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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文学翻译中的
`

糯合
”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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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 ”
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剧本 《安德罗斯女子 》的开场词中

,

指将两

部或更多希腊原剧
“

揉合
” 以创作一部罗马戏剧 的创作方法

。

虽 然
“

揉合
”

在古罗马 时期未作为文学术语使用
,

但

是因为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
,

后世研究者不仅将其用 于讨论古罗马戏剧 与 古希腊原著之 间的 关 系
,

也常常用于讨

论古罗马史诗的翻译与创作
。

这样的文学手法虽有
“
站 污原 文

”

之嫌
,

但适应 了古 罗马 观众和读者的审美
、

满足了

当时的社会需求
,

同时推动 了古罗马文学的发展
。

关键词 」 揉合 古罗马 古希腊 戏剧 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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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释合
”
的源出

在文学领域中
, 。

一词指古罗马作家改编古

希腊戏剧时 将两部或者两部以上的情节
“
揉合

”

在一起
。

该

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戏剧作家泰伦提乌斯 的第

一部作品 《安德罗斯女子 》
。
开场词①中

, “

那些人反

对这样做 说不应该揉合
,

剧本
” 。

在

他的 《自我折磨的人 》 从 开场词中
,

也明

确提到
“
揉合

”
一词

, “

那些居心巨测的人散布流言说
,

剧作

者仅仅编写 了很少几部 拉丁剧本
,

却揉合

了不少希腊原著
” 。 「

后来的古罗马文法家多纳图斯 在注释泰伦提

乌斯作品时
,

对
“ ”

和
“ ”

进行了 定义
。

“ ”
专门表示

“
用 沾有泥 巴 的手摸某样 东西

”

“ ”

表示
“

被不洁的手触碰过以至被弄脏或站污
”

并进一步明确指出 在文学领域中
, `

指根据很多希腊剧创作

出一部罗马剧
” 。

然而 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 ”

在古罗马是

作为文学术语使用的② 不过 后世研究者在古罗马文学作品

中 包括戏剧和史诗
,

处处可寻这一创作手法的踪影
。

现代

的研究者也扩大了这一概念的最初指涉范围
,

不仅将其用于

讨论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原著之间的关系 池常常用 于讨论

古罗马史诗的翻译与创作
。

二
、

戏剧创作中的
“
揉合

”
现象

就泰伦提乌斯的六部喜剧作品开场词来看
,

我们可以确

定基于两部希腊作品创作的至少有三部
,

《安德罗斯女子 》
、

《阉奴 》 、 。 和 《两兄弟 》 如 这也是泰伦提乌

斯最受欢迎的三 部作品
。

他在这三部喜剧的开场词中均不

同程度谈了他是如何
“
揉合

”
希腊原剧的

。

他在 《安德罗斯

女子 》的开场词中写道
`

剧作者承认 他把 《佩林托斯女子 》

中一些适用的情节移进了 《安德罗斯女子 》里 而且是像使用

自己的材料那样处理的
。 ” 「 」 《安德罗斯女子 》和 《佩林托斯

女子 》都是希腊戏剧家米南德的经典作品 《阉奴 》开场词

写道
, “

米南德编过 《献媚的人 》
,

剧中有一个献媚的门客和

一个吹牛的军人 本剧作者不否认他把希腊剧本中的这些人

物移进了自己的 《阉奴 》里
” 。 。 一

另一根据米南德同名作

品改编的 《两兄弟 》的开场词谈到 待人把希腊诗人狄菲洛斯

《双双殉情 》中青年从妓院老板那里抢走 了一个妓女这一情

节
, `

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翻译
” 。

泰伦提乌斯的 《两兄弟 》

也是唯一 一部揉合了不同希腊剧作家作品的创作
。

事实上 当时的罗马文坛
,

改编希腊作品进行创作是比

较普遍的做法
,

只是泰伦提乌斯在遵循这一传统时
,

扩大了

改编者的自由范围
,

不仅仅基于一 部戏剧进行改编
,

而且还

将其他作品当作创作原材料
,

自由地使用
。

这样大胆地
“
糯

合
”
古希腊戏剧 并不是赢得所有人欣赏的 泰伦提乌斯也受

到了以另一位古罗马剧作家卢斯基乌斯 为主要代

表的反对派的攻击
。

在当时 居」本的开场词主要是用来介绍

演员和情节的 但被泰伦提乌斯称为
“
那位心怀恶意的老年

诗人
”

卢斯基乌斯应该始终都对泰伦提乌斯的创作提出质

疑
,

以至于这位擅于利用希腊戏剧创作适于本土作品的剧作

家 在每部剧本的开场词中都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进行解释和

辩护 何应卢斯基乌斯对他的攻击
。

泰伦提乌斯在进一 步为

自己辩解时 脂出
`

他们作这种批评时貌似精通 其实不正表

明他们一无所知吗 他们指责剧作者
,

其实是在指责奈维乌

斯
、

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
。

剧作者认为
,

是他们首创了这种

〔基金项 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

作者简介 〕鲍彦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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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他宁愿学习他们编剧时的自由态度
,

而不想仿效这些

人的令人费解的忠实
。 ” 「」 “ 一 “ 《自我折磨的人 》的开场 白又

一次提到
, `

他有优秀的作家为榜样 他也可以采用他们采用

过的方法写作
。 ” 「 “。

这里提到的三位古罗马文学家都是泰伦

提乌斯的前辈 其中奈维乌斯
、

恩尼乌斯

与古罗马文学之父李维乌斯 并称为古罗马文学三大

鼻祖
。

而普劳图斯则是泰伦提乌斯之前最受欢迎的古罗马

剧作家
。

普劳图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

据称著有一百三十部

戏剧 但是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直受到质疑
。

古罗

马文学家瓦罗根据普劳图斯的语言风格
,

判定确属普劳图斯

作品的只有二十一部 此外有十九部也很有可能是普劳图斯

的作品 其余均不确定
。

这些剧本中
, “

有的剧本是不经改

动 直接套用希腊原剧的
,

比如 《三块钱一天 》 。 就

取材于菲莱蒙的 《财宝 》 有些则将两部甚至更多希腊戏剧揉

在一起 这样的剧可能包括 《埃皮狄库斯 》 助
、
和 《俘

虏 》 叩
” 。 「」

虽然泰伦提乌斯在他的全部六部作品的开场白中 都不

同程度地谈到
“
揉合

”

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基于两部甚至

更多希腊原剧创作
。

比如 居」作家只谈到 《自我折磨的人 》是
“
依据从未被人动用过的希腊原剧改编的 川

,

只是
“
由原先

的单一情节变成双结构 川
。

这里的希腊原剧指的是米南

德的同名戏剧作品
。

至于泰伦提乌斯为什么要
“
混合

”
希腊

剧进行创作 原因是多方面的
。

部分原因应该是因为他偏爱

“
双结构

” 。

除了在 《自我折磨的人 》的开场词中明确表述自

己设计了
“
双结构

” ,

在 《两兄弟 》里
,

泰伦提乌斯也设计了

“
双结构

”
情节 表兄弟两人分别和两个女孩谈恋爱

,

一个是

并不适宜结婚的妓女 另一个则是贫苦孩子
。

此外
,

文学效

果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

比如
,

《阉奴
“

揉合
”
米南德最好

的两部作品 《阉奴 》和 《献媚的人
, “

泰伦提乌斯将两部剧混

合
,

以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
” 。

同时 居」作者将 目的语观众

的审美纳入考虑因素
,

试图创作 出适应本土观众的喜剧作

品
`

罗马观众对于那些微妙的对话并不感兴趣
,

这倒是希

腊观众非常喜欢的
,

有时候对话甚至冗长到 了不恰当的程

度
。 ” 「 也有学者指出 因为泰伦提乌斯和小斯基皮奥集团之

间的关系 他的创作受到小斯基皮奥集团的影响
,

倾向认为

喜剧不仅仅只是娱乐观众 而且也宣扬社会伦理观念
。

这也

受到卢斯基乌斯的指责
,

犷泰伦提乌斯 突然从事诗歌写作

是依赖于朋友的才能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天赋
。 ” 「 “ 一

但也

有学者指出 贵族集团的影响不应该过分高估 ③
。

三
、

史诗创作中的
“
揉合

”
现象

其实
,

改编古希腊文学作品并吸收希腊文学精华正是古

罗马文学发展的途径
,

与其说罗马文学发物于希腊文学
,

不

如说起源于对希腊文学的创造性地翻译和改写
,

所以也有学

者将罗马文学比喻成
“
嫁接的植物川 」

。

泰伦提乌斯搬出奈

维乌斯
、

恩尼乌斯和普劳图斯为自己辩护 其实
,

如果从广义

的
“
揉合

”

角度溯源 李维乌斯也采用了同一创作方法
。

只不

过泰伦提乌斯是将古希腊剧本混合 在一部希腊剧中加入其

他希腊剧的情节和人物 而李维乌斯是借用荷马作品其他诗

句 成是其他希腊诗人的诗句翻译荷马史诗 《奥德赛 》
。

这种方法也许在他翻译古希腊戏剧的时候应该也有所

采用 ④ 只是他没有戏剧译本流传下来 无法考证
。

首先 李维乌斯会合并 《奥德赛 》中两句或更多诗句进行

翻 呆 《奥德赛 》第 卷 行

协 中 几 `白 林盯 以 曰山平 `

汉译 在神女卡吕普索的屋子里

对应拉丁译诗为

叮

汉译 在阿特拉斯的女儿神女卡吕普索的屋子里

原句中
,

荷马并未称神女卡吕普索为
“
阿特拉斯的女

儿
” 。

这里 李维乌斯将原对应诗句 《奥德赛 》第 卷 行

诗与第 卷 行诗及第 卷 行诗合而为一 在后两句诗

句中都出现 了
“
阿特拉斯多谋的女 儿

”
的类似表达

。

而

且 李维乌斯还会借用 另一部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中的诗句

进行翻译
。

比如 译诗中有
“
萨图尔努斯的神圣女儿 … …天

后
”
这样的表述指代朱诺⑤

健立了萨图尔努斯与朱诺的父

女关系 但在荷马 《奥德赛 》的原诗中
,

从未称赫拉为
“
克罗

诺斯的女儿
” 。

克罗诺斯与赫拉的父女关系在 《伊利亚特 》

中有所提及
,

《伊利亚特 》第 卷 行诗写道

, 二 云口 喊 仓叮 刊 林盯队
汉译 伟大的克罗诺斯的女儿

,

高贵的赫拉

有研究者称这一现象为
“
用 荷马翻译荷马川 」 ,

《奥德

赛 》和 《伊利亚特 》两部作品中的诗句都在李维乌斯的脑中

翻译时 他会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诗句
。

李维乌斯突破 《奥德

赛 》原本 但并不完全抛弃荷马
,

他从荷马的其他文本中溯

源
,

寻找更适合罗马读者的表达方式
。

这种大胆的翻译方

法 无疑也是聪明而稳妥的 毕竟 《奥德赛 》和 《伊利亚特 》在

语言风格上是相近的 翻译时相互的借鉴也不会给读者突兀

之感 这也算是一个颇具启发的翻译方法
。

但是 李维乌斯不仅仅利用荷马两部史诗的诗句为自己

译诗所用 甚至将其他希腊诗人的诗句或者表达揉合进自己

的翻译中
。

李维乌斯的译诗 行

汉译 摩涅塔神圣的女儿教会他们 吟唱

据考证 无论是在 《奥德赛 》还是在 《伊利亚特 》中
,

荷马

从未确定表示缪斯 百 。的 是模涅摩绪涅 明林。 。的 ,

李维乌斯译为 摩涅塔 的女儿
。

但在希腊最早的诗

人之一赫西俄德 司 的长诗 《神谱 》 叮 中却寻

到蛛丝 马迹
。

在 辞申谱 》的 一
行诗

“
模涅摩绪涅 伊路西

亚山的执掌者 在皮埃里亚与她的父亲
、

克洛诺斯之子交靖

生下了她们 —忘却邪恶
,

缓止忧伤的众缪斯
”
和

一

行诗
, “

宙斯还爱着美发的模涅摩绪涅 她生有九位戴着金色

发带的谬斯 她们热衷于宴饮和歌咏之娱乐
”

都是表述缪斯

众女神为模涅摩绪涅与宙斯的女儿的诗句
。

李维乌斯在翻

译 《奥德赛 》时 将所掌握的所有希腊古典作品都为己所用

这其实更像在创作了
。

他所开创的这种创新的吸收古希腊

作品的风气一直影响到后世古罗马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

不

论是在恩尼乌斯
、

西塞罗的古希腊译作中
,

还是在泰伦提乌

斯的戏剧写作以及维吉尔的史诗创作中
, “

揉合
”
希腊原著

甚至将希腊原著和古罗马前辈文学家作品
“
揉合

”

在一起的

例子处处可循
。

格马尼库斯
·

凯撒 在翻译希腊诗

人阿拉图斯 的长诗 《现象学 》 时
,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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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借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句 甚至还会引用他所欣赏的拉

丁前辈诗人的诗句
,

尤其是维吉尔 和奥维德

的诗歌
。

在维吉尔的 《埃涅阿斯纪 》 第 一 卷
一

行 作者改编了荷马 《伊利亚特 》中形容特洛伊王 子帕里斯

的诗句
。

在 《伊利亚特 》第 卷
一

行中
,

荷马

用斗志昂扬的马来形容帕里斯

山`
'

二二`二叮饥标
。 ` 。确

。鱿鲡 甲

白兀 六争` 兀。 一 加咖
。 山`肋 自 而 `加 林

。 心平 跪 泌 标
、 林动 亡郑爪。

自林 `
'

白了油句甲
、 二。 山`

户林甲 亡了 哄匹、 林
成

`

八二耐 林 认兀仍

汉译

有如一 匹待在槽头喂饱的健马

脱疆而 出
,

兴高采烈地踏过平原
,

惯常去那流水悠悠的河川洗澡
,

它昂起头来
,

鬃毛在肩上随风飘动
,

它仗恃 自己漂亮
,

脚蹄迅捷
,

把它带到那些母马常去的收场上
。

维吉尔在 《埃涅阿斯纪 》第 卷
一

行
,

借用荷马

的明瑜 形容埃涅阿斯的主要对手卢杜里 之王图努

斯 但也加入了古希腊另一位诗人的诗句

, ,

汉译

就像一 匹公马拉断疆绳
,

冲出马厩

终于获得 自由
,

跑到了辽阔的旷野
,

或是奔到一群北牛在吃草的收场

或是在它熟悉的溪边
,

像从前那样洗了个澡
,

然后跳 出来
,

把头高高昂起
,

兴奋地叫着
,

它的鬃毛在它的颈上和两肩飘动
,

像在戏耍
。

在这段改写中
,

维吉尔描述了 犷马 头高高昂起
,

兴奋

地叫着
”

这是借用 了另一位古希腊叙事诗人阿波罗尼俄斯

的叙事诗 《阿尔戈英雄纪 》 嗒 中的诗

句
。

阿波罗尼俄斯应该是希腊诗人中第一位描述战马
“
扬起

脖颈
”
和

“
竖起耳朵

”
的

。

在 《阿尔戈英雄纪 》第三 卷

行中 阿波罗尼俄斯用战马形容主人公伊阿宋

林今断 却
￡ “ “知 `。 派 “沁

,

心铂 二 。

肋 伽 成谊 红
' 。

脚
' ￡中。

汉译

战马 嘶鸣着
,

跳跃起来珠踏了地面

还欢快地扬起脖颈
,

竖起耳朵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

说明在当时
,

尽管有一 些争论的

声音 但是借用希腊传统来创作拉丁文学
,

已被普遍接受并

且成为主要的创作方法之一
。

一 一

匹
`

释合
”
的文学价值

古罗马时期
, “

揉合
”
引起了一些文学家的指责

,

现代学

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态度也是见仁见智 在他们对
“

。 ”
现象的阐释中 肩些学者选择使用

“
叠加的形式

”

峥
, `

综合
”

或者
“
整合

”

这样偏于中性甚至带有褒义色彩的表述 但也有些

学者用
“
混杂

”

蚕
、 “

草草拼凑
”

甚

至
“

掺杂
”

这些涉及
“
混乱

”

概念的表述
。

如果从

“
忠实

”
的角度来看

,

这样的文学手法也确实有性占污原文
”

之嫌
。

但 年代翻译研究派的兴起
,

为学者们提供了不同

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
,

更多的学者从当时的文学界风气
、

作

者的创作目的和背景 以及古罗马与古希腊的文学关系角度

深入分析这种现象
。

所以
,

采用了新的术语定义这一

现象 将其定义为
“
整合喻引

”

峥
。 `

在整合

喻引中 两个声音契合在诗人新的声音中
。

它们常常协调一

致 危」造出因为内部共鸣而更为丰富的唯一表达
。 ” 「 这样

的定义就避免了
“ 。 ”

一词的性占污感
” ,

给人留以

破坏原作纯洁性的印象
。

也指出
,

这样的诗学并没有

站污甚至践踏原作 反而
“
诗人们接受前人 将其纳入自己的

价值体系 并对其负责
。 ”

也评论说
, “

这一过程

其实反映了古罗马作品是如何通过竞争保留
、

转变并反映古

希腊文学纯洁性的
。 ” 「 我们也看到

,

无论是泰伦提乌斯还

是普劳图斯都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剧作家
,

而李维乌斯
、

恩

尼乌斯和维吉尔也都是古罗马文学经典的制造者 他们的创

作在吸收希腊文学经典的基础上 适应了古罗马观众和读者

的审美
、

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

同时推动了古罗马文学的

发展
。

【注 释 】

①本文有关泰伦提乌斯六部喜剧作品的开场词中译文参考

王焕生的相关译文
。

② 在 一文里指出 月前有很多关于

“ ”
的讨论 但没有明确文献表明古罗马时期

,

它

被定义为文学术语
。

③ 在 、 沪 了
以 一

文中对泰伦提乌斯与小斯基皮奥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

论 从为泰伦提乌斯的创作确实得到贵族集团的支持
,

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小斯基皮奥集团的倾向
,

但他们的影响不应无

限放大
。

④根据古典学学者 的考证

,

李维乌斯翻译荷马史诗

《奥德赛 》应该在他的翻译后期
。

因为早期应罗马官方委托

公元前 年开始
,

每年都要进行戏剧翻译及编写供
“
罗

马赛会
”
使用

。

而翻译史诗需要耗费长时间而且持续的投

入 所以
,

判断 《奥德赛 》的翻译应在他的翻译生涯后期 更为

合理
。

这一观点也得到另一古典学学者 的支持
。

⑤李维乌斯翻译荷马史诗 《奥德赛 》时
,

采取了将希腊神名

“
罗马化

”
的翻译策略

。

这里
,

罗马农神萨图尔努斯对应的是

希腊神克罗诺斯
,

罗马神朱诺对应希腊神赫拉
,

罗马神摩涅

塔对应希腊神模涅摩绪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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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对 译 者 的 影 响

—基于对澳大利亚某政党成 员招新广告的翻译的分析

柳莉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 学院
,

重庆

【摘 要 」 译员翻译策略的选择总是受到其翻译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

译文是译者在某种社

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
。

本文以一 则澳大利亚保护主义党成员招新广告的翻译过程为例
,

探讨了社会文化环境如何

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影响
。

关键词 」 社会环境 译者 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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