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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

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

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

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

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关键词#!诗经"&!关雎"&英译本&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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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产生于周武

王至周敬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
!!

世纪到公元前
/

世纪左右&这中间有漫漫六百年的光景%能流传后

代%可谓是风雅而细心的祖先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

贵的文学财富&#诗经$的体裁分为'风()'雅()

'颂(%其中的'风(%就是各地方)各区域的民间歌谣&

'十五国风(%就是指采集于中原十五国的民间歌谣&

这些诗篇体裁)用韵大体一致%显然是经过先秦儒

家的精心打磨和润色的&广泛采集于民间%精心修

缮于儒林%#诗经$自当无愧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

稀世珍宝&为把中华文化中这一绮丽的瑰宝译介

国外%不少译家持之以恒地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艰

辛劳动*

!

+

&阅读各种译本%笔者认为%北大教授许渊

冲和英国学者
2345

6

,韦利-的译本%有许多可取之

处%值得深入推敲研学&

!!

一$作品释解的多重性要求译者去伪存
真%把握其精神实质

!!

自汉以后%#诗经$即被儒家尊为经典而被深

入研究%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诗

人不曾受过#诗经$的影响&历代关于#诗经$的注

疏也汗牛充栋%注家如王夫之)顾亭林)陈启源)姚

际恒诸人%对#诗经$的名物)训诂都作出过卓越的

贡献%其解释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对于学

术研究无疑是件大好事%但这种'见仁见智(的不

同见解%对翻译工作者来说%却不是一件值得兴奋

的事&译者只有综合分析研究)推敲琢磨古代学

者的这些释解%对原著的主题思想才可能得到比

较正确的把握%从而生产出较为准确的译品&

#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之作%声)情)文)义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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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佳%其艺术风姿丰盈拔萃%足为'国风(之始%三百

篇之冠%前人曾谓#关雎$在艺术上有'七胜(!格局

之胜)运笔之胜)文法之胜)字法之胜)造词之胜)

用韵之胜和音节之胜&全诗富于想象%感情真挚

动人%句式整齐短促%节奏和谐明快%适合音乐演

奏的需要而反复回旋&诗中又多用叠韵双声连绵

字%极大地增强了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

的生动性&原文不是太长%现辑录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筽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先看题目&题目是纲%把握准确%有引人入胜

之功效&此题目许渊冲教授译为'

277(*

8

3*9

2599(*

8

(%这种提纲挈领)另起炉灶的做派%与他

意译全诗的风格很相一致&

277(*

8

和
2599(*

8

两个字不但有相同的头韵%琅琅上口%且句型排列

对称%形式上很适合诗歌的题目&但是%笔者研读

再三%总觉得译意距原意稍远了些%一眼望去%读

者可能一下子都反应不出这就是居中国#诗经$之

首篇的#关雎$&翻译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它的

题目最好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原作品%否则%随意演

绎%那作品就不是'译作(而是'创作(了&如果作

为中国学者都很难搞清楚翻译的内容%那研究时

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而外国读者更会懵

懵懂懂)不得要领%译者所作的努力恐怕就事倍功

半了&翻译毕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个'镣

铐(就是原作者的本意&因此%对于作品的题目%

笔者更趋向于直译&'关(者%鸟之叫声也%关雎即

关关叫的鸟%说白了就是呱呱鸣叫的鸟%想来%推

而进之亦可译为'求偶鸟(%甚至叫'春(之鸟&正

如唐颜师古 #匡谬正俗.关雎$所说!'/关关0%和

声1#诗序$总撮句内二字以为篇名耳%不得即呼雎

鸠为关雎也&(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译为
:77(*

8

;)

<

=5

6

)

,

>?=@4597A5)

-是不是更好些呢2 有译者

将其译为
1B?

'

(?:77(*

8

*

.

+

%贴切原文%简洁明了%

但译文用汉语拼音
B?

'

(?

代替
;)

<

=5

6

)

或者
>?=,

@4597A5)

%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这种译法充其量

只能给爱好译事的中国学者阅读%而外国人显然

无法知道这
B?

'

(?

是何鸟&另外%用单数
1B?

'

(?

%

应该是刘国善先生最大的失误%稍许推敲一下%也

能断定此洲上'呱呱叫(的不止一只雎鸠&记得圣

人孔子在鉴赏#诗经$时曾经夸张而传神地讲过!

'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语见#论语$-

*

$

+一个

'乱(字%一个'盈(字%把'关关(的喧闹之音%淋漓

酣畅地表达了出来%可谓是'关雎(的传神写照&

第一章第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据说这

雎鸠鸟%雌雄相从而不乱偶%诗之首章以关雎起兴

是有深意的&雎鸠%朱熹#诗集传$,以下简称#集

传$-有云!'状类凫鹭%今江)淮间有之&生有定偶

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许先生将其译为

'斑鸠(%而斑鸠习性又是成对成双的%用于民间情

歌确实更加合适&但许先生批评
2345

6

不该把

'雎鸠(译为'鱼鹰(%理由是%鱼鹰是食鱼的%应用

于情歌不妥&这儿%许先生的担忧有些多余了&

其实%许多训诂考证的学者都认为'斑鸠(就是

'鹗(%如#尔雅.释鸟$郭璞注!'雕类%今江东呼之

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而'鹗(就是后人称之

为鱼鹰的大鸟&

2345

6

根据前人注释%忠实地将

其译为'鱼鹰(%并无不妥之处%#诗经$原作者也只

取成双成对之意%和鱼鹰每天的食谱没有关系%因

而%许先生的批评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

2345

6

先生在译'关关(时%把这两个字译成'

C3(=

%

C3(=

(%

似乎太过拟人化了&除了在童话里%恐怕再聪明

的鱼鹰也叫不出'

C3(=

%

C3(=

(这样的声音来&许渊

冲译为'咕咕叫(%而'咕咕(正是斑鸠的叫声&况

且%

D77

这个词还有',柔情地-低语(的意思%放在

这儿%自有其情境的对应%从'氛围(的一脉相承方

面来考察%许先生的译文确有过人之处&

此章的第二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全诗

的关键%也是全诗最让译者伤脑筋的地方&'窈

窕(如何译2 '淑女(如何译2 '君子(又如何译2

一堆争论不休的话题&先说'窈窕(&王逸注#九

歌.山鬼$注'子慕予兮善窈窕(时说!'窈窕%好

貌&(,王逸注!#楚辞$%,清-大一统图书局发行-笔

者认为%这个解释已经到位了%不需要深挖它所谓

的内在含义&扬雄#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

窈%美状为窕&(形容相貌美好%兼指内心温良等

等%这样的训诂有些过了%似无必要&蓝菊荪在其

#诗经国风今译$中干脆认为'窈窕音苗条(

*

E

+

%强

调的自然还是余冠英老先生翻译的'好姑娘苗苗

条条(

*

/

+那样的外在美%与'心灵美(无涉%不必太

过拔高古人的思想境界&大凡找'女朋友(%大多

数的一见钟情%皆是因身材匀美可人)面容娇丽逼

人也%至于对'心灵(的考察%那是相识以后相处期

间的事&本诗描写的是一个未婚小伙子乍看到一

个美丽姑娘蠢蠢的心理活动%谈不上追究'心灵深

$$!



处的东西(&因此%这儿的翻译%不必想得'高)大)

全(&有些译者加上'勤劳(等诗歌以外的东西%显

然属于'超码翻译(&'窈窕(二字%

2345

6

先生给

出的译文是
F7A54

6

%译意肤浅而笼统%不能概括

'窈窕(所蕴含的意义&这里%原诗显然着眼于女

士的漂亮%而不是可爱%不漂亮而可爱或漂亮而不

可爱的女人大有人在%两者是不可以划等号的&

许渊冲先生把'窈窕(译为
C3(=

%算是基本上把握了

诗的本意&

那么%'窈窕淑女(中的'淑女(又怎么解呢2

笔者以为%'淑女(指的就是端庄而漂亮的女子&

朱熹#集传$曰!'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许渊

冲先生曾责疑
2345

6

%把'淑女(说成是贵族女士

,

@G()*7H45439

6

-是不符合实际的%责问贵族会亲

自到河边来采集荇菜么2 以此许先生得出结论%

他译为平民女是其'远远胜过(

2345

6

译文的其中

之一处&笔者认为%许先生有些刚愎自用了%至少

是没有深入考证古人的有关文献&关于此诗的本

义%古今学者口水官司不断%至今尚无定谳&学者

蓝菊荪在其专著#诗经国风今译$中认为!'这是歌

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歌&(

*

E

+他认

为%贵族女子自然可以称为'淑女(%但农村中勤劳

的姑娘又何尝不可以称为'淑女(呢2 而齐鲁书社

出版的#诗经新注$却明确表示%诗歌是描述'贵族

青年的恋歌(

*

&

+

&著名文学家余冠英在注释时干

脆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诗人唱的是!河边一个

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

之(的苗条形象使他寤寐不忘%他整天地想!要是

能热热闹闹地娶她回家做老婆%那该多好*

/

+

3 这

些都是新中国专家在强化'阶级(的环境下所得出

的扭转乾坤的训诂结论&自汉)宋以来%多数学者

认为'君子(指周文王%'淑女(指文王的妻子太姒%

诗的主题是歌颂'后妃之德(&如#毛序$!'#关

雎$%后妃之德也&(朱熹#集传$!'周之文王%生有

盛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

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因此%依笔

者所言%这位'淑女(%说她是'小家碧玉(讲得通%

说她是'大家闺秀(亦说得过去%甚至定她为王妃%

也不好轻易否定&难道'大户人家(的闺女%就不

能浪漫一把%乘条小船%到小河之中雎鸠之间采集

时令小菜吗2 总之%诗中的'淑女(%许先生采'农

家小妹(说%

2345

6

采'贵族靓女(说%见仁见智%自

强求不得&

再说'君子(&'贵族说(代表余冠英先生认

为%#诗经$中的'君子(%系贵族的通称%并不是表

示德行%和现代用法有所区别*

+

+

&他们认为%诗经

时代,西周)春秋时期-%'君子(%当时只用来称呼

贵族男子%这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古

籍中有足够的证据&既然 '君子()'淑女(为贵族

青年男女的通称%'钟鼓()'琴瑟(又为贵族所专

有%那么%这对青年男女当系贵族无疑&因此%学

者李长之先生解为系'贺婚歌(虽未指明这首诗的

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但大致肯定非劳动人民*

-

+

&

陈子展先生也认为是'歌颂社会上层男女恋爱成

功的诗歌(

*

%

+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一文中将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译为'漂亮的好小姐

呵%是少爷的好一对儿(&显然%他们都认为%此处

的'君子(指的是'有头有脸(的'有钱人(&'劳动

人民说(代表蓝菊荪对这种论点大摇其头&他说%

#诗经$虽有所谓起兴的说法%但细味诗中提到'雎

鸩()'河()'洲()'荇菜(等%当系实指%诗歌是歌颂

劳动人民的&他承认%'君子(一词在#诗经$中一

般确实是贵族的通称%但用作劳动人民敬称的%不

是没有%如#君子于役$中的'君子(%就是指那个出

门当兵的男人444农村种地的男人&因此%本诗

篇中的'君子(作为普通男子的尊称%完全可以指

那些干活的能手或纯朴的青年&如果把'淑女(作

为农村勤俭的姑娘去理解%纯朴的青年和勤俭的

姑娘结合%正是广大人民的理想和期望%他们为他

俩的幸福生活祝福%为他俩的结合礼赞%那么%这

篇诗歌的主题就不是'歌颂上层社会男女恋爱成

功的诗歌(%相反地%倒是歌颂下层社会男女恋爱

成功的诗歌了&

既然说法天渊有别%看法大相径庭%那么%这

儿的'君子()'淑女(%

2345

6

先生分别译为
G()*7,

H45439

6

,贵族女士-和
7?=47=9

,主人-%趋向于'贵

族(说%许渊冲译为
C3(=I3(95*

和
3

6

7?*

8

I3*

%模

糊身份%趋向于'平民(说%都有他们的道理%都是

有案可稽的&许先生否定韦氏将'淑女(译为
*7,

H45439

6

%'君子(译为
7?=47=9

%当然没有足够的理

由%这只是理解的不同而已&

2345

6

先生所译诗

句
F7A54

6

()@G()*7H45439

6

%"

J(@H=(95C7=7?=

47=9#

译诗内容紧扣原文%显示了文学译作的基本

准则'忠实(%或几道先生的'信(追求&译回头就

是!高贵的女士是那么可爱%真是公子的好一对

啊&而许先生的译诗!

1

8

779

6

7?*

8

I3*()K77,

(*

8

%"

1C3(=I3(95*G547A5)#

再译回头%就是'一

个俊小伙子在害相思%他爱着一位漂亮的女士(%

E$!



采取了稍稍游离于原文之外的意译%风格各异%殊

途同归&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这是诗的第二章&以荇菜左右流动之无方喻淑女

之难求%以至于夜不成寐&荇菜%一种水生植物%形

似莼菜%可作食物&流%'撂(之借字%择取的意思&

#尔雅.释诂$!'流%择也&(又#释言$!'流%求也&(

这儿%韦先生对原诗作了较大的'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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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G5)

8

=7K)@G5K3@5=I34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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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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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6

K3)@G()*7H45439

6

1"

O3

6

3*9

*(

8

G@G5)7?

8

G@G5=#

说这位'美眉(腼腆害羞躲着人

儿%情哥哥寻她个朝朝暮暮儿&韦先生在此按照自

己的理解增加了个
NG

6

%似乎陷入了'衍译(的窠臼&

其实%有时为了译文的前后逻辑推理%适当增字也

是允许的&这儿许先生倒是一反常态%给出了一个

非常忠实于原文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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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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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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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都是可供圈

点的佳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

侧&(第三章强化求之不得而梦寐以求)寝食不安

之状&思服%思念之意&悠哉%乃思念绵长的意

思&王先谦#集疏$!'悠哉悠哉%犹悠悠也&二

/哉0字增文以成句&(辗转反侧%翻来覆去%不能安

眠%极言情爱的力量让人神情恍惚&韦先生将'求

之不得%寤寐思服(译为'

N7?

8

G@G5=3*9D7?49*7@

8

5@G5=

1"

O3

6

3*9*(

8

G@G5

8

=(5A59#

(,寻觅她而得

不到她呀%整日悲痛心伤-%从内容上看基本上达

到了原诗的意境&而下一句'悠哉悠哉%辗转反

侧(%韦先生将其演绎为'

F7*

8

@G7?

8

G@)

%

7G

%

47*

8

?*G3

<<6

@G7?

8

G@)

%"

P7K7*G()H3DM

%

*7K@7)),

(*

8

7*@7G())(95#

(大概意思也是不错的!无尽的

思念%哦3 无尽而痛苦的思念%小伙子'一会儿仰

着%一会儿侧着(%睡不着觉&准确是诗译的基本

要求%但要译出质量上乘的诗歌%就不是仅仅停留

在语言的对译上&笔者认为%韦利先生在这句中

无端地加上'哦(%有些落入俗套%把一句古雅的诗

歌译成了现代散文诗风格&诚然%诗歌要以语言

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而不是动辄加上'哦%啊(之

类的叹词来人为推动情感的高潮的&另外%将'辗

转反侧(译为'

P7K7*G()H3DM

%

*7K@7))(*

8

7*

@7G())(95

(%不但嗦%而且也实在通俗了点%这简

直就是原诗'辗转反侧(的注释&这儿%许先生的

译句却干净利落!

0()

6

5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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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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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D3**7@C3443)455

<

#

"

05@7))5)344*(

8

G@47*

8

%"

N7955

<

(*47A5

%

)7955

<

3 此句中%

6

53=*(*

8

表示

思念)思慕%

@7))

表示翻来覆去%整句就是!他的思

念如此强烈啊%以致他难以入眠1他整夜地辗转反

侧啊%爱她是那样的浓烈3 译诗的效果已经完全

可以和原诗媲美&许渊冲先生翻译#诗经$%时间

上自然比韦利先生晚了几许%但在承先的基础上

跨进一步%实在是合理的可喜现象&

诗之第四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

女%琴瑟友之&写思淑女不得%想象中与淑女欢聚

的情景&此章中的'友(%#广雅.释诂$释为!'亲

也&(#毛传$!'宜以琴瑟友乐之&(#孔疏$!'思念此

女%若来则琴瑟友而乐之&(韦利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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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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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

满河的水芙蓉啊%应该采收回来%我弹起奇特琴

啊%却挑不起我爱人的眼皮&小伙子真是抓耳挠

腮却无可奈何&韦先生的译文整篇连起来%真是

一段很感人的爱情故事&不过笔者怀疑这'

K3@5=

I3447K

(可能有点偏差%韦先生在'荇菜(处都换上

了这'

K3@5=I3447K

(%不知有否出处%笔者将其译

为'水芙蓉(不知对否&许先生将因果关系颠倒了

一下%译为!

P7K

8

3@G5=45C@3*9=(

8

G@

%"

>G5D=5))5)

)K55@3*9@5*95=#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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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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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J7=

@G5H=(95)K55@3*9)45*95=#

诗琴啊%请奏起欢快的

曲子吧%因为新娘儿甜美又苗条&新郎的得意之情

跃然眼前&两位译者对这一章都作了严肃而浪漫

的演绎%避免了英语语言所忌讳的重复&

诗的最后一章!'参差荇菜%左右筽之&窈窕

淑女%钟鼓乐之(%写想象中娶回淑女后的情景&

筽者%择取也%与采同义&乐%此处用作动词%意指

使淑女快乐&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考证!

乐%古读'劳(音%故与'筽(韵&在这一章里%问题

主要出在'钟鼓(上&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两种

乐器名&还有的学者认为%此处的'钟鼓(应该是

'鼓钟(%#韩诗外传$卷五引诗作'鼓钟(&徐墩注

云!'鼓钟%谓击钟也&(由于理解的不同%翻译当然

也就荦荦不止一端&韦先生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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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直

译自然不能算错%但说婚后每天锣鼓喧天地来愉

悦小姐%恐怕实在不能让小姐心情舒畅&笔者以

/$!



为%此处的'钟鼓乐之(%不是'击钟(也不是'敲

鼓(%而是一种以局部代整体的语法手段%其实就

是求爱的'君子(,自然是大户人家-允诺要以歌舞

笙箫 乐 之%让 她 快 乐 终 身&再 看 许 译!

J53)@

C=(5*9)3@45C@3*9=(

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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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D77M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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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44)3*99=?I)

%

954(

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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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H=(95)7

)K55@3*9)45*95=

3 许先生也直译'敲锣打鼓(%有

表面化之嫌矣&另外%许先生把荇菜当作爽口菜

热情洋溢地端上了婚桌,#诗经$里并没有点明荇

菜的用途-%抑或是为了押韵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

之译2 那就得不偿失了&

!!

二$把握语篇$注重诗歌翻译的形式美
是成功翻译的重要工序

!!

翻译难%翻译诗歌更难%翻译格律诗是难上加

难&成方吾先生曾说!'本来诗是最容易误译的东

西&稍不注意%就会差别与原诗相反&(译诗除了要

求能表达原著的思想内容外%还得保存原著的风

格%也即是说要从诗的角度上推敲%只有这样%才能

很好地表达原诗的思想内容%从而发生共鸣%感染

读者&翻译#诗经$这样的先秦文学作品%除要求简

明扼要外%还得结合全文加以分析%不能孤立地作

逐字逐句的演释&译者除了要研究诗歌产生的时

代背景)意识形态%辩正文字%反复推敲原文%足够掌

握原文的精神实质)思想内容力求达到原作的再现

外%还须把握诗的形式%保存原作的风格&

'所谓风格%无非通过作品所显示的一种格

调)气派&正如任何人由于他的思想感情%生活经

验)教养)阶级的不同而形成其特殊风度的不同那

样%艺术%也因为主题的特殊性与表现方法的特殊

性而形成各种不同的风格&(

*

!"

+内容与形式是血肉

相联的有机体%内容和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必然是

统一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没有的%但不注重形式

的翻译更不可能是好的翻译&一句话%翻译需要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是%译诗

不可陷入单纯地为形式而形式)为技巧而技巧的

怪圈%而是为了更完美地表达内容来追求形式%这

才是诗译的要义&为了更完美地表达原文内容%

译诗时必得从诗的角度再三琢磨%讲究艺术技巧&

在这一点上%许渊冲的译诗在形式的把握上要更

胜一筹&#关雎$言简义丰)句型短促%这是本诗的

风格%译家在翻译时%自然要照顾到这一点&许先

生的译诗与原诗的特点吻合%译品亦斩截了当%毫

无拖泥带水的面面俱到&再比如%原诗重押韵%许

教授在这一点上尤为重视%且做得较好%一三五)

二四六句都做到了押韵%让人读起来抑扬顿挫%给

人以美的享受&笔者曾经看过许渊冲教授翻译的

另一个版本%虽然也注意到每句押韵的问题%但总

有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的感觉&这儿%不妨抄来一

段请读者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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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押
C3(=

的尾韵%许先生

竟然从
<

3(=

处另起一行%给人一种'雕琢)牵强)生

硬(的感觉%尤其是第二)第四句%为了押韵%竟然

用的是同一个词%犯了同一首诗歌应少用重复字

眼的大忌,为避字词重复出场%莎士比亚运用了一

万六七千词汇%拜伦和雪莱也各有八九千-%显然

没有二次翻译的'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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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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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现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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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

处修正!一是将
D=5))5)

改成了复数1另一处是删

去了
8

779

%在
C3(=

前增加了一个
)7

%这个改法很

好&一般说来%两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位置自

然应该一致起来%加上了这个
)7

%形容词短语作定

语更加清晰化%因而译诗不仅更为地道%而且又兼

顾了韵脚&况且%

8

779

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形容词%

不能给人留下具体的影像%删去反而清爽&这无

疑就是语篇把握出来的效果了&一名译家如若没

有许先生般对事业如此执着追求%沉湎其中%行吟

推敲的精神%恐怕永无这种卓越的成果与境界&

当然%我们在重视语篇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免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闻一多曾经说过%

翻译的程序即是有两种确切的步骤!第一是了解

原文的意义%第二便是将这意义形之于意向文字&

第一个步骤是件机械工作%第二个步骤才是真正

的艺术了&因此%对翻译工作者来说%首先要从语

篇出发%吃透原作的精神%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原作

的中心思想&但是%我们强调弄通弄懂弄透原作

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反对译家陷入过分繁琐的考

证之中%反对那种考证上的玄学之举&他说!'关

关(两句表示时令%夏历二月春分季节%鸟兽开始

交配%荇菜开始发芽%入夏才浮出水面1'左右流

之(是说明荇菜在水上或左或右浮动的样子1'左

&$!



右采之(是说明了夏秋之间长大可采了%比兴男女

双方的恋爱已经达到成熟阶段1'琴瑟友之(说明

还举行过订婚仪式1'左右筽之(说明结婚的季节%

是在秋冬农事闲暇%荇菜成熟之后%人们煮熟来

吃%在婚礼上招待客人&总而言之%#关雎$歌唱了

新婚夫妇在一年内由相识)求爱)热恋)订婚到结

婚的全过程&笔者认为%这就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了%恐怕就连原作诗人自己也没想到把荇菜煮熟%

拿到婚礼上去招待贺喜的客人&训诂是翻译古代

作品必要的工序%但过犹不及%往往会适得其反&

!!

三$并非多余的话

百余年来%出于弘扬中国文化的旨意%中外译

者翻译了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等大量中国文化经典%为把中国的璀璨

文化推出国门)向世界介绍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

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诗歌的翻译%这些

译者在深谙格律诗词英译的艰辛时%仍勇敢地接

受这一挑战%表现了这些译家'明知山有虎大王%

偏向猛虎山上行(的巨大勇气&美国
."

世纪著名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S7H5=@J=7)@

-曾断言诗

歌不可译%他曾绝望地给诗歌翻译作了毫无生路

的结论!'

T75@=

6

()KG3@

8

5@)47)@(*@=3*)43@(7*#

(

说诗歌一经翻译便完全丧失了诗意%这未免有点

危言耸听)夸大其辞了&许多译家经过大量的探

索和研究%不但认为诗歌可译%而且可以译得像模

像样&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

博士在评论许渊冲的翻译时说!'把中国悠久历史

上的许多名诗译成英文%译出的诗句富有韵律美

和节奏美&(根据这个评价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得

出另外一种结论!诗是可以翻译的%只有一个译得

好不好)到位不到位的问题&关于译诗如何翻译%

如何才能翻译得好%历来译家也有不同主张&苏

曼殊大师主张以诗译诗%叶维廉先生主张也可以

散文译诗1吕叔湘认为译诗应以'达意为本%赋形

次之(%不要过分强求形式1许渊冲先生主张原诗

既然押韵%译诗也要押韵%并提出'三美(理论%强

调译诗要体现格律%'声趁流波)情遂律动(&总

之%如何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

的课题&

参考文献#

)

!

*

!

曹克煜
#

诗歌译者地位的阐释学浅析+++介评诗经

!关雎"五个英译版本)

B

*

#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

.""%

'

&

(,

//,/+#

)

.

*

!

刘国善#王治江#徐树娟
#

历代诗词曲英译赏析)

U

*

#

北京,外文出版社#

.""%

,

-#

)

$

*

!

佛雏
#

王国维诗学研究)

U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E

*

!

蓝菊荪
#

诗经国风今译)

U

*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

&E#

)

/

*

!

余冠英
#

诗经选译)

U

*

#

第
+

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

!%&.

,

!#

)

&

*

!

聂石樵
#

诗经新注)

U

*

#

三桂#李山#注释
#

山东,齐鲁

书社#

!%%/

,

+#

)

+

*

!

余冠英
#

关于诗经-伐檀.篇和乐府-孔雀东南飞.的

一些问题)

B

*

#

文艺学习#

!%//

'

+

(

#

)

-

*

!

李长之
#

中国文学史稿)

U

*

#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

!%/E

,

.&#

)

%

*

!

陈子展
#

诗经直解)

U

*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

.#

)

!"

*

!

王朝闻
#

新艺术创作论)

U

*

#

上海,新华书店#

!%/"

,

."&#

C&7/5;+%&6,%72)&)-

-

C6

E

+5

8

6.))2&

0

.

2&

-

9)57+

8

.

2VW(*

'

!"#$%&

'

(

)

!(*+,

-

./".

-

$"

-

+0

#

1$",

'

,.2.0&,&$&+(

)

3+#4.(%+

-'

#

1$","...$""$

#

54,."

(

FG67+%<7

,-

T75@=

6

.#

@G5

8

47=(7?)H5

8

(**(*

8

(*:G(*5)54(@5=3@?=5

#

3*934)7@G3@7C7?=D7?*@=

6

/

)=534()@(D4(@5=3@?=5

#

KG(DG@3M5)@G54

6

=(D

<

75@=

6

3)3I3(*)@=53I

#

?@(4(Q(*

8

@G53=@()@(DI53*)7CJ?

#

R(3*9W(*

8

#

G3)3A5=

6

G(

8

G3=@(),

@(D3DG(5A5I5*@

#

(@G3)G393

<

=7C7?*9(*C4?5*D5@7@G543@5=:G(*5)54(@5=3@?=5#

-

;)

<

=5

6

)D77(*

8

.#

@G5=3=54(@5=3=

6

D?=(7)(@

6

#

()@G5=5

<

=5)5*@3@(A5K7=M(*@G5

-

T75@=

6

.

#N7I3*

6

@=3*)43@7=))

<

3=5*75CC7=@@7

<

?@@G5I(*@7C7=5(

8

*

43*

88

?3

8

5)

#

<

=7I7@(*

8

(@@7@G5K7=49#U=#W?X?3*DG7*

8

3*9U=#2345

6

3=5@K7I7)@7?@)@3*9(*

8

@=3*)43@7=)

7C

-

T75@=

6

.

#1*34

6

Q(*

8

@G5(=K7=MK(44)?=54

6

97

8

=53@H5*5C(@@7?*95=)@3*9(*

8

@G5I3)@5=

<

(5D5

#

=534(Q(*

8

@G5G(9,

95*I53*(*

8

#

3*9)?II3=(Q(*

8

@G55Y

<

5=(5*D53*9I5@G79(*@=3*)43@(7*

H5

8

I)+:6

,

T75@=

6

&

;)

<

=5

6

):77(*

8

&

Z*

8

4()G@=3*)43@(7*

&

35)@G5@(D)

'编辑,蔡秀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