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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典型诗歌翻译理论及译例的分析
，

阐述了英诗汉译的一些基本原则
，

提出了英诗汉译
“

要充分发

挥汉语语言优势
”

的观点
，

即在
“

信
”

�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

力求做到
“

达
”

和
“

雅
” 。

要采用最好的汉

语表达方式
，

而不一定采用对等的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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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

译诗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的最大区别在于
，

诗歌在 英诗汉译之所以需要进行再创作
，

是因为英汉

音韵 �������
、

节奏 ��������和格式 ������等方面 �种诗歌在形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

而且英汉 �种语

有着较严格的要求
，

否则就不成其为诗歌
。

英语诗 言在词汇的词义
、

词序和搭配能力方面的差别也很

歌与汉语诗歌在韵律和格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 大
。

英语中某个单词的意义不可能在汉语中找到完

异
，

给英诗汉译带来许多困难和挑战
。

就欧洲语言 全对等的词语
，

因此若想使译诗与原诗完全
“

形似
”

�如英语和法语
，

英语和德 语�之 间的诗歌翻译而 几乎是不 可能 的
。

当代著名翻 译家王 佐 良教授

言
，

用形式对等的译文取得
“

形神兼备
”

的翻译效果 说
� “

虽然困难不少
，

我却仍然喜欢译诗
，

也许是因为

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

因为它们的文字 比较接近
。

然 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
’，〔“ 〕。 “

人们喜欢谈

而
，

就英 诗汉 译而言
，

最好的原文若变成
“

形式对 翻译中
‘

对等词
’

的重要
，

殊不知真正的对应词不仅

等
”

的译文
，

却往往只做到了
“

形似
”

而没有达到
“

神 应该包括情感力量
，

背景烘托
，

新鲜还是陈腐
，

时髦

似
”

的翻译效果
。

这是 因为英汉 �种语言差距较 还是古旧
，

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
，

引起的联想

大
，

各有优势
。

著名翻译家傅雷所说
� “

外文都是分 是雅还是俗等方面的
‘

对等
’ ，

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

析的
、

散文的
，

中文却是综合的
、

诗的
。

这 �个不同 是诗的翻译中还有 比词对词
、

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

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
” 。 “

两国文 的通篇的
‘

神似
’

问题
。

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
，

字词类的不同
，

句法构造的不同
，

文法与习惯的不 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
‘

技巧
’

的范畴而变为

同
，

修辞格律的不同
，

俗语的不同
，

即反映民族思想 一种艺术
’，
�’ �

。 “

译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
，

方式的不同
，

感觉深浅的不同
，

观点角度的不同
，

风 深入了解原诗�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
，

又要在 自己

俗传统信仰的不同
，

社会背景的不同
，

表现方法 的 的译文上有创新和探索的勇气�不仅在用词方面
，

还

不同
。 ” �’ 」因此

，

英诗汉译时仅仅追求形式上的一 有句子的排列组合
，

声韵的选择和调配等方面
，

甚至

致是远远不够的
，

要在
“

信
”

�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 全文的风格
，

都可以进行试验�
。 ” ���

进行再创作
，

充分发挥汉语的语言优势
，

力求做到 郭沫若先生一生中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作
，

而
“

达
”

和
“

雅
” 。

也就是说要采用最好的汉语表达方 且也翻译了许多英文诗歌
。

郭老译诗特别注重把

式
，

而不一定采用对等的译文
。

握原诗的气韵
，

竭力捕捉原作诗人的灵感
，

将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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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融注在 自己的笔端
，

进行思

想与艺术的再创造
。

此外
，

在译诗的形式方面
，

也

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

译法不拘一格
，

艺术效果显

著
。

比如在翻译苏格兰诗人 ������ ���� 的爱情

诗 � ���
，

��� ��
�� 中的第一个诗节 �����

����时
，

郭老就采用了
“

归化法
” ，

充分发挥汉语诗歌的
“

五

言
、

七言
”

优势
，

使译文韵律工整
，

诗味浓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译文 �
�

吾爱吾爱玫瑰红
，

六月初开韵晓风
。

吾爱吾爱如管弦
，

其声悠扬而玲珑�礴�
。

�郭沫若译�

译文 �
�

啊
，

我的爱人像是朵红红的蔷薇
，

在仲夏之月焕然初绽�

啊
，

我的爱人像是首甜美的旋律
，

在和谐之中轻盈流转�’气

�陈月美译�

彭斯的诗作语言淳朴
，

情真意切
。

郭老通过 自

身思维的过滤
，

落笔将原诗译成一首古雅的七言

诗
。

译文不拘原诗的形式和韵律
，

然而却忠实地传

达了原诗动人的情思和美丽的喻像
，

使原诗的内涵

和情感跃然纸上
，

充分体现了郭老特有的诗人气质

和风采
，

其手法之高超令人叹服
。

郭老将原诗第一

行中的
“ � ���

，
��� ���� ”

译为
“

玫瑰红
” ，

采用了减

词译法 �将第 �行 中的
“ ������

”

译 为
“

悠扬而玲

珑
” ，

则采用了增词译法
，

从而使译诗更符合传统汉

语诗歌的格式规范
。

在韵律方面
，

原诗为 �行诗
，

音步为 �步与 �步
，
�

、

�行押韵
。

译诗第 �行的尾词

为
“

红
” ，

第 �行 的尾 词为
“

风
” ，

第 �行 的尾 词为
“

珑
” ，

完全符合汉语七绝诗对韵脚的要求
。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
，

这样的译诗才更符合中国读者的理解

与接受心理
。

陈月美先生的译文显然是力求在形

式和韵律上都忠实于原诗
，

尽可能做到
“

神
、

形
”

皆

似
。

�篇译文各有所长
，

但相 比较而言
，

陈译在韵律

和诗味方面均不及郭译
。

诗歌翻译应以
“

行
”

为基本单位
，

并尽量保留原

来的标点
，

通常不能随意合并或分拆诗行
，

因为这

有利于保留原诗的韵味和风格
。

然而诗行数 目的

对等只能是
“

形似
”

的标志
，

并不意味着译诗达到了
“

神似
”
的标准

。

在翻译实践中
，

诗行的增减是允许

的
。

而且
，

由于英汉 �种语言在句法上的差异
，

诗

歌翻译时在词序上做一些调整也是可 以接受的
。

下面以美国诗人卫伯的 �行诗为例
，

看郭老在翻译

该诗时所做的艺术再创作
。

��凡�����
，
������

， ������� ���� ������
，

��� 垃������
�

—��� �����

译文 �
�

愈近黄昏
，

暗愈暗
，

静愈静
，

每刻每分
，

已入夜境�’�
。

�郭沫若译�

卫伯的原诗为 �行
，

郭老则不受原诗格式的束

缚
，

将其译为 �行
。

而且
，

原诗中
“ ���� ������

”

限

定的是
“

���
����

，
��
���

��， �������
� ，

郭老在译文中却

做了句法上的调整
，

让它限定
“

��� �����
” ，

这似乎

破坏了原诗的
“

形
” 。

但仔细分析却发现
，

郭老抓住

了原诗的气韵
，

运用简洁
、

生动
、

流畅的汉语
，

成功

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
。

郭老的译文则充分发挥了

汉语的优势
，

把
“

���
�����译为

“

愈近黄 昏
” ，

以此来

表达黄昏时分的天色
�把

“
������

，
�������

”

译为
“

暗

愈暗
” 、 “

静愈静
” ，

传达了原诗给人们带来的听觉和

视觉上的
“

意美
” �而末尾的

“

每刻每分
，
已人夜境

” ，

更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夜色在不知不觉中降临的

情景
。

可以说郭老的译文采用的是综合的
、

诗的文

字
，

称得上是
“

将原作化为我有
” ， “

得其精而忘其

粗
” ，

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典型译作
。

用许渊冲先

生的话来说
，

这是郭沫若
“

进行了思想与艺术的再

创造
” ，

是他对译诗做出的贡献
。

二
、

译诗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
、

音美
、

形美

鲁迅先生提出的
“

三美
”

观点对中国的译论有

过重大影响
。

他说
“

意美 以感心
，

一也 �音美以感

耳
，

二也 �形美 以感 目
，

三也
。 ” 〔 “ �当代著名翻译家

许渊冲把鲁迅的
“

三美
”

观点应用到诗歌翻译上来
，

提出
“

译诗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
、

音美
、

形美
”

的理论�“ �
。

根据许先生的观点
，

译诗 当然是
“

意
、

音
、

形
”

三美全面兼顾为好
。

但由于不同译者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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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标准的理解和定位各异
，

同一首英文诗歌其译文

却往往大不相同
。

译者重
“

意美
”
或重

“

形美
”

的反

差越大
，

译文的差异也就越悬殊
�

有时译者会把着

眼点集中于
“

三美
”

的某个侧面而忽视了其他
。

下

面试分析英 国剧作家 ����������� 的悲剧 �������

���������中如下 �个诗行的译文
�

����
�
����� ��� � ����� ������ ���

们����
面

� ���川��������
�

����
����

�

—�����������

译文 �
�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
，

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

�朱生豪译�

译文 �
�

没有故事能令人黯然伤神
，

像朱丽叶与罗密欧这样动人�“气

�梁实秋译�

从
“

信
”

的角度来分析朱先生的译文
，

有人可能

会认为它不
“

信
” ，

因为很难从中找出与原诗严格对

应的文字
。

而注重
“

神似
”

的译者却认为其忠实地传

达了原文的
“

意美
” ，

极为传神
，

因而是
“

信
”

的典范
。

从
“

达
”

和
“

雅
”

的角度分析
，

原作的 �个诗行都是 �音

步抑扬格
，

而且押的是尾韵 �译文每行为 �� 个字
，

不

仅工整对称
，

而且也是押尾韵
。

译诗忠实传达了原

诗的
“

音美和形美
” ，

所以既
“

达
”

又
“

雅
” 。

用周煦 良

教授的话说
， “ ……文学翻译

，

当然要讲究文笔
” 汇� 〕，

因此该译文当属上乘的翻译佳作
。

许渊冲先生在评

价朱译诗歌时曾说它具有超电脑水平
， “

电脑可以和

国际象棋大师比赛并且取得胜利
，

但是若和国际翻

译大师比赛译诗
，

那就只能甘拜下风
” 〔���

梁实秋先生的译文用词基本与原文对应
，

而且

�个诗行也是押尾韵
。

以
“

信
、

达
”

而论
，

可以说该译

文既
“

信
”

又
“

达
” ，

做到了
“

意美
”

和
“

音美
” 。

但若以
“

雅
”

而论
，

译文的第 �行为 �� 个字
，

第 �行却用了

�� 个字
，

没有达到
“

形美
”

的标准
，

而且在用词方面

也不及朱译优雅
。

因此可以说
，

还是朱先生的译文

更充分发挥了汉语的语言优势
。

三
、

译诗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

重神似不重形似
”

是人们在讨论诗歌翻译时

常说的一句话
。

最初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著名翻译

家傅雷
�

他说
， “
以效果而论

，

翻译应 当像临画一

样
，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 。 “

第一要求将原作

�连同思想
、

感情
、

气氛
、

情调等等�化为我有
，

方能

谈到移译
。 ” “
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括的那

些特点
，

必须像伯乐相马
，

要
‘

得其精而忘其粗
，

在

其内而忘其外
’ ”

川
。

王佐 良教授也说过
， “

此中的

体会
，

主要一点是译诗须像诗
。

也就是说
，

要忠实

传达原作的内容
、

意境
、

情调 �格律要大致如原诗

�押韵的也押韵
，

自由诗也作 自由诗�
，

但又不必追

求每行字数的一律……
。

更要紧的
，

是这一切须结

合诗的整体来考虑
，

亦即首先要揣摸出整首诗的精

神
、

情调
、

风格
，

然后才确定细节的处理
·

……���
。

也许是因为神似和形似各有利弊
，

或者传神论

可能受到非议
，

或者追求完美是人类的本性
，

更多

的译者力求
“

神似
”

与
“

形似
”

的完美结合和统一
。

毋庸置疑
，

这是理想的翻译标准
，

反映了译者
、

读者

乃至原诗作者的心愿
，

许多译者也为此付出了艰辛

的劳动
。

下面请看 �位名家对 ������ 名篇 ��
� ��

��� ������
��第 �部分中第 �个诗节的翻译

�

��� ���� �七������
，
山以】 ������ �����������

’ �

�����
，

��
��月汾。 �� ����� ������ �������� ��� ������

����
，

��� ������
，
���� ���

��� ���� �� ��������
�

�����������
�

—�������

译文 �
�

狂荡的西风哟
，

你这晚秋的精灵
，

你飘扬而起无形中驱尽残叶
，

犹如精魂飞遁远离法师长吟汇’�
��

�傅勇林译�

译文 �
�

哦
，

犷野的西风
，

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
，

万木萧疏
，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
，

蔫黄
，

魁黑�‘。��

�江枫译�

雪莱的《西风颂》是从内容到形式
、

从气势到格

律都已结合成完美整体的一株艺术奇葩
，

历来被看

作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瑰宝
。

全诗以奔放飘逸的

文笔
、

雄浑磅礴的气势
、

瑰丽奇特的想像描绘了西

风这一横扫大地
、

席卷长空
、

震撼海洋的
“

毁坏者
”

兼
“

保存者
”

的形象
，

歌颂了即将爆发的革命风暴
，

抒发了作者反抗黑暗
、

向往光明的革命激情
�

原诗

为 �行连环体���二� �����
，

第 �节包括 �个抑扬格

�音 步 ������� 拌�公�������诗 行
，

韵 式 ������

�������为 ��� ，

即 �
、

�行同韵
。

句式严谨整齐
，

节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年

奏高低有致
。

根据汉语 �� 韵来衡量
，
�种译文和原

诗韵律基本一致
，

表现出了原诗节奏的激情与气

势
。

从形式上看江译更贴近原诗
�

诗行较为整齐
，

字数大致相等
，

抑扬顿挫缓疾适中
�

而且用词也庄

重典雅
，

语体意义同整体风格谐调
，

尤其用
“

蔫黄
、

魁黑
” ，

给人以色彩鲜明的感觉
�

不过用
“

秋之实体

的气息
”

来表现西风劲吹的情景不免缺乏动态感
，

而且
“

实体
”

指代什么也不够明确
。

傅译虽然在形

式上略有变动
，

但却用准确的汉语传达了原作的思

想
、

激情和气势
，

并且在汉语允许的范围内移植了

原诗的格律
，

以汉语的 �音组来体现原诗的抑扬格

�音步
�

对照原作看译文
，

不能不称道译者的苦苦

匠心
。

译者对诗的形
、

意及格律的处理堪称楷模
�

然而
，

这只是神似与形似兼顾的译文
，

并不是

神形皆似而且将二者完美结合的译文
。

译者或许

也只能就此止步
，

因为英语诗歌就是英语诗歌
，

汉

语诗歌就是汉语诗歌
，

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

等
�

以诗韵为例
，

英语诗歌的声音单位是音节而不

是词
，

原作每个诗行有 �� 个音节
，

而译文中的元音

却有 �� 个
，

这本身已无对等的可能
。

倘若追求完

全的对等
，

译出的东西或许就不能再称为诗
。

许渊

冲先生一语道破了翻译的真谛
� “

只译词而没有译

意
，

那只是
‘

形似
’ �
�� �� � �如果译了意

，

那可以

说是
‘

意似
’ ��十卜 � �如果不但译出了言内之意

，

还译出了言外之味
，

那就是
‘

神似
’ �
��卜 �

。 ” �‘ �

一首英语诗歌
，

可能在译诗中死去
，

也可能在

译诗中再生
。

有人以为诗歌翻译只需把原诗逐字

逐句翻译出来
，

而且也照原样分行写出就行了
�

采

用这样的方法译诗
，

即使译得很精确
，

也只是译字

译文而已
。

译诗的神似是
“

再生
”

的生命线
，

因此愈

神似愈好
。

形似固然也很重要
，

但与神似相 比只能

处于第 �位
�

只要译文不背离原诗
，

增词并非
“
多

译
” ，

减词并非
“

漏译
” ，

换词并非
“

错译
” �

注重神似

的译文不受原诗形式的束缚
，

在形式和韵律方面有

时难免会有所失
，

但由于忠实地传达了原诗的内涵

与意境
，

因而就保留了原诗的精髓
�

译者的使命就

是将原诗的风采
、

原诗的美再现于另一种语言
。

译

诗若能采用与原诗相近或相似的形式保持原诗的

韵味
，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
。

但如果受原诗的束

缚
，

只保持了原诗的躯壳而丢掉了灵魂
，

那就是得

不偿失
�

基于这一粗浅认识
，

笔者试将莎士 比亚 �� 行

诗��������第 �� 首译出
，

以此作为一种 自我鞭策的

译诗实践
，

所附的另一篇译文为屠岸先生所译
�

��������������� ���
� �� � �

����
�，� ����

�卜。 � ��� ���� ������ ��� ���� �������忱�

��
��� ����� ��

�����

��� �州��� ���� ��

���，

�习� ���” 刀��， � ����� ���� ������ �
���� � �����

��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 �� �� ���叨�

’ � ���飞��� �

�
山�颐
�

，
��

��� ���
������ �切������ �

�����������

�心� ����

��� �����

�����，

认小�� ��

��
��������

���������
� ���� ��

’ �仁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代����
�

�� ���� ��� ���

��飞 ����� 面�，

��� 面� ����� ���� �� 山������

��
一﹄�

—��������瞬

译文 �
�

我可将君比夏天�

夏天莫若君温婉
，

狂风摇落五月奋
，

宜人辰光亦太短
�

时有烈日似火焰
，

更有阴云遮天暗
，

尤物佳美终凋残
，

岁月机缘折美艳
。

唯君犹如恒久夏
，

美丽姿容永不减
，

死神幽影无奈君
，

君人我诗岁岁春
�

只要人间识文采
，

我诗长存君长在
�

�孟庆升译�

译文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 日�

你可是更加可爱
，

更加温婉 �

狂风会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

夏季租出的 日子又未免太短暂�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

它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

每一样美呀
，

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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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哪踢
，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
�

只要人类在呼吸
，

眼睛看得见
，

我这诗就活着
，

使你的生命绵延�‘ ’
��

�屠岸译�

这是一首歌颂青春美貌的不朽诗篇
。

诗人深

信友人的美是永恒的
，

能够流芳百世
，

因为友人的

美已经记载在他的诗歌里
，

而他的诗歌会代代相传

—
“

只要人间识文采
，

我诗长存君长在
。 ”

也许
，

诗

歌译者亦可借用莎翁的警句性结语 ��扭��
�

���。

������自勉
�

�� ���� �� ��
� ��� ������

� �� ���� ��� ���

�� ���� ����� �比�
，

��� 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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