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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中地名意象的英译亏损分析
###以三峡古诗为例

!

邱玉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和文学系#重庆 M"""%I$

摘C要!三峡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自古以来引得文人墨客吟诵不绝% 三峡古诗的地

名除了常见地名的地域性
!

象征性和文化性$还有其怪僻特征% 故在英译诗中有译诗亏损$例

如地名误译+浅译+英译与汉语不等值等%

关键词!三峡&地名意象&亏损&浅译&误译

中图分类号!XF#K)$C文献标志码!OC文章编号!#%I! P"K$L"!"#!$"% P"#MI P"M

CC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既具有最直

接的指称意义!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某

一民族%某一地区及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

物产%经济%历史史实%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

宗教信仰等等文化内涵-#.

" 在中国古诗中!因

地名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常常被诗人作

为文化意象遣入来抒情言志!表达作者的思想

情感"

古诗中地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体

现地域性!一类体现象征性和文化性" 地域性是

指地方的名称首先实指某个地理所在!传递着强

烈的地域性!此地非彼地!不可替代!不可省略"

某些地名虽确有其所在!但在古诗中不是特指某

地!不是明显表现个体特征!而是泛指" 这种地名

有一定代表性!一般带有较强烈文化色彩特征!因

为地名往往是与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与民

族历史渊源有关!折射出某个地区或某个历史阶

段经济%地理%历史%民俗%人文等方面的印记"

一
!

三峡地名的特征

"一$地域性

三峡地名有着地名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在空

间上是写实" 三峡古诗中写实的地名实则不少!

如李白/峨眉山月歌0$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

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L 个字中就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

2今重庆3五个地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其顺序

描述了作者的江行体验和思乡感情!也将这种感

受传递给了读者"

"二$象征性和文化性

三峡地名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许多古老

的地名往往负载着历史时代的许多印记" 不仅可

指某个地理所在!也可传达一定的历史渊源!反映

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等" 例如三峡名城宜昌就是

西汉初年置县为县治!名夷陵县!因$水至此而

夷!山至此而陵,而得名" 清雍正十三年2#IFK

年3!置府名宜昌" 三峡地名里亦能读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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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图腾信仰%民族风俗%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

龙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引申!因为龙%神多与求

雨%避邪有关" 据对三峡地名的部分统计!与龙有

关的地名共有 $" 多处!每一种信仰都有一系列传

奇故事"

"三$怪僻特征

三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使得其地名怪

僻也成为一大魅力" 首先!三峡气势磅礴!其地名

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地形地貌的外部特征!其地名

各有其味!入木三分" 例如三峡地名大多用山
!

峰
!

尖
!

顶
!

岩
!

岭命名!如白云山
!

神女峰
!

牛角尖
!

尖峰岭等等" 其次!有些地名所用之字

不为现代人常见!如夔州!夔峡!夔门!因为这些地

名很有可能述说着古代三峡的一个民族的起源和

一个部落!一个国家曾经辉煌的历史-!.

" 例如明

代诗人滕毅路过三峡写下的七绝/秭归0中就有

这样的诗句$春风夔子国!落日楚王名" 江绕西

陵下!云从上峡来",其中的$夔,字!不是古代神

话中的那种奇兽!而是一个氏族!一个古国" 再次

是有些字虽然笔画简单不难书写!但一般人容易

认错!而且其含意非常古奥!如涪陵!涪水&还有瞿

塘峡!秭归等"

二
!

三峡古诗地名英译中的常见亏损

"一$诗化地名的误译

诗化地名往往不同于实用意义上的地名!有

时用泛指! 取其地名字在汉语中的联想意!但译

者容易译成实指&有时则是完全弄错地方!把此地

搬到彼地!这些都是误译"

唐朝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0在中国脍炙

人口!是传诵千古的七言绝句" $朝辞白帝彩云

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万重山",首句点明是早晨坐船离开白帝城!而

$彩云间,则体现了白帝城的高!同时也表现了作

者遇赦之后的喜悦心情" 第二句$千里江陵一日

还,!指出船速很快!千里江陵只要一天即可到

达!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既写了长江一泻千里之

势!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四

句形象地描绘轻舟快驶的情形!两岸猿猴的叫声

还没停止!可那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了千山万岭"

许渊冲教授译成#

V'/=6.4/>9/\. >3'U36>'@Y]'-+-(-+\.'9

\6>3 (0+,9 !

T)=';/60'9 />3+,;/.9 Y60';>3-+,43 (/.8+.;6.

/9/8)

U6>3 Y+.['8;) ;/9 /96',;>3'-6='-Z/.[;/-'

0+,9 &

Q8;[6113/;0'1>>'. >3+,;/.9 Y+,.>/6.;1/-/J

\/8)

-F.

尽管从字面上来看!译者很忠实原文!例如 /

>3+,;/.9 Y60';千里%6. /9/8一日%>3'>'. >3+,;/.9

Y+,.>/6.;万重山" 但是在翻译这样的诗词时!若

是单纯直译!拘泥于字词的意思!就无法再现原诗

的意境美!如$千里,并不是真的指从白帝到江陵

是一千里!而是形容两地距离较远&$一日,并不

是指一天!而是比喻作者归心似箭的心情&$万重

山,也并不是指有一万座山!而是指地势险要!山

峦连绵不断" 在此的数字并不表示确切的数量概

念!而只是一个泛化的虚数!而是泛指其数量之

多%程度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等来渲染文章

的气势" 所以该译文或多或少都没有正确地理解

作者的意图和作者所采用的夸张的修辞手法!言

语过于直白而了无生趣"

翁显良先生的译文#

X+Y'\/-94

R++9 Z8'>+>3'(6>83643 6. >3'-+;8(0+,9;+1

9/\.)

X+Y'\/-9! +,>>3'4+-4';! +,>>+9/84

V'>>3'/]';\/60)R++.)

E,>;3++>;Y8Z+/>)73';'--6'9 Y+,.>/6.;/-'

/00Z'36.9)

-M.

采用意译法!突出三峡的壮观!更传达了作者

的喜悦和急切心情" 译者领会到了作者要描写的

并非是$白帝,和$江陵,!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长

江三峡!地名的直译不但不能帮助译文读者的理

解!反而阻碍了译文读者去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

的心理感受!无法与作者遇赦回家的喜悦心情产

生共鸣" 第一句$朝辞白帝,中的$白帝城,就译

成了普通名词>3'(6>8&第二句中的$江陵,也译成

>3'4+-4';" 给了译文读者更好的方向感!使其从

而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心理感受" 而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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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Z8'3 %排比2+,>s+,>3 %倒装和比喻2+,>

;3++>;3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更使得原文的意蕴!即

意境美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实现" 仅从$意味,而

言!该译文可以说是超越了很多人!但诗味并不限

于意味!还有几乎是同等重要的音韵节奏等$韵

味," 如果能把字数%长短%韵律等形式上的东西处

理好!得到原诗的平衡感!那就更接近原诗了"

"二$诗化地名文化意义的浅化

严格来说!诗化地名的$浅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有时译文对英语读者唤起的美感共鸣远不如

原诗带给中国人那种冲击力" 但此处所言的浅化

指全篇译诗无形成提升地名诗味的上下文语境!使

得译文读者只看见了一个地名!而不知其所指"

杜甫的/登高0中最经典的四句$无边落木萧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在深远的意境中!充分展现了诗人壮

志难酬的感慨之情和悲凉心境" 这四句译成现代

语言就是叙述自己远离故乡!长期漂泊!而暮年多

病!举目无亲!秋季独自登高!不禁满怀愁绪" $无

边落木,后面接$萧萧,!两个草字头!草也算木&

$不尽长江,中的$江,是三点水!后面就 $滚滚,

而来!这种字形!视觉上的冲击!这种意象是很难

在译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的"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许渊冲

译为$ 73'Z+,.90';;1+-';>;3'9;6>;0'/=';;3+\'-

Z8;3+\'-& 73''.90';;-6='--+00;6>;\/=';3+,-/1J

>'-3+,-),

-K.其中$不尽长江,就译作了>3''.90';;

-6='-!如果说$不尽的,意象可见了!那么作者产生

这种凄楚的感触感悟地点似乎就在译文中被忽略

了!浅显地认为作者看见一片林和一条河就会产

生这样凄楚的主观情感"

丁衡祁的译文是$T. >3'Z+,.90';;1+-';>! 1/00J

6.40'/=';;\6-0/.9 >\6-0/-+,.9& +. >3''.90';;

d/.4>c'! -+006.4\/=';(-/;3 /.9 ;]0/;3 /0+.4), 相

比而言更准确地表达了原诗地意象!选用的词也

比较符合英语的习惯用法" 从对一些物象的翻

译!如$落木!长江,等构成的意境准确地映射出

客观环境的凄凉之美和诗人本身的痛楚之美" 对

$萧萧, 2;\6-0/.9 >\6-03 和 $滚滚, 2(-/;3 /.9

;]0/;33这样的关键词也通过某些音节的拼写的

重复!来力求达到与原诗相同的形式" 而且作者

忠实了原文!表达出了诗人在长江沿岸!三峡沿岸

看见的$风!猿!鸟!落木!长江,等物象产生的凄

凉痛楚的感情"

"三$英译不等值#缺乏形象意义

三峡大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大坝,是原

语!9/Y是目的语!如果翻译成 >3'&/Y+1>3'

73-''R+-4';!汉语$大, 的形象意义缺失!即英译

不等值" 地名通名用$大,字作修饰词表达形象

意义的! 在国内外并不少见" 例如埃及的阿斯旺

高坝的英译为>3'O;\/. X643 &/Y" 所以三峡大

坝译成>3'?/.e6/R6/.>&/Y!或>3'R6/.>&/Y+1>

3'73-''R+-4';符合翻译的对等原则!也体现出

形象意义"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

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时",首句现代汉语译文是#$你问我回家的日期&

唉!回家的日期嘛!还没个准儿啊4,其羁旅之愁

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 第二句写了此时的

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巴蜀大地夜雨!淅淅

沥沥!涨满秋池!那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又跃然

纸上!那是何等的形象" 接着从这眼前景生发开

去!驰骋想象!另辟新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

翟理思译为#

d+, /;[ \3'. T)Y(+Y6.4# /0/;.+>H,;>8'>+

X+\>3'-/6. 1600'9 >3']++0;+. >3/>.643>\3'.

\'Y'>4

O3! \3'. ;3/00\''='-;.,11(/.90';/4/6.!

O.9 -'(/00>3'40/9 3+,-;+1>3/>'='.6.4+1

-/6.1

其中第二句就是误译!诗作者明明说的是现

在!是眼前!$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

来的!译者却翻译成了过去的情形>3/>.643>\3'.

\'Y'>" 另外!最后一句诗人想表达的是今夜的

苦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

而译者却简单地处理为夜雨给人快乐 40/9 3+,-;

+1>3/>'='.6.4+1-/6.!未能完全表达作者的那个

感情!即$共剪++,$却话++,!当前苦况所激

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 总的来说就是不够形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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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没有原诗的那种跃然纸上的感觉"

另外许渊冲译和陈君朴分别译为#

d+, /;[ Y'\3'. T(/. (+Y'Z/([! Z,>T9+.)>

[.+\&

73']++0;6. \';>'-. 3600;\6>3 /,>,Y. -/6. +)

'-10+\)

U3'. Z8+,-\6.9+\(/. \'>-6Y>3'\6([;/J

4/6.

O.9 >/0[ /Z+,>>36;'.90';;! 9-'/-8.643>+1

-/6.1

-K.

d+, /;['9 \3'. T) 9 -'>,-. 1-+Y;+,>3& +3! T

(/.)>;/8

D+\+. >36;/,>,Y. -/6.8.643>>3'\3'. >3'

]+.9 6;-6;6.4!

T.9''9 \3'. (/. T4+Z/([ >+.+->3 /.9 \6>3

8+, >+;>/8!

O.9 >-6YY6.4>3'(/.90'! -'(/00>+.643>);Y,J

>,/00+.46.41

-%.

在第二句的处理上陈君朴比许渊冲处理得更

合理一些!因为他传达出了具体的信息!那就是

D+\+. >36;/,>,Y. -/6.8.643>>3'\3'. >3']+.9 6;

-6;6.4!表明当前苦况是归期无准!淅淅沥沥的巴

山秋雨更添心境之郁闷%孤寂" 还有就是最后一

句的翻译上!许渊冲只是提到了诗人和爱妻见面

后要谈及>36;'.90';;! 9-'/-8.643>+1-/6.!未能传

达出他日相见后现在的苦 '.90';;! 9-'/-8.643>+1

-/6.也会成为相聚后的乐那层含义" 陈君朴的

-'(/00>+.643>);Y,>,/00+.46.4似乎更能表达诗人

在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盼望在将来重

聚的欢乐中追话今夜的一切的那种情感" 表达了

诗人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

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

三%结语

本文以三峡古诗英译中的常见亏损为例!说

明地名英译中地域性
!

象征性和文化性等特性处

理的困难" 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感受同诗

人和译者都存在差异!客观上具有难以解读中国

古诗文化意味的因素" 另外!由于古诗中的地名

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表达主观的情意

和心意!要将古诗中这些地名译成英语并非易事"

所以!运用翻译理论和原则加以指导是必不可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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