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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3－0035－05 

 

叶灵凤笔下的“天方书话” 
 

盖  双 
 

叶灵凤（1905～1975），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

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位文化名人，尽管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也由于他早年

（1938）移居香港，人们（特别是在内地）很少提

到他。后人对他的定位是画家、作家和藏书家，但

后两个身份显然更为人所知。作为作家，他很早就

开始写小说，创办过文学刊物《戈壁》，柳亚子当

年写过 5首七言绝句，每首咏两人，在这 10人中，

叶灵凤和潘汉年为一组，与鲁迅、柔石、郭沫若、

丁玲、胡也频等排列在一起，他在文学界的名气由

此可见一斑。然而自 20世纪 40年代以后，他几乎

不再写小说，开始转向散文、随笔创作，其中绝大

多数是读书随笔，包括本文要谈的 “天方书话”：
《亚剌伯的劳伦斯》、《褒顿与〈天方夜谭〉》、《〈天

方夜谭〉里的中国》和《纪伯伦与梅的情书》等。 
叶灵凤的“历史问题”不是我们要讲的要点，

但既然提到了，也有必要交代几句。关于此问题，

实为两件事：一是当年他骂过鲁迅（其实是对骂），

并被认为是“首先‘图文并谬’地骂过鲁迅”的人；

二是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后，他在日军属下的机构和

日军治下的报社工作过。人们在 1957 年版《鲁迅

全集》中看到有关他的注释是：“叶灵凤，当时虽

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

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这个注释在该书 1981年版

中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

参加创造社。”文化界人士一般都认为这一改动实

际上是一种“平反”（可惜他本人未能活到这一天）。

后来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彻底平反，叶灵凤作为与这

位中共超级地下工作者过从甚密的老朋友身份也

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金

融界大亨胡汉辉，在临终前一年（1984）发表的忆

旧文章中，称自己当年曾受国民党情报部门委派与

在香港的叶灵凤接头并配合叶的工作，更让这位文

化人的真实身份显得扑朔和神秘。 
想来叶灵凤的脑子里是有许多秘闻的，但人们

看不到这方面的任何文字，只知道他后来一直在香

港《星岛日报》工作，业余时间就是买书、读书和

写作，并成为香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写的读书

随笔类文章加起来有 100多万字，其中不少都出过
单行本。1988年三联书店（香港）出版了一个合订

本，书名取自他第一部此类作品的名字，也就是《读

书随笔》，约有 60多万字，当时大概分上、中、下

三集。我读的是 1995年在北京第 5次印刷的版本，

改为一、二、三集，可能是为今后继续出书留下余

地。关于阿拉伯的几篇书话都在第一集中，包括 3

个单行本的作品，即 1936 年在上海出版的《读书

随笔》和分别于 1963年和 1970年在香港出版的《文

艺随笔》和《北窗读书录》。 
叶灵凤笔下第一篇与“天方”沾边的文字，应

是写于上世纪 30年代中期的《亚剌伯的劳伦斯》。

文中简单介绍了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神秘而诡异的

英国人，更重要的是谈到了他那部震惊世界的奇书

《智慧的七柱》。叶灵凤是不是第一个将这部名著

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目前不敢妄断，因为当年中

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对外国名著的介绍还是比较快

的，但至少可以说他的介绍是较早的之一，而且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及时的。正如他在文中所说，

该书“写成后随即在伦敦由私家印行出版，册数和

定价无人确知，仅知印数极少，定价也极贵。在美

国则印了二十部，每部美金二万元，因此一般人不

仅不曾读过这书，连知道封面是怎样的人也很

少。……全书始终不曾公开发卖过，直到去年，劳

伦斯去世后，才第一次以定价美金五元的普及版，

公开给一般的读者。”劳伦斯是在 1935年 5月骑摩
托车疯驰中出车祸身亡的，因此不难推断这篇文字

发表的准确时间是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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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叫人有点难以置信，这样一本曾经风靡西

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也受到极大重视的名著，自

叶灵凤及时加以介绍之后，在 20 世纪的中国大陆

居然没有全译本，倒是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

有了中译本。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看到台湾版的《智

慧七柱》，译者蔡悯生，定价约合人民币 400 元，

真的有点贵。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台

湾版的简体字本，上下两卷，60 多万字，仅售 44

元，普通老百姓总算可以买来读一读了。阿拉伯的

劳伦斯（T.E. Lawrence，1888～1935）到了中国多

少是受了点委屈，虽然丘吉尔对《智慧七柱》评价

甚高，认为“它跻身于英语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中，

在战争与冒险的描述上，无人能超越”。但在《中

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只有那个对中 国人来说 更有名的劳 伦斯

（D.H.Lawrence，1885～1930），即《查特莱夫人

的情人》的作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叶灵凤在文中曾提到这位

劳伦斯“为了经济上的难关，曾采取了这书（指《智

慧七柱》）的材料另写了一部《沙漠中反叛》（Revolt 
in Desert），实只是原书的十分之一而已”，而这部
可算作《智慧七柱》缩写本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年

代可就早了。《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中

有这样的记载： 

“《沙漠革命记》（沙地历险记），劳伦斯（S.T. 
Lawrence ，1885-1930）著，吕叔湘译，成都，兼

声编译社，1943年 4月初版，211页，36开。 

“报告文学。记述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

阿拉伯一带的活动情况。书名原文：Revolution the 
Desert。” 

虽然两个中文书名和英文书名都不完全一致，

但指同一本书是没有疑问的。这段记载中最重要的

信息，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吕叔湘曾

翻译过与阿拉伯相关的著作。可能抗战时期他与那

些著名的中国知识精英们一起撤退到大后方，于是

在二战期间完成了这部关于一战著作的翻译。1983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吕叔湘译文集》，不知

是否收入了这部译作。这段记载中还有一处令人费

解的地方，就是作者的署名和生卒年月。虽然阿拉

伯的劳伦斯在其一些著作上也署过 T.E.Shaw等其

他的名字，但那个生卒年月却无疑属于前文提到的

另一个劳伦斯。后者几乎一生都在《儿子和情人》、

《恋爱中的女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试图揭

示人性的本能，还不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抽空

去了趟阿拉伯大沙漠。这可能是译者搞错了，也可

能是《总书目》的编录者搞错了。 

如果将《智慧七柱》定位在“探险与旅行经典”

上，那么这一类的书是相当多的。西方人特别是英

国人和法国人，两三个世纪以来（甚至更早）到中

东做探奇旅行并写下游记者大有人在。他们留下的

文字和照片已经成为了解和研究近几百年来阿拉

伯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珍贵文献，阿拉伯人对此

非常重视，此类著作很早就被译成了阿语。对于“中

文世界对‘西方探险经典’译介工作并不热衷的原

因”，《智慧七柱》中译本编辑前言的作者将其归结

为中国人或是东方人看了西方人的这类作品会很

不舒服，因为他们所说的蛮荒，有时就是我们的家

乡。“或者是因为透过异文化的眼睛，我们也看到

颓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他的话倒也不尽然，

一是中文世界对西方探险经典的翻译不能说是太

少，早年林译小说中就不乏此类作品，前文所提《沙

漠革命记》亦为一例；二是具体到《智慧七柱》长

期以来未有全译本，恐怕与人们没有把它提升到探

险以外的政治高度有关。直到今天，《智慧七柱》

仍是英国派往中东地区外交官的必读之书，不是让

他们了解什么风土人情，而是要他们深谙劳伦斯的

诸如“阿拉伯人相信的是人，不是组织”之类的经

验之谈。西方人尤其英国人，特别善于从这类作品

中挖掘出一些为自己现实利益服务的东西。比如，

早年殖民印度时，他们几乎都要读《伊本·白图泰

游记》，仅仅是因为书中有几处描述印度国王的片

段。透过这些文字，他们想尽可能地看清当地人的

思维方式，进而更好地与之打交道，或是为了更好

地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收在《文艺随笔》中的《褒顿与〈天方夜谭〉》，

是叶灵凤写得最长的“天方书话”。褒顿指的是非

常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理查·波

顿（1821～1890），我国老一代文人，比如周作人、

黄裳等均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过他。他的《一千零

一夜》英译本素来享有盛名。叶灵凤在该文开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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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许多年来，我就想买一部理查褒顿的《天方

夜谭》英译本，这个愿望一直到最近终于兑现了。 

“本来，我早已有了马斯特根据马尔都路的法

译重译本，这是八巨册的限定本，译文清新流丽，

读起来很方便，应该可以满足了。但是我始终念念

不忘许多人一再提起的褒顿的渊博的注解，以及他

以三十年的精力完成的那完整的译文，总想一见为

快，所以即使早已读过近年印行的褒顿译文的选

本，我仍坚持要买一部十六册的褒顿原刊本。 

“在北窗下，翻开书本，迎着亮光检视每一叶

纸上那个透明的褒顿签字的水印，并不曾看内容，

我的心里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叶灵凤虽然被认为是藏书家，但他始终自称是

一个“爱书家”，他这样的人得到这样一部书的喜

悦，我们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尽管我们看不到每页

纸上那个可爱的水印。叶灵凤是幸运的，因为此书

不是什么人都能买得起，买得起的人也不是什么时

候都能碰得上。中国第一个翻译阿里巴巴故事的周

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一节讲到《天

方夜谭》时曾说： 

“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

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

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释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

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

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

会流行吧。” 

周作人所说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即是指

波顿的选译本，周本人在 1951 年写下的《天方夜

谈》一文中说：“前几年托友人在上海买了一册《现

代丛书》本，根据白敦译文最为可靠，可惜中间一

叠十六页错订缺少。”从他和叶灵凤的话语中，我

们不难看出中国老一代文人中但凡对《一千零一

夜》有点兴趣的，是多么看重波顿的译本。而周提

到的“白敦夫人”之事，是指波顿死后他的夫人将

包括阿拉伯著名性爱典籍《香园》译稿在内的珍贵

文稿焚毁一事。以前只知道她烧了《香园》，看了

叶灵凤的这篇文字，才知她烧掉的还有与《一千零

一夜》有关的许多未及刊行的资料。周作人是爱书

之人，对《天方夜谭》又情有独钟，自然梦想得到

一套波顿本。如果只是阅读，他是可以借来看的，

解放后的北京至少有两套，一套在北图、一套在中

国社科院图书馆。至于民间藏本，肯定是有的。 

这让我想起早就听说的有关波顿《一千零一

夜》全译本在中国的一个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可以

衍生出一篇货真价实的精彩书话，所以其来龙去脉

最好还是等知情人今后为我们一一道来（年前见到

这位知情的阿语界同行前辈曾动员他赶紧写出

来），这里只提一下梗概。大约在文革前夕或初期，

北京的一位人士手中有一套波顿《一千零一夜》16

册全译本，也许是出于对其“安全”的考虑，他希

望捐给某家大图书馆以期得到保护，图书馆方面收

下了书并应允给予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作

为酬谢。但最终结果是，不仅捐赠者未收到钱，而

且书至今也不知去向。要知道此套波顿全译本最特

别之处是上有蒋经国的藏书章！ 

在中国人介绍或提及波顿的文章中，叶灵凤的

这一篇算是比较详尽的。其中对波顿《一千零一夜》

译本出版过程的一段记述，堪称译坛佳话： 

“在整理译稿期间，褒顿忽然从当时文艺刊物

的出版预告上发现另有一部《天方夜谭》的英译本

要出版，出自名翻译家约翰潘尼之笔。褒顿对于自

己的译文很有自信，不想同他竞争，便写信同潘尼

商量，宁愿让潘尼的译本先出版，给他五年的销售

时间，将自己的译本押后至一八八五年春天再出

版。” 

波顿没有食言，果然在 5年后才开始预约发售

自己的译本——真不知今日之英国还有无这样的绅

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爵士，后人对其译作的看法

有时竟大相径庭。记得好多年前自己想看看各种百

科全书究竟是如何提及《天方夜谭》的，发现《简

明大英百科全书》中说“波顿爵士的版本是最著名

的英译本”，而《大美百科全书》中却说“波顿爵

士的著名版本，虽写得生趣盎然，却只是抄袭自莱

恩等人的作品”。花 30多年功夫翻一部书，还主动

让别人先行出版 5年，其“引证的渊博和译文的浩

繁，简直断绝了任何想尝试这工作的后来者的野

心”（叶灵凤语），这样一位大翻译家和大学问家怎

么可能以抄袭为业呢？ 

《褒顿与〈天方夜谭〉》一文中，我最爱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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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文字是： 

“《天方夜谭》的正式译名该是《一千零一夜

的故事》。除了褒顿的译本以外，其他的译本大都

不曾保存这个‘一千零一夜’的形式，但是理查褒

顿却坚持这一点，认为这个形式最为重要。因为书

中那位美丽机智的沙娜查德小姐确是将她的故事

讲了一千零一夜，每逢讲到紧要关头，恰巧天亮了，

她便停住不讲，等到天黑了再讲下去，就这样一连

讲了一千零一夜，一点不折不扣。对于这种形式，

褒顿曾说过一句警句：‘没有一千零一夜，根本也

就没有故事’，因此他对于原文那种‘说到这里，

天就已经亮了，于是沙娜查德就停止说下去’的形

式，坚持保存原状。” 

之所以爱看，是因为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

的感觉。差不多 10 年前，河北少儿出版社准备约

几个人翻译《一千零一夜》，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

不是全本不译，不“分夜”不译。一则选本的意义

实在不大，二则想到中国人翻译此书快 100年了，

读者尚未见到其真面目，于是使命感陡然而生。出

版社答应了，但后来看了部分译稿后他们提出了意

见，认为书中特别是目录中故事名目太少可能会使

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失去兴趣，进而影响经济效益，

要求去掉“分夜”译法，重走故事路线。起初大家

还商量，渐渐就僵了，甚至到了“决裂”的边缘。

之后的周折说来话长，但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按既

定方针办。于是就有了今天王向远教授在其专著

《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中对河北少儿版《一千零

一夜》的如下“评语”： 

“该译本从阿文直译，共八卷，约二百万字，

对少儿不宜的部分略做删节，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译

本。同时它还是我国第一个按《一千零一夜》的原

始的编排结构方式翻译出来的‘分夜本’。” 

旧事重提且带几分窃喜，是觉得当年的死钻牛

角尖换来一个“第一个”，值。不过，说了“英雄

所见略同”，好像要和波顿并驾齐驱似的，索性一

不做二不休，既然他有一个警句，这里不妨也编一

个。鉴于“分夜”这种章回体结构对于文学意义上

的重要性，人们在谈及《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译

介传播时，如果“不提河北少儿，说明你没入门”。

是否有点张狂？不过最近在电视里看了一段刘心

武关于红学的讲座，只听他一会儿说我要写（《红

楼梦》）就这么写，一会儿说我要续就那么续，眼

看犯了张狂之大忌，就见他嘿嘿一笑，说了句我这

里要借用的话：“有道是：青苔花虽小，也学牡丹

开”。 

《〈天方夜谭〉里的中国》一文收入在 1970年

出版的《北窗读书录》中，看标题仿佛是一篇带有

考证性的学术文章，实际上作者还是在谈波顿的

《天方夜谭》，不同的是该文主题始终围绕波顿在

书中对中国所作的注释，这些注释无疑带有学术性

质。不过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身居

香港的叶灵凤对中阿关系与友谊的关注。在简单回

顾了中阿历史上的交往之后，他写道： 

“有名的褒顿爵士的《天方夜谭》译本，在注

释上对于有些故事里提到中国的人情风俗的地方，

都作了极有价值的注解。最近不是时常有人提起陈

列在开罗博物馆里的中国古瓷，这都是在阿联酋境

内发掘出来的。这不是可以用来证明中阿文化交流

历史的久远吗？” 

接下来他列举了几个波顿的注释，这些注释从

纯学术角度讲并没有什么超乎其他欧洲东方学家

的新见解，但叶灵凤将它们集中起来夹引夹议地写

成一篇短文，对一般读者来说，就不仅是有意思，

而且肯定是有意义的了。同时，这篇文字也可让无

缘直接阅读以注释的丰赡而闻名的波顿本的人，从

一个侧面窥视其注释的原貌。波顿的注释挺生动，

善于结合自己的亲知和感受，因为他不仅作为英国

的领事长期工作生活在阿拉伯地区，而且在 1842

年随军赴印度期间曾化装成印度的穆斯林到麦加

朝圣（险些被人识破），据说成了“英国人去谒穆

罕默德墓的第一人”。比如他在《一千零一夜》中

提到某人将自己家中陈列的瓷器全部打烂时加注

释云（引自叶文）：“据说这正是埃及和叙利亚的一

种风俗，他们要在室内六七尺的高处，用格架沿了

墙壁四周，陈列许多精致的中国瓷罐，构成一种极

富丽的墙饰。我在大马士革时曾购买了许多，直到

当地人士懂得了它们的可贵，开始向我索取惊人的

高价。”再比如，当《一千零一夜》的一句诗中提

到“中国影子戏”（皮影）时，他在注释中谈到他

本人在观看阿拉伯人表演影子戏的感受：“那个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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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时常是很猥亵的，拖着一具比自己身体还要长的

阳具来登场，使得在座的领事团人员大感狼狈。” 

叶灵凤以下面的文字作为《〈天方夜谭〉里的

中国》的结尾： 

“《天方夜谭》里提起中国的地方还甚多。因

为自唐朝以来从陆路和水路到过长安和广州的回

教徒，回到中东以后，就带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知

识和传说，因此后来反映在《天方夜谭》这些故事

里的，真实和想象参半，但仍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些

中东的客人口中所留下的美好的印象。 

在辽远时代播下的种子，看来现在正在这些新

生的国土上开花结实了。” 

此外，叶灵凤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还多次谈到

《天方夜谭》。比如在《月天的〈故事海〉》中谈到

有关《天方夜谭》故事来源问题。而在《〈猴爪〉

和三个愿望的故事》中，一半篇幅是在讲《天方夜

谭》里“源出香园”的《三个愿望》的故事。这是

个富有哲理的段子：某男忽得灵感，对老婆说可以

向上天许三个愿望而且肯定能实现。老婆好性事，

就说让老天将你的生殖器变大些吧，结果变得比身

体还大。于是第二个愿望是让那活儿变小，这可不

得了，一下变没了。于是最后一个愿望只能是恢复

原状。叶灵凤说这个故事“有一点像中国《笑林广

记》式的富于讽刺趣味的笑话”。 

关于叶灵凤所写的《纪伯伦与梅的情书》，记

得若干年前我在写有关纪伯伦的文章时曾简略地

提到过。叶的这篇典型的书话作品写得简单明了，

一笔带过纪伯伦的生平后，大部分篇幅用于摘译

“情书”的内容（约计 1200字），当然他也没有忘

记去评价一下两人的关系，尽管这段文字他是从其

他文章中引录的： 

“这简直是有一点难以想象的，一男一女除了

在纸上通信以外，彼此从不相识，也不曾见过面，

会相爱起来。但是艺术家们自有他们自己不同常人

的生活方式，这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伟大的

黎巴嫩女作家梅赛亚德和纪伯伦的情事，就是如

此。” 

《纪伯伦与梅的情书》同样收在《北窗读书录》

中，写作时间当是在 1970 年之前。在中国，以专

文形式介绍纪伯伦与梅的情书而不单单是情事，直

接翻译千余字情书内容奉献给读者而不是蜻蜓点

水般介绍情书的只言片语，叶灵凤是不是第一人，

尚需查证。虽然人在香港，作品的影响面相对小些，

但就整个中国而言，在译介纪、梅情书方面，我们

至少可以说叶灵凤是先行者之一。 

按本文开头所说，人们对叶灵凤的定位是画

家、作家和藏书家，他以后两种身份为我们留下的

“天方书话”，虽篇数不多且篇幅不长，却十分难

得和珍贵，毕竟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的手笔。

不过或许有人会发现，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他的“第

四身份”，即翻译家。好在 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的编纂者没有忘

记他，在“叶灵凤”词条下说他自 1928 年起便翻

译了《新俄短篇小说集》、显克尼兹的《蒙地加罗》、

罗曼·罗兰的《白利与露西》和《九月的玫瑰》等。 

三联书店出版的叶灵凤《读书随笔》的书前有

3 篇纪念文章，在署名宗兰的《叶灵凤的后半生》

一文中，作者不经意间道出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

注意，说叶灵凤“早年写过的小说不再写了；翻译

却有一些，如茨魏格的小说，纪伯伦的小品之类”。

这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叶灵凤笔下不仅有天

方书话，作为翻译家，他还亲自翻译过纪伯伦的作

品。或许正是因为他翻译了“纪伯伦的小品”，才

写出了《纪伯伦与梅的情书》这样的小品文。纪伯

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一直是研究东方文学和中外

文学交流史方面的一个小热点，时下一些相关专著

中皆以专章加以介绍。那么，就请大家今后在翻译

过纪伯伦作品的中国文化名人茅盾、冰心、赵景深

等人的后面，再加上一位吧—— 

他的名字叫叶灵凤。 

 

********************************************************************************* 

 

 

 

 



《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 3期（总第 98期）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