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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835.htm 很高兴艾克曼的《歌

德谈话录》又有了一个杨武能先生的译本（浙江文艺2004）

。比起朱光潜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更注重语言的浅显流畅

（也许是近三十年间我们的语言本身变迁的缘故吧），同时

内容的挑选也带有杨先生自己的趣味。粗读一过，感觉很好

。尽管极个别字句还可以再斟酌，例如页138，“说话间已快

打六点，歌德觉得是找住宿的时候了，于是去他请人定了房

间的大熊旅社。”这几句本是描述性的话语，而不是对话，

“已快打六点”就稍觉过于口语化。“去他请人”云云也有

点别扭。还有页62，歌德谈及剧院招募新演员，“如果一个

新演员先前已经挺有名，那我就让他登台，看他能不能适应

其他人，看他的表演风格干不干扰咱们剧院的风格，或者通

过他恰好能弥补剧院的不足。”对照朱译本：“如果新演员

原先已有好声望，我就让他表演，看他能否与其他演员合拍

，他的表演作风是否扰乱整体，看他能否弥补缺陷。”（人

民文学1978年版页74）可以看出，杨译本有强烈的口语化倾

向，不过想到歌德属于大文豪级别的人物，即便日常口语或

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书面化。像“干不干扰”这样的措辞，

像“咱们”这样的人称，我还是觉得有些太走通俗一路。朱

译本虽然有些文气，但是读起来那样的风格还是与歌德的身

份很般配的。 《歌德谈话录》尽管篇幅不大，但是真正是涉

猎极广，持论发人深省。例如，歌德对于统治之术就颇多议

论。他甚至会忽发奇地谈到假如他做了君主会怎样治国。“



历史上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才俊之士，年纪轻轻就要么在朝廷

要么在疆场上声名远播，建立了赫赫功业。我要当上了国君

，就决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职位给那些仅凭出身和资历一步

一步爬上来的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习惯慢腾腾地走老

路，自然干不出多少像样的事情。我喜欢用年轻人??但必须

富于潜力，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同时还要胸怀大志，品行

高尚。如此一来，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就不啻为一种乐趣

！”（杨译本页148-9） 对于社会变革，歌德的见解同样值得

我们记取。在见到艾克曼不久，他就讨论过他对于法国大革

命的排斥态度。不过他也明确地表明对专制统治的反对。“

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

在政府。只要政府始终维护正义，始终头脑清醒，能够适时

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不是一直顽抗到非要由下面来

逼迫你干必须干的事情，这样子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杨译本页21） 这样的道理一点也不艰深，可是，一个难以

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些统治者干蠢事，对于改革

诉求一味地压制，激烈的批评当然是以敌对的态度对待，善

意的规劝也轻则充耳不闻，重则说你别有用心，不断地把自

己的朋友推到敌人那一边，使得社会危机无法通过改良的方

式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引发革命。难道说，有些国家

就注定不能摆脱通过剧烈的杀戮实现改朝换代，但是换来的

统治者又走老路的宿命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