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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译坛几十年，被誉为
“诗译英法唯一人”

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先生
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也许有
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
《朗读者》知道了他。生于军阀混战
的乱世，炮火中求学于西南联大，27
岁留法，30岁归国；钱钟书的得意门
生、杨振宁的同窗挚友、俞敏洪的授
业恩师；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
极光”的亚洲翻译家……这一堆“标
签”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简单直
接：“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
一人——北京大学 许渊冲”。

有人婉言相劝：这会不会显得
“不谦虚”？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这
是实事求是！我的名字比名片还
响！”是的，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
于连、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罗密
欧与朱丽叶……因为他，西方世界
知晓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
李清照、汤显祖……

许渊冲先生耕耘译坛几十年，
他精通英文、法文，译有中、英、法文
著译一百余部，包括《诗经》《楚辞》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红与
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

等。2010年许渊冲荣获“中国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

年荣获国际译联颁发的“北
极光”杰出文学翻译
奖，被誉为“诗译英法

唯一人”。

百岁生日之际，推出法兰
西三大文学经典

今年，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
以文化联合草鹭文化在许渊冲先生
百岁生日之际，特别推出法兰西三
大文学经典（《红与黑》《包法利夫
人》《约翰·克里斯朵夫》）许渊冲百
岁诞辰珍藏纪念版，向这一文学翻
译家致敬。三部经典原作由许渊冲
从法语直译，译文熨帖、原汁原味。

许渊冲先生在译序中引用钱钟
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文学翻译
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
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
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
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
就算得入于‘化境’。”

许渊冲翻译的法兰西三大文学
经典多年来不断再版。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常常使人忘记是在读译著，
而与书中的人物仿佛同呼吸共命
运，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化境”。

晚年被医生诊断为直肠
癌，但仍“没日没夜”坚持工作

据北京大学介绍，许渊冲从
1983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到
1991年70岁时才退休。退休后，少
了教书工作琐碎叨扰，他更专注自
己的翻译工作了，每天仍然会在那
栋70平方米水泥地板的老房子里翻
译到深夜。

许渊冲每天会对着台式电脑将
自己每日的翻译成果一字一字地敲
进电脑文档，从晚上十点工作到凌
晨三四点。百岁之际，还在坚持翻
译《莎士比亚》。在近30年中，他的
译作从先前的20余本，增长到150
余本。

老先生学会使用电脑之后，用
这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翻译事业，
虽然因为年纪大了，眼力有所退步，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但老先生还是
坚持着。老先生曾说，我的一生就
在尽量使世界变得更美。

许渊冲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
区别只有一个，有没有翻译。”他将英
国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句挂在嘴
边，“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是从夜
里偷几个钟点。”

2007年，他被医生诊断为直肠
癌，被告知只有7年可活，2014年他
却站在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领
奖台上，成为摘得“北极光”杰出文学
奖的首位亚洲翻译家。“北极光”奖评
价他是“中英法文化沟通的桥梁”。

据北京大学介绍，许渊冲百岁
之际，他又出版了《西南联大求学日
记》《古诗里的核心词》“画说经典”
以及“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系列”等，不断与时间赛跑。

这位期待世界美好的可爱老
人，对年轻人说，“你应该使生活愉
悦，使乐趣增多，使自己有乐趣，别
人也乐趣，这是个最好的世界。”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在中国有
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
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以往游

击战的经验并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
的游击战理论和原则，如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消耗消灭敌
人，保存发展自己；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
付敌人等等。游击战成为了当时进行人
民战争的重要战争形式之一。

李桦（1907-1994），著名版画家，美
术教育家。1938年，李桦参加中华全国
木刻界抗敌协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木刻
协会），此后辗转于湖北、滨湖、常德等抗
日前线。《父子游击队》是李桦上世纪40
年代创作的版画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时
期群众自发加入游击队伍，共同抵御外敌

的情景。画面主体刻画了一对父子兵形
象，父亲肩扛步枪，身挎子弹，腰别匕首，
气宇轩昂。追随这位父亲的目光，看到在
他侧后方一位神采飞扬的少年，同样身挎
与他齐高的步枪，步态轻盈，充满活力。
这既是一位稚嫩的少年与慈爱的父亲，同
时又是两位英勇的战士。

作者构图奇巧，结构层次分明，以俯
视的角度彰显出父亲的高大威武与少年
的青涩可爱。在他们身后，隐约可见成群
结队的游击队战士。作者下刀干脆利落，
线条挺拔有力、严谨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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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美术经典，学百年党史——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精品赏析

李桦《父子游击队》：抗战时期群众自发加入游击队

李桦 父子游击队
40年代 18.2cm×13cm

江苏省美术馆藏

2021年6月17日晨，我国
翻译界泰斗、中国翻译文化终
身成就奖、首位获国际翻译界
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
学翻译奖的亚洲翻译家许渊冲
老先生与世长辞，享年 100
岁。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