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 美国经纬 >> 美国文化 >> 正文

相关文章

· 美国史研究通… [851]
· 美国史研究通… [846]
· 孙群郎 [1953]
· 美国吸引世界… [1531]
· 戴超武：911事… [1753]
· 肯尼迪政府是… [1380]
· 宋玉波：市民… [1327]
· 满运龙：1619… [1483]
· 江登兴：感恩… [1539]
· 为何耶鲁是耶… [1323]

热门文章

· 从思想观念上… [75]
· 十年沉思推力… [72]
· 王玮、戴超武… [65]
· 中国美国史研… [156]
· 美国教授重研… [90]
· 美国“滞胀”… [93]
· 奥斯卡昭示美… [71]
· 外媒评纽约爱… [65]
· 美国导弹打卫… [86]
· 我会更换法人… [221]

推荐文章

· 江南大学美国… [56]
· 从思想观念上… [75]
· 十年沉思推力… [72]
· 王玮、戴超武… [65]
· 中国美国史研… [156]
· 我会更换法人… [221]
· 史德的困境与… [181]
· 《美国精神的… [216]
· 黄安年：痛失… [325]
· 梅仁毅：一位… [286]

专题栏目

· 纪念冯承柏先生逝世一周

年 

前辈风范——董乐山和他的名山事业    热   

前辈风范——董乐山和他的名山事业 

[ 作者：潘小松 | 转贴自：http://www.acriticism.com | 点击数：257 | 更新时间：2005-8-5 | 文

章录入：美国史研究会 ]

时间:2005年8月4日 作者：潘小松 来源:美国研究所网  

国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前辈学者大都认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以及他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

亡》、《光荣与梦想》等对一代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董先生之不同于职业翻译家，正在

于他经常用文化随笔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美国语境万花筒。  

董乐山(1924－1999)去世后，我曾经为《生活时报》写过一篇纪念文字，书桌上摆着董夫人送的先

生未及分发的仍然散着油墨香的译作《冠军的早餐》。后来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开过一个追思会，会上国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前辈学者大都认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以及他

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等对一代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再后来看见过一些

回忆文章，印象较深的倒是翻译圈子外的林贤治先生写的那篇《只有董乐山一人》。文章是这样开头

的——“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烧一般地想念起一个人。大半年过后，心里还燃着余焰，偶而遇到关于

思想文化一类问题，还会凛凛然地升腾起来。”虽然这段话没有一个字涉及董先生翻译工作的意义，

一个思想文化领域“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形象却跃然纸上。我因此认为林贤治先生是深得董译三昧

的。林先生接着提及《中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两部小说的主题的相关性，使我确信，它们

对于译者来说定然出于某种选择，而不是意外的巧合。”选择翻译的文本有明确的用意恰恰是董译不

同于其他翻译的地方：“当联想起历史性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是由这位译者领衔翻译时，不

觉大为震惊，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明确了。”   

    

说实话，我至今认为文学翻译并不是董先生的强项，他的译作的文学意义很少被人论及。我想，这与

他后半生的职业有关。董先生是以剧评和小说步入文坛的，没有成为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在他一定是

一种遗憾。晚年他曾经亲口对我讲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淡了，我自己四十甫过，已经在体验这种兴趣的

淡了。我们少了一个纯粹的文学翻译家，却多了一个思想文化领域“偷运军火”的人：“这位译者，

不正是沿着在前头扑倒的精神战士的道路，继续摸索着行进的吗？于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我仿佛

看到有一个人，擎着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药艰难地运抵古堡……”林贤治先生提到的另一部董

译《古典学》我没有见到，另两本书《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也曾经是我自己的

启蒙读物。我们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的人更应当承认翻译家们在西学启蒙方面的贡献。评价董乐山先生

的翻译研究工作，似乎更适合从这个角度着眼。我是新时期他出的第一个随笔集《译余废墨》贪婪的

读者，也是后来收入“书趣文丛”的《边缘人语》的认同者。董先生之不同于职业翻译家，正在于他

经常用文化随笔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美国语境万花筒。他的《美国社会知识辞典》我记得初版是冠

以“小”字的，新版英文标题仍保留着“TRIVIA”字眼，其开山作的地位仍然不容否认。这是董乐山

先生对翻译工作的另一个贡献。  

    

林先生用“伤残与傲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董乐山这棵翻译丛林里的大树，我以为是知己知音之言。

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了解翻译家的生平的基础上的。董先生从“左翼文学青年”到“右派分子”除时代

使然的因素外，与他鲜明的个性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是位心气始终不平的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看法



是憋不住的，文章不便于写的，他借译作充分予以表达了。我想，他的译作倾向性之所以这么明显、

影响之所以这样深远，就是因为他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场。这大概是

作为翻译家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主因。李景端先生曾经动员董先生重新翻译中文本《圣经》，他以

年迈为由推辞了：“假如我还是50岁的人，可以考虑。”这是董先生亲口对我讲过的事情。我想，这

也可以看做他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他是深知《圣经》翻译史复杂情况的人，知道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说

说就可以动手的。在我认识的翻译家里，董先生是能抠字眼的人，也是对美语汉译贡献杰出的人。他

的英语知识是同行佩服羡慕的。  

我至今怀念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所在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室底子是他和施咸荣、梅绍武先生

打下的。董乐山还是我们研究生院美国系第一任系主任。单凭这一点因缘，就值得我辈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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