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小说时的情形!摄于上世纪 !"年代"

! ! ! !“他就像他的笔名一样，小草，虽然渺
小但特别坚韧，无论当时生活多艰苦，他从
来没有放弃过翻译，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岁高龄的翻译家草婴此次获颁上海文学
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夫人盛天民很为他高
兴、骄傲，她说自己凑着耳朵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老伴，“他睁开眼跟我笑了笑，也很
高兴。”

她还说：“我记得他说过，人的精力、时
间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到最
应该用的地方，这就是胜利。他们当年一起
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当官了。这
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
多作品留下来’。”

是的，草婴有很多作品留下来。在“文
革”后的 #$多年里，不要编制、不要职称、
不拿工资，翻译了 "$$多万字的列夫·托尔
斯泰小说，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
作品，满满一张八仙桌也摆不下他的译作。

进步青年自学俄语

草婴这个笔名，从 #%岁发表第一部翻
译作品起就陪伴老人至今，以至已很少有
人知道他的真名了。草婴，原名盛峻锋，盛
家是宁波镇海的望族，从康熙朝到民国前，
家族中考取功名的、做官的有 "$&人，近代
出国留洋学业有成者、实业家不计其数。中
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加旧金山“巴拿马!

太平洋国际博览会”时，杭州张小泉剪刀、
贵州茅台酒和草婴曾祖父创立的盛滋记酿
造厂生产的酱油最终获得金奖。虽然家境
一直很富裕，但草婴先生说长辈都忧国忧
民，特别是父亲，“他有爱国思想和人道主
义精神，我从小受他影响。”在一篇回忆文
章中草婴说，父亲是医生，他看到那些病人
的家庭生活，特别在农村，感到中国农民实
在太痛苦了，“因此从小就有个想法，怎么
能够改变中国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让他
们日子过得好一点。”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
#$卷，定价 #$元，但预订只收 &元。爱国青
年盛峻峰用攒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
复读”。全集的后 %$卷都是鲁迅的译作，草
婴说'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是受了鲁迅的影
响。“我们都很崇拜他（草婴）的，我当时年
纪小，他比我大 (岁，又很早就接触了那些
进步书刊，一直向我们传授进步思想，人生
道理，还把那些进步书刊借给我们阅读。”
盛天民替卧病在床的老伴道出了当年学习
俄语的动力，“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
他当年觉得，要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究竟怎么回事情，就要学俄语，
学了俄语就可以自己阅读那些作品，阅读
他们的报刊，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他
们。”
于是，%(岁的草婴通过报纸找到了一个

俄罗斯家庭妇女（当时在上海有几万旧俄难
民）学习俄语。学费是每小时 %元银洋，那时
他每月有 (元银洋零花钱，用 "元学俄语，
剩下 %元买参考书，四五年时间里，他没看
过一场电影，没出去玩过一次。这位俄罗斯
妇女肯定没有想到，她当初教的这个小男
孩，几十年后把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
都翻译成了中文。

潜心译全托尔斯泰

“翻译托尔斯泰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
着人道主义思想，到处透露着人性的光
辉。”盛天民这样解释草婴先生近 #$年的
坚持，从上世纪 )$年代末一直到 %!!(年，
草婴完成了 "$$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

全集》翻译工作。漫长的岁月里，有领导出
面请他当上海译文社社长，草婴拒绝了，他
说：“我就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翻出来，这
是我更想做的事。”

一年 *+(天，草婴坐在自家书房，像上
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作伴。一次
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说：
“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
子女们都知道，他工作时不能打搅。
“他一般先把原著阅读几遍，吃透后再

开始翻译，然后把名字、地点等名词列出来
统一翻译以免前后矛盾。”《战争与和平》中
有 ((!个人物，他做了 ((!张小卡片，将每
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
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
外，托翁展现的辽阔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
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
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人物形
象清晰后，接着就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
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
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
拗口之处；最后根据编辑意见再作些调
整。”盛天民笑着说，“原著到最后都翻烂

了，现在这么翻法大概是吃不开的吧。”
除了刻苦，草婴还有他作为一个翻译

家深沉的爱。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
安娜的命运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
记得，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
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
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
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所幸，从 %!!$年 &月到 %!!(年 %月，
《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 %"次，总印数为
)),(万册，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
据；所幸，他翻译的《复活》《安娜·卡列尼
娜》和《战争与和平》是大多数上世纪 &$年
代文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所幸，%!&)年，
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高尔基文学奖”，
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
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
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不畏艰难坚持翻译

从 %&岁遇到地下党员姜椿芳和受鲁
迅的影响开始翻译工作，到 #$岁在《时代

周刊》（地下党和塔斯社共同在上海创办）
发表第一篇俄罗斯小说译著《老人》；到解
放后含着悲愤的泪带着对法西斯的仇恨连
续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学会仇恨》和《一个
人的遭遇》；到“文革”中因为《一个人的遭
遇》成为最早批斗对象，被关押一年；再到
%!+( 年下放劳动因大出血失去了 *-" 的
胃，%!)(年，%$$斤的水泥包又生生压断了
草婴 !$斤身躯中的胸椎骨。“结婚 +$多
年，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年那
次胸椎断了，他没有资格看病，医生叫他躺
在木板上半年，让腰骨自然愈合。那年他已
五十多岁了，就那样躺了一年，稍微动一动
都痛得钻心，但他挺过来了。他一辈子翻译
的作品，反法西斯反封建，传递真善美，我
们家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盛天民
对于先生的坚韧，不吝赞美和骄傲。

对于这段遭遇，草婴曾表示自己并不
后悔，“我一辈子翻译俄罗斯文学主要介绍
的就是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是
托尔斯泰精神的继承者，敢于通过作品和
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他还说，“胸椎
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对于翻译家的清贫和困苦，草婴甘之
如饴。千字 ($元的稿费，他拿了很多年。
%!&#年，小女儿盛姗姗用父亲 *年翻译《安
娜·卡列尼娜》的 #$$$元稿费，换了张出国
的机票。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自由
职业者”草婴没有单位，生了病只能到街道
小医院诊治。即使有市委领导关照，医院也
还是一拖再拖。
“以前有朋友问，他怎么会一辈子搞文

学翻译？他说是历史的安排，他无怨无悔。”
盛天民一边与记者商量领奖那天“穿得庄
重点还是喜庆点”，一边逐字逐句推敲着获
奖感言，“给黄土地增添一点绿意，这是他
的使命和责任。”盛天民说，刚开始翻译，老
伴就起了‘草婴’这个名字，出自白居易的
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他翻译了 )$年，他说
希望世界郁郁葱葱一片绿荫。我想起码他
是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草婴’这个名字
的。”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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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草婴#原名盛峻峰#中国资深

翻译家# 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的

首任会长$ 他毕生从事俄罗斯文

学的翻译和研究# 为中国翻译事

业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

献$ #$%&年# 盛峻峰开始以草婴

为笔名翻译文学作品$ '$(" 年 &

月出版长篇小说%幸福&$ '$(( 年

出版了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受到

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重视#

推荐全国青年阅读并号召向女主

人娜斯嘉学习#反对官僚主义#关

心人民疾苦精神$ 他用 &"年的时

间# 独自完成 %托尔斯泰小说全

集&'&卷共 %""万字翻译$ 其他重

要翻译作品包括肖洛霍夫 %一个

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

'$!) 年草婴成为中国首位高

尔基文学奖获得者#&"'" 年获中

国翻译协会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 年获上海文艺家终身成

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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