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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和书讯

经典名著岂能如此翻译？
———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0112 年译本

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411421）

- - 几年前参观国际书展，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展

台处遇到该社参展的一位女同志，交谈中她告诉我：

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与俄罗斯的科学出版社签署协

议，直接由俄文新版翻译出版朗道、栗夫席兹的名著

《理论物理学教程》全套中文版& 为此我颇感兴奋，

因为朗道、栗夫席兹这套理论物理学巨著的中文版

从来没有出齐过4）& 何况这套历经 54 年才最后完

成0）的被誉为“理论物理学百科全书”的教程，至今

仍在由朗道学派的后人不断修改、增补和更新& 用中

文出版新版全套 41 卷，显然会惠及学习物理特别是

学习理论物理的中国学生& 兴奋之余，我也有些担

心，出版社如果找不对合适的翻译者，会把这套名著

糟踏了& 记得我对这位女同志说了我的担心，特别希

望他们能谨慎选择译者，做好校对，并向她提供了徐

锡申先生已经译出《物理动理学》一卷的信息&

4）- 就我所知，这套书的中译本一共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过 3 卷，

分别是《力学》（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四年级中国留学生译）；《 场

论》（任朗、袁炳南译）；《 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 严肃

译）；《统计物理学》（ 杨训铠等译）；《 连续介质力学》（ 彭旭麟

译）；《连续介质电动力学》（周奇译）& 这 3 卷书相当于现在的 6

卷，因为作者后来把《连续介质力学》一分为二成新版本的《 流

体力学》和《弹性理论》两卷& 仿佛记得《 量子电动力学》、《 流体

力学》42/1 年代后也出过中译本，但记不得出版社和译者了&

0）- 这套教程最早出版的一卷是英国牛津出版社 42./ 年出版的

《统计物理学》英文版（7& 8!9:,;:<= 译），最后完成的一卷是

4262 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物理动理学》，中间历经 54 年&

相信与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郝柏林同志去

年 2 月在《物理》发表的《朗道百年》在全面介绍并

评价这套教程后，说过：“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着手

组织，从俄文原著全套重新翻译出版& 希望这件能促

进我国理论物理教育事业的好事能善始善终& ”［4］

从 0116 年开始，高等教育社相继出版了这套新

译本中的 > 卷，分别为《力学》（0116 年 5 月，李俊峰

译）；《物理动理学》（011/ 年 4 月，徐锡申、徐春华、

黄京民译）；《 统计物理学 ??（ 凝聚态理论）》（011/
年 6 月，王锡绂译）；《 量子力学（ 非相对论理论）》

（011/ 年 41 月，严肃译，喀兴林校）；《 弹性理论》

（0112 年 . 月，曹富新译）& 十卷之工已毕其半，按理

应当高兴并向出版社表示祝贺，但是我却高兴不起

来，反而有些失望甚至愤怒& 原因出在今年出版的

《弹性理论》中译本，这个译本的出版竟然应验了我

最不愿意看到的“糟踏名著”的担心&
今年 5 月出差时在上海书城首先看到了这个译

本，照例翻开读了一下序言，读后令我大惊，栗夫席

兹竟然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感谢了一大帮人，其中

不乏“女士”，感谢的原因是“ 他们对本书的计算工

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0］& 我有这本书的俄文

第四版，回京后赶快买了一本中译本对照了一下，得

出的结论是，译者俄文程度太差，中文水平也不高，

这个译本是一个明显的滥译本&

4- 令人啼笑皆非的序言译文

先从序言的翻译说起& 在该书俄文第四版的序

言最后一段里，@& 栗夫席兹写到：“! "#$% &’()* (
+$#,- ./ & .-012$1034$&#56 78$9(47#5 :& ;&
!$-$’*<0 ，!& =& :*4).7320，!& =& >41*.$90，;&
>& ?0@0，A& B& ?$&,’*C0，!& !& =,.,1,’0 * !&
D& E*4,,’0，&1,-0’F*+ 3(1 8$-,)4/+ )09,C04*%，

7C#,44/+ ’ 30.$#, 401 <4*2$%& ”直译过来，这段话

应当是：“为此我想以感激的心情提到 :& ;& 沃罗维

克，!& =& 金兹堡，!& =& 因杰玻姆，;& >& 卡茨，A&
B& 科谢维奇，!& !& 列别杰夫和 !& D& 米涅也夫，作

者准备书稿时考虑了他们一系列有益的建议& ”然

而文献［0］的译者却把这段话译成了“说到这里，我

由衷的感谢 :& ;& 沃劳维卡（!$-$’*<0），!& =& 根兹

布拉伽（ :*4).7320），!& =& 依捷包马（>41*.$90），

;& >& 卡兹（?0@），A& B& 考协尼洽（?$&,4*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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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别捷娃（"#$#%#&’）和 !- (- 米尼叶娃（!- (-
)*+*#&’），他们对于本书的计算工作提出了许多有

益的建议- ”

除去把 4、5 两位被感谢者姓拼错之外，这里译

者因缺乏俄语语法知识，造成译文的两个大错- 第一

个错误，译者竟然不知道俄文阳性有生命名词的第

四格词尾有变化，在译文中，除了 61, 以外，在所有

被感谢者的姓后面都继续保留第四格的词尾“ 1”，

于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金兹堡变成了

谁也不知道的“根兹布拉伽”，最后的两位被感谢人

更被译者作了“ 变性手术”，由男变女，实在骇人听

闻- 译者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竟然不懂俄文被动形动

词的用法，于是把“ 作者准备书稿时考虑了他们一

系列有益的建议”译成“ 他们对于本书的计算工作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弹性理论》是理论物理

教程 7% 卷中次薄的书（ 最薄的是《 力学》），俄文原

版不过区区 $8’ 页，里面也没有多少复杂的计算，素

来以数学计算纯熟著称的朗道学派代表人物栗夫席

兹，竟然要感谢这么多人对这本书里的“ 计算工作

提出了许多有益意见”，实在是匪夷所思- 原来是译

者对原文中“-./#++01”（ 被考虑了的）一词的含义

和它在句子里的语法关系完全没有搞懂，因此译错-
就是在这篇短短不到 $% 行的俄文序言翻译中，

译者还犯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错- 曹译本第四

版序言第三段最后两行的译文为：“因此，以后在本

教程的编排中，无论是讲述流体力学还是固体弹性

理论，都将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 ”流体力学和

弹性理论本身就是连续介质力学的两个部分，讲述

它们时又如何“ 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呢？看

一 看 栗 夫 席 兹 的 原 文，写 的 是：“ (23/24-
56#%7/’&89#/79 ,#8#722$6’:+04 6’75282;*/< #=
*:82;#+*9 & %’++24 >-67# 5278# *:82;#+*9 >’>
?*%62%*+’4*>* /’> * /#26* -56-?27/* /&#6%01
/#8- ”

原来，栗夫席兹这里讲的是第四版新加的一章

“液晶力学”在书中的位置如何安排的问题- 这段话

直译过来，应当是：“ 因此，把这一章的叙述安排在

本教程讲述完流体力学和固体弹性理论之后，看来

是合理的”- 这里栗夫席兹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连续

介质力学”，也没有说到“本教程今后的编排”，更没

有提到“都将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不知道译

者为何要杜撰这几句严重误导读者的话？想来，首

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译者的俄文水平不高- 但无论水

平如何不高，总不能杜撰作者根本没有说过的话-

$! 误译连篇的正文译文

序言译成这样，正文翻译又会如何呢？本人耐

着性子翻看了十几节，实在不愿意再读下去- 因为正

文中依然是误译连篇，杜撰多有- 译者不仅俄文不

好，中文表达力也差，译文读来生涩、难懂- 为证明这

个评价，举 7% 个典型的例子- 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

将这篇书评评论的文献［$］简称为“曹译本”- 为了

证明译文的错误，有时不得不引用俄文原文- 考虑到

读 者 大 多 不 懂 俄 文 而 懂 英 文，在 引 文 后 以

（［"］!! : !! : !! : !!）标注相应引文在该书英文第

三版（文献［"］）中的页码、段、起始行和终止行，以

利读者理解原文含义-

（7）! 曹译本第 4 页第一段的译文：“这里必须

作如下的说明：如果在物体形变时伴随有宏大的电

场出现，则前面的论断就不正确了- ”用“宏大”形容

电场，闻所未闻- 一查原文，原来与“宏大”对应的俄

文字是“4’>627>25*.#7>*1”（ 宏观的），译者把“ 宏

观电场”译成“宏大的电场”了-

（$）! 曹译本第 # 页第二段译文：“ 如果张量

!!"的反称部分（即式（$- "）中体积分内的被积函数

表达式）不仅等于零，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散度，亦

即，如果⋯⋯，则提供的物理条件（把张量 #!"表示

为只是个沿表面的积分）将被满足- ”这样一句逻辑

不通的话，不知道何人能够读懂- 某个量“ 不仅为

零”，而且“还是一个全散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翻看原文，人家说的是：“所设物理条件（张量 #!"仅

表示为面积分）不仅当张量 !!" 的反称部分（ 即式

（$- "）中体积分内的被积函数表达式）等于零时能

满足，而且当张量 !!"的反称部分能表示为某一完全

散度时，亦即⋯⋯，也能满足- ”（［"］5 : $ : $ : 5）一句

很清楚的话，被译得完全不知所云-

（"）! 曹译本 7$5 页第一段图 $$ 中，译者加了另

外一幅图，与原有的图并列- 为此还特别加了一个译

者注，说“在俄文原版中，图 $$ 只有图（1），图（;）是

为了便于阅读由译者加的- 图（1）可以看作是晶体的

晶格结构图，图（;）是发生了位错的晶格结构图- ”我

手头就有《弹性理论》第三、四两个版的俄文书，在这

两本书里相应图都是译者所说的图（;），即刃型位错

图，说原著中只有“可以看作是晶体的晶格结构图”的

图（1），显然是滑稽的- 原书作者画图解释位错，却画

了一幅“晶体的晶格结构图”，岂非笑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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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译本 561 页第一段第三行起，译文为：

“对 !" 的积分是发散的对数& 在实际问题中，将它在

某长度 #（样品尺寸的数量级）以上和在距离 $（分

子尺度的数量级）以下部分截去，这里宏观理论不

再适用& ”宏观理论究竟在哪里“ 不再适用”？是在

# 以上还是在 $ 以下，或者是对二者都不适用？译

文给出一笔糊涂帐&
从原文将这段话直译过来，是：“对 !" 的积分是

对数发散的& 在实际问题中要作截断处理，向上将积

分在样品尺寸量级的长度 # 处截断，向下将积分在

宏观理论不再适用的分子尺度量级的距离 $ 处截

断& ”这样一段逻辑性很强的文字，曹译本竟然译出

歧义，可见译者的文字水平&

（7）- 曹译本第 52/ 页第三、第四段相当鲜明

地体现了译者的译文风格，这里全文抄录如下：

“至此，对于所论述的内容应作如下很重要的

说明& 沿着物体体积存在具有非恒定密度函数的结

构，设想由于热涨落在物体小区域内引起的位移是

足够小的& 但是，对于具有 ! % !（ &）的结构，在物体

尺寸增大时这些涨落的位移将无限的增长（参见第

五卷，第 5.6 节）& 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在自身尺

寸无限的介质内不可能存在一维的周期结构& 但是，

实际上，由于物体尺寸增大时涨落增长的缓慢性

（按对数），这一说法的意义只是个极端的假定& 估

计（利用已知近晶相型材料参数值）显示，实际上可

能导致一维周期结构破坏的只是不能实现的极大尺

寸& 因此，在任何提出的实际问题中，!（ &）的结构是

能实现的& ”

“同时，我们着重指出，由破坏 !（ &）结构的涨落

（亦即变为 ! % ’()*+& ），决不能使介质变为普通的流

体& 其根本上的区别在于在空间不同点上密度涨落

的相关函数的性质：〈"!（ "-5 ）"!（ "-0 ）〉& 在普通流体

中，这个函数是各向同性的，并且，当 8 9" 8-0 : 8-5"
-; 时，按照指数规律减小（参见第五卷，553 节）&
而在有 ! % !（ &）的体系中，相关函数仍然（当体系的

尺寸增加时）是各向异性的，并且，当 "-, 时，只是

缓慢的按照幂函数规律减小，而且比温度下降的还

慢（见第五卷，5./ 节）& ”

很难相信哪位读者能读懂并理解译者的这两段

译文& 两段文字中画线部分的译文完全错误.），或逻

辑混乱，或因果倒置& 这样的译文，恐怕译者本人也

读不懂吧！

（3）- 类似于以上逻辑混乱、令人莫名其妙的错

译，曹译本中比比皆是& 再看一下曹译本第 536 页第

一段第 3 行起头的一段话：“由于这个原因，向列相的

等温和绝热模型彼此是相符的（这恰似各向同性固体

剪切模量所出现的那样，见第 3 节）& 这些讨论也可以

按某些另外的方式简短地表述：在没有线性项时，弹

性能（.3& 5）的平方项是对未形变物体热力学量的第

一次“小修正”，由于是“小增量理论”（参见第五卷，

第 57 节），当表达式用相应的热力学变量（温度或

熵）表示的时候，它对自由能和内能是一样的& ”译文

中出现了几个谁也不懂的“新术语”：什么是向列相

液晶的“等温模型”和“绝热模型”？什么是“小增量

.）- 笔者试着将这两段按原文译出，请读者与曹译文比较：

“沿着物体体积纵向存在非恒定密度函数结构的前提条件是，

热涨落在物体小区域内引起的位移足够小& 然而对于具有 ! %

!（ &）的结构，这些涨落位移将随物体尺寸的增大而无限增长

（见第五卷 5.6 节）& 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在无限介质内不可能

存在一维周期结构& 但实际上，因为物体尺寸变大时涨落增长

得缓慢（以对数方式），这一论断的含义是有条件的& 利用已知

近晶相材料参数值所作的估计表明，只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极

大尺寸下，才可能导致一维周期结构的破坏& 因此在任何实际

问题中，!（ &）的结构都是能实现的& ”（［.］56. < . < 5 < 55）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当介质的 !（ &）结构受到涨落破坏变

为 ! % ’()*+- 时，介质也决不会变为普通的流体& 液晶介质与普

通流体的根本区别体现在空间不同点上密度涨落的相关函数

〈"!（ "-5 ）"!（ "-0 ）〉的性质上& 在普通流体中，这个函数是各向同

性的，且当 " %" "-0 . "-5"-, 时按照指数规律衰减（参见第五

卷 553 节）& 而在具有 ! % !（ &）结构的体系中，当体系尺寸增大

时，相关函数仍然是各向异性的，当 "-, 时，则缓慢地按幂函

数规律衰减，而且温度越低，衰减得越慢（ 见第五卷 5./ 节）& ”

（［.］56. < 4 < 5 < /）

4）- 这 段 话 的 原 文 为：“ !" #$"% &’()(*+ (,"$+’-()+./(+ (

01(020$()+./(+ -"134( *+-0$(/0 ."5&010+$ 1’36 . 1’360
（&"1"2*" $"-3， /0/ #$" (-++$ -+.$" 147 -"1347 .1(60

(,"$’"&*"6" $5+’$"6" $+40 : = 3& ）8$( ’0..391+*(7 -"9*"

.:"’-(’"50$; ( *+./"4;/" (*0)+：5 "$.3$.$5(+ 4(*+%*"6"

)4+*0 /501’0$()+./07 3&’3607 #*+’6(7（.3，5）747+$.7 &+’5"%
《 -04"% &"&’05/"% 》 / $+’-"1(*0-()+./(- 5+4()(*0-

*+1+:"’-(’"50**"6" $+40， 5 .(43 《 $+"’+-< " -04<=

1"205/0= 》（ .-& >， = 57 ）， 2313)( 5<’09+*0 )+’+,

.""$5+$.$53>?(+ $+’-"1(*0-()+./(+ &+’+-+**<+
（$+-&+’0$3’3 (4( #*$’"&(>），"*0 "1*0/"50 147 .5"2"1*"%

#*+’6(( ( 147 5*3$’+**+% #*+’6((& ”（［.］546 < . < 2 < 53）

理论”？按照译者的提示，笔者仔细查阅了《 弹性理

论》的第 3 节和教程第五卷《 统计物理 ?》的第 57
节& 查阅的结果是所提章节既没有“等温模型”又没

有“绝热模型”，更没有“小增量理论”& 根据原文4），

这段文字的直译应是：“由于这个原因，向列相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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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模量和绝热模量彼此完全相等（类似各向同性固

体中的剪切模量情况，见第 ’ 节）- 这些论断也可稍

为不同地表述为：在没有线性项时，以平方项和表示

的弹性能（"’- 4）是对未形变物体热力学量的首要

“小修正”，根据“小增量定理”（见第五卷第 45 节），

用相应的热力学变量（温度或熵）表示时，它对自由

能和内能都是一样的- ”原来，这些莫名其妙的“ 术

语”都是译者错误理解原文后杜撰的-

（6）! 曹译本第 467 页第二段的译文是：“这里

所研究的平衡方程的轴对称无奇异性解场 !-（ "-），

也可以从 ! 8 4 并连续（即没有任何的间断发生）形

变的向错场 !-（ "-）得到，亦即在连续形变中 !- 从 # 8
293:)- 的平面逐渐离开而得到- 这种奇异性是非常普

遍情况的表现，将在下一章阐明- ”这又是一段“天

书”，既然研究的是“无奇异性解”，如何又出来了“这

种奇异性”？参看俄文版原文，这段话的译文应当是：

“这里所研究的平衡方程的非奇异轴对称解表示的场

!-（ "-），可以用连续（即无任何的间断发生的）变形将

向量 !- 逐渐从 # 8 $%!&’- 的平面移开的办法，从 ! 8 4

的向错场 !-（ "-）得到- 这是我们将要在下一节中讨论

的非常一般情况的一个实例- ”（［"］457 ; $ ; 4 ; 7）与

“奇异性”毫无关系的俄文原文“!"# #$%"#&"’()%"*#”

（这种情况），竟然被曹译本译者译成了“ 这种奇异

性”- 不知是何原因？

（#）! 曹译本第 466 页第三段的译文是：“ 因

而，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只有在弗兰克指标

为整数或半整数时才是不变量- ”奇怪得很，就在这

段译文之前的第三、第四两段译文里，刚刚重新定义

了在本书第 "6 节定义过的“ 弗兰克指标”，那里明

明白白地写着：弗兰克指标或是整数，或是半整数-
于是这一句译文的前半句就跟后半句“打架”，前半

句说“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后半句马上说

弗兰克指标“才是拓扑不变量”- 出现这种怪事的原

因又是译者的错译- 根据俄文原文5），应当译成这样

两句话：“ 因此，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 拓扑

不变的是（ 弗兰克指标的）整数性和半整数性这个

事实- ”本段译文所在的第 "& 节“ 向错的拓扑性

质”，在笔者看来，是《弹性理论》一书中写得最为精

彩的一节，刚才讨论的那两句话是本节的点睛之语-
可偏偏是这两句话被译得令人不知所云-

（&）! 习题和习题解是朗道、栗夫席兹教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习题取自重要的科学论文- 曹译

本中习题译得如何呢？请看几个例子：

+ 曹译本 467 页习题 4，$ 的问题部分的译文

分别是：

“习题 4- 试求在圆柱形容器中的向列相介质，

其平衡方程在轴上没有奇异性的轴对称解；边界条

件符合图 $6（<）- ”

“习题 $- 试探讨具有指标 ! 8 4 的向错，在形

为 ! !-（"）较小扰动下的稳定性（ 阿尼西莫夫，加洛

辛斯基，4&6$）- ”

根据译文，上面这两道题究竟要让读者“ 试求”

或“试探讨”什么？

, 曹译本 465 页习题 $ 解答部分最后一段前

两行的译文为：“本习题和习题 4 得到结论：在具有

! 8 4 的向错中，形变自由能超过无奇异轴对称解的

能量，这就表示这些向错在较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

亚稳定状态- ”

5）! 俄 文 原 文 为：“ -./01 #$2.3#1，045’/% 62.4/. 4’ &*(&’"%&

"#7#(#809’%/01 04*.20.4"#1- -#7#(#809’%/0 04*.20.4"’4

(0:) ;./" ’8# <’(#= 0(0 7#(=<’(#90%(’44#%"0- ”（［"］456 ;

7 ; 4 ; $）

’）! 原文为：“>#(=9’44#’ * "’/%"’ 0 * 3.5.9’ 4 ="*’2?5’40’，9"#

%*#$#54.& @4’280& 5’;#21.<00 * 50%/(04.<0&A % 3 8 4

72’*B:.’" @4’280C 4’%048=(&24#8# #%’%011’"2094#8#

2’:’40& #34.9.’" (0:)，9"# @"0 50%/(04.<00 1#8(0 $B $B")

* (=9:’1 %(=9.’ 1’".%".$0()4B10- ”（［"］455 ; ’ ; 4 ; "）

这道题根本没有计算过形变自由能，何来“ 形

变自由能超过无奇异轴对称解的能量”的“ 结论”？

与什么相比是“ 较好情况”？查原文’），译者在这段

译文中把俄文“* "’/%"’”（在正文中）译成“在本题

中”，把“* (=9:’1 %(=9.’”（ 最好情况下）译成“ 较

好情况下”，又犯了低级错误-
D 曹译本 $%4 页习题解倒数 ’—6 行的译文中

有“将全部被积分因子 :03$ 和 29:$ 用其 4 ; $ 的中间

值代替”这样半句话- 何谓“ :03$ 和 29:$ ”的“ 中间

值”？为何它们的“中间值”是 4 ; $？显然，译者是把

俄文“%2’540’ 34.9’40&”（平均值）想当然地当成了

“中间值”，又闹笑话-

（4%）! 朗道、栗夫席兹理论物理教程的另一特

点，是除正文、习题之外，常用脚注或解释正文，或简

洁地点出一些值得读者注意的问题- 曹译本在脚注

译文中也接连出错- 也举三例：

+ 曹译本 46# 页脚注 " 的译文是：“部分地，我

们可参见以下作者的论述：>- ?9:)@A，B- C- D.<@3E
:FG，H- C- I1A)03，J- K,0L) 和 H- K- H@A:(1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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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人家的文献，为什么要“部分地”？原来

译者又在篡改俄文原文，原文说的是“ 我们此处部

分采纳了以下作者的论述& ”

! 曹译本 014 页脚注 4 的译文是：“ 该非稳定

性分析，见第 04 节的直杆压缩的非稳定性分析& ”

又是一个语法不通、莫名其妙的句子& 查原文5），说

的是：“这个不稳定性与第 04 节中研究过的压缩直

杆的不稳定性相似& ”曹译本译文大错特错，离原文

的意思何止万里？

5）- 原 文 为：“"#$ %&’(#)*+,-)(#.，$%$/)0,+%$ 1$((2)#1&%%)* -
6 04 %&’(#)*+,-)(#, (3,2$&2)0) 4152)0) (#&13%,& ”（［.］

455 页脚注 4）

/）- 在笔者读过的十几节中，前后发现错误411 多处& 其中译者将原

文中公式（0& 47）!!"# $ ""#! % "!#" & "!"# 写成 !!"# $ !"#! % !!#" & !!"#，

错误尤为严重&

2）- 曹译本根据的是俄罗斯《6$’7$》出版集团所属 89:;<=>9= 出

版社出版的《=&)1,5 ’41’0)(#,》0117 年第 8 版，是 42/5 年苏联

《6$’7$》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四版的重印版& 新版共含 3 章 75

节& 文献［7］译自 428. 年 苏 联 ?)(#&@,AB$# 出 版 的《;&@$%,7$

(4/)C%D@ (1&B》第二版一书的第二部分“=&)1,5 ’41’0)(#,”，共

含 7 章 .4 节，与新版的第 4—. 章和第 8 章对应&

41）- 彭译本（ 文献［7］）中的相应译文为：“ 这里必须提出如下说

明：若物体形变时其中有宏观电场发生（具有热电性和压电性

的物体），则上述论断就不正确了& ”他的译文显然是忠于原文

的&（此段译文见文献［7］第 3/0 页）&

44）- 彭译本中的译文为：“在弯曲的杆件内，某些地方被拉伸，而另

一些地方被压缩& 在弯曲杆件凸起的一侧，线条给拉长了，而

向内凹的一侧则发生收缩& ”（译文见文献［7］53/ 页）&

E 曹译本 014 页脚注 0 译文：“"’ 只是确定在

() 平面内扰动“ 波矢量”的绝对值，但是，发生的形

变不是完全对称的& 最后的确定要求超出平衡方程

符合线性（按 #*）近似的限制（ 这里的情况，类似于

在流体平面平行层的非稳定对流中所发生的那样，

参见第 3 卷，第 85 节）& 详见 9:(;)’ <& =& <>’;,*( >?
@!:A)+*( B!CD)+D，4257，8（31）：41/4& ”

这么长的一个脚注，作者还很例外地给出文献

详细坐标，准确到页& 但笔者就是弄不明白这里的译

文在说什么& 查看原文，又是译文害人& 俄文原文的

意思是：“"71只确定在 () 平面内扰动‘波矢’的绝对

值，而不确定所发生形变的全部对称性& 确定后者要

求突破导出线性（对 #* 而言）平衡方程所取近似的

限制（这里的情况与平行平面层液体的对流不稳定

性情况相似& 见第六卷第 85 节），参见 9:(;)’ <& =&
<>’;,& @!:A& B!CD& ，31（4257）41/4& ”（［.］455 页

脚注 0）

曹译本中错误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但通

过以上 41 例应当足以说明，曹译本滥译理论物理教

程第七卷《弹性理论》到了何等程度&
其实，75 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彭旭麟

翻译的朗道、栗夫席兹《连续介质力学》中文版第三

册［7］，已经包含了现在这本《弹性理论》中三分之二

的内容2）& 将彭旭麟先生的译本与曹译本相关部分

对照比较，不难看出彭译本在对原文的掌握和中文

的遣词用字方面均远较新版本译者为高，且彭先生

处理译文的严肃认真态度，与新版译者形成鲜明对

比（当然，彭译本也有不足之处）& 比照两个译本的

文字看出，曹译本对这几章的翻译参考了彭译本，故

而使得他在这几章的译文中，凡是基本按彭译本处

理的译文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原则错误& 以上所举

的 41 个典型错译实例中 2 个都出现在旧版没有的

内容中& 其中第一个例子则是新版译者自作聪明，非

要把彭译本正确译文41）改动而出的笑话& 可以说，曹

译本凡不按彭译本处理译文的地方，往往都有毛病&

例如曹译本第 53 页 45 节第一行：“ 杆弯曲时，一些

地方受到拉伸，一些地方受到压缩& 在杆凸出的一侧

纤维拉长了，而在内凹的一侧纤维缩短了& ”弹性理

论中讨论的“杆”是经过抽象的弹性杆，而非具体的

木棍、钢棍，因此这里没有什么“纤维”，原文对应处

用的是抽象的“/,%,5”（线）而非实在的“ 纤维”& 新

版译者非要把彭译本译文44）中正确使用的“ 线条”

一词改成“纤维”，又犯了错误&

.- 自相矛盾的“约定”和“脚注”

曹译本除前述大量错译之外，另一个问题是

“言而无信”，自相矛盾& 这里有两个典型事例&
第一例：曹译本第 2 页倒数第二段说：“ 我们约

定，今后所有这样的热力学量，如熵 +，内能 $ 等，都

是指对于物体单位体积（而不像流体力学那样是对

于单位质量）的，并用相应大写字母表示& ”可就在

发表“声明”的这段话里，单位体积内能的符号用的

仍然是小写字母“$”而非大写字母“ ! ”，而且从始

至终，曹译本一直不遵守这个“ 约定”，与俄文原版

和彭译本背道而驰&
第二例：曹译本 041 页索引的脚注中声明：“ 这

个索引不重复目录，而是其补充& 索引包括目录中未

直接反映出来的术语和概念& ”其实，这个脚注在朗

道、栗夫席兹教程的原版各卷索引中都出现，反映了

这套书的作者追求简洁的风格& 然而，译者一方面通

过译出脚注发出这个“声明”，但马上就把原来俄文

版索引中仅有的 21 个词条扩展到 455 个，把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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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条大量收入索引，公开违反脚注中的声明，自相

矛盾4$）-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至少表明译者在翻译

工作中态度极不严肃-

4$）! 在如何编制索引上，笔者并不主张一定要遵循原书的做法- 其

实本教程英译本的许多卷都自编索引，并相应地略去了原书

索引处的这个注解- 曹译本又要自编索引，又要保持脚注，实

在是自相矛盾-

4"）! 最新版各卷页码分别为：卷一（$%%5 年）$$5 页；卷二（$%%’

年）6"’ 页；卷三（$%%5 年）#%# 页；卷四（$%%’ 年）7$% 页；卷五

（$%%$ 年）’4’ 页；卷六（$%%’ 年）7"’ 页；卷七（$%%" 年）$5’

页；卷八（$%%6 年）’6’ 页；卷九（$%%5 年）5&’ 页；卷十（$%%"

年）6"’ 页。共计 6675 页-

45）! 除笔者不熟悉的第四卷《 量子电动力学》中译本外，《 场论》、

《统计物理学 8》、《流体力学》、《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的老译本

其实质量都不错。据庆承瑞先生介绍，《 连续介质电动力学》

的译者周奇先生本人就曾在莫斯科大学听过朗道的讲课，故

其译本应有足够的可信度-

46）! 新版中变动最大的是《场论》，$%%’ 年俄文第 # 版比 4&’$ 年的

俄文第 5 版增加了 " 章 44 节近 4%% 页的篇幅；《 统计物理 8》

$%%$ 年俄文第 6 版比 4&’6 年俄文第 $ 版增加 44 节近 ’% 页；

《流体力学》$%%’ 年俄文第 6 版比 4&6" 年俄文第 $ 版增加 44

节约 4%% 页；《连续介质电动力学》$%%6 年俄文第 5 版比 4&67

年俄文第 4 版增加 4 章 $’ 节共约 4$% 页的篇幅-

5! 齐心协力，译好名著

一本名著，翻译成这样，令人痛心- 译者翻译水

平之低下，译文错误之低级可笑和数量之多，实属罕

见-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这套教程新版每一本的封底

上都盛赞本教程为“ 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巨著”、

“现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 是学习理

论物理学的必备参考书”，表明出版者是知道这套

书的价值的- 同样，他们在曹译本的封底上又印着：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学

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

考- ”可见出版者明白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出版像曹译本这样的

译本，究竟是有益于这套“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巨

著”、“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学习理论物理学

的必备参考书”在汉语世界传播，还是糟踏了这套教

程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呢？这样错误百出的译本又如

何能“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学参考

书”，“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呢？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我十分尊重的出版社之一，

他们出版态度严肃，历来重视编辑质量- 笔者实在不

明白，与出版社有联系的教授学者如此之多，出版社

为何非要选这样一位不够资格的译者呢？曹译本既

然有如此之多的明显的低级错误，它又是如何通过

编辑、校对的各道关口的？另外，我也奇怪，出版这

样的名著，出版社竟然不聘请相关专家审阅译稿- 如

果能聘请一位同行专家，不就不会让这样质量低下

的滥译本出版了吗？

至于这个曹译本如何处理，笔者的建议是：趁这

本书刚刚印出不到 " 个月，销售出去的量还少，社会

危害有限，赶快从书店的新书架上收回，另找够水平

的译者重译，以保证这套名著的翻译质量，

平心而论，除此处评论的第七卷有严重错误外，

高教出版社已出版的这套名著中的其他四卷，译文

质量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笔者对出版社策划翻译、出

版这套俄文原版超过 66%% 页巨著4"）的胆略和眼界

仍然十分钦佩，对新一代的编辑人员为出版此书付

出的劳动也深表感谢-
出现出版者和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曹译本这样

的事，除上面提到的原因外，与目前我国俄文科技翻

译力量极度匮乏的特殊环境有关- 既精通俄文又在

物理上有专长的老一代译者逐渐老去，新一代够资

格的译者人数有限，确实给这套书的编辑策划者在

物色合格译者上带来很大困难- 相信曹译本的质量

如此糟糕，也出乎编者们的预料- 即便如此，在笔者

看来，本教程尚未出版的五卷书和待修改重译的第

七卷，完全有条件出好- 原因是这几本书多数有较好

的老译本基础45），新版本身改动量有限46）- 同时，受

到作者认可的全套英译本亦可供译者参考- 在老译

本的基础上把这几卷译出，并进一步改善译文质量，

并非做不到的难事- 做到这点的关键，是物色好合格

的译者和选好合适的审校人- 而做好这两件事，需要

我国理论物理学界同仁与出版社同志齐心合力-
说到底，朗道、栗夫席兹理论物理学教程中译本

能否出好，关系到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声誉，协助出

版社出好这套书，是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应尽的责

任- 但愿关心和支持这套书出版的理论物理学同人，

特别是有较高俄语水平的理论物理学同事，以各种

方式为出好这套世界名著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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