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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经 典
风翻书页之五

晋室南迁，琅琊王司
马睿登基，建立了东晋王
朝，初期庶事草创，政府
藏书恢复得十分缓慢，幸
赖南渡文化世族，用自己
的藏书给予补充，才使官
藏逐渐充盈。这期间，
“多书之家”的桓石秀、郗
俭之、殷允和张敞诸人，
做出了贡献。

东 晋 立 国
五十多年之后，
孝武帝司马曜
做了皇帝。他
好学嗜书，振兴
教 育 ，恢 复 太
学，在他身边围
绕着一群才俊
之 士 。 据《晋
书·王珣传》记
载：“时（武）帝
雅好典籍，（王）
珣与殷仲堪、徐
邈、王恭、郗恢
等并以才学文
章见昵于帝。”
他们在学术文
化上各有所长，
尤其贵为国戚
的王恭，“家无
财帛，唯书籍而
已”（《晋书》本传）。太
元十八年（393），武帝视
察国家藏书处——秘
阁，对储藏欠丰不满，下
诏给负责藏书事务的秘
书丞王谧，让他想办法
充盈官藏。王谧上表建
议，“前尚书殷允、中书
郎张敞、太子后率郗俭
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
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
采借。”（宋李昉等编《太
平御览》第233卷，中华

书局1960年影印本）
武帝采纳王谧的建

议，遣秘书郎分别到上述
四位藏书家的府上采择
借用。这四人皆是文化
世族，郗氏和桓氏两家尤
著。桓石秀是谯国龙亢
（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
《晋书》有传，龙亢桓氏家
族自东汉至东晋，一直活

跃于政治舞台，
名人辈出，仅东
晋就有桓彝、桓
温、桓玄等。桓
石秀年少即有美
名，稍长，“风韵
秀彻，博涉群书，
尤善《老》《庄》”。
他经常独处一
室，读书思考，
拒绝应酬；官江
州刺史，性情旷
达，弋钓林泽，
不把官爵放在
心上。他的传
记里虽未提及
藏书，但作为文
化 世 族 ，既 是
“多书之家”，应
藏书富赡。

魏晋南北朝
时期，一直是世家大族把
持朝政。这些大族虽兴
起不同，执政各异，但有
一个共同之处——都很
重视文化修养，皆博览
群书，学问渊深，藏书著
述，有功后世。惟其如
此，才被时人敬重。这
也是文献记载中，首次
私藏补充官藏的典型事
例，官、私两大藏书系统
的互动互补，才使中华
文脉绵延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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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力、王亚南
与《国富论》

1931年，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家郭大力与王亚南首次
用现代白话文合作翻译了斯
密的著作，定名《国富论》，这
一译名自此沿用至今，成为
最为大众熟知的译名。这
一阶段，《国富论》被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被关注。马克思关于亚当·
斯密学说的论述，特别是在
《资本论》及1861年—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经
济学说的析论，成为郭、王
译本诞生时期评论斯密经
济学说的标准。郭大力与
王亚南对斯密原文的理解
和表达远超严复，加之时代
大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这一
阶段中国思想界学习《国富
论》的深度以及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力度
进一步增强。

1949年后，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郭大力与王亚
南继《国富论》的首部白话
文译本出版后，将其作为
受批判研究的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新
译述，改按原著全称译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配合商务印书馆
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世界
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出
版。在这一时期，二位译
者认为该经济学论著仅仅
具有政治经济学史的意
义，并且认为《国富论》正
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兼
而有之。

周宪文、张汉裕
与《国富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
湾地区面临经济转型的困
境。1960年代，经济学家周
宪文和张汉裕合译了《国富
论》的第一个台湾地区译本，
作为当时“翻译经济学名著
计划”的第一部典籍，于
1964年出版发行。译本定
名《国富论》，小标题为——
原称：关于国富（诸国民之
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
二位译者选取批注最为翔实
的坎南（Cannon）版本，同时
还参考了日本学人的译本。

周宪文与张汉裕所译
《国富论》及时向中国台湾
地区传递了斯密的经济自
由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当
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
整。在《国富论》的深切影
响下，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
自由经济思潮主流，这是
《国富论》在中国接受独特
性的体现之一。

杨敬年与《国富论》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学
家、翻译家杨敬年为代表的
一众译者选择重新阐释斯
密经济思想，启迪经济体制
改革。1998年，南开大学经
济学教授、翻译家杨敬年尽
管已值鲐背之年，仍应陕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世界
历史进程的十本书”之邀，
历时11个月，翻译了《国富
论》，共计74万字。2001年
1月杨译《国富论》首次出版

发行，几经印刷出版成为畅
销书，颇受学林赞誉。

改革开放改变了国人看
待亚当·斯密及其巨著《国富
论》的视角和眼光，众多学者
及读者大众渴望探寻一个
“真实”的亚当·斯密，并从中
汲取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在这
一阶段，《国富论》回归其本
然，以能够实现富国裕民的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被阅读、
研究、探讨。伴随着中国社
会转型与经济发展，人们对
《国富论》中的概念、理论范
式、理论观点的认识不断深
入，对《国富论》的重译需求
亦大大增加，中国掀起了“斯
密热”以及一阵阵对《国富
论》的重译热潮。2000年以
后，《国富论》在中国被一再
重译，重译本达激增态势，其
译本数量之多、译者之众、出
版之快、增幅之大在学术翻
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一部作品在一个国家
被翻译的过程，就是它与社
会历史语境进行互动的过
程。《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
至今已百年有余，历经中国
近现代的整个社会历史过
程。清末民
初严复首译
《原 富》以
寻 求 富 国
阜民之术，
不 仅 开 辟
了 西 方 经
济 学 话 语
进 入 中 国
的先河，更
传 播 了 思

想救国的理念，推动了清末
中国社会的变革。五四运
动后，郭大力与王亚南翻译
的《国富论》推动了国人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
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经济
待兴，郭大力与王亚南对
《国富论》重新译述，在批判
斯密经济思想的同时捍卫马
克思主义。同时期的中国台
湾地区面临对自由贸易的需
求，周宪文与张汉裕翻译的
《国富论》促进了当地以对外
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改
革开放后，杨敬年翻译的《国
富论》传播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思想。

自1901年至今，《国富
论》在中国的译介征途跨越
了一个多世纪，伴随着中国
由弱变强的非凡历程，也印
记着一个民族锐意进取的
脚步。岁月沧桑，时移世
易，上述译家之译著已成为
永不过时的学术经典，《国
富论》这部伟大的作品还在
被不断重译。亚当·斯密在
中国依旧“活着”，斯密思想
的当代价值仍有待挖掘。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
院博士生）

《国富论》的中国百年之旅（下）
郭 庆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
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
颅，白发盖着黑土。”九十岁
的余光中就这样挥别了“乡
愁”，永不再醒。他留存于
世的诗与散文，成为人们永
久的怀念。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

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
是散文家梁实秋生前对青年
余光中的一番褒扬。只是那
时的梁实秋绝没有料到，后
来的余光中在诗坛名声之

大，真的到了“一时无两”的
地步。而这仅仅是因为余光
中写了一首名为《乡愁》的短
诗。这首诗后来被选入人民
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科
书，成了几代人共同吟咏的
对象。自此，“乡愁诗人余光
中”，便成了他一生中再也抹
不去的符号。

事实上，在中国台湾地
区的民众心中，诗人余光中
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纪录
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拍摄

余光中时，用了“逍遥游”这
样的标题。大概在中国台
湾地区的读者看来，余光
中的一生更似那只展翅扶
摇而起的大鹏，决然飘飞
于世间：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成
长在中国台湾地区，而后前
往美国读书，再后是在中国
香港地区谋得教职，晚年又
不断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
余光中的一生是飘摇的一
生，又是安定从容的一生。
生命矛盾的两极，交织在他
的内心深处——他倡导现代
诗，却又认为自己写的是“隔
世的宋词”；他一生都在思考
着生命的意义，明知有着宿

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
恒拔河。

他写了一辈子的诗，著
作等身，但似乎又总与“诗
生活”有隔，直到他发现了
他的“白玉苦瓜”：久朽了，
你的前身，唉，久朽/为你换
胎的那手，那巧腕/千眄万
睐巧将你引渡/笑对灵魂
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
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
引渡，成果而甘。

于是，余光中就这样在
“永恒引渡”中逍遥而去。

永诀逍遥游
陈 眉

青年作
家陈非在散
文集《在陕
南 发 现 中
国》中 ，介
绍了《山伯访友》这首陕
南民歌失传的故事。随
着年轻人的离乡和老年
人的离世，这首曾广为
传唱的民歌渐渐从陕南
的大地上消失了。作者
如此悲伤地感叹：“年轻
人不会知道它曾经温暖
过山村的冬夜，滋润过
多少朴素的心灵，都市
人更不会知道它曾经存
在过。”

像《山伯访友》这样
的长歌失传，并不仅仅因
为传唱人的减少；那种
“男男女女聚集在一庄户
的堂屋里，围着炭火喝着
酒，哼唱着歌谣”的环境

已 经 消 失
了，唱歌的
人 再 也 找
不到能为自
己“帮腔”的

人；那种在劳作之后众人
围坐的农家消遣场景越
来越罕见了。如今，太多
娱乐方式充斥着现代人
的生活，人们对于精神世
界的依赖已逐渐被电视
节目和短视频所取代，没
有人愿意静下心来用一
整天时间吟唱一首长
歌。然而，那种由乡土催
生的民歌所能给人带来
的归属感，却是当下任何
一种艺术形式所无法取
代的。

也许有一日，当远离
浮躁与喧哗，人们才会静
静感受民歌或一本书带
给心灵的安慰。

消失的长歌
刘金渔

台湾商界奇
才陈茂榜，由于
家贫，15岁辍学
到当时台湾的文
明堂书店当店
员。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白天工
作，晚上就住在店里。每天晚上，书
店8点打烊后，他养成了读书到10
点的习惯。他说：“初进文明堂时，
我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但是，因为坚
持不辍每天读书2小时，8年后离开
时，我的知识水平已经不亚于大学
生了。”

后 来 取 得
成功的陈茂榜
演讲时说过这
样一句话：“一
个人的命运，决

定于晚上8点至10点之间。”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人知道结

果。你只需悄悄地开始计划，然后
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地，各种有利因
素开始聚集，在大家看出眉目来的
时候，你突然在一个高地大放异
彩。成败得失和风光云影，是留给
看客的礼物。

书店店员的成功
鲁先圣

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
——狄德罗

●格言画 杨树山 画

看到有
些文章说钱
锺书博览群
书，腹笥充
盈，且记忆
力好，有人向他请教某一
问题，他直接可以说答案
在某本书的哪一页。人
们于是赞叹钱先生记忆
力超凡、过目不忘。但
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忽
视了：钱先生酷爱读书，
他还坚持边读书边记笔

记，而且一
些重要的书
往往会反复
阅读，每一
次阅读都会

在笔记上不断添补。俗
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如此下功夫，功到自
然成。

成功不仅靠天赋，
更需要从一而终的专注
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不懈。

专 注
金丝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