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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视角下诗歌意象的翻译
!

111以+鲁拜集,中'酒(的意象为例

王晓利

摘
!

要!诗歌意象不仅仅是诗人借以抒情言志的载体)它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一个

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往往同一文学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和

情感体验*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处于两种文学#文化$语境之间的译者)既要力求保留

意象在源语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又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语境及读者大众的接

受能力*因此)译者在翻译诗歌意象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本文化的诗学传统)借鉴并吸

取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使他们获得跟源语读者一样

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最终达到两种文化互动和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翻译.+鲁拜集,.诗歌意象.'酒(

+鲁拜集,或译为+柔巴依集,)为古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S89LO.9

<<

98

)

!"$%U!!05

$所著)后经英

国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7@,9L@V+D?\CL9:@

)

!%"1A!%%5

$译介而闻名于世*+鲁拜集,于'五四(期间由

胡适译介传入中国)此后近一百年间)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译者)被不断地复译*迄今+鲁拜

集,的汉译本已多达几十种)'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一

个引人注目的独特现象(!*

海亚姆的诗歌短小精炼)但思想内容却极其丰富)包含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造物主的追问)

对宇宙无法破解之谜的渴望以及对理性答案的寻求*诗人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些思想感

情)其中'酒(作为贯穿+鲁拜集,始终的中心意象)直接出现在将近半数的诗歌中*本文拟从文化翻译的

视角出发)充分挖掘波斯传统文化中'酒(意象的文化意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英译者菲茨杰拉德如何运

用这一核心意象构建结构连贯的诗歌语篇"*最后)通过比较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

探讨不同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差异化及其成因*

一-诗歌意象与文化翻译观

意象是构成诗歌的最基本单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诗人借以抒情-释怀-喻

志的工具)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在西方诗学语境中)与意象概念相近的术语是'

_89

>

C

()最初在哲学和

心理学领域中使用)随着
0"

世纪初意象派的出现)逐渐被应用于文学理论领域中*尽管中国传统诗论

中的'意象(与西方诗学中的'

_89

>

C

(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可以对诗歌中的意象概念内涵作如下归纳!首

先)意象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体)'意(指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等)'象(指自然-社会各种客体

的具体物象-事象.其次)意象的本质是隐喻性的)诗人往往不直接言意而将意寄托隐含于象中)即从所

!

"

参见王一丹!+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1从S鲁拜集W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载+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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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拜集,的诸多汉译本中)除了少数从波斯语直接翻译的译本外)大多数都是从英语译本#菲茨杰拉德译本$转译

而来的*因此)要研究+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汉译)首先要考察菲茨杰拉德是如何解读并处理波斯语文本中的

'酒(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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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事物本身指向人的具体感受与经验.第三)意象是诗人独特审美创造的结果)同一种象)不同的诗人可以寄托不同

的情感*诗歌意境的营造不仅仅着眼于单个的意象*一首诗一般是在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构思下由若干个意象组合而

成*诗人不仅要善于选择-建构意象)而且应当巧妙地组合意象)使意象序列化-系统化)从而构成意境*

0"

世纪
1"

年代初)翻译研究开始由静态的-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转向动态的-开放的文化研究模式)既关注翻译

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处理)也考察翻译活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文化翻译(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

!#

任何一种语言都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本质上不但是一种跨语言的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

行为*从语言层面来看)翻译中没有绝对完全的等值)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只能是功能意义上的对等)即使译文在译语文

化中发挥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

0#

'文化翻译(更关注翻译带来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原

作在进入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相互排斥和误解*一方面)译入语文化对原作中的异

质因素进行选择)并加以改造和操纵.另一方面)翻译作品又以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译入语文化本身)促进其发展和革

新*

5#

译者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者)既要避免对原文亦步亦趋的模仿)也要避免一味地发挥母语特长而忽视原文的

特色*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移植和转换)'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以迎合译入语

的读者)保证译文可以读懂(!*

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诗歌意象时)首先应充分把握意象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包括诗人的个体思想情

感及民族独特的群体文化意识)考察意象在源语文化语境中可能引起的语义联想和情感体验)并努力寻求适当的移植方

法)以实现意象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的最佳转换*其次)要权衡单个意象与诗歌整体的关系)尽量在译文中建构类似

于原诗的意象组合)以传达诗篇的整体意义)再现原诗的意境*最后)我们主张诗歌翻译应当'以诗译诗(*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还应观照译语文化的诗学规范#文学手段-形式-审美思维等$)借鉴并吸取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准确传达原作意

义的同时也能保留原诗中浓郁的诗意和丰富的情感)'使译作在精神上与原作一致)但诗歌已脱胎换骨)没有留下翻译的

2挣扎3痕迹)即达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2化境3("*

二-+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文化解读

#一$海亚姆诗歌中'酒(意象所包含的多种意蕴

海亚姆对'酒(意象的使用是他诗歌中最显著同时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美国学者布里格姆/约翰逊

#

NL+

>

.98 =̀.)/=)

$曾评价海亚姆!'对某些人来讲)他不过是一个酒馆的醉汉.对另一些人来讲)他是一个为享乐主义而

生的诗人.还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的异教徒试图透过迷雾看到上帝.还有的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迷茫的人在

痛苦地询问!2上帝)我相信你)可是你在哪里43(#这段话形象地总结了海亚姆诗歌中'酒(意象所包含的多种意蕴*

!#

神秘意蕴*波斯古典诗歌与其传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并且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情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

在宗教观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各自信仰的引导下)采用比喻-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将宗教情感与诗歌艺术完美

融合*不少学者认为应该将海亚姆的诗歌放在其所在时代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去分析)+鲁拜集,中很多晦涩难懂的诗篇

只有在这种语境下解读才更为可信*罗伯特/格雷夫斯#

F=YCLD\L9WC/

$和欧玛尔/阿里
U

沙#

S89LK:+

U

E.9.

$提出海亚

姆可能沿用了苏非主义%的传统)他的诗歌中出现的很多意象)尤其是关于'酒(的意象)经常被苏非诗人所使用)如'将

酒比作神的爱)陶醉比作神爱所唤起的狂喜)而酒杯则代表了神与人之间的联系*(&由此)诗人得以将现实中'物质(的

酒与宗教上'神智(之酒结合在一起*

0#

享乐意蕴*尽管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为海亚姆及其诗歌带来了巨大声望)但不少伊朗学者对他的翻译予以否定

并提出批评)认为他的翻译不但是对原作的不忠实)而且是一种浅薄和字面的理解)他的不忠实和误读将海亚姆以一个

酒鬼和享乐主义的形象引入到西方*面对这些批评)尤其面对海亚姆是否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的争论)菲茨杰拉德仍然坚

持认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就是现实中物质的葡萄酒#

D.CWCL+D9Y:C̀ -+(C=MD.C\L9

B

C

$*在第二版译本的序言中)他甚

至将海亚姆与卢克莱修#

a-(LCD+-/

$相比*菲茨杰拉德带来的海亚姆的'葡萄酒(抚慰了当时苦闷-彷徨-迷茫的西方人)

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他所宣扬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被这个深陷信仰危机的时代迅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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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一个神秘主义思想派别)提倡通过苦修达到与真主的结合*苏非派诗人常使用传统诗歌中的一些意象)并

把这些事物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体验)如用'酒(来象征真主的爱)把饮酒时的陶醉与对真主的迷恋做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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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意蕴*美国学者马赫迪/阿敏拉扎维#

PC.@+K8+)L9?9W+

$提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只能是一个哲学概念)

因为他所发出的关于宇宙人生的疑问)不是借助酒精麻醉达到短暂的愉悦能够解决的*总的来说)海亚姆是一个理性主

义者)重视理性和一切可以检验证实的事物*他诗歌中的酒是'智慧的酒()智慧在此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海

亚姆认为即使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怀疑和痛苦)也要带着欣赏生活的态度积极行动*

伊斯兰教视饮酒为一种罪孽)但不能简单归纳认为海亚姆是反宗教的)对于'生活在神权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宗教

意识形态贯穿一生的人)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反对宗教信仰本身的)(!其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宗教内的教派或观点

之争)或是反对宗教中某些人为的-束缚人的-僵固的教条*海亚姆反对的是那些只注重外在形式和固守教条的正统教

派)而'酒(就成了诗人在纷扰尘世获取思想自由-寻找精神归属的工具*因此)笔者认为海亚姆诗歌中的'酒(可以指物

质的酒)亦可以指神的爱)可以是任何能够把人从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心灵愉悦的方式*

#二$'酒(意象在+鲁拜集,结构构建中的作用

由于海亚姆不是职业诗人)他的诗歌或是通过口耳相接再由后人引述的方式流传下来)或是夹杂在他的手稿和文章

中被后人辗转引用)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集结成册*因此)以菲兹杰拉德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常常面临着原文本

的选择问题*菲茨杰拉德在参考了多个波斯手稿后)凭借自己的欣赏能力从
&""

多首诗歌中提炼出他认为最接近海亚

姆思想的诗歌)这些独立的诗歌经过译者的精心挑选和巧妙安排)呈现为一个有着连贯性和辩证性的整体)而作为中心

意象的'酒(在诗集布局和结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鲁拜集,的整体结构来看)菲茨杰拉德描述了诗人海亚姆自

旭日东升至皓月当空一天的生活)并借此传达出诗人在短暂的一天中对宇宙-人生的独到思索和深刻感受*当太阳升起

时)诗人走进酒肆开始一天的生活*他在一开始就流露出对时间流逝的焦灼和人生短暂的感慨*酒馆内过往商队走马

灯似的来去不停)昔日的奢华与今日的荒凉形成强烈对比)更使诗人感叹人世沧桑变幻*随着时间推移)诗人醉酒微醺)

在苦苦探寻生死奥秘而不得解后)开始变得狂热和反叛)质疑造物主对我们命运主宰的不公*当夜幕降临)诗人走出酒

肆)他最终变得淡然)发出最后的感叹'人最终还是如同酒杯中的泡沫一般)转瞬即逝)复归无形)死亡是唯一的归宿)("

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如此来看)+鲁拜集,诗集就变成了诗人藉'酒(或与'酒(相关的人-事-物来抒发个人情

感的'饮酒诗(*

三-+鲁拜集,中'酒(意象的汉译

本文以受关注程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比较两个汉

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以及译者在处理'酒(意象时所采用的手段)并探讨不同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差异化及其成因*

#一$两译本中'酒(意象的翻译

表
!

显示了菲茨杰拉德+鲁拜集,#中的'酒(意象以及它们在郭沫若和黄克孙两个汉译本中所对应的翻译*在
!"!

首诗歌中)含有'酒(意象的诗有
$2

首)共有
2"

处涉及'酒(意象*诗中明言酒字-酒名-酒器物-饮酒)或虽无言酒而诗文

醉意饱满者)都包括在内*

表
&

!

+鲁拜集,中的'酒(意象及它们在两个汉译本中的翻译

与'酒(相关的意象 英译本 郭译本 黄译本

酒#名$

Q+)C

.

\L9

B

C

.

I+)

U

D9

>

C

.

I+)C

.

-̀+(C

酒.葡萄#酒$.#酒$浆
#葡萄$酒.玫瑰酒.清酒.浊酒.兰陵酒.

绿酒.杜康.#浊-绿$醪.春酒.甘露#酒$

酒器 G-

B

.

-̀

>

.

XL)

.

N=,:

.

IC//C:

杯.#土$瓶.酒樽.觞.锺.

器皿
尊.瓢.壶.杯.爵.觞.瓷.瓮.碗.斗

饮酒动作 [L+)*

.

R9/DC

.

E-

B

.

Z-9MM

.

V+::

.

6=-L

#欢-快$饮.尝.浮.过.举 #酣"痛"尽$饮)酌.斟倾

其他

[L-)*

醉 醉.酣

R9WCL)

茅店 客舍.蓬门

En*+

酾客 酒僮

!!

注!其他一栏主要包括描述饮酒后的感受-酒肆-侍酒之人等其他一些与'酒(有关的意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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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亚林!+波斯的李白1莪默/伽亚谟及其S鲁拜集W,)载+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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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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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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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菲茨杰拉德生前+鲁拜集,一共出版了四版)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改动*第五版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与第四版相比

改动不大*郭沫若是根据第四版进行翻译的)而黄克孙依据的是第五版)并参考了其他版本*本文'酒(意象的统计则是根据+鲁

拜集,英译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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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黄译本中出现的特称意象!要比郭译本丰富得多*如前文所述)意象具有多

义性)同一意象在不同的诗歌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情感*与泛称意象相比)特称意象更具体-清晰)译者为了让译语读

者更快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往往会化泛称意象为特称意象)以求取得功能上的传情达意*

#二$两位译者对'酒(意象的处理手段统计

表
0

统计了两位译者郭沫若和黄克孙处理与'酒(相关意象的手段#直译-增补-省略-互文$*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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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汉译者处理'酒(相关意象的手段量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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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

'直译(是两位译者处理与'酒(相关意象的主要手段)但郭译本中的比例要比黄译本高出很多*诗人在诗歌中描

写-叙述或者涉及某些客观物象时)有时只是为了构建一个场景)而对事物本身并没有给予任何特殊的象征意义)这时这

一物象所表达的意义跟客观世界中这一物体本身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酒(意象常常与'及时行乐(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但'及时行乐(并非具象之物)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产生的缘由极多)可能是对个体生命存在时间短暂的认识)可

能是对人生意义思索的痛苦)也可能是时间流逝带来的恐慌)'酒(可以使人产生兴奋-陶醉-麻痹等心理和生理的反应)

从而缓解这种焦虑)使人忘却烦恼*这里'酒(是工具性-功用性的*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处理这类意象)无论任何文化

的读者都不难体会原诗的意境*

0#

黄克孙在处理'酒(意象时)'增补(和'省略(的手法运用比较突出)'增补(有
55

处)也就是说除了原有的
2"

处与

'酒(相关的意象外)黄译本中又额外增添了将近一半的'酒(意象*增补)也称增益)是在直译基础上采用的一种明晰化

手段)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原诗的主题和意境)产生相应的审美体验*'省略(手段也在黄译本中出现了数次)而郭译本中

却一例也没有出现*

5#

两个译本也运用了较多的'互文(手段来处理'酒(意象)但黄译本中所占比例要稍高一些*从表
!

也可以粗略看

出)相比于郭译)黄译译词的数量更加多样-词汇也更加丰富*互文体现了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渗透和转

换*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沉淀而无处不在的互文指涉会给译者带来很大挑战.但同时)译者也可以借助互文手法在译

本和译语文化文本之间建构起'互文(关系)迅速唤起读者心中的某种特定情感)从而拉近译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距离*

#三$两译本呈现'酒(意象翻译差异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郭-黄两译本中'酒(意象翻译所呈现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位译者所采用的译诗形式及翻译策略不同*从文化翻译

的视角来看)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受到了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个人文化趋向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郭沫若使用新诗体译诗)语言以浅显的文言和白话为主)尽量避免添加自己的意象)同时也不删减原诗固有的意象)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的句法结构*这种译诗选择和取向与译者本人在文学和文化上的意图与主张有关*自新文化运动

开始)许多诗人和翻译家为了打破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传统加于诗歌的重重束缚)开始倡导并实验使用白话
U

自由诗体

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就是这一尝试下的产物*尽管闻一多评价郭译本中有不少忠实到笨拙的

翻译)且'文言白话硬凑在一起)然而终竟油是油)水是水总混合不拢()"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较大

的影响)这多少要归功于白话
U

自由诗所展现出的返璞归真-鲜活自然的风格*

与郭沫若相反)黄克孙使用了旧体诗七言绝句来翻译+鲁拜集,)他在译者序言中提到!'+鲁拜集,的翻译)我的出发

点是作诗第一*(#译者深谙古诗传统)且造诣颇高)在译诗过程中)大胆借用本民族诗歌文化传统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在

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跟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黄克孙译本语言优美-诗

意浓厚)不但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誉)也让中国读者体验到了英译本带给西方读者的乐趣*

#四$具体例子分析

下面以+鲁拜集,第
!0

首诗歌为例)展示它从波斯文到英文)又从英文到中文的转换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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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称意象相对于泛称意象)泛称意象指诗歌中出现的物象的总名)如'酒(.而特称意象则指相应物象的专名)如'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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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利!文化翻译视角下诗歌意象的翻译

波斯原文!!

!!

如果能有一个面包

一瓢酒)一个羊腿

然后我和你在荒原中坐着

那种快乐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有*

英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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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译文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5

黄译文

一箪疏食一壶浆)

一卷诗书树下凉*

卿为阿侬歌瀚海)

茫茫瀚海即天堂*

!!

这首是为数不多可以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原文的诗歌*原诗使用了一连串意象'面包('瓢酒('羊腿('荒原(组

成了一副贴近自然的和谐图景)表达了诗人向往自由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可以看到)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不但将'羊腿(

替换成了'诗书#

9N==*=MICL/C/

$()'君王(替换成'天堂#

69L9@+/C

$()还增加了'树#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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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唱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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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意象)

动静结合)由近及远)空旷苍茫的背景与眼前浪漫和谐的场景形成对比)诗人借助现实的景物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将天

地人间巧妙结合在一起*郭沫若按照原文一行一字地直译)表现出客观写实的倾向)虽然直接传达了诗人的主观意向)

但描写过于直白)少有顾及诗歌的艺术性)最后一行使用了两个感叹词'呀('啊()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原诗中诗人追求高

雅淡泊的生活情趣)变成了一种强烈而高昂的情绪*黄克孙在译文中引入了译语读者熟知的'箪食('瓢饮('瀚海(等极

富象征意义的汉语意象)这时诗歌不再是单纯的写景和抒情)它已经将具体的物象与抽象的哲理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不

以物质满足为人生目标)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乐*

四-结
!

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诗歌意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传递时)往往会产生变异*造成变异的原因)一方面是意象本

身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关*译者处于两种文学#文化$语境之间)既要力求保留意象在源语文化

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又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语境及读者大众的接受能力)这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译者在处

理诗歌中的意象时)如果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就会使诗歌流于直白-浅薄-了无诗意*反之)如果充分利用自己文化

的诗学传统)借鉴并吸取自己民族文学的精粹)在向译语读者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跟源语读者一样

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最终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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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和他所使用的波斯原稿进行对比)发现只有不到一

半的诗歌#

$1

首$能够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的原文)而剩余的大多数是由多首诗歌拼凑而成的*这首是为数不多可以在波斯原

稿中找到对应原文的诗歌)由笔者从波斯原文直接逐字翻译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