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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老舍诞辰
125周年。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老舍以其卓越的文
学成就，成为新中国首
位荣获“人民艺术家”
称号的作家。自20
世纪40年代起，老舍
的作品就跨越国界，
欧美、日本、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曾多
次掀起“老舍热”。

《四世同堂》是
老舍最重要的作品，
今年也是《四世同
堂》发表80周年。
然而，我们读了几十
年的《四世同堂》并
不是完整版，直到
2013年，翻译家赵
武平在美国访学期
间，发现《四世同堂》英
文翻译全稿并回译，于
2017年出版发行。

9月2日，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就此连线
赵武平先生，为读者解读
《四世同堂》“回家”的故事。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
曳，起风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这句
话一直是《四世同堂》的结尾，但它并不
是结局。《四世同堂》分为《惶惑》《偷生》

《饥荒》3部，是一部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前
两部相继发表后，第三部《饥荒》的连载因故
只进行了一半，后半部整16章始终未发表，
后来，《饥荒》手稿散佚，《四世同堂》从此难见
原貌，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无一不是残本。

原来，《四世同堂》的结尾并不是钱默吟
先生和祁老人战后重见，祁老人要搞庆祝活
动。小说的结尾是钱先生登载在报纸上的长
篇悔过书。悔过书里没有风景描写，只有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控诉、批判，对战争的反思，以及
对普遍人性的想象。如果删了钱先生的悔过书
及小说中相关联的反对战争的细节，就会影响
《四世同堂》整体的伦理道德分量和思想面貌，
小说的厚重感，老舍先生面对战争创伤犹近在
咫尺的现实感，都会被极大地削弱。

赵武平与老舍《四世同堂》未删节全译本
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2012年，赵武
平受邀撰写美国作家赛珍珠纪念文章时，注意
到赛珍珠与乔志高等人曾于1945年前后，安
排老舍和赵清阁合作的《桃李春风》在美国翻
译和演出，这让他萌生了用老舍英文档案，续
编《老舍美国往来书信集》之念。

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老舍在美
国生活了将近4年，在纽约期间，他结识了赛
珍珠并与她成为朋友。1947年至1949年，
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多年前在天津看到《老舍书信集》说，老舍
在美国的档案，因代理人戴维·劳埃德后
人捐赠，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赵武平说。赵武平还了解到，美
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上个世纪50年
代跟踪调查赛珍珠的“秘密档
案”，便到官网翻看这些资料，开
始在美国寻找有关老舍的“蛛

丝马迹”，得知老舍的档案
分散在包括纽约公共图

书馆、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哈佛大学

施莱辛格图书馆
等四五个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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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这些年
来我陆陆续续跑了这些地方，把有关
老舍先生的资料都找到了。”2013年5
月，赵武平再次来到美国巴特勒图书
馆古籍善本部，在戴维·劳埃德所藏老
舍档案中，找到老
舍与美国作家赛珍
珠和浦爱德围绕
《骆驼祥子》《离婚》
和《四世同堂》翻译
所留下的许多信
件。“但是，与《四世
同堂》有关的内容
并不齐全，更多的
资料保存在哈佛大
学浦爱德档案中。
从施莱辛格图书馆
官方网站展示的馆
藏目录看，浦爱德
档案不仅有老舍其
他未刊信函，而且
还包括浦译《四世
同堂》全稿。”赵武
平告诉记者。

老舍文稿为什
么在哈佛大学浦爱
德个人档案里？赵
武平解释道，浦爱
德是老舍在美国期
间最亲密的友人之
一，她是一位社会
活动家和文学翻译
家，也是《四世同
堂》的英文译者。

“她出生于山东黄
县，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对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文学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
与感情，她不光翻译了老舍的作品，还
翻译了赵树理、王莹和冯伊湄等许多
现当代中国文艺家的著作。”

浦爱德去世之后，家人把她的所
有文件档案和手稿，分赠给了斯坦福
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
校的图书馆。其中，老舍的《四世同
堂》英文译稿，捐给了哈佛大学的施莱
辛格图书馆，因为那里是美国女性研
究的重镇。“几个月后，经友人引荐，我
致信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
生，再次得到确认：《四世同堂》译稿果
然仍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赵
武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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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8日，赵武平迫不及
待来到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所在
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先后调阅到编号为
MC465的浦爱德档案。“近30盒浦爱
德档案一一送来之后，我很快从中检出
了老舍所画小羊圈地图、浦爱德的一些
通信和她翻译的《四世同堂》全部文
稿。老舍的小羊圈地图，是画给浦爱德
供她作翻译参考用的。”赵武平感慨道。

赵武平认为，如果不根据哈佛大
学保存下来的英译全稿重新翻译，对
于老舍先生本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
有欠公允，于是萌生了将之回译的想
法。赵武平对百页材料进行分析、研
究，终于完成《四世同堂》最后16段英
译稿中文回译的艰巨工作。2017年9
月，《四世同堂（完整版）》由东方出版
中心出版发行。

“2014年7月28日下午，我从图
书馆出来，来到傅高义先生家里，讲了
档案里的《四世同堂》译稿。”赵武平回
忆了他在哈佛大学与傅高义交往的经
历，“我能进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
究中心工作，是受惠于傅高义先生的无
私帮助。在哈佛大学那一年，我同傅高
义先生住得很近，只是一街之隔。这些
年，每说起傅高义先生，想到他给予我
研究的关照，他那笑眯眯的模样就在我
的脑际浮现——这个时候，老舍追念宗
月大师而说的话，仿佛也在我的耳畔响
起：‘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
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
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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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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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英译者
浦爱德。

创作《四世同堂》时
期的老舍。 张晨初 绘

赵武平谈《饥荒》回译

既求“神似”，
也求“形似”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晗溪

“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因为只
是利用外语优势并不能解决全部问
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字面翻译，像十
多万字的篇幅，2014年，我从美国回
来后，只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但
是，如何遣词造句，如何把握原著的行
文风格，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
尽量复原老舍原著面貌，赵武平利用
电脑词汇分析方法，整理出“老舍词汇
表”，在回译过程中尽可能使用“老舍
的话”，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
似”，成为还原的理想。

比如，在回译的书稿中，为表示惊
叹、感慨和疑问，用了很多的“呕”和

“什吗”，几乎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
一，而这些词似乎已从当今人们的书
面语中消失了。再如，人名及其称呼
的翻译，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小妞
子来说，瑞宣韵梅夫妇喊她“妞子”或

“妞妞”；小顺儿和奶奶则只喊她“妞
妞”。但在英译里，除了“Little Niu-
Niu”外，只有一个“Niu-Niu”，究竟
是“妞妞”还是“妞子”，一时很难把握。

赵武平透露，从初译至定稿，前后
修改了四次。“在整个回译过程中，困
难的不仅是如何有效地运用老舍的文
学语言，还要识别浦爱德原稿中的错
误、残缺和模糊字迹。目前所见的《饥
荒》文稿，是译者自存的英文打印本，
不是经过编辑的定稿，存在着遗漏和
前后矛盾之处。”赵武平说，“也就是
说，就未刊稿从事回译，比通常的文学
翻译，还要多出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即
以文稿释读为基础的文本鉴别和厘
定。”

赵武平（右）与傅高
义先生的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东方出
版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