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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华师大一村依然保留着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略显狭窄的
甬道两边，当年植下的树木密可蔽日。
今年90整的翻译家智量先生住在四
楼，没有电梯，每日上上下下要走个两
三次。虽然下楼时他拄着拐杖，但高高
的个子身板依旧挺直，步伐不比年轻
人慢。

41平方米的旧公寓，一间书房，
一间卧室。逼仄的空间和陈旧的摆设，
因浓浓的书卷气反让人觉得温暖安
宁。靠近窗口的墙上挂着屠格涅夫的
肖像和名句：“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
会受苦。（智量译）”

! ! ! !屠格涅夫是智量先生最喜爱的俄国作
家之一。他翻译了前者的两部长篇小说《贵
族之家》和《前夜》，赞同前者将悲观和忧伤
深埋在对于纯美、纯艺术的追求中的理念。
但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无疑对智量
先生一生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
王智量先生，笔名智量。被中国翻译家

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精通英语、俄
语，并旁涉法、德、日语，集理论批评、创作、
翻译于一身。他的翻译风格原汁原味，被奉
为直译派的代表。他翻译了《叶甫盖尼·奥涅
金》《安娜·卡列尼娜》（译林版）《上尉的女
儿》《贵族之家》《我们共同的朋友》等 !"余
部名著。作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
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一
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得以通过他的文字走进
那些伟大的作品。
谈话中，智量先生兴奋地和我们讲解

起“奥涅金诗节”的押韵规律“#$#$%%&&'(!

(')”，每一句中文翻译押韵都符合俄语的音
角，令作品具有一种非常工整、和谐、严密
的艺术形式。当这位九十岁的老者用能媲
美朗诵者的华美嗓子诵读，诗句接连不断
优美而舒展地吐出，如同均匀起伏，而又暗
藏汹涌的伏尔加河宽阔汹涌，滚滚向前。著
作等身尚不是他丰沛的生命与追求纯粹的
精神的全部。他一生经历过各种风波，亦没
少见人性的险恶。
智量先生一九四七年考入北大法律系。

*+,+年，北大挑了 !-个人到哈尔滨跟俄罗
斯人学俄语，热爱俄国文学的他被选中了。
在哈尔滨的八个月，原本就极具语言天赋的
他进步迅速，又在朱光潜先生的帮助下换到
西语系。“那时，说是西语系，其实主要就是我
们这一班学俄语的。”本科尚未毕业，他即被
任命给同届的同学授课。也是在哈尔滨，他
买了原版五卷本《普希金文集》，遇到了之后
贯穿一生命运伏线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另一个英

译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
间和自学方式，他就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
小说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
来。而后，有苏联专家来北大讲学，在大礼
堂内，听到动心处不能自已的智量站起来
大声流利背诵起《奥涅金》，一时让所有人
对这个一副书呆子样子、样貌孱弱的年轻
人刮目相看。
让智量先生颇为得意的几次公开“炫

技”还包括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
加学术会议，一位法国女学者用法语背诵
《奥涅金》，他立刻站起身来用俄语和她一起
朗诵。背完后，在众人的掌声中，两人激动地
拥抱在一起。
北大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

作，在文研所所长、前辈诗人何其芳先生的
提议下，智量开始试译《奥涅金》。

! ! ! !命运在 .+/0年对智量露出了狰
狞的一面，他被“增补”为右派。人在强
大的力量面前，应该选择顺服，还是坚
守？
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去到河北农

村接受改造了，文学所的墙上还贴着
那幅让智量终身难忘的漫画：他躺在
棺材里，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棺
材盖上写着“白专道路”四个字。本当
走得决绝，然而临走前，何其芳匆匆的
一句低语“《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
喏！”让回到宿舍的智量痛哭一场后，
将俄文版的《奥涅金》又塞进了行李。
“这就是我的 !-岁，之后我的经

历可以用‘妻离子散’来形容。”先生毫
不避讳地讲起前妻当年与之决裂的细
节，依然是爽朗的语气，仿佛那些刻骨
的伤害是他人的桥段，与他无关。
智量先生的爱情经历，亦和个人

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现实紧密相关。因
此，他的笔能与巨匠笔下的人物同命
运，共呼吸，他们莫不是以爱，以孤独，
以生命来雕琢每一字，每一句。
智量先生说，他曾经也很想死，就

在平山县的滹沱河边，但最后，他把帽
子扔进了河水。从河北又给发配到甘
肃，还好尚有远在上海的家人牵挂他。
兄长给他寄了路费，打电话说：“不惜
一切代价你都要回来。”.+1-年年底，

智量终于因病侥幸回到了父母和前妻
留下的两个孩子身边。带回的行李除
了那本俄文版《奥涅金》，还有一大包
花花绿绿的废纸。那些正是在深山僻
村里，从深夜到凌晨，凑着煤油灯如
豆的光，他撕下糊墙纸，找来香烟盒、
草纸，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铅笔、钢
笔记下的白天劳动间歇想好的诗句。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全家人包括嫂
嫂、儿女都帮智量先生誊写整理那些
翻译手稿。

.+12年年底，被“摘帽”后的北大
俄语教授余振先生终于在上海和心爱
的弟子重逢。看着学生攒下的译稿，师
徒二人泪眼相对。拿出家藏的《四部备
要》，余振先生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
了，把钱塞到弟子手里。“继续翻吧，我
帮你改。”余振先生说。智量至此知道
自己不能放弃，也不舍得放弃。困顿的
岁月，从此有了光。

和父亲和两个孩子住进兄长安
置的家徒四壁的房子，在最艰难的时
期，智量在黄浦江边扛过木头，打过
杂，晚上回到家，粗陋的菜饭一端上
桌就被两个孩子一顿狼吞虎咽吃完
了，智量和父母常常相视一笑，而后
就这样饿了一夜。但他仍然每天早起
晚睡，偷偷翻译《奥涅金》。因为这是
他活着的理由。

! ! ! !春回大地。*+30年，经当时华东
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努力，智量终
于从一个没有单位的人破格成为了
华师大教师，那一年他 /-岁。

*+3+ 年，华东师大文史楼 !*/

教室。从北大老师、文研所研究员一
路急转直下变成被改造对象和做体
力活的工人后，整整 2-年过去了，王
智量重新走上大学讲台，讲俄国文
学，讲《奥涅金》，并用充满激情的俄
文朗读。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
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
会青年。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
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
上。整整一分钟，*--多人的教室鸦
雀无声。

2-*!年，华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0 卷的《智量文集》，绝大多数作品
都是智量先生在 *+30年复出以后完

成的。其中的“教学编”，收入的就是
*+3+ 年的讲稿。“每天只睡几个小
时，,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就
是想把那 2-年补回来。”智量先生笑
言，吃过真正的苦后，之后所谓的苦
都变成了甜。

*+0*年，经同事介绍，智量先生
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达吉亚娜”。
吴妹娟是社科院的工程师，两人算得
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当年，译文
出版社找到智量先生，想请他翻译狄
更斯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共同的
朋友》。白天智量先生要上课，回来
就对着录音机直接口译。夫人下班
后，则坐在写字台前一边听录音，一
边记录先生的译文，再交由先生修改
订正，0- 万字就这样在两人的合作
下完成了。

*+02年，前前后后改了不下十

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第一次让中
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
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在国内数个
译本中，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余
振先生高兴之余，说“只可惜你没有
把诗行搞整齐啊。”当智量先生终于
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改出了
一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译本
时，余振先生已经去世了。

总是大声笑着的智量先生其实
泪点很低，有时说起什么，眼眶立
刻就湿了。在他的诗人气质和书生
本色之中，蕴含着生和死，苦难和
涅槃。

一部《奥涅金》，历经 1-年，智量
先生为这部经典贡献了两个中文译
本———自由体和古典体。他将大半生
时间用来与这部经著作“长相厮守”，
成为翻译界的绝响。他的身上凝结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博学、勤奋、坚
忍、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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