向比较

“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讲述卡西莫多被

绑在广场上示众受刑，口渴难忍，遭受围观者

的嘲笑和辱骂，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不计前

嫌，送水给他，卡西莫多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对 照 大 连 理 工 大 学“乐、 好、 恶、 哀、 惧、

惊、怒”7 维情感分类，“乐”主要体现在围观

人的喜悦、幸灾乐祸；“好”是爱斯梅拉达善

良、宽容的品质；“恶”是围观者无情的嘲笑

和辱骂以及各种暴力行为；“哀”是体现卡西

莫多遭遇的不幸与凄惨；“惊”反映围观者的

惊讶和惊奇；“惧”和“怒”则表现为卡西莫

多的羞愧恐惧、恼火愤怒。根据 7 类细分情感

极性分值，计算原译本和简读本的多维情感得

分，并加以比较，制作情感倾向图，见图 2。

从图形结构上看，两图相似，“好、恶”两

种情感的倾向最为强烈，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两者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情感

维度的方向也略有改变，原译本的情感得分在 0—

600，简读本得分在 0—250，原本“恶”之情得分

为 527，简本得分为 229，简本所有维度的情感表

达在得分上均低于原本，强度值平均减半；且简

本中“哀”情表现较为突出。结合文本阅读，发

现由于“哀”情所述文字主要来自主人公卡西

莫多，在情节上无法删节，而关于群众情绪的

“好”“恶”之情大量删减，“哀”情由此突 出。

总体而言，无论在作品的情感极性层面还

是情感多维层面，原译本的情感都更为丰满和

分明。简本对于作品内容作了大幅删节，使得

人物情感的表现与传递变得不够立体、饱满和

丰富，不利于读者感同身受体会作品主旨，理

解作者对人性丑的批判，对美和善的赞 颂。

2.2.2 句法层面

句法讨论的主要是词组和句子的构造及其

规律。通过计算平均句长，可以测度文章的一

般复杂程度，通过句式句法的分析可以观察作

品写作的特点。“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简读本

的平均句长为 25 字，而原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41 字，原本中的长句中包含了很多逗号隔开的

短句，复句在语义内容的含量上要远大于简单

句，原本的句子结构和语法关系较简本复 杂。

除了句长之外，句子的结构和修辞对文字

的组织和表达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依

托特殊的句式、句法、修辞，才能完成情感的

抒发，前后情节的连贯，形成文学语言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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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故本研究统计了原译本与简读本使用的句

式与修辞用语，如表 5 所示。其中，原译本的

特殊语句均单列出，简读本中如有保留下来的

语句直接用“ ”标 出。

表5�“一滴泪报一滴水”章句式、修辞情况

句法 标    志 原  译  本 简读本

句式

谈不上……，
也谈不上……

这里谈不上建筑艺术，也谈不上规模宏大。 删节

没有……，
没有……，
没有……，
也没有……，
只有……

没有带铁十字架的顶盖，没有八角灯，没有挺立到屋顶而展示花雕叶饰头
拱的细长圆柱，没有妖魔鬼怪守护的雨槽，没有精雕细镂的框架，也没有
深深刻进石头里的精美雕塑。这座刑台只有四面粗糙的石墙、两堵洞口的
砂石护壁，以及旁边那个光秃秃、枯瘦难看的石头绞刑架。

删节

非但没有……，
反而……

他受了酷刑之后一副惨状，非但没有博得众人的同情，反而增添一分乐
趣，使他们的憎恨更加残忍。

删节

……越来越……
这笑容非常奇异，充满难以描摹的温和、善良和深情，而且随着教士越走
越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清晰，越来越焕发神采，仿佛受苦受难的人恭迎
一位救星。

别说……， 
就是……

人群中别说是哪个好心的男人或女人要行好，给那受罪的不幸者送杯水
喝，就是乐善好施的人也会望而却步。

删节

修辞

比喻

就像一头小牛犊的脑袋垂在屠夫的大车沿上摇来摇去。

他一点也弄不明白，如同扣在盒子里的一只甲虫！ 删节

他的身体是东方式的古怪建筑，脊背像圆拱顶，双腿像弯弯的柱子。 删节

那细长的鞭绳像盘曲的毒蛇。

犹如肋条给牛虻蜇疼的一头公牛。

鞭子也像雨点似的落下来，不大工夫就出血了，只见驼子黝黑的肩膀上出
现一道道细流。

他那只独眼又闭上，脑袋耷拉胸前，如同死了一样。

而那可怕的皮鞭犹如魔爪。

在这里也像在司法宫大堂里一样，发作最凶的是妇女。 删节

如同阿斯图里亚斯的公牛，并不在乎斗牛士的攻击，而受到群犬的围攻，
投枪的刺激，就要暴跳如雷。

删节

这不幸的人好似野兽，挣不断套住脖子的绳索。 删节

愤怒、仇恨、绝望逐渐凝聚成乌云，越来越阴暗，所负荷的雷电也越来越
多，在这巨人的独眼里射出千万道闪电。

删节

仿佛受苦受难的人恭迎一位救星。

卡西魔多的额头上，乌云重又密聚，更加阴暗，那丝微笑一时还在云层隐现。

这嘶哑愤怒的吼声压过嘘声，但是不像人的呐喊，更像动物的咆哮。

她慌忙抽回手，就像小孩怕被动物咬着似的。

就这样跑来救助集苦难、畸形和恶毒于一身的怪物。

拟人

那细长的鞭绳像盘曲的毒蛇，在空中发出咝咝叫声，又狠命地落到不幸人
的肩上。

而细长的皮鞭在空中盘旋嘶叫，将血星儿抛到人群中间。

而那可怕的皮鞭犹如魔爪，越来越锐利，嘶叫声也越来越响亮。

反问 身体畸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能有耻辱的感受吗 ? 删节

排比
没有带铁十字架的顶盖，没有八角灯，没有挺立到屋顶而展示花雕叶饰头
拱的细长圆柱，没有妖魔鬼怪守护的雨槽，没有精雕细镂的框架，也没有
深深刻进石头里的精美雕塑。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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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就语句的逻辑关联词、修辞使用

的多样性、频繁度，原译本显著优于简读本。

关联句式、虚词的使用以及各类形象生动的修

辞手法能够更强烈、充分地传达人物的性格与

情感，删除了这些修辞手法，文字就变得平铺直

叙，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大为降低。特别是俚

语、行话等与时代背景有关的描写和议论，这些

有利于将读者引入故事发生的真实场景，起到了

铺垫、渲染的作用，便于读者理解卡西莫多被绑

上刑台示众时所饱受的周围冷眼与嘲笑，同时

反衬爱斯梅拉达的善良、同情之 心。

2.2.3 语义和语境层面

语义即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在自然语言理

解领域中，语义分析主要是理解词语、句子和

篇章的意义、主题、类别和相似度等等。而对

于文学文本而言，语义理解首先体现在对作品

情节、人物及其关系的理解上。语义的理解离

不开语境，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语句才能表

达出具体的特定含义。脱离语境，孤立地看一

句话，理解往往是肤浅甚至错误的。因此，准

确地把握住文本的语境，有助于深入理解语言

和作品。就小说阅读来说，人物关系是反映人

物和情节最重要的方面。通过建立小说人物关

系网络，结合情节描写、概述等可以反映作品

的内涵和逻辑结构。鉴于此，本研究利用社会

网络方法揭示“一滴泪报一滴水”一章原本与

简本在语义层面的差 异。

在人物关系方面，原本出现了 31 个人物，

而简本只有 12 个。根据简本与原本文中提到

的人物及其之间发生的对话，利用 Ucinet 分别

绘制人物关系图，如图 3、图 4 所示。其中，

蓝色标记为之间发生对话的人物，红色标记为

图 3�“一滴泪报一滴水”章节原译本人物关系图

句法 标    志 原  译  本 简读本

修辞

排比
鞭笞越来越疯狂，执刑吏也越打越恼火，越打越起劲，而那可怕的皮鞭犹
如魔爪，越来越锐利，嘶叫声也越来越响亮。

议论

这刑上加刑，使一句古老的俏皮话大放异彩：“聋子即笼子”，约翰·库曼
纳这句话既合生理学，又合心理学。

删节

借用司法界今天还使用的行话来说，“公诉”一旦完结，报私仇便纷至沓来。 删节

而且，坐牢和罚苦役的传统尚未丧失，手铐脚镣恰恰在我们这样文明、温
和而人道的民族中间保存下来 ( 且不说地牢和绞刑架 )。

民众，尤其中世纪的民众，在社会里就像孩子在家中一样，只要还处于蒙
昧无知、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这种状态，就可以把他们和孩子相提并论：这
种年纪，毫无怜悯。

删节

应当指出，这些人作为群体而言，其残忍和昏聩的程度，并不逊于可怕的
丐帮。须知丐帮不过是民众的最底层，我们已经带领读者去见识过了。

删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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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出现但尚未出现对话的人 物。

图 3 中清楚显示了《巴黎圣母院》“一滴泪

报一滴水”章节原本共包含 31 个人物，其中

16 个人物与卡西莫多发生对话，除了副主教的

弟弟约翰·弗罗洛与国王的号手米歇尔·努瓦

雷分别向整个围观人群说话 1 次，其他 14 人

大部分是刑场上的围观路人，嘲笑、谩骂卡西

莫多，卡西莫多则 3 次向人群咆哮要“喝水”。

而简读本仅包含 12 个人物，关系十分简明，

没有人直接与卡西莫多发生对话，米歇尔·努

瓦雷向人群宣读判决书 1 次，卡西莫多讨水喝

也被删减了 1 次，其他人均未发生对话行为，

围观者的诅咒与嘲笑被大篇幅删减，在简本中

完全看不到关于民众无知、蒙昧的描写，也没

有卡西莫多的心理活动，直接就跳跃到吉卜赛

少女怜悯卡西莫多的部 分。

在故事情节方面，经对作品的详细阅读，

总结概括了两个版本中的主要情节，简本保留

的情节用“ ”标出。如表 6 所示。

表6�“一滴泪报一滴水”章节原译本与简读本�

主要情节比较

原  译  本 简  读  本

卡西莫多被绑示众

约翰·弗罗洛嘲笑卡西莫多 删节

卡西莫多跪着被鞭笞

众人激烈的嘲笑、谩骂 删节

弗罗洛教士来了又走

卡西莫多讨水喝 保留，但有削弱

爱斯梅拉达前来送水

简读本少了两个重要的情节：约翰·弗罗

洛的嘲笑以及众人激烈的嘲笑、谩骂，这两个

情节的删除看似不妨碍“一滴泪报一滴水”一

章主要故事情节的发生，但原本中关于群众的

描写对于小说的内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

既是故事发生的情境，传递了中世纪普通百

姓人性中的冷漠无情等等“恶”，又是卡西莫

多“哀”、“怒”、“惧”等心理活动的呈现。从

作品更深层面来看，在卡西莫多受笞刑的过

程中，爱斯梅拉达前来送“水”之所以显得珍

贵，是在群众的麻木、幸灾乐祸的情境中凸显

出来的，如果没有群众的愚昧麻木的反衬，如

何能够体现出爱斯梅拉达的善良与无私。删除

这两个情节之后，文本的语境就发生很大变化

了，作品就仅仅只能呈现行刑吏无情的鞭笞以

及教士的见死不 救。

以上对《巴黎圣母院》“一滴泪报一滴水”

章节原本与简读本的对照分析，从词汇、句

法、语义语境三个层面发现，无论是文本词汇

频率、词汇级别、语句复杂度、语句丰富度、

篇章情感饱满度、人物情节安排的合理性等方

面，简本都大大异于原本，简读本对于作品内

容、结构、人物关系的删减，使得作品的内涵

与深度大打折 扣。

3� 重思青少年经典阅读教育及导读推广
《巴 黎 圣 母 院 》 中 人 物 众 多， 雨 果 通 过

《巴黎圣母院》中人物群像的塑造，反映了中

世纪的时代特征，歌颂了人性的光辉，展现宗

教对社会生活的毁坏，宣扬了人道主义的进步

性。简本看似删去的只是次要情节、次要人物

以及相关文字篇幅，但在作品的内涵表达和人

物塑造上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也减弱

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上述研究表明，经过稀释

的“经典”，无疑破坏了经典的原生性和自洽

性，对于读者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写作能力

的提高是存在影响 的。

本研究选择以李玉民的《巴黎圣母院》译

本作为分析文本，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李教授

不仅是原版的翻译者，也是其简写版的改编

者，且这两个版本出版年代接近，出版社也比

较权威。在对分析文本的精读中，发现李玉民

教授改写的简读本质量是非常高的，其改写尽

可能“只删不改”，基本保留了雨果原著的主

要精粹；尽管如此，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

图 4�“一滴泪报一滴水”章节简读本人物关系图



袁曦临  戴  琦：*——以《巴黎圣母院》为例
Yuan Xilin, Dai Qi: Comparison of Reading Original Classics and Their Simplified Editions: Taking Notre Dame de Paris as an Example    67

简读本对于原本风貌的改变还是很大，简读本

虽然起到了核心故事情节的展现作用，但删去

了许多次要人物、次级情节，不利于读者了解

作品的写作背景，更不利于读者由人物故事引

发精神层面的反思，由此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即青少年在经典阅读过程中是否要

维持这种原本与简本并行的局 面。

经典名著作为文学精神产品有其特殊性，

是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整体，删节改写不仅是

篇幅的压缩，更是质的变异和退化。经典阅读

事关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能力提高、阅读习惯建

立、阅读品位养成等，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和

经典导读过程中，仅仅提供经典作品的书目

清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给出与读者阅读

能力相称，读者愿意阅读的推荐和导读。阅

读说到底是一种自主行为，读者如果不愿意

去阅读，那么阅读就无从发生。法国作家法朗

士（Anatole France） 说 过：“书 是 什 么？ 只 是

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

添补形成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地

活跃起来，一本书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机盎

然，情感是否热如火，冷如冰，还要靠读者自

己的体验。或者换句话说，书中的每一个字都

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

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

相关。”[12] 阅读的特殊之处在于，只有通过读

者自己切身去解码书中的文字符号，将之转化

为形象，再将形象片段整合为特定的作品情境

中，然后才能变成自己的理解与感 悟。

正因如此，如何激发青少年阅读经典的兴

趣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里还隐含着

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适合推荐给青少年的

经典名著？什么样的经典名著才能吸引学生？

关于这些疑问的讨论颇多，尚无明确的定论，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青少年读者

至少能够完成流畅的阅读，因为没有流畅的阅

读，就不会有愉快的阅读，而没有愉快的阅

读，就没有阅读动机去推动自主阅读。因此，

在推荐经典名著的时候，应该考虑读者的阅

读素养和接受程度，这个接受度不仅仅是词汇

量，还包括作品背后的语境，既包括修辞、文

体、风格等语言语境；也包括非语言因素构成

的语境，如时代、历史背景等。经典之所以成

为经典，是由其原本的语言文字系统构成的，

蕴含了原作者的思想、意图、审美，以及写作

特点与风格。改写原作者的作品，就等于重新

组织了新的文本结构，构建了新的阅读意义，

这样形成的新文本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

著。与其让读者强行接受不感兴趣的经典名

著，或者通过简写版、节略版去曲解名著，不

如按照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接受水平去读适合他

们的作品。相比较于《三国演义》，也许《射

雕英雄传》是个更好的选择；相比于《战争与

和平》，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可能更适合

今天的青少年读者；相比于《大卫·科波菲

尔》，《哈利·波特》无疑会更受欢 迎。

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绝不应该限于一个必

读书单，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读者拥有对

于经典作品的自由选择和诠释的权力，他们应

该拥有发现适合自己阅读，能够保证阅读流畅

性的经典作品的权力，也应该拥有阅读超出他

们能力但他们感兴趣的作品的权力。正如《夏

洛特的网》的作者，著名小说家 E.B. 怀特所

说：“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

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

字的。”[13] 事实上，只要能够保证足够数量的

自主阅读，阅读素养必然会在阅读过程中获得

提升，阅读能力就会由驾驭浅显一些的经典文

学作品向着更复杂深刻的经典靠近，从而建立

起持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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