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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内容概要

　　该书是作者的“忏悔录加血泪史（王蒙）”。在书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从国内到海外的极具传奇
色彩的一生,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出逃,又有九死一生的经历,还有悲欢离合的婚恋,反映了近百年来一个
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而非凡的人生旅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最真情最动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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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作者简介

关愚谦，1931年生于广州，在上海长大，现居德国汉堡。“欧人华人学会”理事长，香港《信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50年代读于北京俄语学院，曾担任苏联专家
翻译，反右运动后到青海工作。1962年回京，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文革”期间离开
祖国，由埃及转赴德国，1977年在汉堡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并获得终身教职，著有《苏联东欧风云变
幻录》、《德国万象》、《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等作品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合编德文本《鲁迅选集
》（共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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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精彩短评

1、一滴水又怎能左右河流的方向呢？传奇背后又有多少的悲伤与无奈。
2、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
3、如厕读物，前段很惊险...
4、总是想知道那个初恋露西的后来遭遇，又不禁联想到浪子，或许是在迫不得已的命运安排下才安
定下来的吧
5、自己夸自己
6、关于中国人的德国生活
7、一个人竟然可以无耻到大言不惭的境界
8、这个小老头那天晚上来的时候基本就讲完了整本书的内容。太太确实很温柔 ，觉得小老头有点强
势
9、压根就是一现代武侠~~~~~~~~出逃生离死别的时候/最后回国团聚的时候看的眼泪直
流~~~~~~~~~~~~~~
10、关愚谦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但这传奇的造就却基于一场一场的悲剧。个人在大时代的演变之下如
此渺小，但你有不能不承认，每一个渺小的人生都装满着故事，因而大时代反而显得不真实， 只有一
次次的阴差阳错充满了生活的意味。
11、好复杂的人生经历，看罢不禁陷入沉思。
12、跌宕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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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精彩书评

1、关愚谦，北京人，1931年生于广州，长于上海，曾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后在财政部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工作，1967年出逃。现居德国汉堡。1972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文学博
士学位后，在汉堡大学执教至今。文_河西“仅仅十分钟，”他说，“仅仅十分钟的冲动，就彻底改
变了我的一生。”1968年的夏天，空气中有一种不安的味道。街道上，汹涌的人群发了疯似的对一切
旧事物——包括自己的灵魂——挥舞着双手、皮鞭和榔头。关愚谦，却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
员会”的一间小房间里静静地坐着，有时候，平静比喧嚣更是一种折磨。他被隔离了。反右的时候，
他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到青海—他说那时候的青海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现
在，风雨再次袭来，这一次，较之11年前，看来更为凶猛。两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找到他，说：“小关
，今天我们开‘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所谓“背对背”，就是受批判对象不
参加，造反派先 对材料，然后决定如何来批斗。关愚谦的心立即揪紧了，他想：是不是挨到我了？会
不会把我再次发配到青海？甚至打入监牢？会不会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上面用 ××写着：打倒关愚谦
！“打倒”两个字还是倒的。这是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猜想。在青海五年，苦闷压抑的“流放”生活
，已经让关愚谦感到后怕，这个曾经“怀有一颗火热的心，跟着时代向前进的”的青年，已经隐约预
感到自己将大祸临头。偷护照，易装出逃那一刹那，关愚谦想过自杀。手都伸进了抽屉，去找每次接
待外宾时用的刮胡子刀片，无意中却发现了几本护照。在关愚谦工作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
会”，外宾的各种入境手续、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打开一看，是
日本外宾西 园寺宫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他的心突然一动，他看到了西园寺一晃的照片，和他还
有几分相似。更关键的是，他有两本护照，一本去巴黎，一本去开罗。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手都有
些颤抖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出逃。在此之前的1967年，音乐家马思
聪的“叛逃”是当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冒死带着其
夫人、儿子、女儿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在海内外引起震动。从香港辗转到纽约的马思聪，
在当时公开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
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当时公安部在得知马思聪
出逃后，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
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 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
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而马思聪的出逃，也被定性为“叛国投敌”。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
，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周围的朋友、家人，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上风。经过慌乱和紧张后
，关愚谦变得像一个经验老到的间谍那样，将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民航局，用尽量不露痕迹的口吻说：
“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去开罗？”对方回答：“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
”不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很急。”“不可能。”对方
一口回绝。他决定给对方以压力，说：“这是政治任务，要出国的是西园寺宫一。”挂断电话，他的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长这么大，他没有冒过这样的险。而且，左思右想，他又开始反悔。叛国投敌，
这是什么样的罪啊？这和留下来受到冲击、蹲监狱相比是更为可怕的未来。这时，电话打来：“小关
，请客呀，给你办成了。”没法子，只得硬着头皮去。第二天，瞒着家人，外面穿着蓝制服，里面套
着全副西装。到了，有机场的熟人看到了，喊他：“小关，你来了。”他勉强挤出笑容，打着招呼，
然后一转身，跑进地下室男厕所，换上西装、领带，再戴上口罩和眼镜，活脱脱变了一个人。他走出
男厕所，忐忑着，走到边境警察跟前，把换过照片的护照给他，边境警察对他说，你的护照要登记一
下，等会再给你。然后，他走进外宾休息室里休息。他的耳朵里响过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声音，每一
秒都是可怕的折磨。更可怕的事在等着他，来还他护照的，居然不是刚才那位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熟
识的老刘。天哪，他的心都快炸了，没说的，这一次看来在劫难逃，所有的伪装都将在这一刹那分崩
离析。但是，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老刘走到他面前，说：“这是您的护照吗？”他点头说：
“是。”老刘就把护照给了他，并祝他好运。真的是好运临头，和他这么熟的老刘居然没有认出他，
这也许是眼镜和口罩为他施了魔法，让他彻彻底底变成了另一个人。每当想起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
，关愚谦都觉得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红色中国逃
离出来，失败的概率是百 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机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
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 受了冤屈，
别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为难之处。”开罗蒙难，德国新生关愚谦这段离奇的经历，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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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王蒙称之为一段“荒唐冒险的亡命之旅”。王蒙在关愚谦的自传《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一书
的序言中说，关愚谦的一生，有十几种可能和几十个机会或被处决，或自杀，或堕落，或被利用，他
的经历足以使多数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变成神经病。即使在关愚谦坐上飞机、开始逃亡之旅时，他
的冒险其实并没有结束。在飞机上，他身边坐的是两位捷克商人，不知道是出于信任还是希望得到帮
助的渴望， 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捷克商人决定帮助这个中国可怜的年轻人。飞机一到开罗，
就有一辆车把关愚谦带到城内一座大房子里，他一打听，人家告诉他，这是 苏联大使馆。在“文革”
时期，中国的两大敌人是苏联和美国。寓居苏联大使馆和叛国投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事实上，
苏联大使馆并没有收留他。一位自称“作家” 的人把他安排到了一家旅馆。在那儿，惊魂甫定的关愚
谦感到异常的困倦，他倒头便就昏睡过去，睡醒时，旅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下面有人找。”关愚谦
再次惴惴不安起来，会是谁？我在开罗非亲非故，谁会找我。他下去一看，一个大胡子的埃及人对他
说：“开罗的红卫兵在找你。”全世界都是红色的海洋啊。他不知所措，埃及大胡子说你跟我走吧，
他也就跟着他走了。结果是原本红卫兵要将他押解回中国受审，却意外地把他投进了埃及的“肯那特
”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其间，有国际红十字协会想把他移民到美国，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
美国和苏联都是中国的敌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离开中国只是被逼无奈，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外
参加反对中国的活动，这是他的底线。他想去一些中间国家，可是每一次申请都如石沉大海。最后，
他绝望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他想：罢罢罢，死也死在中国的监狱，他竟然要
求埃及当局送他回中国，不让他回去他就绝食。过了几天，来了一个中校模样的警察，他带来了一个
让关愚谦激动万分的好消息：“现在联邦德国同意你到他们那里去了。”在德国，他获得的第一份工
作是为汉堡的亚洲研究所写书，待遇很优厚。研究所里的格罗斯曼博士请他来写一些“文化大革命”
的事，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个来到德国的中国大陆居民。于是，关愚谦在汉堡租了一
个小房间，在那里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十八年的变迁》。而在国内，关愚谦出逃已经是与马思聪叛
逃相提并论的大事件，他们都成为被凶猛批判的敌人。辗转来到德国的关愚谦，在书写这段离奇的经
历时，也开始他的新生活，并认识了后来的夫人，比他小30岁的海珮春。如今，当年豆蔻年华的海珮
春也早有 了华发，关愚谦镌刻在脸上的皱纹依然记录着那些无法忘记的岁月。去年，三联书店同时推
出他们夫妇的《欧风欧雨》（关愚谦著）和《德国媳妇中国家》（海珮春 著）。“叛国者”归来，又
让中国读者的目光聚焦到这对跨越风风雨雨时代变迁的两口子身上：是怎样的生死流徙，造就了曾经
的悲情欢喜？南都周刊×关愚谦中国垃圾文学很开放没人知道这是“阳谋”南都周刊：你在“文革”
前给很多领导人当翻译，比如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你看到的这些领导人，和我们在电影和图书中
的印象有何不同？关愚谦：我当时是中央财政部的翻译，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和他们老了之后当然不
一样。另外我们当时做翻译，也就是哪一个外国专家来，我来翻译，采访好后他们走我也走，并没有
特别的接触。所以对他们私人的一面，我并不能说了解，也不能信口开河。当然，我对那些副部长级
别的领导就比较熟悉了。南都周刊：当时领导同志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是像宣传说的那么平易近人吗？
关愚谦：确实是那样的，和现在的领导不一样。像那些副部长，和我们这样的小翻译一起打乒乓球啊
、下象棋，部长要耍赖，我们就会揪住他说：“黄部长，你怎么乱走，你在作弊。”南都周刊：搞起
阶级斗争来是不是就不讲情面？关愚谦：那当然了，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一些山沟沟出来的老革命
，看到我是从大上海来的大学生，当然是看不惯了。南都周刊：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你写了大
字报，写的时候没听到什么风声吗？好像党员干部有的知道这是阳谋的。关愚谦：我没有听到什么风
声，我身边很多党员都写了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说的什么“引蛇出洞”、“这
是阳谋不是阴谋”，谁都没有料到。东欧、苏联一样，极其僵化南都周刊：在新近出版的这本《欧风
欧雨》里，你也写了很多有关东欧的随笔，我想了解，在东欧剧变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封闭的东欧是
什么样的？关愚谦：东欧的某些情况比苏联还糟糕，匈牙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是很严酷的。
当然没有到“文革”的程度，我们的“文革”一开始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是把那些
造反的人都扔到监狱里去，蒯大富什么，不都关进去了吗？南都周刊：当时东欧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关愚谦：生活很苦，我1990年到保加利亚，甚至于总统接见我，请我吃饭，除了牛肉什么都没有。
不但是中国苦，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我的书里 也写到，当时苏联人排队，蔚为大观。我觉得
主要还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计划经济大锅饭，人就没有动力，所有的都是国营嘛，吃饱了肚子就完了
，谁有动力？现在 我们农民可以自己种个水果，种个经济作物，过去不行，一种水果就是资产阶级意
识，东欧、苏联也一样，极其僵化。南都周刊：我看到书里写，柏林墙倒的时候你还在那敲。那么两
德统一以后东德的情况如何？关愚谦：那次霍英东也在，我们一起去敲的。两德统一之后东德情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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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不错，发展越来越好。但是情感上还是有一些隔阂，西德有人看不起东德，老说他们“老东老东”。
东德人就比较反感，反击说我们东德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鲁迅与顾彬南都周刊：你怎么会和顾彬一
起来翻译《鲁迅选集》德文版的？关愚谦：顾彬对中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我到德国去之后，就出了
一本书，叫《中国民间故事选集》，我当时已经到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就在那，我与顾 彬认识了
。认识之后，他说他想编一套德文版的《鲁迅选集》，我们就组织了队伍共同翻译了这套《鲁迅选集
》，一共6本。我负责两本，他负责两本，另一位教授 负责两本。南都周刊：翻译鲁迅的作品，你觉
得难吗？在篇目的选择上是怎么考虑的？关愚谦：难，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难理解、最难翻译的
作家。他引用了许多典故，他写作的领域很宽，很多东西你不太了解的话，很难将它准确地翻译出 来
。现在的翻译，很多人没有吃透原文，不了解、不理解原文的背景、引用的文章来源，想当然就翻译
出来，自然会闹很多笑话，或者说看不懂了。《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篇目我们还是主要考虑了文学性
，一般日记我们不选，非文学类的不选，将鲁迅主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翻译成了德文。南都周刊：
鲁迅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作家？关愚谦：可以这样说。而且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我很熟，我
们是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我们当时住在淮海路的淮海浜，我是44号，他是26号。所以我和周令飞现
在也还有联系。南都周刊：顾彬先生之前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的言论不知道你有没有耳闻，
你是否赞同他的看法？关愚谦：我听说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啊。什么《上海宝贝》，那确实是垃
圾！现在我们中国，政治上还不够开放，严肃文学还不够开放，但是这些垃圾文学很开放。但是我也
觉得，顾彬有点极端了。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地方有很大的问题，有些作品很糟糕，但不能完全
否定中国当代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媒体也有责任，他们把顾彬的话摘来后，失去了上下文语境
，很容易得出顾彬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反华之类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就像西方有些媒体，也是
以偏概全来否定中国，我非常讨厌这些西方媒体。可是呢，反过来，很多德国人对中国很友好，不可
一概而论。
2、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作者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副标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的是“一个叛
国者的传奇人生”，现在新版改为“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确实更为贴切一点。说作者
不爱国和懦夫，太偏激了。作为出生在31年，在国家动荡之际成长起来的人，不管家庭背景如何，作
者确实是依靠自己的才智努力走在时代的前列，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然而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关
先生的直来直去的性格必然是会走在风口浪尖上，首当其冲受迫害的人。在那种情况下离开中国，正
如书中所说，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能成功，他成功了，否则不会看到今天这样的讲述。序里说历史护佑
了他，爱国之心护佑了他，他的底线保护了他，他的咬牙奋斗成全了他。这代人的爱国之心是单纯的
，复杂的，深刻的，我不能完全体会但真的理解，这种情绪感染着我，打动着我。那时候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他们都不能逃脱历史洪流带来的命运，但大多是悲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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