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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歌翻译中的几个问题

郭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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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体*诗歌翻译既追求B神似C*也追求B形似CD诗歌翻译中要体现原诗的意象美和形式美*
讲究语言的准确性*并保持文体风格的一致性D

关键词A诗歌翻译E意象E语言E形式E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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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D在所有文体中*诗

歌是最具有B抗译性C的文体D有人甚至认为诗歌是不

可译的*对诗歌而言*翻译就是毁灭D诗歌是以形式为

基础的文学样式*它不仅关注B说什么C*更关注B怎么

说C*其精致严谨的形式%如格式K节奏K韵律&等难以

翻译的内容*恰恰是诗美的构成要素D正 如 ;6/,-L0
M80L1N所说AB译诗不是把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而
是把 诗 译 成 诗DCO$P%Q$R!&不 懂 外 文 的 林 纾 可 以 译

出引人入胜的小说*但没有人可以在不懂原文的情况

下翻译出优秀的诗歌D非诗文体的翻译可以不求B形
似C*正如傅雷在ST高老头U重译本序V中所说AB所
求 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CO!P%Q@&*诗歌文 体 的 翻 译

则既要追求B神似C又要追求B形似CD笔者认为诗歌翻

译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
第一K诗歌翻译中要体现原诗的意象美DB言不尽

意C是文学家的永恒困境*B立象以尽意C是诗人的聪

慧 选 择D与 小 说 通 过 人 物 和 故 事 来 反 映 生 活 有 所 不

同*诗歌通过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WW意象来抒

情 写意D正如刘熙载S艺概V所说AB山之精神写不出*
以烟霞写之E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DC意象抒

情是诗歌的优势D作为诗歌艺术的B二度创作C*诗歌

翻译必须服从诗歌文体的意象化规范*最大限度地再

现原诗意象的魅力D白居易的S忆江南X江南好V的最

后两句是AB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YC陈翔把它

创 造 性 地 译 为AB;Z/60[(-N89*)L8/678/32-\9)L8
[/880]82)>’L*L-\878/̂ N6996)_‘O#P%Q+IW+@&
译文用B[/880]82)‘的意象来表现B春风又绿江南水C

的美 丽 景 观*显 得 生 动 而 又 形 象D相 对 而 言*BaL8
/678/\1)8/9609Z/60[b1/c8/)L1060b6[->F-\(10^
878/3-/[8),610[010Y‘的 译 文 就 显 得 色 彩 暗 淡 格 调

低沉*没有传达出原诗春满江南的形象化内涵D杨德

豫的汉译S华兹华斯抒情诗选V在翻译界享有盛誉*但
也有白璧微瑕之处*如S三月命笔V第一节第五行B)L8
[/8803682b9288Z9‘被译为B绿野上一片阳光C*就显得

略有欠缺*原诗拟人化修辞手法所具有的表现力在译

诗中被大打折扣*反不如北塔的译文B葱绿的田野沉

睡在阳光里C来得传神OIP%Q++&D英国诗人丁尼生有

一首著名的短诗ABd103-/)L83682b10b\-N103-/
)L8L81/)LEeed103-/)L89\-/b10b3-/)L8088b28
9L8feed10\6)L)L8L81b10b\-N10\6)L)L8
L81/)Eeed10)-(-NN10b10b\-N10)--]8:fCB男
人耕田女持家ee男人舞剑女绣花ee男有胆识女有心

ee男人发令女随他C是该诗的四十多种中文译作中比

较成功的二度创作*译诗以舞剑K绣花等活生生的意

象传神地表现了男耕女织K夫唱妇随的谐美生活*充

分体现了原诗形象化的魅力D相比之下*B男外女内ee
男动女静ee男思女感ee男令女行C的译诗就显得过于

抽象*诗味不足DO+P%Q!$&
第二K诗歌翻译中要凸现原诗的形式美DB艺术是

有 意味的形式C%贝尔语&*对以形式为基础的诗歌而

言*形式的丧失则意味着诗美的消亡D因此诗译者应

充分尊重原作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尽量追求译诗与

原诗的B形似CD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说AB文学翻译不但

要译词*还要译意E不但译意*还要译味DC他还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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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的!三美论"#即译诗要尽可能体现原诗的意

美$音美和形美%&’()*+,-诗歌既是听觉艺术又是视

觉艺术#诗歌的形式美包括听觉上的音乐美和视觉上

的建筑美)图案美-%
以韵律和节奏等为内容的音乐美是诗美的有机

成分%闻一多认为.在诗歌中!/意味0比/意义0要紧得

多#而意味正是寄托在声调里的"&1()*213-%俄国形

式主义文学理论家维克托4日尔蒙斯基认为.!在诗语

里#音不仅是对内容的/本能的补充0#而且常常具有

独立 的 或 者 甚 至 是 主 导 的 意 义%"&5()*6’6-尽 管 英

汉诗歌经营音乐美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追求音乐美是

英汉诗歌共同的追求%诗歌翻译应尽量忠实于原诗的

音乐美#而 不 应 把!寄 托 在 声 调 里 的"的!意 味"忽 略

掉#尽管再现原诗的音乐性是极为困难的%对汉英诗

歌均有很高造诣的余光中在翻译爱伦坡的诗歌789:
;<=:>?时虽然 感 叹 韵 律 的 限 制#还 是 竭 力 再 现 了 原

诗的音乐美.该诗音韵极为严格#很难翻译#!全诗通

押 >:=:@AB@:韵#译文中实在无法遵守#只好每段换

韵"%&3()*2CC-英 国 诗 人 8:>>DEB>在 诗 歌789:
*@F>G:EE?中频繁使用了 H$I$J$K$L$K和短元音来表

现诗人对山泉流水的独特感觉#思果认为这首诗的内

容是由声音决定的#如果!译者译出了意思而没有表

达 出原诗音调的动人#就等于没有译%"&3()*2C1-他
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有人认为.M杨德豫对中国译诗

艺术乃至诗歌创作的大贡献#在于他以汉语白话格律

诗极为成功地移译了英语格律诗%"&,()*+1-从文体

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评价无疑是准确的%
建筑美和图案美也是诗美的重要元素%内容规定

形式#形式表现内容#优秀的诗歌是形式和内容的有

机融合%如果把分行排列的诗歌形式)如西方的楼梯

诗等-改换成连续排列的散文形式#必然导致诗美的

流失%这里#我们仅以!形异诗"为例来探讨诗歌翻译

中的形式问题%诗歌是视觉艺术#许多诗人都追求!诗
中有画"的视觉形象和形异效果%英语和汉语诗歌中

都有大量的!形异诗"#如汉语的回文诗$宝塔诗$英语

的图案诗等%在翻译此类诗歌时对这些!有意味的形

式"译者要格外重视%如美国先锋诗人威廉斯的诗歌

)下左-被王珂译成了汉语)下右-&C()*6’’-.
89:NBGOEP8@::F>QHBR:@ 刺槐花开

SAB>T 在之间

BI 的

T@::> 绿色的

EPFII 坚硬的

BHU 古老的

J@FT9P 发亮的

J@BL:> 断裂的

J@<>G9 树枝

VBA: 来了

R9FP: 白色的

W<D 五月

<T<F> 再次

原诗中词语的重叠竖排暗示刺槐树白花盛开的

形 象#尽管诗中没有出现!IHBR:@M一 词#但 诗 歌 却 让

人鲜明地感受到了季节交替$白色的槐花竞相开放的

壮 丽 景 观%首 字 大 写 的 三 个 诗 行)SAB>T$VBA:$
W<D-分别强调了鲜花盛开的地点$事件和时间%著名

诗学家叶维廉说.!这首诗完全无法用传统的语法串

连#其述义性#如果有#则完全依赖文字超媒体的其他

性能 暗 示%"&2X()*252-也 许 王 珂 先 生 对 该 诗 的!硬

译"方式值得商榷#但比起把它直接翻译成!在又老又

硬的绿色断枝间#白色的花姹开"的散文形式#译诗却

充分考虑到了原诗所特有的建筑美与图案美所暗示

的!意味"%尽管对此类诗歌的翻译肯定会有不尽人意

的地方#但译者重视和忠实原诗苦心经营的!有意味

的形式"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除了音乐美和建

筑美之外#诗歌形式美还包含其他内容#限于篇幅#这
里不再论及%

第三$诗歌翻译中要讲究语言的准确性%明代文

学家苏伯衡说.!言之精者谓之文#诗又文之精者也%"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散文Y安排得最好的词语Z诗
歌Y安排得最好最好的词语%"&22()*15-作为最高

的语言艺术#诗歌是字字必争的艺术#炼字是诗人的

基本功%!最好最好"的语言是诗人的最高理想#自然

也应是译诗者的不懈追求%诗译者只有充分体会原作

独特的语言魅力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译作#真正实

现翻译的!等值"%!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千古传唱的名

句#黄宏荃把它译成!SAB>TP9:<K@FGBP[EEK@<DE\\
EK@F>T@FBPEF>9:@KH<DM&26()*2+-%译诗中用!@FBPEM
形象地表现了红杏的繁多以及春意盎然的美丽意境#
准 确 而 又 贴 切#这 样 的 译 文 是 完 全 可 以 和 原 诗 媲 美

的%语言的准确必须以语境)GB>P:]P-为参照#必须以

诗 意 的 准 确 为 最 高 规 范%有 人 把 白 居 易7轻 肥?中 的

!意 气 骄 满 路#鞍 马 光 照 尘"译 为.!̂ BR9<KKD<>U
<@@BT<>PP9:D<@:_‘BF>TBOPRFP9 P9:F@9B@E:E
@FG9HDG<K<@FEB>:U#a<UUH:B@><A:>P[ETHFPP:@F>T<E
P9:D‘<HHBKP9@BOT9P9:UOEP_M&’()*+,-译 文 显 得

很 臃肿#把!骄"译为!9<KKDM词不达意#尤其不妥%杨

戴 把 它 译 为.!89:F@K@BOU<F@EE::A:UPBIFHHP9:
@B<U# bOEP @:IH:GP:U P9:F@ TH:<AF>T E<UUH:U
9B@E:EM#译文精练准确#结 构 紧 凑#四 音 步 抑 扬 格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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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步扬抑格交替出现!更好地再现了原诗的神韵"
这样的译文是值得称道的"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

结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全文的’诗眼)!
具有画龙点睛和统摄全诗的作用"主张’意译)的翁显

良 把 它 译 为+’,-../0.1230401/25.6766896:8
./;528<;08.1629!./0:05.:;89=628;87!/;5>68?
/615071628;87!.1-97;87.6:2195./05;8@;875-8!
A21./01289A21./012:2?A16=/6=0B!C</40DD把 它

译为+’./05-8:05.01;87((E89680:;./>102@;87
/021.2../05@?F50970)!丁祖馨把它译为+’G/05-8
9;D596:8;8./0:05.!((E89./046305;<@.1230401
;55.;442../00896A./0:6149H)其 他 方 面&如 形 式

等*姑 且 不 论!单 就 语 言 而 论!翁 氏 把’断 肠 人)译 为

’./0.1230401)显然不够准确!不及后两种译法"
第四I诗歌翻译中要保持文体的一致性"不同的

文体在词汇I句式I修辞和结构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
翻译必须随文体风格的差异而调整尺度!保证译文与

原 文 文 体 风 格 相 适 应"正 如 美 国 著 名 翻 译 理 论 家

,466=A;049所说+’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原文和译文

在 语 言 和 体 裁 的 风 格 方 面 必 须 保 持 一 致")JKLM
&NKO*优秀的诗歌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
且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如民族风格I时代风格I语体风

格和作者的语言风格*"在诗歌翻译中!应尽量采取相

近的体式以体现原诗的风貌!一般来说!格律诗最好

被译成格律诗I自由诗最好被译成自由诗!如冯至对

西方十四行诗歌的翻译和创作获得了公认的成功"反
之!如果把十四行翻译成自由诗或者把中国律诗翻译

成散文诗!就会造成艺术美感的流失"冯庆华认为!在
李白#静夜思%的多种译文中!徐忠杰采用直译法!既

信又达!比较好P翁显良采用意译法!把格律诗译成散

文 诗!虽信不达!不及前者"JKQM&NRL*陈新认为郭沫

若在翻译 S6>01.,-185的#ES09!S09S650%时!虽
然对其意蕴的把握比较准确!但译文中’只要我还有

口 气)I’暂时告别我心肝)等句显得太过口语化和低

俗 化!而与原诗古雅的风格不相吻合"JKLM&NRQQ*思
果批评傅华东所翻译的三卷本的 T;4.68的 N2129;50
U65.是’蓄意杀害了)诗美+’原 诗 以 风 格 高 古 见 长!
译诗变成了卖小唱的俚俗歌词!真是不伦不类"原诗

不押韵!译诗其实不必押韵"VV从文学的立场看!原
诗 好似帝王!译诗好似沿街讨饭的乞丐")JWM&NLXK*
这样的批评是否偏激暂且不论!不过他从文体风格的

角度进行批评显然是切中要害的"有人研究指出!莎

士 比亚的戏剧&如#哈姆来特%*中无韵诗体和散文的

交替运用是作者的特意安排+’高贵的人物!受过良好

教育的上层人士!严肃的主题!内心独白!抒情状景!

庄重的场合!皆采用无韵诗行)!而小丑傻子或滑稽角

色I社会下层或受教育不多的人物I剧中的信札和演

说辞I主要人物表达低下内容I阴沉情感或对下层人

物或 丑 角 的 讲 话 都 运 用 散 文 形 式"JKRM&NRR*因 此!
尽管好评如潮!但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无法完整地体

现莎剧艺术魅力的先天缺陷是毋庸讳言的!正如贺祥

麟 所 说+’莎 士 比 亚 剧 本 原 文 是 诗 歌!我 们 现 译 为 散

文!自然可以"但能不能用诗体另搞一些译本Y即使从

Z百花齐放[的角度也应该这样做!更何况译成诗歌将

使 译本在体裁上更接近原作")JK\M&N]K*因此!从朱

生豪的散文体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K]̂W年*到方平

的诗体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LXXX年*标志着莎剧翻

译的进步!正如方平在#新莎士比亚全集$后记%中所

说+’把莎剧作为诗剧来翻译!意味着对于语言的艺术

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更看重形式和内容的血肉相连

的关系P不满足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表述&或
复述*!而是力求在口吻I情绪I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

宿 语和始发语的对应")JKOM&N\XO*这样的论述显然

是令人信服的"
内 容 是 寓 于 形 式 的 内 容!形 式 是 体 现 内 容 的 形

式"’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范缜*对以形式为基

础的诗歌文体而言!内容和形式永远是不可分割的"
’神似)与’形似)I’意韵)与’音韵)的和谐统一是优秀

的诗歌翻译的不懈追求"译诗只有在形式I语言I文体

等方面尽量忠实于原诗!才能创造出尽显原诗丰神秀

貌的艺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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