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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俄语翻译家荣如德
■刘 晨

最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还是大一

升大二的暑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荣如

德于我来说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 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差不多五年之后，我能有

机会见到荣老。

第一次见到荣先生， 是 2016 年的秋

天，他是为《荣如德译文集》的事而来的，

听说社里新来了一位俄文编辑，又觉天气

甚好便过来了。 当时刚刚成为上海译文出

版社成员的我，还沉浸在获得这份梦寐以

求的工作的喜悦中，突然见到偶像，我还

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确定不是做梦。 说实

话荣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我想象中的完

全不同， 我本以为这样一位大翻译家，翻

译的作品又如此深沉晦涩，想来必是一本

正经、不苟言笑的；实际上却正好相反，荣

老是出了名的和气、幽默。

荣老个子中等，身形清瘦 ，略有些驼

背，头发花白，虽然已经难掩老态，但是气

色非常好，与人握手也颇为有力，且不是

那种因衰老而无法控制的有力。 眉毛虽然

也已经变白，但是很长，总之是长寿之相。

他很健谈，差不多那天下午整个都用在了

和荣老聊天上。 其实关于《荣如德译文集》

的事情并没有聊多少，基本上都在聊他的

过去。 通过这个下午，荣老对我来说，不再

是那个“神仙”一般的人物，却正因为了解

了那些平凡的真实，我对他愈加崇敬了。

荣老出生于 1934 年底， 出生时父母

均年过四十。 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一

样，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是

他很庆幸，虽然父母均属文盲之列，却坚

持让他去上学，也正因为小学时的三位老

师在他“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几颗种

子”，才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1953 年 3 月

5 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 也正是从这天

起，荣如德这个名字同翻译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 当时才 20 岁不到的他，开始了俄

语教学的生涯。 到 1956 年，他参与了著名

俄语教育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主持的新

中国第一套俄译汉的教材编写工作。 后来

由于各种原因，荣老辞去了教学工作转而

专职翻译，不久又转到编译所工作。 当时

因为年纪最小，也未成家，且稿酬收入不

菲，他便经常让办公室的同事代领薪水并

不必转交，代领者自己安排即可。

到了 1990 年代， 荣老开始动笔翻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最初对于翻译这部作

品，他内心是拒绝的。 让他着手开始翻译

这部巨著的动机， 竟是一位钢琴家的壮

举： 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

应邀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 节目是勃拉姆

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 小调

第一钢琴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两部钢琴协奏

曲每一部都需时 45 到 50 分钟。 弹任何一

部都足以令演奏者累得大汗淋漓，而里赫

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协奏曲都拿了

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 这

在荣老看来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他起了模

仿之意，于是同时接下了两部大部头作品

的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名利场》。

从荣老谈起这件事的神态可以看出，对于

此事，他是非常得意的。 顺便提一句，荣老

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资深爱好者，每次打

电话给他，背景音一定是钢琴曲，而他也

把听音乐当作生活中最大的休闲乐趣。

对于这两部作品，荣老有着截然不同

的态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不得不服的

苦药；《名利场》 则是缓解苦味的巧克力。

对于这服苦药， 他保持着三天翻译 10000

字的高效，直到交上了初稿。 做过翻译的

人想必都清楚，三天 10000 字是多么可怕

的速度。 1998 年夏天，他开始着手下一部

作品的翻译，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骑车

摔伤了腿，手术后又发生了感染，伤愈后

荣老决定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了。

随着交往的频繁，我对荣老愈加钦佩

和崇敬。 他一生未曾结婚，平时的起居多

靠自理。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据说房间越

来越乱， 所以我几次表示要去看望他，他

都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家中太乱，丢不起

人，语气理直气壮。 有时向荣老求字签书，

本想不必麻烦只签名字落款即可，但是荣

老不肯，他必定深思熟虑，想好上下款，而

且措辞必要符合身份关系又带些幽默。 说

到幽默，荣老提起曾有人建议由他翻译托

尔斯泰的作品，他说：“这位仁兄的作品太

过一本正经，一点幽默都没有，便是杀了

我也不会去翻译的。 ”而说到自己翻译的

作品时，他每次都不忘嘱咐我：“如果发现

错误，便大胆去改，千万不要以为我荣某

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去年夏天，有幸

同荣老一起吃饭， 席间他第一次向我说

起，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医生已经确诊，

所幸尚不严重。 我至今仍记得，荣老看着

我忧心忡忡的样子， 十分真诚地对我说：

“我已经够满意了， 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

的了。 ”

荣老一直反复强调一位英国老太

太———康斯坦斯·加内特对他翻译陀思妥

耶夫斯基帮助极大。 这位老太太因喜爱陀

思妥耶夫斯基，大半生的岁月都是在俄罗

斯度过的，所以才能准确地、恰如其分地

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荣老每每在

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遇到难题，俄文之

路行不通时， 便参考这位老太太的英译

本。 这话他说得坦荡，毫无遮掩。 荣老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加内特这样一位英文

译者是他的幸运；而我在想，陀思妥耶夫

斯基有荣老这样一位中文译者，应该同样

也是他的幸运吧。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余子道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选编的

出版项目，是“上海抗战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研究” 课题组正式立

项的 18 个项目中的一个重要选

题。 这是一套大型多卷本的当时

出版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

论著和史料图书的汇编。 丛书坚

持以民族精神为核心， 以爱国主

义为政治导向，以一·二八、八·一

三抗战为主题 ， 以 1932 年至

1949 年为出版时限，从国内和海

外广泛发掘， 选辑和汇编有价值

的学术论著和史料书籍予以出

版。 此项工作从 2014 年底启动，

至今已进行了近四年时间， 先后

推出四批图书：2015 年 4 月出版

第一批，收录 32 册图书；2017 年

3 月推出第二批 ， 收录 26 册图

书 ；2017 年 9 月推出第三批 ，收

录 29 册图书 ；2018 年 8 月出版

第四批，收录 33 册图书。 迄今为

止， 以上四批已汇集出版的共有

120 册图书。 按照既定计划，明年

上半年将推出第五批也是最后一

批约 30 多册图书。总体来说，“淞

沪抗战史料丛书 ” 最终将汇集

150 多册有关史书， 成为一套迄

今为止在国内外规模最大、 收录

范围最广、 图书品种最为完备的

关于淞沪抗战的学术论著和史料

图书集成。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就其内

容来说， 以一·二八和八·一三这

两大历史事件为中心， 涵盖社会

历史的各个方面， 蕴含的内容比

较丰实，历史信息量较大，史书的

性质和门类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大致说来， 丛书包含以下八类作

品。 第一类是军事机关的作战日

记、 战役战斗纪要和作战总结报

告。 如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位

将军合著的 《淞沪战斗详报》，华

振中、朱伯康合编的《十九路军抗

日血战史料》，张治中第五军司令

部编著的 《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

战斗要报》，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师

部《八·一三淞沪抗战战斗详报》，

第五军军部参谋处长张觉吾撰写

的 《淞沪抗日战役所得之经验与

教训》等等。二是史学工作者撰写

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性著

作。 如憾庐撰写的 《上海抗战全

史》， 何天言的 《上海抗日血战

史 》，徐怡 、刘异的 《淞沪御日战

史》，王叔达的《八·一三上海抗战

史》， 吴相湘的 《八·一三全面抗

战》等等。 第三类是文化界、新闻

界的作家、记者、艺人撰写的关于

淞沪抗战的纪实作品、报告文学、

战地采访。 如郭沫若、田汉的《上

海抗战记》，范长江的《淞沪火线

上》，杨纪的《沪战实录》，曹聚仁

的《大江南线》，谢冰莹的《军中随

笔》，田汉的《八百孤军》，胡风主

编的《闸北七十三天》，钱杏邨、夏

衍的 《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梅

益、朱作同主编的《上海一日》等

等。第四类是关于一·二八、八·一

三两大历史事件的大事日志、史

事长编等基础性史料著作。 如王

功流的《一·二八血战日记》，韦息

予的《沪战纪实》，林纪衡的《抗日

战事真实报告》等。第五类是上海

工商实业界和上海地方头面人物

参与淞沪抗战的纪实文书。 例如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

第六类是亲历淞沪战事的人物、

团体和部队的回忆录、回顾录、报

告书。 如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二

六旅旅长翁照垣的 《淞沪血战回

忆录》，十九路军学生随营训练营

的 《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抗日

报告书》，税警总团第二团《淞沪

抗日回顾录》，凌青的（八·一三）

《战地服务回忆录》，钱君匋的《战

地行脚》等等。第七类是

关于淞沪抗战的纪念性

作品和文书，如《淞沪抗

战阵亡战士追悼大会会

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一·二八的一些纪念

品》，黄强的《一·二八抗

日纪念册 》， 八十八师

《抗日阵亡烈士传记 》

等。 第八类是记录和揭

露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

战争暴行和上海的人员

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史料

作品。 如华之国主编的

《闸北的血史》《商务印书馆通讯录

国难特刊》《沪难与日本》《一·二八

两路（京沪、沪杭）创痕》《上海战

区接管实录》等等。

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个领

域的文化学术遗产加以重新发

掘、整理和出版，以推进它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借鉴和运用， 有利

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造性传承

和创新性发展。 对丛书的价值和

意义， 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加以认识。一是历史文献意义。丛

书收录的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有关政府机关、军事当局、党

派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报刊发表

的文告、宣言、总结、记录等等，以

及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著和

纪实作品， 都是可以传之于后世

的，其历史文献意义不可低估。二

是学术史料意义。 丛书内容包涵

十分丰富的基础性史料， 既有宏

观层面的宏大叙事， 又有微观层

面的具体描述。 丛书反映的历史

过程 ，涵盖军事 、政治 、外交 、文

化、 经济和社会生活等等诸多方

面， 史料丰富多彩。 可以说，100

多册作品组成的这套丛书， 是关

于两次淞沪抗战的一个颇具规模

的史料库。同时，作为以往的学术

研究成果， 这许多著作也为当今

和今后的上海抗战史的研究，提

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基础。 三是

社会教化的意义。 丛书自始至终

贯穿了爱国主义这条红线， 彰显

了高昂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

记述了许多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

和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事迹，是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生动教材。

当然 ， 从历史的视野来观

察 ， 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所有作

品， 都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问世的。 作品的作

者众多 ，身份各异 ，立场观点各

有不同。 他们当中有共产党人、

左翼作家 、革命的同情者 、爱国

将领； 还有许多是中间派人士、

民主自由主义的文化人；也有的

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官员；少数

的还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官方

出版物。 因而，这许多论著和作

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各界各方

面的立场观点、学术见解和认识

水平，不可避免地深深地刻上了

历史的印记，而带有历史的局限

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

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

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

俄国文学翻译家荣如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