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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水文化在江河诗词中的跨语言呈现策略
探析
———以黄河古诗词的英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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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水文化的跨域传播，对增进相互了解、深化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古诗词是中华水文化的标志性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黄河古

诗词蕴含哲思、寄托离愁、承载情怀。将发人深思的水意象通过翻译在另一种

语言中呈现出来，可采用译随境生和化实为虚两种翻译技巧；黄河诗句中愁思

别绪的跨语言呈现宜用典故剥离和情感补偿两种策略；辞格转存和画境仿真是

呈现家国天下的两种翻译技巧。这六种翻译策略不是只能对应地应用在以上

三个方面，可根据具体诗词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以更好地向译文读者呈现原诗

蕴含的文化内涵，从而有效促进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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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明大都起源于水，而又发展于水。

古人日常生活、畜牧灌溉、交通运输都离不开

水，在与水的互动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文化。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在对黄河的利用开

发和灾害防治中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文化。黄河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黄河古诗词是黄河文化中的瑰宝，

是中华水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重要载体。黄河古诗词蕴含哲思、寄托离

愁、承载情怀，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如何通

过英译来呈现与原诗一样丰富的文化内涵，考

察中华水文化的跨语言呈现，探索黄河文化国

际传播的新路径，以期为讲好国际黄河故事提

供启示。

　　一、水与哲学思想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

恶，故几于道。”管仲言：“夫水淖弱以清，而好

洒人之恶，仁也。”可以说，水孕育滋养了中国

哲学。水流低处，因此有了“贵谦居下”；滴水

穿石，于是有了“以柔克刚”；海纳百川，因而有

了“兼容并包”。“君子之交淡如水”以水之澄

清象征友情之纯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

舟水喻君民以践行仁义之道。在中国人的观念

里，水的各种象征意义已根深蒂固。要将种种

发人深思的水意象通过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呈

现出来，可采用译随境生与化实为虚两种翻译

技巧。

１．译随境生

朱承爵认为，“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

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１］。意境是诗中意象

与情意相互交融的产物，是整首诗的精髓。不

同的意境传达出不同的韵味，表达出的情感也

不甚相同。高健认为，译诗的关键在于如何再

现原诗的风貌和意境，离开了这些最主要的东

西而首先去操心什么外部形式显然有些舍本逐

末，势必导致译诗上的形式主义［２］。由此可见，

在诗词翻译中，译出原诗词中的意境至关重要。

意境是诗词的魂，译者应在英译本中复制出原

作的意蕴，再创造出等同的意境。下面以孟浩

然《登鹳雀楼》的三个译本为例来分析。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译 文 ①：Ｔｈｅｓｕ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ｇｌｏｗｓ；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ｅａ

ｗａｒｄｓｆｌｏｗｓ．Ｙｏｕｃａｎｅｎｊｏｙａｇｒａｎｄｅｒ

ｓｉｇｈｔ；Ｂｙ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ｈｅｉｇｈｔ．［３］

译文②：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ｈｉｔｅ

ｓｕｎ，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ｄｒａｉｎ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ｒｉｖｅｒ；

Ｂｕｔｙｏｕｗｉｄｅｎｙｏｕｒｖｉｅｗｔｈｒｅｅ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ｅｓ，Ｂｙｇｏｉｎｇｕｐｏｎｅｆｌｉｇｈｔｏｆｓｔａｉｒｓ．［３］

译文③：Ｔｈｅｐａｌｅｓｕｎｉｓｄｒｏｏｐｉｎｇａ

ｌｏ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ｄｇ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ｔｅｒｍｉｎｉ．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ｓｆ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ｏ

ｈａｉＳｅａ．Ｉｗｉｓｈｔｏｇｏｕｐ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ｒｅｙｏｆ

ｔｈｅｔｏｗｅｒ．Ｔｏｅｘｈａｕｓｔｍｙｅｙｅｓｉｇｈｔ．Ｒｅａｃ

ｈｉｎｇ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ｏｎ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４］

《登鹳雀楼》借黄河的恢宏壮丽来抒发诗

人积极乐观的心态，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不凡

的胸襟抱负，营造出一种豪迈向上的意境。前

两句中，“白日依山尽”为远景，一轮落日向着

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冉冉而落；“黄河入

海流”是近景，楼下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向东流

归大海。两句远近视角相互映衬，侧重描写水

的动态之美、水流不绝、运动不止，渲染出黄河

一泻千里的气派，以衬托诗人的乐观情绪。译

文①中，“ｇｌｏｗ”“ｆｌｏｗ”二词描绘出一幅落日映

照、黄河奔流、生机勃勃的画面，表达出生命不

息、人生永不凋零的情感。而译文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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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ｉｎ”一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

解释为“ｔｏｍａｋ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ｍｐｔｙｏｒｄｒｙｂｙｒｅｍｏ

ｖ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ｆｒｏｍｉｔ；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ｅｍｐｔｙｏｒｄｒｙ

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给人一种消失殆尽的感觉。译文

③中“ｄｒｏｏｐ”一词在同一辞典中的解释为“ｔｏ

ｂｅｎｄ，ｈａｎｇｏｒｍｏｖｅ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ｂ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ｗｅａｋｏｒｔｉｒｅｄ”，给人一种疲惫、衰

弱之感。且该译文中的“ｐａｌｅｓｕｎ”一词显示出

生命的垂危，给人一种苍白无力之感，使用该词

未免太过消极。另外，对比译文①中的“ｂｅ

ｙｏｎｄ”和译文②中的“ｃｏｖｅｒ”二词，前者是介词，

其英文释义为“ｏｎｏｒｔｏｔｈｅｆａｒｔｈｅｒｓｉｄｅ”，描写的

是落日平西的景色，展现出辽阔的意境；而后者

是动词，表现的则是落日被群山遮蔽的被动之

态，与原诗意境不符。总体来看，译文②和译文

③与原诗的意境审美风格不大协调，有损原诗

意境。由此可见，译者选词择字需与原作的意

境、审美风格相一致才能呈现原诗的文化意蕴。

２．化实为虚

Ｅ．Ａ．Ｎｉｄａ等指出，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

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对等

既要考虑语义，又要顾及文体［５］。在中国古诗

词翻译中，若是仅仅重视词句的形式及其对等，

原诗词的意蕴很有可能在新的语言土壤和文化

环境中被扼杀。水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

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阐释。许钧指出，由于

原文的语言系统中音形义的结合关系在具体词

字中所造成的特殊含义与目的语不尽相同，无

法完全模仿原文的语言形式，要创造原文本的

特殊含义的存在条件也有一定困难，这种意义

贫乏化或意义丢失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６］。

因此，在翻译水文化意象时，译者不能流于机械

翻译，不能只着眼于原作中的表层意蕴，还要挖

掘其深层意蕴。江河古诗词往往借用水意象来

传达深刻的情感和哲理，若是一味地执着于原

诗中文字的呈现，就很难向译文读者传递原诗

蕴含的哲思。

《登鹳雀楼》后两句由所观转为所想。“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描写诗人一种无止境

探求的愿望：若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

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诗中

“千里目”“一层楼”都是实数虚指，有一定的文

化指示意义和情感指示意义，所以不应将其实

体化。翻译时应化实为虚，以小见大，便于读者

理解接受，调动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赋予文化

意象新的语言表现空间，丰富译文的情感色彩。

因此，这两个词不应简单地译为“ｔｈｒｅｅ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ｅｓ”“ｏｎｅｆｉｇｈｔｏｆｓｔａｉｒｓ”或“ｏｎ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和

“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ｒｅｙ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ｅｒ”。若是直译，读者显

然不知所云，更不能参透其中的深层意蕴。译

文②和译文③的处理显然失当。可将内隐的信

息显化，以便于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意义，参悟

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译文①处理得就比较

好，用“ａｇｒａｎｄｅｒｓｉｇｈｔ”“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ｈｅｉｇｈｔ”，化实

为虚，明确其所指，缩小了情感指示意义与文化

意象之间的距离，使目的语读者更能直接获取

其中的文化意蕴。化实为虚是对原诗词汇含义

的拓展和文化意蕴的明示，不仅能译出原意象

的象征义，增强其艺术表现力，而且能使译文更

具启发性，引导译文读者思考领悟诗句中化繁

为简的哲学思想。

　　二、水与愁思别绪

　　弱水之隔，难以横渡，于是有了思念；水起

浮萍，漂泊无依，于是有了乡愁；浊水难清，力不

能及，于是有了失意。诗人以水为墨，把思念写

长，把乡愁摹深，把失意绘浓。黄河诗句中愁思

别绪的跨语言呈现宜用典故剥离和情感补偿两

种策略。

１．典故剥离

顾正阳认为，剥离法就是逐层剥去源语文

化形象或文化符号的外壳，从而离析出其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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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含义［７］。在江河古诗词中，作者有时会

用神话传说或文化典故传达情感，而这些文化

典故和神话传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

连源语读者可能都需要查阅文献才能参透其中

深厚的意蕴，对译语读者来说更是巨大挑战。

因此，译文不能超越读者的解码能力。此时，便

需要运用典故剥离法，隐藏深刻难懂的文化意

象，展现出原诗句中隐而不宣的文化意义，使译

文神完意足。下面以罗隐《黄河》中的一个译

本为例进行分析。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

难明。

译文：Ｄｏｎ’ｔ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ｕｄｄｙ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ｌｅａｎ！ＣｏｕｌｄＨｅａｖｅｎｍｉｒ

ｒｏ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ｓｂ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ｅｎ？［８］

黄河水的特征之一是含沙量大、水质浑浊，

罗隐原诗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暗示唐末社会

现实的昏暗和科举制度的腐败，以表达自己的

失意之情。“莫把阿胶向此倾”一句的典故出

自庾信的《哀江南赋》：“敝?不能救盐池之咸，

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该典故蕴含着深刻的

水文化内涵，此句借用这一典故，意指使用再多

阿胶也无法将浑浊的黄河变清澈，只是徒劳无

功而已，以此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阿

胶”一词的翻译值得斟酌，此处的“阿胶”是一

种药品，据说可使浊水变清。因此，该词在这里

承载的文化信息是能使水澄清，而非现如今由

驴皮制成的滋阴补血的营养品。由于各民族思

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若是取“阿胶”对应的

英文词汇“ｄｏｎｋｅｙｈｉｄｅｇｅｌａｔｉｎ”，译语读者则很

难理解该词在诗句中的用意。因此，该译文淡

化了该词的文化色彩，对此进行了剥离，整句译

为“Ｄｏｎ’ｔ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ｕｄｄｙ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ｃｌｅａｎ！”，使得该句的信息中心转移到了“ｍｕｄ

ｄｙ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上，水意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凸显，目的语读者更容易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内

涵与情感意义。同时“ｍｕｄｄｙ”和“ｃｌｅａｎ”这对

语意相对的词语相互映衬，从侧面反衬出诗人

面对黑暗官场的无奈。

（２）情感补偿

“句子的深层结构可以有不同的表层结

构，有时在深层结构变换成表层结构时会省略

某些句子成分，这种被省略的词叫潜在词。翻

译时，往往要‘复原’原文中的潜在词。”［９］水在

中国江河古诗词中呈现着多种文化内涵，一般

来说，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古诗词中的表达比

较含蓄，所以有时仅仅译出水意象的表层意蕴，

不能直接传递其文化内涵，而是要把诗人省略

的情感信息在译文中补足。这样虽然破坏了原

诗的含蓄美，但可以使诗中的深层意蕴明朗化，

易于译文读者理解接受。下面以贾固《醉高歌

过红绣鞋》中的一个译本为例进行分析。

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

断相思。

Ｏｕｒｌｏｖｅｌｉｋ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ｋｅｅｐｓ

ｏｎ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ａｎ’ｔ

ｂａｒｉｔｆｒｏｍｇｒｏｗｉｎｇ．［１０］

“黄河水流不尽”的意象象征着爱情的永

恒，表面写流水绵延悠长，实则暗喻爱情就像流

不尽的水一样亘古不变，直至海枯石烂。字面

上写水，实则是情化自然。水作为表达情感的

媒介，既有字面意义，也有深层意义。译文“ｏｕｒ

ｌｏｖｅ”将原诗“心事”显化，重构了局部情感空

间，指明了水与爱的联系，凸显了水意象的象征

意义。该主题词的添加，实现了主语的转化，使

主语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转化为“ｏｕｒｌｏｖｅ”，从物

象转为情感意识，点明了情感释放的主体，从而

消除了译语读者的情感体悟障碍。“ｏｕｒｌｏ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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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代替“黄河”做了“ｋｅｅｐｏｎ”的主语，直抒胸

臆，是对爱情永恒的宣誓，同时又刚好是下句译

文中代词“ｉｔ”的所指。因此，所增之词不仅是

上文中“ｆｌｏｗｉｎｇ”的动作发出者，也是下文中

“ｇｒｏｗｉｎｇ”的动作发出者。主题词的增加增强

了译文的逻辑性，把两句的情感意义巧妙地结

合起来，使其结构简明又表意精准。总之，该译

文所采取的情感补偿译法使水意象的情感指示

意义更为清晰，表现出爱情的至死不渝，相思之

情得到了恣意宣泄；这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

语，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诗情和意趣。

　　三、水与家国天下

　　黄河水意象在边塞诗中反复出现，这并不

是偶然现象。经考察，边塞一般指长城沿线及

河西陇右等地，是国与国接壤的地方，在古代，

战争大都发生于此。而陇右地区又主要包括陇

山以西与黄河以东。因此，将士戍守之地常见

黄河，诗人常用黄河水与其他物象共同渲染一

种凄惨、孤寂的边塞氛围，来衬托战争的残酷，

以抒发爱国情怀。辞格转存和画境仿真是呈现

家国天下的两种翻译技巧。

１．辞格转存

辞格是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地运用全

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

式［１１］。特殊的修辞效果往往会使诗中意象所

指意义更鲜明突出、生动形象，增强诗句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有效引导读者更深刻地感悟诗中

的意象。因此，译好辞格对原诗的情感表达尤

其重要。有时，辞格的保留不仅能够再现原作

中的物象，保留原诗作者情感的真纯，而且能够

深化原作的主旨。下面以陈陶《陇西行》中的

两个译本为例进行分析。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译文①：ＬｏｎｇｓｉＳｏｎｇ

ＰｌｅｄｇｅｄｔｏｗｉｐｅｏｕｔｔｈｅＨｕｎｉｎｖａｄ

ｅｒｓ，ａｎｄａｌｌ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ｓｅｌｆ，Ｆｉｖｅｔｈｏｕ

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ｙｂｅｓｔ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ｈａｖｅ

ｆｏｕｇｈｔｉｎ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ａｎｄｆａｌｌｅｎ．Ａｌａｓ，

ｔｈｅｂｌｅａｃｈｅｄｂｏｎｅｓ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ｖａｌ

ｌｅｙｏｆｔｈｅＷｕｄｉ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ｒｅｍｅｎｓｔｉｌｌ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ｆｏｎｄ ｄ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ｉｒ

ｗｉｖｅｓ．［１２］９５

译文②：ＡｎＯａｔｈ

ＴｈｅｙｓｗｏｒｅｔｈｅＨｕ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ｐｅｒｉｓｈ：

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ｄｉｅｉｆ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Ａｎｄ

ｎｏｗｆｉｖ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ａｂｌｅｃｌａｄ，Ｈａｖｅｂｉｔ

ｔｈｅＴａｒｔａｒｄｕｓ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ｔｈｅｉｒｂｏｎｅｓ．Ｌｉ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

ｍａｙ，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ｍｓｉｎｄｒｅａｍｓ

ａｒｉｓｅ．Ｔｏｆａｉｒｏｎｅｓｆａｒａｗａｙ．［１２］９５－９６

例句中的“貂锦”和“骨”都运用了借代辞

格，这两处如何处理关系到译作能否准确地表

情寄意。汉代羽林骑穿锦衣貂裘，是职业兵、贵

族兵，不管是作战能力还是军队地位都远高于

其他兵种。因此，“貂锦”在这里绝不仅指骁勇

善战的精良战士，还点明了事件发生的历史文

化背景。译文①中的“ｔｈｅｖｅｒｙｂｅｓｔｗａｒｒｉｏｒｓ”把

借代辞格隐去，虽有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丧

失了原词本身的文化内涵，没有表现出“貂锦”

与那些穿锦衣貂裘的精良战士的联系，限制了

译语读者的联想空间，损害了原诗诗义的充分

再现。而译文②中的“ｓａｂｌｅｃｌａｄ”一词保存了

原作中的借代辞格，既保留了原诗中的物象和

原作的历史文化语境，如实转存了其社会文化

意义，又拓展了译语读者的审美空间。可见，译

文②比译文①在选词上更加精准，强调效果更

佳：部队如此精良，战死人数还如此之多，更加

突出了战争之惨烈。“骨”在译文①和译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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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译法都保留了其原有的辞格，以借代译借

代，都没有丧失原作中的意象，但译文①把

“骨”译为“ｂｌｅａｃｈｅｄｂｏｎｅｓ”比译文②译为中

“ｔｈｅｉｒｂｏｎｅｓ”要好得多，因为“ｂｌｅａｃｈｅｄ”一词会

让人联想到战士的尸体被无定河里的水反复浸

泡的场景，粼粼白骨不断被河水冲刷，既丰富了

“水”这一意象在此处的联想意义和情感内涵，

营造出一种冷寂、悲惨的意境，渲染了整个语篇

的深层意蕴，又透露出战争之持久、战斗之激烈

和伤亡之惨重，深化了原作的主旨。

（２）画境仿真

龚光明认为，翻译视觉的再现与表现须以

仿真为指归，追求一种心灵视觉的绘画美［１３］。

他强调，诗歌的绘画美更追求由深度视觉所虚

拟的四维时空的构建，因而诗歌绘画结构的构

建要富有创造性想象的余地，更须“意匠经

营”；唯其如此，作为接受主体的译者，其所需

类似影视的深度感是一种独特的内心体验，甚

至可以说是一种特异的绘画艺术知觉形式［１３］。

诗歌的翻译需要再现原诗的画境，向译语读者

展现出一幅幅由文字构成的图画，创造性地再

现原作的艺术意境，赋予译文视觉美和绘画美，

从而能够使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形成心灵的碰

撞与共鸣，让读者身临其境，更好地感受诗人所

表达的思想感情。下面以王维《使至塞上》中

的一个译本为例来分析。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Ｉｎ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ｄｅｓｅｒｔｌｏｎｅｌｙｓｍｏｋｅｓ

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ｅｎｄｌｅｓｓ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ｓｕｎ

ｓｉｎｋｓｒｏｕｎｄ．［１４］

有人说“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

本例中原诗句描写了边塞沙漠的荒无人烟和一

望无际，“大漠”和“孤烟”、“长河”和“落日”是

一种视觉符号，这些视象语词代码造成了大与

小、高与低、远与近等强烈的视觉冲击。该句寄

存了诗人独特的观感，营造出了一种形象逼真、

层次丰富的画境。译文将“孤烟直”译成“ｌｏｎｅ

ｌｙｓｍｏｋｅｓ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将“落日圆”译为“ｔｈｅ

ｓｕｎｓｉｎｋｓｒｏｕｎｄ”，既用“ｓｔｒａｉｇｈｔ”和“ｒｏｕｎｄ”给人

一种视觉上的立体感，又用“ｒｉｓｅ”和“ｓｉｎｋ”译出

了画面的动态感，具有鲜明的形象感，使原诗情

景得到充分的再现，刻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

面。而“Ｉｎ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ｄｅｓｅｒｔ”和“Ｏｖｅｒｅｎｄｌｅｓｓ

ｒｉｖｅｒ”将名词译成地点状语，把大漠、孤烟、长

河、落日四个意象结合起来，实现了由点及线、

由线及面的空间构建。且“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和“ｅｎｄ

ｌｅｓｓ”营造出的视觉效果与孤烟和落日形成了鲜

明的视觉对比，传达出一种鲜明的时空感，转存

了原句的艺术透视效果。这些绘画语词符号再

现了原诗苍凉无际的意境，完美地实现了视觉

所见与精神所感的统一，有利于读者更直观地

感受该诗中的情感氛围和诗人的慷慨悲壮之

情。英译时，若想达到画境仿真的效果，需构建

一种视觉思维，甄选译语的能指语词符号，实现

视象语词代码的审美性和指义性的统一。

　　四、结语

　　江河古诗词承载着深刻的中华水文化内涵

和丰富的民族情感与精神。本文从水与哲学思

想、水与愁思别绪、水与家国天下三个方面分析

了水文化在黄河古诗词中的六种跨语言呈现技

巧，希望能对水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与江河古诗

词的英译有所裨益。需要指出的是，这六种翻

译策略不是只能对应地应用在以上三个方面，

可以根据具体诗词具体分析、灵活运用。虽然

本文对水文化跨域传播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

但由于现有黄河古诗词英译本语料较少，本文

提出的翻译策略还需更多的语料来验证，笔者

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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