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为了让读者更好地

把握此书!他撰写了长达 !" 页的

序!并编了"大观园中的最重要的

住所#"最重要的女仆$%贾氏宗族

一览表$作为附录&

该译本因其对原著主要精神

的准确把握!加之出色的语言'恰

当的剪裁和译述 (例如对 )好了

歌*)葬花辞*的简化处理+!征服

了一代代的读者&自问世以来!不

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印行

已超过 !# 万册!就纯文学作品而

言!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了&

不仅如此! 库恩也是欧洲在

真正意义上翻译)红楼梦*的第一

人&虽然不是全本翻译!但就此结

束了欧洲人对这部伟大作品整体

忽视的局面& 这个经典的译本屡

经转译!变作英'法'意'荷'匈'希

等文字! 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

版!影响深远&

当然这个译本也并非完美无

瑕! 译文中也能找到一些误译之

处!盖由认错字'对原书人物情节

理解的偏差' 对常识典故的隔膜

等因素造成&虽然不乏苛评!但总

体而言! 该译本还是受到高度肯

定的&未成完璧!这一直也是库恩

本人的遗憾&

!红楼梦 "第一

个德语全译本 #引出
笔墨官司

进入新世纪! 终于出现了德

语世界的第一个 )红楼梦* 全译

本& "##$ 年问世的译本是由两代

汉学家接力完成!前 %# 回出自史

华慈(&'()*+ ,-./'+0+之手!后 1#

回 (高鹗续 + 由吴漠汀 (2'+3()

45*67*++完成& 说起出版过程!还

真是曲折&

与库恩一样! 史华慈并非学

院派汉学家!与同行也少有往来!

在一般人眼中多少有点怪的& 上

中学时 8 他接触到了库恩的 )红

楼梦* 节译本 8 觉得某些地方颇

为费解& 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学

院学习汉学和历史期间! 他选修

了有关)红楼梦*的课程!这才发

现儿时读过的节译本与原文差距

如此之大& 上世纪 $# 年代!他担

任东德驻华使馆的翻译! 在此期

间开始研读中文全本 )红楼梦*!

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国后!他与

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签订了协议!

着手翻译这部作品& 历经十年寒

暑!完成了前 %# 回的翻译& 在他

看来! 前 %# 回是曹雪芹的创作!

而高鹗续写的后 1# 回则背离了

原作者的本意! 因此放弃翻译这

部分内容&

!99# 年春!史华慈将终稿寄

给出版社& 然而这时恰逢两德统

一!东德的国有企业面临私有化!

前途未卜!出版受阻& 改制后!新

老板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不大!

便将版权退还给译者&之后!瑞士

的天枰出版社 (曾出过多种明清

言情小说德译本+主动上门!联系

出版事宜& 出版商要求译者补译

后 1# 回! 而且稿费条件颇不合

理! 史华慈便未与之合作& "##:

年! 初出茅庐的汉学家吴漠汀提

出乐意出版该译本! 在瓦拉文斯

(;'+3<=3 4'7+'>*)6+博士的斡旋

下!史华慈将前 %# 回的译本交给

了吴漠汀& 后者将高鹗续补的部

分译出!于 "##$ 年推出了 !"# 回

全译本&

束之高阁的译本终获出版 !

本是件皆大欢喜的事&不想!两位

译者竟因译本闹得颇不愉快!甚

至打起了笔墨官司& 吴漠汀读了

史华慈的译稿后! 提出了不少修

订意见!而后者则坚持不做改动!

要求按原样付印& 然而史华慈却

发现最终版本仍然做了不少修

改!并未征得其本人的许可&其中

有一处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即书

名的翻译& 他认为德译本的标题

应当是 ?(* @*6-.(-.3* >5< ,3*()

(石头记 +!?*+ A+'=< B*+ &53*)

C'<<*+(红楼梦 +只能以副标题

的形式出现& 而吴漠汀却执意采

用通行的)红楼梦*作为书名!却

将正常的形容词 +53*)(红 +以大

写开头 &53*)& 在史华慈看来这

又是一个硬伤! 因为按照德语的

语法规则!大写则意味着%专名$!

即成为某个具体房间的称谓& 此

外! 他还认为约定俗成的德文译

名本身也有问题&此外!吴漠汀声

称新译本的工作底本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 !9%" 年出版的 )红楼梦*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整理"!其本身是%以 !"# 回庚辰

本为底本,,是目前最通用的一

部版本$& 而史华慈却郑重声明!

他主要依据的是 )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版"#部分章节采用了)红楼梦八

十回校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版"& 翻译家和出版家(兼

合作者+之间公开%抬杠$!此种状

况实不多见& 不过吴漠汀本人却

对自己出版的全译本自信满满!

对把后 1#回%有史以来第一次,,

完整地译成了德语$ 颇为自得&

然而该译本出版后! 并没有获得

预期的反响! 期间虽曾再版过一

次!仍不及库恩译本销量的零头&

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指出!%阻

止史华慈漂亮的)红楼梦*新译本

成功的主要障碍$是%这家出版社

多少有些小,,对普通的德国读

书界而言!出版社的名字!出版家

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出版

家太不同凡响! 你可以放心地闭

着眼睛买他们出的书&但是!大多

数小出版社在性质上就大不相同

了&大家踌躇于买他们的产品!即

便东西是真好- $顾彬在夸赞史华

慈译本之%漂亮$%真好$的时候 !

却故意忽略了吴漠汀的译文!这

点颇耐人寻味&

这家小出版社的主人其实就

是吴漠汀本人& 笔者曾在波鸿工

作一年半! 下班后总爱去大学中

心(D)(EF*)3*++逛逛& 街上有一

家 G7!33*+/'7B 书店!我常去淘书&

店里常能见到一位中国女士!后

来得知此人是老板娘! 她先生就

是吴漠汀博士&书店里有一专柜!

专门陈列汉学书籍! 其中有一套

%汉学丛书$(G=-.+*(.* ,()(-'+!吴

博士编著的书占了半壁江山& 当

时颇为奇怪!后来才知道!他本人

有自己的出版社! 在出版学术著

作的同时!顺便夹带%私货$& "##1

年! 他就在自家出版社推出小册

子)文学鉴定标准.红楼梦作为最

重要的小说*& 而他写信给史华慈

商谈合作!正是一年之前的事情!

其攻关能力和执行力可见一斑&

从史华慈本人几篇有关新译

本的文章和访谈中可以看出!他

对自己的译本还是颇为自信的!

认为自己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本

书& 他曾说.%我的)红楼梦*德文

译本是给德国的普通读者看的 8

不是给汉学家看的&$但他也谦虚

地表示!%我的这个翻译只是初步

的翻译 8 起到的只是抛砖引玉的

作用 8 希望以后能出现比我的翻

译更好的德文译本& $

顾彬一方面盛赞 %翻译堪称

上乘$!另一方面则毫不客气地认

为该译本 %在德语国家中它不会

成功!甚至连汉学家也不会去读$&

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在德国

学界鲜有文章论及这个译本& 倒

是在)红楼梦*的故乡 !中国的学

者们乐于精研这个译本! 上海交

大的王金波先生曾就此撰写博士

论文&有趣的是!前两年史华慈还

写了篇文章与王金波商榷& 就此

看来!史先生虽自命槛外之人!其

实还是颇为关注%学术动态$的&

史华慈$钟爱中国
古典文学的德语译者

史华慈早年还翻译过中国的

童话和民间故事!由于销量不俗!

出版社才相信他的眼光! 约请他

翻译)红楼梦*& 他偏爱明清的短

篇作品!先后选译了)子不语*!袁

枚"')耳食录*!乐钧" 等故事集!

其中不乏在当今中国鲜有人知的

%小众$作品!从中也可以看出他

独特的情趣& 除了)红楼梦*这个

足以使其%不朽$的译本外!)浮生

六记*也是他颇为看重的译作&恰

好我也有这个译本! 是两德统一

前一年出版的插图本!非常精美!

可以推断!是当年东德典型的%创

汇$出版物& 大概正是借了)红楼

梦*译本!史先生开始为国内出版

界关注&近几年!他的译本也在中

国陆续出版 !)影梅庵忆语 *!冒

襄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年版"即是一例& 要知道他

此前翻译的)谐铎*!沈起凤"')夜

谈随录*!和邦额" 在德国找不到

出版社愿意出! 还是在友人瓦拉

文斯!为$红楼梦%德译本撰写后

记者" 的帮助下 8 作为资料复印

本入藏柏林国立图书馆& 在当下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 可以

想见!史先生大有可为&

而 %冤家$ 吴漠汀走的则是

%学术路线$!在翻译)红楼梦*前

后!他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其中

不少都发表在中国的%核心期刊$

上& 如今他在德国的私立威登大

学担任教授! 频繁往来于中德之

间&当然他也没有荒废译笔!先后

翻译了鲁迅'朱自清'巴金'钱锺

书'王蒙等现当代名家的作品!甚

至也包括曾流行一时的棉棉等

人& 无论从学术还是翻译选题来

看!他是典型的%杂食动物$&因其

饕餮作风! 吴漠汀在学界是个颇

受争议的人物! 其译作甚至被人

讥为%糟蹋$原作&

无论如何! 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红楼梦* 终于有了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全译本&我初见)红楼

梦*全译本!就是在吴博士自家的

书店里& 这套书装订成了普通平

装学术书的样貌! 名列 %汉学丛

书$第十四卷!没有半点文学书的

气质& 过了半年!放在门口的尾货

篮里打折销售!旬月无人问津!着

实令人叹息& 此后再版!换成了精

装本!外观依旧毫无吸引力可言&

三年前! 这个译本被收入国内的

)大中华文库*!外文出版社 *)%&

年版"&因未曾寓目!不知这个版本

是否做了修订& 此外!作为汉德对

照本!底本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待

得闲暇!当仔细比对!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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