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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慧雯

披星戴月是工作日常

“姐，有电池吗？”“哥，我来收
电池了！”这是常安祥每天惯例的
开场白。他话不多，是个腼腆的年
轻人。一旦门店有电池，他便一头
扎进半人高的电池堆里，一天的工
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回收废铅蓄电池是一项实打
实的体力活，8吨-12吨是常安祥每
天的基本回收量。这些电池一块轻
则十几斤，重则六七十斤，有的还
是装满硫酸的铅酸电池，他稍有不
慎就很容易受伤。“有一次在搬电
池时不小心脱手了，脚这一块儿的
骨头被砸断了。”常安祥指着自己
曾经受伤的右脚告诉记者。

因为好多客户都在等着，常
安祥还没好利索就复工了，一瘸
一拐地继续拉货。“我们这行就是
个多劳多得的活儿。受伤的脚是
个发力点，影响了正常的工作效
率，本来一天拉两车货，因为受
伤，装一车都挺费劲。”他淡淡地
回忆起这段往事，脸上挂着一丝
羞赧的笑。

因为踏实肯干、诚恳本分，常
安祥与电动车门店老板关系都很不错，大家有电池
需要回收都会想着他。每天平均12小时的工作时间
将他的一天排得满满当当：“每天五六点钟就出门，
有时候忙到夜里快12点才收工，因为行程都安排好
了，和店主约好了时间，过不去是不行的。中间吃饭
很容易耽误事儿，我一般就在车上就对付了。”

下午2点，坐在闷热车厢里的常安祥抓起一瓶
水咕咚咕咚地灌下，撕开面包匆忙吃上几口，来不
及休息就赶往下一个电动车门店。车厢里的午餐
时间是他工作中难得的休息片刻。

做这一行的，1990年出生的常安祥算是非常
年轻的一员了，3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成为一名经验
丰富的回收老兵。别看他现在做得如鱼得水，一开
始做的时候，不赚钱甚至赔钱是家常便饭。“初期，
因为不了解电池重量、定价规则和送货厂家情况，
一直没挣到钱甚至赔钱。大概半年后有经验了，能
慢慢在这个行业挣到钱了。”常安祥回忆道。

家人是工作的最大动力

和大多数回收员一样，常安祥经常受到腰椎
间盘突出、滑膜炎这些职业病的困扰。虽然铅蓄电
池回收工作很辛苦，但他一想到家人，苦中也有了
甜味。“家人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么拼就是想给
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
教育条件，这样生活也有了奔头。”他笑着说。

常安祥有两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才5岁，两
个孩子都活泼伶俐、听话懂事。“工作比较忙，平时
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提起家人，常安祥有些
愧疚。自己常年奔波在外，妻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
条，生活上的琐碎从来没让他操过心。两个孩子虽然
年纪尚小，但很少惹他生气，每当他工作回来，孩子
们都会热情地围上去，递上一杯温水，絮絮叨叨地给
他讲述当天的所见所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十余万名回收员长期
肩负着全国500万吨以上废铅蓄电池的回收工作。
为了保障这些回收员的权益，绿色同心圆公益基
金日前在济南举行“绿色同心，守护中国回收员”
活动启动仪式，计划聚焦每一位个体，致力于守护
那些守护我们的人，赠一份心意，多一点获得、送
一份关怀、多一点幸福。

清点电池、称重计量、搬运装车、计算价格……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这是32岁的常安祥师傅一天的
工作。日出而作，踏月而归，风雨无阻是他的日常标
配。在济南槐荫区，大大小小的电动车门店都能看到
他穿梭忙碌的身影，这样一坚持就是3年。他就是这
座城市里平凡而普通的废铅蓄电池回收员。

记者 于海霞 整理

任溶溶家的两个“任溶溶”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
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任
溶溶曾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出自己名
字的秘密。记者了解到，任溶溶的“笔
名”是跟女儿借来的。1947年，他的大女
儿出生，他为她取名“任溶溶”。喜得爱
女，任溶溶满心欢喜，他也特别喜欢“任
溶溶”这个名字。1948年，他翻译出版

《列麦斯叔叔的故事》时就署上了“任溶
溶”这个名字。这一年，他翻译的《小鹿
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
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更多甜蜜的“睡
前故事”。随着署名任溶溶的儿童文学
作品越来越多，任溶溶也成为他和女儿
共有的名字。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
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东新康里一处
沿街的两层楼上。1927年，他随父母离
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在广东一待就
是10年。任溶溶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岭
南度过，直到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任
溶溶的文学创作开始于翻译。20世纪40
年代，他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由他
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与《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
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多年来，任溶溶翻译过世界各国
300余种童话，《安徒生童话》《夏洛的
网》《柳林风声》《长袜子皮皮》《木偶奇
遇记》《小飞侠彼得·潘》这些百多年来
的儿童文学经典，经由任溶溶的翻译
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去年4月，20
卷、总字数近千万的《任溶溶译文集》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收录任溶溶
翻译的全球近40位知名作家的80余部
作品，是任溶溶译著迄今最大规模的
一次汇集和出版。

“我就是那个‘没头脑’”

在任溶溶创作的诸多童话中，“没
头脑”和“不高兴”是一对影响了中国
几代人的经典人物，同名动画片更是
风靡全国，影响至今不衰，“没头脑”做
什么事都丢三落四；“不高兴”人如其
名，一开口就是“不高兴”。

对于《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创作历
程，任溶溶曾回忆，“角色都从生活中
来，我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
涂的。至于‘不高兴’嘛，我的孩子有点
倔脾气，叫他做什么，他就会说：‘不高
兴！不高兴！’”有一次，任溶溶去学校
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外国故事讲腻了，
就想针对孩子们的情况讲点别的内
容，这个故事竟然自己就跑出来了。任
溶溶说，遇到“没头脑”“不高兴”这种
孩子，批评他们，他们总是不服气，认
为这是小事，跟今后做大事没关系，

“我就想干脆让他们带着缺点变成大
人，去做大事，出点大洋相。”“没头脑”

设计了一座300层的少年宫，结果忘记
了装电梯，累坏了去255楼看戏的观众
们；“不高兴”演了《武松打虎》里的老
虎，但连演四天还不高兴被打死，闹了
好大的笑话。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个
故事，后来出版社听说了，他们就让任
溶溶写下来。

那是1956年1月，任溶溶在南京西路
上著名的“文艺俱乐部”——— 上海咖啡馆
里为《少年文艺》赶稿，当时距离截稿时
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任溶溶不快也不
行，他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半个小时就写
了5000多字。这对作家花半个小时塑造
出来的“活宝”，后来被搬上屏幕，成为几
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喜欢“大团圆”的“盗火者”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
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
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
是这样一位盗火者。1942年，任溶溶发
表了第一部翻译作品，此后80年，他手
中的笔从未停歇过。他通晓多国语言
文字，翻译了大量英语、俄语、日语及
意大利语等多语种的儿童文学作品。

译作等身的任溶溶也有自己喜爱
的作家和作品，他曾说过：“我翻译的
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
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

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
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
皮就是个典型……这就要经过时间考
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

《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
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
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任溶溶60岁退休后被上海译文出
版社返聘，又工作了20年。2004年，作
为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典活动最重
要的项目之一，丹麦官方授权他翻译
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年届耄耋的
任溶溶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早年
翻译的近百万字译稿进行全面修订和
增补，于2005年完成了唯一的官方授
权中文版本。丹麦驻华大使米磊先生
见到他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后，赞
不绝口，称之为“高品质翻译”。

任溶溶曾说：“我翻译许多国家的
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
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
望我国小朋友能和世界小朋友一道得
到快乐，享受好的艺术作品。”任溶溶
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
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
等奖项。2002年，他获得中国翻译协会
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2年，
任溶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中国翻
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童心从来就没丢失过

谈起翻译与创作，任溶溶略显严
肃，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位非常有童心
的人。也可以说，他的童心从来没丢失
过。年轻时，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
了快赢他时，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
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他爱
极了美食，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学吃
西餐，到老都和小时候一样，是个馋嘴
猫。哪怕餐厅关门，他也要在家自己烹
调。母亲曾说他是“脱底棺材，吃光算
数”。80多岁时，任溶溶还是爱吃，但因
为身体不好很少出门，好友去他家，会
带上自家烧的绍兴霉干菜烧肉和茄汁
明虾等他爱吃的菜。

到了晚年，手头没有什么“翻译任
务”了，任溶溶却还是闲不住，又迷上
了韩语。老人自嘲，在家自学没人指
导，“发音不标准，但看到韩文我总想
着试拼一下发音。”除了学外语，他也
喜欢与孩子们围成一团，给他们读童
话、读诗。任溶溶喜欢和小朋友聊天，

“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
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讲过这样一句
话：“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
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
成‘返老还童’这种说法，因为我跟小
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现在，任溶溶走了，但他的作品、
他的童心还将伴随更多中国娃娃成
长，陪他们度过充实、快乐的童年……

综合新华社、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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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头脑”和“不高兴”没有爸爸了……

送别“百岁顽童”任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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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门店

回收废铅蓄电池

是常安祥的日

常工作。 记者

高广超 摄

他是童心永驻的快乐“老顽
童”，也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之
父，他为一代代中国孩子翻译了太多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译著总字数逾千
万———《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
记》《小飞侠彼得·潘》《长袜子皮皮》

《夏洛的网》《小熊维尼》……
你可能不熟悉他的名字，却一

定读过他翻译、创作的作品，看过由
其作品改编的动画。他叫任溶溶，我
国儿童文学领域德高望重的翻译家、
作家、出版家。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
说：“任溶溶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9月22日，任溶溶在睡梦中离世。今年
5月，老人刚刚度过百岁寿辰。

任溶溶和孩子们在一起。

任任溶溶溶溶为为一一代代代代中中国国孩孩子子翻翻译译了了很很多多世世界界儿儿童童文文学学经经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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