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翻译了海涅、席勒、茨威格……

有些人的离去， 确会让人

感受到他们留下的空白。

2019 年元旦后，北京大学

教授张玉书先生与世长辞。 一

周来，微信圈里哀思如潮，都在

深切怀念这位中德“文学之路”

的奠基人和引领者， 几代德语

教师和日耳曼学学者尊崇的学

术楷模和精神领袖； 德国歌德

学院、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

的网页上也已经或者即将登出

悼文 ，称其 “四十年来给中国 、

东亚、 国际日耳曼学打下了烙

印”。 确实在日耳曼学界，张玉

书先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有幸与先生相识， 是在

1997 年北大举办的第二次国

际海涅学术研讨会上。在此前，

我就拜读了先生“文革”前就已

译出、1979 年方得出版的海涅

名著 《论浪漫派 》，为先生译笔

之精湛赞叹不已。在 1980 年代

中后期， 我也曾尝试翻译一些

德语文学和社科作品， 期间从

先生译作中收益良多。 在这次

研讨会上得见真人， 当然迫不

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先

生对我进行了鼓励和鞭策 ，并

在他主编的论文集 《海涅也属

于我们》中收入了拙文。

海涅翻译和研究， 是先生

的工作重点之一。 早在本科生

基础阶段， 他就翻译了海涅的

《抒情的插曲》， 从冯至教授的

八字评价 “流畅有余， 含蓄不

足”中汲取了力量 ，不断进取 ，

终于在海涅翻译和研究方面成

就卓越 ， 从 1980 年 代 初 至

2015 年出版《海涅选集》（诗歌

卷、游记卷、批评卷等）《卢苔齐

娅》《自白： 海涅散文菁华》《勒

格朗集》《青春的烦恼》《海涅抒

情诗选》 等精品十余种。 1987

年 9 月， 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

了第一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

会， 又与诗人故乡杜塞尔多夫

的海因里希·海涅研究所合作，

使许多学校的师生也从中受

益。后来在“文学之路”上（2010

年“文学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德

国举行期间），先生在海涅研究

所得以抚摸诗人手稿的情景 ，

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 1979 年才第一次踏

上德国的土地， 乘坐的瑞航飞

机降落在斯图加特， 那里矗立

着席勒的塑像。 这位歌颂人的

自由和尊严、 洋溢着人道主义

理想精神的文豪， 也是先生注

目的焦点之一， 他翻译出版了

《玛利亚·斯图亚特》《席勒戏剧

诗歌选》 以及席勒的美学文章

等。 2005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

办国际席勒学术研讨会， 纪念

席勒逝世 200 周年， 开幕式也

是先生主编的《席勒文集》的首

发式。 这套由张玉书、钱春绮、

章鹏高、 朱雁冰等一代名家携

手合作而成的六卷本堪称是中

国席勒翻译研究的标志性事

件。 2005 年正值德国“人文学

科年 ”， 著名学者莱佩尼斯

（Wolf Lepenies）在《世界报 》撰

文称张玉书教授是中国日耳曼

学者的 Doyen （该词源自拉丁

语 decanus ， 在广义上用于称

呼某一领域德高望重的引路

人），盛赞中国学者在他带领下

做出的工作。在“席勒年”，日耳

曼学海内外学者集成了德语论

文集 《有朋自远方来 》（Wenn

Freunde aus der Ferne

kommen – Eine west-觟stliche

Freundesgabe für Zhang Yushu

zum 70. Geburtstag） 庆祝先生

七十华诞。

先生希望人们喜欢“席勒、

海涅。他们的理想主义，文章风

骨鼓舞了一代代的读者。 席勒

具有超人的毅力，过人的勤奋，

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 他

几乎一直带病工作，只活了 46

岁，便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惋惜崇

敬。海涅既是诗人又是战士，尤

其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是警世

者。 他 1848 年卧病在床，达 8

年之久 ，躺在 ‘褥垫墓穴 ’中还

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要警惕那

些以革命之名行欺世之实的政

治骗子。 他们的戏剧诗歌散文

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人性的

升华。 ”

先生著有论文集《海涅·席

勒·茨威格 》（1987），20 年之后

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心得和

翻译体会， 撰写了 《茨威格评

传：伟大心灵的回声》。 他在一

次访谈中说：“这几位大师从不

同的方面给我力量， 为我树立

榜样。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茨威

格。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

读者便开始为茨威格疯狂。 这

说明人性永恒，不会泯灭。这是

茨威格魅力所在。 ”茨威格在中

国的接受， 在很大程度上也要

归功于先生的不懈努力和杰出

成就。他的译本文笔舒畅，精细

入微， 有效而传神地再现了原

作的风采，赢得好评无数，有读

者言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对

张先生的钦慕之情。他的翻译，

改变了我的生活， 改变了我的

文学观。 ”从 1979 年在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斯蒂芬·茨威格

小说四篇》， 到 2018 年问世的

《人类群星闪耀时》， 先生编选

翻译了数十种脍炙人口的茨威

格作品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信》《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

藏 》 《心灵的焦灼 》 （《爱与同

情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

四小时》《约瑟夫·富谢：一个政

治性人物的肖像 》《昨日世界 ：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 《夜色朦

胧》《马来狂人》《火烧火燎的秘

密》《人类星光灿烂时》《里昂的

婚礼 》《三大师传 》 《巴尔扎克

传》……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

生曾在 《巴尔扎克传》 出版之

前，嘱我对部分译稿提点意见，

对我斗胆提出的不成熟看法 ，

先生不以为忤， 这位真正的学

者从不摆架子，而是虚怀若谷，

在频繁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浅。

2012 年 11 月 ， 先生大力

支持中国人大德语系与人民文

学出版社合作，举办了“国际视

野中的斯·茨威格研究与接受”

国际学术研讨会， 产生了很大

影响 。 2017 年 10 月中旬 ，以

“文学、语言和媒介中的传记语

体 ”为主题的 《文学之路 》国际

学术研讨会也在中国人民大学

举行。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先生

翻译的茨威格作品 《断头王

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的

首发式。 这本传记差不多成了

先生茨威格翻译的收官之作。

先生早在 1958 年就参与

了 《德国文学简史 》编撰工作 ，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德语文学

史。 以后的翻译和研究也涉及

克莱斯特 、施尼茨勒 、梅林 、古

斯塔夫·弗莱塔克、 埃尔文·魏

克德等人的作品和理论， 在向

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化方面 ，

有 《聊斋志异选译———瞳人语

集 》 （Wundersame Geschichte

aus der Studierstube der

Mu覻e）德译本等问世 ，在国内

张玉书 1934 年出生于上海，1953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

1957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他的译介和研究以海涅、席勒、茨威格为重点，

延伸到德国浪漫主义、德国魏玛古典文学和 19/20 世纪之交的德语文学。

著有 《海涅·席勒·茨威格 》《茨威格评传 》， 德语论文集 Mein Weg zur

Literaturstra覻e；担任主编和主要译者的有《海涅文集》（四卷本）、《席勒文

集》（六卷本）、《斯·茨威格文集》（四卷本）等。 他翻译的海涅《诗歌集》《论

浪漫派》、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华伦斯坦》《强盗》，茨威格的作品如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世界》等已成为德语文学

汉译名篇。

1999 年 ， 张玉书创办中德语言文学文化年刊 《文学之路 》

（Literaturstra覻e），该刊从 2002 年开始成为中国学界第一部在德国用德语

出版的学术刊物。 2006 年继而创办了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年刊《德语文

学与文学批评》。这两部刊物已成长为中国德语学界研究和翻译成果发表

的重要园地，直接促成了国际日耳曼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隰

———盗天火 架心桥 启山林·怀念日耳曼学泰斗张玉书先生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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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育青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玉书于 2019年 1月 5日离世，享年 85岁。 复旦大学德语系主任

魏育青教授撰文纪念张玉书先生：这位正直、坚毅、挚爱、热情、无私，为理想而不懈努力的老人所翻译

和研究的，大多是令其感动不已、引起共鸣、奉为楷模的作家：海涅、席勒、茨威格。这位永远精力充沛、

勇往直前的文学“大使”更推动着中国日耳曼学的国际化，开辟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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