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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 !!" 周
年，由巴金故居策划，草鹭文化与浙
江文艺出版社于 #月合作推出全新
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共十册，精选
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
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
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
《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
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巴金
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广

为人知，尤其《家》《随想录》，给一代
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
“几乎在巴金开始创作的同时，他的
翻译生涯也开启了。”

翻译就是学习
巴金有数百万字译著传世，其

中很多已成为必读的外国文学经典
名译。他流畅、自然、朴实的文学风格，

和他对于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文学大
师的翻译与学习也是密切相关的。

!$%&年，'(岁的巴金根据英译
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
《信号》，由此开始了延续 )*年的翻
译工作。巴金“边译边学”，翻译的过
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他翻译的作品
都是他的“老师”，“翻译首先是为了
学习”，所以他称自己是“试译”。“我
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
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
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
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
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
去打动更多人的心。”尽管是“试
译”，他重读时仍然感到激动，仿佛
那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心还“在
纸上跳动”。文学理论家唐弢说“屡

印屡改”是巴金翻译的特点。
巴金说过：“我写作只是为了战

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
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
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
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
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
器战斗了一生。”

提供延伸阅读
此次出版的《巴金译文集》以巴

金故居授权的权威版本为底本，每
本篇幅在 '*万字上下，体裁涵盖了
诗歌、短篇小说、回忆录等。每本书
内配有巴金珍藏的原版书影、插图，
以及作家手稿等，译后记作为附录
编排于书后，提供延伸阅读。如屠格
涅夫的《木木集》中，有巴金珍藏《木

木和地区医生》英文本书影，巴金珍
藏屠格涅夫书影，《木木》俄文版插
图、中译本书影，巴金《普宁与巴布
林》手稿；《散文诗》中，新增最新发
现的巴金佚文《译后记》两篇，附屠
格涅夫晚年小像、屠格涅夫散文诗
《玛莎》手记、巴金藏日文版《散文
诗》、《散文诗》部分中译本书影。赫
尔岑的《家庭的戏剧》中，内附赫尔
岑小像、赫尔岑与女儿合照、巴金藏
俄文版《赫尔岑全集》部分书影及捐
赠题词、巴金在法国尼斯的赫尔岑
墓前的留影、巴金为高莽所画赫尔
岑像的题词、《家庭的戏剧》部分中
译本书影等等。这些附加内容与译
文本身互为一体，形成一个完善的、
新的版本的巴金译文集。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新版!巴金译文集"再现#在纸上跳动的心$

每一篇原作都是他的!老师"

! ! ! !该年鉴由北华捷报馆编，
这份 '("& 年年鉴刊载了当时
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
图，收录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
续且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
还记录中国通商五口岸外侨
一览、洋行名录、大事年表、港口章
程、上海概况等珍贵史料+堪称一部
小型百科全书。该年鉴计划于今年
)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
社影印并全文翻译出版，为 &*!(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
书楼珍稀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之一。

寻找最早年鉴
&*!,年，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

提及上海图书馆收购罗氏藏书中有
一册 '("-年版的《上海年鉴》，为学
者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
重要的史料。有学者认为这一发现
“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编纂历史
推前八十余年”。&*')年，上海市地
方志办公室重印《上海年鉴（'("-）》
并出版专题研究文集。

一度有说法称 《上海年鉴
（'("-）》已是“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
年鉴”。然而学界经考证发现，'("-
年版《上海年鉴》是该系列年鉴中的

第三册，目前所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
城市年鉴应是该系列的第一册———
出版于 '("&年的《上海年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

黄显功透露，寻找《上海年鉴
（'("&）》的过程并不容易。据记载，
《上海年鉴》有 '("&年到 '(),年十
种，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上海图书
馆徐家汇藏书楼虽保存有 '("-、
'()*.'()& 的《上海年鉴》，然而检
索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网络资料，
发现 '("&年版、'(",年版《上海年

鉴》俱未见收藏，仅见于 &*'"年某
次海外拍卖信息。

&*')年，《上海年鉴（'("&）》终
于在北京的一次拍卖活动上“露
面”，上海图书馆拍下收藏，并与上
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作研究，由方
志办组织专家翻译。目前学界认为，
它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
是已知中国内地第一本年鉴。
作为早期西方人在中国内地编

纂的年鉴，《上海年鉴（'("&）》如果
与同时代的《香港年鉴》比较，既有

“历书”的内容，如历表，月相和日、
月食，口岸和管理规章，有关机构、
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
江航行指南等，又另增“文献”一编，
占全书的四分之三，以致其篇幅在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
屈一指。

解答城市谜团
此次即将露面的《上海年鉴

（'("&）》中，有许多上海这个城市的
一些谜团，或许可以从中得到解答。

以静安寺涌泉为例，曾是南宋
“静安八景”之一，又称涌泉、沸井，
原址位于今静安寺正门之南的南京
西路上。当初涌泉昼夜沸腾，状似温
泉，又名海眼，据传深可通海，被誉
为“天下第六泉”。'($$年，公共租
界扩张修筑马路时，涌泉地下水源
被切断，该井的沸泉景观逐渐被破
坏，之后喷泉现象基本消失。到上世
纪六十年代南京西路改造时，涌泉
被彻底填没。
由于当时的资料匮乏，对于静

安寺涌泉，大家了解得并不多，而在
《上海年鉴（'("&）》中倒是有一段介
绍的内容：“距医院往西约三英里的
地方，有名为静安寺的一个村庄，在
庙前有一口井，约 (平方英尺宽，
'*.'&英尺深，铺上石灰石砖，用材
质很好的木栏围起来：井水约有 ,

英尺高，从底部冒出大量的气泡，好
像有大量的水涌出来。人们称它为
‘海眼’，说这水位既不会上升，也
不会下降，更不会溢出。事实上，这
口井出水很少，而是有气体冒出。
借助梯子下去，把火放到沸腾的水
面，气泡便会发出淡蓝色的火焰，
只要用火去点，就会一直出现这种
情况。这种气体用器皿很容易收
集，水味咸涩，但可以看到有小鱼
在水里游动。这气体无疑是碳氢化
合物，很可能是附近地表层下的泥
炭或泥煤释放出来的。村民们并不
想用这水派什么用场，在气体被点
燃时，他们感到相当惊讶，完全不知
道这是易燃气体。”
在英文版《上海年鉴（'("&）》主

要翻译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
民看来，《上海年鉴（'("&）》保留了
开埠初期上海历史的许多重要信息。
它所提供的《上海口岸 '(-*!'("*

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和《气象测
量记录摘要》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
续的、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

本报记者 方翔 徐翌晟

从这里寻找167年前城市基因
将于6月影印出版的《上海年鉴（1852）》堪称小型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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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可以称得上时
间之树上的年轮，摸着
年轮，可以了解城市的
肌理。上海是年鉴重镇，
目前所知中国内地最早
的年鉴英文版《上海年鉴
（1852）》!"/012301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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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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