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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苡走了(中)百岁杨苡走了(中)

2 0 世 纪 5 0 年 代
初，生活曾是安定而
美好的。南京大学迁
到鼓楼一带后，买下
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
教职员。赵瑞蕻分到
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
一层。

1953年，高教部
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
锡的卡尔·马克思大
学任访问教授，教中
国文学。得知孩子不
能带去，杨苡就留了
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
班，在家里译书，履
历表中填的职业是“
自由翻译工作者”。
就在这里，她完成了
经 典 译 作 《 呼 啸 山
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
看过《呼啸山庄》改
编的美国原版电影《
魂归离恨天》，1943
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
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
了原作。此前，梁实
秋 曾 翻 译 过 这 部 作
品，定名为《咆哮山
庄》。梁实秋英文水
平超一流，但杨苡总
觉得译名不妥。一个
风雨交加的夜晚，一
阵疾风呼啸而过，雨
点打在玻璃窗上，宛
若凯瑟琳的哭泣。灵
感突然从天而降，她
兴奋地写下“呼啸山
庄”四个大字。

1 9 5 5 年 6 月 ， 《
呼啸山庄》由巴金的
平明出版社出版，极
受欢迎，但不久受到

了批判。“文革”期
间，因《呼啸山庄》
和儿童文学作品《成
问题的故事》《电影
院的故事》被批，以
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
入狱的牵连，杨苡一
次 次 挨 批 斗 。 《 呼
啸山庄》也销声匿迹
了。

1 9 6 9 年 夏 的 一
天，红卫兵提审她时
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
系，因她不合作，狠
狠打了她一记耳光。
但 她 没 有 流 泪 。 她
说，我们都学会了绝
不轻易流泪，因为只
有这个本事，以此来

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

信始于1935年，彼时
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
巴金的信，后不得不
交出。1972年，杨宪
益 出 狱 后 ， 杨 苡 也
被“解放”。这些信
随 之 发 还 ， 一 封 未
少。

杨 苡 继 续 在 南
京 师 范 学 院 当 教
员。1980年，杨苡辞
职。很多人劝她等定
了职称再退休，她毫
无留恋，痛快走人，
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
90余元工资退休。也
因此，她一直没有职

称 。 有 人 称 她 “ 教
授”时，她一定要指
正：“我不是教授，
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
的人”

杨 苡 一 直 记
得 ， 8 0 年 代 初 和 中
叶，是一长段美好的
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
表译作《呼啸山庄》
重回人们的视野，受
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
捧。

《译林》杂志创
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
了《呼啸山庄》的再
版。他告诉记者，改

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
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
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
当代文学作品，急需
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
响第一炮。但找人现
译时间太紧，杨苡的
西南联大同学、安徽
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
景端推荐了《呼啸山
庄》。李景端向社领
导汇报后，社领导几
乎没有犹豫，很快拍
板。

第 一 版 印 刷 1 万
册，很快销售一空。
后来，《呼啸山庄》
转由《译林》杂志发
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

《译林》2007年第3期的封面

百岁杨苡。
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