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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回族民间选派的一批批青年学子，怀着报效祖国和服务民族宗教的理想、热情
和双重使命感，远渡重洋，留学埃及。
这些留埃学子在学成归国后，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学术领域，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工作成就与学术成就，从而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阿文化的交流
，作出了杰出贡献。
纳训、马坚和纳忠，这三位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便是其中卓有建树的佼佼者。
他们生前的爱国思想、爱国热情和学术活动，及其一生不朽业绩，作为其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
与文化遗产，显然值得我们做全面的总结研究并予以继承。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三位大师学术成就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依然需
要做更加广泛、更加深人的探讨。
其中，尤其是对纳训生平事迹以及文学翻译等业绩的研究，更显不足。
就我目力所及，一直以来，仅有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少量包括回忆录、纪念文章、论文在内的单篇文章
。
这实在令人遗憾。
今回族学者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洋洋数十万言，不仅叙述、评论了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纳训的工作业绩和文学翻译成就，而
且对他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操守，以及在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中，他多舛的遭
遇、不寻常的欢乐与痛苦等，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论描述。
毫无疑问，该书是研究纳训的一个可喜可贺的重要收获。
昕翔同志要我为之写序，因而有幸成为《纳训评传》的第一位读者。
仓促阅读书稿，浮光掠影，只能谈谈一鳞半爪的初略印象。
总的来讲，我以为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有如下几个颇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
其一，材料充实，且真实可靠。
锁昕翔同志为写此书，曾搜集和阅读了纳训各时期的重要文章及重要译作，并查阅了几乎所有公开发
表的有关纳训的文章，此外，还做了长达6年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
6年间，他曾经多次往返北京、上海和云南省内的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及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
生的家属、子女和所有今尚健在并且知情的亲戚、中学同学、留埃同学与工作单位同事等，掌握了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
而且，不少前辈，例如纳训先生的堂弟纳光显、留埃同学林仲明，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同事马鸿云等，
诸先生在接受采访不久即已仙逝，昕翔同志所获资料，至为宝贵。
由于作者资料查阅和调查的充分，使得《纳训评传》材料翔实、内容丰富。
例如纳训先生在埃及留学时所从事的文学翻译和抗日救亡活动、归‘国后在昆明明德中学和云南民族
学院的许多思想、感情及生活的经历和工作实绩等，都鲜为人知，使人耳目一新。
读之，不能不令人对这位杰出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不朽的爱国战士充满敬仰之情。
其二，《纳训评传》对纳训先生一生思想、业绩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
无论是对纳训生平事迹的叙述，还是对其翻译成就的综论评价，都坚持实事求是。
作者的观点，均来自对所掌握材料的客观的分析与研究，看得出，作者往往力图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
背景下加以分析考察，使其评价客观、中肯，令人信服。
作者对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纳训的崇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却不“为尊者讳”，对其译著的介绍
评论，能够做到好处说好，又不回避其短处。
比如对纳训先生六卷全译本的评介，既指出译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作品对中国读者的巨大
影响，以及它在《一千零一夜》汉译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同时，也指出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译
作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美中不足”。
《纳训评传》为读者描画、展示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和喜怒哀乐情感的文学翻译家形象，从而揭
示出一个为报效祖国、为人民贡献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其一生不屈不挠的奋斗与追求和所走过的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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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人生道路。
形象鲜明，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其三，我以为《纳训评传》在写作上也有其独具的特点。
作者既遵循了传统“评传”的求真原则，又不囿于过去曾经流行的那种生硬的考据、求证的形式和套
路，即追求一种较具可读性的平易叙述。
此外，作者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场景、人物、事件的描述，更加详细，并加之以适当的文学描写。
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纳训评传》有叙有论，不呆板、不枯燥，行文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感
染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纳训评传》已完美无缺，至全至善。
世间学问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不可穷尽，任何的苛求都未免失之天真。
何况，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纳训评传》作为研究纳训的第一部著作，其疏漏之
处肯定再所难免。
对此，相信读者自能识别分辨，我不想求全责备，以致向作者提出过分要求。
在此，我只想再次强调，锁昕翔同志的这部《纳训评传》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纳训先生一生谦逊过人，较少谈及自己的译作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从未写过回忆录之类的
东西，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昕翔同志经过数年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艰苦调查以及认真的查阅、分析有关资料，撰写出这样一部
具有一定规模，也有着一定深度的研究纳训的专著，十分不易。
《纳训评传》自有其客观存在的学术意义及价值。
作者的功力和研究态度以及写作此书所花的工夫，读者尽可在阅读中见出。
我相信，这部《纳训评传》的出版，对于促进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纳训乃至马坚、纳忠等人的辉
煌学术成就，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以上几点初略且不尽成熟的看法，权作应昕翔同志之约而写的《纳训评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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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训，是我国现代译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
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纳训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与追求，以及曲折的人生经历、鲜为人知的
遭际命运、不寻常的痛苦和欢乐，作了较全面、客观的描述，并对其文学翻译活动和各译本特色，及
其在民族教育与中阿文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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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锁昕翔，回族，出生于云南嵩明，成长在云南昭通。
1982年2月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并留校任教。
1985年进入复旦大学续修文学。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教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郭沫若研究会会员，民族院校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会会员，云南回族学
会理事。
多年来，先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书法美学”“古文精读”等多门课程的教学
工作。
工作之余，坚持科研。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回族文化学。
在《回族研究》《中国穆斯林》《学术探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今日民族
》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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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纳训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战士。
他一生辉煌的文学翻译成就，及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品质，作为他留给后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本人自中学时代即喜爱纳训先生的译作，其后，阅读了先生的更多译著，并对先生的为人品质和一生
翻译成就有所了解，更对他充满了崇仰之情。
故而不揣浅陋，产生了写作此书的念头。
此书的写作，虽算起来总共执笔时问不到一年，但因有关纳训先生的资料较少，写作断断续续，竟拖
延了整整6年时间。
为搜集寻觅资料，6年来，我在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曾几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
查阅资料及作调查采访。
并匆匆奔走于昆明各大街小巷，以及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生家属子女和
知情亲戚，他当年的同学、同事、朋友和一些回族学者，以及部分熟悉纳训的文学翻译家。
因纳训先生所生活时代距今已经久远，而人的记忆力又极为有限，故调查访问常常收获甚微。
甚至数千里奔波，竞访问不遇，或因知情者的故去，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令人十分沮丧失望，几至
欲放弃写作，却又欲罢不能，十分矛盾彷徨。
而正在这时，云南回族学会在昆明安宁召开了“中国留埃学生专题研讨座谈会”。
与会同志热情洋溢，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埃学生的爱国热情、刻苦学习
精神和治学经验，学术成就，以及他们在翻译著述上的团队意识和相互协作精神等，都作了充分肯定
，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人应邀参会，深受激励、鼓舞，于是又鼓足勇气，勉力坚持下来。
拙著在写作过程中，诚如纳麒院长和纳国昌先生《序》中所云，本人力求客观真实。
所用资料，都作了严肃认真的分析考实，从而去伪存真，如同沙里淘金，审慎筛选，以尽可能做到对
纳训先生及读者负责。
有时在写作中，突然发现前面已写部分所依据材料明显有误，导致评述失真，我毅然推翻重写。
例如在叙及纳训先生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动因时，我原采用纳训先生自己之说。
即其翻译《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包括未出的一卷)的目的，是“为国内回族学子学习阿拉伯语提供
课外读物”。
可经多次访问其留埃同学林仲明先生，却发现纳训先生之说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
比如，据林仲明先生回忆，纳训在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曾多次向中国留埃学生团指导员、原昆
明明德中学英语教师沙儒诚先生请教，详细了解国内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方才动
笔翻译《一千零一夜》。
可见纳训先生翻译这部作品的动因并不那么简单。
即不仅仅是为国内回族学子“提供课外读物”，也考虑到了其他读者，否则，就不会向沙儒诚先生了
解国内翻译情况。
此外，从他的《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的出版情况，也可见出其翻译动机与纳训先生自说不符。
据林仲明先生说，纳训先生的五卷译稿，系在沙儒诚老师回国时，托请沙先生带回，交商务印书馆出
版。
时值抗战中，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至重庆。
沙先生回国后，曾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南亚诸国宣传抗日，纳训译稿即是沙先生在赴重庆受命时，亲自
送交商务印书馆的。
当时在重庆和香港等地，都有着类似于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所设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印刷出版机构，
假若真如纳训先生所说，其译稿只会交给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出版商，而绝不会交给商务印书馆出
版。
在留埃期间，纳训与林仲明两先生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纳训先生刚到埃及时，已在埃及学习三年的林仲明先生，还曾帮助他补习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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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假期，林仲明先生还曾带领纳训等人到埃及各地旅游。
不仅如此，纳训先生初试译笔，由阿文本转译德国长诗《菩提树下》时，还曾与林仲明先生一同讨论
。
两先生既关系亲密，又共居一室，朝夕相处，林仲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纳训先生的翻译打算，他所提
供的情况应该较为可靠。
考察纳训先生一贯之谦虚为人，可以肯定，先生的言实不过是自谦而已，不必当真。
于是，为求真实，我毫不犹豫，抛开原写部分，重新写来。
诸如此类，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但尽管如此，由于本人学浅才疏，加之，忙于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学年教学及科研任务，初稿写成后，
一直没有充足时间作认真修改，拙作粗陋不堪，存在诸多不尽满意之处。
而自拙稿列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之后，编辑同志十分关心，多次电话询问书稿修改情况，使我
诚惶诚恐，深抱愧疚。
为不再拖延时间，以免影响出版社原定出版计划，只好照此交稿。
其中不足之处，祈望读者见谅，并恭请方家批评指正。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纳训先生亲属以及所有接受采访者，尤其是马忠林先生和王余卿女士夫妇的
大力支持、配合。
此外，曾参考了马为公、杨柏孝先生的《纳训访问记》，以及林松、纳国昌、桂希禹、李华英、马恩
泽等先生公开发表于各类报刊的回忆文章，并得到回族学专家纳国昌、姚继德、马利章、桂希禹先生
和明德中学已故回族教师乐长云先生在资料、图片等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纳训评传》写成，纳国昌先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纳麒先生在百忙中，为我撰写了
热情洋溢、激励有加的《序》；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回族捐资助学管委会主任樊子实先生
及其同仁一直关心书稿的出版；又蒙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回族捐资助学
委员会名誉会长、云南省昊龙实业集团董事长马君永升先生鼎力支持，慷慨资助，使之得以付梓问世
，本人深感荣幸，一并于此谨致衷心谢忱！
作者2008年11月28日于昆明荷叶山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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