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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飞”这个名字与俄罗斯文
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萨宁》

《复活》《文学与革命》等译作，还是
《布罗茨基传》《苏联文学史》《阅读
普希金》等专著，从事俄罗斯文学翻
译与研究 40 多年来，刘文飞用百余
部作品为中国读者走近俄罗斯文化提
供助益。集学者、翻译家、作家三重
身份于一身的他，也有一个特别的书
房。近日，我们走进刘文飞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的家中，听他聊治学、教学
与创作中的难忘时刻，聊阅读世界文
学名著的心得体会。

开放的书房，多元的写作

来到刘文飞家，最吸引人眼球的
是他的开放式书房。与多数人不同，
客厅就是他的书房。这间四十多平方
米的房间通向大门、餐厅、开放式厨
房和卧室，满满一面墙的书架正对沙
发，角落里、地板上也堆叠着各类中
外 文 图 书 。 书 架 隔 层 的 一 个 角 落

“站”着一只憨态可掬的木雕狗熊，
这是俄罗斯特色工艺品；环视墙面，
还可见一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的合
影，彰显出书房主人与俄罗斯的深厚
缘分。

“我想刚开始做学问的人，恐怕
都没有自己的书房。”刘文飞笑着
说。作为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届大学生，他曾和许多满怀学术理想
的年轻人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用
微薄的积蓄搭建起自己的图书王国。
这样的集体宿舍滋养了包括他在内的
一大批文学研究者，承载了一代知识
分子的记忆。

“我读研时买了一个竹书架放最
常用的书，比如 《俄汉字典》，不常
用的就装在纸箱里，摞起来塞在床底
下。”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刘文飞看来，学者与藏书家不同，

“我们的书不是用来收藏的，而是拿
来用的，经常在上面写写画画”。他
认为，一本书最好的归宿是最需要它
的人，刘文飞将自己的很多书，比如与
普希金有关的俄文书都送给了学生。

刘文飞还谈到自己的朋友、牛津
大学教授迈克尔·尼科尔森的一件趣
事。尼科尔森不久前去世了，去世之
前，他在邮件中告诉刘文飞，想把自
己的书捐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但他们
说并不需要这些书。尼科尔森发现，
图书馆的防盗装置只监督往外带的
书，却不管往里拿的，于是他每次到
图书馆就带一两本自己的书进去，留
在里面。“这也代表了很多学者和爱
书人对书籍的态度。”

写作、翻译、做学问，对刘文飞
来说不一定非要“营造一个空间，喝
着茶”才能做。他喜欢通透的环境，
有时把阳台门打开，感受空气的流
通。在他家里，书卷气和烟火气并不
矛盾，他不会觉得家居空间与读书空
间的重叠会影响自己。

这种开放的态度，也反映在他的
写作中。近年来，刘文飞跨越文学研
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界限，用学术散

文的特殊文体，将自己的研究和翻译
成果，连同一些不适合写进论文的心
得感触一道传达给读者。《陀思妥耶
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是篇剧本形
式的散文，刘文飞整合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日记、小说、回忆录，使用拼接
手法，为读者还原作家一生中最重要
的时刻。“写这篇文章像写剧本，但
整体像散文。”刘文飞说。《茨维塔耶
娃和她的诗歌》一文，讲述了俄国白
银时代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生平以及
她鲜明的性格、独特的诗歌语言和巨
大的文学成就。文章包含严谨翔实的
学术分析，字里行间亦有诗意的表
达、犀利的观点和浓烈的情感，让学
术得以插上一双文学的“翅膀”。《纳
博科夫与蝴蝶》循着蝴蝶的踪迹，追
随世界文豪纳博科夫的生命和创作历
程，生动的画面感带来小说般的阅读
体验。除了散文的自由表达，这篇文
章还兼收各类文学体裁优势，作者希
望借此拓宽散文表现的空间。如今，
这类作品已收入散文集《陀思妥耶夫
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中，即将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传达俄罗斯文学魅力

刘文飞书房里最多的是有关俄罗
斯文学、历史、艺术的图书。“我把
自己的文字工作分为三部分，一是学
术，我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 《俄国文学通史》，这套书一共
六卷，除担任主编外，我还承担了第
二卷、第五卷的编写任务；二是翻
译，主要是俄 罗 斯 文 学 ； 三 是 写
作，我希望写一些学术散文，把俄
罗斯作家的故事用生动的语言讲述
给中国读者。”

在刘文飞看来，俄罗斯文学不仅
对世界文坛贡献巨大，更对中国现当
代文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
响。正如鲁迅所说“俄国文学是我们
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的现实
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五四新文学确立

“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开辟“血与
泪”题材的创作方向有直接影响。从
1903 年 普 希 金 的 作 品 被 翻 译 到 中
国，一代代中国作家和读者阅读着俄
罗斯文学成长，《海燕》《牛虻》《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在中国家喻
户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
理论曾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界。

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刘文飞写下
《苏联文学史》《俄苏文学简史》《阅
读普希金》《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
传》《伊阿诺斯，或双头鹰》 等专
著，翻译了普希金所有的抒情诗作以
及 《茨维塔耶娃诗选》《帕斯捷尔纳
克抒情诗全集》《悲伤与理智》《俄罗
斯文化史》《文学与革命》 等作品，
总数超百部，单篇文章更是多得连自
己也数不清。他为中俄文化交流所做
的贡献，也得到了认可。

2015 年 11 月，克里姆林宫，俄
罗斯总统普京向刘文飞颁发“俄罗斯
人民友谊勋章”。“文学更能体现友
谊，”刘文飞在颁奖现场说，“我以后

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中俄之间的文学
友谊继续努力，因为文艺最能加强中
俄友谊。”领奖后的这些年，他毫不
懈怠，如今，刘文飞又忙着校对波兰
历史学家瓦利茨基的 《俄国思想史》
译稿，准备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刘文飞看来，缺乏思想史的梳
理，可能会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认
识和理解过于狭窄。这也是他翻译

《俄国思想史》的原因。“最好是两者
进行对读，从文学史和思想史两个角
度观察俄罗斯文学，在思想史的大背
景下看俄罗斯文学，又从俄罗斯文学
中析出其思想史意义。”

俄罗斯文学浩如烟海，选哪本文
学史作为指南呢？刘文飞推荐了米尔
斯基的 《俄国文学史》。这本书入选
2020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
书”，在豆瓣深受读者好评，位列外
国文学史图书榜单第九名，评分高达
9.6 分。“米尔斯基是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
要人物之一，他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活
动堪称传奇，也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
子命运的缩影和象征。”刘文飞说。
他发现，欧美大学的斯拉夫语系都用
这本书作为教材，如果把它翻译成中
文，一定会对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
中国读者产生巨大帮助。

《俄国文学史》 从古代俄国文学
（11—17世纪） 讲起，经古典主义时
期、现实主义时代、美学新思潮、象
征派兴起，至 1921 年小说复兴结
束，话语风格极富个性、独树一帜，
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
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
史”，牛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史密斯
也认为，“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
保持其地位，逾 70 年不变，这或许
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

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与翻译，刘
文飞信心满满，他认为：“中国的俄
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达到了世界水
准，与我们的欧美同行、日韩同行相
比毫不逊色。去俄罗斯出差时，总会
有俄罗斯同行问我，是否已经翻译过
他们某某作家的作品。我和他们开玩
笑说，这种问题以后不必再问了，中
国译者早就把你们国家知名作家的代
表作全翻译了。”

做好中外文学的“摆渡人”

“我最大的遗憾是只会两门外
语。”刘文飞说。他建议，年轻人如
果有机会，要多学几门外语，除英
语、法语、德语、俄语外，有能力还
可以学学拉丁语、希腊语。在他看
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尽管文学翻
译能为读者打开世界文学的大门，但
还是有局限性，无法做到“无损”地
传递外国文学经典的魅力。“语言和
文学是统一的，不懂某种语言，某种
程度上就无法完全读懂这种语言的文

学。但我们做翻译的人，还是要做好
中外文学的‘摆渡人’，让广大中国
读者通过阅读外国文学经典，开阔国
际视野。”刘文飞说。

2022 年，刘文飞与几位翻译家
一起，与《十月》杂志合作，商讨开
一个新栏目——“全球首发”。今年
以来，该栏目邀请一系列世界知名作
家，以中文形式全球独家首发重磅新
作。截至目前，该栏目已刊发 5 期，
发表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俄罗斯
作家沃多拉兹金、南非作家库切、叙
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日本作家平野启
一郎的新作。

“我联系了俄罗斯的当红作家沃
多拉兹金，通过首发他的新作，《十
月》的读者能第一时间、无时差地了
解世界文学风向。这一栏目，也让

《十月》 从一本中国文学期刊，变成
一份国际文学期刊。”刘文飞说。

多年来，刘文飞的世界文学推广
工作从校内拓展到社会，他在首都师
范大学开设通识课“外国文学名著导
读”，每年选课学生达数百人；他在
全国高校、图书馆等举办讲座百余
场，拉近中国读者与世界文学的距
离；作为评委，他参加多项评选评
奖，如鲁迅文学奖、上海译文社的双
年奖等，推介优秀译作；作为编者，
他策划多套大型丛书，如《普希金全
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里什
文文集》《巴别尔全集》《双语对照外
国诗丛》《当代俄罗斯长篇小说丛
书》等。

“在首师大开设‘外国文学名著
导读’通识课给了我重新阅读世界文
学经典的机会，我将授课成果写成文
章，发表在 《边疆文学》《十月》 开
设的‘读与被读’栏目中，后来结集
出版为 《读与被读》 单行本。”刘文
飞说。

《读与被读》 是作者打破文化隔
阂、拥抱世界文学的产物。这本书从
西方文学源头《荷马史诗》讲起，从
文学伦理、宗教感、“双重人”形
象、“笑文学”、死亡主题等方面突
破，巧妙解读荷马、但丁、莎士比
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
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
康成、纳博科夫 11 位世界文学大家
及其代表作。

“我觉得各国文学，包括东方文
学，都是大同小异。大同小异不是指
风格写法，而是指精神内核。就像我
在解读《荷马史诗》的“悲悯”时所
说，你会发现每一个作家都是人道主
义者，每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教人
向善。就像布罗茨基所说，文学是伦
理学之母。”在他看来，阅读世界文
学经典的最大好处是能开阔我们的胸
襟，让我们通过文学向善。“文学用
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这是
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品的
共性。”

近日，《唐诗三百首 （名师抖
音共读版）》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
办。该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内
容依据叶嘉莹、康震等 23 位专家
学者的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讲
稿整理而成，既有权威底本和名师
解析的专业性，也保留了短视频讲
稿生动平实、互动性强的特点。

从驿楼客栈的题诗、旗亭的吟
唱、绢帛上的手抄本，到一千多年
来的刻本、活字本、石印本、铅印
本，再到电视中的配乐朗诵、诗词
大会中的背诵竞赛，唐诗曾以各种
各样的形式传播。2022 年 6 月起，
抖音、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南开大学
文学院、中华书局推出短视频版

《唐诗三百首》。叶嘉莹领衔的 23
位名师用魅力独具的声音，对《唐
诗三百首》中的全部313个篇目进
行了逐一解读，让 《唐诗三百首》
多了一个“有声有色、视听兼美”
的短视频版本。

中华书局作为老牌古籍出版单
位，前前后后共出版过十几种《唐
诗三百首》。此次的 《唐诗三百首

（名师抖音共读版）》，诗歌原文以
中 华 书 局 《唐 诗 三 百 首 （补 注
本）》为底本，解读部分融入名师
们独特的治学理念、人生阅历与审
美体验，读者通过扫描书中二维码
还可观看解读视频。中华书局总编
辑尹涛表示，《唐诗三百首 （名师
抖音共读版）》 的推出，是融合
出版的创新，短视频和这本书共
同架起了一座通往古代诗歌世界
的桥梁。

截至 9 月 25 日，已有超过 245
万网友关注了“抖音唐诗三百首”
账号，相关视频累计获赞超 2500
万次，围绕项目推出的“大家聊唐
诗”“荷畔诗歌节”等系列节目播
放量累计超 2 亿次，“我在抖音读
唐诗”抖音话题播放量超 12 亿
次，为经典传播注入新活力。

从313首唐诗全部实现短视频
化，到实体书问世，该项目累计花
了600天。近年来，抖音平台还上
线了 《永乐大典》 高清影像数据
库，并计划在 3 年内完成上万种
古籍智能化工作，对社会大众免
费开放。

发布会上，南开大学文学院教
授张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曹则贤和抖音创作者@刘
钰·长安姑娘还围绕短视频与唐诗

进行了讨论。曹则贤表示，除了普
及诗歌文化，短视频也正被越来越
多地用于科普，这对创作者和平台
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须注意传
播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据了解，近年来，抖音积极推
动唐诗等传统文化可视化传播，并
见证了新一轮“唐诗热”。《2023
抖音唐诗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近百万网友在抖音发布唐诗相
关短视频，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
158 亿次，同比增长 74%。越来越
多名家学者和专业机构在这里传播
唐诗文化，用短视频和直播打造线
上诗词讲堂。

本报电（曹语千） 近日，“中华
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批专家论证
会暨“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新书
发布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第二十二辑专家论证会相继在商务印
书馆举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
晚清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大陆及
港澳台、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
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
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学科。丛书以
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为遴选标准，同
时精选、精编、精校，增添名家肖

像、旧籍书衣等珍贵影像资料，使经
典焕发出新生机。本次专家论证会上
遴选出丛书第四批收录书目，包括侯
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周贻白

《中国戏剧史长编》、吕振羽《中国政
治思想史》、林耀华 《凉山彝家》
等，均为各领域开山之作。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
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
标志性成就，系统整理当代学人学术
成果，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学人立足
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
慧。该书系自2016年以来共出版110

种，本次规划至200种，规划书目将
在“十四五”期间完成出版。商务印
书馆希望通过两套丛书的编纂，全面
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过程，为各
领域研究者提供基础性的经典范本，
引领中国学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
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自
1981 年正式立项出版以来，已成为
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
要的学术翻译工程之一。丛书持续深
耕各学科细分领域，已囊括哲学、政
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
学、历史·地理、语言学·文艺理论五
大类。近日举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

著丛书”第二十二辑专家论证会上遴
选出该书系下一批入选名单，第二十
二辑出版完成后，“汉译世界学术名
著丛书”规模将达到1000种。

据了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除译介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外，也
将关注点投向非西方世界，以中国立
场、全球眼光，向读者展示世界文明
多样性，出版 《蒙古社会制度史》

《越南通史》《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等
书；除整理古典学术经典外，还吸收
充满活力的现当代学术著作，如哲学
类出版的《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
的宇宙与意识》《西方科学的起源》

《知觉现象学》等。

本报电（叶连荷） 今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近
日，《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科学路
径与案例》新书发布座谈会在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召
开。该书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联合数十
位中外学者共同完成，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发行，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提供科技支撑。

据介绍，该书是中国科学院
“丝路环境专项”重要成果。“科学
路径”与“案例”是本书紧扣的两大
主题。全书基于宏观视角回顾过往
政策、文献，提出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的战略途径；同时往纵深挖掘，就资
源环境承载、应对气候变化、减贫、
可持续生计等领域进行深入解析。

在案例层面，该书选取咸海治
理、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工业园
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等案例，柬埔寨、老挝、尼日利亚
等典型国家，进行多角度系统分
析，图文并茂，数据详实，生动呈
现了绿色丝绸之路的建设路径。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在该
书序言中表示，“一带一路”沿线
具有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环境复杂
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独
特属性，共建“一带一路”要走生
态文明之路。

本报电（曹语千） 近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科年鉴发布会在京举
行，24 部学科年鉴集中发布，记
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成
果，为各界了解、掌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动态提供权威参考。

《中国古代史年鉴 2021》 汇集
本年度研究热点，系统呈现新出
考古材料与文献；《世界经济年鉴
2022》 全面展示世界经济学研究
成果，为该学科研究者和政策决
策者提供帮助；《中国文学年鉴
2022》 反映历年文学创作与文学
研究突出成果，透视著名作家与
学者精神历程……该年鉴系列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文学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社会研究所、工业经济研
究所等社科界学人合力编纂，各
机构和学术骨干秉持严谨治学态
度，深植各学科领域，致力于反
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的面貌。
“学科年鉴是学科发展的重要

支撑，学术繁荣离不开学科年鉴的
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表示，要进
一步发挥好学科年鉴在对外学术交
流中的重要作用，使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年鉴形成世界影响力，推动世
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我
们要了解时代所需、人民所求，通
古今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使中
国特色学术之路越走越宽广。”

据介绍，2013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开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年
鉴工程”。经过 10 年发展，截至
2023年8月，全院出版和启动编纂
的学科年鉴达 38 种，覆盖 12 个一
级学科和 26 个二、三级学科；中
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收入的年鉴
有400多部，绝大多数年鉴保持纸
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同步。

◎名人书房

刘文飞谈世界名著——

“文学用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
张鹏禹 曹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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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中国社科院发布24部学科年鉴

商务印书馆三种学术名著书系再添新成员商务印书馆三种学术名著书系再添新成员

刘文飞在书房。 受访者供图

为“绿色丝路”提供科技支撑为“绿色丝路”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