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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田全金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约我为他的书写序，这使我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我既不是他的导
师，而且退休后十余年来可以说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但我又觉得难以拒绝，因为我们似乎有些缘分
。
他是我校中文系1982-1986年的本科生。
三年级时他写了一篇题为《灵魂的痛苦与卡拉马佐夫气质》的学年论文，分工由我辅导评阅。
当时我觉得年轻学生能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这一深刻主题很不容易，就鼓励了他，此后，
他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毕业论文《病态与文化选择》，我很欣赏，加以肯定，并留下了印象。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田全金写的专著《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我读完后觉得，它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作家专论的模式，即作家生平和创作道路——分期概述
——代表作品专论。
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所阐述的，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某一不同文化体系的外国作家时，如果
没有新的视觉，就只能为这一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架桥铺路”，这一工程固然是重要的，而时至今日更
需要探索“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放在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考察”。
这种关系不仅涉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还要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和中国文学之间没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样，作者又进而以“主题研究”，即选取各国各时代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诸如性、婚姻、家庭、
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超越实证”的对比研究。
这种勇于探索、创新的态度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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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上篇为译介学研究，勾勒陀氏创作汉译的历史，对译介情况进行文化分析，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历史
作批判性考察。
　　中篇为主题学研究，辨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作家在处理性、家庭、知识分子问题时思想和方
法的异同，旨在深入把握陀氏创作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下篇为跨学科研究，探讨陀氏创作中涉及的和谐与苦难、信仰与理性、沉沦与救赎等宗教哲学问
题，并力图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予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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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犯罪四、深入“民间”：根基主义的美学意义下篇 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第
一章 和谐与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理性批判一、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二、约伯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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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和出版机构纷纷迁入内地，原来的翻译中心上海沦为孤岛，留下
来的译者大多处境困难，迁入内地的翻译家们更是漂泊无定，历尽艰辛。
在这种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介暂时被冷落了。
然而，也正是由于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机构的内迁，使原本偏僻的桂林、重庆等地成了新的文化中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沿海大都市来到大后方。
　　20世纪40年代，陀氏主要作品都有了汉译本，而翻译的质量也更上新台阶。
20世纪30年代的译家，如韦丛芜、高滔、汪炳琨、李霁野等人，都是自英文转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而20世纪40年代则出现了直接自俄文翻译的陀氏作品，从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介中“译胡为秦”
的局面有了初步改观，为翻译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保证。
1940年8月，耿济之直接译自俄文的《兄弟们》（即《卡拉马佐夫兄弟》）上卷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
刷公司出版。
1943年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兄弟们》第一部。
1947年8-10月，耿济之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第1～4部）分四册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
是周起应翻译的该书片段《大宗教裁判官》发表16年之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巨著首次有了全
译本。
该书有威廉·夏泼的插图，第一部卷首有赵家璧的“出版者言”，郑振铎的序、“译者的话”（译者
前记），以及作者和译者的肖像。
　　1941年《现代文艺》第2卷第5期发表了许天虹译的《圣诞树和婚礼》。
1942年《文学译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苏桥译的《偷儿》（即《诚实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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