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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文学地图》

前言

在莎士比亚的38部剧作中，只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伦敦。我最讨厌的就是这
部剧，部分原因在于剧中那个叫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骗子在虐待似的戏谑当中沦为了牺牲品。他和
《亨利四世》中永垂不朽的福斯塔夫相去甚远。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几乎所有戏
剧的背景都是要么在伦敦，要么在沃里克郡的乡下。这位最伟大的文学家从来没有去过欧洲大陆，也
许他甚至从来不曾到过他的家乡斯特拉特福镇北边很远的地方。他剧本的背景都设在意大利、法国、
苏格兰或者希腊，但是实质上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就是莎士比亚所了解的狭小世界，即伦敦、斯特拉
特福以及二者之间的地区。    莎土比亚的世界就是以环球剧院为中心的伦敦。他剧中所有的城市都是
伦敦，所有的乡间景色离他成长的地方都不远。他的地理是虚幻的，他的历史往往具有传奇色彩，他
的现实稀奇古怪。罗马悲剧并没有因为其普鲁塔克风格而就不是英国的。在埃尔西诺的丹麦宫廷里生
老病死的哈姆雷特是威腾堡大学的学生，但是巡回演出的演员属于莎士比亚的剧团，所以那位王子显
然就成了在环球剧院消磨时间的逃课的学生。    他的很多重要剧本都隐含着这样的意义。詹姆斯一世
的腐朽王朝在《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埃及朝廷中得以用反讽的手法再现，比在《亨利八世》
中对宫廷生活的表现要生动多了。《仲夏夜之梦》中的波特姆、彼得·奎斯和他们的同类都是英国的
乡下人，而几乎不像雅典人。既然世界是个大舞台，那么环球剧院的舞台就是整个世界。夏洛克和埃
古都是伦敦人，而非威尼斯人，《一报还一报》中生活糜烂的维也纳其实是莎士比亚极其熟悉的伦敦
妓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十四行诗中那位“黑美人”的身份，但是想象力丰富的我相信了安东尼·
伯吉斯的说法。在《莎士比亚传》中，伯吉斯说这位“黑美人”叫路西·尼格罗，是伦敦一位东印度
裔名妓。在《第十二夜》中，我发现马尔沃利就是讽刺版的本·琼森，《李尔王》中的埃德蒙就是莎
士比亚心目中另一位对手——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最终版。通过这些发现，我跟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
们产生了分歧。    ’    自莎士比亚之后，伦敦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是他们之中
最伟大的仍然笼罩在莎士比亚的光辉里。伦敦的先知是威廉·布莱克，他是英国的以西结，曾试图“
修正”约翰·弥尔顿，但是弥尔顿也是深受莎士比亚影响的作家。伦敦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没能
例外，还有伦敦的文学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除了莎士比亚和杰弗里·乔叟，狄更斯肯定是最
强大、最有影响力的伦敦作家了。从《匹克威客外传》到《大卫·科波菲尔》，再到他的代表作《荒
凉山庄》，一直到他未完成的《埃德温·裘德之谜》，如莎士比亚再现世界一样，狄更斯再现了伦敦
。正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荒凉山庄》中的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创
作手法一样，卡夫卡笔下虚幻的布拉格是狄更斯笔下变化不定的伦敦的孙子。伦敦的文学遗产如此丰
富以至于任何简短的概括都会有胡言乱语的嫌疑，但是如果我们把伦敦文学史的辉煌归功于莎士比亚
和狄更斯，这至少是个真实有益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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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文学地图》

内容概要

由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编著的《伦敦文学地图》为《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之一。《伦敦文学
地图》融历史、地理和文学为一体，提供了伦敦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和文学有深厚渊源的地方的丰
富信息，无论这些地方是客观存在还是想象之物。从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到狄更斯最喜欢的小酒馆，
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到马丁·艾米斯笔下的波尔图贝罗街，《伦敦文学地图》以时间顺序探索
了英国文学大师们曾安家和汲取创作灵感的伦敦，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集知识性与娱乐
性于一体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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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罗德·布鲁姆(Haro1dBloom)，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人文讲座教授，1973年出版《影
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1994年出版《西方正典》，也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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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都铎王朝    1485年亨利七世登基标志着都铎王朝的开始。同一年，威廉·卡克斯顿出版了马洛里的故
事。马洛里的故事出版之后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10年前，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成立了英
格兰第一家出版社。包括《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内，他共印行了90多本，同时也是主要的欧洲书籍进
口商。卡克斯顿死后，他的助手韦恩肯·德·沃德接管了他的出版社并把出版社迁到了舰队街。直
到20世纪90年代，那里一直是伦敦的出版中心。    都铎王朝时代，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迅速增加。尽管
亨利八世禁止进口外国书籍以压制非正统思想，但是这反而刺激了国内出版业的发展。自卡克斯顿创
立第一家出版社之后的100年间，伦敦共成立了50多家出版社。除了希腊典籍翻译，剧本以及诸如福克
斯的《殉道士之书》之类的宗教畅销书之外，这些出版社还出版了数目众多、价格低廉的通俗读物，
如宣传小册子、歌谣、历书以及耸人听闻的“一便士故事”。出版行业公会被王室授权负责监督(和审
查)伦敦的图书出版和销售企业。当时的会馆如今尚存，就在圣保罗教堂附近。    因为娶了6位妻子，
亨利八世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英国国王。在他统治期间，教会的权势很大，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到
了12世纪，仅伦敦城区就有约100个教堂。伦敦市区和近郊的十几个教堂和修道院香火很盛，都拥有大
片的土地。1532年，亨利八世要跟第一任妻子(来自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原因是凯瑟琳没能
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这一举动遭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对，于是亨利八世宣布与其决裂。
他宣布自己为英格兰教会的首脑，发布命令解散原来的教会并着手剥夺教会的土地和巨额财富。    伦
敦的局势尤其动荡。教会失去了祭坛、雕像、绘画以及其他财产。主教们的大房子和宫殿被洗劫一空
后，被赏赐给亨利八世的宠臣们。很多房子甚至被夷为平地或改作他用。教会的花园和土地也以低廉
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们。虽然宗教改革损毁了伦敦的很多中世纪珍宝，但同时也为城市扩张铺平了道
路。    都铎王朝时代，伦敦是一个繁荣的城市。贸易持续不断地增长，伦敦主宰着成品布的市场，如
今布匹仍是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新兴产业如玻璃制造和丝织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了。尽
管存在着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但是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对伦敦居民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饥饿，而
是瘟疫和火灾。沿着伦敦的主干道东西大街有四个大型食品市场。莱登霍尔肉类市场便是其中之一，
如今仍在营业。    伦敦的工匠和商人组建同业公会来规范管理各自的行业。包括布商、杂货商和服装
商在内的12家最大的行会在地方政治事务中居主导地位，伦敦市的大多数议员都是从这些行业中选举
出来的。这些行会建造了宏伟的会议厅以供开会议事之用，其中很多如今尚存(尽管这些建筑是后来重
建的)。    皇家交易所是伦敦繁荣昌盛的最有力的象征。皇家交易所是1570年由商人、金融家托马斯·
格雷沙姆出资建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出席了剪彩仪式。这个交易所为伦敦商人提供了会面商讨价格、
进行商品交易的平台，也使得伦敦能够与欧洲大型贸易中心，如安特卫普交易所抗衡。尽管最初的建
筑在伦敦大火中被烧毁，但是后来维多利亚时代又进行了重建。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如今仍然是
伦敦的一大亮点。    16世纪初，与其他欧洲城市相比，伦敦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市。人口还不到5
万。但是到了都铎王朝时期，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蜂拥而至，心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尽管成千
上万的人死于接二连三爆发的瘟疫，但是伦敦的人口仍在迅速增长。仅在1550～1600年间，伦敦的人
口就翻了一番，达到了20万左右。50年以后，伦敦的人口再度翻番，伦敦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城
市。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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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伦敦文学地图》是根据美国作家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合著的英文版译出。这是一本可读性极
强的好书。它是《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之一，由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哈罗德·布鲁姆
作序，融历史、地理和文学为一体，提供了伦敦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和文学有深厚渊源的地方的丰
富信息，无论这些地方是客观存在还是想象之物。从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和狄更斯最喜欢的小酒店到
威斯敏斯特的诗人角和马丁·艾米斯笔下的波尔图贝罗街，这本书以历时的方式探索了英国文学大师
们曾安家和汲取创作灵感的伦敦，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集知识性与娱乐性于一体的读物
。    2010年2月份，笔者接到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郭尚兴教授的邀约后便马上开始了这次欢愉中夹杂着艰
辛的译事之旅。本书前5章的初译工作是在寒假中完成的。放寒假了，街上一片繁忙，一片喧嚣，大
家都在忙着准备年货，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昔日热闹的校园却显得异常的安静，甚至有些
冷清。每天一大早我就会来到静谧的教研室，开始一天的翻译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
困难，如数量众多的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笔者充分利用权威人名、地名词典和网络资源，反复查
证以求采用的译名是普遍为读者所接受的通用译法。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虽然常常头晕眼花、腰酸
背痛的，但是看到译出的文字在不断地增加，心里便洋溢着一种收获的喜悦。    本书其他部分的初译
以及后来全稿的校译工作是笔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完成的。为了确保译文的“达”，笔者
还委托在读研究生李小凤通读了译稿。在此，对她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    翻译是一种看似简单实则
复杂的高强度脑力劳动，容不得半点浮躁。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切体会到了“宁静致远”的
真谛。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数月的心血和汗水凝结成了这
十几万字的中译本。在译本即将出版之际，作为译者，心里甚感兴奋。在此，笔者谨向郭尚兴教授表
达真诚的感激之情，感谢郭老师对我的信任，同时感谢上海交通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服
务读者的机会，特向为译作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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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伦敦，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成就了其“文学名城”的美誉。自古罗马
帝国以来，无数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里
的角角落落都散发出历久弥新的人文气息。从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到狄更斯经常光顾的小酒馆，从威
斯敏斯特的诗人角到肯辛顿区的彼得·潘雕像，由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编著的这本《伦敦文学
地图》沿着历史的隧道展示了伦敦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让有心人足不出户亦可以走进心仪的文学大
师的生活空间，尽情领略这座城市异彩纷呈的人文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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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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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伦敦文学地图》的笔记-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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