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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舞文弄墨》

内容概要

这本小书入30位英国作家的作品，涉及十七世纪的随笔、人物特定、席上谈，十八世纪的期刊论说和
政论文，十九世纪的小品文和历史著作，二十世纪的文论、游记、科普文等，反映了英国不同时代的
散文特点，供读者阅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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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essays和table talk先列入下月书单

2、我就是喜欢散文，我就是文艺女青年，怎样吧！
3、可惜太短小
4、书是好书，只是读了一大半，自己先失了耐性。
5、蛮有意思。
6、王佐良译的培根极好。
7、翻译质量极佳，真正的文人情怀！从文章的选编到每一篇开头的作者介绍，都足以窥见编者的热
情、细致以及极高的文化水平。在我众多略显沉闷和主题较为灰暗的书中，读到此书是种难得的清新
体验。

8、专业课推荐读本，文章篇篇经典，尤其是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名篇，论读书，论高位，应该算
是mti和英美文学专业必读了。
9、读王佐良的译笔简直比读原文还享受~ 
10、太短，太短。不是我们没有好翻译，是我们没有翻译好啊
11、我还没看到土星绕完一周呢！
12、因为后知后觉地发现初中学过的《论读书》翻译太精妙，才买了这本王佐良先生编的英国散文集
，可能是我个人对于外国文学阅读量不足吧，到后面没有耐心了，但是培根的五篇翻译得真的太味道
，可惜没有翻完全本书
13、和刘炳善选本的选目几无重合。对比着读，很有意思。（如此精彩的翻译难得见了）
14、很好。特别是培根随笔五篇令人称道，其中“谈读书”无人超越。可惜没有完成全译，真是一大
遗憾。 
15、散文是制造奇幻的梦。想读了三年的一本书。
16、这一辑管中窥豹实在编得太好了！读来完全是享受，难以想象编者们的阅读量。选篇前都有针对
作家的行文特点，时评等进行简介，非常喜爱托马斯勃朗、斯威夫特、赫兹列特、济慈、萧伯纳以及
普莱切特那几篇。除了译注时有灵光闪现之处外，编者对作家的评价也大多精准。由选文也可见在那
个时代的散文作者中，也有不少人在指出时弊后过于偏激，持非黑即白的观点。记得在《伦敦的叫卖
声》中就读过斯威夫特的散文，这次再读，还是觉得他的很多理念其实与现今一些反精英主义的文章
中所持观点很接近。而被编者也大力推崇的「平易」语言的使用，大概就是指plain English? 这倒是和
小布什在任时的文书主张一致。想到这一点居然在美国政客身上得到大力推广，不知该觉得讽刺还是
有趣⋯⋯
17、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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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王先生的序是1991年写的，推想此书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编订完成的吧。到现在过去24年，书中当时
仍在世的作者共有三位，如今除一位外均已作古，而书中生卒年仍按旧版列出，私以为不妥。今列出
如下，以供参考：第212页普列却特卒于1997年。第240页希拉贝卒于1996年。第245页布赖斯仍健在，
但其全名应该是Ronald Blythe。另参考豆瓣另一篇评论：http://book.douban.com/review/5764649/旧版序
言有“中文之后是所辑散文的外文原文”，此版序言中则没有这句话，书后也没有原文。质疑“麦考
莱《英国史》”一段，此版在第144页，作者生卒年为1800-1859年，其著作《英国史》写作年代
为1848-1860年。查维基百科，作者名应该为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是第一代麦克莱男爵、未婚
，死于1859年12月28日，勉强可约为1860年。（另，维基中称《英国史》叙述的年代为1685-1702年，
与本书中1688-1697年不一样。）蒙太古夫人书信“｜肉种类之多⋯⋯”（第96页）一句此版中并没有
“|”。赫胥黎《论舒适》“⋯⋯带软件的Π具”（第205页），此版依旧如此（“软件”此版作“软
垫”），“Π”疑为“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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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舞文弄墨》

章节试读

1、《并非舞文弄墨》的笔记-第49页

        一切地方、一切气候对我都好像是同一个国度：无论我到何处，无论在哪条子午线下，我都在英
国。

注：李白：不知何处是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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