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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学角度看唐诗《送元二使安西》的翻译

万兵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47)

摘 要：从文体学角度出发．通过从语音手段等方面对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的原文

及四种不同的英译文进行探讨，运用相关的文体学理论分析汉诗英译现象，以期给近体诗翻译及其研究提供

一些新的启迪。

关键词：文体学；语音手段；汉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I 207．2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诗歌中的七言绝句，与律诗和排律三足

鼎立，构成了近体诗的丰富世界。唐诗是一种高

超的语言艺术，不论从语言学、修辞学、音韵学还

是美学来说，都是语言精华的体现，堪称是文学

的最高表现形式。但目前对其翻译研究主要是从

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分析中的主观

成分较多，有些评论甚至是随想式的或是个人经

验式的，因而有失偏颇，缺少科学性。文体学是

介乎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对涉及

这两门学科的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文体学角度出发，通过从语音手段等

方面对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

的原文及四种不同的英译文进行分析，运用文体

学理论探讨汉诗英译问题，以期为诗歌翻译及其

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迪。

一、源语语篇分析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本诗为赠别而作，后经乐人谱曲，名为《阳关

三叠》，又名《渭城曲》，传唱甚广。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绝句》中说：。渭城朝雨，自是口语，而千载

如新”，“盛唐绝句，渭城朝雨为冠”。诗作前两句

从渭城景色起笔，点明送行的地点、时令，同时烘

托出当时的气氛，蕴含了深切的离情。其中“汜”

字，描写了春雨润湿轻尘；“新”字让人倍感春雨初

歇杨柳的青翠嫩绿。诗人深厚的文字功底在此略

见一斑。后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劝”“更”二字，

将诗人当时依依惜别之意和留恋难舍之情表现得

淋漓尽致。全诗情景相生。意境高远，真切感

人，尤其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更可谓笔力千

钧，韵味无穷。

二、四种版本的译文 、

。-

译文1

A Farewell Song(王宝童译)[1]

A morning rain has kept the town’s roads

dean，

The inn’s bright blue’mong willows’fresh—

washed green．

And here，dear friend，dry up this other cup!

Why，west of Sunpass none will cheer you

up·

译文2

Bidding Adieu to Yuan Junior in His Mission

tO Anxi(孙大雨译)[2]

(Song of the Town of Wei)

The hU of morning drops in this Town of WreI

Its dust light doth moisten．

Tenderly green are new willow sprouts

Of this spring adorned tavern．

I pray you tO quench one rnore full tO the brim

This fareweU cup of wine．

For after thy departure from this western-

mos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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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 will have no friends of thine．

译文3

A Farewell song(许渊冲译)[3]

No dust is raised on pathways wet with

morning rain；
。

The willows by the tavern look 80 fresh and

green．

1 would ask you to drink a cup of wine again；

West of the sunny pass no more friends will be

Seen．

译文4

Farewell to an Envoy on His Mission to Anxi

(郭著章译)【4]

What’s got Weicheng’s path dust wet is the

morning rain，

、The willows near the HoteI become green

again．

I urge you to empty another cup of wine，

West of the Yangguan Pass you’lI骶no more

ofmine．

三、与语音手段相关的文体分析

1．语音象征语义

在近体诗之中，诗歌自身的音乐性业已成为

其艺术的灵魂。胡应麟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

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

象风神无方可执。”“律诗(包括绝句)全在音节，格

调风神尽具音节中。”(《诗薮·内编卷五》)因此，要

真正体味绝句中的“婉曲回环”之美，必须对其音

律规则进行具体分析。语音能够唤起人们对某些

事物的联想，此之谓语音象征。就音质而言，音

有长、短、洪亮、单薄、刚硬、柔软、和谐、粗杂等不

同的特质，故音位的不同组合形式会导致不同的

音响效果，产生移情作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

受【5J柏。比如，流音／1／、／r／、／m／、／n／，常暗示和

谐、宁静、低沉的气氛，诗人们运用此种艺术手法，

能取得声情并茂、相映成趣的表达效果。王译的

第一、二行中的“morning rain”和“roads”，孙译的

多／o：，u，eu，n膺或相近的音，读起来抑扬顿挫；
在选韵方面用[en]音，从而以低缓的音韵为全诗

的别离之情定下基调。郭译选用[ein][ain]音押

韵，余音绵长，婉转低回，颇能表达别离之情。从

选韵上来看，王译前两句的[i：n]音用得较佳，衬

托出了清晨雨后爽洁的环境；而后两句的／up／音

读起来短而急促，表明了分离在即，聚时无多的

缠绵之意。至于许译，极类似于王译，如在选韵

方面，奇句用[ein]音，偶句用[i：n]音，音韵绵延

婉转，语轻而意不浅，能较生动地再现原诗意境。

2．重音、音长、节奏和音韵格律

亚里士多德比较系统地谈到由英雄诗体、抑

扬格、扬抑格、赞歌等体现的文体风格。他认为诗

体有庄严感，但缺少口语昧；抑扬格是普通人常用

的，但在演讲中需要的是庄重和让听者摆脱自我

的力量；扬抑格接近于富有野性的舞蹈【6J。《尚

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

声”【7]215。和谐的音韵(音乐性)，鲜明的节奏，是

诗歌的一大特色。因此最能体现英语节奏美，给

人的听觉带来美的享受应归功于英语诗歌的节奏

和韵律。以上四篇译诗，除孙译之外，均为四行，

与原诗形式确乎相当，每篇译文长短均匀，平均词

数约为每行八九个词，许译略长，每行约为10词。

原诗是七言四顿，首尾两句押韵。四篇译文也都

押韵，许译是隔行押韵，王译、郭译与孙译均采用

aabb式押韵。其中孙译虽将原来的四行拆为八

行，句式仍十分工整，无损于原诗和谐的音美。而

且此译诗多采用古语词，如“doth，thee，thou，

thine”，既有助于协调韵律，又使全诗充满浓郁的

古色古香的格调。郭译基本上采用了扬抑格，音

节一、三句为12个，二、四句为11个，韵律比较

整齐，整首译诗读起来琅琅上口，节奏感很强；

虽然诗行第四旬略长(10个词)，但总体上句式

均衡，形态优美。王译基本上使用了抑扬格，每

行音节均是10个，诗句长度除第二句为8词外，

其余均为9词，形式工整。从形式上看，许译类同

于王译，采用了抑扬格，译文每行字数约为10词，

第四行多1个词，音节每行均为12个；就整体

音、形、意美而言堪属上乘，只是相对于原诗而言，

音节略多，不及原诗的节奏感强。

与此同时，音长也直接影响节奏。长元音和

双元音可使诗歌节奏放慢；相反，短元音则可以

加快节奏，能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如孙译下部

采用[ain]音，让读者依稀听到诗人心里祈盼何13

君再来的感慨；郭译选用[ein][ain]音押韵，余音

绵长，婉转低回，生动地表达了别离之意。许译极

雷同于王译，奇句用[ein]音，偶句用[i：n]音，音韵

绵延婉转，语轻而意深，再现了原诗的意境。

3．语篇内部衔接

英语语篇内部的衔接亦可通过语音手段予以

实现。如头韵、复韵、拟声等修辞手法，能使语篇

在语音层面上前后衔接，加强语义上的连贯，这在

诗歌中表现尤为显著。如孙译在选词方面特别注

意音美和意美相结合，如第一、二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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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和“moisten”利用头韵取得音调和谐，

三、四行中的“sprouts”和“spring”，五、六行中的

“full”和“farewell”，以及最后两行中的“from”和

“friends”o

四、译文的评析

类似于写意画，绝句的创作宜遵循先密后疏，

密中透疏，疏密相间的原则，尤其是疏，为其艺术

的命脉所在。王维这首诗是通过空间的移换获得

“远”的感觉的。前两句写送别的环境，属实景描

写，其空间较小，是有其边界的；后两句则把它移

置到未来的空间，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趋于无

限，使诗人对友人前程的关切之情得到写意性的

表现。事实上，意境美是诗词创作的灵魂，绝句创

作艺术之所以要从“远”中求得一种灵动超逸的意

境美，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深受道家与佛家

思想的影响。王昌龄强调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

创作必须将意与境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构思。佛教

借用“境”字来对译其义理中所追求的那种精神

的、心灵的境界，这就导致了“境”从物质的、空间

的向精神的、心灵的内涵的偏移【8J，而“意境”的

产生正是奠基于这种偏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

中称“意境”为“境界”。“真”是意境之骨，其外在

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分为两端，即“实”与“虚”[9]9。

诗人受其影响，开始追求高远的思想意境，以情入

景、虚实相生的诗风开始流行。王维晚期诗歌体

现了清远飘逸的诗词意境。因此，在翻译和评析

其诗作时，就要最大限度地传译和关注此种意

境。孙译的首句将地名“渭城”直译出，其后并未

加注，令译文读者疑惑不解，况且它完全可以变通

译之，对表现原诗意义和意境都无太大损

及[7]237，但整首译诗意境优美，写景清新，抒情低

沉，字里行间洋溢着离情别绪，可谓感人肺腑，除

有失简练之外，堪称佳译。郭译句式均衡，形态

较美。在表现意境方面以结束句为最佳，“see no

more of mine”贴切地译出了“无故人”之意。第三

句也与原诗意义相近，意境相仿，“another cup”一

语似平淡无奇，却尽得风流，表现出与友人彼此

相对无言，只能再尽一杯美酒，再道一声珍重的惜

别之情。然而一、二句译得相对平淡，首句以

“wet”译“泡”字欠佳，无法准确译出晨雨过后清

新的意境。笔者倾向于冯庆华教授的观点，认为

王译诗句长度除第二句为8词外，其余均为9词，

形式工整。首行将“泡”字译成“kept the town’s

roads clean”，句子译得过于平白。因而诗味索然；

第二句译得传神，用“’mid”一词将客舍和杨柳两

个意象相连，让读者依稀看到柳枝掩映中的青青

客舍；“freshlygreen”的语感比“fresh andgreen”富

有变化性，意义上愈加衬托出微雨初歇时尘埃尽

洗的杨柳新姿和客舍新貌，而且表层上只译“客舍

青青”，但“’mid”一词已将杨柳的绿意融化了进

去。相比之下，三、四句译得直白如话，如“dry up

this other cup”和“none will cheer you up，，，意义毫

无令人回味的余地，意境亦不够深切，因而此译整

体上是不及孙译的。

谈及许译，就整体音、形、意美而言堪属上乘，

但相对于原诗而言，音节略多，不及原诗的节奏感

强。首句“No dust is raised”译文意境优美，“wet
with morning rain”译得更是颇具韵味，不仅利用

了英诗头韵的特点“wet with”，而且视角新颖，运

笔轻灵。次句用％y”将“the willows”和“the

tavern”连接起来，但似乎只译出了“柳色新”，而

未译出“客舍青青”的意境，实属翻译的缺憾，因此

此句仍是王译较佳。第三句的“again”语意不及
‘‘one more”，在此情形下，为了更好地表现原诗意

境，宁取其意而舍取其音，当然此处有未能兼顾

音美之憾。末句“no more抽ends will be seen”译

得好，尤其是“more”一词，为整首诗平添了“执手

相看泪眼，竞无语凝噎”的韵味。至于“阳关”的译

法也属上佳，因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它已不只是

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被赋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的意

象，与传统文化中的柳树一样，读者见之即能体会

到赠别的意境。译者为达到同样的表现效果，并

没有为片面追求意似而直译之，而是将其深层含

义变通译出，有助于读者去理解全诗的意义和意

境。

五、结 论

文章通过运用文体学学科中的语音手段理

论，对王维的诗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为研究翻译

和翻译作品提供了方法论和启示，从一个全新的

视角审视和诠释翻译现象和翻译作品，从而开拓

了翻译批评的新视野。它是对从文学翻译和文学

批评以及后来黄国文教授等从韩礼德功能语言学

等其他角度来研究翻译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手段。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翻译批评标准的多元化。与此

同时，它张扬了英汉诗歌的文体特质和文学魅力，

彰显了英汉两个异质民族的文化精华，为翻译理

论和翻译教学实践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应用文体学理论对汉诗的英译

和意境的保留与传真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

致谢特别感谢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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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吴显友博士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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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Parallel P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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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u Xin was a master writer on parallel pmse in the Northem and Southem Dynasties．His using

literary quotation with no trace has been praised by the critics，which mainly due to his skills Oil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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