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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语言探索

荔执＃词 在 西 方 的 其译 与 出版
￥

戴玉霞成 瑛

【提 要 】 苏轼诗词是 中 国 古典诗词宝库 中难璨的明珠 ， 但是英语世界对 苏轼诗词的 英

译与 出 版现状呈现 出四个特点 ， 起步晚 ， 诗篇零散 ， 数量 少 ， 成功者鲜见 。 国 外苏轼诗词

英译与 出版较少的原 因 包括 ： 国 外译者获得苏轼诗词资料的 渠道有限 ， 译者抱有文化思维

定势 ，
从事专 门翻译的译者较少 ， 舆论对 中 国 古典诗词的边缘化 ， 读者对 中 国 古典诗词 的

冷落４ 国 内翻译界与 出版界应分析成功个案 ， 借鉴他 山之石
，
加快 中 国 古典诗词 的 英译与

出版 。

【关键词 】 苏软诗词 典籍外译 国 外苏轼诗词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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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中 国典籍外译成为文化强 国 的重

要举措 。 中 国古典诗词英译更是成为学界热议
―

、 国外办
＾寺词英译与

的焦点之
一

。 但是 ， 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出版状况

国 内译者 （如许渊冲 、 杨宪益等 ） 在英译古典苏轼诗词在国 内 的 出版状况非常 良好 ， 种

诗胃方？— 类繁多 ， 料函 。 ｇ外雜诗词英译及出版
国历代诗歌选译 的情况

：

中 国古典诗词作者＆ 状况是什么样呢 ？ 我们通过 网络査寻 ， 向 国外

相关图书馆和研究麵发放问卷调查 ， 向相关
歌专集 ， 读者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诗人 的成就

的专家电话 电邮 、 书信咨询等 ， 花很大工夫 ，

■响 。 是 ’ 目 ｉｉ ｆ ’

费
一年时间 ， 发现苏試诗词的英译及出鮮常

了
诗人作＠在０外＠英译Ｗ研究 ’＃巾 ０＃典

稀少 。 細总共才收集麵外 ２３ 位译者的苏拭
诗词在国外雜慨的職 个少

ｆ
人涉

綱英難 品 ， 而且这雖自敝錄是以零
足的领地 。 本文所说的

“

国外
”

， 是为行文＃
麵形态 出 现在为数不多 的 中国古典诗词选

便 ， 主要是指西方各国 。

集中 。

、

北宋杰出 的文学家苏轼
、

（ １〇３ ７
？

１ １０ １

）ｆ经过细致考察 ， 认真梳理 ， 細发现国外
宋词的代表人物 ’ 也辦了许

＾
优秀的诗獅

施诗酿译与巾版概神細 ， 呈现出 四

２
理

气 个特点 ，

－是起步晚 ， 二是诗篇零散 ， 三是数量
译介与出版状况 ， 对中 国古典诗词在国外的英

译与出版进行反思 ， 意欲为 中 国古典诗词的英

译者和出版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
？ 基金项 目 ：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项 目

“

和合学观照下的苏試

诗词英译研究
”

的阶段性成果 （项 目编号 ：
１ ３Ｋ１ ３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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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四是成功者少 。翻译了苏轼诗词 ５９ 首 。 而翻译 ２０ 首以上的译者

１． 起步晚 。 苏轼诗词的翻译出版起始时间仅有王红公 （Ｒｅｘｒｏｔｈ ，
Ｋｅｎｎｅｔｈ） ， 朱莉 ？ 兰多

相对于其他的 中 国优秀古典诗词 的翻译要晚很 （Ｌａｎｄａｕ ， Ｊｕｌｉｅ ） 和梅维恒 （Ｍａ ｉｒ ，
Ｖ ｉｃｔｏｒＨ ． ）

多 。 据我们査文献所知 ， 汉诗在 １６ 世纪后期就等寥寥不足 ５ 人 ， 其他译者则通常只译一首或

被译成英文 ， 迄今见到最早的 中 国古诗的英译几首 。

见于英国学者理查德 ？ 普滕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ｕｔｔｅｎ
－ ４ ． 成功者少 。 令人庆幸的是我们也找到 了

ｈａｍ ，
１５２０

－

１ ６０１ ） 出版的 《英文诗艺 》 （ ７７＾苏轼诗词英译与 出版的成功者 。 美 国哥伦比亚

Ａｒｔｅｏ／ Ｅｒａｇｈ
＿

ｓ／ｉＰｏｅｓｙ ，
１ ５８９ ）

—

书 。

①
然而将大学教授巴顿 ？ 华兹生 （Ｗａｔｓｏｎ ，

Ｂｕｒｔｏｎ ） 在

苏試诗词最早译介为英文 ， 时间相对要晚 ２００１ ９６５ 年 、 １ ９ ９４ 年出版 《苏东坡诗集 》
， 分别收

多年 ， 根据 《 中 国翻译大辞典 》 记载 ， 西方最录苏拭诗歌英译作品 ８０ 首和 １ １６ 首 。 １９９ ５ 年 ，

早译介苏轼诗作的 ， 是刊载于伦敦版 《皇家亚巴顿 ？ 华兹生以其翻译的 《苏东坡诗集 》 荣获

洲协会会报 》 ｉ？Ａ Ｓ ）１ ８５３ 年美国笔会的翻译大奖 。 ２ ０１ ５ 年 ， 他又荣获美国

第 ４期中 的一首描写恬静家园的诗歌 ， 译者是笔会 （作家协会 ） 拉尔夫 ？ 曼海姆翻译终身成

鲁米斯 （Ｌｏｏｍｉｓ
，
Ａ ．Ｗ

． ） 。 这首诗又被收人鲁就大奖 ， 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词 中这样评价道 ：

米斯于 １８ ６７ 年出版的译著 Ｃ〇ｎ／ＭＣ＆如
“

巴顿
？

华兹生教授是我们时代古典东亚诗歌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

，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 ｔ
－奠基者 ， 他成功翻译 了很多 中 国和 日本作家 、

ｅｍ＆ｒｅ（ 《孔子与 中国经典 ： 中 国文学阅读 》 ） 诗人的文学作品 ， 其 中包括 ： 庄子 、 寒 山 、 苏
一书中 。 有关 １ ９ 世纪苏轼诗词英译的其他文献东坡和白居易等 。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

记载非常少见 ， 据 《 中 国 翻译大辞典 》 记载 ，
六十多年里 ， 他 以其如诗歌般的精美翻译和博

从 １ 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起 ， 《中 国评论》 （ＣＨｉＶＱ）学的学术译介在北美广大读者成为必选的阅读 ，

才陆续刊出零散的苏轼英译作品 。 １ ８９８ 年 ， 英同时也为东亚文学确定了学科定义 。

”

显然 ， 巴

国著名汉学家 Ｇｉ ｌｅｓ
，Ｈ． Ａ．

（翟理思 ） 翻译出顿 ？ 华兹生因为专门翻译苏轼等人的作品而获

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Ｖｅｒｓｅ（ 《古文诗得成功 ， 《苏东坡诗集 》 也因巴顿 ？ 华兹生而成

选》 ）
， 其中收录苏拭诗词 ２ 首 （ 《春宵》 及 《纵为数量不多的中 国古典诗歌英译与 出版成功案

笔 》 ） 。例之
一

。

２． 诗篇零散 。 ２〇 世纪初期以来 ， 苏轼的诗＿

田糾补钟
、
土 、口甘戊 ｔ

词被零星译为法文 、 德文 、 英文刊于杂志上或
—、 国外办拭诗词英译与

收人诗歌选集及著作之中 。
－娜拭诗歌 的英出版较少的原因

译也是在法译 、 德译文出现之后才得以出现 。１ ？ 国外译者获得苏轼诗词资料的渠道有限 。

在有关中国诗歌英译选集中 ， 大多只 收录 国外苏轼诗词英译的译者大多是大学教授或者
－

首或几首苏轼诗词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现 诗词研究者 ， 他们因为工作需要或个人情趣翻
在 ’ 也仅有 Ｒｅｘｒｏｔｈ

，
Ｂｕｒｔｏｎ

，
Ｌａｎｄａｕ ， Ｍａｉｒ译苏轼诗词 。 但是 ， 这些译者对 中 国古典诗词

，
少数译者

＾
中国古典诗歌选编者收录了２０ 首 的了解范围有限 ， 例如 ，

巴顿
．

华兹生是在了
以上苏轼诗词。解 日本典籍的过程中 ， 发现苏轼诗词 ， 并集 中

３ ． 数量少。 据細收集到贿料 ， 自雜 精力译細。 尽賴 内■制出鮮常红火 ，

诗歌第一次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开始 ， 翻译苏轼 但由于时空的限制 ， 国 内 出版社的发行范围受
诗
，
的西方译者－共仅二十多位 ， 而国外译者 麵制 ， 推广力度同样有限 ， 使得国 内出版的

翻译苏試诗词的数量极为有限 ， 合计不足 ３００ 苏轼诗词的书籍在国外难以获得 ， 这限制 了 国
首 。 在国外译者中伯顿 ？ 华兹生是翻译苏轼诗

词最多的一位译者 ， 迄今为止 ， 他总共翻译了
① 朱徽 ： 《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

—

英美译家汉诗黼译研究 》 ，

一百多首 。 其次是张孙康怡 （Ｋａｘｉｇ
－

ｉＳｕｎＣｈａｎｇ）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 ０９年版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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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译者与读者对苏轼诗词的了解渠道 ， 因此造和政策态度时 ， 都会考虑 目标语受众的理解和

成了译本较少的状况 。认可 ， 更会考虑译作的传播效果 ， 这些因素都

２ ． 国外译者文化思维定势导致苏轼诗词被会直接或间接 、 隐形或显形地影响中 国古典诗

冷落 。 长久以来 ， 很多西方学者抱持
“

西方中词的英译与出版 。

心主义
”

， 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 认为西方５ ． 国外读者对中 国古典诗词的冷漠 。 长期

的文明是先进的 ， 东方的文明是落后的 ， 对东以来西方国家普通读者 由于浸淫在强势文化优

方文化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 。 由于文化差异和越环境中 ， 长期的殖民主义者心态使他们对来

国外学者的心理定式 ， 许多西方学者用西方世自 中国这样的弱势文化国家 的声音充耳不闻 ，

界的价值观 、 世界观来看待整个世界 ， 对中 国或闻之甚少 ， 自然对中 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与 出

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持怀疑鄙夷的态度 ， 版情况知之甚少或
一

无所知 。 英美 国家的很多

其结果是导致了东西方话语权的失衡 。 中 国古学者和普通读者可能不愿研读中 国译者翻译 的

典诗词反映了中 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观 ， 中 国古典诗歌作品 ， 因为他们可能怀疑中 国译

西方译者 的思维定式认为那是落后的 。 这样 ， 者的英语运用水平 ， 自然关注英语为母语者的

国外译者较少翻译 中 国古典诗词 。 许多出 版社译作 ， 即使这些译诗可能包含对原作的曲解 。

又以赢利为首要 目 的 ， 更不会热衷于出 版阳春＿

白雪般的中国古典诗词 。
二、 对

■

中国古
，
诗词英 与

３ ． 国外从事专门翻译的译者较少 。 根据收出版的启不

集到的苏試诗词英译作品 ， 我们发现－个有＠１ ． 分析成功个案 ， 借鉴他山之石 。 巴顿 ？

ｆ华兹生翻译的 《苏东坡诗集 》 是中 国古典诗歌
一

英译与出版的成功个案 ， 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

炒热饭的译作 ’ 可能是译者在 编某 丨 专集时 ，

巴顿 ？ 华兹生在 １％ ５ 年 、 脈 年分别出版苏轼
认为苏轼作品应

ｙ
Ａ选 ， 看到 刖 人已翻译过＊

诗歌英译选集 ， 在 １ ９ ９５ 年 、 ２０１ ５ 年凭借译作荣

获難瞬大奖 。 显織酿滅他及其译作

当成巾目古麟酿译Ｍ ＿＿之石 ， 仔

■

是

：

丨

；：２？５２＝２

者

；曰Ｓ３
细研究其译本特色 ， 更要研究他的 翻译动机 、

译作不但多 ， 而且取＃ 了 较好的成就 。 但是这

＿专门从事 中 国某
－诗人作品 的翻译綱巴顿 ． 华兹生的译作具有独树

—＿翻译
少见

⑶外舆论对中 国古典诗麵边缘化 。 传
风 体

ｆ

有
简单的句子代替长句 。 译文的忠实性通过字面

人

＝ 忠实 、 意境忠实和文化忠实来实现。 字面忠实 ，

指译文在措辞 、 语法结构层面上都与原诗尽量

排斥心理 ，

方 音韵和ｓ

翻译是
－

种跨时空 、 跨文化 、 跨语言的 ？Ｓ＾的效Ｓ ’一
＂１直述＆ 中

动 ， 自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 ，

多多少少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② 中 国

①

ｇ

鸿铎 ： 《传播学教程 》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７

古典诗词的译者在选择原作 、 识别原作者的主 ② 朱耀先 ： 《论翻译与政治 》 ， 《 中 国科技豳译 》 ２ ００７ 年第 １

观意图 ， 采用翻译策略 ， 传递原作的政治立场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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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注释来具体阐释 。中国 ， 长期生活在国外 ， 浸淫于西方文化 ， 但

巴顿 ？ 华兹生 的译作的版式也独具匠心 。 他们深受中 国文化的影响 ， 他们 的根还是深植

伯顿 ？ 华兹生将注释加在译诗的上方 ， 注释包于中国文化之中 ， 具有深厚的 中 国文化底蕴 。

？

括诗人、 背景介绍 ，
韵律解释等 。 这样 ，

一方这两种中 国古典诗词翻译家的背景和观点之间

面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 ，

一

方面免除在诗存在着巨大差异 ， 所产生的译文也有很大差异 。

中插入注释 ， 保持了读者欣赏诗歌的流畅性 。苏轼诗词的英译者也恰好分成上述两类 。

巴顿 ？ 华兹生的译作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苏轼诗词译者中 ， 中 国化了的西方人的主

他选译的原作大多是生活化的题材 ， 这为读者要代表是巴顿
？

华兹生 ，
已见前述 。 另一位中

提供了
一个新鲜的感受 。 他还用归化的手段翻国化了的西方人是王红公。 王红公于 １９ ５６ 年翻

译诗词中的意象 ， 这样使英语读者不会对枯淫译出版 ＯｗｅＰｏｅｍｓＦｒｏｗｉｆ ／ｉｅＣＡｉｒａｅｓｅ

的意象产生陌生感 。 他 的语言风格简单朴实 ，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ｓ ） （ 《汉诗百首 》 ） ， 内收苏轼诗

极具口语化 ， 这也贏得了读者的好感 。

？词 ２ ３ 首 。 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强调
“

中 国法

２ ． 研究更多个案 ， 探索更多有益方法 。 据则
”

， 即突出 表现具体的图景和诉诸感官的意

相关统计 ， 现存苏轼诗词约有 ４０００ 多首 ， 但象 ， 努力营造出一种
“

诗境
”

（ ｐｏｅｔｉｃｓｉｔｕａ
－

是 ， 翻译苏轼诗歌的西方译者一共仅 ２０ 多位 ， ｔ ｉｏｎ） ， 即能够使读者置身于其中 的特定时间和

合计翻译不足 ３００ 首 ， 所以大量的苏轼诗歌诗特定地点 。

？

词并未译介到英语世界 。 另外 ， 国外译者翻译苏轼诗词译者中 ， 西方化了的 中 国人的代

的苏轼诗词的资料非常零乱 ， 这使得收集工作表人物是罗郁正 （ Ｉｒｖｉ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ｇＬｏ ） 和欧阳

很困难 。 因此 ， 我们有必要继续搜寻国外苏轼桢 。 罗郁正 （ Ｉｒｖ ｉｎｇ
ＹｕｃｈｅｎｇＬｏ ） 是当代美国

诗词英译 出版作品 ， 并对其进行深人发掘和研著名华裔学者 ， 著有 《葵叶集 》
， 其中收录了１７

究 ， 例如研究不 同译作中对诗人的生平 、 诗人首苏轼诗词的译文 。 他主张在英译苏轼诗词时 ，

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观 、 诗风是如何介绍的 ？ 研究不要拘泥于
“

形似
”

， 不应为了押韵而改变原文

译作的措词 、 句法 、 意象是如何传译的？ 这些都的形式 ， 理想的译文应该是追求
“

神似
”

， 力求

会为今后苏試诗词英译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再现原诗的
“

含蓄
”

美和原诗的精髓 。 同时 ，

对苏棋诗词英译与 出版的研究只是中 国古 汉诗英译还应该追求语言的地道 ， 不应该让译

典诗词英译与 出版研究的一个个案 ， 但是这个 文带有
“

翻译腔
”

， 力 图做到文笔流利 、 语言 自

个案给我们
一些别样的收获 。 我们还应该研究 然 。 对于诗词 中蕴含民族文化的元素 ， 比如历

其他中国古代诗人作品的英译与 出版情况 ， 从 史典故 、 社会习俗和禁忌语等 ， 应该着重传递

中得到另外的结论。 只有多作研究 ， 才能真正出其在原诗的文化内涵 。

找到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与出版的好方法 。欧阳桢是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 著述颇多 ，

３ ． 著名译者的成功缘由 。 欧阳桢把中 国古 为中华文化与世界的沟通做出很大的贡献 。 欧

典诗词在西方世界英译的译者分为两类 ：

一

类 阳桢认为 ， 在翻译苏轼诗词时 ， 要先确定 目标

以二战之前成名 的翻译家韦利和庞德为代表 ， 读者 ， 再确定翻译原则 。 同时 ， 他注重从文化

他们是
“

中国化了 的西方人
”

， 身为英语世界公 身份来观察和分析译者 。 他不拘泥于传统的翻

民 ， 母语为英语 ， 深谙英语文化 ， 同时他们懂译策略与手法 ， 在翻译中极力彰显 自身的主体

汉语 ， 了解中 国文化 。 尽管他们努力想探寻并

传达中 国古诗 的精髓 ，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 ， 还 ① 陈晓琳 ：

“

伯顿 ． 华兹生译中 国古诗词翻译风格研究
”

， 河

是坚决保留英美文化特征 ， 他们的译文在西方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３年 。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另一类是二战之后成名 的② 朱徽 ： 《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 ＾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 ，

ｉＸ求 仙柄 曰 “ｎｓ－ｆｃ■儿 Ｙ Ａｈ Ｈｎ ｅｒ？”山知七 丨
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〇 ９年版 ， 第 ２Ｓ１ 页 。

译者 ’ 他们是 西方化了 的 中国人 ， 比如刘若
③ 朱徽 ： 《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一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 ，

愚 、 刘殿爵 、 柳无忌和罗郁正等人 ， 他们生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 ＱＧ９ 年版 ， 第 １ 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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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试图重新建构翻译策略 ， 他提出 的翻译三独创见解的
“

西方化了的中国人
”

。

个标准是 ：

“

自 明
”

（ ｓｅ ｌｆ
－

ｓｕｆｆ ｉｃ ｉｅｎｔ） 、

“

信达
”

结论 ： 长久以来 ， 由于西方文化霸权地位 ，

（ｇｅｎｅｒｉｃａｌ ｌｙ） 和
“

透明
”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 。

“

自西方学者对苏轼诗词的译介不甚关注 ， 使得苏

明
”

， 指译者阅读原文时 ， 不需要读别的东西以轼诗词的英译与 出版呈现起步晚 、 诗篇零散 、

助鉴赏和理解 ， 译文也一样 ， 应该像原文一样数量少 、 成功者少的特点 。 苏轼诗词是 中国古
“

自 明
“

信达
”

就是将原文的意思完整无遗地 典文化的优秀代表 ， 为使英语世界普通读者和

译出来 ， 译文应该保持和原文一样的情调 ；

“

透学者认识中国古典诗词魅力 ， 推动英语世界对

明
”

就是说读者应该能透过译文看到原著 ， 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 我们有必要一方面

应有太多的翻译痕迹 ， 好的译文应该能反映原充分搜集 、 研究西方对中 国古典诗词英译与 出

著的特点 。
？欧阳桢以

“

透明之眼
”

看世界的说版的相关信息 ，

一方面组织人力 ， 认真分析国

法 ， 反映出他对翻译高屋建瓴的认识 ， 即 翻译外的真实情况及其原因 ， 并通过多种渠道 ， 采

让我们认识 了他者的世界 ， 同时也使我们认识用多种出 版模式 ， 加快中 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与

了 自身和 自 己的世界 。出版工作 ， 以便促进
“

中 国文化走出去
”

， 加快

显然 ， 两类译者之所以都取得了相当的成中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与交流的进程 。

就 ， 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热爱古典诗词翻译 ， 并

根据 自 己对苏轼词的理解 ， 形成了独特的古典本文作者 ； 戴 玉霞是文学博士 ， 西安电 子

诗词翻译的原则 、 策略和方法 。 所以 ， 上述两科技大学外 国语 学 院副教授 ，
硕士生导

类译者就是合适的 中国古典诗词译者 。 中国文师 ；
成瑛是文 学硕士 ， 西安外 国语大学

化要走出去 ， 更重要的是靠中 国译者 ， 所以 国英语教育学院讲师

家需要培养更多的中 国译者 ， 培养中国古典诗责任编辑 ： 马光

词的译者应该向两个方向努力 ， 或者使 自 己 成
为

“

中国化了的西方人
”

， 或者使 自 己成为
“

西

方化了 的中国人
， ，

。 优秀的中国译者应该是谙熟① 罗新薄 、 陈应年编 ： 《翻译论集 》 ， 商务印 书馆 ２〇 〇９ 年版 ，

中英语言 、 中英文化 ， 对中 国古典诗词英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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