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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思想家、哲学家，
1849年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
并流放。他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
俄罗斯文学“三巨头”。陀思妥耶夫斯基
及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始于一九二六年
由韦丛芜翻译、未名社初版的陀氏处女
作、成名作《穷人》。以诗集《君山》的
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
未名社二十一岁青年诗人韦丛芜，又早在
十九岁时开译陀氏二十四岁创作的小说
《穷人》，令鲁迅先生为之欣喜异常。鲁
迅在为韦丛芜翻译的《穷人》出版时写的
《小引》中指出，这本书是“陀氏小说创
作的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
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为之狂
喜，别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中
国的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
的姓名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
见。……这回丛芜才将他最初的作品，最
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
缺憾。”

鲁迅、韦素园、韦丛芜对《穷人》的
译稿精细打磨，对《穷人》的出版严格把
关：韦丛芜不仅参考了数本英译本，并将
《穷人》的英文译本“引言”附在卷首，
全面介绍陀氏，以方便中国读者“知人衡
文”；同为翻译大家的胞兄韦素园用俄文
仔细校订；再由鲁迅校订全稿且“比较了
日文译本以定从违”。鲁迅在《小引》中
还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
中，这(《穷人》)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
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了许
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鲁迅
先生参考了几部外文书籍，以极简炼的文
字为《穷人》的出版亲写《小引》，高度
概括出陀氏创作的精髓及其价值，并称陀
氏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
的审问者”。

正是有此“出手不凡”，《穷人》甫
一问世，立刻产生巨大反响，于是一印再
印，一版再版！而这样认真、切实、从小
处细处做下去的态度、意志，便形成了未
名社的传统，鲁迅后来有总结性的表述，
参见《忆韦素园君》，此不赘引。

在翻译、出版《穷人》的历练之后，
二十二岁的韦丛芜开译陀氏代表作《罪与
罚》，历时四年，于1930年底译完这部陀
氏五十四岁时创作的巨著，同时翻译出版
了陀氏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为
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陀氏其人。期间韦丛芜
谨记鲁迅1925年的提醒：《罪与罚》与马
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都不是啜末加
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能完成的”，除
了在1930年临难受命独力支撑未名社，则
全力以赴译、校《罪与罚》。胞兄素园抱
病为这本书写了两千多字的“前记”。韦
素园既为“丛芜译完了这部巨著，我心里
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又从理论的高
度全面介绍陀氏及其《罪与罚》，并借英
国文学家德林瓦特语称《罪与罚》“或是
一切写实派作品中的最伟大的”。鲁迅更
是于欣喜中为丛芜审读《罪与罚》全稿，
并为译定全书人名，更向韦丛芜郑重交
待：“以后要专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
说，最好把全集译完！”遗憾的是，韦丛
芜因生计与兴趣的转移，当时没有继续翻
译陀氏作品。直到15年后的1946年才重新
做起。

《罪与罚》于1931年由未名社出版问
世，再次引起轰动。这本书《罪与罚》于
未名社初版后转开明书店、文光书店等出
版，后又编入《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先后印行十余版。

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问世后长期受
到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影响。唐遐龄先
生曾在《安徽统一战线》1996年第2期上
刊文说：“我生也晚，韦立人先生当霍邱
县长的1936年，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学
生，于事一无所知。因家住颍上县的唐梁
湖边，与霍邱县新店埠隔河相望，通过几
位参加‘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乡邻叙
述，才知道韦立人曾是大学教授，有几部
成 名 的 译著问世， 青 年 英 俊 ， 抱负很
大……四十年代间，我开始阅读外国文

学，接触最早的一部书便是韦丛芜翻译的
《罪与罚》，对译者其人不了解，更不知
道韦丛芜即当年的霍邱县长韦立人……五
十多年后从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安徽统一
战线》读到《韦丛芜先生二三事》一文，
才把积存于思维里的韦丛芜、韦立人合二
为一，并且，我的心一直在颤抖……”

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
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
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
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
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
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
事……”而韦丛芜“著作生涯”断断续续
长达 5 3 年，其第一“断”便是弃教从
政，更名“立人”，返回家乡，启发民
意 ， 开 发 两 湖 ，实践乡 村 建 设 的 “ 理
想”，虽有建树，却也处处碰壁，至于身
陷囹圄……“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
一律”，于1946年重归旧业，翻译出版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的囚犯》
(又名《死人之家》)等，他并在《西伯利
亚囚犯》的序文中写道：“帝俄刑罚越
惨 ， 它 倾覆得 也 越 惨 ， 这是历史的 教
训……”

1950年，韦丛芜参加上海市翻译工作
协会，并出任文艺组负责人，稍后担任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至1955年翻译出
版了多部欧美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陀思妥
耶夫斯基思想、艺术最为成熟、创作生涯中
最后一座里程碑式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
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

“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
的。”(鲁迅：《<穷人>小引》)

当此之时，韦丛芜牢记鲁迅的嘱托，雄
心勃勃，矢志不渝：“希望再花三年功夫，把
陀氏小说全集译完，然后专修俄语，重校一
遍，完成一生中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韦
丛芜：《<罪与罚>八版序言》)

当年鲁迅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
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
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
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
我 ： 这 也是可 以收在 作 品 里 的 不幸的
人。”(鲁迅：《忆韦素园君》)而研究了
一辈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韦丛芜，竟然也
成 了 可 以 收 在 陀 氏 作 品 里 的 不 幸 的
人——— 似乎比兄长韦素园更其不幸的
人！

然而韦丛芜还是有文人精气神
的，并没有被压垮。他以鲁迅的嘱托
温暖着自己的心和笔，由同样受苦
受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作品
里人物陪伴着，继已然完成的《穷
人》、《罪与罚》、《西伯利亚的囚犯》
(《死人之家》)、《卡拉玛卓夫兄弟》
等之后，又完成了《永久的丈夫》、

《魂灵》、《未成熟的青年》、《孤女》、
《家庭的朋友》、《地下室笔记》、《白
夜》、《叔叔的梦》、《诚实的贼》等数百万
字的陀氏作品的翻译。韦丛芜仅据此也适
足以告慰鲁迅、韦素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在天之灵。

如果套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最后一段的句格，韦丛芜似乎也可以这样
说：“我已经做(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
己的灵魂！”而且，韦丛芜终其一生与陀
氏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也正
如鲁迅所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
受到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
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
上了苏生的路。”(《<穷人>小引》)其实
是鲁迅先生，一经发现韦丛芜的目力和译
笔，便立刻全力予以激励、帮助、指引并
托以大任；韦素园本对陀氏情有独钟(他
逝世前三十六天于垂危中致友人信还表示
“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自然倾
力扶助弟弟丛芜；丛芜自然义无反顾责无
旁贷，在恩师和胞兄扶持之下，决然承担
向我国读者介绍陀氏的重任。

雁过留声。韦丛芜逝世后，上海译文
出版社再版了韦丛芜译的美国现实主义作
家德莱塞长篇小说《巨人》，1985年安徽
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韦丛芜选集》，其中
收编了《穷人》、《魂灵》两部陀氏小
说——— 这在当时，应该说都是具有象征意
义的。

韦丛芜在鲁迅长期关怀、指导、影响
下，文学成就斐然。其“著作生涯”以译
介陀氏作品始，以译介陀氏作品终，这在
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史上也似乎并不多
见。韦丛芜介绍陀氏的开山、集成作品之
功，应当予以充分评价。韦丛芜译陀著的
风格特色及其影响，堪比朱生豪之译莎士
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 这是有“实
践检验”作证的。

时至今日，研究“未名社”的文章、
著作汗牛充栋，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如
过江之鲫，这是好事。但也似乎可以重新
“认识”韦丛芜先生了。须知，在未名社
的名山事业中，韦丛芜著、译并不逊色，
仅就其翻译陀氏一系列作品而言，也都是
“重量级”的成果！即便遑论其它，仅将
其以热血与生命译出的陀氏作品出版问
世，则在我国，也当成为一大奇观。

(图片均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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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这是奥运冠军杨扬写给孩子的冬季
运动启蒙绘本。该书根据杨扬的成长经历改编，部
分资料取自杨扬 1 9 9 8年的训练日记，首次公开曝
光。故事讲述了一个小女孩从学习滑冰，到参加正
式比赛的全过程，带领孩子探究运动带来的身体和
心灵的感受。

好好 书书 推推 荐荐

正月十八，笔者收藏了部分农耕民俗文
化藏品，其中有三件陶器筷笼，多年来我一
直喜欢收藏大别山区的陶器筷笼，这三件我
自认比较珍贵，很高兴，因为正面的图案很
有意思，其一是麒麟送子，其二是米字图
案 ， 第 三件是四个文 字 ， 上 刻 “ 有 肉 如
林”。

麒麟送子的意思很好理解，麒麟送子是
我国古时候祈子法的一种。传说中麒麟是仁
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们带来子嗣。[晋]

王嘉《拾遗记》中描述：孔子诞生之前，有
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这个典故成为“麒麟
送子”的来源。

米字图案的筷笼，是农家所用比较多的
一种，这种米字图案是米字套米字，有多个
小米字，又有一大米字，意思是米多。

不仅有小米，还有大米，寓意着人民非
常向往粮食丰收，有米才幸福。

刻“有肉如林”四字的筷笼，也是我第
一次所见筷笼之上有此字。这个意思原来也

有一点点了解，有一些文字中如“有酒如
池，有肉如林”、“酒如泉水肉如林”、
“村酷似粥家家醉，社肉如林处处留”等
等。更有古代诗人陆游诗句“社肉如林社酒
浓，乡邻罗拜祝年丰。太平气象吾能说，尽
在冬冬社鼓中”，该文出自古诗《春社》。
这一小小筷笼，有如此文化内涵，让人感
慨。

筷笼有多种多样的，有木质的、有瓷质
的、有竹质的、有篾质的，但在大别山区的
筷笼最多的是粘土烧制的陶质的筷笼，它的
各种图案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每一件陶质筷笼作品，都是唯一的，因
为它不是批量生产的，农户人多，分家时小
家庭的厨房要一个筷笼，户主就会找烧砖瓦
窑的师傅为他做一件陶质筷笼，这位烧窑的
技师会用一块泥，设计图案、雕刻成型、阴
干进窑，与砖瓦一起烧两三天，就出来了作
品。每一件作品都是乡村技师，按他的思想
随意设计雕刻，但是他都有美好的图案、深
刻的寓意，而且每一件还有一个名字。在大
别山农耕民俗文化展览馆中所陈列的陶质筷
笼，参观的旅客都非常喜欢，专家学者也进
行研究。

“麒麟吐子”很有意思，麒麟张开嘴
巴，吐出很多籽籽，这种寓意就是富贵之
家，多子多孙。“喜雀登梅”的图案，刻有
梅花喜雀，是新婚夫妇新家新气象，意寓幸
福小家。“荷塘鹌鹑”图，表示风光优美，
环境美好，和谐太平。“富贵长寿”图案有

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是金钱图案，寓富贵；
上半部是五指山，意长寿。“鹈鹕湖塘”之
图案，代表鱼米之乡，意思是不仅仅有米、
还有鱼，是有生活、有情趣之人家。“枝繁
叶茂”是森林茂盛图案，形容枝叶繁盛茂
密，或比喻家族人丁兴旺，后代子孙多，该
意出自《琴心记》。比喻积极向上、兴旺发
达的美好之家。“双喜临门”的圆形图案，
表示团团圆圆，喜事多多。“蟠桃盛会”是
民间故事的图案，在《汉武帝内传》、《山
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都有记载，
以此形成的西王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成为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士林祭
塔”更是美好的民间故事，传说状元郎许士
林祭塔救母，感到上天，白素贞提前出塔。
“麟吐玉书”寓意早生贵子。麒为雄，麟为
雌。传说孔子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
到孔府阙里人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
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字样。既告
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
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
“锦鸡戏牡丹”比喻好上加好，美上添美。

关于收藏陶质筷笼，是我一个很大的爱
好。收藏了很多，也难一一介绍，这种陶器
已有半个世纪没有民间技师生产了，我感到
越来越难收藏了。

筷笼是装筷子的，它是每一个家庭必有
的，说到筷笼必须说到筷子。早在公元前 1 1

世纪中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也就
是说中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有3000多
年。

筷子是由汉族发明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
的餐具。筷子是用具，常用的竹筷几千年没
有改变，而装筷子的笼却在变，现在用的筷
笼都是塑料筷笼，陶质筷笼已经很难见到
了，变成了民间记忆。

我收藏的农耕民俗藏品作为专题较多的
有：布鞋、陶器、灯具、红色文化等等。同
时也会把陶质筷笼作为一个专题，保留特有
的文化现象，让更多的人寻找乡愁，感受历
史。

艺艺影影留留踪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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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筷 笼 说 文 化
漆 威

韦丛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汪玉良

推荐理由：《中国茶事》《中国花事》《中国
香事》全套书共三本。茶文化、花文化、香文化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三个非常有机的组成部分，这
套图书推出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飞扬的心》
杨杨 熊亮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茶事”系列图书

郑国建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

韦丛芜

本报讯 (记者 邱杨 )近日，六安市
图书馆六安地方文献数据库上线使用。
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基于保护纸质
文献及提高地方文献利用率的需求，市

图书馆特地精选100本反映六安特色人文
历史且出版年限较早、副本量少不适合
开架阅 览 的 地 方 文 献 ， 经数字 化加工
后，以特色数据库的形式开放给读者存

取使用。此批数字化的地方文献主要以
六安地方志、年鉴、文史资料等为主，
出版年限涵盖了上世纪8 0年代和 9 0年
代。

此次上线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具有实
现特色数据库全库、全文检索；阅读内
容转文字功能；馆内免登陆访问，馆外
读者证登陆访问；提供独立高清阅读平
台等特点。据了解，地方文献是各图书
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地文
化、经济发展的纪录和积淀，为读者查
阅地方文献资源、研究者获取所需资料
提供保障。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为图书
馆文献服务提供了新途径，也拓展了图
书馆的服务功能。

六安地方文献数据库上线

附：

韦丛芜 ( 1905年3月16日～
1978年12月19日)，原名韦崇武，又名
韦立人、韦若愚，1905年农历三月十六日
生于安徽六安市叶集区。北京燕京大学毕
业。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为鲁迅
组织领导的未名社成员，《莽原》半月刊撰稿人
之一。建国后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
韦丛芜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君山》《冰块》等，
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罪
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美国杰克·伦敦
的《生命》等。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
版有《韦丛芜选集》。

图图为为陶陶器器筷筷笼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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