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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既无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波澜壮阔的场面，小小的天地，普通的男女，但就是这样内容的作品
却把它们的作者推进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行列，甚至被一位评论家誉为“在所有英国作家中，唯
独她的声望最为稳固”。
　　而且这位作者只活了四十二岁，一生只写了六部完整的小说。
其中两部在她去世后才出版。
她生前出的作品都用笔名，死后才公布了她的真名和身份。
　　她，简·奥斯丁，一个响亮的名字。
　　奥斯丁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
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
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
她写作的兴趣。
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
一八00年父亲退休，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丁和母亲、姐姐又搬到
南安普敦，一八0九年再搬到乔顿。
一八一六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一八一七年五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医治无效
，不幸于同年七月十八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
她终身未婚，死后被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
　　她的第四个哥哥亨利·奥斯丁写过一篇《奥斯丁传略》，文字不长，可是充满感情，对我们了解
这位非凡的女作家很有帮助。
它介绍了她的外貌，性格，爱好，鉴赏力，待人接物如何宽厚和真诚，等等。
这里，想引用有关她对于文学事业的态度的一段，我觉得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多么朴实却又光彩照人
的奥斯丁：　　“她之所以成为一个女作家，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她最初的本意，既不是图名，
也不是为谋利。
⋯⋯她的好几部作品是在出版以前许多年就创作出来的。
她的朋友们费尽唇舌，才说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
因为她虽然尊重他们的判断力，却总是怀疑他们对她会有所偏爱。
⋯⋯那些具有识别力的读者对她的称赞不时地传到她耳边，使她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她虽然听到这样的称赞，仍然非常害怕落下不好的名声，因此，假如她现在还活着的话，尽管
她的声誉愈来愈高，她还是不会同意在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上公开署名的。
”　　奥斯丁二十一岁时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她与出版商联系出版，没有结
果。
就在这一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修道院》，于一七九九年写完。
十几年后，《最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
为《理智与情感》，分别得以出版。
至于《诺桑觉修道院》，作者生前没有出书。
以上这三部是奥斯丁前期作品，写于她的故乡史蒂文顿。
　　她的后期作品同样也是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都是作者迁居乔顿以
后所作。
前两部先后出版，只有一八一六年完成的《劝导》因为作者对原来的结局不满意，要重写，没有出版
过。
她病逝以后，哥哥亨利-奥斯丁负责出版了《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并且第一次用了简·奥斯丁
这个真名。
　　《爱玛》是一八一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的，一八一五年三月底写完。
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于是这部《爱玛》在这年年底顺利地问世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玛>>

一年多以后，奥斯丁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
　　英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对《爱玛》一书的内容作了这样扼要的概括：“《爱玛》是关于婚
姻的小说，故事从一件婚事(即泰勒小姐的出嫁)开始，以三件婚事结束，并顺便考虑了其他两件婚事
。
小说的主题是婚姻，但不是抽象的婚姻。
”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玛。
我们看作者是怎样开门见山，把一个活生生的爱玛送到我们面前的：　　“爱玛‘伍德豪斯，漂亮，
聪明，富有，还有舒适的家庭和快活的性情，生活中一些最大的幸福，她似乎都齐备了。
她在世上过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有什么事情使她痛苦和烦恼过。
⋯⋯因为姐姐嫁了人，她很早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本书第一页)　　整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
爱玛为了排遣寂寞，时常邀附近住宿学校的寄宿学生哈丽埃特到家里来陪她，并把哈丽埃特置于自己
保护之下。
哈丽埃特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女，爱玛总以为她出身贵族，因此要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并且一
再替她寻找合适的丈夫。
爱玛姐夫的哥哥奈特利比爱玛大十六岁，他进入了爱玛的生活环境。
爱玛为人撮合，却从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奈特利虽然早就爱上爱玛，可是又经常批评她的缺点，对她干预别人的恋爱与婚姻表示不满。
　但爱玛仍一味鼓励哈丽埃特去爱牧师埃尔顿。
在埃尔顿同霍金斯小姐结婚后，她又要哈丽埃特去爱弗兰克·邱吉尔。
由于误会，哈丽埃特爱的竟是奈特利。
爱玛发觉后大吃一凉。
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
于是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菲尔费克斯结为夫妻。
哈丽埃特也和马丁成婚，皆大欢喜。
　　当然这样的介绍太简单，不过读者就要开始读正文，所以这里不详叙了。
　　《爱玛》被认为可能是奥斯丁最成熟的作品。
　　凯特尔这样评价说：“使《爱玛》产生感人力量的是简·奥斯丁态度背后的感情深度和现实主义
，为提出这一看法，我们或许已谈得相当充分了。
她以一种一丝不苟、然而又是热情洋溢并具有批判眼光的精确性检验了她的天地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这个天地是狭窄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其狭窄性到底关系多大。
”他接着指出：“天地狭小其实毫无关系。
重要性是不能用题材大小来衡量的。
”　　奥斯丁写的是爱玛和她活动的那个圈子，但是她关心的是当时的妇女问题。
凯特尔的分析十分中肯：　　“⋯⋯这部小说中的巨大道德热情，同她的其他小说一样，无疑来自简
·奥斯丁对当时社会妇女问题的理解和感受。
这种对妇女地位的关注，使她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富有特色和说服力。
这种关切是现实主义的，不带浪漫色彩，用正统的标准来衡量，是带有破坏性的。
”　　爱玛控制哈丽埃特的婚姻一事，不能说她是从私心出发。
她确实关心和爱护哈丽埃特，我们在本书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到她总在为哈丽埃特的婚姻操心，而且从
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启发。
“她出于叫人无法承受的自负，自以为了解每个人的感情秘密；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硬要安排每个
人的命运。
结果证明，她全都做错了。
”她在为人作嫁时，没有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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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到她知道哈丽埃特爱上奈特利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奈特利。
故事发展在这里有了一个急转弯，她和奈特利成了夫妇。
她原来反对哈丽埃特嫁给马丁，后来也对他们终于结合感到高兴。
在爱玛看来，马丁不配做哈丽埃特的丈夫和哈丽埃特不配做奈特利的妻子是同样的道理。
婚姻应当门当户对，我们今天自然不会同意这种婚姻观，但是要看到这不正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婚姻关
系吗?奥斯丁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自然包括婚姻问题)的办法是严肃的，然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又增添
了喜剧色彩。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流行着一些感伤小说，奥斯丁现实主义的小说使读者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可是当时英国的文坛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小说态度却很冷淡，有的甚至加以贬低，连夏洛蒂-勃朗特
都批评奥斯丁说：“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
”只有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独具慧眼，他写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奥斯丁评论，就是那篇著名的《一篇未署
名的关于的评论》。
他向读者推荐这位女作家，特别介绍了《爱玛》。
他指出作品的优点，他说：“作者对人世的了解，以及读者一定会认识到的她那种表现人物的特殊的
老练手法，使我们想起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某些优点。
”在他的日记里也有好几处提到奥斯丁，如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的日记就这样写道：“⋯⋯阅读了
奥斯丁女士的一部小说，消磨了整个晚上。
她的作品里描绘的真实性总是使我感到愉快。
的确，它们所描绘的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她在这方面确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　　只是像司各特那样评介奥斯丁的评论当时还不多，在十九世纪奥斯丁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上应
有的位置。
直到二十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评论家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奥斯丁，确定了她经典作家的地
位。
我国读者喜欢她的《傲慢与偏见》，它的中译本成了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希望《爱玛》也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生命之树常青，有生命力的书也是常青的。
　　译者　　一九九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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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奥斯丁（1775-1817），英国著名女作家，《爱玛》是她的主要作品之一。
    热心的爱玛关心哈丽埃特的婚姻，她认为这姑娘是大户人家出身，因此要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
并一味鼓励她去爱牧师埃尔顿。
爱玛姐夫的哥哥奈特利比爱玛大十六岁，他始终爱着爱玛，可是又经常批评她的缺点，包括她如此主
观地干预别人的恋爱和婚姻。
在哈丽埃尔顿同霍金斯小姐结婚后，爱玛又要哈丽埃特去爱弗兰克·邱吉尔，但哈丽埃特却爱上了奈
特利，这时候爱玛才大吃一惊发觉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
最后，他们两人、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菲尔费克斯，以及马丁和哈丽埃特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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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
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
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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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　　既无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波澜壮阔的场面，小小的天地，普通的男女，但就是这样内
容的作品却把它们的作者推进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行列，甚至被一位评论家誉为“在所有英国作
家中，唯独她的声望最为稳固”。
　　而且这位作者只活了四十二岁，一生只写了六部完整的小说。
其中两部在她去世后才出版。
她生前出的作品都用笔名，死后才公布了她的真名和身份。
　　她，简·奥斯丁，一个响亮的名字。
　　奥斯丁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
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
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
她写作的兴趣。
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
一八00年父亲退休，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丁和母亲、姐姐又搬到
南安普敦，一八0九年再搬到乔顿。
　　一八一六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一八一七年五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医治
无效，不幸于同年七月十八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
她终身未婚，死后被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
　　她的第四个哥哥亨利·奥斯丁写过一篇《奥斯丁传略》，文字不长，可是充满感情，对我们了解
这位非凡的女作家很有帮助。
它介绍了她的外貌，性格，爱好，鉴赏力，待人接物如何宽厚和真诚，等等。
这里，想引用有关她对于文学事业的态度的一段，我觉得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多么朴实却又光彩照人
的奥斯丁： “她之所以成为一个女作家，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她最初的本意，既不是图名，也不
是为谋利。
⋯⋯她的好几部作品是在出版以前许多年就创作出来的。
她的朋友们费尽唇舌，才说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
　　因为她虽然尊重他们的判断力，却总是怀疑他们对她会有所偏爱。
⋯⋯那些具有识别力的读者对她的称赞不时地传到她耳边，使她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她虽然听到这样的称赞，仍然非常害怕落下不好的名声，因此，假如她现在还活着的话，
尽管她的声誉愈来愈高，她还是不会同意在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上公开署名的。
” 奥斯丁二十一岁时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她与出版商联系出版，没有结果。
就在这一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修道院》，于一七九九年写完。
十几年后，《最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
为《理智与情感》，分别得以出版。
至于《诺桑觉修道院》，作者生前没有出书。
以上这三部是奥斯丁前期作品，写于她的故乡史蒂文顿。
　　她的后期作品同样也是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都是作者迁居乔顿以
后所作。
前两部先后出版，只有一八一六年完成的《劝导》因为作者对原来的结局不满意，要重写，没有出版
过。
她病逝以后，哥哥亨利-奥斯丁负责出版了《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并且第一次用了简·奥斯丁
这个真名。
　　《爱玛》是一八一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的，一八一五年三月底写完。
　　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于是这部《爱玛》在这年年底顺利地问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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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后，奥斯丁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
　　英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对《爱玛》一书的内容作了这样扼要的概括：“《爱玛》是关于婚
姻的小说，故事从一件婚事(即泰勒小姐的出嫁 )开始，以三件婚事结束，并顺便考虑了其他两件婚事
。
小说的主题是婚姻，但不是抽象的婚姻。
”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玛。
我们看作者是怎样开门见山，把一个活生生的爱玛送到我们面前的： “爱玛‘伍德豪斯，漂亮，聪明
，富有，还有舒适的家庭和快活的性情，生活中一些最大的幸福，她似乎都齐备了。
她在世上过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有什么事情使她痛苦和烦恼过。
⋯⋯因为姐姐嫁了人，她很早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本书第一页) 整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
爱玛为了排遣寂寞，时常邀附近住宿学校的寄宿学生哈丽埃特到家里来陪她，并把哈丽埃特置于自己
保护之下。
哈丽埃特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女，爱玛总以为她出身贵族，因此要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并且一
再替她寻找合适的丈夫。
爱玛姐夫的哥哥奈特利比爱玛大十六岁，他进入了爱玛的生活环境。
爱玛为人撮合，却从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奈特利虽然早就爱上爱玛，可是又经常批评她的缺点，对她干预别人的恋爱与婚姻表示不满。
　　但爱玛仍一味鼓励哈丽埃特去爱牧师埃尔顿。
在埃尔顿同霍金斯小姐结婚后，她又要哈丽埃特去爱弗兰克 ·邱吉尔。
由于误会，哈丽埃特爱的竟是奈特利。
爱玛发觉后大吃一凉。
　　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
于是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菲尔费克斯结为夫妻。
哈丽埃特也和马丁成婚，皆大欢喜。
　　当然这样的介绍太简单，不过读者就要开始读正文，所以这里不详叙了。
　　《爱玛》被认为可能是奥斯丁最成熟的作品。
　　凯特尔这样评价说：“使《爱玛》产生感人力量的是简·奥斯丁态度背后的感情深度和现实主义
，为提出这一看法，我们或许已谈得相当充分了。
她以一种一丝不苟、然而又是热情洋溢并具有批判眼光的精确性检验了她的天地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这个天地是狭窄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其狭窄性到底关系多大。
”他接着指出：“天地狭小其实毫无关系。
重要性是不能用题材大小来衡量的。
” 奥斯丁写的是爱玛和她活动的那个圈子，但是她关心的是当时的妇女问题。
凯特尔的分析十分中肯： “⋯⋯这部小说中的巨大道德热情，同她的其他小说一样，无疑来自简·奥
斯丁对当时社会妇女问题的理解和感受。
这种对妇女地位的关注，使她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富有特色和说服力。
这种关切是现实主义的，不带浪漫色彩，用正统的标准来衡量，是带有破坏性的。
” 爱玛控制哈丽埃特的婚姻一事，不能说她是从私心出发。
她确实关心和爱护哈丽埃特，我们在本书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到她总在为哈丽埃特的婚姻操心，而且从
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启发。
“她出于叫人无法承受的自负，自以为了解每个人的感情秘密；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硬要安排每个
人的命运。
结果证明，她全都做错了。
”她在为人作嫁时，没有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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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到她知道哈丽埃特爱上奈特利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奈特利。
故事发展在这里有了一个急转弯，她和奈特利成了夫妇。
她原来反对哈丽埃特嫁给马丁，后来也对他们终于结合感到高兴。
在爱玛看来，马丁不配做哈丽埃特的丈夫和哈丽埃特不配做奈特利的妻子是同样的道理。
婚姻应当门当户对，我们今天自然不会同意这种婚姻观，但是要看到这不正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婚姻关
系吗?奥斯丁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自然包括婚姻问题)的办法是严肃的，然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又增添
了喜剧色彩。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流行着一些感伤小说，奥斯丁现实主义的小说使读者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可是当时英国的文坛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小说态度却很冷淡，有的甚至加以贬低，连夏洛蒂-勃朗特
都批评奥斯丁说：“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
”只有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独具慧眼，他写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奥斯丁评论，就是那篇著名的《一篇未署
名的关于的评论》。
他向读者推荐这位女作家，特别介绍了《爱玛》。
他指出作品的优点，他说：“作者对人世的了解，以及读者一定会认识到的她那种表现人物的特殊的
老练手法，使我们想起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某些优点。
”在他的日记里也有好几处提到奥斯丁，如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的日记就这样写道：“⋯⋯阅读了
奥斯丁女士的一部小说，消磨了整个晚上。
她的作品里描绘的真实性总是使我感到愉快。
的确，它们所描绘的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她在这方面确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 只是像司各特那样评介奥斯丁的评论当时还不多，在十九世纪奥斯丁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上应有的
位置。
直到二十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评论家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奥斯丁，确定了她经典作家的地
位。
我国读者喜欢她的《傲慢与偏见》，它的中译本成了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希望《爱玛》也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生命之树常青，有生命力的书也是常青的。
　　译者 一九九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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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玛》是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生活的工笔浮世绘，也是简?奥斯丁最优秀、最成熟、最能代表其风
格的小说作品。
它以滑稽曲折的情节而独占鳌头，讲述了一个任性自负的女子如何发现真爱就在身边的故事。
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热情聪明独立、言谈机智风趣，与现代女性心理有灵犀，处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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