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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成就

及其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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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规模庞大$具有特色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是副文本融合

中国传统注疏与西方文学译著体例而自成体系风格'二是注释内容丰富考辨深入$兼取古今中外之长而富有学术内涵'

三是康达维副文本成就的获得既是对前辈汉学家运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又是出于他自觉以"译文j副文

本#方式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四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传播有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康达维'英译)文选+赋*'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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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副文本)9@E@;A>;*&相对于%正文本&而言"

是为读者能更好地阅读$理解文本本体而编写的

有关介绍$说明$注释$相关资料图像等辅助性文

本# 自 !$世纪 ,$年代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3

热奈特)7AE@E& 7A0A;;A*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以

来"全面关注%作者署名$标题$插页$献词$题记$

序言$注释&

!等副文本内容"系统深入地探究评

价文本本体的成就$价值与特色"已经为中外文学

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角与途径"

并且取得了不少具有创意的学术成果#

而当代第一部用英语对'文选(+# 篇辞赋进

行全译全注的巨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

授康达维的英译'文选3赋(

"

"不仅以其信达雅

的译文广受好评"被誉为西方汉学家辞赋翻译和

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而且书中篇幅庞大$内容丰富

的%副文本&也格外引人注目# 英译'文选3赋(

全书三大册共 % +$5 页"其中副文本多达 % $""

页"篇幅已超过译文本身的两倍# 这个包括%导

论$解题$注释$插图$赋家小传$参考文献和专有

名词索引&等多项内容的副文本系统"不仅与译

文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进

行一般性阅读和欣赏中国古代辞赋带来便利,同

时"也为西方的辞赋学者更加深入理解辞赋原文"

探究一些难懂难解的典故或棘手问题"提供了具

有学术性的宝贵资料或思路"突显了此著作为

'文选3赋(研究参考书的作用,并给中国古代文

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的传播以重要的方法论

启示#

一4精心设置具有明确目的的副文本

系统

德国翻译目的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汉斯3弗米

尔)P@0DeAEBAAE*在 '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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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文中认为!%译者总是依照某一特定目的进

行翻译"目的说明翻译一定按某种特定的方式操

作"并非跟着译者的感觉天马行空#&

!康达维面

对的'文选3赋("是一个语言古奥$文字繁难$历

史久远以至于中国学者都视为难读难懂的特殊文

本# 如何能够达到引起英语读者兴趣的目的4 这

对于翻译者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幸运的是"

康达维依照其%特定目的进行翻译&"而且选择了

与其目的相适应的%操作方式&+++为了追求%忠

实地翻译古代及中古的作品&"而达到%绝对的准

确&"他%选择了为原文作大量的注解&

"

"形成了

具有针对性的%副文本&# 如康达维在英译'文

选3赋(的'前言(中明确表示%这一'文选(译

本"既是参考书也是翻译&

#

"显然"他希望这部英

译的'文选3赋(既有读者直接阅读的辞赋译文"

同时也是一部可以释疑解难的%参考书&"给英语

读者或有研究兴趣的辞赋学者传递更多相关的辞

赋知识"何况这本译著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它的受

众也%多半是学者&

$

#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康

达维在将辞赋文本翻译成英文之时"精心设置了

规模庞大$别具一格的副文本系统#

!一"融合中国训诂学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学

译著经验撰写尽可能完备合理的副文本

在康达维编制英译'文选3赋(副文本系统

之前"中国古代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训诂学传统

和西方近现代经典文学译著已经提供了相当丰富

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经

典%十三经&的%注疏&系统"围绕'易经(编写的

'易传( %十翼&"包括解题$序论$注释等内容的

'楚辞章句(及其'补注("包括%集解$索隐$正

义&三种辅助文本的'史记( %三家注&本等等,近

现代西方的不少文学译著"比如英国汉学家中"理

雅各)W@BAD[ASSA*的 '中国经典( )0+,-+'",&,

-$#&&'/&*"附有%导论$注释$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

索引&,韦利)JE;:?EG@CAZ*的'游悟真寺诗及其

他诗篇( )0+,0,E:$,#"8 J*+,79(,E&* "包括%导

论$附录&)附录包括中国诗歌形式简介$注释$专

有名词索引*,霍克斯)8@Y(& P@=1AD*的'南方之

歌()0+,.("2&()*+,.(4*+*"包括%前言$导论$注

释$术语表$插图&等# 这些类似于后来热奈特

%副文本&概念的训诂学与西方文学译著经典体

例的丰富成果"给了谙悉中西学术的康达维极大

的启发和帮助#

康达维从%这一'文选(译本"既是参考书也

是翻译&的目的出发"在充分汲取前人经验基础

上"精心设计$编制了包括%封面$标题页$前言$

自序$翻译说明$导论$解题$注释$插图$赋家小

传$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等体例完备的副

文本系统%

# 其中"%解题$赋家小传$注释&主要

是吸收中国古代训诂学尤其是'文选(李善注的

注疏传统,其%导论$参考文献$专有名词索引和

插图&则主要借鉴了近现代西方学者理雅各$韦

利$霍克斯等汉学家文学译著的体例#

)%*%解题&# '文选(李善注原来只有解题

*"则"均置于赋的标题之下"一般是概述作赋背

景"篇幅短小# 康达维英译'文选3赋(的解题则

扩充至 ++篇"内容也详细得多"既介绍作赋背景"

也介绍赋的作者$内容主旨$相关学术争论和有关

资料等# 比如英译'蜀都赋(的解题"不仅介绍了

赋的主要内容"还介绍了蜀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重要作家和中心城市成

都的相关知识"以及'蜀都赋(的创作资料来源等

信息# 有的解题"还列有该赋篇的不同注译本或

研究书目# 比如书中英译陆机'文赋(的解题"既

介绍了'文赋(作为文学专论的重要性$'文赋(的

内容$译者对陆机创作时间的推断"还列举了涉及

中$英$法$日四种语言的译本$注本及研究书目达

!+种之多&

# %解题&的撰写"不仅展现了康达维

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前期工作"也为后学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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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3弗米尔!'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载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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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辞赋作品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

)!*%赋家小传&# '文选(李善注有 *% 位赋

家的 *, 篇小传"位于赋篇作者名字之下"简要说

明赋家的名$字$出生地及主要经历# 英译'文选

3赋(撰有 *%位赋家的小传共 *#篇"集中编辑于

每册的正文之后"总题为%人物小传)@'(27#:+'/#$

.1,*/+,&*&# 康达维撰写赋家小传的内容比李善

注中的赋家小传更为详细# 比如对'两都赋(作

者班固的介绍就有一千余言"包括对班固家学渊

源$文学天赋的说明"还以其主要文学$史学$哲学

作品为主线叙述其生平事迹"并附有现当代中外

研究者对班固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成果# 从中读者

对班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能有较全面的了解# 小传的内容和提供的参考资

料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赋篇注释&# 康达维英译'文选3赋(

中的赋篇注释"是整个副文本系统的核心内容"篇

幅庞大"内容也特别丰富"下文将予以专门分析探

究"此不赘述# 除了吸收中国学术传统"撰写内容

丰富的%解题$赋家小传&和%赋篇注释&之外"康

达维还借鉴近现代西方文学译注的体例"编写了

%导论$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等具有西方

学术特色的副文本# 且略述其%导论& %插图&及

%名词索隐&等如后#

)"*%导论&# '导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译著

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可以

通过'导论(了解译本的相关背景知识# 比如英

国汉学家韦利'游悟真寺诗及其他诗篇(的'导

论("就简要介绍赋的起源和形式及楚汉赋家和

'游悟真寺诗(的内容"还提出%区别赋的显著标

志是不歌而诵&

!的观点# 康达维也很重视'导

论(在介绍全书内容$体例及传递相关知识$信息

方面所起的引导作用# 其英译'文选3赋(的'导

论("往往篇幅宏伟"提供了中国早期文学选本研

究$'文选(研究$辞赋翻译研究等多方面的知识

和资料"为读者深入理解'文选(及赋卷的内容打

下坚实基础# 如置于第一册之首的'导论("篇幅

长达 2$页"注释达 ",! 个"全面叙述了'文选(编

撰之前%文学选本&的历史和文类理论的发展$

'文选(编撰背景$编撰者萧统的选文思想$文体

分类$作家作品以及其研究史和版本等问题"相当

于一部'文选(及其编者萧统研究乃至于早期中

国文学研究的入门指南,第二册的'导论("则专

题切入古代辞赋%描写性复音词& )即联绵词*的

翻译问题,第三册的'导论("包括本册所收赋篇

的内容简介等#

)+*%插图&# 插图是西方译著中常见副文本

的一种体例# 如上述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南方之

歌(中书后所附的插图"就包括有'楚国地形图(

'汉初疆域图(以及'现代中国省级行政区划)东

部*(等# 康达维或许对霍克斯配置插图的做法

有借鉴"他在英译'文选3赋(第二册的'甘泉赋(

'上林赋('东征赋( '西征赋( '登楼赋( '鲁灵光

殿赋(和'景福殿赋(这七个篇目中"也分别附有

七幅地图"形象地说明赋中宫殿苑囿的布局或主

人公的行程" 对于读者读懂相关赋作具有形象的

指引作用"也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副文本吸收中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

果而具有研究参考书的价值

康达维在英译'文选3赋(第一册导论中写

道!%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的学者们的评论$注

解$训释和阐释"这个译本就不能完成#&康达维

的译文广泛借鉴了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 主要采

用的'文选(注除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外"还有从东

汉至清代的 "+位注家的观点# 其中"主要有胡克

家$段玉裁$梁章钜$朱繨$高步瀛等清代著名选学

家的观点# 全文参考的'文选(文本有 %" 种$'文

选(译本 %$种$中日西文论著 % !$" 种"有中$英$

日$法$德五种语言# 译者在导论$注释$解题$赋

家小传$参考文献等副文本中一一标明了观点来

源"为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除了采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副文本中也不乏

译者康达维自己的研究成果# 如在'文选(书名

的翻译中"就体现了作者对这部书的深入研究#

'文选(的标题被译为%I," <4#" JDMd[dOH̀IQM

Igbdg̀Qd8[̀HdbJHXbd&"意思是%文选或精

美文学的选集&# %文选&一词从字面上并不能传

达精美文学选集的意思# 作者通过分析'文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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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篇章的具体内容和风格确定了萧统的选文

观"认为他选择的都是%精美&或%典雅&的篇章"

%'文选(并不如标题的字面翻译那样"仅仅只是

/文学选集0"而是/精美文学的选集)MACA/;('0D'T

bAT(0A& [(;AE@;?EA*0 或 /典雅创作的经典范本

)O:'(/AM<A/(BA0D'TdCAS@0;GE(;(0S*0&# 确实"

%)'文选(*其中比较精省地选录了在思想上和艺

术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同时能够兼顾到

各种体裁"各种流派"各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梁以前各种封建朝代的文学面貌"为以后文

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

# 将'文选(阐释为

%精美文学的选集&精省地概括了这本文学选集

的内容和特色#

在%解题&和%注释&中也不乏康达维自己的

研究成果# 如在鲍照'芜城赋(的解题中"康达维

依据'文选()李善注*$'太平寰宇记(和'嘉庆重

修大清统一志(中有关%芜城&的记载"认为%芜

城&并非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南朝时期的广陵城"

而是汉代广陵城的废墟# 鲍照在看到汉代广陵废

墟后创作了此赋"是为悲叹汉代的广陵所写"

#

英译'文选3赋(的副文本"一方面吸收译者

所见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展示自己的研

究心得"不仅帮助了读者对辞赋的理解"还为研究

者提供了宝贵资料或思路"自觉地体现着%参考

书&的作用#

!三"封面)标题页和索引等其他副文本的设

计体现传递知识方便读者的撰写目的

除上面提及的%导论$解题$赋家小传$插图&

之外"康达维副文本的其他部分也是精心设计"比

如封面$标题页和索引等"无不体现方便读者的译

著目的#

)%*封面设计# 英译'文选3 赋(三册的封

面采用的是统一设计"占据封面四分之三篇幅的

是'文选(明嘉靖四年)公元 %+!+ 年*晋藩养德书

院本'晋藩重刻文选序言(影印图页# 明嘉靖晋

藩养德书院刊本为晋端王朱之烊主持刊刻的'文

选(李善注六十册本"此本重刻元张伯颜池州路

本"其底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 年*尤袤刻

于池阳郡斋的版本"即后世广泛流传的尤刻本#

尤刻本为现存最早李善注本之完帙"极具文学及

史学价值# 同时"养德书院刻本也因上佳的底本

和装帧"在明代就被誉为佳刻# 封面图片由康达

维自主选择"体现了他深厚的中国学养和对版本

的重视# 同时"封面采用明代珍本的序言"也迎合

了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对此有学

习热情的学生群体的兴趣#

)!*标题页# 英译'文选3赋(三册的标题页

如一般译著标明书名$原著者及译者姓名和出版

社名外"每一册都有一个副标题"如 %第一册!京

都之赋& %第二册!郊祀$畋猎$纪行$游览$宫殿$

江海之赋&

#

%第三册!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

音乐$情之赋&# 译者基本按照'文选(李善注所

列赋的十五个子类"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

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

音乐$情"来标示每一册所收赋的主要内容$

"便

于读者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性阅读#

)**索引# 康达维编写的专有名词'索引("

也力求方便读者学习和查阅# 三册书末尾都分别

附有本书所涉及的 %专有名词索引&"共计 # ,!2

条# '索引(标明了人名$地名$建筑术语$文学术

语"以及植物$动物$矿石$星辰等专有名词的具体

位置"有助于读者快速查检与这些名词相关的内

容# 比如"%赋&一词的索引为!

g?)E:@<D'&Z*! TE?D;E@;('0" *", &(&@/;(/T?0/R

;('0" !," *!, '0 /(;(AD" !,"*!, '0 .'?E0AZD@0& A>R

/?ED('0D" *$" *!, '0 B?D(/" !5, <EAT@/AD" "5, M(>

8Z0@D;(AD <'A;D" **, D'EE'=T?C C@BA0;D" *$,

%("2K4" !5, BA0;('0A&" %" !" *" !$" !%" !*" !+"

!#" !," "#" +!" #%" #!" #+" #," 2$" 5*" 5""

**5" ",+" 0)%" ",2" 0)"" +%," 0)*$,).,,#$&(

I," <4#"" )4)

!2%

!

"

#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5,#年版"出版说明第 !页#

8@Y(& b)L0A/:;SAD)I," <4#"" (7.,$,/*'("&()D,)'",8 5'*,7#*47,;M($4E,0K(! D+#:&(8',&(" .#/7')'/,&" H4"*'"2" 07#C,$" .'2+*&,,'"2"

9#$#/,&#"8 H#$$&" D'C,7&#"8 .,#&)9E(0/A;'0! 9E(0/A;'0 X0(YAED(;Z9EADD" %5,2" <<)!+*

3

!+5)

第二册的标题中少了%耕藉)9C'=(0S*&这一类的译名# 在目录中"译者把属于耕藉类的'藉田赋(和郊祀类的'甘泉赋(归于一类"

译名为%M@/E(T(/AD&"意思是%祭祀&# 不知是译者遗漏了%耕藉&的译名"还是因为'藉田赋(所述内容本就是一种祭祀神农的仪式"译者

因此改变了李善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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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列出了%赋&字出现的 *" 处位置"同时

还列出作者所用%赋&的两种译名%g?&和%E:@<D'R

&Z&"以及赋的不同种类"如%骚体赋& %京都赋&

%有关旅途和游览的赋作& %音乐赋& %咏物赋&

%哀伤赋&" 还有有关赋的组成部分$赋家$赋的功

能"如%赋序& %六朝赋家& %劝诫功能&等内容#

如根据索引查找原文的内容"可获得赋的溯源$分

类$功能$赋家$赋篇内容$相关研究及翻译等有关

赋的系统内容# 整个索引部分涵盖了原文中种类

丰富的专有名词"加上了辐射于原文中的相关信

息可以成为'文选3赋(专有名词研究的工具书#

二4篇幅庞大的注释是普及性与学术

性兼具的重要副文本成果

中国古代辞赋"多奇文玮字"佶屈聱牙"即使

中国学者不借助注释也难以读懂# 长期以来"赋

在西方汉学中被忽视"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

难懂# 康达维深谙此中道理"主张在英译'文选

3赋(中%大量使用注释&

!

"要让注释很好地帮助

读者阅读理解"还要让注释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

性# 因此"他花了最大的精力"弘扬中国传统训诂

学%用语言解释语言&的随文释义的注疏传统"撰

写了共计 + +*,条赋篇注释"篇幅达 +*$ 页"超过

全书副文本总篇幅的一半"是篇幅最多也是成就

最高的重要副文本成果#

中国当代学者周大璞所著'训诂学要略("曾

经总结训诂体式%随文释义的注疏&内容为十一

个方面!)%*解释词义,)!*串讲文意,)**分析句

读,)"*校勘文字,)+*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

段,)2*诠释成语典故,),*考证古音古义,)5*叙

事考史,)%$*记述山川,)%%*发凡起例"

#

康达维英译'文选3赋(的%注释&内容"几乎

包含了周大璞先生所论的上述各项"很是全面丰

富# 若概括而言"则大致包括如下五类!)%*析专

名及难词,)!*详细注释赋篇典故,)**校核赋篇

原文,)"*梳理文意,)+*说明部分赋篇的英译译

文# 这里"仅对这五项内容"略作介绍叙论#

!一"析专名及难词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赋家呕心

沥血"力图把天地万物纳入自己的作品之内"以显

示才学# 种类繁多的名物既是汉大赋的亮点"也

是造成翻译难点的一个主要因素# 康达维在其译

注的'文选(赋卷的'中文版序(中提到他对这些

词的认识%这些赋篇十分深奥晦涩"必须细心研

究文本的语言文字&

#

# 为了译好这些作品"他刻

苦钻研中国的地理历史$礼仪官制$建筑学$植物

学$动物学$鱼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等"以确定赋

中所涉及城市$礼仪$官服$建筑$植物$动物$鱼

类$矿石和星辰等名称在西方的对应词"并将其研

究的结果记录在注释中# 仅仅张衡的'南都赋(

一篇"译者注解的山名有 + 个"水名 2 个"矿物名

%$个"动物名 !" 个"植物名 #" 个# 仅注解这篇

当中的植物名词"译者参阅的除了'文选(的不同

注解之外)朱繨注$李善注$刘逵注*"还有字书

'尔雅('说文解字( '广雅疏证("药典'正类本

草("谱录类典籍'竹谱("地理典籍'山海经( )郭

璞注*"史书'史记( )郭璞注*$'尚书( )孔安国

注*$'汉书()张揖注$颜师古注$晋灼注*"还有西

文书籍及论文 # 种"中文论著及辞典 + 种# 作者

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难解词也是注释的一个重点# 康达维对联绵

词的注释尤为重视# 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

林赋(两篇中注释的联绵词就多达 2# 个# 每个

词除解释意思和说明依据之外"都标有现代读音

和古音"有的还列出了异体字# 对于联绵词的古

音"译者依据李方桂的音标系统"并参考了柯蔚南

)G)M'?;: O'\C(0*著'东汉声训手册($周祖谟$罗

常培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丁邦新

的论文'魏晋音韵研究(来进行标注# 他还将翻

译联绵词的译注心得记录在第二册的'导论(中"

为我们确定联绵词的读音和含义"并找到合适的

英文词汇来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二"详细注释赋篇典故

用典是除辞藻之外"赋家才学的又一体现#

*2%

!

"

#

康达维!'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载赵敏俐$佐藤利行!'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5,$年版"第 "5+#!页#

康达维!'康达维译注-文选.("贾晋华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中文版序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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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赋家偏好%捃摭经史&"借古抒怀# 典故的翻

译也考验着译者的才学# 康达维除了在正文中译

出典故所传达的意思"还在注释中指出典故的来

源"极力保留典故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典故分为言典和事典# 对于言典"康译在注

释中还原其原文并指出来源# 仅'东征赋(的注

释中"译者就标明了 !%个言典的原文和出处# 其

出处包括'诗经( '楚辞( '论语( '左传( '中庸(

'老子(等典籍"可见译者阅读广博# 对于事典"

注释则更为详细# 比如在注释班固'幽通赋(%重

醉行而自耦&一句时"译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重

耳逃亡齐国"耽于逸乐而忘记复国"其妻将其灌

醉"诱使其离开"最终使其成就英雄伟业的故

事!

# 此注不仅帮助读者了解重耳复国的故事"

还提供了资料来源"除'史记(外"有收录于理雅

各'中国经典(中'左传(的英译文和沙畹对'史

记(的法译文# 对于这些言典和事典"其原文和

故事梗概使读者对正文的理解更为深入"其典

故来源为读者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

!三"校核赋篇原文

校勘是中国传统注释的重要内容# 康注吸收

了传统注疏之精华"在注释中记录下了 !$, 条主

要差异# 康译的底本是清胡克家刊刻的宋淳熙八

年的尤袤刻李善注'文选("校本有'文选(的其他

版本"如'文选(五臣注$六臣注$敦煌本及唐代手

抄本"以及史书'史记( '汉书( '后汉书( '晋书(

和文学家选集'鲍照集( '曹植集(等收录的'文

选(中的篇目# 其中不乏译者根据校本校改原文

的例子"如在'西征赋(%才难"不其然乎4&的注释

中"康达维依据五臣注本将原文的%才难&改为

%名难&# 他采用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的看法"认

为原文中提到的王音$王凤$弘恭$石显尽管在世

时声名显赫却身后无名"这句话是化用'论语(的

%才难"不其然乎2&用%名难&更符合人物境遇"

#

如果说注录异文容易"要判断哪个版本正确却十

分考验注者的知识储备#

还有 #$处注解"未注录异文"只是说明了原

文中的问题"以及作者自己或其他学者对原文的

校改# 在其中"注者犀利地指出了存在于序言中

的问题"如'甘泉赋(中的序文是自'汉书3扬雄

传(扬雄的'自传后记(中窜入原文的#

,'?鸟

赋(中的序言来自'汉书(的文本$

,'鹦鹉赋(的

序言也并非祢衡所作%

# 如果没有对不同版本的

细致比对和对选学家成果的广泛阅读"是很难发

现这些问题的#

此外"'文选(不同版本间本无差异"而注者

通过其他知识来改正原文的错误"是非常见功力

的# 比如在'东征赋(第一句%惟永初之有七兮"

余随子乎东征&的注释中"康达维依据清代学者

梁章钜'文选旁证(所引阮元的意见"认为%永初&

是%永元&之误&

# 他指出班昭之子曹成被任命为

齐相"发生在永初年间# 而依据'后汉书(引挚虞

'三辅决录(的注释"'东征赋(中提到班昭陪同曹

成去往陈留郡的长垣县任职"是远发生在其任齐

相之前# 对于'文选3赋(的文本"译者极深研

几"发现了原文不少错误#

!四"梳理文意

有少量注释用来梳理文意# 如在班固'两都

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一句的注释中"译者说明

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赋是古诗的支流&# 然后

依据'汉书3艺文志( '汉书3叙传( '文章流别

集("认为%流&的意思是%类别& %品类& %文类&#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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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译者指出%古诗&指'诗经("'诗经(的%赋比

兴&中的%赋&指修辞手段"而非文类# 并阐明班

固的意图是想将%赋&与诗经传统相关联# 在这

个注释中"译者探寻了%赋者"古诗之流&的真正

涵义"并涉及了赋的涵义和源流等赋体研究的重

要论题#

!五"说明部分赋篇的英译译文

注释中还有少量的注对翻译进行说明# 一般

是原文意思不确定或有多义性"或是原文没有英

文对应词"对译者进行的处理所做的说明# 如在

王褒'洞箫赋(%中节操兮&一句的注释中"译者指

出他将%节操&一词译为%严格的韵律&"但其实该

词还有%正直有道义&的含义"还说明了王褒运用

双关语的目的是将%箫乐赋予道德特质&

!

# 对翻

译的注释"让读者见到译者为弥合不同语言和文

化之间的鸿沟所做出的努力#

三4英译*文选,赋+副文本形成的学

术渊源及其示范意义

康达维英译'文选3赋(及撰写副文本"主要

是运用%语文学)<:(C'C'SZ*& 的方法# 从中文的

角度而言"%语文学&方法也就是传统的文字学$

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方法"它偏重从文献和

书面语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为古代文化经典作

注释"目的是帮助读者阅读和正确理解这些经典

或经典的作品"

# 运用%语文学&或训诂$注疏的

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旁涉猎"花费时

日"平心静气地慢慢研究&"实际上康达维英译

'文选3赋(也用了长达十数年的艰苦努力"因

此"他调侃自己是%世界上最慢的译者&# 最终为

读者提供了%精准清晰的译文"并辅以无可挑剔

的语文学考证&"是%!$世纪汉学最令人敬佩的学

术成就之一&# 然而"这种语文学或传统训诂$注

疏学的研究方法"其来有自#

!一"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

在大学阶段"康达维认真研习有关中国古代

文学的各类基础知识和语文学的治学方法# 当他

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他因德籍汉学家卫德明

)PACCB?;G(C:ACB*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而进入

汉赋领域,在研究生阶段"又系统修习了%唐宋古

文&%汉学入门&%中国历史&%汉语音韵学&和%中

世纪修辞学&等课程# 他的老师"几乎都是美国

当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

如对中国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均有研究的卫德

明教授"对汉赋$陶渊明以及'文选(有深入研究

的美籍海陶玮教授)W@BADb)P(S:;'=AE*"对中国

古音韵学有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李方桂)g@0S

3

1?A([(*$历史学家杨联皗)[(@0D:A0S]@0S*$'文

心雕龙(研究专家施友忠)e(0/A0;])O)M:(:*$

'孝经(研究专家严倚云) D̀@\ACC@]A0*等# 其中"

对康达维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博士导师卫德明和硕

士导师海陶玮# 卫德明先生引导康达维走上汉赋

和'文选(研究的道路"并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

'扬雄赋和汉代修辞(#

卫德明先生的'士不遇!对一种类型的%赋&

的注解("海陶玮先生的'陶潜的赋( '贾谊的-?

鸟赋.("均被美国汉学界认为是%赋之历史学$语

文学探究的杰作&"对汉赋研究有%根本性影响&#

这些研究都是运用语文学$训诂学方法对文本内

容进行考证和解析"直接为康达维的辞赋研究提

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范本#

康达维从上大学"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求

学历程"是全面掌握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文学$

历史以及欧洲中古文学$修辞学等学科知识的过

程"也是他传承语文学$训诂学方法的过程"为其

后成绩斐然的辞赋英译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二"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

西方学界的辞赋翻译和研究从 !$ 世纪初至

今已有 %!$年的历史"但是译文少"研究论著更是

凤毛麟角# 因而康达维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试

图开拓一片天地# 他深知自己任重道远"并坦言

%过去几十年来"我可能是西方汉学家中唯一继

+2%

!

"

8@Y(& b)L0A/:;SAD)I," <4#"" (7.,$,/*'("&()D,)'",8 5'*,7#*47,;M($4E,0+7,,! D+#:&(8',&(" >#*47#$9+,"(E,"#" @'78&#"8 !"'E#$&"

!&:'7#*'("&#"8 N,,$'"2&" .(77(K)4$5#E,"*&" 5'*,7#*47," =4&'/" #"8 9#&&'("&)9E(0/A;'0! 9E(0/A;'0 X0(YAED(;Z9EADD" %55#" <)!"!)

郝丹!'文本特质$影视改编与海外出版+++常销书-暗算.的传播要素研究("'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

!

#

康达维是学院派汉学家# %52! 年"前导师卫

德明让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于 %5,2 年至

%55!年任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 他肩负着传承

的使命"接替卫德明使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文学研

究特别是辞赋研究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并且"康达维还一度在美国东方学会任要职"

%52!至 %52+ 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副主编"

从 %52,至 %55+年历任东方学会西部分会副主席

和主席$东方学会副主席和主席# 美国东方学会

成立于 %,"!年"是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

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

术研究&

"

# 作为学会领军人"康达维以学术的接

续和发展为己任"亲力亲为"以辞赋译文和规模庞

大的副文本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知识#

!三"英译*文选,赋+副文本的学术影响和

示范意义

康达维的英译'文选3赋(一经出版便受到

学界的普遍好评# 哈佛大学教授$荷兰皇家艺术

与科学院院士伊维德)G(C;)[)̀&AB@*在评论第

一册时说!%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研究成果"对

于其他任何汉学家来说都是一生倾力研究的巅

峰# 完成的部分使康达维能与过去一个半世纪中

最伟大的汉学家比肩#&

#维多利亚大学亚太研究

系教授白润德)8@0(ACKEZ@0;*在第一册的书评中

也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这是一本

应该立即被每一个对前现代中国文学有严肃兴趣

的学者拥有的书#&

$剑桥大学对中国诗歌和神话

有专门研究的白安妮)J00AN)K(EEACC*评论'文

选3赋(英译第一册和第二册"称康达维对'文

选(的英译为%英雄般的壮举):AE'(/;@D1*&"认为

%他呈现了研究性的宏伟工程# 这对任何学科任

何层次的汉学家和许多领域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

都是基础性的必读书&" %值得汉学界和学术界的

掌声和尊敬&

%

# 还有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马

瑞志)b(/:@E& K)N@;:AE*$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

授伯夷)M;A<:A0 b)K'1A01@B<*和科罗拉多大学

教授$欧洲汉学杂志 '通报(的现任主编柯睿

)9@?CG)LE'CC*等"均对这部书给予了极高评价#

由此可见"康达维'文选3 赋(英译的影响巨大#

该书于 !$%" 年入选%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系列

丛书"而获再版# 这部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视

为西方重要学术遗产之一的图书"受到中国学者

贾晋华的关注"由她组织团队译成中文"!$!$ 年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贾晋华认为这部书是可

以%传之名山的杰作&"并%相信会在治学态度$研

究方法和学术研究各方面给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

化研究者重大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

&

# 康达维

的'文选3赋(英译及其副文本"对中国古代文学

尤其是赋体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具有多方面的示

范意义#

)%*英译'文学3赋(具有'文选(和辞赋研

究参考书的性质# '文选(被誉为%文章之渊薮&"

是唐以来文人士子学习作文的范本# 而辞赋%苞

括宇宙"总揽人物&"%蕴藏着丰富的学问"具有深

刻的文化知识价值&

'

# 而康达维将这些丰富的

内容和详细的资料"英译介绍给西方读者"自然很

受欢迎# 据康达维介绍"美国的有些大学如文艺

学院"和某些课程如 %早期中国城市和城市文

化&"就使用其'文选3赋(英译作为课本"在发挥

着传递知识的作用(

#

)!*'文选3赋(英译的副文本集合了自唐以

来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文选(的丰富资料和不同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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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王慧!康达维英译'文选3赋(的副文本成就及其示范意义

观点"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从唐代至今'文选(及所

收赋篇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包含了早期中国历史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能指导和启

发读者开展辞赋研究$文选研究$翻译研究"以及

早期中国文学$历史及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英译'文选3赋(及其副文本的成功实

践"既为古代辞赋的翻译与有效传播提供了宝贵

经验"还为如何将翻译的心得总结为学术成果作

了示范# 康达维发表的辞赋研究论著"大多与其

翻译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比如"其'鲍

照-芜城赋.的创作时间和场合(一文"源于'芜城

赋(的解题,论文'班昭-东征赋.考("源于副文本

对于'东征赋(原文的考异# 康达维收录于其自

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中的论文"如

'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与修辞( '司马相如

的-长门赋.( '道德之旅!张衡的-思玄赋.( '汉

赋中的纪行之赋('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

代的京都赋("收录于其专著'选学与赋学(中的

论文"如'-文选.在中国与海外的流传('-文选.

辞赋与唐代科举考试之关系('芟其芜杂"集其英

华!中国中古早期的选集( '选集的缺憾!以应璩

诗为个案(等"都是源自翻译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还有其研究翻译学的系列论文"如'文选英译浅

论('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

问题('英译-文选.的疑难与困惑("更是直接来

源于其辞赋的翻译工作#

康达维既由翻译所得而总结成文"又将自己

的学术论文载录在译文的副文本中以提高翻译的

学术性# 这种以译养研$以研促译的做法"会鼓励

更多学者从事翻译工作"会指导他们如何有效提

高译文质量"最终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跨文

化$跨语言的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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