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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
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
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

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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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杨宪益诗歌翻译活动
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毕生相濡以沫，共同翻

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

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

中的经典。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从

《奥德修纪》到《卖花女》，译著跨度大，数量多，质

量高，兼顾中西，影响深远，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

一个奇迹。

杨宪益译作浩如烟海，一本译著《红楼梦》更

是夺走无数学者关注的目光，致使学界较大程度

上忽略了对他诗人身份、诗歌翻译实践以及此二

者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诚如黄苗子所言：“宪

益不但学行奇，诗也做得奇，他是一位学者和翻译

家，行有余力，则以学诗。……他的诗和文学，是

从深度修养和高度天分出来的。”①由于杨宪益深

厚的诗学背景和他本人对诗歌体裁的偏好，诗歌

翻译占杨宪益译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个

极其重要却又较少受关注的领域。杨宪益诗歌翻

译活动主要涉及两方面：中国诗歌英译和西方经

典诗作汉译。中国诗歌英译是他诗歌翻译最重要

的部分，包括中国古典诗词与现当代诗歌的英译，

涵盖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现当代诗

人艾青、田间等的诗作。杨宪益西方经典诗作汉

译作品主要有《近代英国诗钞》、古罗马诗人维吉

尔的《牧歌》、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修纪》以及法

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等。杨宪益在中学时代

就开始尝试翻译诗歌，但译作大部分没能保存下

来。目前，能够收集整理到的杨宪益外汉、汉英诗

歌翻译参见表１、表２。
事实上，除了表１、表２所列已出版和正式发

表的诗歌译作，杨宪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尝试翻

译诗歌，但译作大部分没能保存下来。在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年间，尚在中学时期的他就对西方诗歌感兴
趣，不仅读诗，还试把喜欢的一些诗歌译成中文旧

体诗。此后，直至留学牛津，遇到诗人出身的英文

导师埃德蒙·布伦顿（ＥｄｍｕｎｄＢｌｕｎｄｅｎ），杨宪益
才开始尝试中国诗歌英译，把《离骚》译成英文

诗。这是他第一次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语。

从中学时尝试外国诗歌汉译，到留学牛津英译

《离骚》，到走上职业翻译道路之后，常常在繁重

的“公务”———中译英工作余暇兼顾“私好”外译

中实践，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逐渐形成系统，译

作大多得以出版，他中后期的诗歌译作，不完全是

从兴趣出发的译者自主选择，既有他认为“外国

人应该了解到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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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外介绍”的汉译英作品，又有作为“受雇

的翻译匠”不得不承接下来的翻译任务。在日积

月累的诗歌翻译实践中，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想

逐渐形成。就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而言，杨宪益曾

被看作是格律派译诗的代表，后来又因夫妇合译

《唐宋诗文选》等诗作被认为“把散体译文推到了

空前的水平”①。从散见的评价中，不仅可以看到

时人对杨宪益诗歌翻译的推崇，也可循迹揭示杨

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变化过程。

表１　杨宪益汉译英诗歌

书名（或篇名） 原诗作者 出版社或期刊 出版时间／年

《离骚》 屈原 外文出版社 １９５３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外文出版社 １９５４

《阿诗玛》 李广田 外文出版社 １９５８

《野草》 鲁迅 外文出版社 １９７４

《诗经》 中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唐宋诗文选》 中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汉魏六朝诗文选》 中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明清诗文选》 中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古代诗歌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８

《现代诗歌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８

《李白诗选》 李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杜甫诗选》 杜甫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王维诗选》 王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陆游诗选》 陆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苏轼诗选》 苏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辛弃疾诗选》 辛弃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陶渊明诗选》 陶渊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楚辞选》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乐府》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唐诗》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宋词》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新民歌（４３首） 《中国文学》 １９５８（６）

西藏抒情诗 《中国文学》 １９５９（５）

诗二首 殷夫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０（５）

致古巴诗 郭小川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０（７）

革命烈士诗选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０（１２）

诗二首 ＬｉＹｅｈ－Ｋｕａｎｇ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０（１２）

诗一首 Ｎ．Ｓａｙｎｔｓｏｇｔ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４（１）

致刚果人民诗 闻捷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０（１０）

“西沙群岛”诗四首 柯岩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１（１）

诗二首 ＰａｏＹｕ－ｔａｎｇ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１（３）

诗选 陈毅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１（８）

诗三首 ＣｈｅｎＨｕｉ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２（２）

诗六首 鲁特夫拉·木太力夫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２（６）

诗十二首 田间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２（１０）

诗十六首 ＬｕＹｕ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３（８）

诗九首 臧克家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３（９）

诗六首 殷夫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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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书名（或篇名） 原诗作者 出版社或期刊 出版时间／年

诗八首 鲁迅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４（７）

乐府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５（５）

诗三首 ＬｉｕＣｈｅｎ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５（６）

诗四首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５（１０）

诗四首 ＣｈａｎｇＹｕｎｇ－ｍｅｉ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６（３）

诗二首 ＬｕＣｈｉ 《中国文学》 １９６６（６）

龚自珍诗选 龚自珍 《中国文学》 １９８３（５）

温庭筠词选 温庭筠 《中国文学》 １９８５（４）

表２　杨宪益外译汉诗歌

书名（或篇名） 原诗作者 出版社或期刊 出版时间／年

《牧歌》 维吉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

《奥德修纪》 荷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罗兰之歌》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１

《近代英国诗钞》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古希腊抒情诗选》 工人出版社 １９９５

　　二　杨译诗歌中庸之美：信达兼备
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一百多年来无

数翻译家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一名之立，旬

月踟蹰”，译事之难，举凡翻译家，无不感同身受。

杨宪益在《港游杂咏八首》中说：“旬月踟蹰信达

艰，译文雅俗更难言。”①尽管杨宪益一生译著等

身，荣赝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他却始终只把自己当作一名“译匠”，在《政

协民革连连邀请表态，虽皆未去，而文犊纷至，颇

以为烦，口号一首明志》中写道：“卅载辛勤真译

匠，半生漂泊假洋人”，感慨“半生早悔事雕虫，旬

月踟躇语未工”，并在随后的注释中说，“或称翻

译家，实不敢当，翻译匠则还可以当得”②。然而，

对译事之难的深切体认并没有阻止他对翻译的探

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持开展诗歌翻译实践，

从“以诗译诗”到“散体译诗”，杨宪益诗歌翻译实

践与认知逐渐达致一种和谐的中庸之境。

（一）以诗译诗：诗人禀性

杨宪益承袭父亲杨毓璋诗人气质，幼年受国

学底蕴深厚的魏汝舟先生教导，好读中国古典诗

词，古文功底扎实，在初学对对子时，便能写出

“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诗句。他

还深受清末黄遵宪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我诗

写我口”“旧瓶装新酒”的影响，对中国现代白话

诗的功效持怀疑态度，坚持用旧诗体写诗抒发个

人情感。与此同时，杨宪益也受到西学文化的浸

润。他１３岁开始进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全
英文的语言环境中接受西学，读遍最著名的欧美

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对希腊古典文学也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诗人的灵感和扎实的双语

功底，使杨宪益能够胜任诗歌翻译，充分体现了诗

人译诗的独特优势。

由于好用旧体写诗，杨宪益翻译诗歌时在形

式上多以诗译诗。杨宪益中学时期创作的诗歌模

仿汉魏古体，用五言写成，同时期汉译英文诗也多

采用这种古体形式，体现出“诗人译诗”的翻译特

质。他曾用五言古诗体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云

雀颂》和《西风颂》，弥尔顿的两首短诗《欢乐》和

《忧思》；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转

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Ｓａｐｐｈｏ）的两三个断句。
但这些少年译作绝大部分散失，只有两首诗《译

莎士比亚剧中歌词》和《译希腊女诗人萨孚残句》

保留了下来，６０多年后收在《银翘集》中。其中，
“有如林檎丹实滋，垂垂独在最高枝，举之不得长

叹咨。有如野蕊深山次，牧人践过无留意，紫英残

碎枝交坠”，几乎一韵到底，读来朗朗上口，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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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银翘集———杨宪益诗集》，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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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形式让人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更像个人

诗歌创作。

杨宪益１９３５年至 １９４０年留学英国期间，受
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诗人爱德蒙·

布伦顿，开始尝试用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

陶渊明的一些诗和一些楚辞作品，主要是《离骚》

《九歌》和《招魂》，以及唐代后期诗人李贺的诗，

有些译诗还曾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本学生杂志

《契尔威尔》（Ｃｈｅｒｗｅｌｌ）或《伊希斯》（Ｉｓｉｓ）上。初
译中国诗，杨宪益同样采用诗体译诗，摹仿英国诗

人的文体，用英国格律诗译中国诗歌。《离骚》作

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文中大量运用比兴、

象征等修辞手法，结合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行文

古雅。考虑到原文特色，杨宪益模仿英国诗人德

莱顿的风格，用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离骚》，文

中还采用古英语、倒装等手法，在形式上“以诗译

诗”，力求保持诗歌韵律，贴近中国古典诗的古雅

特色。英译《离骚》被看作是杨宪益早期“诗体译

诗”的代表作，也是杨宪益一生每谈翻译绕不过

去的永恒话题。梁实秋审读杨宪益所译《离骚》

后，“大为叹服”，认为“不但英文流利可诵，对原

文亦颇忠实”，断定杨宪益是“译界不可多得之人

才”①。

（二）散体译诗：诗歌特质

英汉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决定了诗歌翻译

无法完整再现原诗的韵律、节奏和意境之美。杨

宪益在翻译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翻译外国文学

作品为中文，有的译者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有时

太注重原作的形式方面。比如说，英国诗过去常

用五音节抑扬格，每音节分为轻重两音。这是由

于英文同中文不同，每个字不限于一个音，每个音

又分轻重。我们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文的格律，结

果必然是要牺牲原文的内容，或者增加字，或者减

少字，这是很不合算的。每国文字不同，诗歌规律

自然也不同。追求诗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

内容上的不够‘信’。我本人过去也曾多次尝试

用英诗格律译中文作品，结果总觉得吃力不讨

好。”②为了较准确地传达原诗的精神实质，在诗

歌内容与形式的权衡上，他不再刻意追求以诗译

诗，改用散体译诗。

诗人、文化批评家叶匡政阅读杨译散文体

《奥德修纪》时说：“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并不

是诗体版，但我非常喜欢。后来，翻阅过一些诗体

版翻译，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用语中国味，

也容易阅读。说起来，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

节奏，是无法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有时候，硬要

用中文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如果译者又未经过

专业诗歌训练，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反而容

易破坏原诗的美感。荷马史诗原文，是用音节来

实现格律的，并不用尾韵，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

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反而会非常难

看。而散文体翻译，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

从这个译本可以看出，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

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③

杨宪益散体译诗在英译《唐宋诗文选》（１９８４
年）中可以找到充足的例证。如王维的《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

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杨宪益译为：

Ａ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Ｉｄｉｓｍｏｕｎｔｆｒｏｍｍｙｈｏｒｓｅａｎｄｄｒｉｎｋ

ｙｏｕｒｗｉｎｅ．
Ｉａｓｋｗｈｅｒｅｙｏｕ’ｒｅｇｏｉｎｇ．
Ｙｏｕｓａｙｙｏｕａｒｅａ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ｗａｎｔｔｏ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ｆｏｏｔｏｆ

ＤｅｅｐＳｏｕｔｈ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ｎｃｅｙｏｕ’ｒｅｇｏｎｅｎｏｏｎｅｗｉｌｌａｓｋａ

ｂｏｕｔｙｏｕ．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ｅｎｄｌｅｓｓｗｈｉｔｅｃｌｏｕｄｓｏｎ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王维原诗语似平淡，实则有无限感慨之意，藏

而不露，别情萦回而意象幽然。诗的大意是：临行

下马，请朋友喝饯行酒，询问朋友要去往何处？朋

友回答说因为失意打算到终南山隐居，（我说）只

管去吧，归隐山林悠闲自在，犹如山间白云悠悠不

尽。此时杨宪益将韵律放在相对次要位置，并不

着意强调诗歌韵律、节奏等外在形式的东西，采用

散体译诗，更加注重诗歌意象的传递和意蕴的表

达，忠实原文，意思清晰。杨宪益译诗不拘泥于格

律，但视忠实为第一要义，在译文中得以充分体

现。杨宪益从“以诗译诗”到“散体译诗”的转变，

５４１

①

②

③

梁实秋：《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０４页。
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金圣华、黄国彬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

版，第８４页。
叶匡政：《杨宪益的翻译智慧是一座富矿》，《晶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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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中西诗歌语言深刻体认和对诗歌翻译深入思

考后的选择。

（三）中庸佳境：信达兼备

虽然有学者基于杨宪益古典诗歌翻译中多用

韵体这一事实，认为“杨宪益是主张韵体译诗的”。

然而，杨宪益从不会在翻译实践中搞“一刀切”，也

从未将“以诗译诗”还是“散体译诗”这两种诗歌翻

译观截然对立，而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作为他诗

歌翻译观的理论源泉，采用各种翻译技巧，促使诗

歌译文“走进”读者。杨宪益没有专门论述过自己

的诗歌翻译思想，但从他一些译本的译序和不多的

谈及翻译看法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只借“信

达雅”来解释自己的翻译实践。他在谈及长期从事

翻译实践工作的体会时说：“翻译的原则，简单说起

来，古人已经说过，不过是‘信达雅’三个字。……

‘信’和‘达’，在翻译中则是缺一不可。‘宁顺而不

信’和‘宁信而不顺’都是各走极端，不足为

法。……总的原则，我认为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

增加或减少。”①“翻译诗，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达

意，结果多半是一种妥协，双方都要妥协。”②这段

文字中对翻译“信”与“达”的把握，体现了杨宪益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诗歌翻译实践与探索，已然达致

信达兼备的中庸佳境。

杨宪益翻译《奥德修纪》时，“史诗开头的十

行保持了原文的形式，一行还它一行，不过给它增

加了尾韵，这是因为末尾用韵是我国诗歌的习惯，

这样做法也许还可以使它更像诗一些；这一部分

之所以用诗体翻译是因为荷马史诗开头几句是古

代说书人的惯例，在说到本文之前都要先请诗歌

女神赐给他灵感；实际上，开头来个引子也是为了

让大家安静下来，好好听他讲故事；这同我们古代

平话小说开头的几句诗的作用是一样的”。接下

来，杨宪益翻译《奥德修纪》通篇采用散体形式，

因为在他看来，“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

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

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③。故而，

杨宪益译《奥德修纪》仅在开头的地方采用“以诗

译诗”，继而通篇采用散体进行跨语际转换。关

于杨宪益散体译《奥德修纪》的评价，我们在前文

已经援引叶匡政的话加以说明，借此机会，我们不

妨欣赏一下杨宪益开篇十行译文的精妙：

女神啊，给我说那足智多谋的英雄

怎样，

在攻下特洛神京后，又飘游到许多

地方，

看到不少种族的城国，了解到他们

心肠，

他心中忍受很多痛苦，在那汪洋大

海上，

争取自己和同伴能保全性命，返回

家乡，

他终于救不了他的同伴，虽然这样

希望；

他们由于自己的愚蠢，结果遭遇到

死亡，

那些人真胡涂，他们拿日神的牛来

饱飨，

因此天神就剥夺了他们返回家乡的

时光。

天帝的女儿缪刹，请你随便从哪里

开讲。④

这一段译文中，ａｎｇ韵一用到底，字数齐整，
自然流畅，但杨宪益也理智地意识到原文的音乐

性和节奏在译文中无法时时、处处做到诗韵盎然，

为了令中国读者也能欣赏古希腊艺人讲故事的本

领，他采取变通的手段将之呈现出来。散体译诗

虽然在音律上缺少诗的特质，对原诗有所减损，但

杨宪益不受原文体裁桎梏，大胆探索，采用不同形

式再现原诗整体神韵美，让中国当代读者感受到

古希腊诗歌的精微巧妙。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诗

词，其中，英译李清照词５首全部采用散体的翻译
方法。李清照《武陵春》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

语泪先流”句，杨、戴译文是：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ｒｅｍａ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ｓｉｎｃｅＩｌｏｓｔｍｙｌｏｖｅｄｏｎ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Ｉｃａｎｓｐｅａｋ，ｔｅａｒｓｆｌｏｗｄｏｗｎ
ｍｙｃｈｅｅ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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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金圣华、黄国彬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
版，第８３页。

杨宪益：《银翘集———杨宪益诗集》，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荷马：《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译本序”第３２页。
荷马：《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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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简单明了，朴实无华又自然流畅，既不受

原词格律的束缚，又能注意英语行文的节奏。杨

宪益译文虽追求用辞简洁，却并不主张省略译诗

中必要的一些句法成分，他的译诗几乎全部用规

范的英语诗句译成。又如，他在《琵琶行》的翻译

上虽通篇采用散体翻译，强调“译者应尽量忠实

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

东西”①，我们却也能够看出他对形式美的充分考

虑。诗中“添酒回灯重开宴”一句，杨宪益译作：

Ｃａｌｌｆｏｒｍｏｒｅｗｉｎｅ，ｔｒｉｍｔｈｅｌａｍｐａｎｄｒｅｓｕｍｅｏｕｒ
ｆｅａｓｔ．译文与原诗句结构一致，既传递出原文之
形，也再现出原文之神。

在诗歌翻译中，杨宪益始终坚持着灵活调适

的原则，既主张忠实于原诗的内容，又不忽视诗歌

的形式。认为译诗并不一定要与原诗词的形式美

相契合，以诗译诗固然是诗歌翻译的理想状态，但

却不是诗歌翻译的唯一样态，以诗译诗应以不损

害原诗意涵、审美旨趣为前提。

三　杨宪益中庸诗歌翻译观义理剖析
杨宪益对古典文化的钟情，对比较研究的重

视，促动他把翻译和研究看作是互相补充的译介方

式，将“求信求真”奉为毕生的翻译信条。对文献

考据的喜爱，对民间大众质朴文化的追求，贯穿于

杨宪益的翻译人生。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

豪感，以及忧国忧民的意识，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

始终坚持“信”字为先。这里的“信”既指忠实源语

言的符号意义，又指忠实源语文化精神，是“真”在

翻译践行中的具象化表现。从《诗经》《楚辞》到鲁

迅作品的翻译，杨宪益始终倡导要以忠实的翻译

“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②。他认

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意思忠实地传达给另一种读

者，使他们能尽可能多地理解原作内容，过分强调

创造性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

是在改写，因此必须非常忠于原文③。

被问及对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英译《诗

经》的看法时，杨宪益虽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

为韦利所译《诗经》（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Ｓｏｎｇｓ）有很高的
学术水平，不愧为翻译杰作，但也认为韦利译本有

弄得过分像英国诗歌的弊病，把中国周朝的农民

塑造成田园诗中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农民形象，整

个译文读起来很像英国中世纪民谣，而不像反映

中国情况的诗歌。对于经典文本中的时空距离，

杨宪益则根据“信”的理念指出：“若要翻译几百

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

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

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

使读者懂得那时候人们的思想。”④无论是对文化

意象的信守，还是对于时空距离的“出入其间”，

无不体现着杨宪益对于翻译之“真”的追求，是其

一生所恪守的爱智求真翻译准则在翻译实践层面

的具体化。

翻译求“真”还包括叩问本源的学术追求。

恪守职责的译者应当同时是研究者或学者，杨宪

益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不仅以翻

译家的身份驰名中外，还兼有外国文学研究家和

比较文学学者等多重身份。喜欢考据的习惯使杨

宪益一直把翻译看作是一项学术性工作，对待翻

译的态度非常严谨，带有一种考古的意味，一丝不

苟、严谨求是的学者风范充分体现出他对翻译之

“真”的追求。由于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古希

腊语等多种语言，杨宪益站在史学研究的前沿，精

读国际汉学家伯希和、斯坦因、沙畹、高本汉等的

诸多经典著作，钩沉、考证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诸多

论题，锐气喜人。“关于中西交通史的诸多重大

论题，杨宪益皆凭借其精通中西典籍的优势，贡献

出了精彩的考证、精细而深入的求证。杨宪益的

确是他那个时代视野最开阔的学者；他应该是抗

战后期，陈寅恪患眼疾而几乎无法从事学术研究

后，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⑤

杨宪益翻译实践的“求真”追求，还表现在他

对同一译本的复译和修订上，译文质量精益求精。

合作翻译过程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经常严肃讨

论译文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反复推敲、修改多次，

才会定稿。杨、戴公开发表最早的《红楼梦》英译

文稿是１９６４年第６－８期《中国文学》杂志上的９个
章回（第十八至二十回、第三十二至三十四回、第七

十四、七十五和七十七回）。黄福海在对第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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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苡：《杨宪益与翻译》，载姜治文、文军编《翻译批评论》，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陈向红：《意识形态与翻译副文本的变迁：杨译鲁迅小说副文本研究》，《江汉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肯尼斯·亨德森：《土耳其挂毯的反面》，载王佐良著《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４－８９页。
肯尼斯·亨德森：《土耳其挂毯的反面》，载王佐良著《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５页。
采诗：《杨宪益的未竟之路》，《读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采诗系作者笔名，本名李建国，散文作家、姓名学研究者和民国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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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文学》译文和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红

楼梦》英译比对阅读后，发现相隔十多年的两个译

本，文稿在词语选择、错译改正、删繁就简和改善句

法等方面进行了多处调整，全译本在行文流畅的前

提下表述更精确，情节与人物关系更显豁。而其中

最能凸显杨、戴翻译思想的则是文本中的诗歌翻

译。第十八回是全书中诗词相对集中的章回，其

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首绝句的英译，能够

比较明显地呈现杨、戴初稿到全译本的修改过程。

这四首绝句在初稿中基本上以直译为主，非常贴近

原诗，均按诗的形式译成４行，但没有明显的音步，
音节数也不相同，大多数诗行在１０个音节左右，而
在全译本中，这４首绝句基本上改为每行五音步，
部分押尾韵，韵式虽有所不同，却都在不同程度上

靠近英国传统诗歌中的格律诗体。修改后的译本

在形式上虽然还未做到尽善尽美，却在理解准确和

形式优美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没有造成有些

评论家所说的“因韵害义”。该章回译文的初稿与

定稿修改之处颇多，仅诗歌翻译的精进与修订就能

够集中体现出杨宪益、戴乃迭在译事中精益求精的

翻译态度①。

结语

杨宪益特别钟爱第一次大战结束和第二次大

战开始之间的不少英国著名诗人诗作，认为此期

的战时诗歌反映那个年代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像他一样的中国青年

的心情，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

前途保持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因此，抗战胜利后

杨宪益选译了２５位诗人诗作，结集而成《近代英
国诗钞》，１９４８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８３年重新
修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诗钞》共辑录

杨宪益诗歌译作４９首，其中仅１４首采取“散体译
诗”的方式，余下 ３５首全部为格律工整严谨的
“以诗译诗”，此中不难看出杨宪益诗歌翻译理念

的变化与坚守。《近代英国诗钞》曾影响了中国

一代诗人的成长，诗人桑克说杨宪益翻译的《近

代英国诗钞》“值得反复端详”，杨译叶芝的《象

征》诗“典雅诙谐，气度雍容”，堪称“得了英诗的

精髓”②。诗人臧棣说，杨宪益的诗歌翻译严谨，

注重语言的美感，有自己的特色，对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成长的诗人包括他本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

比较大的影响③。诗歌翻译是杨宪益译著一个极

其重要却又较少受关注的领域。“以诗译诗”还

是“散体译诗”，杨宪益从不走极端，而是立足惟

信惟真的翻译之道，将诗歌“元义”与读者接受灵

活调适地结合在一起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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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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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海：《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什么是最好的？》，《外国文艺》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桑克：《翻译家的生与死》，《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林凯：《别了，杨宪益老人》，《光明日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