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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

8月28日，青年翻译家孙仲旭
在广州因抑郁症自杀，年仅41岁。

孙仲旭的名字，对很多人来
说是陌生的，但他翻译的书籍，却
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麦田里的
守望者》、《一九八四》等文艺青年
的精神食粮，都出自他的手笔。

译者就像作品背后无着无落
的影子，徘徊在文学的灰色边缘，
鲜少被人提及。孙仲旭在微博上
曾引用村上春树的话，表明自己
的翻译态度：“无论翻译哪个文
本，我都尽量消除自己的影子，就
好像极力让自己成为舞台上的黑
衣人。”

作为业余翻译家，孙仲旭显
得非常低调，他离世后，网上甚至
很难找到他的照片。翻开书页，你
得透过层层文字，才能依稀看到
他隐藏得很好的影子。

但是，翻译者并不是工具，他
的作用不可替换，一个好的翻译
家，需要发现好作品，并用自己高
超的技艺进行创作。孙仲旭无疑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在
他的豆瓣小站上，他经常会对一
个单词的译法反复推敲，还贴出
一篇篇译作勘误，工作作风之严
谨，可见一斑。

虽然为人低调，孙仲旭却在
豆瓣、微博、博客上留下了大量文
字。在这些地方，他读很多书，看
很多电影，进行简单的书评影评；
他摘录大量译文书摘；他记录和
儿子的生活琐事；他用手机拍下
喜欢的风物。

这构成外人看到的孙仲旭，
一个勤于记录的人。我们可以这
样描绘他：勤奋、严谨、较真、有点
小幽默。但是，他很少直接抒发自
己的感情，很少正面宣泄自己的
情绪。仿佛是一种习惯，他的所思
所想，也披着黑衣，隐匿在阴影
里。他从未直言他的痛苦，而是贴
出一段段灰色的、阴郁的译文。

6月29日，孙仲旭在微博上谈
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
死，凛凛如生。”7月6日，他引用陶
侃的话：“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
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或
许当时，他已经在考虑死生之大
事了。

在他去世后，我们从他只言
片语的缝隙中，才触摸到他焦虑、
忧愁、脆弱的内心。孙仲旭生前曾
为一支59元的防晒霜心疼，生活
想必不是很宽裕。在与儿子的对
话中，“焦虑”一词不时出现，他总
是在为儿子的成长发愁，有时，他
甚至需要儿子来温暖安定自己的
内心。

孙仲旭在 4 1岁时选择了死
亡。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此为圣
人语，于凡夫俗子，人至中年，青
春的壮丽情怀飘散如烟，生活陷
入无限的琐碎繁杂，来路和去路
都是茫茫一片，虚无的影子无孔
不入。“大家都情绪低落，像是某
种集体低迷，因为都知道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已经过了。夏日已臻
顶点，往后白天逐渐缩短，影子越
来越长。”孙仲旭将自己翻译科尔
姆·托宾的《新西班牙》里的一段
文字摘录在微博上，或许他也有
同样的感悟。

面对一片沉默之海，孙仲旭
曾说：“要有光”。抑郁症，却让他
生活在黑暗中，他希望“从你的黑
暗隧道中/醒来吧/一切都还在等
你。”但最终抑郁症带来的绝望却
吞没了他最后的光明，像沉入深
海的寒冰，寂静、无声、终止。

孙仲旭走了，他渐行渐远的
背影，留下的是大众对译者待遇
的讨伐，对抑郁症的又一波热情
讨论，但都已与孙仲旭无关。如果
要找寻他的身影，请翻开他爱的
书本，那里，有他的影子。

孙仲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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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退稿的张爱玲
那一年，她十三岁，他长她十岁。那时，逢年过节或者有人过

生日，她都会到帅府去。她喜欢看他一身军服，相貌堂堂，笑的时
候有一种嘲讽的样子。在众人觥筹的角落里，独自欣赏，她喜欢
这偏安一处的安静。

他会留下一张字条，赠她一把折扇，温润的呼气在她耳边，
令初尝爱情的她无所适从，羞涩跑开。

这是张爱玲小说《少帅》的开场，这部沉寂已久的著作，9月1

日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面世。小说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
事为原型，故事起于1925年春，讲述了乱世中，少帅陈叔覃与原

“东北总督”的女儿周四小姐相恋的故事。由于父亲要求少帅“娶
妻不娶妾”，少帅与周四只能私定终身，无法公之于世。战乱来临，
少帅不得不离开，父亲才同意周四与少帅一起生活。然而，小说
在西安事变之前戛然而止。

《少帅》借饭局、闲聊穿插当时的轶事，描写动荡的政局。年轻
时，张爱玲的作品一直与政治绝缘，然而，这一习惯在中年悄然
改变。产生写《少帅》的念头，是在1961年，这是张爱玲狼狈窘迫的
一年。事实上，从逃到美国开始，她就告别了富足的生活。

1955年，张爱玲只身来到美国纽约，无亲无故，人地生疏。
或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她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
这分感情全然没有与前夫胡兰成的起伏欣喜，更多的是归于
平淡的心境。

结婚不久赖雅中风，卧床不起，为了生计，张爱玲在香港好
友宋淇的帮助下，靠给香港写戏剧为生。

在美国，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处处碰壁。与在上海红极一时，
被追着要稿子的情景相比，巨大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粉泪》被
出版商无视，她卧床数日，一个月后才恢复过来。

取巧之作搁浅

也许是不肯就此认命，也许是迫于生计，那个在上海清冷
孤傲，不与众人合群的张爱玲，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她说，
别人看什么好，她就写什么。用英文撰写，目的是想打开美国
市场。

张爱玲萌生了写一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英文小说的念
头。这是她再次闯入美国文坛的赌注，她知道美国人只对他
们想看的东西感兴趣。二战时美国与中国是盟国，震惊全世
界的西安事变应该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关注。研究张爱玲的专
家余斌说，张爱玲想利用一下美国人还未淡忘的记忆。才子
佳人的故事加上深厚的历史背景，自然成了张爱玲的首选。

张爱玲想弄明白西安事变的细节，见到那场变故中的关
键人物。然而她拜访张学良的要求被回绝，这不难预料，当时
的张学良在软禁之中，即使她利用人脉见到他，张学良也不
可能说出西安事变的细节。

张爱玲不得不查找各种历史资料塞进小说，不顾赖雅的
病情，她赶到台北搜集资料。在赖雅再三催促下，她才回到洛
杉矶安顿下来。

张爱玲曾说，顺利的话，这本书将在1963年出版，这是她
挽回尊严的最后机会。然而她的写作常受到赖雅身体状况的
干扰，与赖雅的感情，也被病痛带来的烦乱一点点消磨。

让张爱玲最终决定搁笔的，是制片人好友宋淇的一句话：
“你那篇小说不写也罢，给你一说，我才了解牵扯如此之广……
何况看你口气，对男主角并不同情，写出来也不会讨好。”

张学良重获自由之后，张爱玲放弃了这部已写了三分之
二的小说。她说：“对张学良我久已失去兴趣，认为他是个
limousine liberal（坐大轿车的自由主义者），觉得讨厌。”

《少帅》一书，就这样成了未竟之稿。

张张张爱爱爱玲玲玲“““最最最后后后一一一部部部”””作作作品品品《《《少少少帅帅帅》》》面面面世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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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之稿寄托着张爱玲未竟之愿。
周四17岁时，希望自己被囚禁在家，

这样少帅就可以来救她；张爱玲17岁时，
跟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毒打并拘禁半
年，她也希望有个人带她逃离。

周四遇到少帅，张爱玲邂逅胡兰成，
同是有妻室的政客，对女人皆是“若即若
离”的撩拨。

在无人知晓的花园，在远离尘嚣的
西山饭店，少帅与周四小姐才能像恋人
一样陪伴彼此；张爱玲在家中从不见外
人，只与胡兰成聊天亲近，他是爱人也只
是爱人，不用念想什么日伪的身份。

张爱玲最终异国孤老，她让周四在
战火袭来时和爱人相聚，却再没写下去。

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成为张爱玲的遗
产执行人，将未完的《少帅》中文版出
版——— 又一本“最后一部”。

从2004年出版的《同学少年都不贱》
到2006年的《郁金香》，到2009年出版的《小
团圆》，都打着“最后一部”的旗号。

“我并不缺这些钱花。主要是想让更
多的张爱玲研究者和读者，能对张爱玲
有更准确、全面的了解。”对于“拿遗作出
来赚钱”的质疑，宋以朗如此回应。

到底还有几个“最后一部”？宋以朗
说，“据我目前整理家里的资料中，应该
是没有了。”

晚年的张爱玲没有再写作，赖雅去
世以后，她到雷克德里芙女校工作，之后
又到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
员。零散的谋生，早就磨灭了她的骄傲。

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再次
被公众所重视，海峡两岸不断邀请她去
访问，她都礼貌而坚决地谢绝了，全然没
有了在上海时拼命的“出头”。定居洛杉矶
之后，她故意将自己与世隔绝。朋友的来
信成年累月不拆阅，电话从来不接，搬家、
骨折这样的事情，她从不对人说起，友人
知道后急忙询问，她也只是轻描淡写。

1995年9月，当她意识到将要离开人
世时，只是将重要的证件留在门边最容
易发现的地方，不通知任何一个人，静静
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以至于数日之后，人
们才发现她的遗体。

屋里某个落灰的角落，沉着十三岁
周四和二十三岁少帅的未完待续。

最后的“最后一部”


	B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