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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理发馆》

内容概要

“苦雨斋译丛”均系周作人译著。其一为：《希腊拟曲》、《财神》和《伊索寓言》；其二收有周氏
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狂言选》、《浮世澡堂》及《浮
世理发馆》；即将推出的第三辑为：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古希腊著
名思想家路吉阿诺斯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选》。
    周氏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亦少有人能够相
比，“苦雨斋译丛”所辑之篇一为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是多为绝版已久或未曾付梓之作；第
三则因从未汇总出版，读者寻觅不易，此外更具意义的是：“苦雨斋译丛”是在现有版本外，提供了
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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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理发馆》

书籍目录

引言初编卷上  柳发新话自序  一 理发馆所在  二 隐居与豪杰  三 腐儒孔粪的气焰  四 隐居与传法论《大
学》  四 麻脸的熊公  六 婀娜文字  七 卖点心的  注解初编卷中  八 德太郎与伙伴    九 评论女人  十 上方
的商人作兵卫  十一 作兵卫的失败谈  十二 长六的猫  十三 中右卫门找儿子  注解初编卷下  十四 淘气的
徒弟  十五 食客飞助  十六 钱右卫门  十七 泷姑的乳母  后序  注解二编卷上  序  十八 巫婆关亡  十九 谈论
吃醋  二十 巫婆关亡之二  二十一 女人的笑话  二十二 钱右卫门谈失败  注解二编卷下  二十三 马阴的失
败  二十四 阿柚的戒名  二十五 理发馆的内情  二十六 占波八卖鸭子  二十七 流行俗歌  二十八 读《三国
志》  二十九 豁拳赌吃面  三十 女客阿袋  注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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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理发馆》

精彩短评

1、补记
2、也是小故事
3、人物口吻如画。
4、周作人先生译本最高!
5、好譯筆,難見。
6、日本人的滑稽就是很怪。
7、苦雨斋补完了~
8、读的是《周作人译文全集第七卷》本，注释篇幅堪比正文，因是年代及文化差异，读来不免有些
乐趣不能体会。但不愧江户时代日本浮世众生相，借助理发馆这一场景，将日常生活中贩夫走卒、里
巷杂谈，家长里短、习俗风物接近囊括，读来情景无不栩栩浮现眼前。
9、好吧  我没读懂 周作人翻译是达到原味了，但是非常不适合阅读，应该是我没文化
10、要理解异国幽默岂那么简单。将来有机会多了解日本文化，特别是把日语学好，再读此作，或者
更甚，读一读日文原著。
11、较之《浮世澡堂》有更多的风俗故典，更多更繁琐的注释，这样的翻译实在不易。（起码迄今尚
未见重译）
12、2004-第七十六本
13、周作人时代的“深夜食堂” ：P
14、因为周作人 因为日本
15、1900年代，日本江户地区的世态、人情、风土，尽有展现。
16、购自大理天堂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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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理发馆》

精彩书评

1、楚辞.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流连留在妓院经两天之久，俗称流连
老鼠别名社君或家兔，见本草纲目净琉璃系日本旧式音曲的名称，略似弹词初以纸扇作拍，后改以三
弦或琵琶
2、式亭三马的《浮世理发店》，周作人翻译。这本滑稽小说，算是式亭三马的代表作之一，没有固
定的主线，只是以江湖的理发店作为主要场景，看似闲散地记录了一些理发店里发生的对话，但大江
户儿女的豪气，已经跃然纸上。对自己不中意的嫖客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以背视之的吉原妓女、自称自
家的钱是“初三月亮”是“闪电钱”存不过夜却养了食客的江户老爷、好卖弄喜欢引用唐人诗句但却
偏偏总是引错的私塾老师、看不起上方来的外地商人觉得只有江户才是最讲究意气又大方的江户子弟
⋯⋯都是些很有意思的角色。书里有不少很妙的比喻，比如说江户儿女的色与恋之差是菖蒲花和燕子
花，那乡下佬的色与恋之间的差别，便是长南瓜与圆南瓜（P175）。至于像“一个人过了三十岁，才
变得放荡的，这便难救了。就是这个道理嘛，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情，都是新鲜的，所以这里是
再也挡不住了。”（P88）这样的句子，就是很世情小说式的人生百态总结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再版的这个版本，把以前删掉了很多周作人的注都补回去了，算是很忠实地恢复了周作人的翻译，
周注对许多江户世情都做了详尽的解释，也有不少日文的训读注释，对理解小说原意有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也能从中看出周作人自身的一些倾向和观点。例如P91页上注日本风俗，特地写了一句“
日本封建的道德于男女关系上最是明显，男子欲得贤惠的妻子，求得家中的清洁，而于外边取得补偿
，蓄妾储妓，是社会所公许的。这里德太郎及其伙伴便是这一派的代表”，读起来带着一种谴责的味
道，联想到他一生都反对蓄妾，倡导一夫一妻，并对鲁迅抛弃发妻与许广平结合嗤之以鼻，这样一对
照，就显得很有趣了。周作人的翻译有种很老派的稳健，虽然可能有个别用法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但
总得来说，无论是用词的准确度，还是句子架构的语感上，都是非常杰出的。直接拿第一页来做例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物皆因其用以为利也。唐山的剃头店，日本的理发馆，和汉只是名称不
同，人情却总是一样。时移世变，头发的风气随之。罂粟头的和尚的发薄，以为雅而喜欢的毛唐人，
亦有以妈妈髻的毛厚，说是俗而讨厌它的日本人。和汉学问，各自有别。前日有位儒学先生，说什么
都是邻家好，为唐山捧场，热心称赞大清中华之余，多事的计算邻家的宝贝，为别国说夸大话。唐诗
里的白发三千丈，说因为国家有那么的大，所以头发也长，仿佛是亲自看了来的那样解释。⋯⋯”长
短句的运用、词汇的对仗和相应的引用都很得心应手，我倒是蛮想把他翻译的书买上一套来放在家里
，有事没事拿出来朗诵一下，洗洗被某些人邯郸学步的半文不白堵塞了的耳朵。唯一感觉有点怪异的
翻译是在P68页，圣吉和贤藏都说不懂，而德太郎说：“足下们都是不读书不写字的同志嘛。所以是
叫做俗物。实在是太可叹了。如不再明白一点，懂得点情理起来，那我只谢不敏了。”这里的“同志
”一词，实在有些违和。不过想到这翻译本的成书是在1959年，周作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时不时地被叫
去写个检查写个自我批评什么的，这种用词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了译文里，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联想到
翻译完这本书之后的没几年，这个曾经的一代文坛领袖，也就不过是个被红卫兵毒打又被遗忘在了家
里没东西吃没人照料哼哼唧唧等死的糟老头，突然就觉得分外可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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