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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融 : 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

( 代前言 )  

李存光  李 树江  

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夜晚 , 著名作家 巴金坐在寓 所 的 书 桌

前 , 不顾手僵脚冻 , 思念和 回 忆 着一位五十三年 前 “一见如

故 ” 的 友人 。这位友人大方好客 , 爱书如命, 热情 , 健谈 , 性格

耿直 , 对人真诚 。 巴金称赞他做到了 “为 了 维护真理顾不得个

人的 安危” , 并深情地说 :  “我看见 中 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

的身 上闪闪 发光 。 ” 巴金忆念的这位一身正气的 最好的朋友 ,

就是至今鲜为人知的 马 宗融先生 。

马宗融先生是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 。    

作 为 中 国现代为数不多的 回族翻译家 、 作家 、 学者 、 文化活

动家和 回族文学研究 的倡导者 、 先驱者 , 马宗融先生毕生怀着

爱国 救国的赤子之心 。 为 了 弘扬爱国精神 , 推动时代进步 , 他

青年时代 游学 日 本 、 法国 , 希 图求新声于异邦 ; 返国 以 后 , 他

站在进步力量一 边 , 积极投身社会文化活 动和 新文学运动 , 特

别致力 于译介法国文学和阿 拉伯文学 ; 抗 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 , 他高举抗 日 和 民主 的旗帜 , 坚持回汉团结 , 倡导发展 回族

文化 , 争取人民的解放和 自 由 ; 他长期在大学 执 教 , 殚 精 竭



虑 , 孜孜培育青年 。 他为 推动中 国新文学事业的 发展 , 为 促进

回族文化和教育的进步 , 为迎接光明 的新中 国到来 , 做出 了 自

己的贡献 。    

马宗融先生诞生在风雨如磐的时代 , 辞世在曙光初露的时

刻 。 他在暗夜中 所做的工作 , 是不应该被人们 遗忘的 。    

马宗融 ( 1 8 9 2 — 1 9 4 9 ) , 字仲昭 , 四 川成都人 。 祖居 陕甘

一带 , 清道光年间移居四川 。 幼年就读于私塾 , 1 9 0 7 年考入成

都资属 中 学 , 1 9 1 3 年进德国西 门子电机广开设的德文学校 , 次

年因学校关 门辍学 , 遂到 上海 。 1 9 1 6 年赴 日 本东京求学 , 1 9 1 8

年参加留 日 学生抗议段祺瑞政府卖国的 中 日 军事密约的活动 ,

后愤然返国 。 在上海加入 “留学生救国 团” , 上街叫卖宣传反

日 爱国的 《 救国 日 报 》 。    

1 9 1 9 年 , 马宗融赴法国勤工俭学 , 初入蒙达尼中 学补习 法

语 , 后到 印刷所 、 酒厂作工 。 1 9 2 0 年应聘为华法教 育 会 办 事

员 , 后在出 席 巴黎和 会的 中 国代表团 留下的常设办事处作书记

员 , 并随中 国公使到过罗马 、 伦敦等地 。 1 9 2 1 年辞职去里昂 ,

进中 法大学学习 和工作。    

1 9 2 5 年 , 马宗融回上海 , 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 。 1 2 月 在

《 东方杂志 》 发表所译第一篇短篇小说 《 仓房里的男子 》 。 此

后 , 在该刊及 《 小说月 报 》 陆续 发表所译米尔博 、 法郎士等的

小说多篇 , 并为 《 小说月 报 》 新辟的 “ 近代 名著百种” 专栏译

述了长篇小说 《 红与黑 》 、 《 巴黎圣母院 》 , 还本着 “惟敷陈

事实 , 力屏一偏之说 ” 的态度 , 参考有关著作 , 为商务印书馆 出



版的 “万有文库” 撰写 了一本概述法国大革命 “大要之 大要”


的小册子 《 法国 革命史 》 。 1 9 2 9 年 , 他与后来以 “罗淑” 的笔


名写小说惊动文坛的罗世弥同返里昂 , 并在那 里结婚 。
    

1 9 3 3 年冬 , 马宗融偕妻女回 国 , 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 。


此后 , 在陈望道主编的 《 太白 》 发表散文及多篇关于非洲 、 澳


洲风土人情的 “风俗志” , 并在 《 文学 》 、 《作家 》 、 《 译文 》


等刊发表译文 、 散文 、 杂文 、 论文和评介法国文学名家 名著及


文坛近况的文章 。 这期间 , 与 巴金 、 靳 以 、 方令孺 、 陈子展 、


李健吾 、 黎烈文等文艺界人士交往甚密。 1 9 3 6 年 , 加入 “ 中 国


文艺家协会” , 并签名于 《 中 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 , 同年秋,


携家赴桂林 , 任广西大学教授。
    

1 9 3 7 年 7 月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马宗融一家分别从上海和桂


林回成都 。 他任四川 大学教授 , 常在 《 新蜀报》 、 《 群众 》 、


《 抗战文艺 》 等报刊 发表杂文 、 散文和译作 , 宣传坚持抗战 ,


抨击腐败现象 , 并 以极大的热情 , 积极参加各种抗 日 文化活动 。


1 9 3 8 年 2 月 , 妻子罗世弥因产褥热在成都去世 。
  

1 9 3 9 年 1 月 , 马宗融与李劫人 、 周文 、 朱光潜等发起成立


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 。 此后 , 多次当选为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或候补理事 。 1 9 3 9 年 1 月起 , 他担任 “ 中


国回 教救国协会” 五位常务理事 之 一 ,  3 月 倡 议 并 发 起组


织 “ 回教文化研究会” 。 同年夏 , 他去到重庆 , 任复旦 大学教


授 。 1 9 4 0 年, 在郭沫若领导的 “文化工作委员 会” 兼任委员 。
    

1 9 4 6 年秋 , 马宗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 , 继续在该校任教。


他加入 “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 投身 民主 运动 。 1 9 4 7 年到 台


北 , 任台 湾大学教授 , 与许寿裳 、 黎烈文 、 乔 大 壮 等 关系甚


笃 。 1 9 4 9 年 2 月 带病携子女乘船返回上海 , 4 月 1 0 日 逝于贫病




之中 。 马 宗融的朋 友和同 事们 称他 “ 为人 性 情 真 率 , 仗义勇

为 , 热情盈溢 , 朋 友皆敬而爱之 。 ” 并这样 评 价 他 一生的工

作 :  “宗融先生一生献身教育 , 从事译著 , 沟通回教文化 , 贡

献 良多 。 ” ( 《 募集马宗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启 》 )      

马宗融结集的著译有 : 史著 《 法国革命史 》 、 杂文集《 拾

荒 》 、 通俗读物 《 伦敦 》 和 《 罗马 》 , 译著有短篇小说集 《 仓

房里的男子 》 ( 米尔博著) 、 中 篇 小 说 《 春 潮 》 ( 屠格涅夫

著 ) 、 寓言 《 蜜蜂与蚕儿 》 、 《 两个狐狸 》等 。             二 

马宗融先生是我 国较早译介法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翻译

家之一。  

在法国文学方面 , 马 宗融 翻译过博马舍 、 斯汤达 、 雨果 、

波特莱尔 、 左拉 、 科佩 、 布洛克 、 米尔博 、 法朗士 、 杜哈曼 、

阿尔 朗等不同时期 、 不同流派 的名家名作 , 并撰文评介过莫里

哀 、 左拉 、 雨果 、 巴 尔扎克 、 缪塞 、 博马舍 、 拉马 尔丁 、 高乃

依 、 布雷热 、 科佩 、 乔治 · 桑 、 莫泊桑 、 罗曼 · 罗兰等作家及

其作品 。 他的译作和评介 , 显示 出他对于法 国文学有全面 、 深

入的 了解 , 视野十分广阔 。 他还经常以 新鲜 的材料 , 及时向 中

国读者报道法国文坛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 。 此外 , 他还翻译过

俄 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 , 托尔斯泰的剧本和布宁 的回忆录 ,

以及罗马尼亚作家依斯特拉谛的作品 。  

在阿拉伯 文学方面 , 马 宗融翻译了两篇民间文学作品 , 他

是最早介绍并节译阿拉伯 “悬诗” 的人 。 他翻译的 《 埃及的 阿

拉伯文学发展的 一瞥 》 和撰写的 《 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 的



影响 》 两篇论文 , 是我 国较早介绍 和评析阿拉伯文学的 重要文

章。 他的译介 , 对于 引动我 国 学者 “对于阿拉伯文学去加以注

意的兴趣” , 具有积极 的意义 。    

马宗融先生评析 、 研究外 国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文章尽

管不多 , 但常有精辟 之见 。 比如 , 他用 “著作甚多 , 且一脱旧

习 , 另 创新格” 数语评 价雨果( 《 < 巴黎圣母 院 > 译述者前记 》 ) ,

并表示 自 己 “ 爱他始终反对小拿破仑 , 始终不屈 服 , 愈老愈与

平民接近 ” , 认为雨果晚年不赞成文学是 “读书人的文学” ,

主张在平民中 工作 、 以 为民族为诗人的任务 “ 是雨果的生命力

所 以能超过浪漫主义的生 命 力 的一 个 原 因 ” ( 《 法国小说家雨

果 》 ) 。 他称赞斯汤达 “是十九世纪法国 大小说家之一 , 以善于分

析并描写他书 中人物底心情著 名 ” ( 《 < 红与黑 > 译述者前记 》 ) 。

又如 , 他指出 , 博马舍是 “近代 喜剧的先驱者 ” , “开了十九世

纪大剧作家的先河 ” ,  “博 马舍 自 己的生活就是个悲剧 、 喜剧 、

冒险剧的结合 , 无怪他所作的戏剧多是剧情复杂 、 透辟人情的

了 。 ” ( 《 < 塞维尔的理发师 > 引 言 》 )  

马宗融先生坚持生活和 时代决定文学 的 基 本 观点 , 他认

为 , 天才和文学杰作 “ 不是凭空可以 产生 的 , 它总是由 广大的

社会长远地胎息成功的 ” ( 《 英国 的浮士德 》 ) ,  “若是文学作品

果是它所 以产生的时代 的反映 , 那末要认识一个时代 , 文学作

品可以 给我们 以很大的帮助 。 ” 他指出 , 把 “文学作品与其所

产生的时代 比照 研究” , 便不难判断作 品是否忠实 , 也就不难

理解作者的 观察是否敏锐 、 表达是否确切 , 乃至方法和技巧的

所在 ( 《 从莫利耶的戏剧 说到五种中 文译本 》 ) 。 在 他撰写 的 《 什么

是浪漫主 义 》 和 《 浪漫主 义的 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 》 这两篇颇

具影响 的论文中 , 他联系 时代的特点和发展变 化 , 本着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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