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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侣莎魂》

内容概要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是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为其父母作的传记。书中分别讲述了
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求学的过程，以及两人从相识到相恋，最后走到一起的经过。重点讲述
了两人婚后的生活。当时时局动荡，朱生豪致力于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而其妻子则给与了他最大的
支持。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生活拮据，环境恶劣，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朱生豪就去世了。之后漫
长的日子，都是宋清如一个人支撑这个家，还不断为了朱所译莎剧不断奔走，并最终促成了译著的出
版。本书从两人的幼年写起，一直写到两位老人的去世。在书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关于两人真挚美好
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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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侣莎魂》

作者简介

朱尚刚，朱生豪之子，194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嘉兴，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主要从事
技术、管理和职工教育等工作。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致力于父母亲生平业绩和作品的搜集、整理、
研究和出版的工作。已整理出版了《朱生豪情书》《秋风和萧萧叶的歌》《朱生豪情书全集》《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诗侣莎魂——我的父母亲朱生豪、宋清如》等书，并参与了《莎士比亚
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的审订工作。现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名誉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朱
生豪故居管理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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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侣莎魂》

精彩短评

1、正如朱生豪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他对宋清如近乎依赖的爱恋，对于莎译
近乎执念的坚守，俱缘于此。客观来讲，从所收书信诗歌来看，朱本人的文学才华并不出众，甚至比
不上他的爱妻，然而这个“孤独的孩子”的十年孤独终究还是幻化为了一首绝唱。【是书内容略冗余
，但确都是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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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侣莎魂》

精彩书评

1、结婚照：朱生豪、宋清如文/严杰夫作为我国第一位系统译介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朱生豪的一生
经历常年不为人所知，直到他的儿子朱尚刚在上世纪末写作了《诗侣莎魂》后，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
到这位译者命运多舛的一生。如今，这部作品在商务印书馆重新装帧出版，也得以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去再次接近和了解朱生豪、宋清如这对伉俪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知道
朱生豪，却甚少有人了解宋清如。但我们却要说，如果没有宋清如，也就没有今天被大众所认识的那
个“朱生豪”，甚至于有可能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了“朱生豪”。正如作者自己写到，“母亲作为父
亲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知己，在支持父亲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
又为重塑父亲的形象献出了最后的经历”。了解朱生豪生平的人，恐怕都清楚他在体质上格外孱弱，
性格上也比较孤僻。在中学的时候，朱生豪的体育就常常不及格，而他最终考上之江大学（今浙江大
学之江校区）国文系，也全拜高中时代就读的秀州中学当时的校长的照顾。而到了大学后，朱生豪的
体质依然没有明显好转，他也几乎就完全放弃了体育课。有意思的是，之江大学的老师们也似乎继续
照顾着这位“文弱书生”，只规定他暑假时候到山下的小饭店吃饭，一日三餐走六趟山路，以此来替
代体育成绩，算是毕了业。而对于朱生豪的性格，他的同学和老师更是记忆深刻。朱生豪在之江大学
时的老师、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就曾经称他为“渊默如处子”，朱生豪的大学同学也多表示，他平日里
与同学的交往大多“落落寡合”。当然，体质、性格上的缺陷并没能掩盖朱生豪的才华。也正因此，
他才能够收获来自“校花”宋清如的关注。不过，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相识未曾想就此就是一生一世。
如果说，朱生豪获得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机缘，要拜他在世界书局的领导、他的同乡詹文浒所赐的话
。那么，朱生豪能够坚持在后半生以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为毕生事业为信念，除了他自己对莎士比亚的
喜好外，恐怕就与宋清如的无条件支持有关。对于朱生豪来说，翻译莎士比亚却是个巨大的工程，更
何况在那样一个乱世里，仅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肯定很难能坚持下去。事实上，在1936年时，朱生
豪就曾因为翻译工作超支了体力而染上了猩红热。幸运的是，在亲友的照顾下，朱生豪当时度过一劫
。而这次大病或也为他后来英年早逝埋下了伏笔。根据朱尚刚的回忆，我们或许可以把朱生豪的翻译
工作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如果说1935年接手翻译工作后，朱生豪在第一阶段里大多是“孤军奋战”的
话，那么从婚后到他去世，在到他身后的后两个阶段，都很难忽略宋清如在其中所作的巨大贡献。晚
年宋清如1942年，朱生豪、宋清如结束了十多年的“爱情长跑”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那时候的朱生豪
因为时局的缘故，已经没有了固定工作，而专心投入在翻译工作中。但宋清如却未嫌弃收入低微的朱
生豪，却反而坚定支持他的工作。婚后的第一年，朱生豪跟着宋清如回到常熟，住在宋的娘家。这段
时期，朱生豪不用操心生活上的琐事，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中。不过由于无法丢下对姑
母和表姐的照顾责任，因此朱生豪在常熟只住了半年就带着宋清如回到嘉兴老家。回到老家的朱生豪
并没得到亲友的帮助，马上就陷入到严峻的生活环境中。重新定居于嘉兴后，朱、宋二人只能靠朱绵
薄的稿酬，与朱家些微租金收入，来支撑日常开支。朱志刚写到这段时用极为辛酸的语句提到，“因
为经济的拮据，家中的一应开支都是算了又算，省了又省”，面对这种困境，作为一介书生的朱生豪
却无能为力，只能在半夜里暗暗哭泣。困窘的环境，再加上原本就虚弱的体质，朱生豪在1944年终于
再度罹患重病，而这次他未能康复，而只能留下未完成的翻译、结婚才满2年的妻子，以及刚满月的
儿子，撒手人寰。不过，宋清如并未甘心将她和朱生豪的故事就此终结。宋清如怀揣着朱生豪“未竟
的事业”，独自跨上了丈夫没有走完的路。她努力传播朱生豪的事业，期望更多人来了解他生前的译
作，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就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朱生豪去世一年后，宋清如就联系朱生豪以前的
领导詹文浒，帮助撰写和发表了长文来悼念和宣传朱生豪。此外，最重要的是，宋清如一直都和朱生
豪的胞弟朱文振保持联系，期望能将朱尚未完成的翻译工程进行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宋清如甚至一
度自己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以继续丈夫的事业。1955年，宋清如在筹谋良久后，向单位请了一年事假
，抛弃了杭州的工作和生活，而奔赴遥远的成都，以期在朱文振的帮助下，去完成剩下的翻译工作。
宋清如就这样带着朱志刚过了一年的寄居生活，最终完成了朱生豪身前未完成的所有翻译。之江大学
（现浙大之江学院）遗憾的是，宋清如并不知道，解放后出版莎氏全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另请他
人来补译朱生豪未完成的译稿，而宋清如的努力也就成为了“空忙一场”。难能可贵的是，宋清如知
道了这个事实后，平静地予以接受，而又重新投入到正常的生活中。在此后的岁月里，宋清如尽管很
少再直接投入到翻译中，甚至于很少再和文化界接触，但她却始终未忘朱生豪的遗愿，并一直都是他
事业的守护者和传播者。在晚年时，宋清如还依旧抱着病体投入到纪录片的拍摄中，只为让更多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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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侣莎魂》

认识、了解和记住自己的丈夫和他曾经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朱生豪生前曾自嘲是“一个古怪的孤独
的孩子”，但在宋清如看来，他却一定是位可爱的丈夫、伟大的译者。而在他们伉俪之间，当然不止
有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还有两颗共同面对骚动的世界，却始终紧靠着的坚定执着的心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
夫的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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