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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尼特先生有五个宝贝女儿，本尼特太太为她们的婚事操碎了心。新来邻居宾格利多金且帅，在一次
舞会上，对本尼特家美貌的大女儿简一见钟情。参加舞会的还有宾格利的好友达希，他俊朗潇洒，贵
气逼人，但恃才傲物，认为她们都不配成为自己的舞伴，其中包括简的妹妹伊丽莎白。自尊心很强的
伊丽莎白无意间听到了达希对她的评论，心生反感。然而，她并不知道，一次次意外的经历，达希已
默默爱上了她。
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评论“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
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称她为“写散文的
莎士比亚”。而《傲慢与偏见》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
期待仍然没有超越其划定的范围——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
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
【编辑推荐】
我们真的确信读懂了《傲慢与偏见》吗？
1796年，简·奥斯汀完成小说《第一印象》，后改名为《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出版，距今已超过两
百年。如同1792年刊印的《红楼梦》一样，当时的衣食住行、法律制度、道德观念、社会风气、经济
条件等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在小说第二卷第十六章开头，她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其实两位姑娘已经⋯⋯享用了一份黄瓜色拉。接上两位姐姐以后，她们指着一桌子客栈常见的冷菜
，自鸣得意地说：‘不错吧？有没有很惊喜？’‘我们打算请客的啊，’丽迪雅说，‘但要问你们借
点钱来结账，因为我们刚才在那边买东西，把钱统统花光了。’”
文中“两位姑娘”是丽迪雅和小琳，“两位姐姐”则是伊丽莎白和简；此处写到伊丽莎白和简出远门
回家，丽迪雅和小琳自告奋勇去半路某镇接她们。那些在1813年阅读《傲慢与偏见》的读者看到这里
，将会立刻明白丽迪雅和小琳是多么的糟糕，但后世读者却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
黄瓜色拉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在简·奥斯汀的时代，黄瓜价格特别离谱，最贵时达到每根10先令6
便士，大概相当于一个塾师七天的收入。如果现在的读者看到，有两位姑娘先在饭店吃了燕窝鱼翅，
然后点了皮蛋豆腐、凉拌木耳之类的冷菜来招待两位姐姐，还要姐姐们自己付钱，那么肯定能够马上
发现她们是多么的奢靡和自私。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英文单词dinner，会下意识地翻译成‘晚餐’。但在《傲慢与偏见》中，会发
现dinner有时候在下午，有时候在夜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时英国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就
是breakfast和dinner。一般家庭在下午三点左右吃dinner，伦敦的贵族流行在傍晚六点半吃。所以
把dinner译成“晚餐”或者“午餐”都是错误的，应该译成“正餐”。
书中类似例子多不胜数，导致即便是现在英美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读者，也很难真正读懂这本书。为
了更完美地翻译这部作品，李继宏亲赴英国、美国考察和查阅数以千计的资料，研究18、19世纪的英
国历史文化，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翻译。
作为《傲慢与偏见》第一个详注本，加入371条注释，引用241本专著/期刊，并撰写了16000字的导读
。在导读中，李继宏旁征博引，把最早的一批英国小说从体例、思想价值、文风、写作技巧等多重角
度进行对比，阐述简·奥斯汀及《傲慢与偏见》作为英国最伟大小说之一的意义之所在。整个18世纪
英国政治文化经济气候与文学著作千丝万缕的关系被梳理得清晰而有力，展现了一位学者具有的严谨
作风和独立思考能力。
希望通过这个译本，以及译本中尽可能详细的注释，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傲慢与偏见》的本来面貌，
让今天的读者能够欣赏这部在英语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皇皇巨著。
【媒体推荐】
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
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
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
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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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埃德蒙·威尔逊
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约翰·基布尔
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托马斯·马科莱
十八世纪精华荟萃的百花园中最后的也是最绚丽的鲜花。——艾伦·狄波顿
她向小说家们表明并且开发了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表面现象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W
．F．波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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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作者简介

【作者】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1775. 12. 16 - 1817. 7. 18）
1775年12月16日生于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
1796年，完成小说《第一印象》，后改名为《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1月28日出版。
19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简·奥斯汀小说集》，正式开启了简·奥斯汀研究的时代。
评论家认为“就塑造角色而言，简·奥斯汀仅次于莎士比亚”。
1949年，毛姆主编“世界十佳小说”丛书，《傲慢与偏见》位列第二。
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调查“最受英国人喜爱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高居榜眼，而达希先生成为
英国女性最想约会的虚构人物。
2013年，简·奥斯汀的头像被印制在新版10英镑纸币上，以此致敬。
【译者】
李继宏
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
译有《与神对话》、《追风筝的人》、《公共人的衰落》等涵盖文学、社科、宗教、经济、哲学等题
材的图书三十余部
代表性作品“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已出《小王子》、《老人与海》、《动物农场》、《瓦尔登湖》
、《了不起的盖茨比》、《月亮和六便士》、《傲慢与偏见》等七种，出版至今三年半畅销逾三百万
册，待出有《简爱》、《喧哗与骚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十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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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 01
傲慢与偏见 001
版本和注释说明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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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精彩短评

1、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6167477299059 现在能理解英文系的人英语不好，更别
说中文了这句话了。一个译者，不仅是翻译著作，更是介绍文化。如果没有深入研究过历史，想当然
的抠字眼自我发明，那必然是肤浅可笑的。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文化，本就是我们了解不深的，如果都
像这人一样，那真是愚民之作（民科式翻译毁原著，给五星的人难道因为你觉得翻译能看进去，所以
就给五星？）出版社的卖点是为何十天译完《追风筝的人》，却用三年来做《傲慢与偏见》 ？ 天啊
，原来追风筝的人用十天翻译的？？！！
2、看完这个译本不能说满意 也没有鄙夷的感觉 语言比较通俗化 或许适合接触外国文学不多的人 会比
较容易看进去 注释倒是帮助我扫盲了许多当时世俗和传统 以前读的时候对这些真的没什么认识 虽然
我也觉得把所有注释都放在后面确实有碍阅读 还有对于“小丽小琳”我已自动覆盖为自己读法 前面
译者的序言有些观点表达有点过于主观而产生偏颇 不过呢纸张很轻便 很厚的一本书捧着读也不费力 
倒是有一股豆浆味
3、解释的很详细 但是总觉得伊丽莎白的性格还不够鲜明 既然她那么爱憎分明 那么直接 为什么不直接
告诉简安格利对他的爱，为啥和达希再见面的时候 不说清楚呢 或许是社会背景的原因吧

4、这些年来唯一一部带着微笑和满足读完的书。 P.S受“一星运动”影响，这个译本被刷成难以置信
的低分，何尝不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5、翻译胃疼...
6、注释还是蛮有用的，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背景。但是名字翻译得就呵呵了，伊丽莎白的昵称翻译成
小丽，第一次看到真是蒙圈了好吗？作者的厉害之处就是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样的婚
姻才是好的婚姻。
7、还有什么好说的
8、因为没有读过其他版本也未读过英文原著无从进行比较。作为《傲慢与偏见》的第一次阅读体验
应该说还是流畅且愉悦的（注释还未看，不想影响阅读节奏和连贯性）读完再看毛姆的书评的确颇为
认同他说的“娱乐性”，即“没什么大事，但你就是急着翻到下一页”。
9、“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
有两种女人特别让人喜欢 
一种温柔善良善解人意
另一种有头脑有主见不卑不亢
一个是简 一个是伊丽莎白
看完书之后看了同名电影
不得不说书所能包含的比电影多太多

自尊常常将人拖着 把爱都走曲折
10、唉。。一星运动搞得很多想承认这本书好看的人都不敢发声了⋯⋯可以，这很豆瓣。
11、太恶心了。。。   
12、一个加长版的北美吐槽君投稿，标题“高富帅竟然爱上全家都是奇葩的我”，尤其是女主表哥对
女主表白那一段，简直是直男强撩的模板
13、三星给后面注释吧。。。
14、呵呵(^_^) 人的心态真是可怕
15、没准多少年后李继宏会成为一种成功营销方式被写进商业教材
16、阅读期间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卖弄着自己的“文学素养”，全书所有的信件通通采用了类似于
“半文半白”的翻译方法。尤其是达西向伊丽莎白表白后写给她的长而关键的信件，居然运用了这种
手法翻译，我作为文言文不是很好的读者来说，压根无法领略到达西这份信的经典及用心之处，我甚
至都看不太懂。我不明白作为一个翻译经典之作的翻译家，为什么要把书翻译成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文
字？在看这些字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作者在不断的卖弄着自以为傲的中文素养！
让读者百分之百看懂译本是每一个翻译家在翻译时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能让读者更
好的理解、领略译本才是翻译家真正实力的体现。而李继宏翻译的这本傲慢与偏见连最起码的“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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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者看懂”都没有做到。
17、我喜欢这两个词，但我不喜欢现实生活中持这两种态度的人。
18、Pride and Prejudice of 李继宏
19、我也是是醉了，平均一两句话就一个注释，看着看着就从文章里面脱离出来，不知道译者是怎么
想的，而且翻译的语言晦涩难懂，注释中有几分显摆文学底蕴之感。
20、看到这人又不要脸在各大纸媒上发软文，还是打个一星比较好。
21、作为有社会学背景的读者，我是很喜欢占书三分之一厚度的注解。reference读着读着常常被译者
的认真弄的笑出声来。良心译者！
22、1.导读注释对我来说有一定帮助，以前也读了很多次《傲慢与偏见》但有些地方确实是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李继宏的导读和注解确实给了我一定的帮助。
2.这次翻得实在是不行，和孙致礼、王科一差了不是一点半点，达不到两位前辈翻译出来的那种“雅
”的感觉。时代感也不见了。
3.最后，小丽是谁？囧
23、一个人，应该怎样活
24、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傲慢与偏见》，所以没有和过往的版本相对照。读李继宏的作品是从《追风
筝的人》开始的，一直以来只是觉得他的作品读来比较流畅舒适，在本书里更是注释详细到一定境界
——我以前从未见过注释如此内容丰富且条条注明出处的书，作者的用心在此可见一斑。
25、读后深深被达希与伊丽莎白的爱情故事打动。带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介绍，对小说的理解更
加深刻
26、其实翻译的质量并不敢恭维，书信的文言形式和昵称的译法，绝对是最值得吐槽的地方，但是，
考证文献颇多，确实像宣传的那样，那些随着时间流逝的妙语，只有通过详细的注释，才能尽可能的
还原属于简奥斯汀的那份智慧。翻译两星，注释加一星，另外一星给简奥斯汀。
27、总算是有一本为作者鸣不平的翻译版。个人的翻译有个人的特色。注释和前面的导读写的不错，
总算是可以让大众发现这本书的价值和美好。
28、大概就是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推荐这个版本 排版字体封面都很美  翻译爽快 好几处都让人忍俊不禁  
纸质轻 关键是有大量的注释帮助理解文化风俗背景
有几封关键的书信还抛弃了白话文 翻译得文质彬彬 古色古香  个人来说这也挺符合柯林斯先生的气质
说柯林斯先生妻子“肚子里有小橄榄枝”一句简直神来之笔  
【因为柯林斯先生在第一次出场的书信里用了“请接收我献上的这一枝橄榄枝”这种老土的表达 所以
几乎是一个迂腐的人了】 
豆瓣是4.4分 但我查了那些9分 8.9分的版本
这一句的翻译都是“贵子”“快要生小孩子”“肚子里有孩子” “她快生了”这样普通的翻译而已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29、打这个分数之前我很纠结。第一次读傲慢与偏见，没有其他译本对比的情况下觉得全文总体来说
算得上流畅。但信件的翻译我实在是不喜欢，翻译的质量尚且不论，只是前几封是文言文，后几篇又
成了白话文让我觉得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作者想装逼却后力不足。反而成了他的无端卖弄。最后
的注释也让人有一种冗长的感觉。总之这个译本只能算刚刚及格。准备找王科一的译本来看。但是这
个故事实在是太耐看了，五分全部献给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伊丽莎白的鬼灵精怪和达希的耿直木讷
，母亲和宾格利小姐的愚蠢与短浅也让人拍案叫绝，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爱到不行。
30、架构与渲染恰到好处，带着痴汉笑读完全书。可读性高，并未将笔墨浪费在说教或无意义的环境
描写，而是直击故事本身。但恕我直言，导读又臭又长，注释统一归置于全文末尾的体验感并不好，
更不用说注释里除却必要解释外还浪费口舌做许多阅读理解，阅读的一部分乐趣不正是读者自己去体
验作者的用语吗？翻译中的“小丽”、“小琳”我个人可以接受，但接受不了将往来信件译得半文半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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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只看了尾注，然后准备无理由退货。所以译笔好不好，无从去评价。注释主要是些衣食住行问题
，例如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年收入多少等等，都是今天中产阶级关心的重点。所以喜欢
读奥斯丁的人，更有可能是奥斯丁鄙夷的人。
32、不太喜欢这个译本，奔着导读和注释来的。
33、终于耐着脾气看完了。这翻译简直是放毒。姨妈，姨母最后都定下来。还什么妹夫。居然还有小
姨子，二姨子，还有姨甥更气的居然还有女红这个翻译。还有愚叔留白，展信快乐。用文言文翻译就
算了，这些词是什么鬼。这本书严重被李继宏给毁了。李继红你去死，你的书老子不再看了。这翻译
还不如高中的英语作文
34、怎么说呢，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其实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时隔百年以后，历史云烟，就很难身
临其境的感受了，但是这个故事很适合现在的中国人来阅读，翻译的很细致，也啰嗦。
35、翻译也是醉了，小姨子二姨子小林小丽全整上来了，乡村爱情版名著。
36、已经有好几个中英文版本P&P实体书了，这次的“详注本”翻译雷到我了！译者有点“我就是要
和别人不一样”的自以为是感（个人猜测，没看过他别的作品）。排版也不大好，注释脱离原文，对
照阅读不便，还不如把最后那差不多100页的注释考据独立成一篇研究性论文或书（这样其实也挺吸引
人看的），好过蹭原著热度、强迫别人接受这种翻译、还搞各种噱头。
37、我读完了。没有看过其他的版本，虽然译者另辟蹊径导致诸多非议，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并没有什
么不能接受。
38、觉得翻译得很好啊 无论是上层贵族信件所译的文言体抑或是无比精良的注释 况且那个自私骄傲偏
又善良大度的达希先生 不正展现得恰到好处 且有余地嘛
39、瞎了眼才卖来了这个版本。第一次看傲慢与偏见就被里面的各种随性翻译恶心到无语。严重的不
尊重原著。完全把这本书毁了。
40、打一星的必然出于“理智与情感”
41、读了果麦上李的文章，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或可和冯唐一较高下，至少先让翻译界少一个奇
葩。
42、小说不错，正文翻译方面诚心说还行吧。然而注解里面充斥着作者自以为是的现学现卖，相关历
史文化解释一下就罢了，偏偏还要对情节多嘴多舌屡次剧透，原本有很多值得细细咀嚼的言下之意译
者非要自作聪明地点破，把读者统统当傻瓜。而其在序章甚至明示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厌恶并希望简爱
不会再有人爱读，以身作则率先表演什么是傲慢与偏见，真是醉了。
43、读的时候觉得还凑合，就是感觉像儿童文学。来豆瓣一查，竟然是最差翻译版本，晕倒！读书要
趁早，买书查豆瓣！
44、译的挺有趣的啊，还有收集起来的注释很符合我的习惯。达西先生真的好萌
45、豆瓣是从何时开始流行起，我不管反正我就要打一星，以及我不看，反正就是不好的作品之风了
。似乎不对某些作品批评就是三观不正？
46、豆瓣人的愤怒哈哈哈。译本太多很难选，于是找了最新出版的⋯⋯其实除了想撕掉前几十页与后
几十页想涂掉那几封拽文的信以及想划掉小丽这个恶俗的译名之外也没什么太大的不满意(=_=，伊丽
莎白与达西搁现在一定都是吐槽达人=_=。
47、挺可爱的～奥斯汀女士真是下笔有神，有趣又可爱，太可爱了，啊啊啊
48、#每日一书078#《傲慢与偏见》（天津人民，果麦，2016.7），李继宏的新译本，加了几百条详注
，几行一个，一路剧透，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心好累啊。有点“矫枉过正”了，其实朦胧美也挺
好的。还有，“小丽”、“小琳”我也是醉了。这个译本请谨慎选择啊。
49、为了漂亮封面而买的这个版本，翻译质量不敢恭维，给外国人物套上“小琳”这种中国式昵称就
算了，主人公来往的书信居然给我翻译成文言文，去你大爷的。。。展示翻译者的文采，也不是用在
这种方式上。翻译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用最流畅简单的方式看懂吗？还有全书的注释都扔在末尾100多
页，导致后来弃看注释才得以一口气读完全书。我不知道为了追求翻译的严谨你们用了多少时间参考
了多少资料，但是出来的东西读者看得云里雾里的，就不是一个好的作品。
50、大名儿林黛玉，小名儿自然可以叫做小玉，小雪，小花。 Elizabeth- Liz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搭，有
什么区别吗。 Mr.Collins 就是中国的 李先生 老李家 这为何就在英国，便要有更浪漫的翻译了？小丽怎
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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