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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在诗歌翻译中如何使用异化和归化译法向来是翻译界的争议之一% 作为两种翻

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拟从西方修辞学中的目标读者视角出发#探讨唐诗英

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为不同的读者群架构起一座跨越诗歌文化鸿沟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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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一%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先秦起即有+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名句!吟咏传

唱!陶冶了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性与灵魂" 唐朝

时期!诗歌更是步入了登峰造极之境!王维'孟浩

然'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大诗

人皆源出于此!闪耀出一颗颗璀璨夺目的东方明

珠" 这时的诗歌!犹如涓涓清流!汩汩地流淌着时

代的传承与文化的嬗变!潺潺地道出了生活的意

义和生命的内涵!静静地诉说着人性的崇高及理

想的幻美"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若要阅读或欣赏

唐时的诗歌艺术!则常常需要通过翻译" 可以说!

翻译是沟通西方读者与中国唐诗文化的桥梁!它

既是语言转换的枢纽!同时也是文化移植的关键"

自然!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国学者谭

载喜说!+翻译的正确与否!在于译文读者与原文

读者的反应是否等同,%谭载喜! #EE#( !%K&" 在

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通过采用

异化和归化两种译法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

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

都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然而!在诗歌翻译的

过程中!何时该采用异化译法!何时该采用归化译

法!已有的研究似乎并未进行过专门的探讨" 本

文拟从目标读者这一西方修辞视角出发!对这一

问题加以讨论"

二%目标读者理论下异化与归化的

选择

"一$目标读者

人类社群的本质在于具体的个人!而个人则

是通过话语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节

点!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6.<(/W606(9&和变动性

%'3/.48/W606(9&%刘亚猛! !""%( #%"J#%#&" 这恰

恰也是读者的本质" 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主体位

置%<,WH8'(R+<6(6+.<&,和+主体性质%<,WH8'(R-+RJ

8-(68<&,!为翻译创作打开了一扇再表述%-8JR-8<J

8.(/(6+./0&和再理解%-8J'+SR-838.<6>8&的空间"

对于任何一篇译作来说!读者都是最终的接

受者'评论员与鉴赏家!唐诗翻译的成功与否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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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译作的认同 %6:8.(616'/J

(6+.&" 对于任何一篇译诗!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

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思想观念'生活经验'道

德情操'审美能力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评判!围

绕自己的需要展开思考!对诗歌中的故事情节'言

语意义作出相应的判断和期待" 由此!诗歌翻译

便成了一个由原诗'译者'译诗'读者共同组成的

翻译###作品###接受的双向互动过程" 其中!

读者处于中心地位!他们依据自己的语言文化'思

维模式和生活经历进行诗歌阅读!并在阅读中实

现或者改变自己的期待视野" 出于这一考虑!译

者不仅要在正确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运用目的语再

现原诗的内容'风格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考虑

到读者的因素!并在翻译过程中适当满足读者的

需要!使他们在对译文的阅读中获得审美愉悦!愿

意接受原诗的意境与风韵!乐于体验诗歌的内涵

和诗人的情怀!从而完成译文的接受过程" 古罗

马时期!诗人贺拉斯曾将诗学和修辞学兼收并蓄!

他认为!在诗歌的风格'体裁'主题上!不仅仅需要

美!还需要读者的情感流通%胡曙中! #EEE( %#&"

有鉴于此!我们涉及了西方修辞学上的一条重要

原则!即+言辞要以受众为转移,!更准确地说!是

译诗要以读者为转移" 维切恩斯指出!文学批评

家不应只聚焦于作品本身的价值!更应追求效果!

即以读者能否接受作品为评价标准 %常昌富!

#EEK( I&" 就唐诗西传而言!翻译者有必要根据

不同的读者对象!对唐诗的翻译作出调整" 就读

者来说!译者既定的目标读者与现实中的读者难

免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对唐诗文化的了解与兴

趣'对汉语意境的揣摩与欣赏'对中文词句的把握

与分析等等!不同的读者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

这就需要译者进行深入的思考!根据自身的目的

和意图对目标读者进行预先想象与构筑!以便准

确地将其定位!决定自己的翻译模式!灵活自如地

西传唐诗文化!在世界知识大融合'大渗透之中促

进中西语言信息的交流"

"二$异化与归化策略综述

唐诗有其自身风格特征!其英译文本也应作

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来研究" 在译诗中如何再现原

文风格和艺术之美!不仅涉及语言内涵结构问题!

还与文化信息传递密不可分" 可以说!唐诗英译

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近几年来!在诗歌翻译

中如何运用异化与归化策略!一直是一个争议颇

多的话题" 王东风说!+异化与归化是将语言层

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从

诗歌角度而言!异化和归化的靶心是处在意义和

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

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 !""!( !LJ!F&简言之!

诗歌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指翻译中介入文

化因素时对文化的处理方式" 在翻译实践中!由

于译者和读者双方对跨文化交流问题思考的角度

往往不尽相同!常常会影响到异化策略和归化策

略的取舍"

#)异化策略

虽然说翻译的目的是实现原语和译语的功能

对等!但它绝非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深深地扎

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之内" 就文化本身而

言!它具有巨大的吸纳包容的能力!新鲜的外来文

化容易被读者所接受!满足他们阅读异族文化的

审美情趣!并将其异质性逐渐地融化为本土文化

的一部分"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读者渴望

获取异邦知识!欣赏异域风貌!满足跟阅读原语文

化作品不同的审美需求" 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

交流即要求我们采用一种崭新的方式进行传译!

保留原文化的异质性!异化译法正是把原语文化

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本来面目的方式转换成目的

语文化!它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的清除异族文

化及语言杂合论!提倡社会异质文化性的传递!这

有助于忠实地传达原文原貌!保留原有的笔调和

情趣"

在诗歌翻译中!异化译法保留了原作的语言

和文化特质!并注入了新型表达方式!有利于两种

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恰恰契合

了译文读者的审美心理!使其得以赏鉴诗歌原有

的韵味!领略全新的异国情调" 在翻译实践中!我

们可以发现!经过异化处理的译诗可以如实地为

读者传达出异国文化的特色" 比如说!在李白的

)望天门山*中写到(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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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大诗人李白一生羁旅晏游!凡春花秋月'

飞鸟鸣琴'知交醇酒!无一不可入笔!写下了)独

坐敬亭山*)金陵楼西楼月下吟* )西岳云台歌送

丹丘子*等多篇诗章" 公元 I!% 年!诗人远赴江

东!途经安徽天门山!兴之所至!挥毫泼墨写下了

本诗!虽寥寥二十八字!却清晰地描绘出青山碧水

间!一叶轻舟在红日的照耀下溯流而来之景" 其

气象之恢弘'意境之辽阔!恰似纳万顷汪洋于此!

言尽而意无穷" 对此!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是(

;-8/_6.4V+,.(\8/>8.0<]/(8! (384-8/(U6>J

8--+00<(3-+,43!

;0,8W600+Y<8/<(Y/-: 10+Y/.: 38-8(,-. (+(38

.+-(3)

M-+SW+(3 <6:8<+1(38U6>8-(3-,<(+,((38'0611<

4-88.!

8̂/>6.4(38<,. W836.:! /0+.809</60'+S8<

1+-(3)%许渊冲!唐自东( !""L( %"&

原诗首句+天门中断楚江开,说的是东'西梁

山被滚滚长江劈开!形成对峙之势!在此!译者采

用+;-8/_6.4--+00<(3-+,43,以异化法如实表现了

原诗的恢弘万千之势!即+中断--开,!指水流

横切两山!汹涌而出" 该译句犹如神来之笔!写出

了两山隔江对峙之景!又似数码摄像机!拍下了万

里江河穿山而过的奔腾气势" 第二句+碧水东流

至此回,描写山水互衬!紧承上文水分两山!道出

水因山而澎湃回旋!译文中的+8/<(Y/-:,保留了

原诗的方向感!未做修改!以+8/<(Y/-: 10+Y/.:-

(,-. (+(38.+-(3,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东流江水曲折

回复'盘涡毂转的强大力量" 第三句+两岸青山

相对出,呼应上文夹江对峙的东梁山与西梁山!

呈现出+水返青山迎,的浩瀚壮阔" 许先生照其

本意!将其译为+ W+(3 <6:8<+1(38U6>8-(3-,<(+,(

(38'0611<4-88.,!分毫不差地表达出碧水环山!山

因水而青翠之景" +(3-,<(,是+猛冲,的意思!译

者采用+(3-,<(+,(,!出神入化地译出了激流拍山!

青山出迎之景!壮阔绝伦" 前三句译诗吸收了原

作的浪漫主义精神!真切地仿拟出天门山前水天

相接的大气磅礴!将异化法娴熟地应用于字里行

间!引导西方读者开启尘封的心门!欣赏异域天地

造化的神奇伟力" 最后一句+孤帆一片日边来,

说的是烟波渺渺中!一艘小船在阳光下渐渐驶来!

此景令人不禁联想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

江天际流,的开阔意境" 在译诗里!+ 8̂/>6.4(38

<,. W836.:! /0+.809</60'+S8<1+-(3,简练而传神

地勾画出一叶轻舟将太阳抛之于后!径直驶来"

在英语中!+</60,有两个意思(%#&帆$%!& %人&乘

船航行%陆谷孙! 8(/0)!""%( #%$L&" 该句中!译

者仍是采用异化译法!以+/0+.809</60,形象地点

明一只小船乘风破浪扬帆起航!使整个画面动静

结合!清澄明净!让读者得以开放心智!从异国文

字中感受到截然不同的生命的信息"

众所周知!诗歌的艺术形象具有潜在的可容

性!这就允许我们在翻译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时!

可以采用异化策略!用带有原语文化特征的词汇

再现这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在这篇译诗中!许

先生以异化法描绘出了种种生动鲜明的艺术形

象(4-88. W600+Y<! (38S+,.(/6.<! <,.! /0+.809

</60!并通过相应的动词点出诸意象之间的关联!

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激流拍岸'轻舟远来的壮阔图

景!在此基础上!译者遵照诗人的意旨!为读者留

下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根据自身的兴趣'期望'

知识水平等因素!自行填补诗歌中的+空白点,!

感受原诗自由驰骋的灵秀之气"

自然!译诗里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

+天门, 指的是东'西梁山!译者将其翻译成

+V+,.(\8/>8. 0 <]/(8,!与原诗的 +76/.S8.

V+,.(,大异其趣!甚至有格格不入之嫌!容易让

人联想起+P/(8-4/(8,+T-/.4/(8,+n6RR8-4/(8,之类

的不雅意象" 总而言之!以异化法译诗并非易事!

需要再三斟酌与权衡"

伴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思

想日趋开放!阅读经验日渐丰富!其思考观念也相

应发生变化" 就唐诗而言!采用异化翻译可以维

持原诗的语序和语言结构!有效保留原诗鲜明的

艺术形象和民族特色!既增添了译诗的色彩!又为

译语国增添了异质性!带来全新的文化气息!满足

读者对译诗的审美期待!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中有价值的信息能够更完整地融入另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文化之中!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流!推动世界文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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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策略

对于世间万物!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生活经

验'社会习惯!不同民族在语言表达上常有许多的

惊人的相似之处" 奈达认为!世界上的语言和文

化!相似之处占 E"O!不同之处只有 #"O%徐丹!

#EEK( !&" 有时候!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针对某

一种事物或现象竟有诸多如出一辙的语言结构和

表达技巧" 以中华民族的语言为例!汉语跟其他

民族的语言表达法相似颇多" 如中国的+米饭,

与欧美的+W-8/:,!都是传统的主食!中国的方世

玉与美国的+<R6:8-S/.,!都是行侠仗义的少年英

雄!中国的+雨后春笋,与英美的+S,<3-++S,!都

用以形容新生事物迅速生长!还有中国的+红叶,

与西方的+-+<8,!都是表达爱情的象征" 中国古

代的+红叶题诗,典故是关于唐仕子卢渥在御沟

拾到韩氏宫女寄出的题字红叶!后喜结连理的爱

情故事!而古罗马'古希腊则多用+-+<8,来象征美

丽的爱情!如 U+W8-(;,-.<笔下的+&! S90+>80<

06_8/-8:! -8: -+<8! (3/(0<.8Y09<R-6.46. *,.8,"

这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共通性!就翻译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使本国读者通过本国的文字

来了解异邦文化" 在唐诗翻译时!由于中西文化

传统对同一事物具有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

我们可以根据诗歌的物象和寓意进行推敲!选择

两种文化里相近或相似的表现形式来获取表达上

的对等!即采用归化策略!用目的语熟悉的思维模

式和语言表达习惯来翻译诗歌!以照顾译入语读

者的期待视野!将译诗纳入目的语语言文化!从而

取得翻译的目的"

例如!李白的)子夜吴歌2秋*一诗写到(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该诗情景交融!描写了长安城里的妇女在皎

皎秋月之下!为远征的夫君捣衣!秋风送来砧杵之

声!扣人心弦!撩起妻子对丈夫远戍边陲无限的愁

思" 阵阵秋风!寄托了千万征夫离妇渴盼和平'安

宁的心声4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是(

V++.0643(6<<R-8/: /00+08-(38'/R6(/0!

738<+,.: +1W8/(6.4'0+(38<1/-/.: .8/-

T<W-+,43(W9/,(,S. Y6.: Y36'3 '/. 0 (

W0+Y/00

7380+.46.4/Y/91+-1/-J+111-+.(68-)

P38. '/. Y8W8/((381+8+. W/((084-+,.:

?+(3/(+,-S8. S/9'+S8W/'_ </18/.:

<+,.:1 %许渊冲! !""%( LE&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和姚斯主张 +接

受者的审美能动性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在翻译

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这种审美能动性!

并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

%方梦之! !""#( !EF&在本篇译诗里!不难看出!

译者很清楚自己的译文所面对的是欧美读者" 所

以!他从读者既有的审美观念出发!刻意回避了原

文中的某些特色词" 在对原诗正确理解的基础

上!他指出了这些词语在汉语文化里的真正含义(

+长安,是今天的西安城!位于陕西省!旧时曾有

许多朝代定都于此!如秦'汉'西晋'隋'唐'大顺

等!但名称各有不同!如东汉称其+西京,!隋朝称

为+大兴,!唐代为其定名+长安," 在本诗中!唐

朝的+长安,是京畿之地!即 '/R6(/0%首都&" 而

+玉关,一词!根据)后汉书2班超传*记载!班超

远赴西域 $# 年!日久思归!向当时的皇帝上书(

+愿生入玉门关,!也就是王之涣)凉州词*中写的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 +玉门

关,!在今天的敦煌城西北 E" 公里处!是丝绸之路

通往西域的关隘" 此处采用借代手法!指辽远的

边疆地区!为此!译者采用归化法进行再创造!将

其译成1/-J+111-+.(68-%遥远的边关&" 第三句中!

+胡,代表北边和西边的少数民族!+虏,是古代中

原地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秦汉时期!+胡虏,指

匈奴一族!后经演化!可用以指代侵略中原地区之

人" 在译诗中!许先生把+平胡虏,译成 W8/((38

1+8+. W/((084-+,.:%在战场上消灭敌人&!充分照

顾读者的既有经验!避免了繁琐复杂的文化背景

介绍!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清楚地把握离人对战

胜边境之敌的深切期盼" +良人,是古时妻子对

丈夫的通称!如)诗2秦风2小戎*中的+厌厌良

人!秩秩德音,!在原诗里!+良人,说的是捣衣妇

人的丈夫!即+,-S8." 在将原语与译语文化进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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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的过程中!译者竭力寻求在原诗和译诗

之间的微妙平衡的理想做法!通过归化策略把意

义寓于译词之中!使译本与读者的视野相融合!让

他们可以接受并认同中国文化!拓宽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认知领域!从而实现译诗的审美价值"

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几句(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诗中介绍的是琵琶女自述其成名的情况(十

三妙龄之时!她学会了弹琵琶!技艺精湛名列教坊

第一" 一曲奏毕常常让大师们啧啧赞叹!梳妆打

扮之后每每被其他的乐妓妒忌不已"

这首诗的译文是(

N((36-(88.! <3808/-.8: (+R0/9(380,(8

N.: -/._8: 16-<(/S+.4(38S,<6'6/.<$

\8-R0/96.4Y/</:S6-8: W9(38+0: S/<(8-<!

\8-0++_<Y8-8(388.>9+1+(38-'+,-(8</.<)

%杨宪益! !""#( !$E&

从翻译的本质来看!诗歌翻译的过程本身就

是再创作的过程" 译诗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读者

的认可程度" 毋庸置疑!翻译家心目中的目标读

者一向是拥有判断力或决定权!坚持从自身立场

与生活体验出发!自行确定译作价值的明白人"

但是!在唐诗西传的过程中!由于读者身处于另一

种语言文化的氛围里!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

和冲突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 出于这一考

虑!译者时常采用译入语文化中的等同词汇来表

达原诗的内容!如第一句的+琵琶,!原是弹拨乐

器!圆体修颈!有四弦'十二柱!唐代时期的琵琶经

过改造!柱位增加!改横抱为竖抱!用手指弹奏!成

了民族独奏乐器%罗竹风! !""#( %KL&" 在译诗

中!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惑!译者不是

将它翻译成+a6R/,!而是使用了一个与之大致等

同的英语词汇+0,(8,!即鲁特琴!一种曲颈拨弦乐

器" 据)新牛津英语词典*介绍!0,(86</R0,'_8:

<(-6.48: 6.<(-,S8.(Y6(3 /0+.4.8'_ W8/-6.41-8(<

/.: /-+,.:8: W+:9Y6(3 /10/(1-+.(! -/(38-06_8/

3/0>8: 8446. <3/R8%*,:9a8/-</00! !""#( ##"!&!

也就是 #LJ#I 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长颈半梨形弦乐

器###诗琴%张柏然! !""L( #L##&" 在西方的酒

会上'舞会上!这种乐器随处可见!对西方读者来

说是个再熟悉不过的意象了" 除此之外!译者还

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关照其语言'文化

和审美的心理需求" 在原诗中!+善才,指的是

)琵琶行*一诗的序中提到的+穆'曹二善才,!即

当时两位弹奏琵琶的曲师!一位姓穆!一位姓曹!

都是教坊的音乐名师!+秋娘,指的是唐金陵城名

妓!杜牧曾撰文)赠杜秋娘*!以纪念唐镇海节度

使李琦之妾!此女精才艺'善音律!曾经历当时宫

廷政变的血雨腥风!一生沧桑" 诗歌中常常出现

这个名字!用于形容卷入政治漩涡的美貌女子!如

三国的貂蝉'汉朝的薄姬'大隋的张丽华" 但是西

方人却对此不甚了解!倘若照其字面进行直译!将

+善才,译成+V-<)V, /.: V-<)2/+,!把+秋娘,

译成+(3846-0j6,,!难免引起误解" 所以!译文里

采取了归化法!+善才,被译成++0: S/<(8-<,!即较

为年长的大师!浅显易懂!符合读者对译诗的内容

和形式的取舍标准!便于译语读者理解!+秋娘,

被译成+'+,-(8</.<,!即艺妓!点明她们的身份(乐

妓歌伶!容易使读者了解诗词的内蕴!接受译文!

并得以感受唐朝时期艺人生存境遇中的本能生活

元素!这样既可以了解诗意!又可以体验到唐诗的

诗意感受"

当前!文化的异质色彩日益淡化!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译者可以通过分析原语信息的意图!把原

语意义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用译语文化中

的特色形式来传达原诗的完整思想!也就是采用

归化策略进行翻译再创作!帮助读者在熟悉的本

国语言文化中恰如其分地把握原诗的意境和内

涵" 帕尔曼认为!读者是由修辞者设想出来的

%/00-38(+-6'/0/,:68.'8</-8'+.<(-,'(8: W9(38

<R8/_8-& %N0/. ]-+<<! #EEE( !"$&" 出于对目标

读者###熟悉西方文化背景之人###的考虑!译

者可以采用归化法进行翻译!独辟蹊径!使译文符

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同时使原文的文化特色符

合译入语文化规则" 具体说来!归化翻译一般都

需要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具体的读者群的看法'态

度与需求!尽量根据西方读者的既定+常识, +常

理,!借鉴其熟悉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采

用明显带有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汉语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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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处理后的译文读起来就会比较地道!同时也

便于译文读者将其原有的期待视野与译本相融

合!取得对译诗的接受与认同!让他们在文化他者

中获得认同本土文化的自恋体验!潜移默化地接

受异国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

"三$异化归化策略的综合考虑与选择

唐诗翻译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将原诗的神韵

与读者的审美相契合!这是诗歌翻译文化中的经

典元素" 然而!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往往带有浓厚

的异国情调!这就需要我们细心揣度读者对译作

的心理期待!谨慎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而

不能厚此薄彼!有所偏颇" 例如!+诗圣,杜甫的

名篇)丽人行*开头有几句诗(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1 翠为荷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1 珠压腰羬稳称身"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生忧国忧民!他

的)丽人行*一诗着笔于杨氏兄妹游宴曲江之事!

通过描绘其奢靡生活不着声色地嘲讽了贵族阶层

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揭露了安史之乱前夕统治集

团骄奢腐朽的丑态!曲折地反映出时政的腐败"

孙大雨先生的译文是(

&. (38736-: V++.0<736-: h/9! Y36081-8<3 6<

(38'06S8!

&. 23/.40/.0<W,.:! (38-8W8008</-8/4++:

S/.9!

&14-/'8<-6'3 /.: -/-8! 6. >6-(,8! '3/<(8!

R,-8!

T. 1-8<3 /.: W+.8<! Y800S/('38:! 6. /<R8'(!

:/6.(9)

7386-W-+6:8-8: (/118(/>8<(,-8<<36.86. 0/(8

<R-6.4!

P6(3 4+0:J(3-8/: R3+8.6X8</.: ,.6'+-.<6. <60J

>8-)

N.: Y3/(/-8:8'_8: +. (386-'+S80938/:<1

P6(3 8S8-/0: 48S<! :+Y. (+(8SR08<! +1S,0(6J

0/98-)

N.: Y3/(/-88<R68: W836.: (386-W/'_<1

P6(3 R8/-0J<(,::8: 3/.:<! /-+,.: (386-Y/6<(

06.8<',->6.4)

%孙大雨! !"""( !K#&

三月三日原是上巳节!唐代起常有女子在这

一天来到长安城曲江边游玩" 译者采用异化法!

保留了原诗的风格!+736-: V++.0<736-: h/9,即

是三月三日!+1-8<3 6<(38'06S8,指空气清新!天气

晴好!+23/.40/.0<W,.:,是+长安水边,!并未译

出其意+j,H6/.4%曲江&,!保留了原诗的异域地理

特色" 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1

翠为荷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1 珠压腰羬稳称

身,连续八句!是从乐府民谣衍化而来!大致类似

于民歌的表达!如)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的描

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

着明月"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 %谭国清!

!""$( %#&等等" 杜甫采用了此类乐府民曲中的

回环咏叹方式!并借鉴齐梁以来的歌行体!细致入

微地描摹出+丽人,的神情'体态'衣着!犹如一幅

工笔彩绘的仕女图!于细腻的笔触和炫丽的着色

之中暗讽唐玄宗沉迷美色" 由于话语是社会存在

的特殊表现方式%738+>/. 8̂8,Y8.! !""K( F&!译

文本身势必受到读者实际阅读力'甄别力的限制!

因此!译者借助于译语国文字信息!来传达汉语文

化知识" 在译诗里!译者根据原诗的描写方式!匠

心独运!以话语文本重新构筑了社会现实!进行译

码重组!用西方随处可见的意象如+4-/'8<,+(/118J

(/,+,.6'+-.<,等等来复制原语文本的信息!即采

用归化法!+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

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谭载喜!

#EKL( #"&!以读者潜意识之中的意象传达出诗歌

的原意" 这不仅拓宽了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且

还实现了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既简

洁明了!又便于信息的传递!文局通融" +&1

4-/'8<-6'3 /.: -/-8! 6. >6-(,8! '3/<(8! R,-8,用

+>6-(,8,+'3/<(8, +R,-8,来修饰+4-/'8<,!取代了

原诗的+态, %/((6(,:8<&和+意, %6.(8.(6+.! +-6:8J

/&!指这些女子姿容优美贞静!高雅纯洁" +T.

1-8<3 /.: W+.8<! Y800S/('38:! 6. /<R8'(! :/6.(9,

描写其肌骨丰腴体态匀称!+1-8<3 /.: W+.8<,取自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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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诗人 N..8;-/:<(-88(的代表作 738M08<3

/.: 738?R6-6(%)灵与肉*&的表达法" 译者采用西

方读者甚为熟悉的表现方式!细致入微地刻画了

仕女体态的婀娜轻盈!这种归化转译法符合西方

读者对译诗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容易使他

们接受译文!引导他们去感受原诗强大的艺术魅

力" +W-+6:8-8: (/118(/>8<(,-8<<36.86. 0/(8<R-6.4,

说的是游春女子身穿绫罗绸缎!与暮春风光交相

辉映" +(/118(/,是欧美常见的塔夫绸!此处译者

撇开+绣罗衣裳,不提!改用+(/118(/>8<(,-8<,!是

西方女子常穿的名贵衣物!极符合西方读者的生

活情态!让他们可以在自己既定的人生经验和审

美经验之上接受译诗的意象'内涵与表现形式"

而下一句 +4+0:J(3-8/: R3+8.6X8</.: ,.6'+-.<6.

<60>8-,描绘的是仕女华服上惟妙惟肖的刺绣图

案" 在英语中!+孔雀,被人视为傲慢不逊的狂妄

者!有鉴于此!译者对原诗的意象稍作修改!将原

诗的意象+孔雀%R8/'+'_&,巧妙地转化成象征着

永生和激情的神鸟###+R3+8.6X8<%凤凰&,!正如

莎翁笔下+738a3+8.6X/.: (387,-(08,中的万鸟之

王!在火中翱翔而循环重生%屠岸!章燕( !"##(

#!&!用以形容女子的奢华衣裳精妙绝伦" 除此

之外!诗句中的+麒麟% 9̀06. P36(8&,是中国特有

的吉祥物!对西方人来说十分陌生!容易产生误

解" 因此!译者从西方读者固有的见识'经历出

发!刻意回避了原诗的特有意象!采用象征高贵与

纯洁的+,.6'+-.<,%独角兽&指代+麒麟,!以归化

法进行再创造!使译本与读者的视野相融合!使其

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并认同中国文化!实现译诗

的审美价值" +N.: Y3/(/-8:8'_8: +. (386-'+S8J

0938/:<1 P6(3 8S8-/0: 48S<! :+Y. (+(8SR08<! +1

S,0(6J0/98-)N.: Y3/(/-88<R68: W836.: (386-

W/'_<1 P6(3 R8/-0J<(,::8: 3/.:<! /-+,.: (386-Y/6<(

06.8<',->6.4,这几句的意思是!她们的头上戴着

什么呢1 是翠玉饰垂在两鬓边" 从她们的背后看

得见什么呢1 是珍珠镶嵌的腰身" 译者笔锋一

转!转归化为异化策略!遵循原诗的对偶格式!通

过精心描写女子头上的翠玉饰品!以及裙裾上镶

缀的珍珠!忠实地描摹出原文女子的体态之美和

服饰之盛" 译者深深了解杜甫当时的心情!他的

译文一方面采用异化策略!照字面译出了游春仕

女的娇艳!以具象的场面描绘流露出一种抽象的

思想和倾向!显得含蓄而韵味别生!另一方面应用

归化策略!通过对原诗的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对

译诗进行重新编码!可谓是传神达意!使原诗的审

美信息得以再现!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也保留了原诗的整体风格和意境之美" 沃尔夫

冈2伊瑟尔说(+作者只有激发读者的想象!才有

希望使他全神贯注!从而实现他写作本文的意

图",%张隆溪! #EKF( #EK&从孙大雨先生的译诗

来看!他通过兼用异化与归化策略!仔细雕琢出

4-/'8<!1-8<3 /.: W+.8<! W-+6:8-8: (/118(/>8<(,-8<!

8S8-/0: 48S<!R8/-0J<(,::8: 3/.:<等种种表层具

象之物!手法极其类似于 ]8+-48]);9-+. 在 ?38

P/0_<6. ;8/,(9中叙述的那个美丽女子(

?38Y/0_<6. W8/,(9! 06_8(38.643(

&1'0+,:08<<'06S8</.: <(/--9<_68<$

N.: /00(3/(0<W8<(+1:/-_ /.: W-643(

V88(6. 38-/<R8'(/.: 38-898<(

73,<S800+Y0: (+(3/((8.:8-0643(

P36'3 38/>8. (+4/,:9:/9:8.68<)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门成功的艺术!其首要

之一就是要明确目标受众!辨清传达的信息有何

意义%@:Y/-: P)20/9(+.( !""L( #KL&" 信息的

传达只是跨文化的交流的功能之一!最主要的是

将交流者的思想传达给读者 %刘亚猛( !""L(

K%&!使其准确了解译者的用意" 在译诗里!译者

尽力兼顾形式的完美与表达的自然!在西方文化

语境中悄悄融入了唐诗文化因子!以开拓读者的

认知接受视域!使其获得强烈的艺术欣赏能力!可

以在世界文化大渗透'大融合之中进行中西语言

信息的交流!深入了解并把握中国的唐诗文化"

又如!孟浩然的名诗)春晓*有几个译本(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译文一(

N?R-6.4V+-.6.4

736<S+-.6.4+1<R-6.46. W8: T0S096.4!

D+(Y/_8,R (600T38/-W6-:<'-96.4)

N1(8-+.8.643(+1Y6.: /.: <3+Y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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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9/-8(381/008. 10+Y8-<4

译文二(

&.8V+-.6.46. ?R-6.4

/̂(84 736<<R-6.4S+-.6.4/<T/Y/_8T_.+Y)

N00/-+,.: S8(38W6-:</-8'-96.4)

738<(+-S0/<(.643()

T<8.<8: 6(<1,-9)

\+YS/.9! TY+.:8-! /-81/008.! R++-:8/-

10+Y8-<4

译文三(

h/Y. 6. ?R-6.4

\+Y<,::8.09(38S+-.6.4'+S8<6. <R-6.44

&. 8>8-9<6:89+, '/. 38/-(38<Y88(W6-:<

<6.4)

/̂<(.643(/S6:<((38<(+-S#N3 Y3+'/. (800!

P6(3 Y6.: /.: -/6.! 3+YS/.9W0+<<+S<18001

%王志敏! 周亚娟( !""K( K"&

译文一是许渊冲先生的译诗!他首先采用了

异化策略!依照格律诗体进行翻译!属于扬抑格四

音步" 前两句结尾的+096.4,与+'-96.4,!后两句

+<3+Y8-<,与+10+Y8-<,韵角一致!吻合原诗的韵

律!传神地表达了原诗的音韵之美!打破西方读者

的审美惯性!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审美刺激与满

足" 从内容上看!前两句+736<S+-.6.4+1<R-6.46.

W8: T0S096.4! D+(Y/_8,R (600T38/-W6-:<'-96.4,

以异化法讲述了诗人睡意正酣!直至鸟儿欢唱才

大梦初醒!+D+(-(600-,忠实地译出了译文的+不

觉晓,之境!保持了笔法的一致性" 末两句+N1(8-

+.8.643(+1Y6.: /.: <3+Y8-<! \+YS/.9/-8(38

1/008. 10+Y8-<,是说一夜风雨过后!不知落花多少"

该句将原诗的+风雨声,巧妙地转换成+夜,的内

涵!侧重于风雨之夜的表达!这是归化译法" 在这

一译句中!许先生将异化'归化两种策略融会贯

通!灵活运用!不断打破读者的旧有经验!既保留

了原诗的韵律风格!也传达出诗歌的清雅气息!更

新并扩充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译文二是翁贤良先生的作品!他采用的是自

由体诗歌格式" + /̂(84,表明诗人感叹春眠之迟!

以归化法形象地译出了作者的感受(春晓方觉醒

时迟!顿感如梦如幻之境!摆脱了原诗的樊笼" 第

二句+N00/-+,.: S8(38W6-:</-8'-96.4,是由+处

处闻啼鸟,衍变而来!群鸟环绕着诗人!叽叽喳喳

好不热闹" 第三句+738<(+-S0/<(.643()T<8.<8:

6(<1,-9,说的是主人嗅到了前夜风雨的疾骤之气!

拓展了原诗风雨无声之势!也为下文的惜花'伤花

之情埋下了伏笔" 最后一句+\+YS/.9! TY+.J

:8-! /-81/008.! R++-:8/-10+Y8-<4,感慨暴雨无情!

摧打娇花" 译者深深了解诗人的怜花之意!他根

据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日常性审美经验!对原

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以归化译法淋漓尽致地道出

了对落花的惋惜之情!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唯美

意境"

译文三是 *+3. 7,-.8-的译诗" 他在音韵的

考虑上较为细致!采用了类似四行诗%5,/(-/6.&的

表达法!每句结尾皆有韵脚映衬!如前两句的

+<R-6.4,和+<6.4,'后两句的+(800,和+1800,!从音

像!或者说从诗歌的韵式和节奏上再现原诗的意

境特征!属于异化译法" 在诗句上!译者采用归化

译法传达出了原诗的情趣" 第一句+\+Y<,::8.J

09(38S+-.6.4'+S8<6. <R-6.44,讲的是春晨乍至!

+<,::8.09,表现了猝不及防的感受!用以形容春

日突如其来!出乎意料" 第二句 +&. 8>8-9<6:8

9+, '/. 38/-(38<Y88(W6-:<<6.4,指在每个角落都

可以听见鸟儿的叫声!译者根据西方读者的思想

观念'直觉能力与审美趣味斟酌考虑!添入了

+<Y88(,一词!指出鸟声悦耳!使读者得以在脑海

中构造出一幅百鸟和鸣'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而

三'四句的+ /̂<(.643(/S6:<((38<(+-S#N3 Y3+

'/. (800! P6(3 Y6.: /.: -/6.! 3+YS/.9W0+<<+S<

1800,悄问昨夜暴雨之中!多少落花凋零" 译者根

据原诗提供的意象进行再创造!将异化'归化译法

和谐地熔于一炉!铸造出+风雨过后!落红几许,

的妙境!不道破!不说透!不译尽!为读者留下了无

垠的空间去想象"

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跨文化的唐诗翻

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异

化可以使原语的内容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译文的民

族特性之中!令译语读者了解原语国的文化!而归

化则是把外国作品的内容加以吸收后!以本族语

和本国的文化背景组构一件新的东西来替代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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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对于唐诗翻译来说!其根本任务是准确而完

整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这要求

我们必须谨慎选择翻译方法" 倘若一味追求异化

翻译!不顾读者的需求!贸然追求跟原文形式相对

应的话语!势必导致译诗艰涩难懂!行文阻滞僵

化!带有严重的+翻译腔,!令人费解" 另一方面!

如果对归化译法处理不当!不顾原文的语言形式

而追求译文的通顺!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

的目标语文体色彩的表达手段的话!也会歪曲并

损伤原诗的艺术价值!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

当然!无论是采取异化策略!还是采取归化策

略!都没有明显的界线" 可是无论选用何种策略!

诗歌翻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取得译语和原语的翻

译等值!即使读者可以和诗歌文本相融合!使其理

解并接受译诗"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恰到好处

地处理异化与归化译法的选择与应用" 也就是要

恰到好处地把握异化与归化策略的平衡点!传真

抉微!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语言条件

下加以复制!并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形式!才能使

诗歌既准确地传达出它的内涵与风格!又可以开

拓译诗读者对异国文化的认知领域!达到翻译的

目的!一如青花瓷上浓淡得宜的笔触!清晰地勾勒

出水云萌动中的江南风光!让后人在静静观想中

回味不已"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通过

英译唐诗以实现文化的全球化将成为新时期翻译

研究的新趋势" 毋庸多言!唐诗英译是翻译实践

的难点" 自古以来!译无定法!诗歌翻译永远是译

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事实上!要成功地翻译

各民族的诗歌!其关键就在于取得读者的认同"

异化和归化译法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模式" 异化译法即译者向作者靠拢!采用相应

于作者所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保留原诗文化特

有的表达!并将其新鲜的词汇'句式与语法现象纳

入译语文化!尽可能地传达原文所具有的文化负

载信息!以使读者领略前所未有的异域文化风情!

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相形之下!归化译法提倡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

反对引入原诗文化特征!主张采取读者所习惯的

目的语表达方式!全盘译入语化!传达原文的内

容!以契合读者的阅读和表达习惯!不过!这种译

法常常令人无法接触异质文化" 作为两种翻译策

略!异化与归化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循环之

中!彼此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 二者的兼容性使

其得以依据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社会意识形态

的不同而呈现出具体的'动态的统一!为读者提供

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和理解" 由于读者们具有

不同的审美体验!因此!译者应该尽量使译诗向目

的语读者靠拢!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迎合读者

的阅读情趣和接受能力!使译文符合读者的期待

视野!并同时开拓读者认知接受视域!实现异化和

归化的动态统一!使读者更充分地了解异域的语

言文化!欣赏原诗的美学价值!在文化之旅中栖身

一隅而知天下诗歌" 这就是要对原文化及目标文

化之间的细微而又关键的差别保持应有的敏感

%刘亚猛( !""L( LI&!综合采用异化'归化策略的

菁华之处!取得二者的平衡!酌情处理具体诗句!

使译诗尽力保持各自的特点!实现+和而不同,!

与读者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达到文本与读者的真

正融合!在忠于原诗作者与方便译诗读者理解之

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即在文化层面上力求最

大限度的异化!在纯语言层面上追求归化!使译诗

和原诗达成语用等值!也就是使译文读者获得与

原文读者同样的艺术感受!为不同的读者群架构

起一座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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