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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人自古重“史”。
而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
即便是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鳞半爪，也会使史家乃至读者如获至宝。
在文学历史的阐述、文学理论的论证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新史料的发现当然也每每相伴而生，同样
为新的立论和新的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
更有学养深厚、学风笃实的学人，常常会把搜集所得的资料，整理编撰，既是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服务
，亦可供他人参考。
这些资料，我们并不陌生，在林林总总的校点本、辑佚本、笺注本、年谱、诗文系念、书目、索引里
都可窥其面貌。
比如，鲁迅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曾搜集了大量的小说史料，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成《古
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
这自周至隋的36种散佚小说，毫无疑问成为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了极
大的阅读兴趣。
这正是“钩沉”的价值。
梁启超所谓的“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我们了解前人所思所想，乃至理解“人类社会史
可能性的一切”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
这些“痕迹”的再发现，无疑多多益善。
作为集文学资料中心、文学展览中心、文学交流中心、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著、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
、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在和广大的研究者、作家及其家属、后人接触的过程中，不断接触
到曾被历史遮蔽、湮没、忽略的有关人物及有关史料，因此，编辑、出版“钩沉丛书”，是水到渠成
之事，也是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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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
全书正文共分两辑：第一辑是回忆文的“往事钩沉”；第二辑是埃弥·萧俄文诗21首。
其中，第一辑内容包括：秘书眼中的萧三、萧三给克格勃办过三件事、萧三与胡兰哇、萧三与张志民
、萧三与“托派”郑超麟、萧子风何许人、萧三有人格魅力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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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陶：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 
    长篇把纪实文学：《天涯萍踪》、《萧三》；中篇报告文学：《黄土地的儿子》、《众里寻她千百
度》；传记文学：《长歌远行》（柴泽民大使传）、《彩虹的脊梁》（范立础院士传）；散文集：《
用我的吻粘上这封信》、《我的莫斯科房东》、《巴顿》、《在欧罗巴邂逅音乐》；翻译作品：《我
当过女警察》（长诗）、《金钟的秘密》（童话集）、埃弥·萧诗歌20首。
有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处转载，有的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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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萧三诗歌归故里(序一)胡昭胡昭与萧三(序二)高陶为了最后的嘱托(序三)高陶第一辑  往事钩沉  高陶著
　埃弥&#8226;萧诗歌的俄文译者们　埃弥&#8226;萧这个名字　不可替代的永远的埃弥&#8226;萧　我
给萧三当秘书　那天，莫斯科好大雪　为何1935年出版的《血书》没有序言　萧三与德国作家沃尔夫
　萧三与胡兰畦　萧三与康生　萧三与张志民　萧三与“托派”郑超麟　萧子升究竟何许人　萧三有
人格魅力吗？
　萧三的“延安日记”是个富矿　索罗金与萧三的一本小册子　《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　萧三
“有一点‘芥蒂’”　苏联作协送我珍贵礼物第二辑  埃弥&#8226;萧俄文诗21首  萧三著  高陶译　命
该如此　译者的话：董必武说：“你这个诗，要得，要得！
”　克鲁佐——上海　译者的话：有关上海和克鲁佐的故事　列宁(长诗片段)　译者的话：悲痛里流
出来的歌　为了苏维埃中华(歌词)　译者的话：身在异域心系祖国　沉默　译者的话：和栗发碧眼的
德国姑娘邂逅　向西班牙妇女致敬　译者的话：是谁错了：托尔斯泰，还是叶华？
　眨眼的星星　译者的话：给心爱的人耶娃(叶华)　辗转反侧难入眠　译者的话：思念战友　时候到
了　译者的话：战斗的“时候到了”　红场　译者的话：克里姆林宫钟声的联想　无垠的大地　译者
的话：黑海——爱情的见证　我凝望着她　译者的话：依然爱瓦莎　离别　译者的话：留恋瓦莎　短
歌　译者的话：崇拜，对乎？
错乎？
　八百勇士之歌　译者的话：来自上海的一个真实故事　外敌进犯　译者的话：全面抗战的前夕　青
春年少幻想多　译者的话：这一年，一对新人分多聚少　游击队之歌　译者的话：一首行进中的歌　
战争　译者的话：秘密回国　会议　译者的话：赞赏马雅可夫斯基　给女同志　译者的话：坚定的女
权主义者　附录　偶感(一个故事)萧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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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2001年11月10日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又翻看你的长篇《记萧三》有个感触：太厚重，非专业（
诗人与研究家）难于啃下。
可否编写一本小型些的，比如十来万字，二三百页的画传？
图多文字少，搞起来不吃力，对读者又珍贵。
”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某个“画册”出版的盛况，比如出版了某某人的画册，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
益，影响极佳”等，甚至还把该出版社的联系地址抄给了我，并对具体做法提出了建议。
他认真地说：“因是画报社做，编、印都很讲究。
这种书销路也好。
你如觉得有兴趣，可请叶华、萧立昂和你共同做⋯⋯”他还写道：“重读你的书，我很想写一篇小文
，就叫《萧三诗歌归故里》（为本书序），说他的诗由俄文译回，在湖南、沈阳、北京等处刊物上发
表的事。
这文章由你写当然写得更好，而我刊、报手中都没有，引用也难。
你在沈阳发的那篇（指写萧的文章）就最好，配上照片给《老照片》发发多好！
⋯⋯”真挚与热情跃然纸上。
可惜，当时我因其他的约稿催得很紧，他的这么好的建议不得不就此搁浅。
现在想来尤觉对不住胡昭的一片好心。
。
记得在2000年底时，我稍有暇，便将埃弥·萧的这些译诗根据萧三儿子萧立昂的意见又认真地修改了
一遍，并且决定和读者见面。
我第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便是胡昭，胡昭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支持。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他顽强地与心绞痛、肾衰竭等多种病痛搏斗的同时，还关心着别人的工作
、生活。
我们搬家后，他给我写的信件我都珍藏着，任何时候打开它，都能感觉到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有一个
闪光的灵魂面对着我⋯⋯他曾热情鼓励我写一本“音乐随笔”（现已出版），他曾劝我“小打小闹较
不吃力，老是那种大件的活容易伤元气”，他曾给我抄治眼睛的偏方⋯⋯有关“萧三译诗”出版之事
，他则更加上心，为此，曾提过不少意见，意见不仅中肯，而且具体。
比如他说：“简介（指我在萧三译诗前写的小文）写得很好，但过简。
可否展开为一篇散文？
‘一上地铁’是否‘一下地铁’？
萧三终究在年轻人心中是生疏的，多写写他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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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3月27日，萧三老诗人生前的工作助手高陶女士给中国作家协会李冰书记修书一封，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临终前交代我做的几件事，如整理出版他的书稿与诗稿，我已利用业余时间基本完成。
惟有一件，我个人已无力全部完成。
那就是：他交我几本在苏联出版的俄文诗歌由我确认没有中文的作品并翻译出版。
我在工作之余确认并翻译了21首，查看了史料并撰写成文，包括公开了诗人的个人背景。
后来我又选用了萧三同志的若干私访人信件、中俄文手迹，组成一本四十万字左右的书，有地方出，
但要我个人出钱⋯⋯以我2000元的月薪是无力完成此要求的。
”“显然，这本书没有商业价值，但作为鲁迅指定的出席苏作代会的中国‘左联’作家，作为一位当
时苏联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著名诗人，这段历史还是应当保存下来。
我书中公布的某些材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唯一的。
”“我已72岁，右眼已无视力，左眼近视1300度，来日苦短。
”“恳请书记同志百忙中过问此事，协助此书出版，不胜感激。
”几天后，这封信转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手中。
李冰书记批复“请建功同志阅处”；陈建功即批转他的搭档、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的李荣
胜：“我建议派人找高陶要来书稿，看看是否有出版的价值。
可以的话，造个预算看看，若能承受，文学馆算作‘钩沉丛书’之一种如何？
”如此这般，编辑一套钓古钩沉的文学史料丛书的工作提上了文学馆工作日程，而我则成了那个被“
派”之人，获得了对高陶书稿先睹为快的荣幸。
我为之高兴而且感激，因为这事情与萧三老人有关，而我对萧三老人的敬仰，已经近乎半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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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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