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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方会周作人的日本文粤舔拜

~ 谶荣

献器工作在周作人一生文翠活勤中f占有相吉大的比重。 在周作人的三十鲸捶嚣著中，日本

文擎的敷量估了五分Z三，如果徙一九-八年在〈新青年〉上景表的〈小小的-{固人〉算起①，

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器著止，就已匮峙半f固多世击己。因此我俩可以前:日本文主要的器介是周作人

文肇活勤的重要粗成部分，运项工作寅串了他的-生。

一、翻器理输的费展

周作人的日本文肇器著踵然很多，但他的翻器生涯却不是徒日本文肇阔始的。 中国人看外

国糖、是有一疆框框，不是艘棍便是拜倒;真正把别人和自己都富成平等的世界大家庭的人来看，

是很黠的。西方帝圄主蓄的大炮矗回了火葵费明国的大F可以後，海使中圄人感到震嚣，方士是一

批有志改革的知戴份子便放国眼睛看世界。但那峙人俩的眼睛大都盯着西方，罹寅待慢了自己

身遣的道{固国家 日本。 在戊戌雄新璧革前後，著名的改革派康有属、梁罄超罐重桐到日本

文化，但康有属向光精皇帝造呈的〈日本璧政孜〉也是就要逼迫日本向西方肇霄，他甚至犯了

-{固鳝嚣:琵属国内凡知戴份子人人皆能器日文。梁离超自始也有同攘的看法，他的〈和文漠

嚣法〉也有把日文看得太易擎的俑膜。由拾中国文化和匮史的景逞舆悠久，知言辈份子伺f并没有

自日本文壁抬予多大的重祖;再加之日本古代文肇借墨中国文绥的成份很多，反而使相富一部

份人崖生了僵越感以属我何天朝，是有正氯的"②:就是在二十世祀初，以嚣著唤醒和感

勤了一代精英知戴份子的林籽，由拾撞撞条件的限制也没有日本文肇的嚣介。因此，可以前到

本世祀Z初我何的日本都邦在文攀上被忽棍了。

真正把日本文肇嚣介估中国章者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十分有趣的是，他何二位最初的翻器

也是西方文壁，鲁迅遣借助日文醇器了西方文肇作品。 周反兄弟留肇日本的敷年目， f并没有翻

器日本的文肇作品，但他刑寅了言午多日文害是罹贾的。周作人自日本文擎的翻器是徙五四逼勤

以後胃始的，他嚣的第一篇小就是江属儒作的〈小小的-{固人)>，号查表在〈新青年〉雄言志一九

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五卷六挂上。 一九二0年八月出版的周作人所器短篇小甜集〈黠滴)> ，

又把道篇唯一的日本短篇小税收了造去，道是周作人嚣日本文擎的国始。江属倚是日本岐阜黯

人，生拾一八八九年，他f并不是日本有名的作家。他中主要没上完便到束京的神田匾役所吉酶峙

工，後又到水道局掣圄保工作，很快他喜散上了文肇， f并有楼舍投到夏目漱石同下，舆武者小

路寅篱、千家元鹰等自棒派作家接近，出版了短篇小甜集〈琵惑〉等。周作人把富暗二十八、

丸葳的日本作家的小甜翻嚣出来的目的，可能主要孜庸的是思想内容。江属惰的小前主要表堤

的是青春、爱舆苦'隘的人道主盖思想，而富峙的周作人正轨荤霜〈人的文肇〉、 〈平民的文

肇〉等文，他也以人道主主是属武器向蕾文肇宣载。他在嚣文前面窍了道穰一段舌道一篇徙

江属氏小就集〈寂寞的路)> CSabishiki Mitshi，l917)中器出。本名 Tshiisai Hitori，用英文

器不遇是 A Little One 的意思;器作漠文却很篇黠，建成了那六{固生硬的字了。江属氏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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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作人的日本文學輪譯

張 鐵榮

鸝譯工作在周作人一生文學活動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 在周作人的三十餘種譯著中，日本

文學的數量佔了五分之三，如果從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小的一個人〉算起(D，

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譯著止，就已歷時半個多世紀。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文學的譯介是周作人

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工作貫串了他的一生。

一、翻譯理論的發展

周作人的日本文學譯著雖然很多，但他的翻譯生涯卸不是從日本文學開始的。 中國人看外

國總是有一種框框，不是蟬視便是拜倒;真正把別人和自己都當成平等的世界大家庭的人來看，

是很難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火藥發明國的大門以後，緣使中國人感到震驚，於是一

批有志改革的知識份子便放開眼睛看世界。但那時人們的眼睛大都盯著西方，確實待慢了自己

身邊的這個國家 日本。 在戊戌維新變革前後，著名的改革深康有肩、梁啟超繞重視到日本

文化，但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皇的〈日本變政致〉也是說要通過日本向西方學習，他甚至犯了

一個錯誤:認為國內凡知識份子人人皆能譯日文。梁啟超開始也有同樣的看法，他的〈和文漢

讀法〉也有把日文看得太易學的偏頗。由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發達與悠久，知識份子們併設有

對日本文學給予多大的重視;再加之日本古代文學借鑒中國文學的成份很多，反而使相當一部

份人產生了優越感，“以為我們天朝，是有正氣的"@;就是在二十世紀初，以譯著喚醒和感

動了一代精英知識份子的林籽，由於種種采件的限制也沒有日本文學的譯介。 因此，可以說到

本世紀之初我們的日本鄰邦在文學上被忽視了。

真正把日本文學譯介給中國讀者的是魯迅和周作人。 十分有趣的是，他們二位最初的觀譯

也是西方文學，魯迅還借助日文轉譯了西方文學作品。 周氏兄弟留學日本的數年間，併設有鸝

譯日本的文學作品，但他們買了許多日文書是確實的。周作人對日本文學的翻譯是從五四運動

以後開始的，他譯的第一篇小說是江馬僑作的〈小小的一個人>，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一九

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五卷六號上。一九二0年八月出版的周作人所譯短篇小說集〈點滴)> ，

又把這篇唯一的日本短篇小說收了進去，這是周作人譯日本文學的開始。江馬倚是日本岐車縣

人，生於一八八九年，他併不是日本有名的作家。 他中學投上完便到東京的神田區役所當臨時

工，後又到水道局製圖係工作，很快他喜歡上了文學，併有機會投到夏目漱石門下，與武者小

路貨篤、千家元庸等白樺派作家接近，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誘惑〉等。周作人把當時二十八、

九歲的日本作家的小說研譯出來的目的，可能主要致慮的是思想內容。江馬惰的小說主要表現

的是青春、愛與苦惱的人道主義思想，而當時的周作人正執筆寫〈人的文學〉、 〈平民的文

學〉等文，他也以人道主義為武器向舊文學宣戰。他在譯文前面寫了這樣一段話:“這一篇從

江馬氏小說集〈寂寞的路)> CSabishiki Mitshi，l917)中譯出。本名 Tshiisai Hitori，用英文

譯不過是 A Little One 的意思;譯作漠文卸很為難，變成了那六個生硬的字了。 江馬氏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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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方会周作人的日本文粤舔拜

~ 谶荣

献器工作在周作人一生文翠活勤中f占有相吉大的比重。 在周作人的三十鲸捶嚣著中，日本

文擎的敷量估了五分Z三，如果徙一九-八年在〈新青年〉上景表的〈小小的-{固人〉算起①，

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器著止，就已匮峙半f固多世击己。因此我俩可以前:日本文主要的器介是周作人

文肇活勤的重要粗成部分，运项工作寅串了他的-生。

一、翻器理输的费展

周作人的日本文肇器著踵然很多，但他的翻器生涯却不是徒日本文肇阔始的。 中国人看外

国糖、是有一疆框框，不是艘棍便是拜倒;真正把别人和自己都富成平等的世界大家庭的人来看，

是很黠的。西方帝圄主蓄的大炮矗回了火葵费明国的大F可以後，海使中圄人感到震嚣，方士是一

批有志改革的知戴份子便放国眼睛看世界。但那峙人俩的眼睛大都盯着西方，罹寅待慢了自己

身遣的道{固国家 日本。 在戊戌雄新璧革前後，著名的改革派康有属、梁罄超罐重桐到日本

文化，但康有属向光精皇帝造呈的〈日本璧政孜〉也是就要逼迫日本向西方肇霄，他甚至犯了

-{固鳝嚣:琵属国内凡知戴份子人人皆能器日文。梁离超自始也有同攘的看法，他的〈和文漠

嚣法〉也有把日文看得太易擎的俑膜。由拾中国文化和匮史的景逞舆悠久，知言辈份子伺f并没有

自日本文壁抬予多大的重祖;再加之日本古代文肇借墨中国文绥的成份很多，反而使相富一部

份人崖生了僵越感以属我何天朝，是有正氯的"②:就是在二十世祀初，以嚣著唤醒和感

勤了一代精英知戴份子的林籽，由拾撞撞条件的限制也没有日本文肇的嚣介。因此，可以前到

本世祀Z初我何的日本都邦在文攀上被忽棍了。

真正把日本文肇嚣介估中国章者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十分有趣的是，他何二位最初的翻器

也是西方文壁，鲁迅遣借助日文醇器了西方文肇作品。 周反兄弟留肇日本的敷年目， f并没有翻

器日本的文肇作品，但他刑寅了言午多日文害是罹贾的。周作人自日本文擎的翻器是徙五四逼勤

以後胃始的，他嚣的第一篇小就是江属儒作的〈小小的-{固人)>，号查表在〈新青年〉雄言志一九

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五卷六挂上。 一九二0年八月出版的周作人所器短篇小甜集〈黠滴)> ，

又把道篇唯一的日本短篇小税收了造去，道是周作人嚣日本文擎的国始。江属倚是日本岐阜黯

人，生拾一八八九年，他f并不是日本有名的作家。他中主要没上完便到束京的神田匾役所吉酶峙

工，後又到水道局掣圄保工作，很快他喜散上了文肇， f并有楼舍投到夏目漱石同下，舆武者小

路寅篱、千家元鹰等自棒派作家接近，出版了短篇小甜集〈琵惑〉等。周作人把富暗二十八、

丸葳的日本作家的小甜翻嚣出来的目的，可能主要孜庸的是思想内容。江属惰的小前主要表堤

的是青春、爱舆苦'隘的人道主盖思想，而富峙的周作人正轨荤霜〈人的文肇〉、 〈平民的文

肇〉等文，他也以人道主主是属武器向蕾文肇宣载。他在嚣文前面窍了道穰一段舌道一篇徙

江属氏小就集〈寂寞的路)> CSabishiki Mitshi，l917)中器出。本名 Tshiisai Hitori，用英文

器不遇是 A Little One 的意思;器作漠文却很篇黠，建成了那六{固生硬的字了。江属氏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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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珍周作人的日本文芸害総誇

張 銭柴

醗誇工作在周作人一生文翠活動中イ占有相嘗大的比重。在周作人的三十齢種語著中，日本

文筆的敷量イ占了五分之三，如果従一九一八年在く新青年〉上護表的く小小的一個人〉算起①，

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誇著止，就己歴時半個多世紀。因此我伺可以説:日本文撃的藷介是周作人

文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工作貫串了他的一生。

一、翻語理論的護展

周作人的日本文筆誇著雄然恨多，但他的翻諜生涯却不是従日本文筆開始的。中国人看外

国線、是有一種桓桓，不是蝶視便是奔倒.!真正把別人和自己都嘗成平等的世界大家庭的人来看，

是恨難的。西方帝国主義的大畑轟開了火薬護明国的大門以後，綾使中園人感到震驚，診是一

批有志改革的知識伶子便放開眼晴看世界。但那時人柄的眼晴大都町着西方，確賓待慢了自己

身遁的這個国家 日本。在戊成維新饗革前後，著名的改革派康有馬、梁啓超緯重視到日本

文化，但康有馬向光緒皇帝進呈的く日本饗政孜〉也是説要通過日本向西方撃習，他甚至犯了

一個錯誤:認馬圏内凡知識イ分子人人皆能藷日文。梁啓超開始也有同様的看法，他的く和文漢

語法〉也有把日文看得太易撃的偏頗。自治中園文化和歴史的震達輿悠久，知識イ分子何併没有

封日本文筆給予多大的重視;再加之日本古代文筆借豊中国文筆的成扮恨多，反市使相富一部

{分人産生了優越感，“以爵我門天朝，是有正気的"②:就是在二十世紀初，以語著喚醒和感

動了一代精英知識扮子的林野，由松種種条件的限制也没有日本文筆的語介。因此，可以説到

本世紀之初我門的日本業B邦在文撃上被忽視了。

員正把日本文撃語介給中国讃者的是魯迅和周作人。十分有趣的是，他何二位最初的観謹

也是西方文筆，魯迅還借助日文轄誇了西方文筆作品。周氏兄弟留撃日本的敷年間，併没有職

語日本的文筆作品，但他伺買了許多日文書是確貫的。周作人封日本文筆的重飛語是従五四運動

以後開始的，他詩的第一篇小説是江馬情作的く小小的一個人>，護表在く新青年〉雑誌一九

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五巻六競上。一九二O年八月出版的周作人所語短篇小説集く貼滴)>，

又把這篇唯一的日本短篇小説牧了進去，這是周作人語日本文筆的開始。江馬情是日本岐阜県系

人，生松一八八九年，他併不是日本有名的作家。他中皐没上完便到東京的神田匿役所嘗臨時

工，後又到水道局製園係工作， {艮快他喜歓上了文筆，併有機曾投到夏目激石門下，輿武者小

路貨篤、千家元麿等白樺派作家接近，出版了短篇小説集く誘惑〉等。周作人把嘗時二十八、

九歳的日本作家的小説書飛語出来的目的，可能主要孜慮的是思想内容。江馬惰的小説主要表現

的是青春、愛輿苦悩的人道主義思想，而嘗時的周作人正執筆寓く人的文撃〉、く平民的文

筆〉等文，他也以人道主義馬武器向奮文筆宣戦。他在語文前面完了這様一段話:“這ー篇従

江馬氏小説集く寂実的路)>CSabishiki Mitshi，l917)中諾出。本名 TshiisaiHitori，用英文

語不過是 ALittle One的意思;詩作漢文却恨矯難，饗成了那六個生硬的字了。江馬氏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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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家，有人道主薯的倾向。此外著作，有最篇小就〈受黠者暗礁〉雨撞， 又有〈爱舆憎〉

也是短篇小就集"。

周作人翻器日本文擎的主等思想， 和他此前的介招弱小民族文擎的宗旨是一致的，他首暗

深受梁罄超的文肇影誓， 言百篇文肇可以改臭思想、楠助文明，借他山Z石以更新圄人的精伸:

"真域文节fLÏ新宗，自此始入辈土。使有士卓特，不属常俗所围，必将主在然有吉拾心。按邦国峙

候， 篇署其心肆， 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别此雄大海之微7~欺，而性解恩惟， 黄寓砂此。中国器

界，亦由是黛理暮Z感矣。"③

由拾中国是一{固奇的圄度，周作人有意鼓地将日本的需介招始中国的击者，一九二一年八

月 〈新青年〉九卷四坡上程表了他嚣的〈雄器日本哥三十首:>.十月二十三日的〈晨辑副刊〉

上又景表了〈日本俗歌八首〉的器苦，同年十二月遣器出了〈日本俗歌四十首:> . 第二年景表

在〈哥〉第一卷第二期上。徙留日期罔起，周作人就十分喜爱日本的徘句，他重才徘句中所表洼

的"在嚣的意思幽玄阔寂的精趣味"和"用俗而雕俗"④的表理方式很感舆趣。我俩知

道 : 徙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周作人又是以新奇人的姿慧出理在理代文檀上的，他的需集

〈遇去的生命〉中的作品都是在此峙窍成的。周作人虽在骂了不少新器，但他再三皇军明 自己"不

是{固哥人"⑤，他只不遇是属新哥擅凑凑熟阔，待有新的需人出来他便告退。我想他封日本哥

歌徘句的翻器也雁如是在日， 道是他篇登展中圄新爵所做的"拾柴"工作的一部分，同暗也是属

以後的翻嚣界提供一疆依攘和程酸。他在景表所器哥歌的同峙， 遣重才日本需歌徙匮史到形式道

行分析， 指出其中的晨鹿舆缺陷。他首日本文肇中既有短歌你句川柳道主撞撞需形， 民革中

又有主撞撞， 可以算得颇多了;明治峙代新舆了新髓苦， 仍以五七拥属本，自由璧化， 成了各撞

髓裁;又因欧洲思想的影誓， 最生主撞撞主蠢的派别:因此需歌愈加舆盛了新髓爵的景庭是表理

自由可以楠短哥形的缺陷。以前哥有文需雨踵， 理在渐渐口吉普得了势，文章髓的哥已少晃了。

道哥歌雨撞雄形式有翼，却业行不悖， 因哥人依了他的感舆，可以楝撵遁拾麦E且他思想的需形，

拿来臆用， 不至有牵强的弊。 譬如得了一程可以作歌的感舆，做成短歌，固很遁合;倘使道思

想、较属捏雄，三十-{固字中放不λ，那便作成苔，自然更属得直。舆甜野晶子的主撞撞〈歌话:>

中前及哥歌， 便是道攘就法， 不以短歌属唯一表理贾感的文肇:我以篇很是切富"⑥。

富然， 此峙的周作人是十分强拥所器作品的内容的。重槐作品的平民性和属人生目的， iE

是他前期器作的一{固主要特色。就是器介日本小林一茶那撞僵美的傅杭徘句峙，他也是徒更深

唐次髓舍出其中的人生味道，他道穰言平{置前一茶的苔，叙景叙情各方面都有， 在廉的句，

滑稽的句， 道穰那撮， 差不多是千璧离化， 但在道言于多爵的黛前那一句裹，即使前著隔氯的事，

应襄也含著深的悲哀。道{固潜伏的悲哀， 很可玩味。如不能感到道锢， 便不能前真己宣言在了一

茶的爵的真味。将一茶的句， 罩看作滑稽瓢逸的人， 是不管知道一茶的人。"⑦

早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就器遇石} II晾木的短歌， 他富峙看重的是啄木哥歌中在内容上注重

"生活的表明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 J重用俗嚣 而所有道些在富峙都是新的歌人所不敢

做的。周作人正是徙贴近生活和大胆革新的角度遣中了啄木，童管只活了二十七葳的瞟木的需

有言午多幼稚之庭，但周作人也毫不在乎。直到晚年周作人撞委瑰自己的罔题，他甜日本的

需歌黛输和歌。卡句，都是言不重意，以有能菌昂贵;唯揭瞟木的歌我例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

情筒， 愈言羊姻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需道些事情的蓄，在日本也很出了些， 我也在法弄一部

分到手， 懂可能的始那些歌做注醋，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害真应下， 宜在是没有地方，

那腰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富初翻嚣簸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嚣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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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作家，有人道主義的傾向。此外著作，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暗礁〉兩種， 又有〈愛與憎〉

也是短篇小說集"。

周作人翻譯日本文學的主導思想， 和他此前的介紹弱小民族文學的宗冒是一致的，他當時

深受梁啟超的文學影響， 認為文學可以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借他山之石以更新國人的精神:

“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園，必將星空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

候， 福讀其心聲， 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摳敗，而性解恩惟， 實寓於此。中國譯

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

由於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周作人有意識地將日本的詩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一九二一年八

月 〈新青年〉九卷四號上發表了他譯的〈雜譯日本詩三十首:>.十月二十三日的〈晨報副刊〉

上又發表了〈日本俗歌八首〉的譯詩，同年十二月還譯出了〈日本俗歌四十首:> . 第二年發表

在〈詩〉第一卷第二期上。從留日期間起，周作人就十分喜愛日本的徘句，他對徘句中所表達

的“該諧的意思“幽玄閑寂的禪趣味"和“用俗而離俗"@的表現方式很感興趣。我們知

道 : 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周作人又是以新詩人的姿態出現在現代文壇上的，他的詩集

〈過去的生命〉中的作品都是在此時寫成的。周作人雖寫7不少新詩，但他再三聲明自己“不

是個詩人"@，他只不過是為新詩壇湊湊熱鬧，待有新的詩人出來他便告退。我想他對日本詩

歌徘句的敵譯也應如是觀， 這是他為發展中國新詩所做的“拾柴"工作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為

以後的研譯界提供一種依據和經驗。他在發表所譯詩歌的同時， 還對日本詩歌從歷史到形式進

行分析， 指出其中的長處與缺陷。他說 :“日本文學中既有短歌徘句川柳這幾種詩形， 民謠中

又有幾種， 可以算得頗多了;明治時代新興了新體詩， 仍以五七調為本，自由變化， 成了各種

體裁;又因歐洲思想的影響， 發生幾種主義的深別:因此詩歌愈加興盛了新體詩的長處是表現

自由可以補短詩形的缺陷。以前詩有文語兩種， 現在漸漸口語詩得了勢，文章體的詩已少見了。

這詩歌兩種雖形式有異， 去H並行不悸， 因詩人依了他的感興，可以揀擇適於表現他思想的詩形，

拿來應用， 不至有牽強的弊。 譬如得了一種可以作歌的感興，做成短歌，固很適合;倘使這思

想較為複雜，三十一個字中放不入，那便作成詩，自然更為得宜。與謝野晶子的幾種〈歌話〉

中論及詩歌， 便是這樣說法， 不以短歌為唯一表現實感的文學:我以為很是切當"@。

當然， 此時的周作人是十分強調所譯作品的內容的。重視作品的平民性和為人生目的，這

是他前期譯作的一個主要特色。就是譯介日本小林一茶那種優美的傳統徘句時，他也是從更深

層次體會出其中的人生味道，他這樣評價說 :“一茶的詩，釵景釵情各方面都有， 莊嚴的旬，

滑稽的旬， 這樣那樣， 差不多是千變萬化， 但在這許多詩的無論那一句裹，即使說著陽氣的事，

底襄也含著深的悲哀。這個潛伏的悲哀， 很可玩味。如不能感到這個， 便不能說真己賞識了一

茶的詩的真味。將一茶的旬， 單看作滑稽飄逸的人， 是不曾知道一茶的人。"(J)

早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就譯過石川啄木的短歌， 他當時看重的是啄木詩歌中在內容上注重

“生活的表現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運用俗語 而所有這些在當時都是新的歌人所不敢

做的。周作人正是從貼近生活和大阻革新的角度選中了啄木，盡管只活了二十七歲的啄木的詩

有許多幼稚之處，但周作人也毫不在乎。直到晚年周作人續發現自己的問題，他說:“日本的

詩歌無論和歌徘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為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卸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

情節， 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 我也設法弄一部

分到手， 儘可能的給那些歌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 質在是沒有地方，

那麼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啄木的短歌當初翻譯幾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譯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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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家，有人道主薯的倾向。此外著作，有最篇小就〈受黠者暗礁〉雨撞， 又有〈爱舆憎〉

也是短篇小就集"。

周作人翻器日本文擎的主等思想， 和他此前的介招弱小民族文擎的宗旨是一致的，他首暗

深受梁罄超的文肇影誓， 言百篇文肇可以改臭思想、楠助文明，借他山Z石以更新圄人的精伸:

"真域文节fLÏ新宗，自此始入辈土。使有士卓特，不属常俗所围，必将主在然有吉拾心。按邦国峙

候， 篇署其心肆， 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别此雄大海之微7~欺，而性解恩惟， 黄寓砂此。中国器

界，亦由是黛理暮Z感矣。"③

由拾中国是一{固奇的圄度，周作人有意鼓地将日本的需介招始中国的击者，一九二一年八

月 〈新青年〉九卷四坡上程表了他嚣的〈雄器日本哥三十首:>.十月二十三日的〈晨辑副刊〉

上又景表了〈日本俗歌八首〉的器苦，同年十二月遣器出了〈日本俗歌四十首:> . 第二年景表

在〈哥〉第一卷第二期上。徙留日期罔起，周作人就十分喜爱日本的徘句，他重才徘句中所表洼

的"在嚣的意思幽玄阔寂的精趣味"和"用俗而雕俗"④的表理方式很感舆趣。我俩知

道 : 徙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周作人又是以新奇人的姿慧出理在理代文檀上的，他的需集

〈遇去的生命〉中的作品都是在此峙窍成的。周作人虽在骂了不少新器，但他再三皇军明 自己"不

是{固哥人"⑤，他只不遇是属新哥擅凑凑熟阔，待有新的需人出来他便告退。我想他封日本哥

歌徘句的翻器也雁如是在日， 道是他篇登展中圄新爵所做的"拾柴"工作的一部分，同暗也是属

以後的翻嚣界提供一疆依攘和程酸。他在景表所器哥歌的同峙， 遣重才日本需歌徙匮史到形式道

行分析， 指出其中的晨鹿舆缺陷。他首日本文肇中既有短歌你句川柳道主撞撞需形， 民革中

又有主撞撞， 可以算得颇多了;明治峙代新舆了新髓苦， 仍以五七拥属本，自由璧化， 成了各撞

髓裁;又因欧洲思想的影誓， 最生主撞撞主蠢的派别:因此需歌愈加舆盛了新髓爵的景庭是表理

自由可以楠短哥形的缺陷。以前哥有文需雨踵， 理在渐渐口吉普得了势，文章髓的哥已少晃了。

道哥歌雨撞雄形式有翼，却业行不悖， 因哥人依了他的感舆，可以楝撵遁拾麦E且他思想的需形，

拿来臆用， 不至有牵强的弊。 譬如得了一程可以作歌的感舆，做成短歌，固很遁合;倘使道思

想、较属捏雄，三十-{固字中放不λ，那便作成苔，自然更属得直。舆甜野晶子的主撞撞〈歌话:>

中前及哥歌， 便是道攘就法， 不以短歌属唯一表理贾感的文肇:我以篇很是切富"⑥。

富然， 此峙的周作人是十分强拥所器作品的内容的。重槐作品的平民性和属人生目的， iE

是他前期器作的一{固主要特色。就是器介日本小林一茶那撞僵美的傅杭徘句峙，他也是徒更深

唐次髓舍出其中的人生味道，他道穰言平{置前一茶的苔，叙景叙情各方面都有， 在廉的句，

滑稽的句， 道穰那撮， 差不多是千璧离化， 但在道言于多爵的黛前那一句裹，即使前著隔氯的事，

应襄也含著深的悲哀。道{固潜伏的悲哀， 很可玩味。如不能感到道锢， 便不能前真己宣言在了一

茶的爵的真味。将一茶的句， 罩看作滑稽瓢逸的人， 是不管知道一茶的人。"⑦

早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就器遇石} II晾木的短歌， 他富峙看重的是啄木哥歌中在内容上注重

"生活的表明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 J重用俗嚣 而所有道些在富峙都是新的歌人所不敢

做的。周作人正是徙贴近生活和大胆革新的角度遣中了啄木，童管只活了二十七葳的瞟木的需

有言午多幼稚之庭，但周作人也毫不在乎。直到晚年周作人撞委瑰自己的罔题，他甜日本的

需歌黛输和歌。卡句，都是言不重意，以有能菌昂贵;唯揭瞟木的歌我例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

情筒， 愈言羊姻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需道些事情的蓄，在日本也很出了些， 我也在法弄一部

分到手， 懂可能的始那些歌做注醋，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害真应下， 宜在是没有地方，

那腰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富初翻嚣簸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嚣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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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作家，有人道主義的傾向。此外著作，有長篇小説く受難者暗礁〉雨種，文有く愛輿憎〉

也是短篇小説集"。

周作人翻誇日本文筆的主導思想，和他此前的介紹弱小民族文筆的宗旨是一致的，他首時

深受梁啓超的文筆影響，認爵文筆可以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借他山之石以更新園人的精神:

“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馬常俗所園，必、将整然有嘗訟心。按邦園時

候，福讃其心聾，以相度紳思之所在。則此雄大海之微温欺，而性解思惟，寅寓珍此。中園語

界，亦由是無遅暮之感失。"③

由松中国是一個詩的園度，周作人有意識地特日本的詩介紹給中国的讃者，一九二一年八

月く新青年〉九巻四競上護表了他詩的く雑語日本詩三十首:>.十月二十三日的く畏報副刊〉

上又接表了く日本俗歌八首〉的誇詩，同年十二月還詩出了く日本俗歌四十首:>.第二年輩表

在く詩〉第一巻第二期上。従留日期間起，周作人就十分喜愛日本的俳句，他封俳句中所表達

的“萩譜的意思ヘ “幽玄関寂的調趣味"和“用俗而離俗"④的表現方式恨感興趣。我伺知

道 :従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又是以新詩人的姿態出現在現代文壇上的，他的詩集

く過去的生命〉中的作品都是在此時鶏成的。周作人難寓了不少新詩，但他再三星空明自己“不

是個詩人"⑤，他只不過是属新詩壇湊湊熱闘，待有新的詩人出来他便告退。我想他封日本詩

歌俳句的融謹也躍如是観，這是他矯震展中園新詩所倣的“拾柴"工作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局

以後的醗語界提供一種依擦和経験。他在護表所誇詩歌的同時，還封日本詩歌従歴史到形式進

行分析，指出其中的長慮輿訣陪。他説 :“日本文筆中既有短歌俳句川柳這幾種詩形，民謡中

又有幾種，可以算得頗多了;明治時代新興了新韓詩，伺以五七調局本，自由饗化，成了各種

髄裁;又因欧洲思想的影響，叢生幾種主義的派別:因此詩歌愈加興盛了新韓詩的長慮是表現

自由可以補短詩形的敏陪。以前詩有文語雨種，現在漸漸口語詩得了勢，文章髄的詩己少見了。

這詩歌雨種雄形式有異，却並行不惇，因詩人依了他的感興，可以棟揮適胎表現他思想的詩形，

全来庭用，不至有牽強的弊。 暫如得了一種可以作歌的感興. 1i故成短歌，固恨適合;伯使這思

想較屑複雑，三十一個字中放不入，那便作成詩，自然更馬得宜。興謝野晶子的幾種く歌話〉

中論及詩歌，便是這様説法，不以短歌馬唯一表現貫感的文筆:我以鯖恨是切嘗"⑥。

嘗然，此時的周作人是十分強調所詩作品的内容的。重視作品的平民性和病人生目的，這

是他前期詩作的一個主要特色。就是諜介日本小林一茶那種優美的俸統俳句時，他也是従更深

層次龍曾出其中的人生味道，他這様評慣説 :“一茶的詩，叙景叙情各方面都有，荘巌的句，

滑稽的句，這様那様，差不多是千饗高化，但在這許多詩的無論那一句裏，即使説著陽気的事，

底裏也含著深的悲哀。這個潜伏的悲哀，恨可玩味。如不能感到這個，便不能説虞己賞識了一

茶的詩的虞味。将一茶的句，車看作滑稽瓢逸的人，是不曾知道一茶的人。"⑦

早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就誇過石川|啄木的短歌，他嘗時看重的是啄木詩歌中在内容上注重

“生活的表現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運用俗語 市所有這些在富時都是新的歌人所不敢

倣的。周作人正是従貼近生活和大胆革新的角度選中了啄木，童管只活了二十七歳的啄木的詩

有許多幼稚之慮，但周作人也基不在乎。直到晩年周作人績護現自己的問題，他説:“日本的

詩歌無論和歌俳句，都是言不童意，以有飴韻属貴;唯濁啄木的歌我伺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帯的

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恨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

分到手，憧可能的給那些歌倣注樺，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質在是波有地方，

那歴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啄木的短歌嘗初翻諜幾首，似乎也恨好的，及至全部把士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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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候，有些贵得设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反似乎设有什腰可喜了"⑧。

富然他此後逐渐克服了道疆有目的的眼器，而再向了封名著的翻窍。因属周作人注意到:

"日本的小就在廿世虽已成就了可黯臭的罪逞，不懂是国民的文牵精萃;言午多有名的著作遣兼有

世界的债{匾，可以舆欧洲现代的文宰相比"。胎是，他以原有逮晃的眼光，及暗地把富峙活醒

在日本文植的作家作品介招拾中国的苦者。

一九二三年，周作人舆鲁、迅合嚣的〈理代日本小就集〉由商移EP喜跑出版。攘〈民圈峙期

仰、喜目>illE贾，道是在明代中圄出版的第一册日本小挠的器著。苦苦收摄了固木田插步、章含木

三重吉、武者小路贾儒、吴舆善郎、志寅直哉、千家元鹰、江属情、佐藤春夫、力日藤武雄等近

十人的小就共十九篇。徙道十九篇小就本身来看，它11"大部份不是道些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但作品中多描写下眉牡舍的生活、克童的心理、人阳的不幸等，也言午正是~些才引费了周作人

和急迅的舆趣也就不定。因属他俩富峙的器肇理前是不相信誓街上舍有一尊或是正杭…·

我何生活的傅奇碍代 青年期，一一很受了本圈的革命思想的衙激;我何理在瞌然续乎忘创

了民辑上的文章，但那幢同情拾‘被侮辱舆揭害'的人舆民族的心情，创己铿沁造精神襄去:我

俩富峙希望波商及柬歇嚣小固的徨舆，寅在不下肚章先生的期望印度。宦到理在，运撞影曹大

拘渥很深，将加使我例有了一国傅奇的真域趣味;因此匪来所嚣的便大半是儒僻的圄度的作

品"⑨。道册〈理1~ 日本小前集〉睡不是"偏僻的圈度的作品但邵是首峙日本作家的较属

"儒僻"的作品。道也是他何提倡人道主蕃工作的一部份，至少周作人自己是道穰韶屑的。因

此富他把日本的现代作品介招抬中国的萤者峙，他言跑道些男目占生活的"理代的作品似乎遣稍重

要一黠"⑩，他十分看重道些作品的理代性，也言午正是道撞眼光促使他去逗器也末可知。周作

人和鲁迅在提倡文擎的阔始，都是深受梁罄超影警，把翻器也看作是己生虫丰土舍的工具的。所以，

他有一疆使命感。周作人比梁喜超看得更全面Z庭渥在胎:他更重棍嚣著的文兽性，借"他山

之石"以费展自己;他十分明罹地指出，要肇曹日本的"模做别人"方式，封中国的剧作、翻

器造行"改革"。他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肇文科研究所小就研究舍的需演中，再三

强翻的一段舌1N值得重棍，道是他正式程表日本文牵器著前的器事理输，也是他前期日本文肇

翻嚣的指等思想，他就中国革新小就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黛成擂，道是什麽理由呢。

攘我就来，就插在中国人不肯模傲不舍模傲。因篇道f固嫁故，所以蔷派小挠，遐出主撞撞;新文

擎的小前就一本也注有。剧作一面，姑且不揄也器;即如翻嚣，也是如此。除却一二撞摘嚣的

小仲属〈茶花女遣事〉托商斯泰〈心服〉外，别焦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遣多，接下去

便是高能遣幸IJO合葛得白琵拜弄罪名民言者作了。道宗著作，果然设有什麽可模傲，也决注人去模做

他:因属器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最庭;所以嚣他。所以嚣道本害者，便因属他有我的最庭，

因属他像我的橡故。所以司各得小商之可器可嚣者，就因属他像〈史漠〉的绿故;正舆将赫青

黎〈天演前〉比周秦言者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道模一f固心息，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

肯自己去肇人，施踊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壁，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肇属髓，西肇属

用。'肇了一黠，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圈，来f乍他傅奇主萎的〈聊雳〉自然主薯的〈子不需>i直

是不肯模做不舍模傲的必然的括果了。

我何要想、救遣弊病，缰得摆脱匿史的因理思想晨心的先去模傲别人。随後自能徙模做中，

蜗化出插割的文肇来，日本就是锢榜楼。照上文所载，中国理阵小亩'1育形，做佛明治十七八年

峙的楼子;所以目下切要掰法，也便是提倡翻器及研究外国著作。"@

此後，周作人慢慢扭碍了道捶利用眼嚣宦接爵王克贾服弱的器翠理输，醇向了重才名著的酣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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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有些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有的本來，反似乎沒有什麼可喜了"@。

當然他此後逐漸克服了這種有目的的研譯，而轉向了對名著的輔諱。因為周作人注意到:

“日本的小說在廿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

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學相比"。於是，他以頗有遠見的眼光，及時地把當時活躍

在日本文壇的作家作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一九二三年，周作人與魯迅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據〈民團時期

總書目〉証質，這是在現代中國出版的第一冊日本小說的譯著。該書收錄了國木田獨步、鈴木

三重吉、武者小路寶篤、長與善郎、志賀直哉、千家元唐、江馬僑、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近

十人的小說共十九篇。從這十九篇小說本身來看，它們大部份不是這些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但作品中多描寫下層社會的生活、見童的心理、人間的不幸等，也許正是這些才引發了周作人

和魯迅的興趣也說不定。因為他們當時的譯學理論是:“不相信藝術上會有一尊或是正統....

我們生活的傳奇時代 青年期，一一很受了本圍的革命思想的衝激;我們現在雖然幾乎忘卻

了民報上的文章，但那種同情於‘被侮辱與損害，的人與民族的心情，卻已經沁進精神襄去:我

們當時希望技蘭及東歐諸小圓的復興，實在不下於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現在，這種影響大

約還很深，終於使我們有了一國傳奇的異域趣味;因此歷來所譯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國度的作

品"@。這珊〈現代日本小說集〉雖不是“偏僻的團度的作品但卻是當時日本作家的較為

“偏僻"的作品。這也是他們提倡人道主義工作的一部份，至少周作人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因

此當他把日本的現代作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時， 他說這些緊貼生活的“現代的作品似乎還稍重

要一點"@，他十分看重這些作品的現代性，也許正是這種眼光促使他去選譯也未可知。周作

人和魯迅在提倡文學的開始，都是深受梁啟超影響，把買飛譯也看作是改良社會的工具的。所以，

他有一種使命感。周作人比梁啟超看得更全面之處還在於:他更重視譯著的文學性，借“他山

之石"以發展自己;他十分明確地指出，要學習日本的“模做別人"方式，對中國的創作、研

譯進行“改革"。他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的講演中，再三

強調的一段話很值得重視，這是他正式發表日本文學譯著前的譯學理論，也是他前期日本文學

輛譯的指導思想，他說:“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卸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

據我說來，就『且在中國人不肯模做不會模傲。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派小說，還出幾種;新文

學的小說就一本也沒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輯譯，也是如此。除卸一二種摘譯的

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托爾斯泰〈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送更司還多，接下去

便是高能達利哈葛得白琵拜無名氏諸作了。這宗著作，果然沒有什麼可模傲，也決沒人去模做

他;因為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他。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為他有我的長處，

因為他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得小說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為他像〈史漠〉的緣故;正與將赫胥

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息，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

肯自己去學人，抵願別人來像我。即使勉強去學，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學了一點，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圈，來作他傳奇主義的〈聊齋〉自然主義的〈子不語〉這

是不肯模做不會模做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們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做別人。隨後自能從模做中，

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照上文所說，中國現時小說情形，做彿明治十七八年

時的樣子;所以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輛譯及研究外國著作。"@

此後，周作人慢慢扭轉了這種利用輯譯直接為現實服務的譯學理論，轉向了對名著的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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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候，有些贵得设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反似乎设有什腰可喜了"⑧。

富然他此後逐渐克服了道疆有目的的眼器，而再向了封名著的翻窍。因属周作人注意到:

"日本的小就在廿世虽已成就了可黯臭的罪逞，不懂是国民的文牵精萃;言午多有名的著作遣兼有

世界的债{匾，可以舆欧洲现代的文宰相比"。胎是，他以原有逮晃的眼光，及暗地把富峙活醒

在日本文植的作家作品介招拾中国的苦者。

一九二三年，周作人舆鲁、迅合嚣的〈理代日本小就集〉由商移EP喜跑出版。攘〈民圈峙期

仰、喜目>illE贾，道是在明代中圄出版的第一册日本小挠的器著。苦苦收摄了固木田插步、章含木

三重吉、武者小路贾儒、吴舆善郎、志寅直哉、千家元鹰、江属情、佐藤春夫、力日藤武雄等近

十人的小就共十九篇。徙道十九篇小就本身来看，它11"大部份不是道些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但作品中多描写下眉牡舍的生活、克童的心理、人阳的不幸等，也言午正是~些才引费了周作人

和急迅的舆趣也就不定。因属他俩富峙的器肇理前是不相信誓街上舍有一尊或是正杭…·

我何生活的傅奇碍代 青年期，一一很受了本圈的革命思想的衙激;我何理在瞌然续乎忘创

了民辑上的文章，但那幢同情拾‘被侮辱舆揭害'的人舆民族的心情，创己铿沁造精神襄去:我

俩富峙希望波商及柬歇嚣小固的徨舆，寅在不下肚章先生的期望印度。宦到理在，运撞影曹大

拘渥很深，将加使我例有了一国傅奇的真域趣味;因此匪来所嚣的便大半是儒僻的圄度的作

品"⑨。道册〈理1~ 日本小前集〉睡不是"偏僻的圈度的作品但邵是首峙日本作家的较属

"儒僻"的作品。道也是他何提倡人道主蕃工作的一部份，至少周作人自己是道穰韶屑的。因

此富他把日本的现代作品介招抬中国的萤者峙，他言跑道些男目占生活的"理代的作品似乎遣稍重

要一黠"⑩，他十分看重道些作品的理代性，也言午正是道撞眼光促使他去逗器也末可知。周作

人和鲁迅在提倡文擎的阔始，都是深受梁罄超影警，把翻器也看作是己生虫丰土舍的工具的。所以，

他有一疆使命感。周作人比梁喜超看得更全面Z庭渥在胎:他更重棍嚣著的文兽性，借"他山

之石"以费展自己;他十分明罹地指出，要肇曹日本的"模做别人"方式，封中国的剧作、翻

器造行"改革"。他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肇文科研究所小就研究舍的需演中，再三

强翻的一段舌1N值得重棍，道是他正式程表日本文牵器著前的器事理输，也是他前期日本文肇

翻嚣的指等思想，他就中国革新小就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黛成擂，道是什麽理由呢。

攘我就来，就插在中国人不肯模傲不舍模傲。因篇道f固嫁故，所以蔷派小挠，遐出主撞撞;新文

擎的小前就一本也注有。剧作一面，姑且不揄也器;即如翻嚣，也是如此。除却一二撞摘嚣的

小仲属〈茶花女遣事〉托商斯泰〈心服〉外，别焦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遣多，接下去

便是高能遣幸IJO合葛得白琵拜弄罪名民言者作了。道宗著作，果然设有什麽可模傲，也决注人去模做

他:因属器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最庭;所以嚣他。所以嚣道本害者，便因属他有我的最庭，

因属他像我的橡故。所以司各得小商之可器可嚣者，就因属他像〈史漠〉的绿故;正舆将赫青

黎〈天演前〉比周秦言者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道模一f固心息，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

肯自己去肇人，施踊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壁，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肇属髓，西肇属

用。'肇了一黠，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圈，来f乍他傅奇主萎的〈聊雳〉自然主薯的〈子不需>i直

是不肯模做不舍模傲的必然的括果了。

我何要想、救遣弊病，缰得摆脱匿史的因理思想晨心的先去模傲别人。随後自能徙模做中，

蜗化出插割的文肇来，日本就是锢榜楼。照上文所载，中国理阵小亩'1育形，做佛明治十七八年

峙的楼子;所以目下切要掰法，也便是提倡翻器及研究外国著作。"@

此後，周作人慢慢扭碍了道捶利用眼嚣宦接爵王克贾服弱的器翠理输，醇向了重才名著的酣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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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有些覧得浪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反似乎浸有什歴可喜了"⑧。

嘗然他此後逐漸克服了這種有目的的置飛語，市轄向了封名著的醗諜。因馬周作人注意到:

“日本的小説在廿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霊達，不僅是園民的文筆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

世界的慣値，可以輿欧洲現代的文撃相比"。胎是，他以頗有遠見的眼光，及時地把嘗時活躍

在日本文壇的作家作品介紹給中国的請者。

一九二三年，周作人輿魯迅合語的く現代日本小説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擦く民園時期

糟書目〉証買，這是在現代中園出版的第一加日本小説的語著。該書牧録了園木田濁歩、鈴木

三重吉、武者小路賓篤、長輿善郎、志賀直哉、千家元麿、江馬情、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近

十人的小説共十九篇。従這十九篇小説本身来看，官伺大部{分不是這些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但作品中多描寓下層社曾的生活、児童的心理、人間的不幸等，也許正是這些才引委了周作人

和魯迅的興趣也説不定。因屑他伺嘗時的課筆理論是:“不相信事術上曾有一尊或是正統・…

我何生活的{専奇時代 青年期，-1.艮受了本圏的革命思想的衝激;我門現在雄然幾乎忘卸

了民報上的文章，但那種同情貯‘被侮辱輿損害'的人輿民族的心情，卸己経泌進精神裏去:我

伺嘗時希望波蘭及東欧諸小国的復興，貫在不下方会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現在，這種影響大

約還但深，終松使我伺有了一国侍奇的異域趣味;因此歴来所語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園度的作

品"⑨。這珊く現代日本小説集〉雄不是“偏僻的圏度的作品但卸是嘗時日本作家的較馬

“偏僻"的作品。這也是他門提イ昌人道主義工作的一部扮，至少周作人自己是這様認属的。因

此嘗他把日本的現代作品介紹給中園的讃者時，他説這些緊貼生活的“現代的作品似乎還梢重

要一貼"⑩，他十分看重這些作品的現代性，也許正是這種眼光促使他去選謹也末可知。周作

人和魯迅在提イ昌文筆的開始，都是深受梁啓超影響，把醗詩世看作是改良社曾的工具的。所以，

他有一種使命感。周作人比梁啓超看得更全面之慮還在於:他更重視語著的文皐性，借“他山

之石"以護展自己;他十分明確地指出，要撃習日本的“模倣別人"方式，封中国的創作、融

課進行“改革"。他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撃文科研究所小説研究曾的講演中，再三

強調的一段話恨値得重視，這是他正式費表日本文筆藷著前的語撃理論，也是他前期日本文筆

醗詩的指導思想，他説:“中国講新小説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華無成績，這是什歴理由昭。

嫁我説来，就抵在中国人不肯模倣不曾模倣。因属這個縁故，所以奮派小説，還出幾種;新文

準的小説就一本也浸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醗誇，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種摘詩的

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托爾斯泰く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還多，接下去

便是高能達利晴葛得白髭拝無名氏諸作了。這宗著作，果然浸有什歴可模倣，也決浪人去模倣

他:因偶語者本来也不是侃服他的長慮;所以諜他。所以語這本書者，便因昂他有我的長慮，

因馬他像我的縁故。所以司各得小説之可諜可讃者，就因馬他像く史漢〉的縁故;正輿持赫育

繋〈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様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

肯自己去隼人，抵願別人来像我。即使勉強去撃，也仰是t工定老主意，以‘中皐馬瞳，西皐昂

用。'撃了一貼，便古今中外，祉作一圏，来作他惇奇主義的くJ!lJp翼手〉自然主義的く子不語〉這

是不肯模倣不曾模倣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何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擁脱歴史的因襲思想員心的先去模倣別人。臨後自能従模倣中，

腕化出掛創的文筆来，日本就是個梼様。照上文所説，中園現時小説情形，倣梯明治十七八年

時的様子;所以目下切要締法，也便是提イ白鶴語及研究外国著作。"⑪

此後，周作人慢慢担轄了這種利用醗謹直接爵現質服務的誇翠理論，醇向了封名著的醗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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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所挠的"眉苦而翻器"@ (嗣胎道部份我将在本文的第二章中群前〉。 代表道一醇璧遇

涯的穰志便是封日本古典文肇〈古事自〉的翻嚣。

他初嚣〈古事言己〉峙，以前的那檀嚣肇理前渥依稀可晃，他就我器道〈古事言己〉神代

卷的意思那腰在什pîr地方呢?我老寅挠，我的希望是植小的，我只想介招日本古代神~*合中国

爱好神霜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壁的人看看嚣了。普通封胎道程柬西有雨模不同的看法，我

置得都不很重才，踵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伺自然不舍有道些措嚣。其一是中国人看神舌的方

法。他何徙神击中看出撞撞野蜜凰俗原始思想的遣胁一其黄道是自然不遇的事，他何却根

撩了道些把古代舆理代洒在一起，以属道就足以作批言平理代文化的输撩…… (中略) .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舌的方法，特别是封拾〈古事言己〉。日本自己有「神圄J Z槽，又有离

世一系的皇室，其国睡舆世界任何各国有罢，日本人以属道就因属是神圄的国f系，而其茜攘别

是〈古事言己〉的傅挠。所以在有些程国家主蠢的教育家燎裂成功的忠且臣民看来， <(古事言己〉

是一部「神典J，裹遣的童舌似的言己事都是神里的，有如〈蕾构〉之胎基督教徒，因篇道是苦

寅天挠的降酶的。 回击士朔:国的事我刑不能像<(}I圄天峙丰民〉那穰任情的前，所以不必去多吉普他，

但~糖、可以前明，我何置得要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黠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富的看法。"@

但到後来，他的道程翻黠又向前景展了，他告前嚣者雁把〈古事言己〉 日本史册中所祀

述的最有系杭的民族神话一一"首作日本古典文肇来看首作蓄峙日本的一部傅前集去看，

那将是很有舆趣的，他就日本傅就自有其特色，如天真、微烟、僵美，但有些也有憧最霜

可怕的，例如第一三八卸的仲哀天皇的詹卒宴麓，即是一例。那是日本固有宗教的‘神道教'

的精神，我伺想了解日本故事以至匮史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然而也就是植黠得了解清楚的事

情。"⑩周作人在此指出了名著封拾了解-{固圆家的重要作用。

接着周作人翻嚣了〈狂言十番:> (新中国成立以後他又将此楠克出版了〈日本狂言遥》、

〈浮世澡堂:>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壁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增百出版〈浮世澡

堂·浮世理鬓筒》、 〈平家物吉〉、 〈枕草子〉等日本古代名著。舆此同峙，他遣以一{固老

酣5辜者的身份，重才嚣肇理E命幸日寄自器工作景表了很多重要的意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福康先

生在〈中圄嚣肇理揄史稿〉一言中，首次集中揄及周氏在新中国成立以後回胎器擎的一系列理

前文章， t并估予很高的言平{置，言在属周作人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民知卓晃，值得我伺重饵"⑩。

周作人的道程由有目的的酿嚣垂展到封名著的翻嚣的遇程，表明了他做属一{固翻器家的走

向成熟，同暗亦可看出他在嚣肇天地裹的模索、彷徨舆前逢的轨迹。他强嗣名著不懂有"移

情"的蕃美作用，而且使不同圄界的人何可以自如地交流;他遣韶属"有些保作本是世界的公

物，各人有榷利去共享，也有萎藉去共擎的，莲在文明国家便雁首都有酣器介招，舆本国的古

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要章外圄文肇缰看穰准名作"⑩。

二、翻器手法的革新

堂才外国文擎的翻器探取"宦器"的手法，道是鲁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燕揄徙首恃置

是在今天看来，道都是酬器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 换句话前，正是周氏兄弟篇中国翻需界在

"信"上，胃了凰氯之先; f并用他何自己的寅酶，属中圄器丈的忠寅可信性奠定了基睫。

来所周知，中国封拾外圃文擎的量和器是徙林府向始的，正是来多的"林器"阔了中国翻嚣

史的先河，周作人舍程道穰甜老寅挠我何虽是乎都因了林嚣罐知道外圄有小亩，引起一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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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所說的“為書而研譯“@ (關於這部份我將在本文的第二章中詳論)。 代表這一轉變過

渡的標志便是對日本古典文學〈古事記〉的觀譯。

他初譯〈古事記〉時，以前的那種譯學理論還依稀可見，他說:“我譯這〈古事記〉神代

卷的意思那麼在什麼地方呢?我老實說，我的希望是極小的，我只想介紹日本古代神話給中國

愛好神話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學的人看看罷了。普通對於這種東西有兩樣不同的看法，我

覺得都不很對，雖然在我所希望他來看的人們自然不會有這些錯誤。其一是中國人看神話的方

法。他們從神話中看出種種野蠻風俗原始思想的遺跡，一一其實這是自然不過的事，他們卸根

據了這些把古代與現代洒在一起，以為這就足以作批評現代文化的論據... . . . (中略〉 ﹒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話的方法，特別是對於〈古事記〉。日本自己有「神國」之稱，又有萬

世一系的皇室，其國體與世界任何各國有異，日本人以為這就因為是神圓的閒係，而其證據則

是〈古事記〉的傳說。所以在有些經國家主義的教育家煉製成功的忠良臣民看來， <(古事記〉

是一部「神典J，里邊的童話似的記事都是神聖的，有如〈舊約〉之於基督教徒，因為這是證

實天孫的降臨的。 關於鄰國的事我們不能像〈順天時報〉那樣任惰的說，所以不必去多講他，

但這總可以說明，我們覺得要把神話看作信史也是有點可笑的，至少不是正當的看法。"@

但到後來，他的這種觀點又向前發展了，他告訴讀者應把〈古事記〉 日本史閩中所紀

述的最有系統的民族神話一一“當作日本古典文學來看當作當時日本的一部傳說集去看，

那將是很有興趣的，他說:“日本傳說自有其特色，如天真、纖細、優美，但有些也有極嚴肅

可怕的，例如第一三八節的仲哀天皇的倉卒宴駕，即是一例。那是日本固有宗教的‘神道教'

的精神，我們想了解日本故事以至歷史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然而也就是極難得了解清楚的事

情。"@周作人在此指出了名著對於了解一個國家的重要作用。

接著周作人研譯了〈狂言十番:>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又將此補充出版了〈日本狂言還:>) 、

〈浮世澡堂:>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增訂出版〈浮世澡

堂﹒浮世理髮館:>) 、 〈平家物語〉、 〈枕草子〉等日本古代名著。與此同時，他還以一個老

師譯者的身份，對譯學理論和翻譯工作發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陳褔康先

生在〈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一書中，首次集中論及周氏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關於譯學的一系列理

論文章，併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周作人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真知卓見，值得我們重視"@。

周作人的這種由有目的的研譯發展到對名著的翻譯的過程，表明了他做為一個研譯家的走

向成熟，同時亦可看出他在譯學天地里的摸索、彷徨與前進的軌迎。他強調名著不僅有“移

情"的審美作用，而且使不同國界的人們可以自如地交流;他還認為“有些傑作本是世界的公

物，各人有權利去共享，也有義務去共學的，這在文明國家便應當都有研譯介紹，與本國的古

典著作一同供國民的利用。.. . ...要讀外國文學須看標準名作"@。

二、鸝譯手法的革新

對外國文學的研譯採敢“直譯"的手法，這是魯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來的。無論從當時還

是在今天看來，這都是翻譯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 換句話說，正是周氏兄弟為中國翻譯界在

“信"上，開了風氣之先; f并用他們自己的實踐，為中國譯文的忠實可信性奠定了基礎。

眾所周知，中國對於外國文學的觀譯是從林締開始的，正是眾多的“林譯"開了中國翻譯

史的先河，周作人會經這樣說:“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纜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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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所挠的"眉苦而翻器"@ (嗣胎道部份我将在本文的第二章中群前〉。 代表道一醇璧遇

涯的穰志便是封日本古典文肇〈古事自〉的翻嚣。

他初嚣〈古事言己〉峙，以前的那檀嚣肇理前渥依稀可晃，他就我器道〈古事言己〉神代

卷的意思那腰在什pîr地方呢?我老寅挠，我的希望是植小的，我只想介招日本古代神~*合中国

爱好神霜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壁的人看看嚣了。普通封胎道程柬西有雨模不同的看法，我

置得都不很重才，踵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伺自然不舍有道些措嚣。其一是中国人看神舌的方

法。他何徙神击中看出撞撞野蜜凰俗原始思想的遣胁一其黄道是自然不遇的事，他何却根

撩了道些把古代舆理代洒在一起，以属道就足以作批言平理代文化的输撩…… (中略) .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舌的方法，特别是封拾〈古事言己〉。日本自己有「神圄J Z槽，又有离

世一系的皇室，其国睡舆世界任何各国有罢，日本人以属道就因属是神圄的国f系，而其茜攘别

是〈古事言己〉的傅挠。所以在有些程国家主蠢的教育家燎裂成功的忠且臣民看来， <(古事言己〉

是一部「神典J，裹遣的童舌似的言己事都是神里的，有如〈蕾构〉之胎基督教徒，因篇道是苦

寅天挠的降酶的。 回击士朔:国的事我刑不能像<(}I圄天峙丰民〉那穰任情的前，所以不必去多吉普他，

但~糖、可以前明，我何置得要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黠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富的看法。"@

但到後来，他的道程翻黠又向前景展了，他告前嚣者雁把〈古事言己〉 日本史册中所祀

述的最有系杭的民族神话一一"首作日本古典文肇来看首作蓄峙日本的一部傅前集去看，

那将是很有舆趣的，他就日本傅就自有其特色，如天真、微烟、僵美，但有些也有憧最霜

可怕的，例如第一三八卸的仲哀天皇的詹卒宴麓，即是一例。那是日本固有宗教的‘神道教'

的精神，我伺想了解日本故事以至匮史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然而也就是植黠得了解清楚的事

情。"⑩周作人在此指出了名著封拾了解-{固圆家的重要作用。

接着周作人翻嚣了〈狂言十番:> (新中国成立以後他又将此楠克出版了〈日本狂言遥》、

〈浮世澡堂:>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壁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增百出版〈浮世澡

堂·浮世理鬓筒》、 〈平家物吉〉、 〈枕草子〉等日本古代名著。舆此同峙，他遣以一{固老

酣5辜者的身份，重才嚣肇理E命幸日寄自器工作景表了很多重要的意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福康先

生在〈中圄嚣肇理揄史稿〉一言中，首次集中揄及周氏在新中国成立以後回胎器擎的一系列理

前文章， t并估予很高的言平{置，言在属周作人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民知卓晃，值得我伺重饵"⑩。

周作人的道程由有目的的酿嚣垂展到封名著的翻嚣的遇程，表明了他做属一{固翻器家的走

向成熟，同暗亦可看出他在嚣肇天地裹的模索、彷徨舆前逢的轨迹。他强嗣名著不懂有"移

情"的蕃美作用，而且使不同圄界的人何可以自如地交流;他遣韶属"有些保作本是世界的公

物，各人有榷利去共享，也有萎藉去共擎的，莲在文明国家便雁首都有酣器介招，舆本国的古

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要章外圄文肇缰看穰准名作"⑩。

二、翻器手法的革新

堂才外国文擎的翻器探取"宦器"的手法，道是鲁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燕揄徙首恃置

是在今天看来，道都是酬器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 换句话前，正是周氏兄弟篇中国翻需界在

"信"上，胃了凰氯之先; f并用他何自己的寅酶，属中圄器丈的忠寅可信性奠定了基睫。

来所周知，中国封拾外圃文擎的量和器是徙林府向始的，正是来多的"林器"阔了中国翻嚣

史的先河，周作人舍程道穰甜老寅挠我何虽是乎都因了林嚣罐知道外圄有小亩，引起一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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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所説的“馬書而醜誇“⑫ (闘胎這部イ分我持在本文的第二章中詳論〉。 代表這一醇嬰過

渡的標志便是封日本古典文筆く古事記〉的醗語。

他初語く古事記〉時，以前的那種語撃理論還依稀可見，他説:“我語這く古事記〉神代

巻的意思那歴在什歴地方眼?我老貰説，我的希望是極小的，我只想介紹日本古代神話給中園

愛好紳話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望的人看看罷了。普通封胎這種東西有雨様不同的看法，我

費得都不恨封，雄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伺自然不舎有這些錯誤。其ー是中国人看紳話的方

法。他門従紳話中看出種種野蟹風俗原始思想的遺跡，一一其貫這是自然不過的事，他門却根

擦了這些把古代輿現代潤在一起，以馬這就足以作批評現代文化的論擦…・・・(中略〉・

其二是日本人看紳話的方法，特別是封於く古事記〉。日本自己有「紳園」之栴，又有高

世一系的皇室，其圏瞳輿世界任何各国有異，日本人以属這就因屑是紳園的関係，而其謹嫁則

是く古事記〉的{専説。所以在有些鰹園家主義的教育家煉製成功的忠良臣民看来， く古事記〉

是一部「紳典J，裏遁的童話似的記事都是紳聖的，有如く奮約〉之胎基督教徒，因馬這是謹

貫天孫的降臨的。開於郷園的事我刑不能像く順天時報〉那様任情的説，所以不必去多講他，

但這線、可以説明，我門質得要把紳話看作信史也是有鮎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嘗的看法。"⑬

但到後来，他的這種観黙又向前震展了，他告訴護者臆把く古事記〉 日本史加中所紀

述的最有系統的民族神話一一“嘗作日本古典文筆来看ぺ嘗作嘗時日本的一部停説集去看，

那牌是恨有興趣的，他説:“日本停説自有其特色，如天異、繊細、優美，但有些也有極巌覇

可伯的，例如第一三八節的仲哀天皇的倉卒宴駕，即是一例。那是日本固有宗教的‘神道教'

的精神，我何想了解日本故事以至歴史的入所不可不知道，然市也就是極難得了解清楚的事

情。"⑬周作人在此指出了名著封於了解一個園家的重要作用。

接着周作人醗語了く狂言十番:>(新中国成立以後他又将此補充出版了く日本狂言選:>)、

く浮世漁堂:>(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筆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増訂出版く浮世操

堂・浮世理髪館:>)、く平家物語〉、く枕草子〉等日本古代名著。輿此同時，他還以一個老

醜語者的身イ分，封語皐理論和翻謹工作委表了恨多重要的意見，倣出了一定的貢献。陳福康先

生在く中国語皐理論史稿〉一書中，首次集中論及周氏在新中園成立以後開胎語撃的一系列理

論文章，併給予恨高的評{買，認爵周作人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員知卓見，値得我何重視"⑮。

周作人的這種由有目的的醗語霊展到封名著的観語的過程，表明了他倣馬一個置飛語家的走

向成熟，同時亦可看出他在語撃天地裏的模索、初f皇輿前進的軌遁。他強調名著不僅有“移

情"的審美作用，而且使不同国界的人何可以自如地交流;他還認馬“有些傑作本是世界的公

物，各人有権利去共享，也有義務去共撃的，這在文明国家便雁嘗都有醗誇介紹，輿本園的古

典著作一同供圏民的利用。…・・・要讃外国文筆須看標準名作"⑮。

二、首飛語手法的革新

封外園文筆的融詩採取“直語"的手法，這是魯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無論従嘗時還

是在今天看来，這都是翻語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換句話説，正是周氏兄弟矯中園翻語界在

“信"上，開了風気之先;併用他門自己的賓践，属中園詩文的忠貫可信性実定了基礎。

衆所周知，中園封訟外園文筆的鶴語是従林市予開始的，正是衆多的“林語"開了中園翻語

史的先河，周作人曾経這様説:“老賓説我何幾乎都因了林語鏡知道外国有小説，引起一貼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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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壁的舆昧，我f固人遗曹程很模傲遇他的嚣丈。他所嚣的百富余檀小在中蓄然玉石混淆，有

言午多是焦f寅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贾也不少:遣字的〈鲁、清原漂流言己:>，司各得的〈却後英雄

略:>，迭更司的〈魄肉富余生述〉等，小仲属的〈茶花女:>，重彼得 (St. Pierre) 的〈雕恨

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欧文的〈拍掌鲸:>，斯威夫德的〈海外事干渠躁:>，以及西离提司

的〈魔侠傅)>，虽佳然嚣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招撞λ中国。‘文肇革命'

以後，人人都有了震林先生的榷利，但有浸有人像他那攘的蠢力胎介招外国文壁，器遇主是本世

界的名著?中圄理在逼人力草夫都就英文，尊内的英吉家也是革载斗量，在市土舍上出量凰踵，

一一但是英国文擎的保作呢?除了林先生的主是本古文嚣本以外可有些什麽!就是那德配天地的

莎士比5:2，也何害勤手，只有田喜昌先生的一二1重新器以及林先生的一本古怪的〈亨利第四〉。

我何回想盟脂瞟蓄，文荤古怪，又是不懂原文的林先生，在遇去二十续年中竟嚣出了好好酿酿

道百能撞小亩，回~一看我刑趾高氯揭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盹煞人。林先生不懂什腰文壁和

主盏，只是他遣军重忠胎他的工作的精神，将是我俩的自币，道f固我不惜承嚣，踵然有峙也有爱真

理遇拾爱吾自币的峙候。"@

雄然林器功不可没，但林琴南的翻器是用古文的意嚣，周作人韶篇文言器苦不很费力而容

易言才好，是重才胎器者有利的，他将此稽之曰"属自己而眼嚣"⑩。主十封道黠，周作人提出了

"属害而眼器"的革新翻黠，既然是要属害而翻器一一把外国名著忠贾地介招抬中国的苦者，

就雁富使用自古文，翻嚣的方式最好是直嚣。道一重要且解是有-{固费展遇程的，周作人最先

提出的是"封嚣" (即酣照原文，忠贾器出。〉⑩，後来又提出了"逐字器"⑩，直到二十年代初，

他梅正式提出了"亘器"@。 此後他-@:~持遣一提法， {并多次输及，我韶属他在〈苦口甘口

. li发酣器〉一文中，将遣一思想最展到最成熟，最全面的陪段。他道攘虱攘我看来，翻器

富然障言亥白~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是言才好。自徙最绕道号查表宣言以来， {言遣雅三者属器誓不

刊的典剧，至今慰之国内黛人能提盆一字，其幢威是己，铿罹定的了，但仔锢加以分析，洼雅重

在本国文万面， {言别是舆外国文有密切阁f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舆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遁

合的本圄言g;*傅遣出来，正凿的翻嚣的分散似雁道攘的打法，即是信五分，遣三分，雅二分。

假如真是属蓄而献嚣，剧信遣最属重要，自然最好用自古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傅遣本来的

意味，只是似乎熄缺少黠雅，雄照撩我在来自古文也自有其雅，不遇舆世俗一般所就不大同，

所以平常不把他首作雅看，而皮以篇是{谷。若是要想属自己而翻嚣的嚣，那~雅便是特别要索，

而且道遣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模能逢到目的，不，植容易的可以逮到目的。上遍的百韭奔

信口国河，乃是我自己徙橙黯上得来的秸果。筒罩的摒法是先将原文看遇一逼，言己清内中的意

思，随将原本相起，拆碎其意思，另找丰目富的j莫丈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窍作六七字，原文

牢句也煞妨塑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障意安置，糖、之只要凑得像安帖的漠文，便都黛妨酶，唯一

的倏件是一整句遣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遣军重器文不能拍用八大

家，最好是利用酣散爽籍的文髓，伸辅比较自由，不至拾属格拥所拘牵，弃增诫字句不能成章，

而且道疆文程看去也有色潭，因近雅而似逞，所以易胎言才好。道理器法似乎醺黯而贾在盘不甚

黯，以我自己的程黯挠，要比用自古文遗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是混得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

可以窍得像憬，原意也盘不怎麽失掉，自己置得满足，击者晃了也不舍不加以黄戴的。适可以

百是翻嚣的成功捷f里，差不多是事牢而功倍，舆事倍功牢的白舌文翻器不可同年而言吾。我何加

-九零九年器出域外小就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後又器了民董舆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

至民圄六年局新青年器小亩，始改用自古文。文言嚣喜不1N费力而容易言才好，所以拾器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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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做過他的譯文。他所譯的百餘種小說中當然玉石混淆，有

許多是無價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質也不少:達字的〈魯潰孫漂流記:>，司各得的〈劫後英雄

略:>，造更司的〈塊肉餘生述〉等，小仲馬的〈茶花女:>，聖彼得 (St. Pierre) 的〈離恨

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歐文的〈咐掌錄:>，斯威夫德的〈海外軒渠錄:>，以及西萬提司

的〈魔俠傳)>，雖然譯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紹纜入中國。 ‘文學革命，

以後，人人都有了罵林先生的權利，但有沒有人像他那樣的盡力於介紹外國文學，譯過幾本世

界的名著?中國現在連人力車夫都說英文，專門的英語家也是車載斗量，在社會上出盡風頭，

一一但是英國文學的傑作呢?除了林先生的幾本古文譯本以外可有些什麼!就是那德配天地的

莎士比亞，也何害動手，只有田壽昌先生的一二種新譯以及林先生的一本古怪的〈亨利第四〉。

我們回想頭腦陳舊，文筆古怪，又是不懂原文的林先生，在過去二十幾年中竟譯出了好好醜醜

這E餘種小說，回頭一看我們趾高氣揚而懶惰的青年， 真正慚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麼文學和

主義，只是他這種忠於他的工作的精神，終是我們的師，這個我不惜承認，雖然有時也有愛真

理過於愛吾師的時候。"@

雖然林譯功不可役，但林琴南的研譯是用古文的意譯，周作人認為文言譯書不很費力而容

易討好，是對於譯者有利的，他將此稱之曰“為自己而轍譯"@。 針對這點，周作人提出了

“厲害而聽譯"的革新觀點，既然是要為書而輛譯一一把外國名著忠實地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就應當使用白話文， 買飛譯的方式最好是直譯。這一重要見解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周作人最先

提出的是“對譯" (即對照原文，忠實譯出。)@，後來又提出了“逐字譯"@，直到二十年代初，

他纜正式提出了“直譯"@。 此後他一直堅持這一提法，併多次論及，我認為他在〈苦口甘口

﹒ 談輛譯〉一文中，將這一思想發展到最成熟，最全面的階段。他這樣說:“據我看來，輯譯

當然應該白話文，但是用文言卸更容是討好。自從嚴幾道發表宣言以來，信達雅三者為譯書不

刑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是已經確定的7，但仔細加以分析，達雅重

在本國文方面，信則是與外國文有密切關係的。必須先將原來的文字與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適

合的本國話來傳達出來，正當的輯譯的分數似應這樣的打法，即是信五分，達三分，雅二分。

假如真是為書而鸝譯，則信達最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話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傳達本來的

意味，只是似乎總缺少點雅，雖照據我說來白話文也自有其雅，不過與世俗一股所說不大同，

所以平常不把他當作雅看，而反以為是俗。 若是要想為自己而研譯的話，那麼雅便是特別要緊，

而且這還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繞能達到目的，不，極容易的可以達到目的。上邊的話並非

信口開河，乃是我自己從經驗上得來的結果。簡單的辦法是先將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內中的意

思，隨將原本擱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當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寫作六七字，原文

半句也無妨變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隨意安置，總之只要湊得像妥帖的漠文，便都無妨礙，唯一

的條件是一整句還他一整旬，意思完全，不減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 這種譯文不能純用八大

家，最好是利用研散夾雜的文體，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為格調所拘牽，非增減字句不能成章，

而且這種文體看去也有色澤，因近雅而似達，所以易於討好。 這類譯法似乎頗難而實在並不甚

難，以我自己的經驗說，要比用白話文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是混得過去， 不十分費力而文章

可以寫得像樣，原意也並不怎麼失掉，自己覺得滿足，讀者見了也不會不加以賞識的。 這可以

說是翻譯的成功捷徑，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與事倍功半的白話文翻譯不可同年而語。我們於

一九零九年譯出域外小說集二卷， 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後又譯了炭畫與黃薔薇，都在辛亥以前，

至民國六年為新青年譯小說，始改用白話文。 文言譯書不很費力而容易討好，所以於譯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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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壁的舆昧，我f固人遗曹程很模傲遇他的嚣丈。他所嚣的百富余檀小在中蓄然玉石混淆，有

言午多是焦f寅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贾也不少:遣字的〈鲁、清原漂流言己:>，司各得的〈却後英雄

略:>，迭更司的〈魄肉富余生述〉等，小仲属的〈茶花女:>，重彼得 (St. Pierre) 的〈雕恨

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欧文的〈拍掌鲸:>，斯威夫德的〈海外事干渠躁:>，以及西离提司

的〈魔侠傅)>，虽佳然嚣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招撞λ中国。‘文肇革命'

以後，人人都有了震林先生的榷利，但有浸有人像他那攘的蠢力胎介招外国文壁，器遇主是本世

界的名著?中圄理在逼人力草夫都就英文，尊内的英吉家也是革载斗量，在市土舍上出量凰踵，

一一但是英国文擎的保作呢?除了林先生的主是本古文嚣本以外可有些什麽!就是那德配天地的

莎士比5:2，也何害勤手，只有田喜昌先生的一二1重新器以及林先生的一本古怪的〈亨利第四〉。

我何回想盟脂瞟蓄，文荤古怪，又是不懂原文的林先生，在遇去二十续年中竟嚣出了好好酿酿

道百能撞小亩，回~一看我刑趾高氯揭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盹煞人。林先生不懂什腰文壁和

主盏，只是他遣军重忠胎他的工作的精神，将是我俩的自币，道f固我不惜承嚣，踵然有峙也有爱真

理遇拾爱吾自币的峙候。"@

雄然林器功不可没，但林琴南的翻器是用古文的意嚣，周作人韶篇文言器苦不很费力而容

易言才好，是重才胎器者有利的，他将此稽之曰"属自己而眼嚣"⑩。主十封道黠，周作人提出了

"属害而眼器"的革新翻黠，既然是要属害而翻器一一把外国名著忠贾地介招抬中国的苦者，

就雁富使用自古文，翻嚣的方式最好是直嚣。道一重要且解是有-{固费展遇程的，周作人最先

提出的是"封嚣" (即酣照原文，忠贾器出。〉⑩，後来又提出了"逐字器"⑩，直到二十年代初，

他梅正式提出了"亘器"@。 此後他-@:~持遣一提法， {并多次输及，我韶属他在〈苦口甘口

. li发酣器〉一文中，将遣一思想最展到最成熟，最全面的陪段。他道攘虱攘我看来，翻器

富然障言亥白~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是言才好。自徙最绕道号查表宣言以来， {言遣雅三者属器誓不

刊的典剧，至今慰之国内黛人能提盆一字，其幢威是己，铿罹定的了，但仔锢加以分析，洼雅重

在本国文万面， {言别是舆外国文有密切阁f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舆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遁

合的本圄言g;*傅遣出来，正凿的翻嚣的分散似雁道攘的打法，即是信五分，遣三分，雅二分。

假如真是属蓄而献嚣，剧信遣最属重要，自然最好用自古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傅遣本来的

意味，只是似乎熄缺少黠雅，雄照撩我在来自古文也自有其雅，不遇舆世俗一般所就不大同，

所以平常不把他首作雅看，而皮以篇是{谷。若是要想属自己而翻嚣的嚣，那~雅便是特别要索，

而且道遣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模能逢到目的，不，植容易的可以逮到目的。上遍的百韭奔

信口国河，乃是我自己徙橙黯上得来的秸果。筒罩的摒法是先将原文看遇一逼，言己清内中的意

思，随将原本相起，拆碎其意思，另找丰目富的j莫丈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窍作六七字，原文

牢句也煞妨塑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障意安置，糖、之只要凑得像安帖的漠文，便都黛妨酶，唯一

的倏件是一整句遣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遣军重器文不能拍用八大

家，最好是利用酣散爽籍的文髓，伸辅比较自由，不至拾属格拥所拘牵，弃增诫字句不能成章，

而且道疆文程看去也有色潭，因近雅而似逞，所以易胎言才好。道理器法似乎醺黯而贾在盘不甚

黯，以我自己的程黯挠，要比用自古文遗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是混得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

可以窍得像憬，原意也盘不怎麽失掉，自己置得满足，击者晃了也不舍不加以黄戴的。适可以

百是翻嚣的成功捷f里，差不多是事牢而功倍，舆事倍功牢的白舌文翻器不可同年而言吾。我何加

-九零九年器出域外小就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後又器了民董舆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

至民圄六年局新青年器小亩，始改用自古文。文言嚣喜不1N费力而容易言才好，所以拾器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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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筆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経恨模倣過他的課文。他所詩的百齢種小説中富然玉石混渚，有

許多是無償値的作品，但世界名著質也不少:達字的く魯漬孫漂流記:>，司各得的く却後英雄

略:>，迭更司的く塊肉齢生述〉等，小仲馬的く茶花女:>，聖彼得 (St.Pierre)的く離恨

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欧文的く前掌録:>，斯威夫徳的く海外軒渠録:>，以及西高提司

的く魔侠惇)>，雄然語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紹纏入中園。‘文筆革命'

以後，人人都有了罵林先生的権利，但有浸有人像他那様的霊力胎介紹外国文筆，語過幾本世

界的名著?中園現在連人力車夫都説英文，専門的英語家也是車載斗量，在市土曾上出量風頭，

一一但是英国文筆的傑作日尼?除了林先生的幾本古文語本以外可有些什歴!就是那徳配天地的

務士比5:2，也何害動手，只有白書昌先生的一二種新諜以及林先生的一本古怪的く亨利第四〉。

我何回想頭脳陳奮，文筆古怪，文是不憧原文的林先生，在過去二十幾年中責語出了好好醜醜

這百齢種小説，目頭一看我何祉高気揚而慨惰的青年，員正↑斬'随繁人。林先生不憧什歴文筆和

主義，只是他這種忠胎他的工作的精紳，終是我伺的師，這個我不惜承認，雄然有時也有愛員

理過訟愛吾師的時候。"⑪

雄然林語功不可没，但林琴南的融課是用古文的意語，周作人認局文言語書不恨費力而容

易討好，是封胎諜者有利的，他牌此栴之日“馬自己而醗語"⑬。針封這貼，周作人提出了

“肩書而醗語"的革新観察占，既然是要肩書而醗謹一一把外園名著忠貫地介紹給中国的讃者，

就雁嘗使用白話文，醗詩的方式最好是直語。這一重要見解是有一個護展過程的，周作人最先

提出的是“封語"(即封照原文，忠賓藷出。〉⑮，後来又提出了“逐字誇"⑫，直到二十年代初，

他績正式提出了“直語"⑫。此後他ー直堅持這ー提法，併多次論及，我認震他在く苦口甘口

・談醗誇〉一文中，持這一思想護展到最成熟，最全面的階段。他這様説:“接我看来，融課

嘗然躍該白話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是討好。自従巌幾道義表宣言以来，信達雅三者馬詩書不

チリ的典則，至今懸之園門無人能損盆一字，其権威是己，樫確定的了，但仔細加以分析，達雅重

在本圏文方面，信則是輿外園文有密切関係的。必須先将原来的文字輿意思把握住了，再技適

合的本国話来俸達出来，正嘗的醗詩的分散似磨、這様的打法，即是信五分，達三分，雅二分。

偲如虞是肩書而醗語，則信達最局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話文，可以委曲也恨辛苦的停達本来的

意味，只是似乎綿訣少黙雅，雄照擦我説来白話文也自有其雅，不過興世俗一般所説不大同，

所以卒常不把他嘗作雅看，而反以馬是俗。若是要想局自己而融課的話，那歴雅便是特別要緊，

而E這還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綾能達到目的，不，極容易的可以達到目的。上過的話並非

信口開河，乃是我自己従経験上得来的結果。簡軍的加法是先牌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内中的意

思，随将原本欄起，折砕其意思，男技相嘗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篤作六七字，原文

字句也無妨饗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障意安置，線之只要湊得像安帖的漢文，便都無妨擬，唯一

的候件是一整句還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減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這種語文不能純用八大

家，最好是利用耕散爽雑的文韓，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馬格調所拘牽，非増減字句不能成章，

而且這種文龍看去也有色津，因近雅而似達，所以易胎討好。這類語法似乎頗難市貫在並不甚

難，以我自己的経験説，要比用白話文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是混得過去，不十分費力而文章

可以寓得像様，原意也並不定、歴失捧，自己貸得満足，讃者見了也不曾不加以賞識的。這可以

説是翻語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牢而功倍，興事倍功牢的白話文献諜不可同年而語。我門松

一九零九年誇出域外小説集二巻，其方法即是知此，其後又誇了炭蓋輿黄蓄積，都在辛亥以前，

至民園六年矯新青年謹小説，始改用白話文。文言語書不恨費力市容易討好，所以胎詩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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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曰属自己而翻嚣， ~p篇此故，不通若是因篇嚣者喜歌道本原蓄，心想介招始大家去看，那麽

~是篇器蓄而翻嚣了，睡然用文言器最有利益，而胎嚣者究不方便，只好用自古文器去，亦正

是不得己也。至胎程到外圈丈遣一遇，那就注有主是句古即可挠了。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宦接嚣，

即是根攘原雪原文器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健第二国器重器周是"。荤者Z所以不!匪其繁

地引用他道段嚣的全部内容，是属了使苦者不致崖生茧解，可以清楚地了群周作人的本意。

此後他的~一量和嚣思想一直里持f并付嚣拾寅路之中。其贯在此前他就批辞了死器和胡器，

群明地指出"直嚣"他不是"死罪"和"胡嚣"他虱我的翻器向来用直器法，所以嚣文贾

在很不漂亮，一一踵然我自由抒需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理在渥是相信直嚣法，因属我捏

得设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器也有倏件，便是必缰遣意，需漠嚣的能力所及的缸圄内，保存原

文的凰格，表项原嚣的意薯，换一句器就是信舆逞。近来似乎不免有人'惧舍了宦嚣的意思，以

属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漠嚣，就是直嚣，譬如英文的 Lying on his back 一句，不器{乍

‘仰臣人著'而器属‘趴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祠了。撩我的意晃， '{I印队著'是i~H翠，

也可以前即意嚣，将斗也略去不嚣，成器作‘坦腹高臣人'以至队北窗下自以属载皇上人‘是胡嚣'，

‘职著在他的背上'道一派乃是死器了。古暗翻器佛姬的峙候，也舍有遇道攘的事，如〈金刚

腥〉中‘舆大比丘来千二百五十人俱'道一句话，逮摩?吏多器本属‘大比丘来共牢十三比丘百'，

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襄可以如此前法，但嚣成漠文却不得不稍加璧化，因属道是在漠吉表明

力的缸圄之外了，道是我自于翻嚣的意晃，在道里11目便就及，至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

遣雅，而且遣能用了什匮器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遇是别一罔题，理在可以

不多在了。"@

他在翻器日本狂言峙，渥特别注重不同的版本，找来相互参照， 1:并把自己韶属最好的、最

有趣味的拿来做应本，道1重撵(蛋渥取唇本翻嚣的做法，在器肇中黛疑是很重要的。晚年峙他遣

庄重属得意地言走到了道瞿"撵善而徒"的，铿匮狂言的翻器本是我圃意的一疆工作，可是道回

有一件事却胎黛意中做的自了。道也是高舆的事。我器狂言韭不是只根撩最通行的〈狂言自〉

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精流的狂言来看。探用有趣味的来做应本，运回看克{我嚣本是依撩

〈狂言自〉的，便也照攘的去找别本来酣嚣，反正只要是道-篇就很好了。近来克日本狂言研

究幕家古川久的舌，乃知道道憬的那是封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付鲸二‘在外圆的狂言'中

甜:‘撩市河三喜庆在〈狂言之翻器〉所载，除了日本人所做的喜以外，歇嚣狂言的精、敏遣抬

三十一篇，但道些全是以〈狂言自〉属本的。新加添的俄文器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犀和日本

文肇大系的，那ÝJ}事情遣是一憬。只有中国器本参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

番〉的慧流等不同的应本'。他道襄所载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道撞器法始拾一九二六年，

全是爵的撵善而徒，富峙渥亚木知道〈狂言自〉本眉不甚可算也"@。

周作人在酿器前搜集资料也是相当唐泛的，他封日本的落吾有着模厚的舆趣，那撞在器滑

稽的文肇形式，很属他所喜散。在束京峙他管事阿去看遇落嚣的演出，把自己最喜散的柬西嚣

成中文，是周作人最韶篇有趣味的事。但是，就日本落击而言，周作人改望了主意。他後来回

情就逮有一疆〈日本落嚣遥:>，也是原来日本文肇中渥定了的喜，叫我翻嚣的;我睡然原

意接受，但是因属器道篇黯，所以向未能克藉事宜。落器是一捶民国口演的雄剧，就是中国的

所需相莓，不遇它只是一{固人演出，也可以就是在笑话;不通卒常就笑话大括很短，而道f固篇

幅鞍臭，需要十分锺的工夫，舆就相整差不多。最篇的落需至近峙罐有言己簸，但是它的匮史也

是相富的悠久的，有值得介招的僵值。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掘了，因篇道襄渔所苦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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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日為自己而醜譯，即為此故，不過若是因為譯者喜歡這本原書，心想介紹給大家去看，那麼

這是為譯書而觀譯了，雖然用文言譯最有利益， 而於讀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話文譯去，亦正

是不得己也。至於說到外圍文這一邊，那就沒有幾句話即可說7。我想在原則上最好是直接譯，

即是根據原書原文譯出，除特別的例外在外，不從第二國語重譯為是"。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繁

地引用他這段話的全部內容，是為了使讀者不致產生誤解，可以清楚地了解周作人的本意。

此後他的這一翻譯思想一直堅持併付諸於實踐之中。其實在此前他就批評了死譯和胡諱，

鮮明地指出“直譯"絕不是“死譯"和“胡譯"他說:“我的翻譯向來用直譯法，所以譯文實

在很不漂亮， 一一雖然我自由抒寫的散文本來也就不漂亮。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為我覺

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需漢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保存原

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近來似乎不免有人，快會了直譯的意思，以

為只要一字一字地將原文換成漠語，就是直譯，譬如英文的 Lying on his back 一句，不譯作

‘仰臥著，而譯為‘臥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詞了。據我的意見，‘仰臥著'是直譯，

也可以說即意譯，將牠略去不譯，成譯作‘坦腹高臥，以至臥北窗下自以為羲皇上人‘是胡譯，'

‘臥著在他的背上，這一流乃是死譯了。古時翻譯佛經的時候，也會有過這樣的事，如〈金剛

經〉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一句話，達摩笈多譯本為‘大比丘眾共半十三比丘百'，

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襄可以如此說法，但譯成漢文卸不得不稍加變化，因為這是在漢語表現

力的範聞之外了，這是我對于輛譯的意見，在這里順便說及，至於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移信

達雅，而且還能用了什麼譯把文章寫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是別一問題，現在可以

不多說了。"@

他在研譯日本狂言時，還特別注重不同的版本，找來相互參照，併把自己認為最好的、 最

有趣味的拿來做底本，這種擇優選取底本翻譯的做法，在譯學中無疑是很重要的。晚年時他還

頗為得意地談到了這種“擇善而從"的經歷 :“狂言的輛譯本是我願意的一種工作，可是這回

有一件事卸於無意中做的對了。這也是高興的事。我譯狂言並不是只根據最通行的〈狂言記〉

本，常找別首長的大藏流或是鷺流的狂言來看。採用有趣味的來做底本，這回看見俄譯本是依據

〈狂言記〉的，便也照樣的去找別本來輛譯，反正只要是這一篇就很好了。近來見日本狂言研

究專家古川久的話，乃知道這樣的辦是對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付錄二‘在外圍的狂言，中

說 : ‘據市河三喜氏在〈狂言之研譯〉所說，除了日本人所做的書以外，歐譯狂言的總數達於

三十一篇，但這些全是以〈狂言記〉為本的。新加添的俄文譯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庫和日本

文學大系的，那麼事情還是一樣。只有中國譯本參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

番〉的鷺流等不同的底本'。他這襄所說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這種譯法始於一九二六年，

全是爵的擇善而從，當時還並木知道〈狂言記〉本為不甚可靠也"@。

周作人在融譯前搜集資料也是相豈廣泛的，他對日本的落語有著濃厚的興趣，那種該諧滑

稽的文學形式，很為他所喜歡。在東京時他曾專門去看過落語的演出，把自己最喜歡的東西譯

成中文，是周作人最認為有趣味的事。但是，就日本落語而言，周作人改變了主意。他後來回

憶說 :“還有一種〈日本落語選:>，也是原來日本文學中選定了的書，叫我翻譯的;我雖然願

意接受，但是因為譯選為難，所以尚未能見諸事實。落語是一種民間口演的雜劇，就是中國的

所謂相聲，不過它只是一個人演出，也可以說是說笑話;不過平常說笑話大抵很短，而這個篇

幅較長，需要十分鍾的工夫，與說相聲差不多。長篇的落語至近時纜有記錄，但是它的歷史也

是相當的悠久的，有值得介紹的價值。可是它的材料卸太是不好辦了，因為這襄邊所講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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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曰属自己而翻嚣， ~p篇此故，不通若是因篇嚣者喜歌道本原蓄，心想介招始大家去看，那麽

~是篇器蓄而翻嚣了，睡然用文言器最有利益，而胎嚣者究不方便，只好用自古文器去，亦正

是不得己也。至胎程到外圈丈遣一遇，那就注有主是句古即可挠了。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宦接嚣，

即是根攘原雪原文器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健第二国器重器周是"。荤者Z所以不!匪其繁

地引用他道段嚣的全部内容，是属了使苦者不致崖生茧解，可以清楚地了群周作人的本意。

此後他的~一量和嚣思想一直里持f并付嚣拾寅路之中。其贯在此前他就批辞了死器和胡器，

群明地指出"直嚣"他不是"死罪"和"胡嚣"他虱我的翻器向来用直器法，所以嚣文贾

在很不漂亮，一一踵然我自由抒需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理在渥是相信直嚣法，因属我捏

得设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器也有倏件，便是必缰遣意，需漠嚣的能力所及的缸圄内，保存原

文的凰格，表项原嚣的意薯，换一句器就是信舆逞。近来似乎不免有人'惧舍了宦嚣的意思，以

属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漠嚣，就是直嚣，譬如英文的 Lying on his back 一句，不器{乍

‘仰臣人著'而器属‘趴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祠了。撩我的意晃， '{I印队著'是i~H翠，

也可以前即意嚣，将斗也略去不嚣，成器作‘坦腹高臣人'以至队北窗下自以属载皇上人‘是胡嚣'，

‘职著在他的背上'道一派乃是死器了。古暗翻器佛姬的峙候，也舍有遇道攘的事，如〈金刚

腥〉中‘舆大比丘来千二百五十人俱'道一句话，逮摩?吏多器本属‘大比丘来共牢十三比丘百'，

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襄可以如此前法，但嚣成漠文却不得不稍加璧化，因属道是在漠吉表明

力的缸圄之外了，道是我自于翻嚣的意晃，在道里11目便就及，至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

遣雅，而且遣能用了什匮器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遇是别一罔题，理在可以

不多在了。"@

他在翻器日本狂言峙，渥特别注重不同的版本，找来相互参照， 1:并把自己韶属最好的、最

有趣味的拿来做应本，道1重撵(蛋渥取唇本翻嚣的做法，在器肇中黛疑是很重要的。晚年峙他遣

庄重属得意地言走到了道瞿"撵善而徒"的，铿匮狂言的翻器本是我圃意的一疆工作，可是道回

有一件事却胎黛意中做的自了。道也是高舆的事。我器狂言韭不是只根撩最通行的〈狂言自〉

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精流的狂言来看。探用有趣味的来做应本，运回看克{我嚣本是依撩

〈狂言自〉的，便也照攘的去找别本来酣嚣，反正只要是道-篇就很好了。近来克日本狂言研

究幕家古川久的舌，乃知道道憬的那是封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付鲸二‘在外圆的狂言'中

甜:‘撩市河三喜庆在〈狂言之翻器〉所载，除了日本人所做的喜以外，歇嚣狂言的精、敏遣抬

三十一篇，但道些全是以〈狂言自〉属本的。新加添的俄文器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犀和日本

文肇大系的，那ÝJ}事情遣是一憬。只有中国器本参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

番〉的慧流等不同的应本'。他道襄所载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道撞器法始拾一九二六年，

全是爵的撵善而徒，富峙渥亚木知道〈狂言自〉本眉不甚可算也"@。

周作人在酿器前搜集资料也是相当唐泛的，他封日本的落吾有着模厚的舆趣，那撞在器滑

稽的文肇形式，很属他所喜散。在束京峙他管事阿去看遇落嚣的演出，把自己最喜散的柬西嚣

成中文，是周作人最韶篇有趣味的事。但是，就日本落击而言，周作人改望了主意。他後来回

情就逮有一疆〈日本落嚣遥:>，也是原来日本文肇中渥定了的喜，叫我翻嚣的;我睡然原

意接受，但是因属器道篇黯，所以向未能克藉事宜。落器是一捶民国口演的雄剧，就是中国的

所需相莓，不遇它只是一{固人演出，也可以就是在笑话;不通卒常就笑话大括很短，而道f固篇

幅鞍臭，需要十分锺的工夫，舆就相整差不多。最篇的落需至近峙罐有言己簸，但是它的匮史也

是相富的悠久的，有值得介招的僵值。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掘了，因篇道襄渔所苦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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栴日馬自己而醜語，即矯此故，不過若是因馬語者喜歓這本原書，心想介紹給大家去看，那歴

這是矯詩書而融課了，雄然用文言語最有利益，而於語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話文誇去，亦正

是不得己也。至於説到外圏文這一週，那就波有幾句話即可説了。我想在原則上最好是直接語，

即是根擦原書原文語出，除特別的例外在外，不従第二園語重課馬是"。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繁

地引用他這段話的全部内容，是局了使讃者不致産生誤解，可以清楚地了鮮周作人的本意。

此後他的這一献諜思想ー直堅持併付諸胎賓践之中。其質在此前他就批評了死誇和胡誇，

鮮明地指出“直語"絶不是“死語"和“胡語"他説:“我的融課向来用直語法，所以語文貫

在f艮不漂亮， 一一雄然我自由拝寓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語法，因局我究

得波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謹也有燦件，便是必須達意，需漢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囲内，保存原

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輿達。近来似乎不免有人懐曾了直語的意思，以

魚只要一字一字地時原文換成漢語，就是直誇，嘗如英文的 Lyingon his backー句，不謹作

‘仰臥著'而誇馬‘臥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調了。嬢我的意見， '{I印臥著'是直謬，

也可以説即意語，持柚略去不語，成詩作‘坦腹高臥'以至臥北宙下自以属議皇上人‘是胡語'，

e臥著在他的背上'這一派乃是死語了。古時翻誇{弗経的時候，也舎有過這様的事，如く金剛

鰹〉中‘輿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倶'這ー句話，達摩笈多誇本震‘大比丘衆共宇十三比丘百'，

正是相同的例:在党文裏可以知此説法，但語成漢文却不得不梢加嬰化，因爵這是在漢語表現

力的範園之外了，這是我封子融課的意見，在這里順便説及，至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移信

達雅，市E還能用了什歴語把文章寓得更漂亮，那自然是恨好的，不過是別ー問題，現在可以

不多説了。"⑫

他在醗諜日本狂言時，還特別注重不同的版本，技来相互参照，併把自己認馬最好的、 最

有趣味的掌来倣底本，這種揮優選取底本融課的倣法，在誇筆中無疑是恨重要的。晩年時他還

頗屑得意地談到了這種“揮善市従"的経歴 :“狂言的醗誇本是我願意的一種工作，可是這固

有一件事却胎無意中倣的封了。這也是高奥的事。我語狂言並不是只根嫁最通行的く狂言記〉

本，常技別派的大蔵流或是鷺流的狂言来看。採用有趣味的来倣底本，這回看見俄諜本是依嫁

く狂言記〉的，便世照様的去技別本来醗語，反正只要是這一篇就f良好了。近来見日本狂言研

究専家古川久的話，乃知道這様的騨是封的，在所著く狂言之世界〉付録二‘在外圏的狂言'中

説 :掠市河三喜氏在く狂言之醗語〉所説，除了日本人所倣的書以外，欧語狂言的線、敷達松

三十一篇，但這些全是以く狂言記〉属本的。新加添的俄文語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庫和日本

文筆大系的，那歴事情還是一様。只有中国語本参照く狂言全集〉的大蕗流，和く狂言二十

番〉的鷺流等不同的底本'。他這裏所説的乃是く狂言十番:>，我的這種語法始松一九二六年，

全是爵的揮善而従，嘗時還並木知道く狂言記〉本属不甚可算也"⑫。

周作人在醗語前捜集資料世是相当贋泥的，他封日本的落語有着濃厚的興趣，那種萩諾滑

稽的文筆形式， 1.艮馬他所喜歌。在東京時他曾専門去看過落語的演出，把自己最喜歌的東西諜

成中文，是周作人最認矯有趣味的事。但是，就日本落語而言，周作人改饗了主意。他後来回

憶説 :“還有一種く日本落語選:>，也是原来日本文筆中選定了的書，叫我翻詩的;我雄然願

意接受，但是因馬謹選篤難，所以向未能見諸事賞。落語是一種民間口演的雑劇，就是中園的

所謂相聾，不過官只是一個人演出，也可以説是説笑話;不過卒常説笑話大抵恨短，而這個篇

幅較長，需要十分鐘的工夫，輿説相整差不多。長篇的落語至近時纏有記録，但是官的歴史也

是相嘗的悠久的，有値得介紹的債値。可是官的材料却太是不好加了，因爵這裏通所講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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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刑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

属了此苦的翻嚣，他搜集了很多落嚣的材料，其中有苦言类社的〈落哥全集:> (周作人有六

册的一百篇〉、今村信雄的〈落嚣事典〉、安藤酶夫的〈落嚣璧黄〉及〈落言吉圃僻士鲸〉等。

但是他遣是贵得不好弄，因周日本的落吉封拾中国的黯聚舆嚣者必竟距雕太大，再加上内容中

有不健康的束西，所以周作人毅然中止了翻器工作，精果{重写了一篇〈阔胎日本的落吉〉的文

章@。他的道撞割草者鱼黄的翻嚣睦度是十分正罹的，由于中日两国营憬凰俗固多殊罢，他不

ijí意把那疆吉原(公娼所在地〉 λ阿的需莘嚣出来，道也是有道理的吧。

周作人曾就遇他有一撞偏好，就是喜翻搞不是正杭的回拾滑稽拥刺的柬西，他封日本的一

些正耀的大作渐渐没有了舆趣，他韶属蒂有民回幽默智慧的〈日本狂言〉和〈浮世澡堂〉、

〈浮世理鬓筒〉等名著剧更有意薯，更踊得精采@。因此吉他完成〈日本狂言渥〉和〈浮世澡

堂·浮世理莹筒〉的翻器後，他都表示遇那是"一件高舆的事飞"在翻器中国也有比较量得自

己满意的"@。道撞带有器者本人幢大研究舆趣的翻嚣，可算得上是高屠次的翻器工作。正因

属他自己是道棒，所以吉他看到别人属虎和措茧的眼器峙，便黠以沉默，他曾敷次撰文善意而

又最肃地指出嚣嚣的错器之所在。雄然在量来器界里措景是常情，但是他最不能原嚣的是"出胎

官僚主莹的作凰"而造成的错嚣。他霄著文批言平日本石声谷勉〈辈北的葵草〉中器本的器者，

指出苦苦除有错字外，嚣者不臆茧把两庭勤E司被勤部错器成主勤;尤其更不膺霞犯常言我性的错

茧，因属在鼓器著中有"明李峙珍〈本草搁目〉之隔草额中有紫花地丁之言己述及圃，……苦苦

紫花地丁Z圃，系由清吴其设〈植物名寅圄孜〉第十四卷碍载者也"。周作人置罔道属什腰

明朝的李峙珍舍得来再载清朝臭其泼的撩圄呢?只要在明朝清朝的峙1~上一想，便置得道事情

不妥富，那j暨踊旦得~句古里有毛病。嚣者邵毫不在乎，就是道攘写上了，我例不能税那腰缺

少匮史知巅，在道是官僚主辈的作凰，那耀、是不锚的吧"@。雁茧就在首峙的中国，民主空氯

遣是相首不错的。不然的舌像周作人~攘的人，在雄苦、上公国撰文批辞别人是黠以想象的。富

然道是最霜的工作患度始然，因属他把酬器工作看成是"愉快的工作气他自己始将如一地韶、

真封待，他管献稿自己以媒婆(指酿嚣〉眉眼棠……遣捏得有黠自苔，至少是自古合适工作

自己贵得渥满意"。但他的前题是翻器缰要就盲，翻器得不好的除了胡就八道的增减Z外，就

是死板的亦步亦趣， {象抬傅教士做通事的那攘罢了。⑩周作人在他六十七葳生日之晖，遣在日

言己上写了道棒一段舌早晨原且重拜喜後，喜此言志感，窍异胸得洒然。不知今日吾可祝耶，

吾可言且也，在生眉苦黠之源，属自己击，自以少遇克此日属佳耳。先君没抬三十七葳峙，祖父

卒年六十八藏，但也在在日前半年。今乃迪之，宰乎，不宰乎。在子述莞封封人Z言曰:喜剧

多辱。若是(我以属道是很割的〉剧亦是不幸也。但我理今目的括在属人舆属工作，自己别集

团f系。故仍屈能忍辱鱼重，再多器出缉部喜束。那麽生日涅是可祝，即是生亦所希冀者也。踵

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植好的事，不遇其利益，抵在f固人而巳。"由此可知，周作人把翻

器工作看得多腰重要，他晚年好像懂属了翻嚣罐活着。

他在翻器了日本文泉子著的〈如萝言己〉一喜後，曾深属苦苦的苦名费思，原喜名是:

Ywme no gotoshi，如比较近胎白~H黯辈作〈萝一般:>，但言亥喜名是文言口氯的，j][器雁是

〈如萝:>，所以周作人孜庸、再三属保存原意、 章来又较属11圄口，他加了锢"司"字，窍成〈虫口

萝言己:>，他似乎感到道棒比〈萝一般〉要好。⑩

日文中使用很多摸字，不了解其中意思的人韶爵日文容易，其寅日文中利用的漠字和中文

中的漠字在意味和心情上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封抬橙常使用漠字的中国人来前，道些日文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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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

為了此書的帥譯，他搜集了很多落語的材料，其中有講談社的〈落語全集:> (周作人有六

由約一百篇〉、今村信雄的〈落語事典〉、安藤鶴夫的〈落語鑒賞〉及〈落語國紳士錄〉等。

但是他還是覺得不好弄，因為日本的落語對於中國的聽眾與讀者必竟距離太大，再加上內容中

有不健康的東西，所以周作人毅然中止了翻譯工作，結果僅寫了一篇〈關於日本的落語〉的文

章@。他的這種對讀者負責的翻譯態度是十分正確的，由于中日兩國習慣風俗固多殊異，他不

願意把那種吉原 (公蝠所在地〉 入門的講義譯出來，這也是有道理的吧。

周作人曾說過他有一種偏好，就是喜觀搞不是正統的關於滑稽諷刺的東西，他對日本的一

些正經的大作漸漸沒有了興趣，他認為蒂有民間幽默智慧的〈日本狂言〉和〈浮世澡堂〉、

〈浮世理髮館〉等名著則更有意義，更頭得精采@。因此當他完成〈日本狂言選〉和〈浮世澡

堂﹒浮世理髮館〉的敵譯後，他都表示過那是“一件高興的事“在鸝譯中間也有比較覺得自

己滿意的"@。這種帶有譯者本人極大研究興趣的翻譯，可算得上是高層次的鶴譯工作。正因

為他自己是這樣，所以當他看到別人馬虎和錯誤的研譯時，便難以沉默，他曾數次撰文善意而

又嚴肅地指出誤譯的錯誤之所在。雖然在輪譯界里錯誤是常惰，但是他最不能原諒的是“出於

官僚主義的作風"而造成的錯誤。他曾著文批評日本石戶谷勉〈華北的藥草〉中譯本的譯者，

指出該書除有錯字外，譯者不應該把兩處動詞被動都錯譯成主動;尤其更不應該犯常識性的錯

誤，因為在該譯著中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之際草頓中有紫花地丁之記述及圖該書

紫花地丁之圖，系由清吳其竣〈植物名實圖致〉第十四卷轉載者也"。周作人質問道:“為什麼

明朝的李時珍會得來轉載清朝吳其波的插圖呢?只要在明朝清朝的時代上一想，便覺得這事情

不妥當，那麼頤見得這句話里有毛病。譯者卻毫不在乎，就是這樣寫上7，我們不能說那麼缺

少歷史知識，說這是官僚主義的作風，那總是不錯的吧"@。應該說在當時的中國，民主空氣

還是相當不錯的。 不然的話像周作人這樣的人，在雜誌上公開撰文批評別人是難以想象的。 當

然這是嚴肅的工作態度始然，因為他把翻譯工作看成是“愉快的工作他自己始終如一地認

真對待，他曾戲稱自己:“以媒婆 (指融譯〉 為職業... . . .還覺得有點自誇，至少是對於這工作

自己覺得還滿意"。但他的前題是研譯須要誠實，輛譯得不好的除了胡說八道的增滅之外，就

是死板的亦步亦趨，像給傳教士做通事的那樣罩了。 @周作人在他六十七歲生日之時，還在日

記上寫了這樣一段話:“早晨孫見輩拜壽後，書此誌感，寫昇胸得洒然。不知今日吾可祝耶，

吾可詛也，誕生痛苦難之源，為自己計，自以少遇見此日為佳耳。先君投於三十七歲時，祖父

卒年六十八歲，但也在誕日前半年。 今乃過之，幸乎，不幸乎。 在子述堯對封人之言曰:壽則

多辱。 若是 (我以為這是很對的〉 則亦是不幸也。 但我現今目的祇在為人與為工作，自己別無

關係。故仍願能忍辱負重，再多譯出幾部書來。那麼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冀者也。 雖

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極好的事，不過其利益，祇在個人而巳。"由此可知，周作人把輛

譯工作看得多麼重要，他晚年好像僅為了翻譯纜活看。

他在觀譯了日本文泉子著的〈如夢記〉一書後，會深為該書的書名費思，原書名是:

Ywme no gotoshi，如比較近於白話應譯作〈夢一般:>，但該書名是文言口氣的，直譯應是

〈如夢:>，所以周作人致慮再三為保存原意、讀來又較為順口，他加了個“記"字，寫成〈如

夢記:>，他似乎感到這樣比〈夢一般〉要好。@

日文中使用很多漢字，不了解其中意思的人認為日文容易，其實日文中利用的漢字和中文

中的漢字在意味和心情上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對於經常使用漢字的中國人來說，這些日文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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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刑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

属了此苦的翻嚣，他搜集了很多落嚣的材料，其中有苦言类社的〈落哥全集:> (周作人有六

册的一百篇〉、今村信雄的〈落嚣事典〉、安藤酶夫的〈落嚣璧黄〉及〈落言吉圃僻士鲸〉等。

但是他遣是贵得不好弄，因周日本的落吉封拾中国的黯聚舆嚣者必竟距雕太大，再加上内容中

有不健康的束西，所以周作人毅然中止了翻器工作，精果{重写了一篇〈阔胎日本的落吉〉的文

章@。他的道撞割草者鱼黄的翻嚣睦度是十分正罹的，由于中日两国营憬凰俗固多殊罢，他不

ijí意把那疆吉原(公娼所在地〉 λ阿的需莘嚣出来，道也是有道理的吧。

周作人曾就遇他有一撞偏好，就是喜翻搞不是正杭的回拾滑稽拥刺的柬西，他封日本的一

些正耀的大作渐渐没有了舆趣，他韶属蒂有民回幽默智慧的〈日本狂言〉和〈浮世澡堂〉、

〈浮世理鬓筒〉等名著剧更有意薯，更踊得精采@。因此吉他完成〈日本狂言渥〉和〈浮世澡

堂·浮世理莹筒〉的翻器後，他都表示遇那是"一件高舆的事飞"在翻器中国也有比较量得自

己满意的"@。道撞带有器者本人幢大研究舆趣的翻嚣，可算得上是高屠次的翻器工作。正因

属他自己是道棒，所以吉他看到别人属虎和措茧的眼器峙，便黠以沉默，他曾敷次撰文善意而

又最肃地指出嚣嚣的错器之所在。雄然在量来器界里措景是常情，但是他最不能原嚣的是"出胎

官僚主莹的作凰"而造成的错嚣。他霄著文批言平日本石声谷勉〈辈北的葵草〉中器本的器者，

指出苦苦除有错字外，嚣者不臆茧把两庭勤E司被勤部错器成主勤;尤其更不膺霞犯常言我性的错

茧，因属在鼓器著中有"明李峙珍〈本草搁目〉之隔草额中有紫花地丁之言己述及圃，……苦苦

紫花地丁Z圃，系由清吴其设〈植物名寅圄孜〉第十四卷碍载者也"。周作人置罔道属什腰

明朝的李峙珍舍得来再载清朝臭其泼的撩圄呢?只要在明朝清朝的峙1~上一想，便置得道事情

不妥富，那j暨踊旦得~句古里有毛病。嚣者邵毫不在乎，就是道攘写上了，我例不能税那腰缺

少匮史知巅，在道是官僚主辈的作凰，那耀、是不锚的吧"@。雁茧就在首峙的中国，民主空氯

遣是相首不错的。不然的舌像周作人~攘的人，在雄苦、上公国撰文批辞别人是黠以想象的。富

然道是最霜的工作患度始然，因属他把酬器工作看成是"愉快的工作气他自己始将如一地韶、

真封待，他管献稿自己以媒婆(指酿嚣〉眉眼棠……遣捏得有黠自苔，至少是自古合适工作

自己贵得渥满意"。但他的前题是翻器缰要就盲，翻器得不好的除了胡就八道的增减Z外，就

是死板的亦步亦趣， {象抬傅教士做通事的那攘罢了。⑩周作人在他六十七葳生日之晖，遣在日

言己上写了道棒一段舌早晨原且重拜喜後，喜此言志感，窍异胸得洒然。不知今日吾可祝耶，

吾可言且也，在生眉苦黠之源，属自己击，自以少遇克此日属佳耳。先君没抬三十七葳峙，祖父

卒年六十八藏，但也在在日前半年。今乃迪之，宰乎，不宰乎。在子述莞封封人Z言曰:喜剧

多辱。若是(我以属道是很割的〉剧亦是不幸也。但我理今目的括在属人舆属工作，自己别集

团f系。故仍屈能忍辱鱼重，再多器出缉部喜束。那麽生日涅是可祝，即是生亦所希冀者也。踵

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植好的事，不遇其利益，抵在f固人而巳。"由此可知，周作人把翻

器工作看得多腰重要，他晚年好像懂属了翻嚣罐活着。

他在翻器了日本文泉子著的〈如萝言己〉一喜後，曾深属苦苦的苦名费思，原喜名是:

Ywme no gotoshi，如比较近胎白~H黯辈作〈萝一般:>，但言亥喜名是文言口氯的，j][器雁是

〈如萝:>，所以周作人孜庸、再三属保存原意、 章来又较属11圄口，他加了锢"司"字，窍成〈虫口

萝言己:>，他似乎感到道棒比〈萝一般〉要好。⑩

日文中使用很多摸字，不了解其中意思的人韶爵日文容易，其寅日文中利用的漠字和中文

中的漠字在意味和心情上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封抬橙常使用漠字的中国人来前，道些日文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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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⑫。

局了此書的醗語，他捜集了恨多落語的材料，其中有講談社的く落語全集:>(周作人有六

崩約一百篇〉、今村信雄的く落語事典〉、安藤鶴夫的く落語霊賞〉及〈落語圏紳士録〉等。

但是他還是究得不好弄，因馬日本的落語封訟中国的聴衆輿讃者必寛距離太大，再加上内容中

有不健康的東西，所以周作人毅然中止了翻誇工作，結果僅寓了一篇〈開胎日本的落語〉的文

章⑮。他的這種封讃者負責的醜語態度是十分正確的，由子中日商圏習慣風俗固多殊異，他不

願意把那種吉原 (公娼所在地〉入門的講義語出来，這也是有道理的日巴。

周作人曾説過他有一種偏好，就是喜観措不是正統的関訟滑稽調刺的東西，他封日本的一

些正経的大作漸漸没有了興趣，他認局帯有民間幽獣智慧的く日本狂言〉和く浮世操堂〉、

く浮世理髪館〉等名著則更有意義，更顕得精采⑮。因此嘗他完成く日本狂言選〉和く浮世操

堂・浮世理髪館〉的醗語後，他都表示過那是“一件高興的事ぺ“在醗語中間也有比較質得自

己満意的"⑫。這種帯有語者本人極大研究興趣的観語，可算得上是高層次的観藷工作。正因

属他自己是這様，所以嘗他看到別人馬虎和錯誤的醗語時，便難以況歎，他曾敷次撰文善意而

又巌霜地指出誤謹的錯誤之所在。雄然在職語界里錯誤是常情，但是他最不能原諒的是“出胎

官僚主義的作風"而造成的錯誤。他曾著文批評日本石戸谷勉く華北的薬草〉中誇本的語者，

指出該書除有錯字外，語者不麿該把商慮動詞被動都錯誇成主動;尤其更不麿該犯常識性的錯

誤，因馬在該諜著中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之隈草類中有紫花地丁之記述及園，・…・・該書

紫花地丁之園，系由清呉其淡く植物名賓園孜〉第十四巻轄載者也"。周作人質問道:“馬什歴

明朝的李時珍曾得来碍載清朝臭其淡的挿園H尼?只要在明朝清朝的時代上ー想，便畳得這事情

不妥嘗，那j蜜顕見得這句話里有毛病。誇者卸事不在乎，就是這様寓上了，我伺不能説那歴融

少歴史知識，説這是官僚主義的作風，那縛、是不錯的日巴"⑮。臆該説在嘗時的中国，民主空気

還是相嘗不錯的。不然的話像周作人這様的人，在雑誌上公開撰文批評別人是難以想象的。嘗

然這是巌需的工作態度始然，因馬他把踊語工作看成是“愉快的工作ヘ他自己始終知一地認、

真封待，他曾戯稿自己:“以媒婆 (指醗語〉局職業……還畳得有貼自誇，至少是封胎這工作

自己質得還満意"。但他的前題是醜語須要誠貰，醗語得不好的除了胡説八道的増減之外，就

是死板的亦歩亦趨，像給停教士倣通事的那様雲了。⑮周作人在他六十七歳生日之時，還在日

記上寓了這様一段話:“早長孫見輩拝書後，書此誌感，寓昇胸得酒然。不知今日吾可祝耶，

吾可誼也，誕生屑苦難之源，属自己計，自以少遇見此日局佳耳。先君没於三十七歳時，祖父

卒年六十八歳，但也在誕日前半年。今乃過之，幸乎，不幸乎。荘子述莞封封人之言日:書則

多辱。若是 (我以馬這是恨封的〉則亦是不幸也。但我現今目的祇在属人輿属工作，自己別無

関係。故伺願能忍辱負重，再多語出幾部書来。那麿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糞者世。雄

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極好的事，不過其利益，祇在個人而巳。"由此可知，周作人把醗

語工作看得多歴重要，他晩年好像僅馬了翻藷緯活着。

他在醗誇了日本文泉子著的く如夢記〉一書後，曾深馬該書的書名費思，原書名是:

Ywme no gotoshi，知比較近胎白話麿諜作く夢一般:>，但該書名是文言口気的，直語雁是

く如夢:>，所以周作人孜慮、再三馬保存原意、讃来又較馬順口，他加了個“記"字，鶏成く如

夢記:>，他似乎感到這様比く夢一般〉要好。⑩

日文中使用恨多漢字，不了解其中意思的人認局日文容易，其貫日文中利用的漢字和中文

中的漢字在意味和心情上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封於経常使用漢字的中国人来説，這些日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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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膺被看做是外国霄，理解和幢舍起来就更黠，有暗稍不注意就舍闹出笑亩， 渥不如不懂漠

嚣的外圄人器起来擎罹。周作人曾皮徨强葫遣一黠， 他深沉地拉我深感到日本文Z不好嚣，

道未必是客翻的事贾，只是由我但人的程段， 或者因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钱故，往往贵得字

辈舆嚣氯， 在微烟Z庭很黯雨面合得恰好， 大概可以富f乍一{固茜明。明治大正暗代的日本文筝，

雷苦遇些小就舆幢荤， 至今遣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散， 有峙也享出来看， @p以雄琵名代表源别，

大挺有保登登岐Z翼，昂，三田丈肇，新思潮，自撵藉疆，其中作家多可佩服， 今亦不徨列怨，

因生存者向多，暂且草憬"@。

周作人的日文献器之所以高出他人，渥因属有其{固人插具的自身条件，也就是人伺能徙器

文中最理他的f固性。苦多人嚣了他的日本文壁器著之後，都往往属害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撞摸摸

的 (寅障更F草草前是淡淡的而又恰到好庭的)日本味道而需填不己，仿佛是日本文人窍的柏熟

的中文一棒。其贾，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费理侨解撂了道一罔题周先生的器荤一一尤其是

器日本作品一一特别有一檀清篱自然的凰味。原来日本作品， 看来只是憧卒淡的线句， 深昧Z

始知包藏着黛限的深刻的意味，周先生以道横冲淡自然的荤来翻嚣，且是遁富不遇了! "⑨ 

周作人自己封此也{并不否韶、@，因属他相信翻器中有一半是副作，器者既要舆作者崖生共

唱又要表示出f固性。道雄是真正的酣嚣。

注撂:

①周作人最早的日文翻器雁是号查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招舆豚教育舍月刊〉上的黑田

朋信所作〈游殷舆教育〉一文。後来，他又翻荐了舆甜野晶子的<真操输:>，号查表始一九一八年五月

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五披上。因本文主要揄述他所嚣的文肇作品，故以上二篇等均不在梳言十

之列。

②宣 明:<::酒後主击三 · 貌日派一:>，且〈需栋〉第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③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 · 僻言皆〉。

⑤周作人:<::遇去的生命 · 序言〉。

⑥周作人:<::日本的需歌)>，克〈小就月辍〉第十二卷第五拢，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

⑦周作人:<::日本需人一茶的需)>，克〈小就月幸自〉第十二卷第十一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③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我的工作五〉。

⑨〈现代小税器轰〉第一集序言，一九二二年五月，商移印害鲸版。

⑩周作人: <::酿翠文肇蓄的前言命:>，克〈小就月辍〉第十二卷第二挠，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敌之瓷邃:>，晃〈新青年〉第五卷第一珑，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周作人:<::苦口甘口 · 言笑翻器〉。

@周作人:<::漠器古事言己神代卷:>，克〈言音低〉第六十五期，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

⑩周作人 : <::古事言己 · 引言)>，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克〈古事自:>，圄隙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

0年十二月第一版。

@隙宿康 : <::中国器肇理输史稿〉第四O五直，上海外嚣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⑩周作人: <::苦口甘口〉。

@周作人 : <::林琴南舆黯振玉)>，克〈需品来〉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⑩周作人 : <::苦口甘口·鼓翻器〉。

⑩隙福康:<::中国器肇理揄史稿〉第一七五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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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應被看做是外固語，理解和體會起來就更難，有時稍不注意就會闖出笑話， 還不如不懂漢

語的外國人譯起來準確。周作人曾反復強調這一點，他深沉地說:“我深感到日本文之不好譯，

這未必是客觀的事實，只是由我個人的經巔， 或者因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緣故，往往覺得字

義與語氣， 在微細之處很難兩面合得恰好， 大概可以當作一個證明。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文學，

曾讀過些小說與隨筆， 至今還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歡，有時也擎出來看，即以雜誌名代表祝別，

大抵有保登登岐須，昂，三田文學，新思潮，白樺諸種，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復列舉，

因生存者尚多，暫且謹慎"@。

周作人的日文融譯之所以高出他人，還因為有其個人獨具的自身采件，也就是人們能從譯

文中發現他的個性。許多人讀了他的日本文學譯著之後，都往往為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那種濃濃

的 (實際更應該說是淡淡的而又恰到好處的)日本味道而驚嘆不已，彷彿是日本文人寫的純熟

的中文一樣。其實，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發現併解釋了這一問題:“周先生的譯筆一一尤其是

譯日本作品一一特別有一種清雋自然的風味。原來日本作品， 看來只是極平淡的幾句， 深味之

始知包藏著無限的深刻的意味，周先生以這樣沖淡自然的筆來敵譯，真是適當不過了!"@

周作人自己對此也併不否認@，因為他相信鵲譯中有一半是創作，譯者既要與作者產生共

鳴又要表示出個性。這續是真正的鵲諱。

注釋:

。周作人最早的臼文研譯應是發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紹興縣教育會月刊〉上的黑田

朋信所作〈游戲與教育〉一文。後來，他又輯譯了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五月

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因本文主要論述他所譯的文學作品，故以上二篇等均不在統計

之列。

@豈 明:<::酒後主語三 ﹒ 親日深一:>，見〈語絲〉第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魯 迅: <::域外小說集 ﹒序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 ﹒徘諧〉。

@周作人:<::過去的生命﹒序言〉。

@周作人:<::日本的詩歌)>，見〈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五號，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

@周作人 : <:: 日本詩人一茶的詩)>，見〈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十一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

@<::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序言，一九二二年五月，商務印書館版。

@周作人:<::觀譯文學書的討論:>，見〈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二號，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見〈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

@周作人:<::苦口甘口 ﹒ 談翻譯〉。

@周作人:<::漠譯古事記神代卷:>，見〈語絲〉第六十五期，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

@周作人 : <::古事記 ﹒ 引言)>，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見〈古事記:>，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

0年十二月第一版。

@陳褔康 : <::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第四O五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周作人:<::苦口甘口〉。

@周作人 : <::林琴南與羅振玉)>，見〈語絲〉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

@周作人 : <::苦口甘口﹒談訊譯〉。

@陳褔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第一七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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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膺被看做是外国霄，理解和幢舍起来就更黠，有暗稍不注意就舍闹出笑亩， 渥不如不懂漠

嚣的外圄人器起来擎罹。周作人曾皮徨强葫遣一黠， 他深沉地拉我深感到日本文Z不好嚣，

道未必是客翻的事贾，只是由我但人的程段， 或者因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钱故，往往贵得字

辈舆嚣氯， 在微烟Z庭很黯雨面合得恰好， 大概可以富f乍一{固茜明。明治大正暗代的日本文筝，

雷苦遇些小就舆幢荤， 至今遣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散， 有峙也享出来看， @p以雄琵名代表源别，

大挺有保登登岐Z翼，昂，三田丈肇，新思潮，自撵藉疆，其中作家多可佩服， 今亦不徨列怨，

因生存者向多，暂且草憬"@。

周作人的日文献器之所以高出他人，渥因属有其{固人插具的自身条件，也就是人伺能徙器

文中最理他的f固性。苦多人嚣了他的日本文壁器著之後，都往往属害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撞摸摸

的 (寅障更F草草前是淡淡的而又恰到好庭的)日本味道而需填不己，仿佛是日本文人窍的柏熟

的中文一棒。其贾，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费理侨解撂了道一罔题周先生的器荤一一尤其是

器日本作品一一特别有一檀清篱自然的凰味。原来日本作品， 看来只是憧卒淡的线句， 深昧Z

始知包藏着黛限的深刻的意味，周先生以道横冲淡自然的荤来翻嚣，且是遁富不遇了! "⑨ 

周作人自己封此也{并不否韶、@，因属他相信翻器中有一半是副作，器者既要舆作者崖生共

唱又要表示出f固性。道雄是真正的酣嚣。

注撂:

①周作人最早的日文翻器雁是号查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招舆豚教育舍月刊〉上的黑田

朋信所作〈游殷舆教育〉一文。後来，他又翻荐了舆甜野晶子的<真操输:>，号查表始一九一八年五月

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五披上。因本文主要揄述他所嚣的文肇作品，故以上二篇等均不在梳言十

之列。

②宣 明:<::酒後主击三 · 貌日派一:>，且〈需栋〉第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③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 · 僻言皆〉。

⑤周作人:<::遇去的生命 · 序言〉。

⑥周作人:<::日本的需歌)>，克〈小就月辍〉第十二卷第五拢，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

⑦周作人:<::日本需人一茶的需)>，克〈小就月幸自〉第十二卷第十一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③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我的工作五〉。

⑨〈现代小税器轰〉第一集序言，一九二二年五月，商移印害鲸版。

⑩周作人: <::酿翠文肇蓄的前言命:>，克〈小就月辍〉第十二卷第二挠，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敌之瓷邃:>，晃〈新青年〉第五卷第一珑，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周作人:<::苦口甘口 · 言笑翻器〉。

@周作人:<::漠器古事言己神代卷:>，克〈言音低〉第六十五期，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

⑩周作人 : <::古事言己 · 引言)>，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克〈古事自:>，圄隙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

0年十二月第一版。

@隙宿康 : <::中国器肇理输史稿〉第四O五直，上海外嚣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⑩周作人: <::苦口甘口〉。

@周作人 : <::林琴南舆黯振玉)>，克〈需品来〉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⑩周作人 : <::苦口甘口·鼓翻器〉。

⑩隙福康:<::中国器肇理揄史稿〉第一七五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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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磨被看倣是外国語，理解和韓舎起来就更難，有時梢不注意就曾聞出笑話，還不如不憧漢

語的外園人語起来準確。周作人曾反復強調這一貼，他深況地説:“我深感到日本文之不好諜，

這未必是客観的事賓，只是由我個人的経験，或者因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縁故，往往質得字

義輿語気，在微細之慮恨難南面合得恰好，大概可以嘗作一個謹明。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文筆，

曾謂過些小説輿随筆，至今還有好些作品1JJ是喜歓，有時也撃出来看，即以雑誌名代表派別，

大抵有保登登岐須，昂，三田文筆，新思潮，白樺諸種，其中作家多可侃服，今亦不復列穆，

因生存者向多，暫E謹慎"@。

周作人的日文献誇之所以高出他人，還因属有其個人猫具的自身条件，也就是人何能従詩

文中華現他的個性。許多人讃了他的日本文筆謹著之後，都往往馬書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種濃濃

的 (賓際更雁該説是淡淡的而又恰到好慮的)日本味道而驚嘆不己，紡f弗是日本文人篤的純熟

的中文一様。其貫，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護現併解稗了這一問題:“周先生的課筆一一尤其是

誇日本作品一一特別有一種清僑自然的風味。原来日本作品，看来只是極卒淡的幾句，深味之

始知包蔵着無限的深刻的意味，周先生以這様沖淡自然的筆来醗謬，員是適富不過了!"⑨ 

周作人自己封此也併不否認、⑮，因馬他相信醜誇中有一半是創作，語者既要興作者産生共

鳴又要表示出個性。這機是員正的醗詩。

注揮:

①周作人最早的臼文飾謬感是祭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く紹興勝教育曾月刊〉上的黒田

朋信所作く務戯輿教育〉一文。後来，他又醗譲了輿謝野晶子的く貞操論:>，愛表珍一九一八年五月

十五日出版的く新青年〉四巻五競よ。因本文主要論述他所誇的文皐作品，故以上二篇等均不在統計

之列。

②宣 明:く酒後主語三 ・親日派一:>，見く語紙〉第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③魯 迅:く域外小説集 ・序言〉。

④周作人:く知堂回想録 ・俳諮〉。

⑤周作人:く過去的生命・序言〉。

⑥周作人:く日本的詩歌)>，見く小説月報〉第十二巻第五競，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⑦周作人 :く日本詩人一茶的詩)>，見く小説月報〉第十二巻第十一競，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③周作人:く知堂回想録・我的工作五〉。

⑨く現代小説誇叢〉第一集序言，一九二二年五月，商務印書館版。

⑮周作人:く鶴誇文筆書的討論:>，見く小説月報〉第十二巻第二競，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⑪周作人:く日本近三十年小説之委達:>，見く新青年〉第五巻第一統，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⑫周作人:く苦口甘口 ・談翻誇〉。

⑮周作人:く漢詩古事記紳代巻:>，見く語紙〉第六十五期，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

⑪周作人 :く古事記 ・引言)>，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見く古事記:>，国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

O年十二月第一版。

⑮陳福康 :く中園誇撃理論史稿〉第四O五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⑮周作人:く苦口甘口〉。

⑪周作人 -く林琴南輿羅振玉)>，見く語紙〉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⑬周作人 :く苦口甘口・談翻誇〉。

⑮陳福康:く中園誇筆理論史稿〉第一七五頁。



剧抬周作人的日本文率部器

⑩周作人: <:文肇改臭舆孔教.>.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珑，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周作人: <:黠滴 · 序:>.一九二0年八月北大出版部版。

@周作人 : <:陀螺·序.>.且〈需品品〉第三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

@周作人 : <:知堂回想簸:> . 第六三六至六三七真。

@周作人 : <:知堂回想主录:> . 第六三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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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明 : <:阴抬日本的落琵:>.且〈文涯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又克隙子善桶

〈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五六O真，岳麓害社EIJ行，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

@知堂:<:八十心情.>.且〈新晚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

@周作人: <:知堂回想主录:> . 第六三二真， 六三六真。

@晃〈祝由同志来信:> . 裁〈跺嚣通幸~:>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 第三期。

⑩罄明 : <:愉快的工作:> . 戴〈新晚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⑩克〈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三五二真。

@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 . 第七-0直。

@陶明志桶 : <:周作人揄〉第一八六真。

@周作人: <:霎俯舆生活 · 自序〉。

關於周作人的日本文學餓譯

@周作人: <:文學改良與孔教.>.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

@周作人: <:點滴 ﹒ 序:>.一九二0年八月北大出版部版。

@周作人 : <:陀螺﹒序.>.見〈語絲〉第三十二期，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

@周作人 : <:知堂回想錄:> . 第六三六至六三七頁。

@周作人 : <:知堂回想錄:> . 第六三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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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明 : <:關於日本的落語:>.見〈文涯報:> (香港)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 。 又見陳子善編

〈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五六0頁，岳麓書社印行，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

@知堂: <:八十心情.>.見〈新晚報.> (香港)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

@周作人: <:知堂回想、錄:> . 第六三二頁， 六三六頁。

@見〈祝由同志來信:> . 載〈買飛譯通報〉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 第三期。

@啟明 : <:愉快的工作:> . 載〈新晚報:> (香港〉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見〈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三五二頁。

@周作人: <:知堂回想錄:> . 第七-0頁。

@陶明志編﹒ 〈周作人論〉第一八六頁。

@周作人: <:藝術與生活 ﹒ 自序〉。

剧抬周作人的日本文率部器

⑩周作人: <:文肇改臭舆孔教.>.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珑，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周作人: <:黠滴 · 序:>.一九二0年八月北大出版部版。

@周作人 : <:陀螺·序.>.且〈需品品〉第三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

@周作人 : <:知堂回想簸:> . 第六三六至六三七真。

@周作人 : <:知堂回想主录:> . 第六三五真。

155 

@宣明 : <:阴抬日本的落琵:>.且〈文涯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又克隙子善桶

〈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五六O真，岳麓害社EIJ行，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

@知堂:<:八十心情.>.且〈新晚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

@周作人: <:知堂回想主录:> . 第六三二真， 六三六真。

@晃〈祝由同志来信:> . 裁〈跺嚣通幸~:>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 第三期。

⑩罄明 : <:愉快的工作:> . 戴〈新晚辍:> (香港〉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⑩克〈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 . 第三五二真。

@周作人:<:知堂回想主录:> . 第七-0直。

@陶明志桶 : <:周作人揄〉第一八六真。

@周作人: <:霎俯舆生活 · 自序〉。

閥於周作人的日本文筆餓謬

⑮周作人:く文筆改良輿孔教.>.見く新青年〉第五巻第六披，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⑫周作人:く鈷滴 ・序:>.一九二O年八月北大出版部版。

⑫周作人 :く陀螺・序.>.見く語紙〉第三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⑫周作人 :く知堂回想録:>.第六三六至六三七頁。

@周作人 :く知堂回想録:>.第六三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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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宣明 :く閲診日本的落語:>.見く文涯報:>(香港〕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又見陳子善編

く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第五六O頁，岳麓書社印行，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

⑮知 堂:く八十心情.>.見く新晩報.>(香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

⑫周作人:く知堂回想録:>.第六三二頁，六三六頁。

⑮見く祝由同志来信:>.載く置飛謬通報〉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三期。

⑮啓 明:く愉快的工作:>.載く新晩報:>(香港〉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⑮見く知堂集外文 ・四九年以後.>.第三五二頁。

⑪周作人:く知堂回想録:>.第七一O頁。

@陶明志編・ く周作人論〉第一八六頁。

⑮周作人:く萎術輿生活 ・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