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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前言

　　每逢奉编者之命写此类放在正文之前的文字时，我都十分犹豫和不安。因为：一，任何一部成功
的作品，都是作者“心织”的，是作者用心灵的七彩丝一针一线、一字一句认真编织的成果。从作品
开篇，乃至每个情节，每个人物的一颦一笑，都不是作者兴之所至随意落笔的，必然经过他深思熟虑
；另一方面，对作品的认识、评论、褒贬、臧否，则应由读者在读后自己做出，见仁见智只该是读者
的事；二，放在作品之前的“译者的话”不可避免地带有“导读”陛质，我过去也看过几本书前的“
导读”，说实话，真不敢恭维，有些甚至是在误导；三，译者的责任只是：在深刻理解原作和把握原
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完整地传达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原作之意境。译者没有义务，更无权把一己
之见摆在前面，影响读者；四，自知水平有限，认识肤浅，深恐误导别人。　　若说译者应该写点什
么，我无宁更赞成让他写点“译后记”，因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译者必然是认真的，认真到吹毛求疵程
度的原文读者，他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之后必定会有些话想说。　　既然此文要放在前面，我想，莫
如借此机会捡拾几朵表明《解冻》中文译本出版情况的小花给您看看，或许倒能帮您多得些信息，拓
宽些联想的天地，对此书产生较大兴趣；当然，更希望它能有助于您理解书中的人、事、社会、时代
。　　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1953年3月6日可以说是全球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民哭泣的日
子，那天莫斯科《真理报》宣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于3月5日逝世”。从那
一天起，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开始发生变化。那变化尽管还是星星点点，很不明显，但是，它犹如
地火，恰似春风，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一切。一般人不知不觉，但有些信息灵通又独具慧眼的人
，却能从那初现的秋毫中看到必将发生的巨变。在苏联，感到这变化并敢于把它形诸文字的，就是名
作家爱伦堡，他很快便写出了《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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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内容概要

《解冻》第一部发表于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作品反映了苏联当时面临的思想动荡，抨击了官僚主
义，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对社会进行评判。1956年作者又发表了第二部，进一步描述苏联社会“解冻”
后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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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作者简介

爱伦堡(1891—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一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
参加过学生运动，后长期旅居法国，多年从事记者工作，一生著书甚丰。其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
、《巨浪》、《暴风雨》及晚年的大型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我国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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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章节摘录

　　第一部　　一　　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很激动，眼镜滑到了鼻子尖上，斑白的鬈发颤动着。她宣
布：　　“现在请布莱宁同志发言，请柯罗捷耶夫同志准备。”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柯罗
捷耶夫那细长的黑眉毛微微扬了一下——他感到惊奇的时候总是这样。其实，他是知道自己要在读者
座谈会上发言的：图书馆管理员玛丽娅·伊莉妮什娜早就邀请过他在会上发言，他也答应过。　　工
厂里的人都很尊重柯罗捷耶夫。厂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茹拉甫辽夫不久前还在市委书记面前承认
过：如果没有柯罗捷耶夫，高速切削机床的生产就得推迟到下一季度。不过，人们尊重德米特里‘谢
尔盖耶维奇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他那丰富的知识，他的智慧和谦虚，都是令人叹服的
。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是个公认为尖酸刻薄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柯罗捷耶夫的一句坏话。玛
丽娅·伊莉妮什娜曾经和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偶尔谈起过文学问题，后来，她逢人便高兴地说：
“他对契诃夫的作品体会可真深刻!”因此，她像小学生准备大考似的准备了一个多月的这次读者座谈
会，自然，不请柯罗捷耶夫参加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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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精彩短评

1、一种暧昧的小心思，痒。
2、看了点，没什么意思先放放⋯⋯（卓越）
3、很大部分的心理描写，无论是柯罗捷耶夫还是沃罗佳，他们的口是心非违背自己真实想法无不有
着大多数人的影子。我也是怯懦的，有时畏惧别人的评论和眼光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喜
欢这样，我在改变，也再也不会这样了。
4、年轻时懂得就好了，年老时能做到就好了。
5、作为从放浪息子那边兜转来的读者，我只能表示看完之后又出现了高槻和千叶会成为情侣的幻觉
。
6、名气很响亮，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不够清晰，人物刻画不够鲜明。也许是水平有限，我甚
至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茹拉甫辽夫能够代表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作为解冻文学的先声，这本书历史意
义大过文学价值。
7、政治意义更大一些
8、很早以前读过
9、绝不是钱诚先生刻意说的不是爱伦堡的成名作代表作，这本书写得其实很好，而且是划时代意义
的作品，钱先生总是翻译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例如那本同样有些被忽视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呵呵
，先生这样评价估计不得已的把
10、某些地方略牵强、唐突
11、朴实好看，比较真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都是商量好的。还有第二部在哪里，不会俄语是
不是就看不了了？（从《大师和玛格丽特》过来，给钱诚老师的翻译打五星。）
12、20150121 
13、可贵的是感情的融入，渐变，不了解人文主义就不要乱评价了
14、萌芽欣欣向荣，春潮涌动，五十年代是苏联的好时期。
15、好书
16、挺有柯切托夫的风格

Page 6



《解冻》

精彩书评

1、前一段去莫斯科，导游指给我们看斯大林指示修建的那几座宏伟而刺入天空的塔式建筑，顶上依
例是五星。在涅克拉索夫的《旁观者随笔》中，对塔式建筑给予了批判。塔式建筑恰如官僚体制，层
层叠叠，呆板庄重。。。在《解冻》的封面上，正是这种斯大林式的塔式建筑，不过，似乎亮光部分
正在碎裂，显然，封面作者在这里有明显的寓意。不过，读完整本书，却意外地感觉到的是对人间温
暖的叙事。这里没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有的是人性光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也没有完美无
缺的高大形象生活，就是潺潺的流水，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烦恼
。在这种意义上，这本书倒显示出对那个时代的赞颂。解冻，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1953年斯大
林去世后感觉到社会变化的作家，爱伦堡在1954年出版了这本《解冻》，其中所寓意的内涵自是不待
明言的。这本书的出版，导致了苏联文学的解冻文学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译者
所言，《解冻》在我国的翻译出版过程同样历经磨难，从“黄皮书”到公开出版，其周期之长也是难
以想象的好在，塔式建筑在倒塌，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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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

章节试读

Page 8



《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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