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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燕波 通讯员 戴旭光

春耕秋收、过年习俗、十里红妆、澥浦船
鼓……走进镇海区澥浦镇，村头围墙上一幅幅
以当地民俗民情为题材的农民画映入人们的眼
帘。那绚丽的色彩，粗犷的线条，散发出农民
画独特而又质朴的乡土气息……

几度兴衰三十载

澥浦农民画多绘于村居房檐墙面，从乡间
地头走上正规化学习创作始于 1980 年，当时
镇海县文化馆辅导老师在爱好画画的澥浦青年
中举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这批人逐渐形成了
农民画团队。后来著名画家华三川也参与指
导，澥浦农民画团队力量渐渐加强。在华老的
指导推荐下，1987 年金仙的一幅 《老来俏》
农民画获得美国民间艺术大展金奖。这个大奖
既激发了人们创作的热情，也让澥浦农民画在
全国声名鹊起，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澥浦农
民画还远销东南亚、美国等地。然而好景不
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经济大
潮的影响，农民画创作人才不断流失，加上人
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澥浦农民画逐渐走入萧条
期。

一直到 2010 年前后，伴随着农村文化礼
堂的建设，澥浦农民画重获新生。澥浦镇党委
和政府重视乡镇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扬，以此
推动农民画传承与发展，并确定了创建“农民
画之乡”的三年计划。据澥浦镇文化站副站长
蒋勇介绍，现在澥浦有了农民画画院，还成立
了专职创作和研发各类农民画衍生品的农民画
专业合作社。澥浦农民画的传承人高妮娥，通
过传、帮、带的形式，组织了新的农民画创作
队伍，以农民画为媒，搭建起本土民间艺术的
交流平台。此外，在澥浦镇中心学校设立了农
民画传承基地，在澥浦中学设立了农民画创作
基地，在十七房村设立了农民画展示交流与培
训基地。2014 年，高妮娥创作的 《启航》 入
选“青山绿水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大展并
获优秀奖，她的另一幅作品《澥浦风情》入选

“我的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大赛并获得优
秀奖。

如今，澥浦农民画正饱蘸深情描绘着美丽
乡村的旖旎风光。

挥墨传递乡土情

农民画不同于国画、油画等学院派美术，
它最早起源于民俗，农家过年时因经济拮据买
不起装饰屋子的年画，于是自己描绘“年年有
余 （鱼） ”“喜鹊登枝”等寓意吉祥的年画、
窗纸。农民画的创作技法不讲“宜藏不宜露”
的传统绘画原理，一笔一画纵横恣意，追求画
面的丰满繁密。正是源于这种天性自成的民间
创作笔法，才使得农民画具有饱满的生命力和
浓郁的生活气息。创作者不受固有的绘画技
法、原理的束缚，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审美
感受、审美情趣。农民画爱好者王丽娜说：

“我画的就是我脑海里想的，喜欢画啥就画
啥。”在一幅 《十里红妆》 的作品中，大红色
的嫁妆、迤逦的船队、粉色的人像……婚庆的
喜气扑面而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旧时婚嫁习
俗的韵味。

澥浦是一个古老的渔镇，因此，澥浦农民
画最典型的题材就是反映渔乡风情及渔民生
活、生产场景，比如渔船出海、渔民丰收、澥
浦船鼓、渔市交易、海滩风情等。蒋勇说：

“创作者画自己最熟悉甚至亲身体验过的题
材，才得心应手。”高妮娥的 《启航》 描绘的
就是船老大们准备出海捕鱼的场景。

学习农民画激发了农民传承优秀地方文化
的积极性，也丰富了乡亲们的业余精神生活。
据十七房村村副书记郑剑祥介绍，这几年村里
赌博、迷信等不良风气大大减少，一些原先沉
迷于搓麻将的村民也走出棋牌室，拿起了画
笔。

84 岁的村民周利富小时候只读过三年小
学，为了打发晚年单调、枯燥的日子，他于
2015 年在老年大学报名学习农民画，没想到
一下子迷上了五彩世界。至今老人创作了近
40 幅农民画作品，其中 《百鸟朝凤》 等作品
被收藏或展示在村文化礼堂、社区活动室内。
今年他创作的一幅以狗年生肖为题材的农民画
入选镇海区迎狗年农民画大赛并获得优秀奖。
这些成绩极大地鼓舞了老人学习、创作的信
心。

在十七房村的文化礼堂教室看到，周利富
坐在画桌前，正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描彩绘色。
搁下笔后，他喜滋滋地向我们展示了这幅反映
20 世纪 30 年代澥浦渔市交易繁荣场景的农民
画。在底稿上，勾勒着旧时澥浦的月洞门、五
都神殿、渔行等建筑。他说，因为生于斯，长
于斯，对澥浦早年的渔乡风貌及渔家生活熟稔

于心。“这幅画的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
《澥浦老底子的乡愁》。”周利富说。

在农民画学习班里，周利富是年龄最大
的，不过他的学习创作劲头可一点也不输年轻
人。有时来了灵感，可以一天不出门，埋头伏
在桌上画呀描呀，乐在其中。尽管年至耄耋，
但老人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退休这么多年，
现在是我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只要身体允
许，我会一直画下去。”周利富乐呵呵地说。

活态传承获新生

澥浦农民画目前已被列入区级非遗项目，
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澥浦农民画？高妮
娥坦言：“一个地方文化项目的兴起，离不开
群众的参与，澥浦农民画 30 年来的兴与衰，
就是一个见证。”

17 岁就开始学习农民画的高妮娥是澥浦
农民画早期主要创作成员之一，也是目前澥浦
农民画非遗项目的唯一传承人。自 2011 年
起，高妮娥在郑氏十七房景区开设工作室，举
办农民画创作学习班。几年来，她参与了澥浦
中心学校农民画传承基地、郑氏十七房澥浦农
民画展示中心的创建。凭借这些平台，如今中
小学生农民画培训班、成人培训班、老年大学
培训班以及农民画大奖赛等多项普及与传承工
作搞得风生水起。澥浦农民画的创作队伍也不
断壮大，现有爱好者150多人，创作骨干20多
人。

随着创作队伍的壮大及创作水平的提高，
澥浦农民画作为镇海区的一个品牌文化形象，
近年来多次走出镇海，走出宁波。澥浦农民画
已多次参加全国农民画展、浙江工艺美术双年
展、宁波美术馆展览；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多
次赴杭州、金华、嘉兴等地参加展示、交流活
动等。

非遗项目如果能与产业接轨，就能成为一
种可持续发展的活态传承。为此，澥浦镇积极
为农民画铺路搭桥，开辟多元化的生存发展空
间。在郑氏十七房景区内有一个农民画及衍生
品展示中心，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竹匾、筛
子、酒瓮等农家生活器具及各类包装袋、包装
盒，展台上摆满了各式靠垫、抱枕、瓷盘等家
居用品。这些器具用品最明显的特征是表面均
印上了具有乡土风情的澥浦农民画。色彩斑斓、
质朴灵动的农民画为器具用品增添了别具匠心
的创意色彩，在提升美学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
它们从生活实用品向工艺品转化的进程。

据蒋勇介绍，从 2015 年成立农民画专业
合作社至今，他们已研发箱包、手机壳、杯子
等 50 多种农民画衍生品，每年带着各类农民
画及衍生品参加义乌的文博会，受到众多外地
客商的青睐。4 月 27 日他们又将赴义乌参展。
虽然目前离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有距离，但
至少外界对澥浦农民画工艺品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在义博会上接到的订单也在逐年增加。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农民画真的能带动澥浦
民俗工艺品、特色旅游纪念品等文创产品实现
产业经济的腾飞，那澥浦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
就有了无限生机。”蒋勇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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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陈 茹

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是比草更小，草的婴
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草婴

一株“小草”
撑起一座翻译文学殿堂
——追记宁波籍著名翻译家草婴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 年出生于
宁波镇海骆驼桥。他的高祖父盛植琯创
办的“盛滋记酿造园”曾盛极一时，产
品销售遍及整个浙东地区。1915 年，
盛滋记酱油与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
一起参加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
览会”。但草婴的祖父没有承袭家业，
而是选择了中医，云游四方，悬壶济
世。草婴的父亲承父衣钵，曾担任宁波
铁路医院院长。少年时代的草婴表现出

恭谨忠厚、心地善良的品格。“九一
八”事变爆发后，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
抗日募捐活动。父亲交给草婴 30 块大
洋，叮嘱他以自己的名义捐献。当年的
宁波《时事公报》以《小学生盛峻峰独
捐 30 金》 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情，引起
社会各界关注。1937年7月，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14 岁的草婴跟随父母迁居
上海，在租界避难。初到上海，草婴进
入雷士德工学院附中学习，这一时期，
草婴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产生了兴
趣。《鲁迅全集》 首次出版时，草婴用
积攒的零花钱购买了一套。《鲁迅全
集》 共 20 卷，前 10 卷是鲁迅的作品，
后 10 卷是他的翻译作品。这是草婴首
次接触翻译文学，他后来曾说，走上翻
译工作的道路是受到鲁迅的影响。

少年草婴

这一时期，草婴对苏俄的文学和社
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决定学习俄
语。1938 年的一天，草婴在报纸上看
到一则教授俄文的广告，便主动找上门
去。从此每周学习一次，每次一块大
洋，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年。后来，草
婴结识了年长他 11 岁的姜椿芳，这是
一位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精通俄语。在
了解到草婴对俄语感兴趣后，姜椿芳对
他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有高人指点，再
加上刻苦努力，草婴的俄语水平突飞猛

进。长期耳濡目染，草婴感到苏俄是充
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他的内心涌起一
个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优秀的
俄文作品翻译过来，传播出去。

1941 年 ， 草 婴 加 盟 中 文 版 《时
代》周刊。该杂志第一时间报道苏联反
法西斯战争的进展，由于刊登的都是进
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斟酌

再三，“草婴”作为笔名代替“盛峻
峰”见诸报端，时年 18 岁的草婴开启
了穷其一生的翻译生涯。1942 年，草
婴文学翻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 《老人》
问世。1945 年，草婴入职塔斯社上海
分社，开始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两年
后，24 岁的草婴与盛天明成婚，步入
婚姻殿堂，两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
理想追求。此后的几年光景，草婴先后
翻译了 《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长篇
小说《幸福》等著作。

结缘俄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掀起学
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草婴
为方便大家学俄语，编撰了《俄文文法
手册》，受到广泛欢迎。20世纪50年代
初期，草婴已然家喻户晓，草婴译本成为
俄罗斯文学的“品牌”。1954 年，华东作
家协会成立，草婴与巴金、罗稷南、傅雷、
满涛、梦海等成为少数几个专业会员，他
们不占国家编制，没有行政级别，没有头
衔，仅靠稿费谋生，被称为“三无”作
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草婴迎来了

他文学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高峰。1954
年，他翻译完成《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
艺师》，次年在 《译文》 上连载，引起
全国热烈反响。草婴当时翻译的主要是
肖洛霍夫的著作，肖洛霍夫在他的著作
中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
和美丽，反映人性的光辉，宣扬了人道主
义精神，引起草婴强烈的共鸣。草婴曾

说，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
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
主义精神。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
义者，而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是托尔斯
泰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继承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
系渐生龃龉，草婴接二连三受到牵连和冲
击。“文革”中，不但翻译工作被迫中断，两
次病痛更令他徘徊于鬼门关前。他曾因胃
出血被迫将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又不幸遭
遇压缩性骨折躺在木板上整整一年。

“三无”翻译家

“文革”结束以后，草婴重操旧
业。他曾说：“我已经年过半百，一生
中十分宝贵的十年被剥夺了。留下的时
间不多，我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做
有意义的事。”他将目标瞄准了列夫·
托尔斯泰的作品，决心将托尔斯泰全集
翻译成中文。谈及为什么选择托尔斯
泰，草婴说：“托尔斯泰说过‘爱和善
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
福’，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追求
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
身。”

他婉拒了出版社“总编”“社长”
的头衔，全身心投入钟爱的翻译事业
中。为了确保译文质量，草婴不追求翻
译速度，每天翻译 1000 字左右。平日
里，他的作息几乎雷打不动，每天五点
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
等妻子去上班了，他就坐在写字台前开
始工作，上午翻译作品，下午整理资
料、看书。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
一部 《战争与和平》 翻译了 6年，书中

有 559 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 559 张小
卡 片 ， 将 书 中 每 个 人 物 的 姓 名 、 身
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
入小说世界，才开始动笔。草婴曾谈
到自己的翻译“工序”：首先反复阅读
原作，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
第二步，逐字逐 句 地 把 原 著 译 成 中
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
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
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他还
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
句 子 ； 之 后 才 会 把 译 稿交付编辑审
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必要的修
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
遍。

1977 年到 1997 年的 20 年间，草婴
翻译了 400万字的托尔斯泰作品，包括
三部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60 多篇中短篇小
说等。1997年8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和

上海远东出版社联手推出 12 卷托尔斯
泰小说系列，为草婴 20 年的艰辛跋涉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04 年 7 月，《托
尔斯泰小说全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
版。

草婴说：“我做了一辈子翻译，并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
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草婴曾获苏联文学最高奖——“高
尔基文学奖”，还获得鲁迅文学翻译彩
虹奖、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
等。俄罗斯人这样评价“草婴”这一名
字：“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
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
灵的深刻理解。”

2015 年 10 月 24 日，长期受病痛困
扰的草婴在华东医院溘然长逝，享年
92岁。

草婴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
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他饱含心血的鸿
篇译著和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是留给
世人的无尽财富。

全力译“托翁”

澥浦农民画爱好者、84 岁的周利富拿着
新画讲解创作经过。 （周建平 摄）

镇海澥浦镇文化站副站长蒋勇介绍该镇农
民画爱好者创作的新作品。 （周建平 摄）

宁波帮博物馆向草婴女儿盛姗姗颁发捐赠证书。 （宁波帮博物馆 供图） 草婴手稿。 （崔小明 摄）

提起“草婴”这个名字，或许今天
的年轻人有些陌生，但要是谈及他翻译
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 等俄罗斯文学巨著，几乎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翻译巨匠是出
生于镇海的杰出的宁波帮人士。他没有
进行过专业的俄语学习，却翻译了 400
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他一辈子没有编
制、没有头衔、没有职称，却用羸弱之躯

撑起了一座翻译文学的殿堂。
今年是草婴先生 95 周年诞辰，3 月

28 日，宁波帮博物馆举办了草婴特别
展，以此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乡
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