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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与补偿
!

熊建闽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FM""#H$

摘C要!模糊是语言的客观属性$具有审美价值# 文学作品中应用模糊语言$平添美学效

果$激发读者想象# 本文从语言时空层面'文化时空层面'意境构建层面阐述模糊美在汉英文

学翻译中的遗失$并提出补偿策略$以期译者在译文中$对再现汉语文学的模糊语言美有更多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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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属

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 它们都有其各

自的语言,语音-特点(汉语为象形表意文字!由

汉字形象本身能联想其意!做到音%形%意的统一"

汉语内部结构与外部形态的特殊性!增强了汉字

的表意功能与暗示能力!造成了汉语模糊性的特

殊化和普遍性*#+

" 英语为字母表音文字!遣词造

句客观!重视逻辑分析" 本文着力探讨在汉英语

际转换过程中!汉语文学模糊语言美的遗失"

一%模糊语言与模糊语言之美

"一$模糊是语言的自然属性

模糊性是语言的一种客观属性!是语言的普

遍现象" 人类在与大自然不断接触!对大自然不

断认识的过程当中!人类用语言,或是文字-记录

和描述发生的一切" 在这些记录与描述当中!有

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知的%可定量的东西.也有大

量的抽象的%无形的%触摸不到%无可定量的客观

对象!它们以某种方式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发

生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这些#客观存在$!对于这

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模糊表达应运而生!人

类只能用模糊的语言来应对它们" 当我们暴露在

这些所谓的模糊语言当中时!我们感受到的也许

只是主观意义上的模糊!事实上却是客观意义上

的精确" 这即是说!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

语言有其模糊特性" 在语言的翻译中!精确性是

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模糊性才是绝对的!普遍存

在的"

"二$模糊语言之美

模糊语言内涵较之精确语言具有更多的暗示

性%蕴含性%妥贴性%独创性%简洁性%音乐性等特

点!因而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

本文所涉及的模糊语言是指语义定界模糊%

宽泛!概念内涵朦胧%深远的语词表达" 模糊不是

#含糊$" 含糊是运用语言文字低能的表现!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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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则是一种极力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语言运用技巧" 对于一篇译著而言!模糊词语的

应用旨在打开原文与译文读者的联系通道!开辟

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 传统翻译理论常常把原文

和译者作为研究中心!只注重第一审美主体对原

文地理解与挖掘!注重其的创作意识" 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

,\+/0(.-(_;6,-和姚斯,X.-;Lb+V6,>*.';;-为代

表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即接受美学理论-!该理

论以读者为中心!对作者%作品与读者进行#三位

一体$的研究"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未经读

者阅读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阅读之后才能成

为#现实的存在$" 翻译作品的真正价值应是译

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接受意识共同参与作用下的

结果" 文学作品应用#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性语

言$!包含了很多#不确定性$ ,4-96>6,T4-.78-与

#空白$,(.S-!这些#不确定性$与#空白$实现了

译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有效沟通!而

模糊语言指的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与表意空白"

它把处于静态的翻译作品与读者动态的接受意识

链接在一起!引导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补充文

本意义上的空缺!通过让读者#视野期待$ ,2+,4L

U+- +06]S67>.>4+--与作品的#召唤结构$ ,.SS6./L

4-(;>,'7>',6-互相融合!赋予其新的生命" 可见!

模糊语言使第一审美主体最大可能地%最接近地

表达其内心的意象!获得最佳审美体验.同时它使

第二审美主体轻松自如地借助其模糊意蕴的和朦

胧无边的语义去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审美联想!

去驰骋潜在的艺术想象!从而实现对作品进行形

象再创作的审美过程*!+

"

二%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

遗失

文学作品的模糊美来自于作品中含有的#不

确定性$与#空白$!来自于译者对这些#不确定

性$与#空白$的诠释!来自于读者的#视野期待$

与作品,译作-#召唤结构$的碰撞"

"一$语言时空层面

汉语句法灵活!意连形散!以神驾形!句子之

间逻辑标记少,甚至完全消失-!较少受到逻辑连

接词的羁绊!句子意思需要借助于语境或上下文

来判断!但逻辑意义关联!行文脉络与气韵能够被

清晰感受!使读者获得的信息大于字面本身的负

载" 这些增生的信息量来自语言结构松散处留下

的空间!这种松散结构必然导致语句间的联系松

动%错位或断裂!导致语意的模糊!从而给人以激

励!给读者想象发挥的空间" 英语逻辑性强!以形

摄神!行文需要用逻辑标记不断提醒读者句与句

之间的关系!脉络清楚!逻辑缜密!重客观与写实

描述" 两种不同的行文风格!导致汉英语际交换

时!汉语模糊语言美的遗失"

例 #)&水浒'中描写宋江下令进兵!一打祝家

庄时的场面有如下描述(#摇旗呐喊!擂鼓鸣锣!

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

原文仅用了十八个字!结构工整!语势逼人"

把所听,人的呐喊声%鼓声%锣声-%所看,挥舞的

战旗%锋利的大刀%斧头-汇成一片!夹杂于杀声

震天的气势当中!突现出宋江及其人马锐不可当%

势如破竹"

赛珍珠译(526- W.=4-(>264,0/.(;.-9 ;2+'>4-(

>264,W.,7,46;! V6.>4-(>264,9,'T;.-9 (+-(;W4>2

>264,(,6.>Z-4=6;.-9 >264,V,+.9.]6;! >268W6->

72.,(4-(>+W.,9 >26=4//.(6! Z4//4-(.;>268W6->'-L

>4/>268T4(2>,6.72 >26b49(6E0526 +̀-6/8N,.(L

+-)

英译文利用目的语的语法优势!用现在分词

,W.=4-(%;2+'>4-(%V6.>4-(%72.,(4-(和 Z4//4-(-较好

的模拟了#声势$" 但过于直译导致不能准确传

递源文本生成的 #审美价值$(介词和连词 ,如

.-9%W4>2及 '->4/-的使用使得原文由于松散的结

构造成的模糊气势消失殆尽" 同时!指称代词和

名词复数,如(>264,0/.(;%>264,9,'T;%>264,V,+.9.]L

6;等-使原文中的模糊意象,摇旗%擂鼓-具体化!

模糊美感顿失"

例 !)时至今日!我依然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

读了那篇文章" 正如&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

说过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

能对付"$,张英#喜欢&读者'的理由$-

原文看上去明白%自然!但隐藏着模糊(为什

么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读了那篇文章!读了那篇

文章与&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说过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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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关联) 汉语读者往往习惯了这种#只能

意会!无须言传$缺乏逻辑的表达!他们从字里行

间能读懂暗藏的意思" 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

人!讲究逻辑!推理严密" 若把原文亦步亦趋地译

成英文,5+9.8_;>4//066//'7Z8>+2.=6,6.9 >2.>6;L

;.8.>>2.>>4T6! W2472 4;.- 6]S6,46-76>2.>4;

.-.72=+';>+S,+>.(+-4;>̀4a'261;T6>.S2+,47.//4-6

0,+T >26:64J4-(ES6,.+0>26b69 .̀->6,- >2.>

#X.=4-(9,'-Z >24;V+W/+0/43'+,! _7.- 7+S6W4>2

.-8+>26,/43'+,)$ -西方读者则无法理清句意!因

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存在一个#逻辑断链$的问

题" 但若链接上缺损的逻辑!把原文译为(5+9.8_

;>4//066//'7Z8>+2.=6,6.9 >2.>6;;.8.>>2.>>4T6!

.-9 >2';T.-.(69 >+;',=4=6=.,4+';>8S6;+0.9=6,;6

74,7'T;+.&76! .- 6]S6,46-76>2.>4;.-.72=+';>+

S,+>.(+-4;>̀ 4a'261 ;T6>.S2+,47.//4-60,+T >26

:64J4-(ES6,.+0>26b69 .̀->6,- >2.># X.=4-(

9,'-Z >24;V+W/+0/43'+,! _7.- 7+S6W4>2 .-8+>26,

/43'+,)$

*F+虽然意思明了!逻辑顺畅!但含蓄的原

文风格不复存在"

"二$文化时空层面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绵延!上下五千年!影响深

远!博大精深" 文化的含义宽泛!从广义上来讲!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

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辞海'#G$G 年版-

语言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化以语言为

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

发展中!孕育出璨若星辰%浩如烟海的历史故事与

美妙传说!以此为母体!汉语语言汲取了大量营

养!使得汉语语言表现力生动%形象!极大增添了

汉语言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历史底蕴"

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常常

因其模糊的文化意象给双语翻译带来不可译的障

碍" #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

的!可译性限度是绝对的!翻译中不可能不存在文

化障碍$

*%+

" 当#面对两大块不同的语言文化$

时!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特点使然!译者往往

小心应付!唯恐#表意而不及$!从而丢失原语语

言的#民族色彩$也就在所难免了"

例 F)冰如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特殊的机

会总会到来吧!遇到了机会!就可以把先前的意旨

一点儿一点儿展布开来" 这样!他采取#守株待

兔$的态度!还是当他的乡董"

,叶圣陶&倪焕之'-

#守株待兔$是一个典故!这对于以汉语为母

语的读者来说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表达" 但如何

把这一文化形象诉诸英语语言!让英语读者能在

理解这种模糊含义的同时感受异国情调呢) 由于

在英语文化里!没有对等的文化意象!只得明晰化

处理(

R4-ZLJ' ,6S/469 >2.>26W.;W6//.W.,6>2.>;'72

W.;>267.;6. V'>;S674./+SS+,>'-4>46;T';>;',6/8

6=6->'.//8S,6;6->>26T;6/=6;! .-9 W26-6=6,>268

949 267+'/9 .9=.-7624;+,4(4-./S',S+;6.-+>26,

;>6S)&77+,94-(/8! 2.=4-(.9+S>69 >24;.>>4>'96+0

#W.>724-(>26;>'TS .-9 W.4>4-(0+,.2.,6!$ 26

7+->4-'69 W4>2 24;7+'-74/+,;24S)

, &)1):.,-6;译-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初出茅庐,.>>26

V6(4--4-(+0+-61;7.,66,-%借刀杀人, Z4//;+T6L

V+98V8.-+>26,1;2.-9-%四面楚歌,V6'>>6,/84;+L

/.>69-%悬梁刺股 , V66]>,6T6/82.,9LW+,Z4-(4-

+-61;;>'98-等"

例 %)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

通" 结想为梦!引领为劳" 茫茫蓝蔚!有恨如何

也/ 顾念奔月娥!且虚桂府.投梭织女!犹怅银

河" 我何人斯!而能永好)

,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文字洗练%优美%长于用典!深情刻画了

龙女对马骥的无尽思念!同时由于尘仙幻如隔世!

渴盼相聚!却又无可奈何%无限伤感" 原文用对称

句式,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

结想为梦!引领为劳" 茫茫蓝蔚!有恨如何也-不

仅展现出语言文字的音美和形美!同时用看似模

糊的文学性语言,忽忽%盈盈和茫茫-把时间与空

间凝成一片!把人物情感与渺渺天海交织在一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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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真切体会到恋人之间!思之切!爱之浓!面

对红尘永隔%人鬼异途!情犹在!梦难圆!令读者

唏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愧为是文言小说的

巅峰之作" 作者摄取了文言文的典雅!剔除了口

语的随意与粗糙!常常利用典故使语言文字更趋

生动!更有生命力!从而打通时空隔阻!#发今人

以幽思$" 文中四处用典,红尘%青鸟%嫦娥和织

女-!或者诉说着恋人天各一方的缕缕惆怅!或者

表达出对团圆的殷殷期盼" 这些鲜明的语言特色

对翻译工作是个极大的挑战!请看译文(

52,6686.,;2.=6(+-6V84- .0/.;2( >26W+,/9

+0,69 9';>4;0+,6=6,+'>+0,6.72)526T6;;.(6,4;

2.,9 S'>>+7,+;;>24;(,6.>6]S.-;6W.>6,) +̀-(4-(

2.;>.Z6- ;2.S6.;9,6.T;( T8-67Z 4;W6.,8W4>2

(.U4-(4->+>26V+'-9/6;;V/'6)\2.>(++9 .,6T8

,6(,6>;) P8>2+'(2>;-+W>',- >+12.-(16! W2+,.-

.W.8>+>26T++- +-/8>+;S6-9 ./+-6/406+0/+-6/4L

-6;;4- 1.;;4.P.-;4+-! .-9 \6.=4-(P.49! W2+

+-76>2,6W9+W- 26,;2'>>/6V'>>+>24;9.8,'60'//8

W.>726;26,/+=6,0,+T.7,+;;>26P4/Z8\.8)\2+

.T_! >2.>_;2+'/9 2.=66=6,/.;>4-(/+=6)

,N6-4;)1译-

在句式方面!译文用 >26W+,/93! >26T6;;.L

(6,3 . 12.-(16! W2+3! \6.=4-(P.49! W2+3来

对应原文中的对称句式!虽表达稍显复杂!但鉴于

汉英之间的差异!译者已经做得很好"

在传达汉语原文的四个文化意象方面!译者

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可以看出英译对应词只承

载语义信息!无法承载文化模糊信息,,69 9';>对

应红尘!>26T6;;.(6,对应青鸟!12.-(16对应嫦

娥!\6.=4-(P.49对应织女-" 试想#,69 9';>$ 怎

能参透#红尘$的况味.#>26T6;;.(6,$又怎能表达

出#青鸟去时云渐断!娥归处月宫深$ ,刘禹锡

&怀妓'-中#青鸟$的寓意)

例 M)

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陶渊明&饮酒'-

译文( :/.T4-(?+-;

, &- &S+/+(80+,X4;EW- N,'-Z6--6;;-

\24>62.4,7+=6,;T8>6TS/6;!

_.TW4-Z/69 .-9 ;6.,69 V68+-9 ,6S.4,!

&-9 >2+'(2 _2.=6(+>04=6;+-;!

5268.//2.>6S.S6,.-9 V,';2)

&L;2' 4;64(2>66-!

+̂,/.U4-6;;>26,64;-+-6/4Z624T)

&L2;'.- 9+6;24;V6;>!

:'>,6.//8/+.>26;>26̂ 4-6&,>;)

a'-(L>'.- 4;>24,>66-!

:'>9+6;-+>Z-+W#;4]$ 0,+T#;6=6-$)

5'-(>U' 4- 24;-4->2 86.,!

_;+-/87+-76,-69 W4>2 >24-(;>+6.>)

_0X6.=6- >,6.>;T6/4Z6>24;!

\2.>7.- _9+V'>04//T87'S)

,&,>2',\./68译-

陶渊明,FHML%!K-四十一岁辞官归隐!盖因

看透官场!不遂心志而寄情于酒" 这首诗透露出

对五个孩子,舒俨%宣俟%雍份%端佚和通佟-无一

成才的感叹与无奈" 陶渊明的诗本色%清新!惯用

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表达心境!抒发情

怀" 本诗#韵$味十足,第二%四%六%十%十二和十

三句押韵-!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诗中模糊信

息的应用,如(纸笔%行志学%六与七%梨与栗%杯

中物等-也为全文增添了音韵美!让读者从字里

行间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读出了诗人的些许苦闷的

心情"

&,>2',\./68,亚瑟4韦利!#$$G0#GHH-英国

著名汉学家!他精通汉文!一生撰著和译著达 !""

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 译文保持

了原文遣词风格!明白晓畅!在译文中韦利舍弃了

原文押韵!用#有节奏的散文体$!以一个英语重

读音节对应一个汉字,译文第一%二%四%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和十四句均为四个重读音节-!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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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现类似于原诗整齐的节奏效果" 但因汉英语

言各自特点使然!原文模糊信息英译后!模糊美感

消失(#纸笔$绝非# S.S6,.-9 V,';2$可以涵盖.

#六与七$意义非同#;4]$ 0,+T;6=6-$.#梨与栗$

对应为#>24-(;>+6.>$!失#味$不少" 更有甚者!

译文把#行志学$理解成了#9+6;24;V6;>$,#行志

学$应是#十五岁$-.#二八$翻译成了#64(2>66-$

,应为十六岁-.#雍端$应该指的是诗人的两个孩

子,即雍份%端佚-!而不是一人"

"三$意境构建层面

古人写诗词重视意境的营造" 古诗词中的意

境!是指诗人的思想感情与描绘的生活图景融合

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它是衡量诗歌艺术

成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是主观和客观和谐

统一的产物*M+

" 意境是一种艺术美!意境创造的

极致就是创造含蓄美%朦胧美!也就是模糊美*H+

"

印欧语诗歌和汉语诗歌在文学主题与表现手

法上存在差异(印欧语诗歌多写死亡%爱情和战

争!汉语诗歌多写情志%意象和意境.印欧语诗歌

多以叙事%议论来展开!汉语诗歌多以抒情来呈

现*K+

" 这似乎注定了在意境构建层面!汉语言有

先天的优势"

例 H)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

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

译文(&-72+,69 .>D4(2>D6.,P.S/6:,49(6

526+/9 T++- 4;(+4-(9+W-

&-9 >267,+W;T.Z6.,'7Z';!

526W+,/9 4;7+=6,69 W4>2 0,+;>)

526,6.,6T.S/6;+- >26,4=6,V.-Z

&-9 >26/4(2>;+004;24-(V+.>;

N,40>W4>2 >267',,6->

_0.//4->+.;.9 ;/66S)

526T+-.;>6,8+- 7+/9 T+'->.4-!

_>4;+'>;496>26>+W- +0Q';'

526;+'-9 +04>;V6//

5+'726;>26('6;>V+.>.>T49-4(2>)

,约翰4诺弗尔 译-

唐朝诗人张继!只身孤旅!进京赶考落榜" 满

身疲惫!夜泊枫桥!含愁而睡!难以成眠" 诗人以

#月落$%#乌啼$%#清霜满天$%#江边枫叶$%#渔

家灯火$%#客船$等意象群落构图成诗!动静结

合!近景%远景配搭!音响与色彩共炉!围绕着#客

与愁$二字!感物抒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令读

者仿佛穿越时空!那情那景犹在眼前"

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沿用张继朴实%自然的

写诗风格!将诗中意象传达得较为贴切(如#月

落$对应为#>26+/9 T++- 4;(+4-(9+W-$!这里的

#+/9$道出了秋月之感伤. #霜满天$译为 #>26

W+,/9 4;7+=6,69 W4>2 0,+;>$真切地表现出诗人的

#客船$在漫天风霜的包围下!更显得凄清与寂

寥" 原诗的最后两句是对主题的深化!是诗人以

景言情!意象与情感的交融(寒山寺的袅袅钟声!

在无边的愁绪中重重地撞击着诗人孤寂的心灵!

#夜半钟声$不但衬托出夜的宁静!更让人感到时

空的永恒和寂寞" 译文限于英语的表达张力!未

能很好地传达这种意境之美"

三%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

补偿

汉英语言由于各自不同的特点!客观上造成

了汉语模糊美感在英译中的遗失" 但是!汉语的

模糊美感并非绝对不可译!在英译中!若能充分运

用英语语言的美学元素!模糊美感也能#保真$"

至少!通过译者的不断努力!可以把美感损失的遗

憾降到最低"

"一$以美译美

例 K)李商隐,唐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

译文(?S,4-(;4/ZW+,T>4//4>;96.>2 ;S4-;;4/Z

0,+T/+=6;47Z 26.,>!

5267.-9/6+-/8W26- V',->2.;-+>6.,;

>+;269)

,许渊冲C译-

原文中#丝$与#思$读音相同!暗喻相思之情

像纷乱错综的#蚕丝$一般斩不断理还乱" 模糊

的暗喻为中文的特色!译文另辟蹊径展现出英语

语言的美感(以#;4/Z$译#丝$!以#/+=6;47Z$译#相

思$" 妙处在于#;4/Z$与#;47Z$音相近!形相似!并

且与原文的#丝$与#思$的发音也非常的接近"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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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译文通过押头韵,如(;S,4-(%;4/ZW+,T%;S4-;%

;4/Z-的方式产生一种音响效果!译出英文所特有

的美"

例 $)杜甫&登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

译文( 526V+'-9/6;;0+,6;>;269;4>;/6.=6;

;2+W6,V8;2+W6,. 5266-9/6;;,4=6,,+//;4>;W.=6;

2+',.0>6,2+',)

原文对仗齐整(#无边$与#不尽$%#萧萧$与

#滚滚$!在表现出诗文音美%形美的同时含有模

糊的意美" 译文从整体上!形同原文的对仗手法(

用#>26V+'-9/6;;$对应#无边$%以#>266-9/6;;$对

应#不尽$.同时!叠字词,#萧萧$与#滚滚$-是汉

语的审美特征之一!译文用英语类似的结构

,#;2+W6,V8;2+W6,$%# 2+',.0>6,2+',$-与之呼

应!译出其声%其形!更重要的是把原文的意境传

达得惟妙惟肖"

"二$展现典故片段#激发审美联想

古诗词作品善于用典!在文中或文后加注是

常使用的翻译方法" 但这样做会影响阅读和理解

文字的连贯性" 如果能在译文中稍微透漏出一些

典故的情节信息!不仅有助于译语读者对典故的

理解!还有利于激发其审美联想"

例 G)孟郊&古离别'(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

处) 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译文(a+' W4;2 >+(+! .-9 86>8+',,+V6_

2+/9!

\26,6.,68+' (+4-(000>6//T6! 96.,!

>+9.8)

a+',/.>6,6>',-4-(9+6;-+>.-(6,T6!

:'>>2.>.-+>26,;>6./;8+',26.,>.W.8)

,\)*):)̂ /6>726,译-

原文中的#临邛$暗含典故" #临邛$原是一

个地名!是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识相恋的地

方!这里用以借喻男子觅得新欢之地" 本是盼郎

早归的妇人!却对其丈夫#归来迟$而#不恨$!究

其原因!原来是情愿以异地相思之苦换取彼此的

真爱!是担心丈夫去了#临邛$而变了心" 译文

#;>6./;8+',26.,>.W.8$!揭开了#暗香$一角!只等

#有心人$来嗅"

例 #")郑协&溪桥晚兴'( 寂寞亭基野渡边!

春流平岸草芊芊" 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

杜鹃"

译文(& /+-6/8,'4-69 >+W6,;>.-9;V806,,8

;496!

Q,.;;+=6,,'-;>26;2+,6/6=6/69 W4>2 >26;S,4-(

>496)

&>;'-;6>+- >26;>,6.T/64;',6/8_;>.-9 /+-(!

5+26.,T49 W4//+W9+W- 7'7Z++1;2+T6L(+4-(

;+-()

,许渊冲C译-

相传杜鹃为古代蜀王杜宇,即望帝-所化"

望帝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声

声哀鸣!好像在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原诗

作者为南宋遗民!有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诗人用

#野渡边$%#草芊芊$%#晚照$衬托出他的形单影

只" 一人闲立!看夕阳西下!听到杜鹃声声悲啼!

叫破了诗人回归故土之愿" 译文#7'7Z++1;2+T6L

(+4-(;+-($译出了诗的凄美之意境!令读者探究

其意蕴"

"三$图画式译法#呈现意境之美

古诗词善于用意象叠加的手法!以景寓情!以

物抒怀!诗之意境亦由此释放"

例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译文(&2'-9,69 T+'->.4-;.-9 -+V4,9!

&>2+';.-9 S.>2;W4>2+'>.0++>S,4->)

&/4>>/6V+.>! .V.TV++7/+.Z!

&- +/9 T.- 04;24-(4- >267+/9 ,4=6,L

;-+W)

,:8--6,C译-

原诗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把#千山$%#鸟

飞$%#万径$%#人踪$%#孤舟$% #蓑笠翁$和#寒

江雪$融合在一起!俨然一副自然山水画" 画外

音则透露出诗人遗世独立%峻洁孤高的人生境界"

译者好像读懂了诗人的心情!译文中不见了英语

推理缜密的行文!更少了逻辑连接词的羁绊!以名

词性短语相叠加!使原诗意象浑然一体!自然天

成" 这种图画式译法能更逼真地与原诗接轨!同

时留下很多空白与不定点!从而创造出虚实相生

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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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远意境*$+

"

四%结语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

重风骨%重凌虚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

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法结

构素质*G+

" 英语是逻辑性的语言!行文讲究语法

结构!叙事说理%描绘事物注重客观性!往往不能

以单纯的模糊词语对应去暗示读者" 化模糊为清

晰!变写意为写实!是英语的策略" 汉英两种不同

的语言特征造成的翻译障碍!不可避免地使汉语

的模糊美感在译文中受到了损伤" 但汉语文学的

模糊语言美感并非绝对不可译!译者需要在此方

面多加努力!在传扬中国美学文化!沟通中英文化

交流层面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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