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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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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
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

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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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译者转向”以来，
翻译研究者逐渐将译者的情感层面纳入研究范畴

中，开始关注感觉、直觉、态度等主观要素对翻译

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的感受体验被认为是

“驱动翻译的重要因素”①。在这些影响翻译实践

的主观因素中，态度——— “以认知信息、情感信息

以及行为信息为基础所形成的关于某一客体的总

体性评价”构成了译者心理的中心层面②。国内

外学者如王东风、孙艺风、王岫庐以及克里斯蒂·

马尔卡尔等人已经将态度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

中，将其与不同的客体如审美、文化、语言等要素

相结合，厘定译者态度的概念及特征，分析并讨论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文

学翻译中，译入语诗学规范对译者产生规约效

应③。而原语的诗学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也

会影响译者的译本选择与改写策略④。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美籍华人学者余国藩一改西方散文

的叙事规范，在《西游记》诗学地位边缘化的境况

下，将百回本《西游记》所包含的七百余首诗词悉

数译出。基于这一现象，本文从译者诗学态度这

一主体要素出发，将余国藩的诗学态度带入其英

译本诗词的翻译中考察，分析译者诗学态度对原

文诗学特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表征所产生的影

响，从而揭示译者在原文本诗学重构中所具有的

主观能动性以及建构性效用。

一　百回本《西游记》的诗学地位与跨
文化遭遇

作为中国古典叙事的代表作，百回本《西游

记》最典型的文体特征即散文叙事中穿插了大量

的韵文，形成散韵相间的叙事格局。百回本共计

插入七百五十余例韵文，涵盖了诗、词、赋、颂、偈

等各式韵文类型。这些诗词自百回本诞生以来，

一直被点评者与学者视作冗赘、无价值之物，备受

轻视与批评。在《西游记》长达四百多年的传播

与研究历程中，鲜有学者对其诗技、诗艺进行本体

研究。李卓吾点评本甚至认为这些诗词是“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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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诗，堪笑、堪笑”①。有些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这

些诗词毫无文学与艺术价值。比如，姚政认为这

些诗词“多落俗套、无甚可读”②。冯大建指出这

些韵文艺术水平不高，呈现模式化倾向③。刘炳

辰则声称这些诗词不仅没有起到助益小说的作

用，反而导致整部文本呈现出前后矛盾、文不对

题、内容失实等弊端，造成小说阅读效果大打

折扣④。

《西游记》诗词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系

列遭遇更能表明它们所面临的尴尬境地。西方小

说自诞生以来往往是以散文的样态呈现在西方读

者面前。多数译者在翻译时往往顺应译入语主流

诗学规范，采取删节或“化韵为散”的翻译策略，

将译文打造成散文叙事样态，迎合目标读者的审

美期待。其中首部《西游记》英译本译者李提摩

太仅保留了７２首韵文。海伦·海耶斯只收录了
２１首韵文。其他如吴板桥、翟理斯、王际真、陈智
成、乔治·塞纳尔等译者则将韵文全部删除，仅翻

译原文中的散文叙事。最值得一提的还是

阿瑟·韦利翻译的《西游记》译本———《猴：中国

民俗故事》，这部译本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然而

以译诗见长的韦利在翻译时省略了大部分诗歌，

仅保留了１８首关系到前后文衔接以及悟空英雄
形象塑造的诗歌⑤。韦利在译作开篇讲道：“一些

明代诗集和淮安的地方志中收录了他（吴承恩）

的一些极为平庸、普通的诗作。”因此“（我）删减

了小说中多数附带性的诗节，因为这些诗篇译成

英语后会非常糟糕”⑥。上述 “平庸”“普通”“附

带性”“糟糕”等字眼足可见韦利对百回本《西游

记》中诗词的轻视与贬斥之意。此外我们还要关

注《西游记》的另一位译者———威廉·詹纳尔以

及他对这些诗词所持的诗学态度。他虽应外文出

版社的要求翻译了足本《西游记》，但他对这些诗

词的审美与艺术价值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这

些诗词是散文叙事的从属物，是作者应说书传统

而创制的语言堆砌之物。“通过这种语言的堆

砌，作者不断提醒我们这是文字游戏。”⑦而在采

访中，他也曾坦言这些诗歌是翻译中的大麻烦，但

“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像一些卓越的诗歌那样对译

者提出近乎无法完成的要求。它们原本的作用是

在纸上创造一种说书人的氛围，明朝小说正是起

源于此……我采用素体诗歌（实则是自由体）翻

译韵文，一般情况下一行四个重音。（我在回头

看的时候，发现一处用韵，非常后悔。）赋则直接

翻译，逐行单列，容易识别即可”⑧。

由此可见，在边缘诗学地位与译入语主流诗

学规范的影响下，多数《西游记》译者往往轻视或

无视占据原文近六分之一篇幅的韵文，弱化或隐

藏原文中的韵文叙事踪迹。如此一来，西方读者

不仅无法领略这些诗词所产生的气势磅礴的叙事

效果，而且无从体会中国叙事的诗性特征以及独

特的美学效果。

二　余国藩对百回本《西游记》的诗学
态度与翻译赋值策略

与前期译者所不同的是，余国藩并未因循传

统诗学观念而轻视《西游记》中的韵文。相反，他

透过西方诗学棱镜观察《西游记》的诗学特征，巧

妙地析取其独特的文学功效与美学价值，颠覆了

施加在《西游记》文本上的压迫性文学评判话语。

在《英雄的韵文与英雄的使命：〈西游记〉的史诗

向度》一文中，余国藩将《西游记》中的诗词与西

方史诗并置，从诗学功能、诗学语言、诗学程式等

层面驳斥了《西游记》诗词无价值的观点，指出这

些韵文所具有的史诗之实与史诗之效。他认为：

“与《三国演义》《金瓶梅》以及《红楼梦》相比，

《西游记》中的多数诗词更具有原创性，它们在形

式多样性上超越了其他文本，承担了大量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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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①因此这些诗歌并非是一种叙事停歇或叙

事中断，而是《西游记》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此同时，他还驳斥了《西游记》诗歌艺术

水平低下之说，肯定了《西游记》诗学的语言之

美。以往的学者认为这些韵文的语言过于直率、

大胆、暴露与粗鲁，缺乏厚重与严肃的意味。而余

国藩则指出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生动、直白的语言

营造出一种大自然的亲近感，使得世间万物“从

容不迫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万千姿态，赋予我们

一种上帝万有的意识”②，由此塑造出一种与荷马

以及维吉尔作品相类似的史诗力量。而为人所诟

病的大量程式化诗句，在余国藩看来却是诗人通过

简单的重复手法（即独特的顶针修辞），克服传统

句式的种种限制，使得句式结构高度简练……是为

增进诗词表达能力丰富性服务的一种手法③。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一诗学态度还促使他

通过翻译实践来让东西方学者正视《西游记》的

诗学价值与艺术魅力。在《西游记》英译本的序

言中他写道：“有两重目的激发我于１９６９年翻译
《西游记》。其一是文学形式，我希望我的译本能

够纠正当下流行的阿瑟·韦利节译本所塑造的扭

曲现象，他无所顾忌地删除了所有的诗歌片段，并

随意切割或修改散文章节。我认为这样的一部中

国古典小说是时候以完整的形式，而非星星点点

地阅读……”④基于这一目的，余国藩全译了百回

本《西游记》中的诗词，重构并且优化诗歌译文的

诗学形式，通过诗词译文美学向度的重构，重赋百

回本《西游记》的诗学价值。下文将从韵律、句构

以及修辞这三个层面出发，分析余国藩在跨文化

翻译中所采用的诗学翻译赋值策略。

（一）余国藩诗歌翻译韵律层面的赋值策略

余国藩对《西游记》诗学的赋值意图首先体

现在他对诗词译文韵律层面的重构与优化。一方

面，他遵循不因韵害意的原则，实行以格律译格律

的方法，挪用西方诗学中的韵步形式、韵律形式来

译介原文中的诗词，将原文中遵循一定韵律制式

的近体诗与词以西式韵诗（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ｖｅｒｓｅ）的形式
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在他的译文中，七言绝

句、律诗多以五步抑扬格翻译，五言多以四步抑扬

格翻译。另一方面，余国藩在翻译中颇喜押韵，韵

式不拘，头韵、尾韵皆可，所译之处，尽量押韵，特

别是在翻译近体诗和词时，尽可能实现译文诗行

句尾的两两押韵，建构诗歌译文的音美向度。因

篇幅所限，此处仅以《西游记》开篇的一首七言律

诗为例来阐释他对译文所进行的音韵优化。

例１．原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
渺无人见。

自古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

传》。⑤

译文：ＥｒｅＣｈａｏ’ｓｄｉｖｉｄｅ，ｗｉｔｈ
Ｈｅａｖ’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ａｍｅｓｓ，

Ｎｏｈｕｍａ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ｍｕｒｋｉ
ｎｅｓｓ．

ＷｈｅｎＰａｎＧｕｂｒｏｋｅｔｈｅｎｅｂｕｌａａ
ｐａｒｔ，

Ｔｈｅｄｅｎｓｅａｎｄｐｕ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ｄｉ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ｒｔ．

Ｅｎｆｏｌｄａｌｌｌｉｆ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
ｗｏｕｌｄ．

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ｈｏｗ ｂｅｃｏｍｅ
ｇｏｏｄ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

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ｅｃｙｃｌｉｃｔｉｍｅ’ｓｗｏｒｋ，ｉｆ
ｔｈａｔ’ｓｙｏｕｒｑｕｅｓｔ，

Ｒｅａｄ ＴａｌｅｏｆＷｏｅｓ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 ｏｎ
ＪｏｕｒｎｅｙＷｅｓｔ．⑥

与其他明清小说不同的是，百回本《西游记》

并未以楔子起头，而是以这首七言律诗开篇定旨。

这首诗在声律与对偶方面基本上符合七言律诗的

体式要求。它由八行诗句组成，每行包含七个字，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ＨｅｒｏｉｃＶｅｒｓｅａｎｄＨｅｒｏ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ｃｉｎｔｈｅＨｓｉ－ｙｕｃｈ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２，３１（４）：
ｐ．８７９－８９７．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ＨｅｒｏｉｃＶｅｒｓｅａｎｄＨｅｒｏ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ｃｉｎｔｈｅＨｓｉ－ｙｕｃｈ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２，３１（４）：
ｐ．８７９－８９７．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７１．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１．
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页。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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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句为一联，分作首联、颔联、颈联与尾联。其

中颔联与颈联对仗。而七言律诗一般逢双数句押

韵，第二、四、六、八行的最后一个字押同韵，这首

七律虽然一韵到底，却有去声为韵的现象。此外

七律讲究平仄，一般情况平仄交替。而这首诗总

体上符合平仄规范，偶有不合律之处。

如果说原诗尚存韵律之瑕，那么余国藩的译

文韵律则更显精巧。首先，余国藩参照原诗的空

间布局，将译诗分作八行，其中第一、二诗行，三、

四诗行，五、六诗行以及七、八诗行分别合成完整

诗句。每个诗行都是延续诗行，全诗每行多有五

个音步，多数音步都是按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上一

个重读音节的规律（即抑扬格）来排列，除二、四、

七诗行偶有扬抑格和抑抑扬格式，总体的韵步与

韵律形式为抑扬五音步（ｉａｍｂｉｃｐｅｎｔａｍｅｔｅｒ）制式。
在第一行译文中，译者采用 ｈｅａｖｅｎ的缩略形式
ｈｅａｖ’ｎ，使得诗行形成五音步的整齐制式。其次，
余国藩的译文每两个诗行句尾押全韵，其中 ｍｅｓｓ
与ｍｕｒｋｉｎｅｓｓ、ａｐａｒｔ与 ｓｔａｒｔ、ｗｏｕｌｄ与 ｓｈｏｕｌｄ、ｑｕｅｓｔ
与ｗｅｓｔ押韵，韵式为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不重复。
从单个诗行内部押韵情况来看，第一行中，Ｈｅａｖ’
ｎ与ｍｅｓｓ中间押元音韵；第四行中的ｄｅｎｓｅ与ｄｅ
ｆｉｎｅｄ、第八诗行的 ｗｏｅ与 ｗｅｓｔ则押头韵。经过挪
用英雄双行体（ＨｅｒｏｉｃＣｏｕｐｌｅｔｓ）的形式，译文韵律
更显简洁、整齐。

（二）余国藩诗歌翻译句式层面的赋值策略

余国藩在翻译《西游记》中的诗句时，为表现

原诗作者匠心独到之处，多仿照原诗句构造的精

巧之处或陌生之处，根据以形置形的原则翻译原

文的句形，采用以参差译参差、以平行译对仗、以

紧缩译紧缩的方法来翻译诗歌中的句子，保持译

文与原文在句式形式上的相似性，通过模仿原文

的句式结构，使得译文与原文产生同形异构的效

果，再造《西游记》诗词的句式之美。例如：

例２．原文：参老天，／拜菩萨；／扯葛
藤，／编草

!

；／捉虱子，／咬又掐；／理毛
衣，／剔指甲。①

译文１：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ｓｋｙａｎｄｖｉｓ
ｉｔｉｎｇ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ｓ；／Ｔ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ｆｃｒｅｅｐｅｒｓ
ａｎｄｗｅａｖｉｎｇｓｔｒａｗｈａｔｓ；／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ｌｅａｓ
ｔｈｅｎｐｏ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ｔｅｅｔｈａｎｄｆｉｎ
ｇｅｒｓ．②

译文２：Ｔｈｅ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ｅｄ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ａｖａｓ；
／Ｔｈｅｙ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ｖｉｎｅｓ；／Ｔｈｅｙ
ｐｌａｉｔｅｄｍａｔｓｗｉｔｈｇｒａｓｓ；／Ｔｈｅｙ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ｏ
ｃａｔｃｈｔｈｅｌｏｕ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ｂｉｔｏｒ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ｔｏ
ｄｅａｔｈ；／Ｔｈｅｙ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ｕｒｒｙｃｏａｔｓ；／
Ｔｈｅｙｓｃｒａｐ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ｉｎｇｅｒｎａｉｌｓ．③

例２是从一首描写群猴形态辞赋中抽出的诗
行片段。这首辞赋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除了两句

四言句式起头、两句七言句式收尾外，中间连用了

二十个三言句式刻画猴子的日常活动形态。每一

个三言句式都对应一帧猴之图像，通过三言句接

连使用，原著作者将一幅幅塑造猴子形态的图片

罗列在读者眼前，使得读者感受到猴群的千姿百

态。余国藩在翻译这段诗行时（见译文 ２），显然
意识到了此处句式虽短，但却独立成景，一句对应

一景。因此翻译时都以整句译之，补充主语，独立

成句，体现诗句独立成帧的画面效应。反之，詹纳

尔则对这些短句进行了合并（见译文１），以动名
词的形式翻译，变成了一连串的动词堆砌，两两合

并后不仅消融了每个诗行的画面感，而且因为句

子的延伸产生了拖沓冗杂的听觉效果，放缓了叙

事节奏，消解了原先短句因简洁、明快的节奏所产

生的群猴活泼、灵动的画面感。

例３．原文：丹崖上，／彩凤双鸣；／削
壁前，／麒麟独卧。④

译文 １：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ｃｌｉｆｆｓｐｈｏｅｎｉｘｅｓ
ｓｉｇｎｉｎｐａｉｒｓ；／Ｌｏｎｅｕｎｉｃｏｒｎｓｌｉｅ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ｂｅｅｔｌｉｎｇｃｒａｇｓ．⑤

译文 ２：Ａｔｏｐｔｈｅｃｒｉｍｓｏｎｒｉｄｇｅｓ／
Ｐｈｏｎｉｘ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ｐａｉ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
ｉｔｏｕｓｃｌｉｆｆｓ／Ｔｈｅｕｎｉｃｏｒｎｓｉｎｇｌｙｒｅｓｔｓ．⑥

例３中诗句出自《西游记》第一回中描写花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页。
Ｊｅｎｎｅｒ，Ｗ．Ｊ．Ｆ．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４．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５．
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页。
Ｊｅｎｎｅｒ，Ｗ．Ｊ．Ｆ．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４．
Ｙｕ，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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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山地势的赋诗，这首赋以“势镇汪洋，威宁瑶

海”这一远景写起，再到示例中花果山内近

景———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描

述了花果山宏伟壮阔的环境。原诗包含了三、四、

五、六、七、九字句式，这些句式错落有致，营造出

铺陈有序的风格。作者在辞赋开头使用了两句短

促有力的四言句式，总括花果山的远景，衬托山势

的气势磅礴。随后又将视线从远处逐渐收至近

处，通过四言、七言相间句的使用，即“势镇汪洋，

潮涌银山鱼入穴”来描写周边的景色。例３中的
原文采用了三言四言相间的参差结构，其中三言

部分点出景色方位，四言描写景色形态。如果将

这四句带入原赋中观察，可以发现，在这四句描写

中，作者已然将视线收回至山中，三言四言的交替

出现所形成的短促叙事节奏使读者有目不暇接、

景色旖旎之感。由此可见，赋中的句式结构长短

并非作者随意取之，而是配合作者写景状物时的

视角切换以及他意欲塑造的景色之貌进行缜密思

考的结果。而从上面的译文来看，余国藩仍旧译

作四个诗行（见译文２），采用平行句式塑造原句
的对仗修辞，仿拟出原文对称美感的同时，也传达

一种短促有力的节奏感。而另一位译者詹纳尔则

将诗行两两合并（见译文２），与七言句式译文一
起合为长句，造成译文叙事节奏的拖沓，破坏了原

诗句所要塑造的视角切换和景色切换之感。另

外，詹纳尔在合并译文后，还调改了原文先写景后

状物的次序，将后两句诗行译作“Ｌｏｎｅｕｎｉｃｏｒｎｓｌｉｅ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ｂｅｅｔｌｉｎｇｃｒａｇｓ”。这一次序的调改，不仅
破坏了这诗行内在的对仗结构，也打乱了原文的

景色布局与视觉切换效果。

（三）余国藩诗歌翻译修辞层面的赋值策略

余国藩赋值翻译策略还体现在他在翻译韵文

中的修辞手法时，力求超越修辞的概念意义，追求

原文修辞美学效果的重构。《西游记》作者在诗

词中使用了诸多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叠字等，

从修辞维度建构原文诗词的文学性与审美效果。

对译者而言，能否将这些独具一格的修辞手法所

产生的美学效果?至译文，这关乎译文在译入语

文化中的文学价值生成①。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

知转换模式可分为：修辞认知转换为概念认知、修

辞认知转换为修辞认知以及概念认知转换为修辞

认知。第一种会弱化译文文学性，而后两种则起

到等化与强化文学性的作用②。通过对余国藩所

译诗词中修辞手法的梳理，可以发现他多使用后

两种模式，即修辞认知转换为修辞认知，或是概念

认知转换为修辞认知，以此重构原文修辞的美学

效果。例如：

例４：原文：处世须存心上刃，修身
切记寸边而。③

译文１．Ｗｈｅｎ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ｙｏｕ
ｍｕｓｔｂｅ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ｗｈｅ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ｎｅｓｅｌｆ．④

译文２．Ｈｏｌｄｆａｓｔｉｎｌｉｆｅｔｈｅ“ｓｗｏｒｄ”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ｅｃａｌｌｔｈｅ“ｌｏｎｇ”ｂｅ
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注释：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
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ｏｅｍａｒｅｂｕｉｌｔｏｎ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ｒａｐｈｓ，ｒｅｎ
忍 ａｎｄｎａｉ耐，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ｃ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ｒｅｎｉｓｍａｄｅｏｆｔｗｏ
ｗｏｒｄｓ：ｒｅｎ刃，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ｋｎｉｆｅｏｒ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ｘｉｎ心，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ｒｍｉｎｄ．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ａｐｈ，ｎａｉ，ｉｓ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ｏｆ
ｔｗｏｗｏｒｄｓ：ｅｒ而，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ｒｎｅｖｅｒ
ｔｈｅｌｅｓｓ，ａｎｄｃｕｎ寸，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ｈ．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ｅｍｔｈｕｓｒｅａｄｓ，ｌｉｔｅｒ
ａｌｌｙ，“ｉｎｙｏｕ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ｉｎｃｈ’．”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ｈ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⑤

上述示例出自《西游记》第 ２６回的篇首诗。
原作者在此处使用了“析字”这一修辞手法，即根

据字的形、音、义进行化形、谐音或是衍义等。第

一句巧妙地拆分了“忍”，将其化为“心上刃”这一

词义。第二句则将“耐”拆分为“寸边而”。通过

如此文字游戏的植入，原作者实则劝诫世人，处世

修身需随时将忍耐二字记在心间。析字的使用将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詹姆斯·费伦，舒凌鸿：《修辞诗学、非自然叙事学和模仿、主题、综合的叙事》，《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冯全功：《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知转换模式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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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劝诫变得更加委婉诙谐，提

高了诗词语言的表达效果。詹纳尔在翻译此修辞

手法时（见译文２），仅保留了原文的概念意义，译
作“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忍受）、“ｐａｔｉｅｎｔ”（耐心）。原文的
修辞效果消失，大大弱化了译文的文学性，使得译

文成为两句寻常不过的处事箴言。相比之下，余

国藩在翻译时（见译文２），对两处析字采用了不
同的翻译手法。首先，第一处析字“心上刃”，他

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了“心上刃”，作 “ｓｗｏｒｄ”ａ
ｂｏｖ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心上之剑）解，在保留原诗概念
语义的同时，又再现了诗歌的修辞维度，增添了受

众的感性经验和新鲜感。其次，在翻译第二句中

析字修辞“寸边而”时，余国藩则对其进行彻头彻

尾的改写。取“寸边而”表达“耐”，将“耐”译作

“ｌｏｎｇ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继而又将“ｌｏｎｇ”与“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拆
开，模仿原句的修辞手法。如此一来，原文因为

“寸边而”逻辑语义缺失所造成的诗学意象缺陷，

在译文中得以优化。从余国藩对上下两句所采用

的不同翻译手法，就可以发现译者想要在原作基

础上优化原文诗学形式的意图。

此外，叠字是《西游记》诗词作者运用频次最

高、最具特色的修辞技巧。诗词中叠字往往“音

节较为悠长，有听觉之美，增强了诗作本身的华

丽，有情韵回环、风致绵缈的效果”①。《西游记》

中的诗词多穿插至少一两个叠字，多者高达十余

组叠字，如第二十回描写虎先锋的诗词以及第十

三回描写双叉岭的诗词。对于叠字产生的音韵效

果，余国藩往往采用音韵补偿的手法，来复现译文

的修辞效果。

例５：原文：寒风飒飒，怪雾阴阴。②

译 文 １：Ｈｏｗ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ｓ， Ｄａｒｋ，
ｓｉｎｉｓｔｅｒｃｌｏｕｄｓ．③

译文 ２：Ｔｈｅｃｏｌｄ，ｓｏｕｇｈｉｎｇｗｉｎｄ，
Ｔｈｅｄａｒｋ，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ｆｏｇ．④

例６：原文：那阵上旌旗闪闪，这阵
上鼍鼓冬冬。⑤

译文１：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ｆｌａｇｓａｎｄ

ｂａｎｎｅｒｓｆｌ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ｃａｍｅｌｄｒｕｍ
ｒｏｌｌ．⑥

译文２：Ｏｎｔｈｉ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ｎｎｅｒｓｆｌａｒｅ
ａｎｄｆｌｕｔ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ｄｒｕｍｓ
ｒｏｌｌａｎｄｒａｔｔｌｅ．⑦

上文例５中叠字“飒飒”“阴阴”所产生的延
宕、幽暗的节奏效果，刻画了鬼怪之地阴森可怖、

令人胆寒的情境。而例６中的“闪闪”“冬冬”等
叠字的使用，塑造了原文的恢宏气势与生动效果。

从上述的译文来看，因英文写作忌用词重复，所以

余国藩并未草率地连用两个相同的字或词来仿拟

原文的叠字修辞（见译文２），而是运用两个近义
词，特别是能形成押韵效果的两个词，如上文中的

ｆｌａｒｅ与ｆｌｕｔｔｅｒ，ｒｏｌｌ与ｒａｔｔｌｅ。由此，两字押韵读起
来声韵铿锵，语句含义丰富（见译文２），重塑了叠
字产生的铺陈之美。而詹纳尔的译文则直接采用

了省略的手法，只取叠词的语义，将其化作一个单

词，如将“飒飒”译作ｈｏｗｌｉｎｇ，“闪闪”译为ｒｏｌｌ，造
成原文中因叠字修辞使用所产生的明朗节奏、协

调的韵律以及生动的意境荡然无存。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余

国藩对百回本《西游记》诗学持肯定、尊崇的态

度，他才将百回本中七百多首诗词悉数译出，并参

照原文诗学特征，挪用西方诗学手法，重构并优化

译文的诗学形式，彰显百回本《西游记》韵文的美

学与文学价值，并以此批驳了其他学者所提出的

《西游记》诗词无价值、不堪读的观点。文学翻译

实践诚如文化翻译研究者所言会受到译入语诗学

规范的影响，但通过上述余国藩的翻译研究示例

充分表明译者即使在面临原语诗学在文学系统中

边缘化的境况，也会在其诗学态度影响下，力求再

现原语文本的诗学特征，以此将异质性诗学观念

引入译入语文学系统，对译入语诗学体系行建构

之效。而事实上，他以此为目标所进行的翻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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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丽芳：《〈西游记〉》中的韵文的运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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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ｎｎｅｒ，Ｗ．Ｊ．Ｆ．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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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确实改变了《西游记》诗词在东西方的际遇。

这部译作一经推出，就被誉为“当前最好的《西游

记》英译版本”①。在这部译作的影响下，西方读

者已然开始接受《西游记》所固有的散韵相间的

诗学形式，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正视《西游

记》诗学的价值，并将其加入对《西游记》诗词的

本体研究中去。这也充分表明在我国文学走出去

的过程中，一味迎合译入语诗学规范，抹除原文本

诗学特征的翻译实践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讨译入语

读者的欢心，但诗学作为文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的对外输出也能够为作品增色与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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