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2 月
第 32 卷摇 第 6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ec. 2016
Vol. 32摇 No. 6

收稿日期: 2016鄄03鄄24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4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6JX002)
作者简介: 葛文峰(1981—),男,山东莒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翻译史。

DOI:10. 13216 / j. cnki. upcjess. 2016. 06. 0013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
“十七年冶文学译介

葛 文 峰1,2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2.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建国后的“十七年冶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

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 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 1959
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

好“一边倒冶、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冶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

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冶的时代特征。 《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冶
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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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引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冶开始前的 17 年间,新
中国在国内、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

发展起来,史称“十七年冶时期(1949—1966)。 其

间,新中国既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逐
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团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同盟。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

下,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方针路线的影

响力空前加强。 跨越国界进行的翻译活动直接关涉

国内外政治局势,“翻译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
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 相反,
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冶 [1]。 作为“1949 年至‘文
革爷之前,我国唯一一家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刊

物冶 [2],《译文》与《世界文学》更是一个“十七年冶时
代政局主导下的文学翻译活动样本,极具代表性。

1953 年 7 月,《译文》创刊,它是党和国家直接

领导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具有高度的政

治敏锐性与开阔的文学外交视野。 时任中国作协主

席兼《译文》主编的茅盾在《发刊词》中申明: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革命

的胜利,向社会主义迈进,……抗美援朝,保卫远东

与世界和平,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 阵

营,削弱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并加深

了它的内部矛盾。 处于这样的大时代的我国人民一

天比一天更需要熟悉国际事情,知道世界两大阵营

力量的消长。[3]

由此可见,《译文》的使命是让中国读者借助外

国文学译作,了解国内外时代局势,作为文学翻译期

刊的文学性让位于政治需要,其宗旨政治导向性也

明确地奠定了刊物的发展道路。 1959 年,《译文》更
名为《世界文学》。 截至 1964 年,《译文》与《世界文

学》共发行 138 期。 1965 年,该刊停刊整顿一年,
1966 年 3 月复刊,仅刊行 1 期,旋即因“文革冶开始,
再次停刊。 十余年间,《译文》与《世界文学》刊登的

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兼及散文、剧本及

童话故事等体裁,共计 3200 余种,涉及 130 多个国

家的近 1500 名作家。 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外交手段

之一,《译文》与《世界文学》的文学译介重心随着国

内外政治局势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探究这一为国

内外政治局势和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文学翻译活动



样本,颇具意义。
二、1953—1958 年的政治局势与《译文》外国文

学译介

从“十月革命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
苏联共产党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关系,前者

积极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9 年 10 月 2
日,苏联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新中国

亟须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团结国际社会主义

阵营的力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苏联都是

新中国“一边倒冶外交的不二选择。 1949 年 7 月召

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冶
确立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其“三大任务冶之一即

“充分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冶 [4],从而奠定

了新中国对外文学关系“一边倒冶的基础。 1953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冶
将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界的核心任务

写进会议决议,成为两项决议之一,以制度的形式将

“中国文联冶成员整体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冶,号召

“全国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

先进经验,加强中苏两国文学艺术的交流,巩固和发

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

圣友谊冶 [5]。 当时“冷战冶初期背景下形成两大阵营

的国际局势,客观上也促使学习、介绍苏联文学成为

两次“文代会冶的主体思想,这为《译文》的创刊与初

期办刊规划了总体路线。
在 1955 年和 1956 年的“稿约冶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译文》译介选材的政治局势映射:
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

作品的译稿(1955 年);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

其他国家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现代

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

(1956 年)。[6]

在此,《译文》将苏联文学置于选稿的首要地

位,兼顾与中国具有同样革命经历的民主国家的文

学,这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友好外交关系在文学

领域的直接体现。 其中的“其他国家的译稿冶虽然

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从具体刊发的文学译文中可以

看出,这指的是来自西方国家却批判资本主义和帝

国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的“非主流冶文学作品。
笔者根据占《译文》稿源数量五分之四强的小

说、诗歌,统计出《译文》的译介选材来源(如表 1 所

示),呈现出“苏联居首、人民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

国家兼顾冶的特点。
表 1摇 《译文》小说、诗歌译介选材来源统计表(1953—1958)

年份 数量(种) 国别 / 数量(种)

1953 75 苏联 / 27、法国 / 9、古巴 / 7、波兰 / 6、保加利亚 / 6、美国 / 5
1954 109 苏联 / 31、英国 / 14、匈牙利 / 8、保加利亚 / 8、美国 / 6、波兰 / 5
1955 161 苏联 / 42、德国 / 18、美国 / 15、法国 / 12、日本 / 10、匈牙利 / 10
1956 150 苏联 / 31、德国 / 27、日本 / 16、印度 / 14、美国 / 4、法国 / 4
1957 156 苏联 / 58、埃及 / 10、美国 / 6、日本 / 5、法国 / 5、德国 / 5
1958 152 苏联 / 27、法国 / 16、日本 / 12、美国 / 6、波兰 / 6、印度 / 5

注:译作来源国家按数量降序排列,只统计作品数量较多的前六名。

摇 摇 一方面,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的

文学选译在 《译文》 中占绝对优势。 创刊之初

(1953—1954)的《译文》重点选译苏联、古巴、波兰、
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作品,内容集中在反映这

些国家人民如何进行艰苦革命斗争、反剥削、反压迫

等方面。 为了保卫新中国的革命果实,新中国成立

后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冶“三反五反冶等政治运动,肃
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 “抗美援朝冶战争的胜利更

加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志。 此时的

《译文》与政治时局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譬如,果戈

里的《狂人日记》刻画了普通民众在阶级社会所遭

遇的种种压迫与奴役,意在唤起读者的革命意识。
巴甫连科的《路上的呼声》叙述了原本陌生的路人

面对非正义,团结起来抗争的故事。 显克微支的

《为了面包》 《奥尔索》描写了被剥削的波兰人民的

悲惨生活,写出了他们痛苦的愤怒和抗争的呼声。
这些革命性、战斗性作品的选取呼应了当时的国内

外政治局势。 1955—1956 年的《译文》更多地受到

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一场肃

清“反革命分子冶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典型的

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冶的彻底批判。 《译文》1955
年第 8、9 两期在“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冶主题下,连续刊登 10 篇批斗文

章,从苏联文学的具体翻译活动中挖掘“胡风集团冶
成员满涛、吕荧等翻译家对普希金、契柯夫等苏俄文

学名家作品的“歪曲冶。 余振指出吕荧翻译的普希

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严重冶的误译 30 多处,
“比较小的冶误译比比皆是。 比如原文“匕劂劁匮卣匮劂伛 赜剜
劁仡剞刂 剞剜剽剜刭剡剜刿 禺剌匮卣匮伛 卣刂赜匮 劂 剡刳剞 劂匮剞鄄卣剽劐卦冶,吕荧

译为“在寒冷的黑暗里只剩下年轻的姑娘和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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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冶, 余振的译文是“在寒冷的昏暗中只剩下年轻的

姑娘和他在一起冶 [7]81鄄85。 余振认为,“ 劂匮剞鄄卣剽劐卦冶的

含义是 “俩、两人在一起冶,而吕荧只看 “半个字

‘劂匮剞爷,就胡乱译成‘自己爷冶 [7]81鄄85。 就文学翻译而

言,从文学性与译语语言规范出发而进行的词汇层

面的改动,是翻译活动中的惯例。 而同样作为苏联

文学翻译家的余振则出于批判的需要,将其上升到

政治的高度,揭发“吕荧就是这样随便乱译,来歪曲

俄罗斯伟大的人民诗人的! 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一

定要把钻进我们队伍中的胡风黑帮分子清除出去,
不许他们在文学翻译阵地上再进行他们的破坏活

动!冶 [7]81鄄85。 尤其在 1956 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冶
成为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

针之后,《译文》围绕苏联文学的翻译问题,展开了

激烈的政治性大讨论,读者也积极参与。 4 月号刊

登了张名翻译的苏联作家格里巴巧夫的《难忘的会

见》,其中提及美国的“波士顿逐巫案冶,译者从俄语

原文译为“在波士顿追逐女妖冶事件。 “读者来信冶
栏目随即在 7 月号刊出批评性文章,读者韩坤化认

为,将美国英语中的“witch(女巫)冶译为“女妖冶,会
使读者产生错觉,将美国历史上的“严重案件冶误以

为是“有趣的童话冶,由此便无法读出俄文原著中的

政治启示和思想深意,即“揭露、控诉和鞭挞今天美

国统治者、美国的麦卡锡分子们对民主力量和进步

势力进行的疯狂迫害的罪恶冶 [8]。 这种结合时代局

势对翻译中的“误译冶上纲上线进行深刻政治批判,
是《译文》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一

直处于“蜜月期冶的中苏关系在 1957 年达到顶峰。
苏联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援助中国建设,中国则

在“波匈事件冶 “六月事件冶 “朱可夫事件冶等方面,
给予苏联国际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体现在《译文》
上,即选译的苏联小说、诗歌达到 58 种,为历年数量

之最。 1957 年的第 11、12 期合刊为“苏联文学专

号冶,曹靖华的《苏联文学———我们的鼓舞者,感谢

你!》刊登在首篇位置,文末总结道:“数十年来,苏
联文学鼓舞着、武装着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在无数

的对敌斗争中,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突破了

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冶 [9]“苏联诗选冶译介的

诗歌多达 34 首。 如《歌唱祖国》《欢笑吧,我的孩子

们》《我怎能不歌唱》等诗篇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赞扬与对新社会民众美好生活的歌颂,折射出中

苏两国的深厚友谊。 1958 年的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苏联在对华“长波电台冶事件和“联合舰队冶事件中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中国政府据理力争,中苏罅隙逐

步显现,两国关系由巅峰迅速降至冰点。 《译文》办

刊 6 年时间中,1958 年选译的苏联小说、诗歌仅有

27 种,为历年最低。 同时,中国在苏联主导的“社会

主义阵营冶之外拓展外交战线,逐渐与亚非拉民族

解放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是年 8、9 月号的《译
文》是“亚非文学专号冶,诸如《起来,行动吧!》 (莫
桑比克)、《受不了呵,穷苦的黑人!》 (塞内加尔)、
《你就是主人,擦干你的眼泪吧!》 (象牙海岸)等反

映民族迫害与解放运动的诗歌,第一次代表它们的

国家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茅盾撰文《为了亚非人

民的友谊与团结》,呼吁读者:“请听呵! 这些(亚非

文学)战斗的呼声多么雄壮,多么充满了乐观主义

的信心! 多么沉痛地控诉了殖民主义的罪行! 多么

无情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丑恶! 多么热

情地颂扬着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冶 [10] 这也

标志着《译文》打破了首选苏联文学的传统,开始朝

向亚非拉兄弟国家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德

国分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两种制度最直接的对立局面。 来自民主德国

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译文》的首选,如波莱希特的

诗歌、茨威格的小说,席勒、贝希尔的古典诗歌也多

有译介。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学选译在《译文》中也

占据了重要位置。 从表 1 可见,除了 1953、1954 两

年《译文》作品前 6 名国家中只有 2 个资本主义国

家(法、美;英、美)之外,1955—1958 年,每年度有 3
个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前 6 名(美、法、日;日、美、法;
美、日、法;法、日、美)。 就译作数量而言,6 年间,只
有 1958 年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在数量上超过了苏联

文学。 美、法、日三国成为《译文》选取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文学的主要对象国。 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对

国民党的支持,还是发动朝鲜侵略战争,美国遏制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阴谋昭然若揭。 新中国成立后,美
国在国际上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孤立。 1953 年以

后,美国又企图支持台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 1956 年底,历时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冶,
“因美国的蓄意刁难、阻挠,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而

陷于僵局冶 [11]。 法国、日本或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或
是迫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始终执行与美国一致的

对华外交政策。 所以,《译文》主要选译美、法、日三

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从西方文学家痛批自己的

帝国主义祖国的“现身说法冶中,寻求强有力的现实

性驳斥。 例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
《一百万磅的钞票》,福克纳的《胜利》《拖死狗》,海
明威的《老人与海》;法国加玛拉的《一个可怜的女

人》,陀包纳的《斧头》;日本小林多喜二的《乔迁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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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德永直的《眼睛》《红旗会》,广津和郎的《幽灵

列车》。 《译文》除了通过译作文本痛斥资本主义国

家的腐败和罪恶之外,还常常加入“编者按语冶 “译
者后记冶等介绍性短文,或翻译苏联等民主国家对

西方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以增强译作的政治批判

作用。 比如张友松在译完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撰
写了一篇题为《马克·吐温小说三篇》的译者手记,
对翻译的目的进行说明:“(三篇译作)可以表现出

这位讽刺作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鞭挞,他的艺术才

能和为他所特有的幽默而泼辣的笔调。冶 [12] 同期还

刊登了苏联学者奥尔洛娃的论文《马克·吐温论》,
结合《竞选州长》等代表作,奥尔洛娃从意识形态角

度总结道:“尽管美国反动文学家们正力图歪曲马

克·吐温,但是,全体进步人类热爱这位伟大的现实

主义艺术家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无情揭露者。 他

的作品和他那愤怒的讽刺是与和平民主的敌人进行

斗争的有力武器。冶 [13] 这些导读文章从文本剖析到

政治升华,指导着读者的阅读。 英国作为“老牌帝

国主义冶国家,理应与美国一道成为《译文》笔伐的

对象。 奇怪的是,为什么英国只在 1954 年以 14 种

译作位居《译文》国别文学的第二名? 原来,英国是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 1950 年

起,中英双方进行了数年艰苦曲折的建交谈判。
1954 年,中英两国建立起了“代办级冶外交关系,这
是一种“半建交冶的国际关系,也是冷战时期两种不

同政治体制在国际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次“破
冰冶之举。 在文学层面,《译文》必须呼应这次标志

性的政治大事,以文学价值选取作品,舍弃政治标

准———尽管这是一个特例。 例如,莎士比亚经典的

《十四行诗》、哈代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小说《彼特利

克夫人》与“诺贝尔文学奖冶得主高尔斯华绥的剧作

《一只破靴子》均是《译文》进行积极文学外交所采

取的有效措施,这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

解,消除彼此的成见,增强双方的互信度冶 [14]。
三、1959—1964 年的政治局势与《世界文学》外

国文学译介

随着中苏关系“蜜月期冶的结束,作为政治局势

“风向标冶 的 《译文》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如果说

1958 年下半年《译文》开始转向亚非拉国家文学仅

是内容的变化,那么,1959 年刊物的更名则明确提

出了此后的办刊方向。 事实上,1958 年 12 月,刊物

的首篇即以“编辑部冶名义刊发了《从掖译文业到掖世
界文学业》一文,这是一篇通告性质的宣言: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国广大读者更迫切

地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

斗争、思想和感情,以便从里面获得教育。 ……为了

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译文》编辑部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反复研究和讨论之后,
……为了使刊物的名称和它的内容比较一致,我们

决定从开始改革内容的这一期起改名为《世界文

学》。[15]

“东风压倒西风冶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局势的

著名论断,在声势浩大的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

推动下,社会主义力量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占了压

倒性的优势,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点。 此时的

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逐步摆脱

苏联的影响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
随着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主动联合亚非拉国

家的正义力量,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联合苏联的“一边倒冶,转变为反美帝、
反苏修的“两条线冶的对外战略。 《世界文学》需要

“跟上形势的发展冶,介绍外国现实文学中的人民斗

争情况,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渴求。 那么,刊物的新

名“世界文学冶是如何与改革后的内容保持一致的

呢? 同期的《世界文学》封底也刊登了一则类似“稿
约冶的通告:

为了适应国内外新的形势的要求,《世界文学》
革新内容:

(一)加强外国文学评论,约请我国作者写稿:
评论世界文学

踿踿踿踿
重大问题,介绍世界

踿踿
先进文艺理论,批

判世界
踿踿

反动文艺思想,报导世界
踿踿

文学重要情况;辅助

读者阅读外国作品,推荐现代世界
踿踿

优秀作品,重新估

价西方古典文学,批判现代世界
踿踿

反动作品。
(二)在介绍作品方面加强现实性和战斗性:着

重选译世界各国
踿踿踿踿

现代优秀作品,经常刊载反映国际
踿踿

间
踿

重大事件的文学政论作品,在“古为今用冶原则下

精选世界
踿踿

古典文学杰作。[16]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世界文学》的革新特点:
第一,选材放眼“世界冶,改变文学上“唯苏冶“唯社会

主义冶的传统。 结合中国局势,加强中国官方学者

的指导性阅读(此前《译文》的文学研究论文多数译

自苏联)。 第二,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和政治局

势的战斗性。 当中苏关系渐冷、无需继续颂扬学习

苏联文学时,刊物的政治战斗使命感空前增强,将一

切文学视为斗争的武器。 因此,与时代政局紧密相

关的现代文学成为首选,而缺乏当下时局关照意义

的古典文学则需要“精选冶,以便“古为今用冶。
据笔者统计,从 1958 年《译文》开始朝向“世界

文学冶转变开始,至 1966 年停刊,新增加的文学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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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多达 53 个,几乎全部为亚非拉国家。 这一时

期,在《世界文学》中出现频率较多的国家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世界文学》小说、诗歌译介选材来源统计表(1959—1964)

年份 数量(种) 国别 / 数量(种)

1959 126 苏联 / 11、罗马尼亚 / 8、捷克 / 6、莫桑比克 / 6、美国 / 5、法国 / 5
1960 151 苏联 / 23、古巴 / 14、朝鲜 / 10、日本 / 10、美国 / 7、智利 / 7
1961 74 苏联 / 8、法国 / 6、日本 / 5、美国 / 3、波兰 / 3、阿尔巴尼亚 / 3
1962 81 苏联 / 8、日本 / 8、美国 / 4、阿尔及利亚 / 4、法国 / 3、朝鲜 / 3
1963 92 越南 / 7、古巴 / 6、日本 / 6、印尼 / 4、巴基斯坦 / 3、塞内加尔 / 3
1964 113 越南 / 32、朝鲜 / 13、阿尔巴尼亚 / 9、阿尔及利亚 / 6、日本 / 5、古巴 / 5

注:《世界文学》1965 年休刊整顿,1966 年仅刊出一期,在本表不做统计;译作来源国家按数量降

序排列,只统计作品数量较多的前六名。

摇 摇 首先,《世界文学》紧跟亚非拉主要国家的政治

事件,文学选译极具时代性。 1959 年,古巴人民在

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美国暗中支持的巴蒂斯

塔独裁政权,代之以古巴革命政权,并于 1960 年与

中国正式建交。 同年,美国武装进攻古巴,中国政府

和人民坚定地支持古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随即以

“投入战斗,保卫古巴冶专栏译介 10 余种古巴文学

作品,鼓舞斗志的代表作有《保卫亲爱的古巴》 《轰
炸甘蔗园的罪行》等。 在历届“亚非作家会议冶推动

下,亚非拉文学以专辑、专栏的形式密集地出现在

《世界文学》中。 在适逢亚非拉某个国家建国或国

庆纪念等重大活动时,《世界文学》便设置专辑,以
示庆祝。 例如 1959 年的专辑“向古巴人民和刚果人

民致敬!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冶“庆祝

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冶;1960 年的专辑“庆祝朝

鲜解放十五周年冶 “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

周年冶。 庆祝人民解放也是对仍遭受殖民压迫的民

族国家的一种激励,尚未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仍遭受

着帝国主义的侵占、掠夺和剥削。 巴拿马运河被美

国长久控制,失去了本国主导权。 诗人卡·张玛琳

的诗歌《从运河区滚出去!》发出了亚非拉人民反抗

殖民主义的共同呼声:
全世界人民正在觉醒, / 在巴拿马的土地上, / 英

勇的人民 / 高举起斗争的大旗。 / 我们一秒钟也不能

容忍 / 那殖民主义的桎梏。 / 在最后的战斗中, / 觉醒

的人民发出怒吼: / 美国佬, / 还我运河![17]

同样,1964 年,越南战争升级。 《世界文学》10
月号以“越南文学冶专号声援越南民主共和国,译介

了包括胡志明及其他领导人的诗歌 20 余首。 “读
者可以形象地了解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社会主义

建设、反美爱国斗争等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的

雄伟壮丽的斗志和生活冶 [18]。 对旧中国的贫穷、落
后有着切肤之痛的新时代读者,通过《世界文学》与
解放及尚未解放的亚非拉民众紧密联系起来。 客观

上讲,这也有助于亚非拉文学走出世界文学话语的

边缘地带,中国读者“感受到了亚非拉文学的迅速

崛起,并共同体验了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走向多元

化的发展进程冶 [19]。
其次,《世界文学》更名之初,在数量上占主导

地位的仍是苏联文学,但是随后便直线下降,直至

1964 年完全消失。 这正是中苏关系发展的直接显

现。 1960 年,中苏关系出现短暂缓和局面,刘少奇、
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
参加了十月革命庆祝活动。 但是,中国连续批判了

苏联对阿尔巴尼亚(1961)、古巴(1962)实施的“社
会帝国主义冶政策;1963—1964 年,毛泽东亲自主持

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史称“九评

苏共冶,中苏双方的论战达到顶峰,国家关系也降到

了新的低谷。 中方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冶的外交方

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做出无情的驳斥。 当时,赫鲁晓

夫掀起对斯大林的否定与批判,“苏修冶思想在文艺

界引起了否定战斗历史与革命传统的极大混乱。 著

名诗人叶·多尔马托夫斯基创作了组诗《我们的时

代》对此加以反对、批判,其中一首《岁月冲掉了逃

兵身上的污点》 即入选中苏关系最为紧张时期

(1963)的《世界文学》:
从士兵的事业中 / 无法把三十年的历史勾销。 /

他们忠勇地、奋不顾身地战斗过, / 用自己的鲜血染

红了大道。 / 我们在生活中 / 没有欺骗过任何人。 /
如果自己受过欺骗,———那是我们 / 应得的教训。 /
至于那无病呻吟的、逃避子弹的家伙, / 他没有权利

来作结论。[20]

诗歌以讽刺的笔调,批判了那些“苏修冶分子对

历史的污蔑,对苏联年轻一代由此产生的虚无主义

表达了惋惜。 中国读者藉此可以了解到“苏修冶对

人民思想的毒害作用。
四、结语

《译文》与《世界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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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建国“十七年冶时期国内外政治局势对外国文

学译介活动的直接操控。 在国外政局持续变换、国
内政策不断变化完善的双重历史语境中,这样一份

延续了 12 年之久的文学翻译期刊始终与政治局势

保持同步,使得中国读者在这唯一一扇瞭望世界的

窗口中,首先窥见了外国的政治局势,继而了解了外

国的文学作品。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译文》与《世
界文学》的特殊意义在于在传输政治战斗与革命思

想主旨的同时,仍然为当时热爱外国文学的中国读

者保留了一个合法的通道,没有造成像“文革冶十年

那样的外国文学阅读“饥荒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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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 Seventeen鄄year" period, Translation Magazine (1953—1958) & World Literature (1959—1964, 1966) is the only
official periodical in rendering foreign literature. Divided by the renaming year of 1959, the fore鄄and鄄aft translating activities of this pe鄄
riodical are sharply different, conducted by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main ideology, home and abroad. Translation Magazine is notable
for its " Leaning to one side" Sino鄄Soviet friendship and fighting against the " Capitalistic Camp" with solidarity. Unlikely, World
Literature is aiming at uniting the democratic nations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resisting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Soviet
Revisionism. To Translation Magazine & World Literature, thei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the specific outcome of identical era, holding
the top priority in " Politics No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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