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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缅怀诤友卞立强同志

文化部原副部长　刘德有

前往上海的一所公寓去看望久别的老友卞立强同志，那是2003年11

月9日的上午，记得那一天是个星期日。想来，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到上海，是为了去几所大学讲课。由于卞立强同志在日本执教

多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后来，听说他回到了上海。那次既去上海，

怎能不去见一见老朋友，叙叙旧？对那次重逢，我们彼此都感到格外亲

切。他告诉我眼下他在上海大学做一点事，大部分时间仍在从事翻译工

作。我听了颇感欣慰。只是有一件事令我放心不下，那就是他比过去明

显地虚弱了。然而，未曾想在上海的这次重逢，竟成永诀。

今年3月15日传来老友故

去的噩耗，伤悲之余，许多

往事浮现在眼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9

年国庆前夕，立强同志从日

本打来长途电话，说中国文

联出版社正在编他的一本文

集，命我作序。他还说，他
　　1985年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中）与卞立
强（左）及一日本女孩（右）合影于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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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一辈子日本文学，到了这个年纪，也应该把几十年的成果集结成一

本集子。我为老朋友的这一计划感到由衷的高兴。

作序，委实不敢当，但趁此机会写点感想和花絮亦是我的心愿，便

欣然从命。因立强同志特意嘱我等到书稿的大样出来后再写，所以一直

未动笔。转过年，又到了国庆前夕，出版社把大样寄来。这时，我才知

道书名是《卞立强文集——一个翻译家的轨迹》。不消说，这一书名高

度概括了卞立强同志走过的道路，但依我看，还应该改一个定语：“一

个日本文学研究家的轨迹”。因为立强同志不仅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日本

文学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成果累累的日本文学研究家。

立强同志和我，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仅比我小一

岁。据我知道，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日

本文学。到了50年代中期，他已经活跃在我国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领

域中。当时，我刚从大连调到北京从事《人民中国》杂志的翻译工作，

主要是从中文译成日文，但我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很感兴趣，也比较关

心。所以，就开始注意“卞立强”这个名字。

我同立强同志相识，可能是他在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时。记得

有一次，《人民中国》的日籍专家菅沼不二男先生应邀到北大讲演，我

陪去做翻译，便与立强同志第一次见面。

后来我与立强同志开始交往，就是通过日本文学的翻译作为媒介

的。1963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我译的小林多喜二在九一八事

变后不久写的短篇小说《失业货车》。这是报社为纪念小林多喜二这位

日本杰出的革命作家、无产阶级战士诞生六十周年和他殉难三十周年，

特约我翻译的。立强同志看了后，曾来信指出有两处译文与原文不符。

我很感激他，并立即找来原文对照，发现我们二人所依据的版本不同。

通过此事，我感受到他对译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说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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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对小林多喜二并没有研究，只是应报社之约，偶尔翻译了一篇短

文而已。但立强同志却已经在系统地研究小林多喜二，并陆续发表了一

些有分量的评论。《卞立强文集》一书收录的《小林多喜二的爱国主义

与国际主义》《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试论小林多喜二创

作的主要特征》等，就是他在这一方面的力作，立强同志1963年还翻译

出版了手冢英孝的《小林多喜二传》。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他在书中

列出的《我国译介和研究小林多喜二资料编目》，这一《编目》包括了

1949年以前和以后我国翻译出版的小林多喜二作品的目录以及评介文章

的目录。由此可见，他对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和对小林多喜二研究的深

入细致。

立强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为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

品撰写过许多前言、后记以及专文。这些作品有的是他亲自翻的，也有

别人译的。所涉及的作家包括壶井荣、山代巴、石川啄木、江马修、谷

口善太郎、田宫虎彦和陈舜臣等。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作家绝大部分都

是无产阶级作家或主张反战、主持正义的进步作家。这从一个方面反映

了当时那个时代。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他的专文自不待说，连同那些

前言和后记都是一篇篇具有独到见解的书评。他在这些文章中，既介绍

了作家的生平，也写出了产生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作品的时代意义，又分

析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认为，这说明立强同志的功底深厚。如

果他不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写出这样有分量的评论是

不可想象的。这些评论，应该说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财富的一部

分。

按理，立强同志还应该翻译更多的作品，写出更多的评论，但在那

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人们从事业余的翻译和研究活动，常

常被指责为搞个人“自留地”，是搞“资本主义小生产”。弄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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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被别人抓住“小辫子”，狠批一通。在《卞立强文集》一书中，

立强同志提到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石川啄木诗歌集》（序

是他写的），就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合作者是“周启明”，即周作

人。当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约稿时并未向他说明是与谁合作，只

约他翻译不到十分之一的诗歌。等到书出版后，才知道合作者是他并不

认识也从没有接触过的周作人。周是毛主席在《毛选》中点名的汉奸，

是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社根据党的政策，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发挥周的作用，让他从事翻译。但，“文化大革

命”的狂飙刮起后，这却成了大问题。本来，要周参与翻译是出版社的

事，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立强同志也成了批斗的对象。他被指

控的罪状是：“一个共产党员竟然和周作人混在一起译书，立场哪里去

了？”“为了成名成家，竟然跟在周作人的后面往上爬。”等等。在那

“万马齐喑”的十年间，他同许多人一样，只好封笔。“文化大革命”

后，情况虽然有了根本好转，但我发现他很少写评论而专事翻译了。

说到翻译，《卞立强文集》收录的《有三副“面孔”的梅原猛》

一文，使我联想起了与卞立强同志有关的许多事。所谓三副“面孔”是

梅原猛先生自称的。他说他的第一副面孔是大学校长；第二副面孔是研

究哲学和日本文化的学者；第三副面孔是剧作家。梅原猛先生说他不满

足于做学问，他相信“哲学中有诗，诗中有哲学”。作为研究学问的补

充，作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手段，他近些年来还从事剧本的创作。他最得

意的剧本，就是根据反映西亚早期文明的史诗，也是堪称世界最古的叙

事诗而写出并付梓问世的《人类文明启示录——几尔加美休》。用梅原

猛先生的话来说，这部剧是他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所写的一部思

想剧。而译者，就是立强同志。译作出版后，1991年夏他从京都给我寄

来了一本题签本。梅原先生在这部剧中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1）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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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民主；（2）破坏大自然带来的严重后果；（3）不死的生命是不存

在的。特别是第二点，不能不使今天的人们去关注人类的生活环境：温

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热带雨林的减少、沙漠化的扩展、河流和海洋

的污染，这一切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威胁着整个地球。《人类文明启

示录——几尔加美休》这一五千年前的故事、五千年前的警告，促使人

们思考怎样能在21世纪，人类和所有生灵能共有一个亲和的生存家园。

我觉得，立强同志具有慧眼，他不仅把这部戏剧及时地译了出来，更可

贵的是他主动地跟梅原猛先生商量，通过当时正在文化部工作的我向中

国青年艺术剧院推荐，并由该剧院于1996年2月成功地在北京上演了这部

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话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我印象中，进入90年代后，立强同志集中地翻译了池田大作先

生论述怎样看待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许多著作（据说多达三十多本）。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拥有千万会员的佛教文化组织——“创价学会”的

名誉会长。他对佛教思想有很深造诣，而且又有广博的知识，是一位

热心从事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活动的实践家。立强同志之所以把池田

先生的这些著作介绍到中国，是认为他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观察和

见解，对于今天人们的生活实践有“启发”作用。这里，我想特别强

调的是池田大作先生还是中日恢复邦交的重要“挖井人”。1968年9月

8日，池田先生在东京就中日关系发表过一篇演说。当时中日两国尚未

恢复邦交，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但他明确地主张日本政府应正式

承认中国政府，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主张中国在联合国应占有合

法席位；主张推进日中经济、文化交流，废除非法的“吉田书简”，要

求广大创价学会会员同中国人民友好。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在今天来看也

许极为平常，但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那

时我在日本做常驻记者，我感到，后来世界潮流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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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完全证实了池田先生讲话的预见性。1977年，日本《奈良日日新闻》

把池田先生有关这一方面的活动汇编成单行本出版，取名《日中恢复邦

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卞立强文集》收录的《不是“秘

话”的〈秘话〉》，就是为这一译本撰写的后记。立强同志在后记中，

强调池田先生一向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教育创价学会会员“要同中国

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他认为池田先生的这番话是真诚的、难能可

贵的，并指出目睹日本一小撮人妄图否认侵华历史的现状，《秘话》一

书的出版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立强同志的这一见解，我颇有同

感。

卞立强同志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后赴东瀛，在京都外国语大学，继

而在创价大学任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立强同志都热爱事业，

忠于信念，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作为一个老朋友，我衷

心祝贺《卞立强文集——一个翻译家的轨迹》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上梓问

世。同时多么地希望立强同志能继续挥动他的健笔，在日本文学的翻译

和介绍日本文化的园地里不断耕耘，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但，他却匆

匆地离开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日本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的一大损失。

在我同立强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感他对朋友真诚、热情。我发

现，我和他有相同的爱好和志向。他一向不希望我搞行政工作，而希望

我能走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的道路。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恕我直言……

您应当急流勇退……保养身体，专心搞学问。”他还多次把我推荐给日

本京都文化研究所，说：“那里条件好，可以搞一年学问，我当积极促

成。”但，我终于未能脱身机关工作，这使他很失望。

卞立强同志生活简朴，从不追求华美、奢侈。有一件小事，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有一次他到我家来，到了吃饭时间，我带他到附近的小餐馆

用餐。我本想随便点几个菜，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执意仅要一碗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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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他的朴实无华的作风，使我很受感动。

我和立强同志年轻时，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

善，为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上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而努力

工作过。遗憾的是，现在由于日本少数执政者的错误行为，使两国关系

陷入冰冷的低谷。如何能使中日关系早日恢复正常，这是中日两国人民

的共同愿望。我想，这也是终生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立强同志

的心愿吧。

立强同志逝世后，一些热心人积极策划，要为他出版一本生前好友

和门下精英的纪念文集，并嘱我撰写序言。作为老友义不容辞，灯下追

忆他的足迹，有感而发，写下这些话，是为序。

2014年 11月1日　于北京林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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