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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珍藏全集”丛书，其中27部是根据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世界书局出版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卷本)原文，四部历史剧(《约翰王》、《理查二世的悲剧》
、《亨利四世前篇》、《亨利四世后篇》)是借鉴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
剧集》(十二)，同时参考其手稿出版的。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保持原作之神韵”为首要宗旨。
他的译作也的确实现了这个宗旨，以其流畅的译笔、华赡的文采，保持了原作的神韵，传达了莎剧的
气派，被誉为翻译文学的杰作，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学界的高度评价。
许渊冲曾评价说，二十世纪我国翻译界可以传世的名译有三部：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
《巴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
    于是，朱生豪译本成为市场上流通最广的莎剧图书，发行量达数千万册。
但鲜为人知的是，目前市场上有几十种朱译莎剧的版本，虽然都写着“朱生豪译”，但所依据的大多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的“校订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一批国内一流专
家对朱生豪原译本进行校订和补译，1978年出版成“校订本”——经校订的朱译莎剧无疑是对原译本
的改善，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校订者和原译者的思维定式和语言习惯不同，因此经校订后的译文在
语言风格的一致性等方面受到了影响，还有学者对某些修改之处也提出存疑，尤其是以“职业翻译家
”的思维方式，去校订和补译“文学家翻译”的译本语言，不但改变了朱生豪原译之味道，也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莎剧“原作之神韵”的保持。
    当流行的朱译莎剧都是“被校订”的朱生豪译本时，时下读者鲜知人文校订版和“朱生豪原译本”
的差别，错把冯京当马凉，几乎和本色的朱生豪译作失之交臂。
因此，近年来不乏有识之士呼吁：还原朱生豪原译之味道，保持莎剧原作之神韵。
    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朱生豪后人朱尚刚先生推荐的原译版本，对照朱生豪翻译手稿进行审订，还原
成能体现朱生豪原译风格、再现朱译莎剧文学神韵的“原译本”系列，让读者能看到一个本色的朱生
豪译本(包括他的错漏之处)。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世界书局首次出版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曾计划先行出版
“单行本”系列，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女士还为此专门撰写了“单行本序”，后因直接出版了三卷本的
“全集”，未出单行本而未采用。
2012年，朱生豪诞辰100周年之际，经朱尚刚先生授权，以宋清如“单行本序”为开篇，中国青年出版
社“第一次”把朱生豪原译的31部莎剧都单独以“原译名”成书出版，制作成“单行本珍藏全集”。
    谨以此向“译界楷模”朱生豪100周年诞辰献上我们的一份情意！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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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朱生豪后人审订的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民国原译本。

大安的福勒斯和小安的福勒斯、大特洛米奥和小特洛米奥是两对孪生兄弟。
早年因海上遇难，两对孪生兄弟失散。
十八年后，大安的福勒斯带着仆人大特洛米奥去寻找失散的弟弟，两人来到以弗扫。
也许是机缘巧合，小安的福勒斯和仆人小特洛米奥被人收养后，也生活在这座城市。
小特洛米奥寻找小安的福勒斯回家吃饭，结果却把大安的福勒斯拉回了家⋯⋯
系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滑稽喜剧，也是莎剧最短的剧本。
它取材于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是莎士比亚艺术风格正在形成时期的作品。

剧中主仆各是一对孪生兄弟，为寻找彼此机缘巧合地来到同一座城市，却又不知道对方近在咫尺，造
成了一系列张冠李戴的误会。

剧中语言诙谐，极尽打趣、笑谑之能事，奠定了莎士比亚喜剧风格的基础。
该剧至今在英美上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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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莎士比亚（Shakespeare,W.） 译者：朱生豪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1564
～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
本·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和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他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场景，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
朱生豪（1912～1944），浙江嘉兴人，诗人、翻译家。
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为回应某国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的译本而对中国文化落后的嘲笑，把译莎看做“民族英雄的事业
”，在译稿两度毁于侵略者的战火，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译出了31部莎剧，为译
莎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译莎剧文辞华赡，充分表现了莎剧的神韵，得到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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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莎剧解读》序（节选）（张可、王元化） 莎氏剧集单行本序（宋清如） 剧中人物1 第一
幕3 第一场公爵宫廷中的厅堂4 第二场市场10 第二幕14 第一场小安的福勒斯家中15 第二场广场20 第三
幕28 第一场小安的福勒斯家门前29 第二场同前35 第四幕43 第一场广场44 第二场小安的福勒斯家中一
室50 第三场广场54 第四场街道57 第五幕65 第一场尼庵前的街道66 附录84 关于“原译本”的说明（朱
尚刚）85 译者自序（朱生豪）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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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小安的福勒斯，小特洛米奥，盎哲鲁，及鲍尔萨泽同上。
 小安好盎哲鲁先生，请你原谅我们，内人很是利害，她因为我误了时间，一定要生气；你必须对她这
样说，我因为在你的店里看你给她做颈链，所以到现在才回来，你说那条颈链明天就可以完工送来。
可是这家伙却会当面造我的谣言，说他在市场上遇见我，说我打了他，说我问他要一千个金马克，又
说我不认我的妻子，不肯回家。
你这酒鬼，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特尽您说吧，大爷，可是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您在市场上打了我，我身上还留着您打过的伤痕。
我的皮肤倘然是一张羊皮纸，您的拳头倘然是墨，那么您亲笔写下的凭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小安我看你就是头驴子。
 小特我这样挨打受骂，真像头驴子一样。
人家踢我的时候，我应该把他还踢；要是我真的发起驴性子来，请您留心着我的蹄子吧，您会知道驴
子也不是好惹的。
 小安鲍尔萨泽先生，你好像不大高兴，但愿我们的酒食能够代我向你表达一点欢迎的诚意。
 鲍美酒佳肴，我倒不在乎，您的盛情是值得感佩的。
 小安啊，鲍尔萨泽先生，满席的盛情，当不了一盆下酒的鱼肉。
 鲍大鱼大肉，是无论那一个伧夫都能置办得起的不足为奇的东西。
 小安殷勤的招待不过是口头的空言，尤其不足为奇。
 鲍酒肴即使稀少，只要主人好客，也一样可以尽欢。
 小安只有吝啬的主人和比他更为俭约的客人，才会以此为满足。
可是我的酒肴虽然菲薄，希望你不以为嫌，纵怀尽醉；你在别的地方可以享受到更为丰盛的筵席，可
是不会遇到比我更诚心的主人。
且慢！
我的门怎么关起来了？
去喊他们开门。
 小特阿毛，白丽姐，玛琳，雪莉，琪琳，阿琴！
 大特（在内）呆鸟，醉鬼，杀坯，死人，蠢货，阿木林！
给我滚开去！
这儿不是让你找寻娘儿们的地方；一个已经太多了，你要这许多做甚么？
去，快滚！
 小特咱们的看门人发了昏啦。
喂，大爷在街上等着呢。
 大特（在内）叫他不用等了，仍旧回到老地方去，免得他的尊足受了寒。
 小安谁在里面说话？
喂！
开门！
 大特（在内）好，你对我说有什么事，我就开门。
 小安什么事！
吃饭！
我还没有吃过饭哪。
 大特（在内）这儿不是你吃饭的地方；等到请你的时候你再来吧。
 小安你是什么人，不让我走进我自己的屋子？
 大特（在内）我叫特洛米奥，现在权充司关之职。
 小特他妈的！
你不但抢了我的饭碗，连我的名字也一起偷去了；我这饭碗可不曾给我甚么好处，我这名字倒挨过不
少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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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今天冒名顶替着我，那么你最好还是把你的脸孔也换一换，否则干脆就把名字改做驴子就得啦
。
 鹭（在内）吵些什么，特洛米奥？
门外是些什么人？
 小特鹭鸶，让大爷进来吧。
 鹭（在内）不，他来得太迟了，你这样告诉你的大爷吧。
 大特洛米奥慌张上。
 大安啊，怎么，特洛米奥！
你这样忙着到那儿去？
 大特您认识我吗，大爷？
我是不是特洛米奥？
我是不是您的仆人？
我是不是我自己？
 大安你是特洛米奥，你是我的仆人，你是你自己。
 大特我是头驴子，我是一个女人的男人，我不是我自己。
 大安什么女人的男人？
怎么说你不是你自己？
 大特呃，大爷，我已经属于一个女人所有；她把我认了去，她缠着我，她不肯放松我。
 大安她是个什么人？
 大特呃，大爷，她是厨房里的丫头，浑身都是油腻；我想不出她有甚么用处，除非把她当作一盏油灯
，借着她的光让我逃开她。
要是把她身上的破衣服和她全身的脂油烧了起来，可以足足烧过一个波兰地方的冬天；要是她活到世
界末日，那么她一定要在整个世界烧完以后一星期，才会烧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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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两年，这套“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31部)终于全部付印了。
在编辑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让我们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二。
    朱生豪原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完成于70多年前的民国时期。
有很多用法跟我们现代汉语习惯有差别，有的差别还挺大。
    对于这些差别和问题，如何处理？
为妥善解决原译本和现代汉语的用法习惯等的差别问题，我们特地请教了一些编辑前辈名家(如国家语
委的厉兵老师)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专家学者(如屠岸先生、陈才宇老师)。
专家们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只要不是笔误或排印错误，都最大限度地保持
原貌。
现在，把遇到的问题与处理方法都列出来，供读者参考。
    1．当时白话文尚处于发展的早期，有许多字词用法的随意性较大，因此在朱生豪译文中有很多词语
跟现在经过规范化的用法不大一样。
比如：“走头无路”、“甚么”、“身分”、“顽笑”、“跌交”、“叫化”等等，我们在编辑中都
保持了原貌。
    2．同样，由于当时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也属早期，译者对专有名词的翻译也较粗放，并不像
现在对很多人名、地名，以致货币名等译法都有了相对稳定的通用，对原译本中和现在通用译法不同
的表述，比如：“维纳丝”，今译为“维纳斯”；“特洛埃”，今译为“特洛伊”；“克郎”，今译
为“克朗”等等；以及大量出现的剧中人物名，我们也都保持了原来的译法。
    3．有时甚至同一个人名或者词语在剧本中也不统一。
对于这类问题，按照现在的编辑习惯，可能不符合图书质量检验的要求。
    比如，在《错误的喜剧》、《维洛那二士》等剧本中出现了“什么”和“甚么”的混用。
厉兵老师认为，  “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文人的中文著作在用字和用词方面跟目前的规范很
不一样。
除了“甚么”与“什么”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的、地、得”的用法也跟今天不同(毛泽东的“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即如是)，今天的“介绍”那时说“绍介”，等等。
像这些名家的作品，如果采用的原版图书出自较权威的出版社，原则上以维持原貌为宜。
如果有错别字，也照登，可加脚注注释，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明新版在字词处理上的基本原则。
朱尚刚先生分析后认为，“什么”和“甚么”在现在虽然规范为统一用“什么”，但在朱生豪原来的
译文中二者还是有语气轻重的差别，并非完全随意的。
    再比如，在《驯悍记》中，同一个人名在英语原著和朱生豪的译文中前后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写法
。
凯萨琳那和凯萨琳(Kathm·ine和．Katherina)、克里斯托弗·史赖和克里斯托弗洛·史赖(Christopher
Sly和Christophero Sly)，对于这个问题是否需要统一，我们请教了陈才宇老师。
陈老师认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受拉丁语和法语的影响，拼写方式很不稳定，出现不同的拼法是有
可能的。
若是重新进行翻译或是对现有译本进行校订的话，以统一起来为好。
但作为原译本，为保持其原貌，我们予以保留，并加注释说明还是合适的。
    4．还有一些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比如“尊价”，在《辞海》中“价”字条中有一项解释为“旧称供役使的人”。
原译本用“尊价”有其妙处，既没有搞混身份，又显得十分讲究礼节，更能体现莎剧的韵味。
类似的还有“要公”、“巨浸”、“行强”、“靴距”、“旨酒”等等，这些词语现代的读者或许觉
得难以理解，但仔细探究后可知都还是不错的，有出处，甚至有典故，更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
    5．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即关于本全集中采用的剧名，我们全部采用朱生豪的原译名：
《汉姆莱脱》，今译为《哈姆雷特》；《奥瑟罗》，今译为《奥赛罗》⋯⋯这可能会让已经习惯了“
哈姆雷特”等译名的读者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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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信你读到《女王殉爱记》(今译为《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英雄叛国记》(今译为《科
利奥兰纳斯》)、《量罪记》(今译为《一报还一报》)、《该撒遇弑记》(今译为《裘力斯·凯撒》)⋯
⋯等“原译名”时，会有一种得到补偿的感觉。
    6．在编校中我们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未收人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3辑)的四
部历史剧。
这四部历史剧1954年出版时，宋清如女士把原来的翻译手稿提供给出版社，编辑者作过一些修改，这
次为体现原译原貌，基本上是依据翻译手稿排印的。
    7．原译本中采用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吴方言元素，比如“我不听见”、“多少重要”、“哎呀，一唿
可咽得长久！
”“可是没有香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
”使用的这些方言词语往往具有特殊的表现力，一般也能为非该方言区的读者所理解。
    我们在拜访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屠岸先生时，屠岸先生特别强调，虽然朱生豪的译文难免有一些错
漏之处，但他还是很好地把莎剧的神韵译了出来，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很了
不起，对这些错漏之处我们应该予以宽容。
    最后，虽然经过近两年的策划与编辑，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核对原版本和手稿原文．，并参照
上述专家学者和名家前辈的意见，处理编校问题，但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人力和精力有限，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请方家指正！
    我们的初衷，就是出版一套能真正反映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风貌的版本，供大众阅读和学
者研究所需。
若是有所缺漏，或您有新的研究发现，敬请联系我们，以备补充、修订和完善此版本，提供更精要准
确和更有版本价值的莎剧朱译“原译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青年读物工作室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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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错误的喜剧》编辑推荐：原译本，此次出版未经“校订”的“朱生豪原译本”，依据的是朱尚刚先
生推荐的莎剧朱译原版本，对照朱生豪翻译手稿进行审订，还原朱生豪原译之味道，充分凸显莎剧的
神韵。
单行本，经朱尚刚先生授权，首次收录宋清如女士60多年前做的“单行本序”。
“第一次”把莎剧朱译每个剧本原汁原味地单独成书出版。
珍藏全集，完整收录和再现朱生豪翻译的全部译稿，共35部，均以“原译名”出版，制作成单行本“
珍藏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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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朱的译文，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
我读到莎剧中译的最好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 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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