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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渊冲在诗词翻译实践与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提出了“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译诗观，

将诗词翻译提升到新的境界，其诗词翻译意、音、形皆美且让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许渊冲诗词翻

译在进行审美再现时，主要采用释意性翻译、创造性翻译和等化翻译法等策略来分别再现原作意境

之美、音韵之美和形式之美。对于诗词中的文化意象、典故和意蕴，许渊冲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审

美情趣和心理需求，倾向于使用选择性翻译、阐释性翻译和创造性翻译来实现诗词的文化重构，以

推动中国诗词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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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学形式，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散发着灿烂的文化之光，给我们留下丰

厚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古典诗词英

译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诗词文化之美，有助于

推动中西文明互鉴，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

际影响力。许渊冲是当代著名翻译家，在诗词

翻译方面造诣颇深，曾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

译奖，其翻译作品在海内外影响甚广，其翻译思

想虽具争议但广为学界关注。

诗词最能体现作者的境界。王国维在《人

间词话》开篇中提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

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１］好的译者也会自

成境界，以再现或重构之法将原作境界引入异

域。许渊冲对诗词意象和文化元素的处理最能

体现其翻译境界。古典诗词具有含蓄深远的意

境和意象，以 “雅”为审美核心：诗词从内容到

形式均高雅、完美，如文词优美、意境深邃、韵味

含蓄、意象丰富、韵调和谐、音节工整等，体现出

诗词意境的极高的艺术性［２］。古典诗词英译要

把原诗意象和文化传递到译文之中，再现原诗

音韵之美、意蕴之美和形韵之美，需要译者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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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认知能力、文化感悟能力和语言创新能力。

如肖开容等［３］所言，诗歌翻译具有突出的创造

性特质，加上受制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使得中国

古典诗词英译体现出更多的认知操作。孙艺

风［４］指出，成功的诗词翻译需要译者创造力的

发挥、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语言的建构与美学

表达，以与目标读者建立对话共鸣和视界融合。

由此可见，成功的诗词翻译势必既要妥帖地传

达诗词原文的意象，又要使其贴近在地文化背

景。许渊冲的诗词翻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即在

再现原作意、音、形之美的同时，也将中国诗词文

化在异域重构。本文拟选择典型译例，探讨许渊

冲在中国诗词英译中的审美再现和文化重构。

　　一、许渊冲诗词翻译思想的核心内

容及其翻译风格

　　许渊冲长期从事诗词翻译，其翻译作品涵

盖多个语种，可谓译著等身。他采用韵体译诗

之法，创立了独具风格的翻译理念，对诗词翻译

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许渊冲翻译思想的核心内容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反

映了许渊冲诗词翻译中的审美倾向。刘云虹［５］

认为，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

翻译主体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揭示翻译生成

的过程及其机制，从而拓展我们对翻译的理解。

因此，研究许渊冲的译者行为及其在诗词翻译

中的主体性特征，能够更好地认识其翻译思想

中的审美建构。下文将简要评述许渊冲的翻译

思想，分析其翻译作品对诗词原文意韵之美和

文化精神的传递。许渊冲认为，意美、音美、形

美，这“三美”是译诗的本体论；知之、好之、乐

之，这“三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等化、浅化、深

化，这“三化”是译诗的方法论［６］。

（１）通过译文之美构建诗词翻译的本体论

许渊冲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

“美化之艺术”，其中，“美”字取自鲁迅的“三

美”论（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

目）［７］，这形成了他的诗词翻译本体论。可以

说，翻译的艺术重在“美”，根本在于创造

“美”［８］。“三美”论对许渊冲的翻译实践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在其诗词翻译中，译文之美随处

可见。中国诗词审美因素繁多，许渊冲选择其

中三种即“三美”作为翻译的突破口。但是，

“三美”并非处于同一层次，而是有高下之分

的。许渊冲认为：“在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

的，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

美是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们要在传达原

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

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

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９］

许渊冲认为在诗词翻译中首先应该做到的

是意美，由于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

诗词意美的再现就不仅是单纯的直译，更需要

译者的主动调整。其次是音美，汉语诗词格律

与汉语语言形式密切相关，进行语言转换之后，

音韵不可能是完全对照的，因此，音美更需要译

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是形美，许渊冲认

为，“关于诗词的形美，还有长短和对称两个方

面，最好也能够做到形似，至少也要做到大体整

齐”［９］。相较于意美和音美，形美排在第三的

位置上，这主要考虑到汉英文字形体之间差异

很大，许渊冲对形美的要求相对宽松。

（２）基于读者期待构建诗词翻译的目的论

通过对许渊冲诗词翻译的解读，我们可以

发现其翻译动机和目的。诗词翻译的目的是将

中华诗词的音、声、意象之美和丰富文化意蕴传

递给外国读者，使他们对中国诗词文化“知之、

好之、乐之”［１０］。“三之”源自《论语》中的“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许

渊冲看来，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使读者知之、好

之、乐之。所谓知之，就是理解；所谓好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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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所谓乐之，就是愉快［１０］。

许渊冲的翻译目的首先是让读者理解，其

次是使其产生喜爱之情，再次是使其以愉悦的

心情去欣赏。“三之”是翻译的目的，与“三美”

和“三化”互为一体，成为许渊冲翻译思想的重

要内容。在“三之”理论指引下，许渊冲不断探

索诗词翻译中“美”与“化”的实践方法论，再现

中国诗词的意、音、形之美，同时实现中国诗词

文化的异域重构。

（３）通过变通译法构建诗词翻译的方法论

许渊冲 “美化之艺术”理论体系中的“化”

是指“三化”，是诗词翻译的方法论。传达原文

的“三美”，可以用“三化”的方法：等化、浅化、

深化。所谓等化，包括形似的对等、意似的动态

对等、词性转换、句型转换、正说反说、主宾互

换、主动被动互换、同词异译、异词同译、典故移

植等。所谓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

译、化难为易、以音译形等。所谓深化，包括特

殊化、具体化、加词、分译、以旧译新、无中生

有等［１１］。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许渊冲还提倡“创优

似竞赛”，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创造性翻译，既要

传达原诗词的意美、音美和形美，还要照顾译文

读者的阅读期待，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

达到“知之、好之、乐之”的效果。

２．许渊冲诗词翻译的风格

许渊冲在诗词翻译中体现了其对译文之美

的不懈追求，使译文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特

征，并对诗词中的文化要素进行重构。这些审

美特征和重构策略与许渊冲的译诗观和审美追

求相一致，融汇于“美化之艺术”，并以译者独

特的理解和阐释方式让译文与原文竞赛，在实

现意美、音美、形美的过程中，形成了译者独具

一格的翻译风格。

（１）在译文中创设独特的审美意境

意境之美是诗词最打动人心之处，或苍凉

幽怨，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或激越澎湃，如李

白《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

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

青丝暮成雪”；或如杜甫感慨山河破碎愁断肠

时所写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

溅泪，恨别鸟惊心”；又或如辛弃疾抒发“英雄

迟暮、壮志难酬”时的慷慨悲歌：“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诗词的意境蕴含着作

者的情感，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具有很强的代入

感，让读者穿越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感受历史的

厚重和诗词的魅力。

许渊冲注重诗词意境的传译，发挥译入语

言的优势，在译文中呈现独特的审美特质。唐

朝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可谓家喻户晓，全

诗创设两个意境，即寻春遇佳人和重寻则不遇，

表达了一种知音难遇的悲凉伤怀之情。许渊冲

翻译此诗时也是煞费苦心，努力呈现原诗的意

境之美，其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成为千古

名句，许渊冲将其译为“Ａｐｒｅｔｔｙｆａｃｅｏｕｔｓｈｏｎｅ

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ｐｅａｃｈｔｒｅｅｓ”［１２］２９７，创设了人面与

桃花相媲美的意境。

（２）对独特文化要素的重构

中国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１３］。例如，李白

的《行路难》其三中的“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

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

早”，短短四句就蕴含四个典故；又如王安石的

《元日》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简单

的一首小诗却蕴含了众多中国独有的文化元

素。由此可见，诗词简短却内涵丰富，源远流长

的历史典故、生活习俗和独特事物等都凝结于

短短的句子里。因此，诗词对外译介是中华文

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途径，但其中对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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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翻译却十分困难。

对于古诗词中信息量庞大的文化元素，许

渊冲在翻译时进行了适度的文化重构。比如，

《元日》中的“爆竹”，许渊冲将其译为“ｃｒａｃｋ

ｅｒ”［１２］３７４。“ｃｒａｃｋｅｒ”原意是指英国人在节日时

所使用的一种彩纸礼花，显然不同于中国的

“爆竹”。但这二者又具有相似性，因此许渊冲

在翻译“爆竹”这个中国文化独有的元素时对

它进行了文化重构，便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

理解和接受。许渊冲通常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

择恰当的重构策略。例如，有时进行选择性重

构，根据读者阅读期待呈现诗词中可理解的文

化内涵；有时进行解释性重构或者创造性重构。

总之，他尝试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对诗词中的

文化元素进行重构，以向世界展示译者眼中的

诗词文化之美。

（３）在翻译中体现独特的译者风格

许渊冲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

就，自誉为“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

人”［１４］。他在翻译诗词时敢于取舍，勇于创新，

形成了独特的译者风格。他说：“译者在再创

作时，不必把再现原作者的风格放在第一位，更

重要的是使读者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的感受，

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读者知之，好之，乐

之。”［１５］在他看来，内容与形式不一定始终保持

一致，诗词翻译中形似和神似有时会产生矛盾，

这时就需要译者敢于“亮剑”，善于创新，以展

示自己的翻译风格。

许渊冲在翻译柳宗元的《江雪》时，译者风

格便跃然纸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描

绘了一个幽僻清冷的画面，为后面孤舟老翁寒

江独钓提供了背景。许渊冲在翻译时没有按照

原诗中的“千山”“万径”进行翻译，而是另辟蹊

径地将这两句译作“Ｆｒｏｍｈｉｌｌｔｏｈｉｌｌｎｏｂｉｒｄｉｎ

ｆ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ｐａｔｈｔｏｐａｔｈｎｏｍ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１２］２８１，

尤其是将“独钓寒江雪”译作“Ｉ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ｎｏｗｉｎ

ｌｏｎｅｌｙｂｏａｔ”，不是“钓鱼”，而是“钓雪”，别有情

致。再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许渊冲

的译文是“Ｉｆｙｏｕ’ｖｅａｆｒｉｅｎｄ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ｙｏｕｒ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ｎ’ｔｋｅｅｐｙｏｕｔｗｏａｐａｒｔ”［１２］１５２。

可见，许渊冲在翻译诗词时能够根据原文特点

和汉英差别，恰当处理形似与神似的矛盾，应时

而变，使译文能够传神达意。

　　二、许渊冲诗词翻译中的审美再现

　　葛金平指出，诗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诗

人思想情感的表现，以抒情见长，力求以言传

情，重在表达情致，展示意境［１６］。中国古典诗

词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记载着中

华儿女追求美好生活的足迹，表征着中国人民

生生不息的审美情趣，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也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世界的文明成果。因

此，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文

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许渊冲作为诗词翻译的

开拓者和践行者，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学的使者，

其翻译以追求“三美”为起点，强调对诗词意、

音、形的审美再现。许渊冲在进行审美再现的

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下文将探讨许

渊冲在进行审美再现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１．运用释意性翻译再现原作意境之美

诗词之意是诗词的重要部分，也是最难翻

译的部分，尤其是文化内涵丰富且汉英差异较

大的部分，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感

情色彩可能完全不同，翻译中难以实现对等的

表达。因此，在诗词翻译过程中势必要进行调

整，使译文再现诗词原文的意美，并切合读者的

审美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对原文进行解释性

翻译是一种很好的翻译方法。

《醉花阴》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代表

作，描绘了其在重阳佳节独自把酒赏菊的情景，

表现出其凄楚寂寞的情绪，表达了其闺中思念

丈夫的孤独心情。原词用词清新隽永，意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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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读来很容易体会到其中的孤寂忧伤之感，体

现出宋词的意境之美。

《醉花阴》原文主要通过意象来抒发作者

内心的情感，如薄雾、浓云、凉初透、黄昏、暗香

盈袖、西风、黄花等，本来这只是一些客观存在

的事物，但通过词人独具匠心的安排，营造出一

种浓浓的凄凉意境。由于汉英语言的差异，直

译很难传达原词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感。基于

此，许渊冲为了使英语读者感受到原词中的意

境美，在翻译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为不含感情

色彩的客观事物增添解释，便于英文读者体会

其中的深意。比如，原词“佳节又重阳”一句很

容易让中文读者想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佳节倍思亲”的名句，而词人却是孤身一人，把

酒临风，思念丈夫，孤单凄凉之感跃然纸上。许

渊冲将其译为“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Ｎｉｎｔｈｃｏｍｅｓａｇａｉｎ；

ＡｌｏｎｅＩ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１７］１８０，增译了 “ＡｌｏｎｅＩ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用 ａｌｏｎｅ直接表达词人的内心情感，

“ｓｔｉｌｌ”更是衬托出词人的孤单寂寞久久未去。

又如“东篱”，中文读者会联想到陶渊明的“采

菊东篱下”，又逢重阳节，应该登高，佩戴茱萸，

把酒赏菊，而“东篱把酒黄昏后”却反衬出李清

照一个人独自饮酒的情绪，无心赏菊，百无聊

赖。英语读者很难理解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层寓

意，若是直译则可能无法传递“东篱”所含的意

美。正因为如此，许渊冲把“东篱把酒黄昏后”

译为“ａｔｄｕｓｋＩｄｒｉｎｋｂｅｆｏｒｅ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ｓｉｎ

ｂｌｏｏｍ”［１７］１８０，舍弃原词的隐在含义，直接用更加

浅显易懂的菊花对“东篱”进行解释，弥补了译

文读者的信息差，便于读者更好地体会原作意

境。汉语诗词英译时，有时适度浅化是必要的。

正如张晓雪所言，适度的“断舍离”能为译本精

神的闪耀和艺术美的创造留出一定的空间，它

隐藏着让各方畅快、建立良性互动的力量［１８］。

传统古诗词意味深远，中英读者之间信息

差的存在是必然的，许渊冲通过解释翻译法很

好地弥补了中英读者之间的信息差。由此可

见，释译法是古诗词翻译中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２．通过创造性翻译再现原作音韵之美

传统诗词除意象翻译这个难点外，音韵的

翻译也一直是古诗词翻译中的一个难点，中国

古典诗词向来注重音韵，以五言诗为例，在音调

方面，通常讲究平仄，如常用的“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在押韵方面，一般也要求二、四

句押尾韵。此外，七言诗、不同词牌的词也都有

各自的音韵要求，体现出古诗词的音韵美。

英文诗歌同样也有音韵美的表现形式。比

如，英雄双韵体，每行五个音步，每步两个音

节，一轻一重；两行成一组，互相押韵，故称“双

韵体”［１９］。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许多著名

诗人都曾使用双韵体作诗，留下了许多不朽诗

篇。除古典英文诗歌外，自由诗也讲究韵律。

王东风指出，好的自由诗是有节奏的［２０］。因

此，在英文诗歌中，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诗歌，其

音韵都十分重要。

中英文诗词的格律与音韵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在翻译中难以完全呈现原文，再

加上需要顾及诗词含义的原本传达，因此，许渊

冲在翻译诗词音韵时，对其进行了重新创作，以

英诗音韵之美展示中诗音韵之美。例如，《送

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该诗是唐代

诗人王勃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五言律诗，韵脚

押在“津、邻、巾”三字上。许渊冲译本并未按

照原文的押韵形式进行押韵，而是按照ａａ＼ｂｂ＼

ｃｃ＼ｄｄ的形式进行押韵，符合英诗韵律：Ｙｏｕ’ｌｌ

ｌｅａｖｅｔｈｅｔｏｗｎｗａｌｌｅｄｆａｒａｎｄｗｉｄ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ｖｅｉｌｅｄ

ｌａｎｄｂｙ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Ｉｆｅｅｌｏｎｐａｒｔｉｎｇｓａｄａｎｄｄｒｅａｒ，

Ｆｏｒｂｏｔｈｏｆｕｓａｒ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ｈｅｒｅ．Ｉｆｙｏｕｈａｖ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ｗｈｏ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ｎｎｏｔｋｅｅｐ

ｙｏｕａｐａｒｔ．Ａｔ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ｗｈｅｒｅｗｅｂｉｄａｄｉｅｕ，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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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ｓｈｅｄｔｅａｒｓａｓｗｏｍｅｎｄｏ！［２１］１１６－１１７古典诗词英

译中很难保持诗歌原有的韵律，为了体现诗歌

原文的音韵美，许渊冲采用英诗押韵方式，使中

文诗词的音韵形式向英语诗歌靠拢。

除采取英文诗歌的押韵形式外，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许渊冲还尝试保持译文与原文韵

脚的音似。例如，《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原诗二、四句结尾处“衰、来”的押

韵，许渊冲的译文结尾仍是按 ａａ＼ｂｂ的形式押

韵，同时，译文的后两句句末以“Ｉ”和“ｅｙｅ”押

韵，与原文的句末词“衰”和“来”的发音相似，

尽可能地使译文读者感受原文的音韵之美：Ｉ

ｌｅｆｔｈｏｍｅ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ｎｏｔｔｉｌｌｏｌｄｄｏＩ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ｙａｃｃｅｎｔ，ｍｙｈａｉｒ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ｂｌａｃｋ．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ｏｍＩｍｅｅｔ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ｏａｍＩ，

“Ｗｈｅｒｅｄｏｙｏｕ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ｓｉｒ？”ｔｈｅｙａｓｋｗｉｔｈ

ｂｅａｍｉｎｇｅｙｅ。［２１］２８４－２８５可见，许渊冲在表达古诗

词音韵之美时，尝试采取模仿原文韵脚的译法，

将传统韵律化作英语诗歌格律，并在能够保证

意美和正确格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贴近原文

的韵脚，最大程度地展现诗词原文的音韵之美。

３．运用等化翻译法再现原作形式之美

中国古典诗词非常注重形美，五言诗、七言

诗尤其如此，单句是五个字或七个字，以四句或

八句为主，或者是更长的长诗，并且几乎都是双

数句。对于词来说，不同的词牌有不同的排列

形式，同一个词牌字数与断句相同，并且词的上

下片（或上下阕）也保持一致。

英文古典诗歌对形美也有要求，但相对来

说没有那么严格。比如，英语格律诗的每一行

长短要相似，最好不要过长或过短，并且通常以

两句为一组，这两句的长短要非常相似。不同

类型的诗歌形式也存在差异，如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共有四节，形成四、四、四、二的形式。但对

于汉诗英译而言，译文没有必要严格按照既定

的段落分配。

采桑子是词牌名，以采桑子为词牌名的词

在形式上基本相同。《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

好》：“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

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前后段各有四

句，其中第一、四句长，第二、三句短，并且第一

句和第四句的句式相同，第二句和第三句的句

式相同。许渊冲将其翻译为：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ｓｈａｖｅ

ｐａｓｓｅｄａｗａｙ，ＷｅｓｔＬａｋｅｉｓｑｕｉｅｔ；Ｔｈｅｆａｌｌｅｎ

ｂｌｏｏｍｓｒｕｎｒｉｏｔ．Ｃａｔｋｉｎｓｆｒｏｍｗｉｌｌｏｗｔｒｅｅ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ｆｌｙａｌｌｄａｙ，ｆｌｕｆｆｙｉｎｂｒｅｅｚｅ．Ｆｌｕｔｅｓｏｎｇｓ

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ｓｕｎｇａｎｄ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ｒｓｇｏｎｅ，Ｉｂｅｇｉｎｔｏｆｅｅｌ

ｓｐｒｉｎｇａｌｏｎ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ｉｎｄｓｉｎｖａｉｎ，Ｉｓｅｅａ

ｐａｉｒｏｆｓｗａｌｌｏｗｓ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ｒａｉｎ。［１７］６１该翻

译其采用了“等化”翻译方法，使译文基本上再

现了原词的形式，无论是段落、长短都与原词十

分相似。

古典诗词英译中，译者虽然在努力恪守

“信达雅”的翻译准则，但是很难实现诗词的审

美再现。许渊冲翻译的《采桑子·群芳过后西

湖好》不仅传达了原词的意美和音美，还再现

了原词的形式之美，真是难能可贵。一般而言，

诗词翻译在追求意美与音美时，很难再保持形

美，但许渊冲的译文保持句子长短相当，结构上

尽量保持对称，实现了意、音、形之美的和谐

统一。

　　三、许渊冲诗词翻译中的文化重构

　　中国诗词中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象，如何

实现诗词意象的文化重构关系着诗词翻译的成

败。屈光指出：“意象的情感真实性和心理真

实性所反映的是审美个性，而意识的生活真实

性所反映的是审美共性。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诗

人，所创造的意象并非全都表现他彼时彼地的

特殊感情或心理，其中必然存在某些对自然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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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人事之理的共同认识，如果不能从意象的

生活真实角度去寻绎，也会造成误解。”［２２］

１．对诗词文化意象的选择性重构

魏晋时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

写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２３］这

段话言简意赅，却阐明了意与象的关系，有助于

理解诗词中的意象含义。屈光认为，意象的本

质是寄托隐含，委婉不露，不直接言意而将意寄

托隐含于象中，因而意象具有双重意义［２２］。中

国古典诗词意象的文化意蕴深厚，且渗透于中

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且，由于中西文化背

景迥异，诗词意象的内隐性和文化嵌入性恰是

诗词英译中的难点所在。因此，诗词英译的过

程就是文化意象异域重构的过程，译者的使命

则是恰当处理诗词意象的文化内涵，采用适当

的翻译方法。许渊冲独特的翻译方法为诗词英

译的文化重构提供了范本。

宋代词人王诜所作的《忆故人》是一首闺

怨词，其从一个女子的视角表达了对故人的追

思之情。“尊前为谁唱阳关，离恨天涯远”的大

意是：昨日在酒盏前，为他唱起了《阳关三叠》，

今日的离愁别恨，随故人同去天涯海角。句中

的“阳关”，本指关名，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因位

于玉门关之南而得名［２４］。阳关是西汉时期为

了抵抗匈奴入侵所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因

此被赋予离愁别恨的意象。唐代诗人王维《送

元二使安西》中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成为千古名句，据此衍生出的《阳关三

叠》成为寄托离愁哀思的最好表达。

西方读者很难理解“阳关”这一意象在中

国文化中的含义，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许渊

冲并未翻译“阳关”的本体意义，而是采用化难

为易的“浅化”译法，即把“阳关”译为“ｓｏｎｇｓｏｆ

ｇｏｏｄｂｙｅ（离别之曲）”，显得更加浅显易懂。许

渊冲运用浅化译法对中国文化意象进行重构，

有助于消解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意象的认知困

难，从而推动中国诗词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２．对诗词文化典故的阐释性重构

汉语诗词强调言之有物，所以用典也是汉

语诗词的重要特征。诗词中的典故承载着特定

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翻译时对典故的取舍变通

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观和文化态度。许渊冲对文

化典故采取了阐释性翻译，以变通之法传递了

原诗词的含义，完成了译文的文化重构。

宋代词人贺铸所作的《台城游》是一首金

陵怀古词，也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喻词，原

文有“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之句。用典是

古诗词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此句用了“乌

衣”“白社”两个典故，借从前乌衣巷的繁华来

讽刺当朝统治阶级的衰败。典故是中华文化的

一种浓缩，其深层含义极其丰富，典故意象使诗

词表达更加简洁，但往往会成为翻译中的难题。

原句的意思是：走访乌衣巷，它成了贫民

区，道窄过不去车。“乌衣”即是乌衣巷，是一

个地名。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借此写诗《乌

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由此

闻名于世。乌衣巷曾是晋代王、谢两大权贵豪

门的居住地，后来两大家族走向落败，乌衣巷也

因此破败。《汉语大词典》中记载：“白社”是一

个地名，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后世用以喻指隐

士的居所，也用作咏洛阳的典故。白居易、范仲

淹等都曾在诗词中提及“白社”。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容易理解乌衣、白社等

文化意象；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若是仅仅

翻译表层含义，他们看到的将是“黑色的衣服”

“白色的房子”。这看似对等的翻译，其实是误

译，要想让英语读者理解原词的文化意义，就需

要对其意象进行文化重构。许渊冲将其译为

“Ｏｎ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ｇｒｏｗｎｗｉｔｈｇｒａｓｓ”，体

现出词中意象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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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３．对诗词文化意蕴的创造性重构

许渊冲提出的“优势似竞赛”，意为发挥译

文语言优势，根据需要创造出新的语言形式，让

译文与原文展开竞赛。虽然许渊冲诗词翻译中

不乏形似与神似相统一的案例，但其创造性翻

译观是对传统忠实性翻译观的挑战，也把诗词

翻译提升到新的境界。例如，“中华儿女多奇

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两句诗出自毛泽东

１９６１年写的《为女民兵题照》一诗，描写了女民

兵的奇伟之志和飒爽英姿。这首诗无论从韵律

还是从意境上讲，都是上乘之作，但对于译者来

说却很难传达原诗的神韵。有学者指出，该诗

的精华在最后一句，“红装”和“武装”兼有音、

形、意三美，而且这两个词前后照应，妙在其

中［２５］。许渊冲将其译为：Ｍｏ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ａｕｇｈ

ｔ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ｄｅｓｉ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Ｔｏｆａｃｅｔｈｅ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

ｎｏｔｔｏｐｏｗｄ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ｅ。［２６］该翻译充分发挥译入

语优势，创造性地使用“ｆａｃｅ”和“ｐｏｗｄｅｒ”二词

翻译了原诗中“爱”与“装”的组合，可谓神来之

笔，表达了女民兵“喜欢面对战场上的硝烟，而

不喜欢在脸上涂脂抹粉”［２６］。

诚然，许渊冲在对诗歌意象进行翻译时，对

其进行了解构，译出意象中的深层含义，使诗词

的含义在译文中得到简洁明了的传达，有利于

英语读者的理解。但是，许渊冲在进行文化重

构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诗词文化

意象的丢失，尽管读者可能理解了一首诗词的

意义，但可能无法整体全面地了解诗词意象的

文学性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因此，在诗歌翻

译中，文化重构虽是必要的，但重构的程度还需

要继续探讨。这也是许渊冲诗词翻译产生争议

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无论是中文诗词还是英文诗歌，审美大都

集中在意境、音韵、形式三个方面，但它们的表

现形式却大不相同。许渊冲在进行诗歌翻译

时，以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审美需求为导向，把诗

歌的意、音、形之美进行了更加贴近读者的转

化，使读者能够在阅读时对中文古诗词知之、好

之、乐之。与此同时，对于诗词中的文化意象、

典故和意蕴，许渊冲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审美

情趣和心理需求，倾向于使用选择性翻译、阐释

性翻译和创造性翻译来实现诗词的文化重构，

以推动中国诗词走向世界。当然，诗无达诂，译

无达译，对于诗歌的理解、阐释和传译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不同译者的翻译观存在差异。但毫

无疑问，许渊冲的诗歌翻译对中西文化交流做

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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