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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书房幽默书房”丛书丛书
在“幽默书房”这套译丛的具体书目甄选过程中，致力于挖掘幽默文学中的翘楚之作，文学史上的经典，
比如钱锺书先生“叹为奇作”的《小人物日记》，《绅士》杂志所评“史上最幽默的50部文学作品”之《三
怪客泛舟记》，林语堂先生眼里的“现代大家”、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芬·里柯克经典佳作《小
镇艳阳录》，这些作品在市面上已难觅其踪，1957被著名的经典文学丛书“人人文库”收录、《三怪客泛
舟记》续作《三怪客骑行记》更是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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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译者的话

劳陇

这本《三怪客泛舟记》可以说是英国幽默小说的代表作，自从十九世纪末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

始终盛誉不衰，译本遍及世界各国，到处受到欢迎。作者杰罗姆·K.杰罗姆（1859—1927）是十九世纪
末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尤其以幽默作品驰名英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斯

坦福郡。父亲是一个传教士。他在伦敦受的教育。十五岁父母双亡，所以十六岁就开始工作谋生，先后

当过铁路职员、教员、记者、演员等。后来从事写作，当过杂志编辑，写了不少小说、戏剧、散文，其

中以这本《三怪客泛舟记》最为著名。

这本书是他在三十岁时写的，起初在杂志上连载时，就以它独特的幽默风格博得读者的赞誉。全书出版

后更风行一时，不胫而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畅销书。曾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亚非一些国家也有译

本出版。一九五六年拍成电影，颇享盛誉。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英语教科书中有很多内容摘引自此书章

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书，似乎比这本书更为隽妙，更为幽默；可是
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却牢牢记着我是《三怪客泛舟记》的作者……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以写了这本
书而感到自豪。”这些话是符合实情的。

这本小说并没有多少特别动人的故事和曲折离奇的情节，只是写三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饱食终

日，无所用心，在家里闷得发慌，于是带了一条小狗，驾着一只小艇，沿着泰晤士河到处漫游。由于他

们主观片面，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又不通世故人情，所以到处碰壁，出尽洋相，搞得狼狈

不堪；最后铩羽而归，逃回伦敦，躲在屋里叹气。

就是这样一本松松散散，不像小说的小说，却偏偏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受读者欢迎，其原因何在

呢？依我个人看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语言诙谐，轻松自如，别有一种幽默

风格。它不是一本正经地说故事、讲道理，而是以一种漫谈的方式，跟你随便聊聊河上泛舟的所见所

闻，有时说得高兴，给你讲一两段笑话，刻画几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使你捧腹大笑；有时兴致所至，就

发一通议论，冷嘲热讽，针砭世态人情，使人啼笑皆非。所以，读这本小说，犹如听相声一般，读者不

自觉地跟着它的思路走，被它的诙谐隽妙的语言所吸引，越听越有滋味，觉得妙趣横生，乐而忘倦。所

以，有的评论家说，杰罗姆的幽默风格，兼有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两家之长，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
话可能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书中刻画的没落资产阶级的病态心理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状态，特

别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例如，开卷第一章，描写有闲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生活空虚，神思恍

惚，没病找病，疑神疑鬼，搞得浑身是病，惶惶不可终日。第六章描写资产阶级小姐们，爱慕虚荣，专

好打扮，出去郊游划船时，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心牵挂着那身衣服，战战兢兢，寸步难行，“死要面子
活受罪”，狼狈不堪。第八章，通过德国歌唱家表演的故事，描写知识分子死爱面子，冒充内行，不懂
装懂，结果纸老虎戳穿，大煞风景。第九章，描写一对情侣在河边拉纤，只顾自己情话绵绵，不顾船上

人的死活，结果几乎酿成惨剧。第十六章，描写泰晤士河上的钓鱼客专爱吹牛，虚报成绩，你哄我骗，

越吹越玄，结果谎话戳穿，一切化为泡影。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常见的现象，所描写

的那些人物，也让读者们感到“似曾相识”。作者信手拈来，刻意渲染，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使
读者于会心微笑之余，也能有所启发，更深刻地认识到何为虚伪。所以，书中的描写虽有时涉于夸张，

但都是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故读者不觉得离奇荒诞，反而觉得真切动人，趣味盎然。这部小说

之所以几十年来到处受到读者的喜爱，其原因恐怕亦在于此。

近年版本的序言这样写道：

杰罗姆书中所写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跟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前一世纪的伦敦社会现在已成为遥远的历

史陈迹。那时候街道上挤满的是载客的公共马车，四轮车，和叮叮当当的双层马车。那时候，街道上驶

得最快的要算自行车了，因为，按照那时的规章，在摩托车前面一定要有个人拿着红旗引领着，不允许

开快车。这条规章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被废除。谈到那时的物价，跟战后相比，更令人惊诧。作者的母

亲，杰罗姆老太太在日记中写道：“煤价已涨到六便士一吨了。前途不堪设想。”杰罗姆在他的自传中



说，他当时当小职员每小时工资仅两个半便士，他觉得吃饭很成问题，因为每餐至少得九个便士，还得

留下一便士给女招待作小费……这些情况，现在看来，就好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了。现在是情况虽然
改变，但人的本性却依然如故。杰罗姆笔下的那些穿着衬衣、叼着烟斗的年轻公务员，你在天气晴朗的

日子里在泰晤士河从金斯敦到里士满一带还常常可以遇到，他们彼此互相戏谑调笑的光景和前一个世纪

也并无异样。机智是短暂的，而幽默却是永恒的。杰罗姆笔下那三位不朽的朋友所闹的许多笑话，有时

看来似乎有点粗俗，不够文雅；但是，他们的魅力却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在作者的讥讽嘲笑后面似

乎蕴藏着一种奇谲的、却是真实的哲理，这就使他的那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具有它自身的价值。

我想，这本幽默小说所以能具有永恒的价值，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吧！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了。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

出来的。“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
毒害我们。”所以我们读了书中那些滑稽可笑的故事，也许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找出一点
影子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风靡全球的典型英国幽默小说，对于今天我们中

国的读者，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吧！



第一章　多愁多病第一章　多愁多病——药石无灵药石无灵

我们这一伙一共是四位——乔治、威廉·赛莫尔、哈里斯和我，还有一位“忙得没人睬”（小狗名）。那
天，大伙儿坐在我的房间里抽烟、聊天，谈到我们近来情况非常不妙——所谓不妙，当然是从医学观点
上说的。

大家都觉得浑身不舒服，心里直发慌。哈里斯说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头脑发昏，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乔治说，他也常常发昏，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至于我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我的肝脏有病，确确实

实肝脏有病。因为我刚才看了一张著名的“平肝丸”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诊断肝病的各种症状，而所有这
些症状，我全都有。

说也奇怪，我无论看到哪种著名药品的广告，总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正患着那种病，而且已经病入膏

肓。广告上写着的各种症状，和我自己切身所感觉到的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记得有一次，我有点小毛病——大概花粉热之类吧，我到大英博物馆去查医书。我查到了所需要的资料
之后，坐在那里，闲着没事，就随便翻翻《医学大全》，想了解了解一般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记不清最

初翻到的是什么病症——大概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不治之症，我看了书上列举的各种“预示症象”，还没有
看到一半，我就断定，我已经得了这种不治之症。

我坐在那里吓得浑身冰凉。后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翻了其他几页。我翻到伤寒症，看了症状

后，我发现我得伤寒症已经好几个月了，自己还一点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病；翻到舞蹈
病，不出所料，我确实有这个病，于是我开始对我的整个病情产生兴趣，决心要彻底查个明白，所以按

照字母次序一个一个查下去——查到疟疾，我知道我正患着疟疾，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到最严重的阶段。
查到勃莱脱氏症（一种肾脏病），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虽然得了这种病，但还比较轻，从这一点看

来，我大概还能活上几年。霍乱症我也有，还有严重的并发症；而白喉似乎我生来就有。我提心吊胆，

战战兢兢查完了二十六个字母，最后的结论是：只有一种病我没有得，那就是婢女膝盖病 [1] 。

对于这一点，我起初感到很不痛快；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为什么不让我得婢女膝盖症呢？为什么这样歧

视我呢？后来慢慢想想，也就想开了。反正《医学大全》上其他的病症我全都有了，人不能贪得无厌，

只是没有婢女膝盖病，也就算了吧。看来我的痛风症已经到了严重恶化阶段，自己还漠然无知；很明

显，发酵病我从小就有的。这是最后一种病症，之后书上再没有其他的病了。因此，我断定我所患的病

症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坐在那里默默思量。我想，从医学观点看，我这个病例该多么有趣啊！医学院课堂里得到了我，那是

多么宝贵的财富啊！医科学生有了我，就无需在“医院里轮流实习”了。我本身就是一家活医院。医科学
生只要在我身边转上几圈，就可以拿上文凭毕业了。

于是，我开始怀疑，我到底还能活几天呢？我想自己检查一下。我按按脉搏，起初找不到脉搏，后来忽

然一下子跳了起来。掏出表来数数，跳了一百四十七次。我要检查心脏，却找不到心脏在哪里。我本来

一直认为我是有心脏的，总是在那里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不明白。我用手拍遍了我的前胸，再由

胸部拍到头部，再向两侧拍，向背后拍。但是，什么也感觉不到，听不到。我想看看自己的舌头，把舌

头尽量地伸出来，我闭了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去瞄，我只能看到舌尖部分，所得到的唯一结论是，我肯

定已经得了猩红热。

我走进阅览室时，是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的人。从阅览室里爬出来的时候，已成了一个浑身是病、衰

弱不堪的废物了。

我去找我的医生。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往常我感到有点小毛病，就去找他号号脉、看看舌苔、聊聊天

气，他分文不取。所以，我想我得报答他，有了这样的好机会，绝不能让他错过。“医生最需要的是临
床实践，”我心想，“他在我身上可以得到充分实践。他看我这样一个病人所得到的实践，远胜过他看一
千七百个普通平常的病人，那种病人每人只有一两种病。”所以，我马上就去找他。他问：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4(%E5%90%88%E9%9B%86)/%E6%96%87%E5%AD%A6/part0025.xhtml#bz1


“哎，你有什么病啊？”

我说：“好朋友，我不想把全部病情告诉你，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怕我的
病情还没完全说完，你已经撒手归西了。我只想告诉你，除了婢女膝盖病，其他的病我都得了。为什么

没有得婢女膝盖病，我也说不明白，但事实就是如此。”

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怎样发现这些病症的。

他用手掰开我的嘴往里瞧，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又趁我不防备猛地在我胸口上捶了一下——我说他这
一手很不正派——接着又侧过头来撞我。然后他坐下来开了药方，折叠好交给我。我把药方放在口袋
里，就走了出来。

我没有打开药方看，而是直接拿到最近的一家药房里。伙计看了药方，又还回给我。

他说他们那里没有。

我说：“你们不是药房吗？”

他说：“正因为我们是药房。如果我们是合作商店兼家庭公寓，也许能为您服务。但是我们只是药房，
所以无能为力。很抱歉。”

我打开药方一看，上面写的是：

牛排一磅

啤酒一品脱

每六小时服一次

每晨散步十英里

每晚准十一时上床

注意：凡是你不懂的东西不要往头脑里乱塞。

我一直照方而行；这药方也真灵。说实在的，我的生命之所以能维持到今天，依然健在，主要就是靠这

张药方。

现在，我们再转回来谈谈以前所提到的那张“平肝丸”的说明书。我发现说明书上列举的症状我全都有，
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症状就是：“对一切工作普遍的厌恶情绪。”

我一生中由于这个毛病所身受之苦真是一言难尽。从襁褓时期起我就得了这种病。在儿童时期，这种病

一天也没有离过身。那时候，他们可不知道这是我肝脏有病呀！那时的医学远不如现在发达——他们把
我这种病说成是懒病。

“哼！你这个不上进的小鬼头，”他们说，“你不能起来干点正经活吗？”唉，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有病啊！

他们不给我吃什么药，却用鞋底狠狠打我的脑袋。说也奇怪，在头上打几下往往真会把病治好——当然
这是暂时的。我知道在头上打几下，确实对我肝脏有很大的作用；使我急于想离开那里，马上去做他们

要我做的事。真比吃一整匣的丸药还要灵验得多。

你知道，有时候这种祖传秘方确实比药房里所有的名贵药品还要灵验。

我们在屋里坐了半个小时，彼此诉说患病的苦况。我对乔治和哈里斯谈到我早上起床时多么难受；哈里

斯对我们谈到他上床睡觉时多么难受；乔治站在炉边地毯上做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姿势，说明他晚上的感

觉多么难受。



这时候，波贝子太太（女仆名）敲着门问我们要不要开晚饭。我们彼此相对苦笑了一下，说没办法，只

好勉强对付一点吧。哈里斯说肚子里有点东西，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病痛。波贝子太太送来了菜盘，我们

大家慢吞吞地走到饭桌前，摆弄着一小块牛排、一点葱和几块果酱饼。

我那时一定虚弱极了，因为我吃了半小时之后，就什么也不想吃了——这对我说来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甚至干酪也不想吃了。

勉强对付吃完之后，我们又斟满了酒杯，点上烟斗，继续讨论我们的健康问题。到底我们问题的症结在

哪里，谁也弄不清楚；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由于操劳过度所致。

“我们需要的是休息。”哈里斯说。

“对，彻底休息，全面改变环境，”乔治说，“这是由于我们用脑过度而引起的整个机体的衰退现象。必
须改变环境，排除一切思虑，才能恢复精神的平衡。”

乔治有个表弟，他在警察局的事故记录上常常写的是医科学生，所以乔治说起话来，自然带点家庭卫生

顾问的味道。

我完全同意乔治的建议：我们要找个幽静而古朴的地方，远离尘嚣，在悄静的小巷里，明媚的阳光下，

梦幻似的度过一周恬美的生活——在世人遗忘的角落里，神仙隐藏的地方，摆脱一切尘世的纷扰——栖
息在“时间”的悬岩之上、古怪的鹰巢里，在那里，十九世纪的惊涛骇浪遥远而渺不可及。

哈里斯说，他知道我所说的那种地方，他可受不了。在那种地方，人们八点钟就得上床睡觉；想弄一份

《公正报》看看，却永远买不到；要买点烟丝得走上二十英里。

“我不同意，”哈里斯说，“要换个环境、充分休息的话，最妙莫过于海上旅行了。”

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你要是到海上旅行几个月的话，那确实对你很有好处；可是要在海上耽误一个星

期，那简直糟透了。

星期一早晨开船的时候，你精神饱满，满心想到海上去享受一番。你高高兴兴地向岸上的老朋友们挥手

告别，然后点上满满一烟斗的烟，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俨然就是库克船长、弗兰希斯·德莱克爵士和航
海家哥伦布三位一体的化身。到星期二，你就开始觉得不妙，有点后悔了。等到了星期三、四、五，你

实在受不了，简直要死了。到了星期六稍稍有点起色，你勉强起来坐在甲板上，喝点牛肉茶；好心肠的

旅客们问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你有气无力地对他们微微一笑。到星期日，你开始走动走动，吃点干的东

西。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一早晨，你却得拿了提包和阳伞站在船舷上，准备上岸了。到那时候，你才开

始感到海上旅行有点意思。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小舅子到海边去短期旅行，调养身体。他买了一张从伦敦到利物浦的来回卧铺票。可

是他到了利物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他的回程卧铺票处理掉。他满城奔走，到处兜售那张票，最

后大打折扣，以十八个便士卖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脸色很难看，医生建议他去海滨休养，锻炼

身体。

“海滨太好啦！”我小舅子把票塞到他手里，亲热地说，“你去了一次，会让你一辈子忘不了的。至于锻
炼，你只要在船上坐着，就会像在陆地上翻跟斗一样，运动量够大的啦！”

后来，我的小舅子是乘火车回来的。他说，对于他的健康而言，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旅行就够了，不必

到海上去翻跟斗。

我还认识一位朋友，准备在海上航行一个星期。开船前，船上的管事问他，吃饭是按顿付款还是预付全

程的餐费。管事建议他采取后一种办法好，因为那样便宜得多。他说，一星期的全部餐费只要两镑五先

令。早餐是一道鱼，还有烤肉；午餐是四道菜。下午六点钟是正餐，有汤、鱼、冷盘、肘子、鸡、甜

食、色拉、干酪，还有点心。到晚上十点钟，还有一顿夜宵。



我的朋友是个老饕，他决定采取预付两镑五先令的办法，并当场付了款。

船离开希尔纳斯时准点开了午餐。他觉得肚子里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饿，所以只吃了一小块烧牛肉和一

点奶油杨梅就吃不下去了。到了下午，他心里直纳闷，觉得几个星期来吃的似乎尽是烧牛肉，又觉得他

几年来一直是用奶油杨梅当饭的。

那牛肉和奶油杨梅在肚子里也不安分，老是作怪。

到了六点钟，管事告诉他正餐准备好了。可是他一点也提不起兴致来。只是看在两镑五先令的份上，似

乎不能不去应付一下。他扶着缆绳和桌子椅子勉勉强强走下舱去。刚到餐室，一阵大葱火腿和煎鱼炒菜

的香味扑鼻而来。他一阵恶心，直想吐。大管事笑容满面地走过来问：

“先生，您要吃点什么？”

“我要……我要马上离开这里。”他有气无力地答道。

他们赶快把他扶上舱面，把他的身子撑直了，在避风的地方站着，就撒手不管了。

在这以后四天里，总算平安无事，他每天只吃几片薄薄的船长饼干（我是说薄薄的饼干，并不是薄薄的

船长），和苏打水勉强维持生命。到了星期六，稍稍有点起色，吃了一杯淡茶和几片烤面包。到星期

一，他狠吃了一顿炖鸡。可是到星期二就得上岸了。他站在码头上，目送着那条轮船袅着轻烟渐驶渐

远，不由得心中无限怅惘，叹息道：

“轮船开走了。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船上还有我两个英镑的食品，我是一点都没有碰过啊！”

他说，要是让他在船上再待一天的话，他准能把那些好东西全部报销了。

所以，我对于海上旅行坚决反对。说老实话，这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从来不晕船的。我是替乔治担

心。可是乔治却说，他是毫无问题的，他最喜欢的就是航海；他只是劝我和哈里斯不要冒险，他肯定我

们两人上船就得病倒。可是哈里斯说，他至今想不明白人们怎么会晕船——他认为那都是故意装出来蒙
人的，他自己常常想尝尝晕船的味道，可是始终未能晕过一次。

于是，他跟我讲了许多航海的故事，说他有一次经过英伦海峡，风狂浪大，全船的人都缚在床上，一动

也不敢动；只有他和船长两人，安然无恙。有时说他和二副。一般总是他和另一个人。要是没有另一个

人，那准是他一个人了。

说来奇怪，人们在岸上是从来不晕船的。在海上，你会遇到许许多多晕得发昏的人。有时整船的人全都

晕倒；可是，在岸上我就没有碰到一个懂得晕船的人。我真纳闷，那成千上万在船上晕头转向的人，上

了岸，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谜，我无法解答。

后来，我在雅茅斯遇见一位朋友，他以实际行动帮助我解答了这个谜。那天，船正要离开索森德码头，

我看见那位朋友拼命地把身子从舱口伸出去，这样很危险。我走过去想搭救他。

“喂，快把身子缩进去，”我摇摇他的膀子说，“你要掉到海里去啦！”

“天哪！我巴不得掉到海里去呢。”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回答，我只好撒手不管了。

三个星期之后，我在巴斯旅馆的咖啡室里又遇见了他，他正津津有味地谈他多么喜欢航海生活。一位和

蔼的年轻人正在恭而敬之地向他请教。他回答说：“我是从来不晕船的，可我得坦率地说，只有那一
次，船离开霍恩角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头晕。第二天早上，那条船整个儿沉没了。”

我说：“您还记得有一天在索森德码头附近，您在船上晕得不行，盼着能掉进海里吗？”

“什么索森德码头？”他似乎茫然不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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