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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在英语国家的转译呈现!

曾诣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

摘3要#目前汉语学界关于英语世界钟嵘(诗品)译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尤未见英语全译本出现$

但已然存在三种(诗品序)英译及部分重要的零散英译材料% 通过对(诗品)书名诸种英译的比对$可知其分为音译和意

译两类% 其中$"诗#的意译主要有"诗作#"诗人#"诗歌成就#这三种不同的侧重'而"品#则主要有"品级2等级#和"品

评2评价#这两个维度的区别% 另外$现存的三种(诗品序)英译各具特色$关于相应语言风格和错漏情况的初步分析$将

为后续的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钟嵘'(诗品)'英语世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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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从已有的材料看#英语世界对钟嵘)诗品*的

探讨是从研究开始的#最早出现的成果是 "6#% 年

发表在)文林* ".%#

2

,"#$上的两篇文章!卫德明

"gEFFS?Id(FBEFS$的 )论钟嵘与 3诗品4* "&4

'̀IE'/ RB?/Cg?/CL/& g(H='"'

2

+."#'$

!和白牧

之"c)bM?.EbM''0H$的)3诗品4解析*"&4WE'S@

EIMQ'JIBE=' /

2

9Y#'$

"

% 直到 "61# 年#真正可以

被单独算作)诗品*英译的成果"详见后文$才出

现在英语世界中%

一3钟嵘'诗品(三种主要英译的概况

英语世界可找到的钟嵘)诗品*英译材料主

要有三种%

!一"魏世德!7'B/ X(S'IBQd(NIE&"译'诗品

序(及大部分品评内容!"61#"

#

魏世德在其博士论文)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XBE_(IEMLMQRM(I(.(HS'JUxL/ gL'

2

\E/ """6$

2

"!+1$'$的附录 4中翻译了钟嵘)诗品*的大部

分内容% 其中涵盖)诗品序*全文和&上品' &中

品'全部共 +" 位诗人的品评% 包括&上品'中的

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桀(阮籍(陆机(

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以及&中品'中的秦嘉(

徐淑(曹丕(嵇康(张华(何晏(孙楚(王
#

(张翰(潘

尼(应璩(陆云(石崇(曹摅(何劭(刘琨(卢谌(郭

璞(袁宏(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陶

潜(颜延之(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谢惠

连(鲍照(谢緿(江淹(范云(丘迟(任窻(沈约% 可

以说#魏世德关于钟嵘)诗品*的英译是目前英语

世界可见材料中最接近全译本的一种#其所使用

的中文底本是陈延杰所注的)诗品注*%

!二"黄兆杰 ! T(?

2

0(Id'/C"译 '诗品序(

!"6%*"

$

黄兆杰英译的)诗品序*全文收录在其专门

辑译中国文论的著作)早期中国文学批评*"K3/,B

('"#%1%:"-%/3/B(/"-"8"1*$一书中% 他是汉语学界

首位翻译钟嵘)诗品*的学者#其英译参照的中文

底本是何文焕的)历代诗话*% 另外#他在译作之

后还附上了一篇英文介绍#简短地阐发了其对钟

+*"

!

!

"

#

$

收稿日期#!$"%

2

$#

2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Z8$"#$

作者简介#曾诣""66$

2

$#女#广东蕉岭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海外汉学(比较诗学研究%

gEFFS?Id(FBEFS)?E)-%)# ('$#4 T$#4 3#< T"1T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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嵘)诗品*之文学史意义及优缺点的见解%

!三"宇文所安!TIEPBE/ n\E/"译'诗品序(

!!$"5"

!

宇文所安英译的钟嵘)诗品序*收录在新近

出版的)中古早期中国资料汇编*"K3/,BH%<"%;3,

('"#3! ?=)$/8%@))0$一书中% 该英译材料所依据

的中文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665 年出版的

曹旭的)诗品集注*#且宇文所安在英译部分之前

还附上了一段关于钟嵘)诗品*基本情况及)诗品

序*内容提要的简短评述%

除上述三种主要的英译材料以外#英语世界

中关于钟嵘)诗品*内容的英译还散见于不同研

究成果中#如卫德明(白牧之(叶嘉莹"UEB RB(L

2

Q(/C$(傅熊(阮思德"bM?.Ea?H0$等学者的相关

文章% 而在这一类零散的翻译材料中#又以以下

5种较为重要% 张孙康宜"eL/C

2

GT?/ RBL/C$和

苏源熙"gL?/ TL?HHQ$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的女

性作家!诗歌与批评选集* ".)*%# ./"-%/1)2&/3U

<"-")#3,('"#3! ?# ?#-'),)4B)29)%-/B3#< (/"-"U

8"1*$

"一书中收录了由魏世德翻译的钟嵘)诗

品*里关于 5位女诗人的品评内容#即班婕妤(徐

淑"含其丈夫秦嘉$(鲍令晖和韩兰英% 魏世德在

其论文)钟嵘3诗品4中的诗歌批评*"&XBÈ LI?ME

'JcVLF?LI('/ (/ IBE='"'

2

+["# "WML&(/CH'JO'EIH$

]QRB?/Cg?/C"4)8)5#6

2

+"%$)'$

#中所提及的

相关英译内容% 车柱环"RBLRB? dBL/#"6!$1

!$$%$的论文)探寻理想诗歌!以钟嵘为例* "&n/

c/^?(M(EHJ'MG&ELFO'EIMQ! 4/ G/HIL/.E'JRB?/C

g?/C)'$

$

#该文章在行文间英译了将近一半的

)诗品序*内容% 而且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来看#车柱环曾译出过)诗品*的英译本初稿#并

且当他于 "61$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学期间#还

将这一译本作为参考教材使用过% 不过#由于种

种原因#这一英译本最终并未公开出版#笔者也因

此无法获得其原文%

% 另外#相关的英译材料还

有张爱东"4(&'/CZBL/C$在其博士论文)钟嵘3诗

品4与六朝的美学意识* "&ZB'/Ca'/CYH='"+"#

L/& IBE 4EHIBEI(. 4\LME/EHH 'J IBE T(N

8Q/LHI(EH)'$

&中所涉及的)诗品*英译部分#以及

诸如余宝琳"OL?F(/EU?$(陈绶颐"RBmE/ TB'?

2

Q(#"%661"61%$(72a2海陶瓦 "7LSEHa']EMI

g(CBI'\EM#"6"+1!$$#$(卜立德"8LV(& O'FFLM&$(

苏文宽 " T? dE/

2

0?L/$(亚瑟2威利 "4MIB?M

dLFEQ#"%%61"6##$等学者相关成果里的英译

内容%

综上所述#钟嵘)诗品*虽然还没有出现公开

出版的完整英译本#但是其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而这些材料所体现出来的

翻译变异与文化理解差异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

和探究%

二3英译中$诗%与$品%的多重内涵

英语世界中关于&钟嵘'其人名及)诗品*其

著作名的英语翻译均有多种译法% 根据笔者对相

关材料的收集与整理#目前可见的各种译法如表

"所示%

根据表 "所罗列的各种英语翻译形式#我们

可以知道在英语世界中#&钟嵘'的英语翻译全部

采用音译方式#并且主要选用两种最为常见的拼

音系统#即汉语拼音系统 "参考译法! &ZB'/C

a'/C'$和威妥玛拼音系统 "参考译法! &RB?/C

7?/C'

'

$% 而对于)诗品*这一著作名称的翻译#

则分为音译和意译两大类% 其中#音译的情况与

&钟嵘'的英语翻译情况相似#也主要是采取了汉

语拼音系统"参考译法!&TB(O(/'$和威妥玛拼音

系统"参考译法!& TB(B Om(/'

(

$两种翻译方式%

#*"

!

"

#

$

%

&

'

(

TIEPBE/ n\E/)Q')#4 >)#4m19/%238%-)WML&EH'JIBEO'EIH)K3/,BH%<"%;3,('"#3! ?=)$/8%@))0)̀ E\U'M0! R'F?S](L>/(VEMH(IQOMEHH#

!$"5# PP)!%1

2

*$#)

7'B/ X(S'IBQd(NIE&)Q')#4 >)#4# G)*%# +)%-1"# -'%TB(P(/).)*%# ./"-%/1)2&/3<"-")#3,('"#3! ?# ?#-'),)4B)29)%-/B3#< (/"-"8"1*)

TIL/J'M&! TIL/J'M& >/(VEMH(IQOMEHH# "666# PP)1"6

2

1!$)

7'B/ X(S'IBQd(NIE&)&'%E3-$/%)2K;3,$3-")# "# -'%TB(B

2

PY(/ "R/3<"#41)29)%-1$ @B('$#4 T$#4 "?CPC5#6

2

+"%$)&'%)/"%1)2-'%?/-1

"# ('"#3)OM(/.EI'/! OM(/.EI'/ >/(VEMH(IQOMEHH# "6%*# PP)!!+

2

!#5)

RBLRB? dBL/)M# K#X$"/"%12)/7<%3,9)%-/B! ?# 7#1-3#8%)2('$#4 T$#4)&3*03#4 >%;"%G# "61+D"61#"#D1$!5*

2

+5)

曹旭选评!)中日韩3诗品4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4(&'/CZBL/C)Q')#4 >)#4m1TB(P(/ 3#< -'%?%1-'%-"8?G3/%#%11)2-'%="6PB#31-"%1)8(HH)>/(VEMH(IQ'JX'M'/I'# "66#)

耕田编!)英语中的威妥玛式汉语拼音*#文字改革出版社 "6+%年版%

耕田编!)英语中的威妥玛式汉语拼音*#文字改革出版社 "6+%年版%



第 !"卷 曾诣!钟嵘)诗品*在英语国家的转译呈现

至于&诗品'的意译情况#相对而言则较为复杂%

就笔者目前所见#)诗品*著作名的英语翻译共有

"1种主要的意译形式"见表 "$% 关于)诗品*著

作名中&诗'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在上述 "1 种英

语翻译意译形式中#共出现了 * 类关于&诗'的译

法#如表 !所示%

表 "3$钟嵘%人名及'诗品(著作名的译法

中文原文 音译,意译 英语翻译 备注

钟嵘 音译

ZB'/Ca'/C 汉语拼音

ZB'/Cg'/C 不常见音译方式

RB?/Cg?/C 与威妥玛拼音相似

RB?/C7?/C 威妥玛拼音 注意与&中庸'区分

RB?/CU?/C 注意与&中庸'区分

7z/Cg{/C 与威妥玛拼音相似

)诗品*

音译

TB(P(/"TB(P(/#TB(

2

P(/$ 汉语拼音

TB(B

2

P(/"TB(B O(/$ 与威妥玛拼音相似

TB(B

2

PY(/ 威妥玛拼音

TB M

2

O(y/

不常见音译方式

TB(P(/C 汉语拼音 )梁书*称)诗评*

意译

RFLHH(J(.LI('/ 'JO'EIMQ "

RFLHHEH'JO'EIMQ !

4/ cVLF?LI('/ 'JO'EIMQ"cVLF?LI('/ 'JO'EIMQ$ *

cVLF?LI('/ 'JO'EIH 5

WML&LI('/H'JO'EIMQ +

WML&EH'JIBEO'EIH #

XBEWML&EH'JO'EIMQ"WML&EH'JO'EIMQ$ 1

XBEWML&(/C'JO'EI" XBEWML&(/C'JO'EIH# WML&(/C'JO'EIH#

WML&(/CH'JO'EIH$

%

O'EIMQWML&(/CH 6

)诗品* 意译

XBEaL/0(/C'JO'EIMQ"aL/0(/C'JO'EIMQ$ "$

4aL/0(/C'JO'EIH ""

O'EIMQaLI(/CH "!

XBEO'EIHTQHIESLI(.LFFQWML&E& "*

RLIEC'M(HLI('/ 'JO'EIH "5

RLIEC'M(ALI('/ 'JO'EIMQ "+

WML&EH'JO'EI(.4IIL(/SE/I "#

_EVEFH'JO'EI(.4IIL(/SE/I "1

33 表 !3$诗%的译法

中文原文 英语翻译 采用此类方式的组别

&诗'

P'EIMQ "#!#*#+#1#6#"$#"!#"+

P'EI"P'EIH$ 5###%#""#"*#"5

P'EI(.LIIL(/SE/I "##"1

用英语对译&诗'这一汉字时#习惯性会有两

种常用选择#即&P'EIMQ'和&P'ES'% 根据)牛津英

语词典* "M62)/< K#4,"1' P"8-")#3/B$的解释#&P'@

EIMQ'无论作为可数名词还是不可数名词#都是指

代诗人的艺术作品#即诗作!

% 而通过对比)牛津

英语词典*中&P'EIMQ'与&P'ES'各自的解释#我们

会发现此二者在指代诗作方面的意思基本一致%

&P'EIMQ'在)牛津英语词典*里的含义是&R'SP'@

H(I('/ (/ VEMHE'MH'SE.'SPLML]FEPLIIEM/E& LM@

ML/CESE/I'JFL/C?LCE(/ \B(.B IBEENPMEHH('/ 'J

JEEF(/CHL/& (&ELH(HC(VE/ (/IE/H(IQ]QIBE?HE'J

&(HI(/.I(VEHIQFEL/& MBQIBS, IBELMI'JH?.B L.'S@

1*"

!

&P'EIMQ#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4P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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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

% &P'ES'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解

释则为&4P(E.E'J\M(I(/C'ML/ 'MLF.'SP'H(I('/#

'JIE/ .BLML.IEM(AE& ]QLSEIM(.LFHIM?.I?ME# (/ \B(.B

IBEENPMEHH('/ 'JJEEF(/CH# (&ELH# EI.)# (HIQP(.LFFQ

C(VE/ (/IE/H(IQ'MJFLV'?M]Q&(HI(/.I(VE&(.I('/#

MBQIBS# (SLCEMQ# EI.), L.'SP'H(I('/ (/ P'EIMQ'M

VEMHE)'

"

% 可以说#这两个单词被理解为诗作时#

都是指一种通过特别的形式(韵律(措辞及意象#

表达一定强烈情感或思想的特殊艺术创作% 不

过#上述两个单词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P'ES'相较于&P'EIMQ'而言#多出了一重&口头创

作'的意蕴% 而&P'EIMQ'则具备作为&P'ES'之集

合名词或统称这一重内涵#即&XBEPM'&?.I'JIB(H

LMILHLJ'MS'JF(IEMLI?ME, IBE\M(I(/CH'JLP'EI'M

P'EIH, P'ESH.'FFE.I(VEFQ'MCE/EMLFFQ)'

#

% 当然#在

)诗品*的语境下理解&P'EIMQ'和& P'ES'这两个

词#基本上可以弱化掉二者的差别#将它们等同对

待% 不过#从目前笔者所整理的)诗品*著作名翻

译样式来看#译者们还是更倾向(更习惯于选择

&P'EIMQ'一词来对译其中的&诗'一字#几乎不曾

见用&P'ES'来对应的%

黄兆杰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这样的

观点!&尽管钟嵘)诗品*的名字是-诗品.#但是该

书更多是对诗人而非诗歌的分级%'

$可以说#这

着实符合)诗品*的实际情况#切中对&诗品'二字

中&诗'的理解和把握% 换言之#相较于&P'EIMQ'

将&诗'理解为&诗作'的情况#&P'EI'这一英译方

式更能凸显)诗品*所品评的对象是&人'这一

现实%

而 最 后 一 类 对 & 诗 ' 的 英 译 & P'EI(.

LIIL(/SE/I'#可以说是所有 * 类意译中意译程度

最高的一种% &P'EI(.LIIL(/SE/I'的意思是诗歌的

成就#这可以说确实是)诗品*中钟嵘进行具体品

评的一个立足点% 无论是关注&诗作'还是&诗

人'#一切的评价和比较都是建立在&诗作'或&诗

人'的&诗歌成就'基础之上% 所以这一种英译方

式#以一种含糊的笼统性规避了&P'EIMQ'和&P'EI'

此二者在&诗作'还是&诗人'维度的争辩风险%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更贴近中文原文

语境之形态的可能性%

分析完了&诗'一字#下面将开始就&品'的问

题展开论述#如表 *所示%

表 *3$品%的译法

中文原文 英语翻译 采用此类方式的组别 归类

&品'

.FLHH(J(.LI('/ "

.FLHHEH !

4

EVLF?LI('/ *#5 b

CML&LI('/H +

CML&EH ##1#"#

CML&(/C"CML&(/CH$ %#6

R"

HQHIESLI(.LFFQCML&E& "* R!

ML/0(/C "$#"" 8

MLI(/CH "! c

.LIEC'M(ALI('/" .LIEC'M(HLI('/$ "5#"+ [

FEVEFH "1 W

33在具体展开对上述诸种关于&品'的英译方

式的评价之前#我们先从&品'的中文内涵切入相

关的思考% &品'在中文的语境下有多重意义#而

结合)诗品*的情况来看#则主要涉及&品级1等

级'和&品评1评价'这两个维度% 所以#下面关

于不同英译样式的分析将会围绕这两个维度

进行%

首先#是&品级1等级'这一维度% 可以说#

%*"

!

"

#

$

&P'EIMQ#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4PM(F!$"#)

&P'ES#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4PM(F!$"#)

&P'EIMQ#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4PM(F!$"#)

T(?

2

0(Id'/C)K3/,B('"#%1%:"-%/3/B(/"-"8"1*)g'/C0'/C! 7'(/IO?]F(HB(/CR'SPL/Q# "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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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钟嵘对 "!* 位"包

含&古诗'在内$诗人的五言诗歌创作的&三品升

降'% 所以#划分等级这样一重意蕴#无疑是&品'

所凸显的最基本的一层内涵% 而表 * 中的 4组(

R"组(8组和[组这 5 组#在用英语对译&品'的

时候#正是选择了更能表现&品级1等级'这一层

含义的译法%

其次#则是&品评1评价'这一维度% )诗品*

无疑是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类著作% 而文学

批评离不开美学判断#这也恰恰是钟嵘借由)诗

品*为中国文学批评(美学鉴赏等领域作出重要

且独特贡献的地方% )诗品序*是钟嵘文学观(批

评观(美学观的综合体现#也是他鉴赏标准的集中

说明% 而在具体的诗人品评条目中#钟嵘更是旁

征博引地对不同诗人诗作进行了一番价值判断%

所以#评价或者是更为具体的美学评价#将成为

&品'字所承载的又一重内涵特征% 也因此#表 *

中的b组和 c组这两组的英译方式之所以会有

别于其它组的情况#正在于它们更倾向于表征

&品'的&品评1评价'意蕴% 根据)牛津英语词

典*的解释#&EVLF?LI('/'可以被理解为&IBEL.I('/

'JLPPML(H(/C'MVLF?(/C"C''&H# EI.)$, L.LF.?FLI('/

'MHILIESE/I'JVLF?E'

!

% 可以看出#b组中的&E@

VLF?LI('/'明确地表征了一种价值判断的倾向%

同样的#c组中的&MLIE'也在具体的含义解释中

体现出了对价值评估的侧重%

最后#关于&品'的英语翻译问题#笔者还有

三点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根据)牛津英语词典*

的解释# &.FLHH(J(.LI('/'有这样一种含义#即 &L

HQHIES'MSEIB'& J'M.FLHH(JQ(/C'

"

% 所以说#&.FLH@

H(J(.LI('/'与R!组的&HQHIESLI(.LFFQCML&E&'一样#

都在指称&品级1等级'这一层含义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对系统性的强调% 这一附加的意蕴#无疑

也是非常契合)诗品*本身的实际的% 因为#没有

任何一位)诗品*的读者或研究者会否认该著作

所凸显的体系化特征% 第二# 是关于 8组

&ML/0(/C'的附加说明%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ML/0(/C'具有&'M&EM(/C'的特性#

% 而我们知道#

)诗品序*中曾清楚地解释到#&一品之中#略以世

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

% 也就是说#)诗

品*在品评所有诗人诗作的时候#是按照一定的

时间先后顺序来分别编排三品内部的排名的% 所

以#彰显着&'M&EM(/C'意蕴的&ML/0(/C'这一译法#

可谓颇有可取之处% 第三#则是要具体讨论一下

表 *中比较特别的 W组&FEVEFH'% 如果粗略地进

行划分#W组可以被归入&品级1等级'这一大

类% 但若是我们细致去考察&FEVEF'的含义#会发

现这一单词其实还强调了一种水平或标准的意

蕴% )牛津英语词典*中的相关解释是&O'H(I('/#

PFL/E# HIL/&LM&# (/ H'.(LF# S'MLF# 'M(/IEFFE.I?LF

SLIIEMH)'

%

% 而联系)诗品序*中的内容#&嵘观王

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

其嗜欲#商蝧不同/ 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

起#准的无依%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

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 嵘感而

作焉%'

&我们可以说#)诗品*确实是体现着一定

的品评标准的#而&FEVEF'一词恰恰就与这一重意

蕴相契合%

综上所述#通过对)诗品*著作名称这两个汉

字各种英语翻译方式的分析和比对#笔者认为这

其中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高低之别% 因为#各种

英译样式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 或者更确切

地说#各种英译样式都彰显了&诗'和&品'两个字

的某些含义层面#也同时遮蔽掉了另外一些意蕴%

所以#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的选择#两种语言间的

转换是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的%

三3'诗品序(全文三种英译的错漏

分析

)诗品*作为一部诗论著作#序言是全书体现

钟嵘关键思想主张的核心部分% 虽然)诗品序*

的篇幅不长#并且其体例规模不及同时代的)文

心雕龙*#但当中所谈及的诗歌理论和诸种关键

6*"

!

"

#

$

%

&

&EVLF?LI('/#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 dE])! 4PM(F!$"#)

&.FLHH(J(.LI('/#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4PM(F!$"#)

&ML/0(/C#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dE] ! 4PM(F!$"##dE])! 4PM(F!$"#)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6页%

&FEVEF# /)' MKPM#,"#%)nNJ'M& >/(VEMH(IQOMEHH# KLM.B !$"## dE])! 4P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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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仍旧具有突出的文论意义#对后世诗论的发

展影响深远% 下面#笔者将对上文提到的三种

)诗品序*全文英译进行一次初步的探析#就其中

的漏译(错译和翻译风格问题谈几点拙识#以期为

今后进一步的译介研究奠定一些基础%

三种)诗品序*全文英译虽然所依据的中文

底本各不相同#但是通过笔者的比对#这三个中文

底本在内容上并无本质区别% 尽管此三者在极个

别的字词和句读方面存在差异#但并没有因此造

成逻辑和语义上的相互不同% 至于具体到三个英

译本各自的英语翻译情况#则大致体现在以下

方面%

!一"魏世德译'诗品序(

魏世德的)诗品序*英译基本上是完整的#仅

&上品序'有一处并不影响主旨的细微漏译% 而

且#该译本用词并不复杂#整体行文流畅#语义表

达清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魏世德的译本还是

出现了几处明显的错译% 如&上品序'最后部分

的两处错译!

")&况八
$

既奄#风靡云蒸'

!

&4FFIBES'MEH'/'\! g(H(/JF?E/.E.'VEMHIBE

E(CBIP'(/IH'JIBE.'SPLHH# F(0EIBE\(/& B'F&(/C

H\LQ'MIBE.F'?&HHIELS(/C?P\LM&# ++'

"

"笔者按!此处中文原文的意思应是指梁武

帝萧衍统一天下后#贤才辈出% 但是魏世德的英

译却理解为梁武帝萧衍的势力影响布及八方#就

像风持续在摇曳(云在向上升腾% 姑且不论魏世

德关于&八
$

既奄'的英译与中文原意存在细微

的偏离#其对后半句&风靡云蒸'的理解很明显是

不到位的#以致造成错译%$

!)&谅非农歌轩议#敢致流别'

#

&G/&EE&# H(/.ESE/ 'J'?M.'?MI&'/'I\M(IE

PELHL/I&(II(EH'M.LMI

2

&M(VEMLMC?SE/IH# .L/ GPME@

H?SEI'LHHEHHIBES/'

$

"笔者按!此处中文原文本是钟嵘的自谦之

词#大意是说前文所述的内容并非是我这种农夫(

车夫般见识浅薄之人敢轻易评说的% 然而#魏世

德完全理解错了&谅非农歌轩议#敢致流别'这一

句话的真实意思#其给出的英译已然风马牛不

相及%$

正所谓瑕不掩瑜#魏世德所译)诗品序*虽有

一些小的错漏#但其对原文本的理解和把握还是

很准确的#对语言转换的处理也颇显功力% 再者#

魏世德还翻译了)诗品*的&上品'和&中品'部

分#使其相关英译成为英语世界里目前最接近于

全译本的材料#所以其在钟嵘)诗品*译介方面的

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黄兆杰译'诗品序(

黄兆杰的)诗品序*英译在内容上#除去几处

字句在翻译过程中有所缺漏以外#基本没有直接

且关键的漏译情况% 但是#该译本却存在几处明

显的语义理解方面的错译#如以下三例!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

焉#一人而已'

%

& ÈLMFQLB?/&ME& QELMH\E/I]Q]EI\EE/ _(

_(/C"/

2

15 b)R)$ L/& bL/ 7(EQ? ""

HI

.E/I?MQb)

R)$# LHPL/ 'JI(SE(/ \B(.B bL/ \LHIBE'/FQ

\'SL/

2

\M(IEM# L/& PEMBLPHIBE'/FQ\M(IEM'J='"

2

P'EIMQ'J&(HI(/.I('/)'

&

"笔者按!黄兆杰于此处的英译很显然是有

误的#因为该句的中文原意是说在李都尉和班婕

妤二人所处年代之间的将近百年里#除去班婕妤

这一位女性诗人#只有李陵一人写诗而已% 所以#

黄兆杰认为近百年间只有班婕妤一位女诗人的翻

译#不得不说与原文有相当出入%$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0'

'

&GI(H?/&EMHIL/&L]FEIBE/ IBLIEVE/ H'C(JIE& L

P'EI LH =(E _(/CQ?/ BLH L \EL0/EHH J'M

&ES'/HIMLI(/CB(HH.B'FLMHB(P)'

(

"笔者按!此句中文大意是说#愧于无诗才便

$5"

!

"

#

$

%

&

'

(

7'B/ X(S'IBQd(NIE&)&'%:"-%/3/B(/"-"8"1*)25Z3# T3)

2

G%# "\\]^

_

\`ab$)8(HH)>/(VEMH(IQ'JnNJ'M&# "61##P)#%%)

7'B/ X(S'IBQd(NIE&)&'%:"-%/3/B(/"-"8"1*)25Z3# T3)

2

G%# "\\]^

_

\`ab$)8(HH)>/(VEMH(IQ'JnNJ'M&# "61##P)5#%)

7'B/ X(S'IBQd(NIE&)&'%:"-%/3/B(/"-"8"1*)25Z3# T3)

2

G%# "\\]^

_

\`ab$)8(HH)>/(VEMH(IQ'JnNJ'M&# "61##P)#%%)

7'B/ X(S'IBQd(NIE&)&'%:"-%/3/B(/"-"8"1*)25Z3# T3)

2

G%# "\\]^

_

\`ab$)8(HH)>/(VEMH(IQ'JnNJ'M&# "61##P)5#%)

T(?

2

0(Id'/C)K3/,B('"#%1%:"-%/3/B(/"-"8"1*)g'/C0'/C! 7'(/IO?]F(HB(/CR'SPL/Q# "6%*#P)"11)

T(?

2

0(Id'/C)K3/,B('"#%1%:"-%/3/B(/"-"8"1*)g'/C0'/C! 7'(/IO?]F(HB(/CR'SPL/Q# "6%*#P)6$)

T(?

2

0(Id'/C)K3/,B('"#%1%:"-%/3/B(/"-"8"1*)g'/C0'/C! 7'(/IO?]F(HB(/CR'SPL/Q# "6%*#P)"16)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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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通过用典来炫耀学问% 该处的&谢'意指惭

愧#而非黄兆杰所译的谢灵运% 因此#如是英译必

然与中文原意相去甚远了%$

*$&陆(谢为体贰之才'

!

&_? 7(L/& =(E_(/CQ?/ \EMEC(JIE& \M(IEMH(/

IBE(M?HE'JVLM(LI('/ J'MSH)'

"

"笔者按!此句黄兆杰的英译可谓又一次与

中文原意无甚关联% 中文原文是说陆机和谢灵运

效法曹植和刘桢#诗才近于曹(刘% 然黄兆杰的翻

译则曲解了&体贰'的意思%$

总之#除去上述所提及的一些问题#黄兆杰的

)诗品序*英译对原文的语义转换还是准确的#局

部的问题并不影响)诗品序*主体内涵的传达%

至于语言层面#该译本虽然表达晓畅#但在某些英

语词句的把握方面较之于魏世德和宇文所安的英

译要稍逊色一点% 而且#魏世德和宇文所安的英

译基本上是一词一句地对译#相比之下黄兆杰的

英译在语义转达方面则稍显跳跃一些%

!三"宇文所安译'诗品序(

宇文所安的)诗品序*英译是晚近出现的新

译本#承继他一贯的中国文学英译风格#其译作的

语言风格相较于上述两种英译而言归化的倾向稍

明显一些% 如)诗品序*开篇的第一个字&气'的

翻译#魏世德译为&F(JE

2

]MELIB'#黄兆杰译为&IBE

HP(M(I'J̀ LI?ME'#宇文所安则以&EIBEMH'这个单词

来对译% 由此可见#宇文所安的用词明显比魏世

德和黄兆杰的翻译在语义转换上更进了一步% 魏

世德的&F(JE

2

]MELIB'译法基本上就是把&气'所承

载的&生命气息'这一重意蕴直接对等翻译过来#

所涉及的两个单词&F(JE'和&]MELIB'均没有过多

的延伸意义% 而黄兆杰所译的&IBEHP(M(I'J̀ L@

I?ME'#虽然&HP(M(I'一词有部分涵义指向西方宗教

传统#

#但是因为译者用了& L̀I?ME'一词来限定#

所以这种译法在大意上依旧可以契合&气'的本

质内蕴#即&自然之精神'% 至于宇文所安的英

译#通过翻查)牛津英语词典*#我们可知&EIBEMH'

一词确实在&苍穹(以太'等常见涵义之外#具备

&空气'这一层意思%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所

安在使用&EIBEMH'一词时#并没有像黄兆杰一样

用其它的限定语来淡化该词所带有的西方宗教色

彩$

% 因此#宇文所安的英译在归化转换方面程

度更深#语义传达过程中的变异因素更突出#其迎

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追求也更明显%

至于内容方面#宇文所安的英译有一处非常

明显的漏译#即)诗品序*&下品序'的最后一段列

举诗人诗作的部分并没有被翻译出来% 另外#虽

然宇文所安对于)诗品序*的内涵有着精准的理

解和把握#少有明显的错译情况出现#但在英译过

程中必然还是会留下一些小遗憾#此处就不一一

赘述了%

综上#)诗品序*的三种英语全译本虽各有特

色#但都能大体上对钟嵘的诗学观有较准确的把

握与转译% 即使是笔者所见的几处明显错译#也

多是由于译者对中国古代文言惯用表达的理解偏

差所致#于主旨大意的传达并无大碍% 当然#作为

语言转换的产物#译作中不可避免会有各种程度

的跨语际(跨文化(跨文明的变异状况出现% 笔者

在此仅为大致的评析#所举也是比较突出和有代

表性的例子#更细微(更全面具体的译本对勘工作

仍有待后续展开% 诸如对)诗品序*中诸种关键

文论术语以及局部词句之翻译情况的进一步辨析

与比对#都是颇有价值的延伸维度%

钟嵘)诗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有其独特的一面#它的重要性更多不是体现在英

语世界对其本身的研究#而是彰显于英语世界众

多研究里对其比较零散但却广泛的提及% 因此笔

者有这样一种大胆推测!对于钟嵘)诗品*的英

译#序言部分由于承载着重要的诗学思想#所以相

应的全文英译已出现上述提及的三种% 但作为

)诗品*主体的品评部分之所以至今没见完整英

译#且其英译材料如此零散#或许是因为)诗品*

涉及的诗人有相当部分于后世而言已不是主流#

即使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里都未必有提及#自

然英语世界对其的关注也会比较弱#缺少相应英

语全译本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

英语世界之外至少存在日语(匈牙利语(德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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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全译本#这种与英语世界相异的翻译情

况#其背后是否关联着不同地域对钟嵘)诗品*研

究的不同特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与思考%

当然#随着英语世界钟嵘)诗品*相关研究的不断

深化#相信英语全译本缺失的遗憾很快就会被弥

补#而这一进程其实可以(也更应该由我们中国学

者来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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