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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洁若先生初识是在2015年，当时受内蒙古大学萧乾

文学馆的委派，我与几位老师到文先生家办理图书和资料的接

收事宜。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至少有两次与文先生的近距离

接触，每次的程序基本是拜访、接收赠书或衣物家具、请文先生

吃饭这几件事。在老人的“后乐斋”里，我看到了与这个时代全

然格格不入的一位九旬老人的日常：没有网络、手机、电脑，维

持着最基本物质生活的消耗，保持着最大化精神生活的产出。

几年下来，每年“二度”的文先生拜访之旅便成了每个学期

最期待的事，这样一位以“萧乾夫人”而闻名的老人，在我心中

却越来越鲜活、高大起来，以至于我有时会记不起她是萧乾的

妻子，更多感觉到她是一个笃志于文学与文字，对待工作和生

活有一些偏执的老人。我也目睹文先生的住宅从两间变成一

间，照片和生活用品多数被她捐赠给萧乾文学馆和其他纪念

馆，虽然屋里一直杂乱，但东西在慢慢精简着，最后，照片只剩

下四五个相框，最大的是萧乾先生在欧战战场上的单人照，其

次是文先生自己的两三幅，接着是她少年时与家人的全家福，

最后是她的儿女、孙子孙女的照片。当然，家里数量最多的，一

直是书籍、词典和各种纸张。这就像文先生自己的生活，随着岁

月的流逝，留下的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结缘于译，成就于译
在文先生的心目中，萧乾虽然已逝，但她通过勤奋工作的

方式延续着另一种形式的相守共处。文先生也在不同场合不止

一次回忆与萧乾共同生活的日子，认为合作翻译《尤利西斯》是

他们二人之间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当我像许多慕名而至的粉丝

一样问起文先生与萧乾初识的场景时，文先生依然很开心地打

开了话匣子，说起当年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的整理科做

校对时，曾拿着存有疑惑的译稿去请教作为文坛前辈的萧乾，

从此开始一段风雨同舟的“文学姻缘”的过往。普通的出版社校

对者，只需要做到看着稿件梳理文字，校对错字病句，但文先生

的认真与敬业驱使她不满足于这些本职工作，同时拿出外文原

件逐字核对。当发现有一些译稿与她的想法不合的时候，作为

一位职场新人的她产生了疑惑，不经意间敲开了萧乾的家门。

现在我深深相信，萧乾当时也一定对眼前这位扎着两条麻花

辫、执著而倔强的小姑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面对她的问题，萧乾提出一个总原则，那就是只要不是“黑

白错”，就不要擅改作者的译稿，尤其是对于那些已有成就的文

坛前辈。“黑白错就是译得不对的地方。”文先生觉得很赞同。

“我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英文好，还有，他很幽默。”有一次她给萧

乾写信，说他“造诣高”，不小心写错了，写成了“造脂高”。“他说

我够胖的了，还造脂！他当时确实挺胖的！”事隔多年，文先生忆

起此事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谈起家里摆放的萧乾

照片为什么只留下欧战战场上歪头笑着的那张，文先生不自觉

提高了音量，笑着说：“因为他笑着可爱呀！他照相就喜欢歪着

头！”“他那会儿还喜欢抽烟斗，不过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两个月

就戒了，这也算是我对他的健康做出的贡献。”原来，婚后的萧

乾发现每当自己抽完烟，文先生会把好几扇窗户都打开通风，

便知道她很讨厌那个味儿，就自觉把烟戒了。“他伏案工作时，

我偶尔会给他倒一杯茶端进去，本来我还想聊点什么，但看他

停下笔，意思是你快走这样我就能赶快写。我就不说话，走了。”

两个人都休息的时候，文先生会陪着萧乾听一听古典音乐，还

有萧乾喜欢的相声。两个人偶尔会闹点小别扭，但最多就是打

打“笔仗”而已。

生活中，为了迁就对方，两人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更重要

的是在事业上，两人像产生了化学反应，都有了新的提升。文先

生感觉自己的译笔更灵活了，在“信”“达”基础上有了更多“雅”

的追求；萧乾在文先生的带动下，把晚上回家休息的时间也充分

利用起来，连着翻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

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在萧乾的所有译作中，文先生

最喜欢的还是《好兵帅克》，虽然这是个节译本，但她觉得萧乾

的翻译还原了这部小说幽默的神韵。文先生在她的回忆散文

《文学姻缘》中也提到这部小说还曾得到陈毅元帅的高度赞扬。

萧乾是蒙古族，他的《平绥道上》《殇》《草原即景》等篇章，

都体现出了他对故土人与物的别样留恋和关切。也正是因此，

文先生放弃了多所院校、各类机构的邀约，选择将萧乾的大量

生前藏书、遗稿遗作交付内蒙古大学收藏和研究。萧乾文学馆

于2008年正式组建，成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集萧乾文学艺术

创作经历和作品收集、研究、展示为一体的文化场馆。文先生的

选择是对丈夫民族情怀的理解和成全。

笃志翻译，矢志不渝
年过九旬的文先生，在规划未来时不时提到100岁这个时

间节点。“杨绛活了105岁，周有光活了111岁，我也还且活

呢！”文先生计划在100岁前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出版作品全

集。“等我忙完了手头的这四本译作，以后就不再接翻译的活

儿了。”文先生说在自己的作品中，相比译作她更看重创作，尤

其喜欢纪实类散文创作。目前文先生的弟弟、远在日本的文学

朴，已经给文先生寄了一些他收集的资料，“包括关于人怎样

长寿、名胜古迹比如寺庙的材料，都是比较新鲜的，总之我以后

要写一些有历史痕迹的东西”。文先生手头有三本“书债”，分别

是松本清张的《热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幸田露伴的《捕鲸

记》。听到她正在翻译一本松本清张的小说，我提起现在的大学

生读日本侦探推理小说更喜欢东野圭吾，文先生表示惊讶。“还

有，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太宰治呢？《人间失格》直译

应该是《没有资格做人》。我曾问过人，说读者能理解《人间失

格》这个书名。有人表示，还是用《人间失格》吧，大家都认可了，

再改不好。”《捕鲸记》由文先生和文学朴合作翻译，文学朴已经

翻译了第一遍，就等着文先生帮他对照原文审阅第二遍了。“还

有三浦绫子的书我也可能要翻译一些。我翻译过她的《十胜山

之恋》，曾经联系她问怎么收稿费，她说，‘本来我也可以按照现

在的收费制度向你们收取稿费，但是考虑到日本人侵略中国那

么多年，中国经济上很受损害，我就不忍心再去要稿费了，所以

你的翻译、中国人的翻译一概不要稿费’！”1985年7月15日至

1986年7月14日，文先生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员，赴日本

东京在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她本来想在暑假期间

乘飞机赴旭川看望三浦女士，偶然间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架飞

机失事，500多个乘客只有几个人幸存的新闻，因此没去。回国

后，她接到房东转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刚好在她回北京的那一

天，三浦女士和她的丈夫抵达了东京。倘若她早一天知道，她一

定会在东京多住上一天的。

在她目前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文先生还是最喜欢《尤利西

斯》。我提到她在另一个访谈中说起最喜欢的还有《莫瑞斯》时，

她笑说：“是的，那本书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也是我比较满意的，

没有劳驾萧乾。”我想，她最看重《尤利西斯》，除了因为这本书

影响最大、难度最高，也因为翻译的过程是萧乾、文先生志同道

合美好婚姻的见证。由于她刚才提到的这两本小说都是英译作

品，我执著地追问文先生最喜欢的日译作品，她想了半天，说：

“还谈不出哪个，如果非要问，可能是有吉佐和子的几个短篇

吧。”说着，她起身拿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从中找到有吉佐和

子的名字，在她名下罗列的作品中，挨个查找，“这个是我翻译

的，这个别人译了”。“《青瓷瓶》《红艳艳的西红柿的味道》和《黑

衣》是我翻译的作品。这几篇小说内容好，我翻译得也比较满

意。有吉佐和子能从历史中的一件小事延伸出故事，我比较喜

欢和时代结合比较紧密的作品，而且价值观也要健康。”

当我谈及现在有一种说法得到普遍认可，说文先生是翻译

日本文学最多的翻译家时，文先生笑了，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毕

竟她还在持续地翻译，不过她对目前已有的成果数量、字数并

没有进行过精确的统计。“我觉得我的风格主要是忠实原著，在

忠实的基础上想办法对其进行点缀。比如原文出现了几次‘忽

然’，我就让它变得多样化，改成‘抽冷子’‘猛可里’什么的，这

都是我查出来的。我会把好的文章剪下来保存起来，尽量扩充

词汇量，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文笔，让读者看了高兴，读起来没有

翻译腔。”文先生认为翻译要在“信”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达”

“雅”，但“信”是最重要的。前辈翻译家里，钱稻孙是她比较欣赏

的，他能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做到文笔优美。

为父翻译，传承家风
从家世来说，文先生算是出身于真正的书香门第。据文先

生讲，她的祖父做过广西、山西等地的县令，家里之前还留有祖

父觐见皇帝时穿过的官袍、祖母的诰封，但后来基本都被变卖

了。萧乾文学馆至今还保存着两块大红色的枕套，是文先生用

她祖父下属送来的两块红布缝制而成，枕套的一面写满了满

文，另一面有“知府愚侄李璲顿首拜书”字样。“大伯父当时在海

关工作，大伯母姓吴，是卖茶叶的吴裕泰家的后代。”文先生的

父亲文宗淑在同辈兄弟中是最出色的，23岁考上了高等文官，

1916年赴日本在神户当过总领事，后来在我国驻日使馆任三

等秘书。1936年，他被免职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北京后，生活

陷入困顿，文宗淑变卖家产供几个孩子读书。1946年，文宗淑回

到家乡贵州定居，贫困潦倒，郁郁而终。“我父亲在老家的房子虽

然很破，不过祠堂却很体面，都是砖砌的，据说在当地还成了旅

游景点。”

在与文先生谈起她的家人时，她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父

亲。“从打7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

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

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于书海中。”文先

生在《文学姻缘》中如是说。文先生的父亲勤奋、自律，喜读中

国古典文学、历史书籍，古文功底很好，闲时喜欢吟诵诗词，

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他自己也会写一些东西，比如他通过阅

读报纸分析时局产生的对中日战争格局的深度思考，曾被萧

乾看到并感佩其拳拳爱国心，可惜后来没有保存下来。“我父

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出过书，所以我从事翻译和写作

也是为了完成我父亲未竟的愿望。”说到生活中和父亲的相

处，文先生记起她10岁左右的一件事。那一次她的父亲夜里

11点多才回家，家里人都已休息，只有文先生还在用功。她听

到父亲按门铃的声音后打开了门,发现父亲还没有吃饭，便主

动为父亲煮了一碗面，放了西红柿和鸡蛋。“当时我用的是小

锅，下面要烧煤球，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煮好，我父亲把汤都喝光

了。”文先生忆及此景，露出甜甜的笑容。“还有一件事，家里还

富裕的时候，吃饭时备了茅台酒，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父亲

说，这孩子有酒量，我就特别不爱听，后来坚决不喝酒，偶尔在

宴会上为了不浪费也会喝一点。”文先生原来叫文桐新，后来姐

妹几个都改了名字，大姐给她起了“文节若”，她父亲改成了“文

洁若”，就这样一直叫了下来。后来，“桐”字给了萧乾和文洁若的

儿子，也就是萧桐。“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以后不管从事

什么工作，首先要把书念好！”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文先生也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小

说，尤其喜欢杜甫、白居易和《红楼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琵

琶行》《长恨歌》等都是她张口即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歌。《红楼

梦》是她幼时在父亲的书橱发现的，当时那个版本还是宣纸手抄

本，叫《金玉缘》，“如果能保存下来就好了，可惜不见了”。她觉得

中国小说里《红楼梦》写得最好，哪怕在亚洲文学中也能排第一。

“不过贾宝玉也有伪善的一面，他只会到王夫人那里撒娇，可是

不会替丫环们说几句公道话。而且他只喜欢年轻的、漂亮的，这

也有问题，谁不会老啊？”

文先生现在与弟弟文学朴往来密切。姐弟二

人常常合译日本作品，比如已经出版的松本清张

的《深层海流》（2012），还有正在进行中的松本

清张的《热绢》和幸田露伴的《捕鲸者》。

生活中的文先生
“人活得不能太轻松，不能放弃不间断地思

考，否则就会变成胖子，变成痴呆人，还会一无所

成。”文先生不止一次和我们说过，她长寿的秘诀

就是不要活得太舒服。但是最近几次见她，我发

现她的说法有所调整，她开始量力而为。比如现

在她每天要求自己一定要睡够8小时，而年轻时

的文先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对于文先生的工作状态和态度，几乎每一个

来访的人都会自叹不如。文先生平时没有任何休

闲和娱乐，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都在工

作。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去北京为文先生庆贺

90大寿，我中午送她回去休息，她很开心，嘴里念叨着，“今天

我过90岁生日，所以要休息半天，下午我就不再工作了”，说

罢躺在了床上。不过，文先生的那张床，其实只是客厅里的一

张长沙发，放了一个厚厚的棉垫子和一床被子，也便成了床。

这样，她的活动空间便集中在客厅里，里屋的那张大床反而闲

置了，成了储物间，放满了书和杂物。“我现在每天6点准起，

7点开始工作。白天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要求，就看能出

多少活。中午累了我可能会躺半个小时左右。下午5点我会

下楼拿报纸。”吃完晚饭，文先生会看看报纸，晚上再工作一

会儿，10点准时上床睡觉。文先生的日历上，每一页都详细记

录了当日的成果，譬如2019年2月20日记着：“P19~22，四页

（800字）”。

先生极为大方，屡屡将刚收到的稿费捐给萧乾文学馆，支

持我们的工作，即使我们一再告诉她，我们有学校和自治区社

科联的专项经费，并不缺钱，依然无法推脱她的好意。每次去，

文先生都会主动给我们签名赠书，让我们先把名字写在她的草

稿本上，再对照着一笔一画仔细写上。

“《萧乾全集》会在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

未来，文先生的规划就是——多写。可以说，翻译、写作，便是文

先生与萧乾和这个世界建立的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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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名家访谈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在1979年出人

意料地以《离岸》一书获得了布克奖，那一

年她63岁，她对自己的朋友说：“我知道自

己是个局外人。”她小说和传记里写的都是

局外人：格格不入的人，浪漫的艺术家，还

有希望的失败者，被误解的爱人、孤儿和特

立独行的人。她喜欢这些生活在边缘的、

游离不定的角色。她描写脆弱的人，弱势

群体、孩子，还有女人，这些女人正在努力

帮助她们温柔、迷惑的失败男人。她把世

界分成了两边，一边是“根除者”，另一边是

“被根除者”。她会说：“我喜欢那些看似生

来就被打败了，甚至是深深迷失了的人。”

她是对人生有着悲观感受的幽默作者。

她也喜爱文学的局外者。她喜欢那些

有独特气质的被低估了的作家，这些作家

与众不同，比如说小说家J.L.凯尔，或是诗

歌书店的哈罗德·门罗，或是非凡的悲剧诗

人夏洛特·缪。Virago出版社想要出版被

忽视了的女作家作品，她非常喜欢这个想

法，她支持Virago出版了19世纪的女作

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的作品。她喜欢史

蒂夫·史密斯的古怪。她喜欢的作家和人

都以奇特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她出生于

一个非凡的英国文学中产家庭，她的两位

祖父都是福音派的主教，她继承了祖父们

的福音派原则，还继承了父亲和叔父们的

品质：正直、朴素、低调、才华横溢，简洁独

特的幽默感。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价值，但她并没有

期待成功。她的写作经历并不寻常。大概

是60岁的样子，她才开始出版作品，20年

的时间里，她出版了9本小说，3本传记，很

多散文和评论。她一开始换过四家出版

社，最后定在了柯林斯出版社，她没有经纪

人为她谋求利益，但她的出版商大多数都

成为了她的朋友和拥护者。她是一匹黑

马，第三本书就获得了布克奖，所有的人都

惊讶不已。后来她又几次获得了英国的奖

项，成为文学界的知名人物，在80岁的时

候，她出版了《蓝花》，在美国获得国家图书

评论奖，因此而闻名。

然而，她一直都没有声名大噪。她追

求的是细心的读者，不是名望。她的小说

微妙简洁。她的小说很有趣，但是也有阴

暗。她的文字雄辩而明确，但也隐晦难

懂。她的小说有大量留白。在闪电战时

期，她为BBC工作过；她帮忙经营过一家

小镇上的萨福克书店；20世纪60年代，她

曾在泰晤士河上一艘漏水的驳船上生活

过；在戏剧学校教过孩子，她是否在小说中

引用过自己的人生呢？或者在她最后四本

伟大的小说中，她是否回到了过去，有时甚

至是走出了英格兰？她的书中有着惊人的

真实性。她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世界。她的书总是描写一个小地

方，但是似乎又像魔法一样延伸出去。

2000年，她去世了，时年83岁，这一

独特的声音也有沉寂下去、被人遗忘的可

能。但是，她的遗嘱执行者和仰慕者不会

让她就这样销声匿迹。她的小说、散文和

书信再次出版，有了这些大受欢迎的再次

出版物，她就不会被人遗忘。我希望有更

多的新读者发现、并且爱上佩内洛普·菲茨

杰拉德的作品，她是20世纪英国最引人入

胜的小说家之一。

（赫米奥娜·李）

““今天我过九十岁今天我过九十岁生日生日，，所以要休息半天所以要休息半天””
——访翻译家文洁若 □云 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