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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排我国著名翻译
家力冈先生的译著，颇为显目。这些作品，每册扉页上都
有力冈先生的亲笔签名与题赠，并加盖了他那枚很有特色
的“力冈”印章。十分珍贵，可算是我众多藏书中的精品。

力冈（1926—1997），本名王桂荣，我国著名翻译家。
他所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风雨人生》
等，均是经典之作。转眼力冈离开我们已27年了，可每次
打开书橱看到这些世界文学名著时，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
开我们，依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依然在和我们谈笑风
生。眼前不禁又浮现出与力冈先生相处的一段段难忘的
时刻，一个个幸福的场景。

当年，力冈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轰动全
国，我闻讯前去采访他。尽管我和他素昧平生，但力冈仍
然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在他家那间卧室兼书房的小房
间里，还有那棕榈竹摇曳的阳台上，我俩一谈就是3个多
小时。

巧的是我供职的《大江》文学编辑部就在他安师大凤
凰山教工宿舍楼下，而他散步又喜欢来我们编辑部所在的
风光秀美的翠明园。这让我与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交谈的
时间更长。世界名著，文学艺术，家事国事，我俩无所不
谈，很快竟成了“忘年交”，力冈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力冈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尝尽生活的艰辛。他出生
在山东广饶，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在芜湖。他从小就喜
欢俄罗斯文学，也因此很早就立志要学俄语，当个文学翻
译家。“三十而立”时，他的第一部译著《里雅什柯小说集》
就在芜湖翻译完成并出版。

一本本浸透着力冈辛劳汗水的译著，艺术性强，抒情
味浓，读来朗朗上口，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和专家学者的
青睐。著名作家张承志看过力冈翻译的艾特玛托夫小说

《白轮船》后，被他优美的译笔所折服，感慨地说：“我恨不
能倒背如流。”著名作家刘白羽看过力冈翻译的《漫长漫长
的童年》后，兴奋地赞道，真是“行云流水般的”美。

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力冈对中国和俄罗斯两
国的文化都非常了解，这让他能够凭借自身的才华与智慧
构筑起两国文化之间的桥梁，用心血与汗水编织这两种不
同文化的和谐与默契。他那优美的译笔，是与他的文学修

养、汉语修养和俄语修养分不开的。他平时刻苦钻研翻译
技巧，注重各方面知识的积累，且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但
他更懂得，一名成熟的文学翻译家，还必须具备敏锐的美
感和细腻的文思。他认为文学翻译贵在传神，是在对原著
嚼透、消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传神的翻译，而不是拘泥于
字面的直译。“就像蜂蜜一样，采进花粉，酿出的是蜜。”

《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全书4部8卷，洋洋
洒洒近150万字。自从大翻译家金人首译后无人敢重译，
力冈仔细对照原文检查了旧译本第一部的译文，发现错译
达数百处，至于修辞造句方面的问题更无法统计。一股强
烈的责任感使力冈决定重译此书。他坚持每天翻译两三
千字，前后历时两年半有余，近千个日日夜夜，个中的艰苦
可想而知。

《静静的顿河》新译本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
被誉为“译出了小说的神韵，也译出了哥萨克人的灵魂”。
不仅在我国引起高度重视，而且在俄罗斯也产生较大反
响。新华社、塔斯社、前苏联《真理报》等都作了专题报道，
也因此奠定了力冈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与影响，尤其为中
国翻译界的改革起到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世界名著在中国一旦被名家译过，便无人敢再
译的局面被力冈率先打破，从而掀起了一股世界名著重译
热，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此后力冈的翻译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译著一本接着一
本源源不断地问世。《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当代英雄》

《日瓦戈医生》等等，而且是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前前后后
影响了几代读者，并将会继续影响下去。

1997 年，在芜湖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力冈不幸病
逝。这位一生翻译了20多部达800余万字俄罗斯文学的
翻译大家，辞世时仍在关心他尚未译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罪与罚》。可以说为在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学，力冈献出
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力冈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会永载
史册。因为他的名字已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肖霍洛夫、
艾特玛托夫等世界文学大师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中
国无论谁只要捧读这些大师们的著作，都将会怀念他——
力冈先生。

1920年10月5日晨，徐乃昌携女儿从上海
火车站出发，沿沪宁铁路前往南京。

10月6日晨六时，由南京下关码头，搭乘
江裕轮前往铜陵大通镇。10月7日凌晨二时，
轮船到达大通。

10月9日早上八时，徐乃昌一行雇两艘小
船沿着大通河经上游青通河，然后前往九华山。

10月13日，徐乃昌从九华山返程，前往故
乡南陵。当时他并未选择从青阳到南陵的陆
路返回南陵，由于他是芜湖裕中纱厂股东，此
行需要处理相关合作事务。因此徐乃昌10月
14日下午五时登上江口的招商趸船，十二时换
登江新轮前往芜湖。

10月15日早上六时抵达芜湖，入住长源
泰客栈，其间徐乃昌发现军警检查来往旅客
时，态度凶横，此事让他印象深刻，上午十时到
裕中纱厂，当晚受邀和芜湖的商界政界朋友聚
会。

1920年10月16日早上八时，徐乃昌一行
搭乘昌明小轮从漳河返乡，于下午三时到达南
陵北门龙汇桥码头。徐乃昌在日记中提到，众
人随即一起前往徐乃昌大嫂家。

根据这段记载，大嫂应该是徐乃昌堂兄徐
乃光的一位夫人，清政府覆灭后，曾经就任中
国驻纽约首任领事的徐乃光，返回南陵徐家大

屋（修复过的徐家大屋，今为云谷书屋）居住，
他和徐乃昌关系极好，徐乃昌每次返乡大概率
是住在堂兄家，由于两年前的1918年，徐乃光
病故，其夫人得知徐乃昌此次回南陵便仍然邀
请来徐家大屋居住。

得知徐乃昌回到南陵，他的故交好友马正
音、胡镛坤、方子高、陈海汇赶来相见。

10月17日，徐乃昌前往南陵县署，拜会县
知事刘陆晓，又至修志局，拜会局董事和各位
编辑，此后又拜见亲友。他所提及的修志局，
正是1914年时任南陵知县的余谊密聘请徐乃
昌重修《南陵县志》而成立。

10月18日，徐乃昌前往湾村祭奠其父母
荣禄公、秦太夫人墓。2018年在南陵县籍山镇
的汪村发现了一块石碑，是徐乃昌在光绪二十
七年十二月初七为其父母所立，日记中提到湾
村，经过百年的变迁，名字也成了汪村。荣禄
公是徐乃昌之父徐文选，字克振，清咸丰十年
（1860），太平军进攻南陵县城，徐文达、徐文
选、徐锦标组织抗击，后来立下军功，徐家自此
发达。不过徐文选甘于平淡的生活，不愿从
政，一直居住在南陵，五十四岁去世，他的第一
任妻子秦氏生下徐乃昌。现有资料载明，徐乃
昌母亲是个贤妻良母，在乡里间，乐于行善助
人，徐乃昌深受其母影响，一生做慈善无数，南

陵多次遭遇水旱之灾，他均慷慨解囊，成为南
陵在上海的领军人物。

这一天，徐乃昌还祭奠了他的许、刘二位
夫人墓，许夫人名为许德蕴，身为名门闺秀，是
兵部主事许宗彦的曾孙女，可惜聘娶后，因其
身故未能成婚，此后又迎娶了刘世珍夫人，她
是广东巡抚刘瑞芬之女，不过24岁又离开了人
世。

随后，徐乃昌又祭奠了其伯母虞太夫人
墓，墓主是其伯父徐文达的夫人。

祭扫之后，徐乃昌顺道前往姨母陈氏家，
又前往叶家埠，当晚在县城接受修志局的宴
请。

10月19日晚，徐乃昌赴南陵县知事刘陆
晓宴请，结束后赶往修志局，与俞峻韵、何聘
臣、丁海秋、牧子骧、梅笛清讨论修《南陵县志》
的事宜。

10月20日，徐乃昌前往大工山脚下的汤
村，进入徐家宗祠祭祖，即今日的工山镇汤村
徐，为何徐家为主的这个村落百年前称为汤
村，可能和徐家始祖的夫人姓汤有关。

随后又前往赤岭祭祀高祖、曾祖、祖考妣
伯母王太夫人的墓，再去鳌官屋祭兴魁公、武
显公、妣赵夫人、家倬四叔侧室赵孺人，徐乃昌
二女儿徐婉二十岁去世，六女儿徐华十六岁去

世，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云仙、茗仙就是两个女
儿的字，都葬在此地。

又转往杨家山祭祀伯父光禄公、妣汪太夫
人的墓，这是徐文达和夫人的安葬处，今沈亭
的汪村附近有一地名为杨家山头，不知是否为
同一地。

徐乃昌又去了一百五（地名），祭祀了厚兄
之墓，他的堂哥徐乃光是徐文达长子，字厚余，
此墓主应为徐乃光。

在三口冲则祭祀了孝弟之墓，他的堂弟徐
乃斌是徐文达次子，字孝余，此墓主应为徐乃
斌。

10月21日，徐乃昌在方子高、方德斋兄弟
的陪同下登大工山，在汤村遇到族祖徐兴和，
同行至徐荣廷家，交谈一番，因徐荣廷生病，他
派其弟徐辉廷随行，过大家，田先生之子徐福
兴亦同往，路程约三十里方至半山处的龙池
庵，步行至龙井，潭水甚深，徐乃昌坐在石上休
息一会儿。

徐乃昌在登山的途中，采得三支野百合，
上面有果子，他提到一颗果子要生长一年，这
三支上，分别为四颗、三颗、二颗果子。当晚南
陵县圩务公所的俞峻韵、何聘臣邀请徐乃昌赴
宴，此二人都是修志局的成员。

10月22日，徐乃昌来到修志局开会，商议
并议定各位编辑工作分工。当晚，陈海汇邀请
徐乃昌赴宴。

10月23日继续前往修志局安排《南陵县
志》的编纂事宜。当晚牧子骧邀请徐乃昌赴
宴。

10月24日，到南陵县署向县知事刘陆晓
告别，又去修志局和同仁道别。

10月25日晨，徐乃昌离开了南陵，他继续
在北门码头搭乘昌明轮到芜湖，回乡期间的亲
朋好友多人赶来送行，下午三时抵达芜湖，入
住长源泰客栈，当晚继续赴友人宴请。

10 月 26 日早上八时过江拜谒灵泽夫人
庙、李文忠祠，中午和晚上继续赴友人的宴
请。第二天搭乘轮船到南京，转火车回上海。

从《徐乃昌日记》中可见，他回到家乡主要
是为了编修《南陵县志》，兼顾祭祖与探亲访
友，也顺道游览九华山。此行结束后，徐乃昌
在日记中还事无巨细记录了带回的礼物送赠
情况，以及对方的还赠记载，他送人的礼品主
要是茶叶、人参、书籍等，以及一些衣物化妆
品。家乡亲朋好友的回赠有茶叶、葛粉、冬笋
等家乡特产等，其中明心糖、方糕、麻烘糕、玉
带糕为南陵人所熟知，那些迎来送往的浓浓情
意，正是百年前南陵人深情厚谊的真实写照。

一年一度辞旧迎新之时，人们在相互祝福时，常常将
“阖家幸福”与“合家幸福”混为一谈，那么，阖、合通用吗？

阖，《说文解字》解释：“门扇也，一曰闭也。”在中国古
代，无论是帝王将相宫殿府邸还是黎民百姓宅院小筑，都
有客厅。而且，客厅的大门都是对开的两扇门。客厅是双
门叫“阖门”，房间是单门叫“扇门”。《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对“阖”的解释是：“①全、总共。②关闭。”《易经》中说：

“一阖一辟为之变。”“阖”为闭，“辟”就是开。阴阳相生，化
为万物，乃至众生；纵横驰骋，大开大合，乃天地之道，这是
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成语：纵横捭阖。这个成语诞
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捭阖”就是开合，在政治上、外交上
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或联合，来达到争霸或自保的目的。
提出这个学说的是我国古代纵横家创始人、传奇人物鬼
谷子——王诩。他著有《鬼谷子》又名《捭阖策》一书，是
战国纵横家唯一流传至今的谋略学著作，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一朵奇葩，被后人称为“智慧之禁果，旷世之奇
书”。他的弟子出将入相，左右列国存亡，推动着历史的
走向。著名的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都是春秋战
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

所以“阖”字在使用过程中，慢慢地成为了一个动词：
“关闭”为主，而忽略了它的本意。既然“阖”是客厅大门，
又能解释为关闭的意思，那么“阖家”一词对于中国人来
说，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关闭客厅大门，一家老小齐聚在
一起。于是，“阖家”也就有了“全家”的意思。

合，《说文解字》解释：合，口也。从亼从口。亼口为
合，亼读音为jí，古通集，三口相同，是为合。《现代汉语词
典》（第7版）对“合”解释有9条，其中第③条就是“全”的意
思。

“阖”与“合”，都有“全”的意思，那么“阖家”和“合家”
能否通用呢？上面说过，“阖家”是关闭客厅大门，一家老
少一个不能少地齐聚在家中；而“合家”是家里人集合在一
起，从表面上看，意思相差不多。但“阖家”的意思表达更
为严谨些，“合家”的意思就宽泛多了。

特别需要说明一点，“阖家”是敬称，是指别人家的全
家人，而不是指自己家的全家人。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有
一些字、词、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
的含义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左的，就像“衣冠禽兽”。还有一
些词语，则长期被世人误解误用，很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
来面貌。基于此，本版特开设“字斟句酌”栏目，欢迎广大读者
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字斟句酌”栏目，投稿信箱：
whrbzf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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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斟句酌

景明景明

更生更生

徐乃昌，作为一位南陵籍的官宦学者，以其藏书大家的身份，为中国古籍的保护贡献
巨伟。他领衔编撰的《南陵县志》，为南陵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晚清时期，他考取功名
进入仕途就离开家乡，至民国成立寓居上海，此后便很少回乡，笔者近期在阅读《徐乃昌日
记》时，发现了1920年10月间，时年51岁的徐乃昌前往九华山，再返故乡南陵祭祖的一
段经历，整理一番，以怀念这位先贤。

““阖家幸福阖家幸福””
还是还是““合家幸福合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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