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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还应该长一点儿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
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
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
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
但凡事怕讲条件。
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
；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
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
多亏了各家老字号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作品十分丰厚，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
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
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和《黑暗的心》；随笔有《一间自己的
房间》；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
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
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
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
演出。
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无法在舞台上演出。
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
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
《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公认的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
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
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
高低。
萧伯纳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还创办“费边社”。
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
萧伯纳说，不，占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
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
夫》让你们看看。
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
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若干章节。
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我们各选了其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两部
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
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
。
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特·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
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两个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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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
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
这里所选的两个中篇分别在八九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
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
，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
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
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产生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则随笔。
随笔是英语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译得好的很少，只选了一篇。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随笔，从一个思想相对开明的知识女性
角度，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被后来者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
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和《腐蚀了哈德利堡
镇居民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和《警察和赞美诗》，等等。
    名译。
“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大部分名译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
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
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
近几十年来，经过几代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留住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
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
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
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
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儿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
道与表达。
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语底子，尤其汉语。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
、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
《马克。
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映作者写作风格的泽文。
《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
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
做好的。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一间自己的房间》、《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的译文简朴、清顺，
更贴近原文的原貌，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
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
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
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
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
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
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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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本。
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
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
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
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中的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
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
“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
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
而珍贵的详述。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苏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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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合集，欧·亨利的作品中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
的作品最为著名。
其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段里，处于两难中的
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
再加上欧·亨利具有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的本领，因而能在简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
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乎意料，又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
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是一本经典的世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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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亨利（Henry O.） 译者：王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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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麦琪的礼物
爱的奉献
警察和赞美诗
没有完的故事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提供家具的房间
刎颈之交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最后的常春藤叶
催眠术家杰夫彼得斯
汽车等待的时候
“醉翁之意”
双料骗子
我们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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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块八毛七分钱。
全在这儿了。
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
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
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
德拉数了三遍。
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
德拉就那样做了。
这使得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
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
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
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
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在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
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了，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
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
但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
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
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
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
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
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
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
总是这样的。
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
她的吉姆。
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
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
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
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
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
念。
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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