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平（!"#!$%&&'）原名陆吉
平。上海人。高中毕业后，入银行当
职员，由业余自学走上文学翻译道
路。建国后，历任上海文化工作社、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新文艺出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
任和学术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客座
教授，同时担任中国莎士比亚协会
会长等社会职务。
方平曾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莎士比亚全集》的校订和增补工
作。他还致力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
著有《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收
论文 !(篇，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莎
剧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
女》被评为 )"("$!"'"十年间我国
八种最优秀比较文学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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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谈到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普通读者印
象最深的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与梁实秋
先生的译本，尤其是朱译本文采斐然，通晓流
畅，影响华语世界半个多世纪。

今年 *月 %+日，英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
亚诞辰 *,&周年，上海译文出版适时推出了
方平先生主编主译的十卷本《莎士比亚全
集》。不同于之前的散文体版本，该套全集是
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共收莎
剧 +"部（在传统上的 +(部之外又收入《两贵
亲》和《爱德华三世》两部戏剧）。

朱生豪的译本珠玉在前，为何在当下为
“莎士比亚全集”套上新装？昨天举行的文学
研讨会将这套永恒的经典放在聚光灯下。

呈现莎剧!原汁原味"

莎士比亚戏剧的原貌是以素诗体（-./01
23453）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以诗体译诗体，尽
量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
原貌。方平主编、主译的这个版本是头一个华
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

方平先生是中国莎学泰斗，生前是中国莎
士比亚协会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

这个译本溶入了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
每部剧作和诗歌作品之前均有“前言”———分
析作品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等，
对这部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之后
又附有简明扼要的“考证”———对此部作品的
版本情况、写作年份和取材来源等做出交代。
译文社认为，这套诗体“莎翁全集”*(&余

万字，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
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
士比亚全集。

与朱生豪先生译本对比
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朱译本在翻译过程

中失去了诗剧的原味，而本套译本，以诗译
诗，力求贴近莎剧的本来面目，意味着对于语
言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更看重形式
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满足停留于语言
表层的意义上的传达，而是力求在口吻、情

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与“始发语”
的对应，在语际转换中力求把“失真”减少到
最低的限度。

方平先生还在翻译过程中，试图把莎剧
文本从传统的“案头剧”转向“台上之本”。比
如在原来的莎剧中附加于文本的一些说明
词、舞台指示等相当一部分不是出自莎士比
亚之笔，而是当时的抄录员、剧场的提示者，
以及 !'世纪的编著者。

比如在《驯悍记》中，方平先生参照了泽
菲瑞理导演的故事篇《驯悍记》（!"6(）中的
处理，用这样一行舞台指示交代了当时的情
景：【把新娘摔在肩头，扛着她就走；仆从格
路米随下】。而朱译本则按照“牛津版”简单
地交代 7【彼特鲁乔、凯瑟丽娜、葛鲁米同
下】，没有展现新娘被新郎“抢亲”似地当众
劫走的场景。

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张冲以喜剧《威尼
斯商人》为例，译者的文风立判。第一幕第二
场结尾，鲍西娅有句台词，朱生豪译作“垂翅
狂蜂方出户，寻芳浪蝶又登门”，方平先生的
翻译改为了“一个求婚的刚打发走，一个又来
把大门扣”。张冲教授觉得，朱的译文似乎把
鲍西娅这个富家女角色演绎得刻薄了。

!进入角色#进入戏境"翻译
该套丛书责任编辑冯涛提到，欧美现当

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强调莎剧和
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翻译工作中，方
平要求自己和同伴们“进入角色，进入戏境”，
“心中有戏，有助于把人物的口吻译得更传神
些，或者更确切些。”“方平先生希望恢复演出，
是可以用做台词的，不仅仅用来案头阅读。”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原院长荣广润也认
为，朱生豪先生的译笔有华丽的文采，但这套
方平先生的译本更强调准确平实，初看也更
适合舞台的演出。他同时观察到了新版莎士
比亚全集部分剧名作了更改。“《无事生非》翻
译成《捕风捉影》，冲淡了道德批判味道，动作
性更强。”其余更改译名的有，《终成眷属》改
成了《结局好万事好》，《一报还一报》改译《自
作自受》、《雅典的泰门》改为《雅典人泰门》。

台湾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对本套译文寄
予厚望，他指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专业戏
剧家，其作品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并不是
为了案头阅读。方平等人的译本，有望恢复
莎士比亚剧作本来面目，从“案头书”变成
“演出本”。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呈现莎剧原味!迎接莎士比亚诞辰 "#$

周年%华语首套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出版

!莎士比亚"有了!诗歌体"

! ! ! !在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
前，华语世界已经有了四套莎士比亚全
集的译本———

! 第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出版的!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经过吴
兴华、方平等校订#$由章益!黄雨石等补

齐的十一卷本%

! 第二套是 %"&'年梁实秋翻译在

台湾出版的四十册本%

! 第三套是 %"('年台湾世界书局

出版的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 由已故学

者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

! 第四套是译林出版社 %""$年出

版的以朱生豪翻译"裘克安、何其莘、沈
林、辜正坤等校订#$索天章!孙法理!刘

炳善!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

$相关链接%

四套译本介绍

!"#

! ! ! !昨天发出个微信后$ 就有很多朋友

留言'方平先生的新版译本$是不是值得

叫我们重读莎士比亚(

我非学界大儒$从小长大看的$都是

变格为散文体的朱生豪译文$ 案头捧读$

从里头能领略到汉语行文的高妙境界& 朱

译完成在先$文字功底炉火纯青$行文气势

恢宏$ 只是上世纪 )*年代参考材料少$要

顾及普及$有其变通出格时的权宜之惑&

方平先生的译本不为普通读者所

熟$从文体上初看$优美大气的文字$精

准平实的翻译$规范的音韵调节$用诗歌

体给中国读者还原出一个更真实的莎士

比亚$ 也同样追求这一种淋漓尽致的酣

畅$让莎翁的诗剧不仅置于案头$更是能

够让人朗诵念读的台词& 和前贤朱生豪

先生一样$方平先生的译本$也是耗费了

他的毕生心血$ 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两

朵并蒂奇葩&

要把英国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成功移

植过来$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学

翻译毕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方平先生

自己说$翻译经典名著$也不能期望自始

至终都是使人应接不暇的神来之笔$都

达到了形神兼备$总有力所不及的时候$

总有不得已而作出存形还是传神的两难

选择&)无事生非*更名为)捕风捉影*$乍

看起来有点不习惯$ 但这样的感觉有些

主观了&追求+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发

烧友,不妨对比查读$体味下是喜欢妥帖

的底本原貌$还是一气呵成的通畅&

方平先生主译主编的这套 +莎翁全

集,终得出版$这是在朱生豪之后$为中

国莎士比亚翻译再竖起一座里程碑& 但

是$方译与朱译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

关于莎士比亚的汉译$ 此次出版也不意

味着一切尘埃落定$ 而是向着巴别塔式

的理想范本为后人开拓出一条大路&

乐梦融

奇葩并蒂

方平生平

朱译!哈姆莱特"&&&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

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死了%睡着了%睡着了

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

在这儿' 因为当我们摆脱

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

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

将要做些什么梦$ 那不能

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

担$ 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

下呻吟流汗$ 倘不是因为

惧怕不可知的死后$ 惧怕

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

来过的神秘之国--

方译!哈姆莱特"&&&

! 活着好$ 还是别活下

去了$这是个难题啊--

! 死了...睡熟了%

睡熟了 $ 也许梦就

来了...这可麻烦了啊%

一旦我们摆脱了尘世

的束缚$

在死亡似的睡眠中$会

做些什么梦呢(想到这$就

不能不为难了--

! 谁甘心压着重担$

流汗!呻吟$过着那牛

马般的日子$

要不是害怕人死后$不

知会怎么样--

哈哈哈姆姆姆莱莱莱特特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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