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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译曲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张爱玲这句话说得不错。
这本小书就像锦瑟一样，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我所见过的“美的身体”，我所听到的或是读到的“美
的思想”。
这是我对李商隐诗第一联的注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身上来发泄。
反过来说，每逢作自传时，并无自己可传，那就称心如意地描摹理想，写到照了镜子也不认识是谁，
或者一味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
所以，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
传。
自传就是别传。
”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番话就是“美的思想”，但是我却反其意而用之，用来写回忆录
了。
回忆录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别传，如果记下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心思，那甚至可以说是合传。
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
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
这一代人的心思，青年时代多是读书交友；大学时代更要谈情说爱，留学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
李商隐诗第二联的“庄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望帝”是情人的典型；“蝴蝶”自由飞翔，恋花采
蜜，既可以象征读书之乐，也可以隐射爱情之欢；“杜鹃”送春归去，泣血悲鸣，则可以暗指时光流
逝之快，生离死别之苦。
总之，无论是庄生或望帝的自传也好，蝴蝶和杜鹃的别传也好，回忆的都是悲欢离合之情。
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个圣人；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
人物的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又可以写出一个魔鬼。
钱锺书先生笔下的魔鬼，并没有集中人的缺点；他《围城》中的人物，也没有体现书中“美的思想”
。
因此，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写法。
如李商隐诗第三联，可以看到沧海遗珠，也可以看到珠海交辉；可以看到过眼烟云，也可以看到蓝田
美玉。
因此，对一些大人物的小事情，或小人物的大事情，既可以像《围城》一样看到它的反面，也可以像
本书一样写出它的正面，使海上美人鱼的眼泪，在月光下凝成珍珠；使烟云缭绕的蓝田美玉，呈现出
雾中看花的朦胧美。
关于雾中看花，白居易写过一首朦胧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诗可以用来为李商隐诗的第四联作注解，说明“追忆”之情，“惘然”之感，有如雾中之花，因
为朦胧隐约，反而显得更美。
而“追忆”的逝水年华，“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反而会发出永不消逝的青春光辉。
一生出了三四十本书，写了五六十篇文章，回忆起来，最难忘的还是从大学时代到留学时代这十二年
。
而这十二年中，最值得回忆的，却是别人的轶事，真是别传成了自传。
一个人的一生，值得留下来的是多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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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这一生，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
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下第一中学”任教，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罗曼·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
大学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回国之后，我这种向上看齐的思想，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
而在五十年代，“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又自然成了“运动健将”。
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因为我认为批“名利思想”应该批的是“名不符实”，或是“名高于实”
，而不该是“名符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么？
如果“有实”的人都没有名，那“有名”的人岂不都是“无实”的么？
无怪乎后来会出现“武大郎开店，不许比我高”的现象了！
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知识分子才算开始翻身，但是经过“武
大郎”三十年来的压制，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有名无实”的了。
无怪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
”“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学问再多
，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符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
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
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
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
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
历史是铁面无隋的。
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
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的呢？
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金。
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
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
”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
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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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从翩翩少年到“诗译英法唯一人”，《逝水年华》的追忆，记录了陈寅恪，
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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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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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1944年人清华大学研究院，1948年赴欧洲留学，1950年获巴黎
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
自1951年起，在外语院校教授英文、法文，l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翻译了《诗经》、《楚词》、《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
》、《元明清诗选》、《西厢记》等，是唯一把中国历代诗词全面、系统地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
他还将英、法文世界文学十种名著译成中文。
已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文学翻译作品六十余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水年华>>

书籍目录

一、序曲二、路三、名师四、文史哲五、叶公超、钱锺书、杨振宁六、作家七、诗与友八、吴宓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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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译曲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张爱玲这句话说得不错。
这本小书就像锦瑟一样，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我所见过的“美的身体”，我所听到的或是读到的“美
的思想”。
这是我对李商隐诗第一联的注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身上来发泄。
反过来说，每逢作自传时，并无自己可传，那就称心如意地描摹理想，写到照了镜子也不认识是谁，
或者一味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
所以，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
传。
自传就是别传。
”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番话就是“美的思想”，但是我却反其意而用之，用来写回忆录
了。
回忆录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别传，如果记下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心思，那甚至可以说是合传。
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
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
这一代人的心思，青年时代多是读书交友；大学时代更要谈情说爱，留学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
李商隐诗第二联的“庄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望帝”是情人的典型；“蝴蝶”自由飞翔，恋花采
蜜，既可以象征读书之乐，也可以隐射爱情之欢；“杜鹃”送春归去，泣血悲鸣，则可以暗指时光流
逝之快，生离死别之苦。
总之，无论是庄生或望帝的自传也好，蝴蝶和杜鹃的别传也好，回忆的都是悲欢离合之情。
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个圣人；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
人物的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又可以写出一个魔鬼。
钱锺书先生笔下的魔鬼，并没有集中人的缺点；他《围城》中的人物，也没有体现书中“美的思想”
。
因此，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写法。
如李商隐诗第三联，可以看到沧海遗珠，也可以看到珠海交辉；可以看到过眼烟云，也可以看到蓝田
美玉。
因此，对一些大人物的小事情，或小人物的大事情，既可以像《围城》一样看到它的反面，也可以像
本书一样写出它的正面，使海上美人鱼的眼泪，在月光下凝成珍珠；使烟云缭绕的蓝田美玉，呈现出
雾中看花的朦胧美。
关于雾中看花，白居易写过一首朦胧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诗可以用来为李商隐诗的第四联作注解，说明“追忆”之情，“惘然”之感，有如雾中之花，因
为朦胧隐约，反而显得更美。
而“追忆”的逝水年华，“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反而会发出永不消逝的青春光辉。
一生出了三四十本书，写了五六十篇文章，回忆起来，最难忘的还是从大学时代到留学时代这十二年
。
而这十二年中，最值得回忆的，却是别人的轶事，真是别传成了自传。
一个人的一生，值得留下来的是多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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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这一生，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
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下第一中学”任教，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罗曼．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
大学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回国之后，我这种向上看齐的思想，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
而在五十年代，“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又自然成了“运动健将”。
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因为我认为批“名利思想”应该批的是“名不符实”，或是“名高于实”
，而不该是“名符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么？
如果“有实”的人都没有名，那“有名”的人岂不都是“无实”的么？
无怪乎后来会出现“武大郎开店，不许比我高”的现象了！
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知识分子才算开始翻身，但是经过“武
大郎”三十年来的压制，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有名无实”的了。
无怪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
”“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学问再多
，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符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
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
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
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
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
历史是铁面无隋的。
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
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的呢？
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金。
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
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
”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
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
二、路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李白《下终南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
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
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了，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
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
如果能把我路上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
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
，组成西南联大。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
在三十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
。
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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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江西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
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
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
和二中同学刘匡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与许
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
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
因执笔记之以为念。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在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
片乡情似的。
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燮昌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
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
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
同班同学涂茀生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写道：“汪老师身材矮小，行动急遽，从不请病事假，从不
迟到，讲课很快，要求严格，动不动就讲‘扣你五分啦’。
再就是他的教法很怪，每周六节国文课，他分配为：课堂命题作文两节，两周一次（不写作文的那周
则进行临时测验）。
其余的四节课还要抽一、二时，高一时讲文字学概论，高二、高三时讲中国文学史，课本是他自己的
著作。
另外还指定《吕氏春秋》、《庄子》、《苟子》、《论衡》、《文心雕龙》、《史通》、‘四书’、
《文史通义》等书，每学期各自选定一本为课外读物，轮到课堂测验的那一周，要交一篇读书报告，
可以由各人畅叙读书心得，驰骋思想，如王树椒同学就写过《孔子为私生子考》。
“对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如果你升学学文科，这已经从文史哲诸方面给你指引了门径；即使不学文科
，这也给你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全貌，给了你广博的文史知识。
其次，在写作方面则由课堂命题作文，锻炼你应时应事即时写作的能力，简明扼要的文风。
再由写读书报告锻炼你发挥自由思想创作抒怀的情意。
”后来我在联大听余冠英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觉得汪老师讲的Ⅸ文学史》简直不在其下。
但汪老师一身硬骨，宁可杀身成仁，不肯苟安江东。
当日军进攻南京时，南昌动摇，二中迁往清江县永泰镇，汪老师坚决不随校南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我去向他告别，他用毛笔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十四个大字：日学新知多致
用；得师取友愿齐贤。
这两句话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厚意。
“学以致用”就是他教过我们的《论语》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今天看来，知识如能用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美，那真是世上最大的乐趣了。
“得友齐贤”是化用《论语》中的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幸福如有朋友分享，可以倍增；如不分享，就会消失。
《论语》中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他没有写下来，却付诸实践了。
他有大学教授之才，却甘心在知名度不高的中学任教；人也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这不是名符其
实的“君子”么！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汪老师惨遭日寇杀害。
他的学生周礼写了一阅《水调歌头》，现在节录于后：日寇侵赣，入彭泽，执夫子，骂贼不屈，壮烈
牺牲。
忆教诲之深恩，痛忠良之死节，为词以哭，聊当悲歌。
正气今犹在，彭泽一书生。
窥江胡马十万，攒戟拥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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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当年张许，只见纷纷弃甲，烽火使人惊。
金瓯嗟已缺，生死一朝轻。
骂寇贼，申大义，是人英。
男儿所学何事？
肯做楚囚鸣？
不负平生宿抱，拚却头颅一掷，浩气振丹青。
华表归来处，一笑大江横。
在汪老师遇难时，我们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
毕业之后，就要确定人生的道路了，我打算报考联大外文系。
但是江西教育水平不高，那时全省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南昌二中虽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每年考取名牌
大学的毕业生屈指可数，例如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就是二中首屈一指的首届毕业生，而
我并不在屈指可数之列，能考上联大吗？
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
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
”这样才勉强记住了。
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
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人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却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
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
那时我有一个表姐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
国的自由女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
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这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
熊式一表叔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钏》，得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赞赏，在英美舞台上演，引起轰
动，回南昌来把全家三个“孙子”和三个“刀豆子”，都带到英国去定居，这更加强了我学英文的念
头。
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凯撒大将》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
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
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感觉不到的，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
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泰和，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
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似的。
抗日战争之前，名牌大学只在当地招生，要考清华、北大就要北上，不但需要屈指可数的人才，还要
屈指难数的钱财，二者缺一不可。
平津京沪失陷之后，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举行统一招生考试，并且不收学费，反而发给贷金，这对
没有钱财的人才，才是大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
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
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
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
结果英文得了八十五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
同时考取的同学有吴琼（现为清华大学英文教授）和万兆风（江西师范大学英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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