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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冰心的生态伦理翻译思想①

张丽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冰心追求“尽责于作者”、处处为读者考虑的翻译观，保持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平衡，体现了翻译诸主体之间

共生互生、和谐统一的存在关系；读有所好、译有所选的选材思想，有助于维护语言与文化的整体平衡，表现出强烈的生

态整体性意识；翻译与文学创作互为促进，相得益彰，体现了整体性生态和谐稳定、平衡美丽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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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冰心的翻译研究，冰心以中庸思想努力寻求归化与异化的平衡点，既“尽责于作者”，又考虑读

者感受的翻译观，体现了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翻译诸主体之间和谐统一、共生互生的存在关系；翻译选

材上，重亚非轻欧美，维护语言与文化交流的整体和谐，体现了强烈的生态整体性意识；翻译与文学创作

互利共生，有助于维护生态整体的统一平衡，处处都体现了冰心整体性生态伦理思想。

一　翻译思想与原则：彰显整体性生态意识
冰心翻译态度认真严谨，有自己独特的翻译见解，她的翻译思想常散见于她为每篇译作写的前言、

序或后记中。冰心读有所好，译有所选，尽可能选择与原作者在思想感情和写作风格上有相同视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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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翻译，她的处女译作纪伯伦的《先知》就体现了她翻译思想中对译作择取的倾向。在冰心译作

《先知》的前言中，就这样描述：“１９２７年冬，冰心从美国友人那里初次谈到《先知》，她就被这本书吸引
住了……１９３０年春，她重读此书，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便独自开始翻译。”［１］１５在《我也谈谈翻译》一
文中，冰心谈到：“一般说来，我翻译的很少，因为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因此，只有当译者出于

对原作的热爱，与原作者之间思想相通或心灵相近时，才能更充分传递原作精髓和意境，创造出读者喜

爱的作品。冰心对纪伯伦和印度哲人泰戈尔诗歌的译介，也是出于译者冰心与他们之间潜在的心灵感

应，才创造了脍炙人口的佳译。

冰心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读者的感受。她多次在《译书之我见》一文中指出：“为阅读者的方便

起见，不妨稍微地上下挪动一点。”［２］６９０－６９１为了将原文中最美好的事物传达给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她

尽量保持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平衡，用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忠实再现原作的意境和原作者的意图。在

小说《遗书》中借宛英的信谈到：“太直译了，就太深奥；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情趣。”［２］６９０－６９１因

此，在翻译论述中，冰心以中庸思想努力寻求翻译策略的平衡，始终如一地遵循自己提出的“顺，真，美”

翻译观。其读有所好、译有所选的选材观，有助于译者更好地领略原作的精髓，忠实传递原作者的意图；

追求尽责于读者、不片面过度“直译”和“意译”，使译文最终达到真与美的统一。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３］４０５冰心秉承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和谐”“博爱”等道德观

念，在翻译作品的择取和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处处为读者考虑的翻译观等方面都离不开她“仁爱”“诚”

的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使她创造了清新婉转、灵动优美的译作与文学作品。著名作家郁达夫这样评价

冰心的作品：“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她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４］１２９

生态整体观下的翻译生态是指原作、译作和原文与译文所呈现的世界以及原作者、译者、读者等翻

译诸主体之间互相关联的整体之敞开的进程状态［５］。冰心的翻译思想与实践观，体现了翻译诸主体内

在之间，原作者与译者及读者、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完整延续、和谐统一的存在关系，译者在这种和谐统

一的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二　翻译选材倾向：维护语言与文化的整体和谐
从冰心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中，我们发现，冰心对于翻译作品的择取，有其自己的喜好，大多选材于

亚非国家而非当时占主流文化的欧美国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维护语言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平衡。

冰心于１９２３年始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专门从事文学研究。但由于作者历史背景
和文化习俗的影响，冰心并没有表现出对英美文学作品译介的热爱。冰心译介的第一部英译汉作品是黎

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１９３１），以“爱”与“美”为主题，饱含东方色彩。可以看出，冰心翻译选择生态整
体性意识就已初步显现，并在１９５５－１９６５年１０年翻译高峰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新中国初期，由于国家对
苏联政策的支持与拥护，使得文艺领域也倾向于大量译介俄苏文学作品。从１９４９年底至１９５８年底，翻译
出版苏联包括旧俄文艺作品占到了我国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总种数的６５．８％，另外英美强势文学作品
的译介也很活跃。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表现出深深

的同情与关心，因此，也希望通过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了解亚非人民的情况。然而，在相对强势和

繁荣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面下，冰心并没有盲目选择自己曾留学国别的文化，也没有选择占主流的俄

苏文艺作品，相反，她的翻译选材作品多为突出爱国主义题材的亚非国家作品。

冰心译介作品的择取，一方面是出于对原作思想的认同以及与原作者心灵的共鸣；另一方面，亚非

国家的叙利亚、印度、朝鲜和马耳他等国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愤怒反抗的呼声，符合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需要，也更容易引起国内读者的共鸣，使译作更好地被接受。冰心对于纪伯伦与

泰戈尔诗作的择取，也是这种潜在的心灵契合使然。对此，冰心阐述道：“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

在翻译他的诗集时，我没有感受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在谈及为何翻译《泰戈尔诗选》时，她曾

说道：“这本诗集融入了泰戈尔的爱国主义。”在冰心的晚年翻译事业中，她翻译了一系列为国际斗争服

务的作品，在她８０高龄时，翻译了《燃灯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版马耳他作品，促进了中国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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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他的语言文化交流。

冰心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道家哲学中“万物一

体”“万物平等自化”，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和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译者冰心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使其在译本选材上倾向于具有类似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的亚非国家的作品，有利于促进较弱势国家语

言文化更好的交流，从而维护整体性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Ａ．Ｌｅｏｐｏｌｄ）于１９４９
年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首次提出“大地伦理学”一词，提出了一个生态伦理评价的依据与标准：“一

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６］２３４

三　翻译与创作相持而长：体现互利共生的生态和谐观
冰心不仅为世界人民创造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译作。尽管她的文学

成果远远大于她的翻译成就，但她以文学家的切身体验提出的独特翻译观，为中国译坛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为新一代翻译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努力的方向。在翻译生态整体观下，原作者与译者、

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等翻译诸主体之间是一种完整和谐、互促共进的生态关系，冰心的翻译和创作相互

促进影响，呈现整体性生态和谐特征。

冰心从小饱读中国古典名著，她的文笔清新素雅、庄重简练，这源于她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青少

年时期读了许多林纾翻译的小说及其它文学译介作品，也可以说是在２０世纪翻译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
来的。冰心的翻译文学与其创作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冰心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小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五四”前后，她就开始发表大量的“问题小说”
和散文，以求唤醒大众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她的小诗创作明显地带有翻译诗歌的痕迹。在《从“五

四”到“四五”》一文中，她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

的影响……”［７］２７，因此，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是在阅读翻译诗歌中得到的启迪。五四时期，不再提倡一

味使用文言文表达形式，倾向使用白话文。冰心适应时代的要求，大胆采用语体白话文写作。但“她的

语体文，是建筑在旧文学的基础上，不是在口语上”。冰心的文学创作，以白话为主，又善引诗援典或使

用某些文言词语，将文白相互交融，浑然一体，形成一种既凝练又明快、既素雅又庄重的独特的语言，深

受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冰心形成的独特的既有白话文畅晓清楚又有文言文简洁淡雅的“冰心体”文

体，也促使其译风的形成。

在文学创作中，冰心特别注重字斟句酌，把握整体节奏，善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如叠

字成语、对仗式成语、对偶等，并较多使用某些文言词汇来造句，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并恰如其

分地将其运用到她的译作中，与西文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使译文语言具有归化倾向，成为了译文的一大

特色。

例（１）ＴｈｅｎＡｌｍｉｔｒａｓｐｏｋｅ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ｓａｉｄ，“Ａｎｄｗｈａｔ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
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２］３４

爱尔美差又说：“夫子，婚姻怎样讲呢？”

例（２）Ｎｅｘｔｍｏｒｎｉｎｇ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ｃａｍｅｔｏｆｅｔｃｈｗａｔｅｒａｔ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ｄｅｏｄａｒｔｒｅｅｓ，
ｔｈｅ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ｄｏｏｒｓｏｐｅｎｉｎｈｅｒｈｕｔ．（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８３）［８］２０６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

例（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ｅｓｓｅｓｓａｉｄｕｎｔｏｈｉ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Ｓｈｉｐ）［２］１４

一班道人和女冠对他说。

例（４）Ｆｏｒｔｏｂｅｉｄｌｅｉ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ｕ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ｔｏｓｔｅｐｏｕｔｏｆｌｉｆｅ’ｓｐｒｏ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ＯｎＷｏｒｋ）［１］６２

因为惰逸使你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客，一个生命大队的落伍者……

例（１）～例（４）中，“夫子”、“茅屋”、“道人和女冠”、“生客”、“生命大队”，冰心采用了归化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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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将原意转化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既真实传递了原作的意境，又符合目的语言文化内涵，便于

读者把握，清楚明白原文的意思。

例（５）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ｌｄｏｒ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ｗｈｅｒｅｖｅｒｔｈｏｕｌｅａｄｅｒｓｍｅｉｔｉｓｔｈｏｕ
… （Ｇｉｔａｎｊａｌｉ：Ｃｈａｐｔｅｒ６３）［９］１３２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 （对偶）

例（６）ＡｍｏｎｇｈｕｒｒｙｉｎｇｃｒｏｗｄｓｓｈａｌｌＩｓｔ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Ｇｉｔａｎｊａｌｉ：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６）［９］１６０

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叠字成语）

例（７）Ｔｈｉｓｒａｇｇｅｄｂｅｇｇａｒｇｉｒｌａ－ｔｒｅｍｂｌｅｗｉｔｈｓｈａｍｅａｎｄｐｒｉｄｅ，ｌｉｋｅａｃｒｅｅｐｅｒｉｎａｓｕｍｍｅｒ
ｂｒｅｅｚｅ．（Ｇｉｔａｎｊａｌｉ：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１）［９］８０

这褴褛的丐女，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暑风中颤摇。（对仗式成语）

例（８）Ｓｐｒ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ｅａｔ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０）［９］６５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对仗式成语）

例（９）Ｉｒａｎ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ｄａｌｅｓ，Ｉｗａｎｄ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ａｍｅｌｅｓｓ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９）［８］１７０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对仗式成语）

例（１０）Ｔｈｅｎ，ｃｏｍｅ，ｍｙｒａｉｎｙｎ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ｈｐ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ｆｅｅｔ；ｓｍｉｌｅ，ｍｙｇｏｌｄｅｎａｕｔｕｍｎ；ｃｏｍｅ，
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Ａｐｒｉｌ，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ｙｏｕｒｋｉｓｓｅｓ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９）［８］１２０

那么，来吧，我的雨夜的脚步声；微笑吧，我的金色的秋天；来吧，无忧无虑的四月，散掷着

你的亲吻。（对偶，叠字成语）

例（５）～例（１０）中，冰心采用了汉语中常用的对偶、叠字成语、对仗式成语等修辞手法，也正是这些
冰心在诗歌创造中擅长使用的古典文学写作手法，进一步加强了翻译文学的节奏、韵律，使得译文流畅

优美、整齐又有韵味，既真实传递了原文意境，又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情趣与期待视野，增加了译文的

语言色彩，加深了读者对诗歌的印象。

冰心翻译活动研究的和谐生态伦理视角的阐释，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对冰心翻译活动的

研究进行了新的补充，使我们明白生态哲学的整体性适应于社会领域具体现象的描述。生态伦理视阈

下的冰心翻译研究，体现出和谐生态哲学整体统一的相互关系与实践精神。冰心寻求归化与异化策略

的平衡，体现了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翻译诸主体之间和谐统一、共生互生的存在关系；在翻译选材上重

亚非轻欧美，有利于维护语言与文化共同的完整、和谐、稳定；翻译与文学创作相互影响，互利共生，处处

都体现了冰心整体性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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