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托尔斯泰
,

阿 列 克 谢
·

尼 古 拉 耶维奇

(18 82一 194 5)
,

苏联作家
。

小说《粮食》作

者
。

玲苏辑译

的中国劳动人民见面
。

我将于近期写完长篇小说 《阴暗的早

晨》(
“

三部曲
”
《苦难的历程》的第三部)

。

我

在书中描写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国

内战争
、

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和反革命的被

粉碎
。

读者在这部作品中 可 以 碰 到小说

《粮食》中的一些人物
。

书一出版
,

就寄给

您
。

如能得到您对这部作品的意见
,

我会

非常高兴
。

随信附上小传和照片
。

紧握您的手
,

并致热切的间候
。

阿列克谢
·

托尔斯泰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 日

〔三〕

曹靖华与前苏联作家的通信

阿
·

托尔斯泰
’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

敬佩的曹靖华同志
:

来信收悉
,

至感
。

倘我的作品能在伟

大中国人民争取 自由
、

幸福的新生活的斗

争中起到一点作用
,

我就深感欣慰了
。

感谢您翻译我的作品
,

使之能与广大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 日)

最敬爱的曹靖华同志
:

在我们反法西斯的战争 中
,

您对苏联

人民表示同情
,

我谨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向

您致衷心的谢意
。

在我们连续七周的战斗

中
,

被我们消灭 的疯狂的敌人不下一百个

师
。

我们这次作战不仅是为保卫我们 自己

祖国的 自由与独立
,

而且是为了解放被法

西斯所疯狂破坏的人类的智慧而奋战
。

我

们消灭敌人的意志决不动摇
。

武装的英国

人民与欧洲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同盟坚定了

我们对胜利的信念
。

全欧洲被奴役的人民

都奋起反对强暴
,

他们用新的怠工行动和

游击战争表明了求解放的决心
:

不 自由
,

毋宁死
。

亲爱的中国作家朋友们
,

你们与我们

团结一致
,

这是我们引为欣幸的
。

我们永

远从法西斯血腥统治下解放 出来的日子
,

为期不远了
。

紧握您的手
,

并向您和您的同道的中

国作家们诚恳致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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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

托尔斯泰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

莫斯科

又
:

等九月份我的长篇小说 《阴

暗的早晨》 一出版
,

即刻给您寄去
,

并热切盼望您将这部小说译成中文
。

阿
.

托尔斯泰又及

问候
。

曹靖华上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 日
,

重庆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 日)

敬爱的阿列克谢
·

尼古拉耶维奇
: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 日函收到
,

迟复

为歉
。

我们每天都怀着喜悦的心情
,

阅读有

关红军和苏联人民抗击血腥法西斯的传奇

般英雄事迹的报道
。

苏联红军指战员和苏

联人民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捷报频传
。

苏联已成为全人类捍卫 自由
、

平等与和平

的坚强堡垒
。

苏联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的

英雄事迹与战斗经验
,

对抗击 日本侵略者

的中国人民非常宝贵
。

我欣然接受承担
“

苏

联伟大卫国战争文学丛书
”

的翻译与编辑

工作
。

该
“

丛书
”

宗旨
,

我在已出版的第一

卷《后记》中
,

作了简要说明
。

由于通信困难
,

很难得到
“

丛书
”

所需

的文学作品
,

因此特向您及其他苏联作家

提 出请求
,

如无大困难
,

倘能经常赐寄反

映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英

雄主义的作品 (越经常越好)
,

当不胜感激
。

“

丛书
”

还将收入描述伟大卫国战争的短篇

小说及文学特写
。

寄上已出版的
“

丛书
”

第一卷 《剥去的

面具》及《致青年作家》 两册
,

后者系由我

编译的苏联作家论文集
。

封面中文是
:

(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曹靖华同志
:

我去中亚了
,

很迟才收到您的信和书
,

很抱歉
,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

您希望我们

能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
—

法西斯
,

我坚

信您的这一愿望
,

今年即可实现
。

您在《粮食》中译第一稿丢失之后
,

又

毅然重新翻译
,

使中译本得以与和我们并

肩战取各族人民正义和独立的千百万中国

人民见面
,

这使我深受感动
。

近期我将为该

书写一篇简短序言
,

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

会转给您
。

去年六月
,

我写完了长篇小说 《阴暗

的早晨》
。

小说的头几章是
“三部曲

”
《苦难

的历程》 的继续与结尾
。 “

三 部 曲
”

描写

苏联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国内战

争时期走过的道路
。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

您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

使我很感动
,

我希

望中国读者不仅能读到您 译 的 小 说 《粮

食》
,

而且能读到您译的
“

三部 曲
”
《苦难的

历程》
。 “

三部曲
”
(一卷本) 近期将由国家

文学出版社出版
,

出版后就给您寄去
。

愿您的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
。

紧握您的手
。

阿
·

托尔斯泰

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

《致青年作家》

阿
·

托尔斯泰著

曹靖华译

紧握您的手
,

并向苏联作家们致意
,

唁 电
*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 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转

苏联作家协会暨阿
·

托尔斯泰家属
:

阿
·

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传统的一位

优秀的继承者
,

是苏维埃文化界的一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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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的领港人
。

他的逝世
,

不仅是苏联人民

的一个最重大的损失
,

同时也是全世界反

法西斯的进步人类的一个最重大的损失
。

当此噩耗传来
,

我们谨表示深沉的悲痛
。

阿
·

托尔斯泰的作品很多
,

如短篇小说
、

时

论
,

以及《彼得大帝》
、

《保卫察里津》(原名

《粮食》)
、

《苦难的历程》等长篇小说
,

均已

译成中文
,

并且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

他的名著《保卫察里津》已有两种根据英文

的中译本
。

而第一种根据俄 文 的 全 译本

(曹靖华译)
,

一周前才出版
。

想到阿
·

托

尔斯泰多年来就期待着这一译本的出版
,

而他竟未能亲见
,

这更加深了我们的悲痛

心情
。

曹靖华

戈宝权

二月二十六 日

. 此唁电曾刊于《中苏文化》第16 卷第3期
,

1 945年 4 月出版
。

康
·

费定
‘

(一九 四五年六月 火 日)

尊敬的康斯坦丁
·

亚历山德罗维奇
:

长期未能谋面
,

深为遗憾
。

十四年前
,

我初次拜读您的大作
—

长篇小说 《城与

年》
。

当时极想译出
,

但迫于 环 境
,

未能

如愿
。

一九三三年夏
,

离列宁格勒前夕
,

本想登 门拜访
,

可惜当时您在别墅
。

我久

居列城
,

在列大教书
,

难得一晤
。

我很喜

欢这座城市
,

至今仍怀念它的妩媚
。

我从事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工作已

有多年
,

并担任
“

苏联文学丛书
”

主编
。

《城

与年》 列入苏联作家优秀作品之一
,

并已

由我译成中文
,

来年年底可望出版
。

迟至

今日方给您写信
,

十分抱歉
。

但仍盼您能同

意我们翻译这部小说
。

因连年战乱
,

译文不

周之处
,

尚祈鉴谅
。

我坚信您定会同意我们

翻译
,

并对尊作中译本的出版鼎力相助
。

兹有事相求
:

一
、

恳请为中译本写序
,

请您在序中

谈谈您如何创作这部小说
。

作为一位大作

家
,

文学巨匠
,

您的宝贵创作经验
,

对于

中国作家
、

评论家及读者
,

无疑有很大裨

益
。

我个人尤其喜爱这部小说的结构
。

二
、

极盼赐寄尽可能翔实的小传
。

三
、

极盼赐寄有关《城与年》评介文章

及关于您创作和生平的文章
。

如上述文章

仅有一份
,

祈费神打印副本寄我
。

四
、

为有助于工作顺利进行
,

最后还

希望您能将亚历克舍夫为您的小说所作的

木刻插图尽快寄我
。

早年我有两册精美的

插图本
,

一册留在北平
,

另一册已转赠著

名中国作家鲁迅
。

一九三三年鲁迅还收到

过单本插图
。

我们原计划单出插图并附上

我写的小说《概略》
。

但鲁迅先生生前未及

实现这一计划
。

现在我们极盼出版附有该

插 图的中译本
,

只得求助于您
。

当然
,

这要

耗费您的宝贵时间
,

但无论如何
,

请排除

万难
,

将所需全部资料通过苏联对外文化

协会转我
。

请原谅我冒昧提出许多要求
。

但为使

这部杰作在千千万万新读者中获得更大成

功
,

为使您的作品在国外获得更多的热情

崇拜者
,

望能满足我们的上述要求
。

借此机会
,

谨向您致候
,

并向您为我

们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谢
。

衷心祝您健康
,

创作取得巨大成就
。

曹靖华敬上

一九四五年六月

* 费定
,

康 斯 坦 丁
·

亚 历 山 德 罗维奇
(18 92一197 7) ,

苏联作家
。

小说 《城与

年》的作者
。

(一九匹五年八月二十四 日)

敬爱的靖华先生
;

一 1 9 8 一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日前转来您的信
,

我很愉快地与您相识
,

而且亲自知道了您

的计划 (关于这一层
,

我听说过多少次了
,

就像已经实现了一样)

—
印行您译的《城

与年》
。

这封回信
,

权当在中国翻 译 出版

这部书的许可证吧
。

您的要求
,

我只能办到一部分
。

我将

给这部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文和一篇简要

的 自传
。

这需要一些时间
,

但大概不会超

过两星期
。

暂时只能做到这些了
。

在苏德战争期 间
,

我所收藏的资料全

部丧失了
,

因此
,

论《城与年》的文章
,

以

及一般的关于我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论著
,

搜集起来
,

在我都非常困难
。

这需要到图

书馆去找
,

而且要挑选比较充实的评论文

章也是不可能的
,

因为许多论文都是在国

外发表的
,

俄文的评论文章又多年来分散

发表在各种报刊上
。

这样
,

我就不能满足

您这方面的期望了
。

如果我能找到塔马尔

琴科的那本著作
,

我将很乐 意 把 它 寄给

您
。

那本书的书名大概是 《通往现实主义

之路》
,

比较详细地谈了一九三五 年 前我

所 出的书
。

它也许对您有些用处
。

附亚历克舍夫木刻的《城与年》版本
,

我也没有
。

我本来保存有亚氏木刻的拓片
,

可是 遗憾得很
,

我把它交给一个博物馆去

展览
,

后来就没有收回来
。

美术家亚氏早

已去世了
。

出版这部插图本《城与年》的出

版社 (在列宁格勒)
,

也被德国人炸毁了
。

木刻原版在出版社被炸前就运到喀山一所

印刷学校 (该校并把一部份木刻印行了单

页)
。

总之
,

您看
,

要找到复制品 也 不容

易
。

我有几种《城与年》插图本
,

这些现在

都成了珍本了
。

但我即使能弄到一本来满

足您在中国复制俄国画家插图这个愿望
,

我以为这也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

相反
,

插

图是否可以由中国木刻家来刻呢? 我的作

品有些译本都印着外国人的插图(西班牙
、

捷克斯洛伐克
、

意大利
,

等等)
。

尽管这些

插图欠精确
,

但它们给作品凭添了一种别

致的情趣
,

而这种独特的情趣
,

总是令人

偷快的
。

不过
,

无论如何
,

我尽心竭力去搜求
,

将来如果找不到
,

请您不要认为这是我不

愿帮助您完成您的计划
。

我 把 搜 求 的结

果
,

写信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转给您
,

序

文和作者自传
,

也将在近期由苏联对外文

化协会转奉
。

康
.

费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

莫斯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 日)

尊敬的康斯坦丁
·

费定
:

顷接八月二十四日大札
,

至慰
。

对于

我所提各项要求
,

蒙您热情周详地一一作

答
,

感激不尽
。

《城与年》的翻译工作已近

尾声
,

译毕拟交沪出版
。

现向您再提一点新要求
。

因新书扉页

拟附作者像
,

故急需您的近照一帧
,

恳请

赐寄
。

蒙应允为《城与年》中译本撰写序文及

自传
,

亦盼尽早见寄
。

此外
,

望赐寄能搜

集到的有关该书的评论
。

如期刊或书籍仅

有一份
,

祈费神将文章打字寄来
。

请原谅

我们的苛求
,

因中国国内找 不 到 任 何材

料
。

而所需之材料又大大有助于大作中译

本首次面世获得成功
。

我对获得画家亚历克舍夫插图仍抱有

希望
。

我原有两套插图拓片分别留在上海

和北平
。

我已函询该图是否还在
,

尚未见

复
。

是否完好无损
,

容以后函告
。

望不久

能将上海出版的尊著中译本寄您
。

祝您健康如意
。

曹靖华敬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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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七 日)

敬佩的靖华先生
:

您要的关于印行尊译 《城与年》 的材

料
,

迟延之处
,

请您原谅
。

两次旅行
—一次到南俄及一次特别久的 出国

—
把我

早已开始的自传中断了
,

我现在才把它写

7 ‘ 0

我把它寄给您
,

文中广泛叙述到 《城

与年》的创作经过
,

我希望它能代替《我怎

样写<城与年>》这篇序言
。

并附上一张我

的照片
。

你托我找亚历克舍夫的插画
,

很可惜

我没有办到
:

我不但找不到他的手拓木刻
,

甚至连插着这木刻的《城与年》精装本也找

不到
—

旧书商对这也束手无策了
。

、

关于评论我的文章
,

也搜集不到
。

我

已函告过
,

我的收藏在战时全部丢失了
。

连塔马尔琴科写的论物的一本专著
,

我也

没有找到
。

尽管事与愿违
,

我还是请您在 《城与

年》中译本中
,

只附我的自传
、

照片
,

如您

认为需要
,

可附以译者名义写的序文
。

祝您成功
、

健康
、

平安
。

康
·

费定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 日
,

莫斯科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 三 日)

尊敬的靖华先生
:

感谢您的八月来信
。

得知《城与年》的

翻译工作即将结束
,

您还幸运地找到我在

莫斯科都遍寻不得的亚历克舍夫的木刻
,

我非常高兴
。

复制鲁迅亲笔题写的说明
,

将为小说增色
,

谅不久即可出版了吧
。

我很高兴收到这部译本
,

希望一有机

会就把它寄给我
。

同时
,

随信附奉一部新出版的拙著长

篇《初欢》
。

这是
“三部曲

”

的第一部
。

我现在

正在写第二部《不平凡的夏天》
,

将从一九

四七年第一期《新世界》杂志上开始连载
。

祝安好
。

康
·

费定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
,

莫斯科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

尊敬的费定先生
:

自传及照片收到
,

至感
。

我有幸找到了亚历克舍夫插图拓片及

鲁迅亲笔为该插图写的说明
,

这些将全部

收入书中
。

《城与年》译稿已付梓
,

将于年底出书
,

一挨出版
,

当即邮奉
。

曹靖华敬上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 日

(一九五 O 年一月十九 日)

敬佩的靖华先生
:

寄上刚刚在《文学报》上发表的评论文

章《苏联文学在中国》
,

文中几次提到您的

名字
,

并指出您作为向新中国读者介绍苏

联文学的传播者
,

您的工作起了卓越的作

用
。

对您的功绩给予这样的评价
,

使我深

感欣慰
。

而且
,

正是您翻译了拙著 《城与

年》
,

正是由子您的努力
,

杰出作家鲁迅为

插图题写的说明才得以复制出版
,

这些都

使我深感欣慰
。

祝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

康
·

费定

一九五 O 年一月十九日

(一九五 O 年六月一 日)

尊敬的康斯坦丁
·

亚历山德罗维奇
:

一月十九 日函及《文学报》剪报 (《苏联

文学在中国》一文)均收到
,

至感
。

因事未

一 200 -



能立即画谢
。

赴湖南 出席人代会及其它事

务耗去数月时间
。

信虽迟复
,

但对您时在

念 中
,

尤为怀念的是与您及您的家人在莫

斯科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

随信奉上再版《城与年》中译本一册及

英文版 《人民中国》 杂志一册
,

内有拙作

《苏联文学在中国》一文
。

《初欢》一书正由小女曹苏 玲译 成 中

文
。

她不久前刚译完潘诺娃的《旅伴》
。
《初

欢》 据英译本译出
,

由我根据俄文原本校

订
。

《不平凡的夏天》则由我根据俄文本译

出
。

¹ 上述两书均收入我受中央文化 部 委

托主编的
“

苏联文学丛书
” 。

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如下请求
:

一
、

您才华盖世
,

在 中国读者中享有

盛誉
,

能否拨冗为 《城与年》
、

《初欢》 及

《不平凡的夏天》中译本撰写序文? 并盼您

在序文中谈谈您的创作生活
。

您的创作经

验对中国读者及文艺工作者至为重要
,

他

们将您视为杰出的苏联文学巨匠及在我国

享有盛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代 表 者 之

二
、

不知您是否有《初欢》及 《不平凡

的夏天》 两书的插图 ? 我有国家文学出版

社 一九四八年版叶尔莫拉耶夫插图的 《初

欢》两册及一九四九年版 《不平凡的夏天》

一册
,

这是蒙您寄赠的
。

三
、

能否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寄来
,

这

些文章对中国文坛将大有帮助
。

大作
“

三部曲
”

第三卷º 问世时
,

极盼

赐寄
。

致深切的敬意
,

并向令爱致候
。

曹靖华敬上

一九五 O 年六月一 日
,

北京

《初欢》一书只译成大半
,

因上海已另有

译本先期出版而辍笔
。

《不平凡的夏天》

则因曹靖华公务缠身
,

未生动手
。

指《簧火》
。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 日)

敬爱的曹靖华先生
:

我也迟复了
,

请您原谅
。

感谢您寄赠《城与年》中译本第二版
。

遗憾的是刊登 《苏联文学在中国》 一文的

《人民中国》杂志
,

我未收到
。

我迟迟没有复信
,

并非出于墉懒
。

我在

等
“

三部曲
”

的俄文本及英译本出版
。

我想

这将对您和令爱苏玲翻译《初欢》及 《不平

凡的夏天》的工作
,

或许有所帮助
。

专家们

对两部小说的英译反映不错
。

这个英译本

对您根据原文进行校订工作也会有帮助
。

这两个版本都有插图
,

这 也就满足了

您出版中译本需要插图的愿望
。

我无法寄

去插图原件
,

但书中复制的质量很好
。

至

少比您手头已有的叶尔莫拉耶夫的插图本

印得好
。

如果你们准备出版插图本
,

我很

难确定究竟用哪位画家的作品好
。

有几幅

克利亚奇科画得好
,

有几幅则卡尔片科画

得好
,

而两人的插图又都有不足之处
。

我寄俄文本及英译本给您
,

还有 另外

一个目的
,

也就是答复您要我为
“

三部曲
”

写序的事
。

英译本中的简短序言
,

也许您

可以引用
。

如果要我现在重新写序
,

那就

要误事了
。

您所需的材料将由莫斯科寄出
。

至于《城与年》的序文
,

我把我为国家

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
“

选集
”

所写的长序给

您寄去
。

如果您觉得序太 长
,

您 可 以 从
“

选集
”

的
“

自传
”

中节录谈及《城与年》的部

份
。

请原谅我现在不能满足您要我在序文

中谈
“

三部曲
”

创作经过的要求
。

应您的请求
,

寄上最大的几家报刊上

有关我的这两部长篇的评论文章
,

总共六

篇
。

我向您推荐布赖宁娜写的《康
·

费定》
,

这是关于我的一部较全面 的论述
。

当然
,

新作出版
,

我会寄给您的
,

决不

一 20 1一



会忘记 ! 遗憾的是小说还远远没有写完
。

百事缠身
,

使我不能专心致志去搞写作
。

小女深感您的关怀
,

并衷 心 向 您致

候
。

请代候令爱苏玲
。

康
·

费定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 日
,

莫斯科

附奉
:

1
、

《初欢》; 2
、

《不平凡的夏夭》; 3
、

布赖宁娜
:
《康斯坦丁

·

费定》
; 4

、

5
、

6
、

《初欢》
、

《不平凡的夏天》英译本

各三册
; 7

、

《真理报》
、

《文化生活报》
、

《消息报》
、

《共青真理报》
、

《文学报》
、

《列宁格勒真理报》剪报六份 ; 8
、

《<城

与年>作者序》手稿一份
。

向您致候
,

现寄上勘误一页
,

便于您

补入我的书中
。

给您送书时
,

未及将勘误

一并附上
,

只得在此向您致歉
。

我高兴地回想到我们在莫 斯 科 的 聚

会
,

只可惜这些聚会太短暂
。

小女嘱我向

您致候
。

谅您已安然飞抵北京
,

祝 您 身 体 健

康
,

您大概又重新带领广大师生为加强伟

大中国与俄苏文学的牢固联系 而 辛 勤 工

作
,

愿您在这一高尚事业中
,

不断取得新

成就 !

紧握您的手 !

康
·

费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 日
,

莫斯科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 日 )

敬爱的靖华老友
:

欢迎您来到莫斯科 !

您给我来过电话后
,

我即刻找到您下

榻的地方
,

并于六 日午后十二时十五分来

到乌克兰饭店
,

遗憾的是您不在
。

星期三我将 出席在莫大举行的大会闭

幕式
,

希望能在会上与您会面
。

但无论我们在会上见面与否
,

我都希

望您能于本月十一 日午后五时光临拉夫鲁

申斯基巷舍下茶叙
。

我们将恭候您的光临
。

与您见面
,

我将感到无尚欣慰 !

小女向您致候
,

她也怀着同样的心情

恭候大驾光临
。

紧握您的手
,

并祝您身体健康
,

诸事顺遂
。

康
·

费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 日
,

莫斯科

我四日才由德国回国
,

因此没有

赶上 出席大会的开幕式
。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敬爱的曹同志
,

我的朋友和同行
:

热烈欢迎您来到莫斯科
。

我和小女拟

邀请您于明 日 (六月二十三 日
,

星期二)午

后五时光临拉夫鲁申斯基巷舍下茶叙
。

能再次在舍下与您聚谈
,

甚感欣慰
。

您若邀请两三位您的同行与您同来
,

我们

也热烈欢迎
。

明天见
,

亲爱的朋友
。

康
·

费定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二 日
,

莫斯科

尼
·

费定娜
’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 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 日 )

敬爱的靖华
,

我的朋友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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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尼娜
·

费定娜
:

您好 !

想必您还记得我
。

我是曹靖华
。

我已

入暮年
,

今年八十有七
。

近年来健康状况

不佳
,

长期住院
。

我很想念你们
,

常常回忆

和你们共 同度过的时光
。

令尊去世多年
,

但他活在我们心中
,

活在广大读者心中
。

五十年代我多次去莫斯科
,

每次均到



府上拜访
,

并与令尊合影留念
。

遗憾的是

这些照片均已散失
。

您如能找到这些珍贵

照片
,

恳请翻拍一份寄我
,

至为感盼
。

衷心祝愿您幸福!

现托我校教师带上女儿苏玲送给您的

玩具筹毛狗一只
,

请笑纳
。

曹靖华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 日

费定娜
,

尼娜
·

康斯坦 丁 诺 夫 娜 (19

22一)
,

作家费定之女
,

新版《费定十二

卷集》编者
。

列
.

艾德林
’

夫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

尊敬的艾德林夫人
:

人虽去
,

但著作和友情永 留人间
。

望保重
,

并向您祝贺新年
。

附奉在舍下所拍合影
,

留作纪念
。

祝好
。

曹靖华敬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一 日

新版剧本及其他图书
。

您需要的图书资料
,

我们没有找到
,

很抱歉
。

我们 当尽快为您办成
。

《文学手册》 尚未出版
,

估计年 内可

出
。

一俊出版
,

当邮奉不误
。

您需要的作家小传
,

我们已约人写
,

写好当即邮奉
。

您给作家卡达耶夫
、

绥拉菲摩维奇及

阿
·

托尔斯泰的信
,

我们已分别转交
。

随

信附上绥拉菲摩维奇给您的复信
。

一九四三年度报刊我们已为您代订
,

请您向驻重庆全权代表索取
。

祝好
。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主任

扬切夫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 扬切夫
,

当时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

部主任
。

* 艾德林
,

列夫
·

扎尔曼诺维奇 (1909 一

19 85 )
,

苏联文艺理论家
、

翻译家
、

教授
。

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
、

中国戏剧
、

中国

古典诗词
。

1 985年10 月艾德林访华时
,

曾于 1 3 日前往曹寓拜访 曹 靖 华
。

回国

后
,

碎于 10 月 28 日病逝
。

扬切夫
’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尊敬的曹靖华先生
:

收到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及十二月

五 日给克梅诺夫的信
。

您在信 中要求给您

寄图书资料
,

并告知给我们寄出新出版的

中译本
。

书我们已经收到了
,

非常感谢您
。

现遵照您寄来的书单
,

寄上一批苏联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敬佩的曹靖华同志
:

我们受作家瓦连京
·

卡达 耶 夫 的 委

托
,

代表他
,

并代表其他苏联作家
,

向您

致以热烈的
、

兄弟般的谢忱
,

感谢您来信

祝贺苏维埃政权建立二十五周年
。

卡达耶夫在中国受到欢迎
,

他的作品

能与中国人民
、

中国青年见面
,

他感到特

别高兴
。

大量的 日常事务和上前线
,

使他

难于满足您的要求
,

为您写序
。

他说
,

一旦

他能抽出几天时间
,

他会写好
,

给您寄去
。

他正在写一部新的中篇
,

一埃写完
,

当即邮奉
。

您给瓦连京
·

卡达耶夫的信
,

可由莫

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转交
。

祝好
。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主任

扬切夫

一九四三年五月廿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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