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大告与中文典籍英译 '
口管永前

初大告是我国著名 的翻译家和语 音学 家 ,早在 世纪

年代剑桥大学留学期间 ,因翻译中国诗词和老子 《道德经 》而享

誉英国学界 。他是较早进行中文典籍英译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学

者之一 ,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海外汉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人们虽然注意到

剑桥大学 出版社曾多次给他寄来稿酬 ,却不太清楚他出过什 么

书 ,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初大告在中文

典籍英译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 。

一 、初大告其人其事 ①

初大告 ,字达果 ,原名铭音 ,山东省莱阳人 。 年 月

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 ,早年在乡间私塾读 “四书 ” 、“五经 ”和

名家诗文 ,常写作诗词 ,奠定 了古典文学基 础 。 年至

年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对汉语 和英语产 生浓厚兴趣 。

年考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 ,次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

有关初大告中文典籍英译方面的资料十分稀少 ,本文主要参考了

周流溪 、袁锦翔 、黄立等人的研究成果 ,特在此说明 ,深表谢忱 。

① 除参考上述诸家资料外 ,作者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初

大告的有关档案 ,受到热情接待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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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狱 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捕的 “八 勇士 ”之一 。②课堂学 习之外 ,他广泛涉猎

西方文学 ,如托尔斯泰 、契诃夫 、雨果 、巴尔扎克 、歌德 、席勒 、莎士 比亚 、狄更斯等人

的作品 。 年毕业 ,与 名同学创办志成中学 今北京市 中学 ,他任校长 ,

教授英语 。 同年升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研究科学习 。 年至 年在北京女

子师范大学 和随后的北平师范大学合并 及中国大学任讲师 。

年 秋 ,志成 中学送 他 出 国 留学 ,在 英 国剑 桥 大学 师从

, 耐 , 晚 , , 等名家 ,重点研究

英 国语 言文学和语音学 。 抗 日战争爆发后 ,他决计回国 , 于 年冬成行 。

年 月至 月在河南大学任英文教授兼系主任 ,同年秋转赴重庆 ,任复旦大学外文

系教授 , 年后又兼任教务长 。 年至 年 曾先后 在中央大学 、西北 大

学 、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 。其间 , 年 月与许德衍 、潘菠等人一起筹建九三

学社 由张今铎 语还 介绍认识王炳南 ,又 由王炳南介绍 ,与中央大学教授梁希 、

潘寂等一起到重庆上清寺拜会毛泽东 ,在 曾家岩拜会周恩来 。 年春 ,参加郭

沫若等人发起 的文化界 “对时局进言 ”签名活动 。 年春 ,与张今铎等在上海发

起成立 “山东民主协会 ” 。 年 月 , 由周恩来 、王炳南介绍 ,到北京外 国语学校

后改学 院 任教授 ,兼 任英语 系第一任 主任 。③ 年 ,又任校 工会 主席 。

年 ,评定 为二级教授 。 年 ,任校图书馆馆长 。 年下放干校后 ,积极发起和

参加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汉英词典 》的编写工作 。④ 年 月 日 ,在北京去

世 ,享年 岁 。

在留学英 国期 间 ,初 大告先 后 翻译 了 。乙少 《中华 隽词 》 、 刀吮`

人忿 肠 云 老子 道德经 新译 》 和 比 户

《中国故事选译 》 ,于 年连续发表 ,一时名震英国学界 ,成为当时为数不多

的中文典籍英译名家之一 。初大告认为 ,自己懂得中英两国语言和文化 ,应把有关

中国文化的作品译成英语 ,把英国的优秀作 品译成中文 ,做 中英文化交流 的桥 梁 。

他发现 ,已经有许多人将 中国古诗译为英文 ,但词却还没有人译 。初大告认为宋词

也是我们的一份国宝 ,应当让更多的人通过它来加深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了解 ,

②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积极设法营救他们 。陈宝泉校

长派专车去监狱把他们接回 ,并亲自到校门口迎接 。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 ,又亲自

为他们改名字 把初铭音改为初大告 ,陈宏勋改为陈草民 ,杨荃改为杨明轩等 。周维强 《改名

记 》 ,载 《学习博览 》 年第 期 ,第 页 。

③ 巴金等著 ,王寿兰编 《初大告传略 》 ,载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年 ,第 一 页 。

④ 周流溪 《掌握语言的精神— 初大告的实践 》 上 ,载 《福建外语 》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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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译 了 。勿 比 。该书最初 由剑桥大学 出版社 出版 ,收译词 首 ,后来

扩充篇幅一倍 ,改称 了 。及口￡“ 《中华隽词一 一首 》 , 年由新世界出

版社 北 京 出版 。他对 几个有 关老 子的书 的译本都 不满 意 ,就 又译成 刀加少

升 “。 加 。几 、了 乙召 ,该书最初 由 肠 肠 印行 ,

年 由 出了第五版 。此 外 ,他还 翻译 了 。 尹。

,该书是用 基本英 语 翻译的 ,这种简化了的企 图作为 国际语

的英语 由凡 协助 目 ⑤创制 ,但它不久就失败了 。因此 ,初大告

译的词和老子的书是他 留给世人最重要的财富 ,而正是凭这两部书 ,初大告成为一

位优秀的中文典籍英译家 。⑥

二 、初大告与 匀成 “

年 月 日 ,英国著名刊物 八触祝夕 鳍 价 妙 《英语新周刊 上刊登

了一篇文章 ,其 中有这样几句 在翻译中国诗词的比赛 中 ,韦利先生 遇

到了一位强有力 的竞争者 — 初先生 。这些词 不但是以令人钦

佩的鉴赏力精选 出来 的 ,而且译得极其优 美 , 因而得 到了奎勒 ·库奇 先生

一 的盛赞与介绍 。⑦

一 一 是英 国知名作家与文 艺评论家

一 为 世纪英 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与翻译家 ,曾于 年译 出老

子的 《道德经 》 。那位 曾在 世纪 年代把 中国的 “译得极其优美 ” ,竟能

成为韦利的 “强有力的竞争者 ”的初先生就是初大告 。 自 世纪 以来 ,把 中文典

籍译成英文的中外学者不乏其人 ,但将词译成英文且享有盛名的却不多见 ,而初大

告是较早的一个 。

初版 人盯 中的词虽然只有 首 ,面世后却立即得到英国文艺界的好

评 。伦敦 , 比侧 《诗歌评论 》 年 月 日评论道 初大告先生译 的

保留了原作特有的神韵 ,值得人们研究并拿来和非 中国籍译者 的英

⑤ 剖 一 英国语言学家 、哲学家 、作家 ,对英语语言改革产生过重

要影响 , 的发明者和传播者 。

⑥ 《掌握语言的精神— 初大告的实践 》 上 ,第 页 。

⑦ “ 勺 , , 洲祀坷一

址 ,

一 , ”八龟钊召刀 叭 , , 袁锦翔 《一

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

社 ,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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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作比较 。它们句调朴素纯真 译者仔细地模拟 了原作的节奏 。⑧肠 由

《伦敦信使 》 杂志 年 月 日写道 一个 中国人翻译这些词时 ,不但运用

了地道 的英语习语 ,而且能够如此深刻地领会英语语词的音乐价值 ,这不能不令人

叹为观止 。⑨

。及盯￡“ 解放前在国内也深受译界欢迎 。张其春在所编的 《翻译之艺术 》

一书中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译词作为例证 。他对初大告译 的李煌 《相见欢 》一圈的

评语是 “不仅妥帖 ,且顺其 自然 ,此其可嘉也 。”此外 , 年王尔敏著 、由台湾商

务印书馆发行的 《中国文献西译书 目 》共 收录文献 余种 ,初大告 的 《中华 隽

词 》也在其中 。⑩

年 , 。人叮 “̀ 经扩充修订后改名 了 。勿 ,该书共选取 了从

唐代张志和 、刘禹锡 到宋末元初的刘 因 、管道升以及 清代的僧正岩等 位词人 的

首词作 。所选词作多以婉约风格为主 ,其 中苏轼 、辛弃疾等人 的词作也多为观

山临水或抒发 内心情怀的抒情之作 。 位词人 中李惺的作品最多 ,共 首 ,辛弃

疾 的 首 ,苏轼 的 首 ,朱敦儒的 首 ,李清照的 首 ,秦观的 首 ,冯延 巳和张先

的各 首 ,而擅长以慢词写离愁别绪 的大词 家柳永的作 品却只选 了 首 。除李清

照外 ,书中还选取了其他 位女词人朱淑真 、聂胜琼和管道升 的词作各 首 。初大

告选取 的不仅是诗词大家的代表作品和读者耳熟能详的词作 ,还有一些不太 为广

大读者熟悉的词人词作 。 了 。勿 的选材与国内许渊冲 、徐忠杰的译本以

及 国外一些汉学家的其他译本互为补充 ,使读者能多方面地了解词 的题材 、风格和

特色 。⑧

初大告非常注重词与诗的渊源 ,将词视为 “诗余 ” 。他在该书后记 中对 “词 ”的

⑧ “ “ ' 一 , ,

面 一

, 卯

·”于 叮 尺例 , , 《一位披荆斩棘 的翻译家 — 初大告译事记

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第 页 。

⑨ “ 〕 户祀 记 伴

沙 砂 ”肠抽故 翔 “。 ,

,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⑩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黄立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为年 ,第 页 。



陌蔽丽函弃丽骊玩顽习

发展历程所做的评注中说⑩,词最初源于古代典籍 《诗经 》并继承了 《诗经 》中诗歌

的押韵格式 、语调和长短句形式以及与音乐的关系 。到汉代 ,诗歌在形式上变得规

则并开始强调在仪式中使用的颂诗和圣歌的音乐性 。在隋 、唐时期 ,尤其是宋代 的

音乐机构中 ,音乐与诗歌几乎完全脱离 。由于和西方宗教以及 中亚地区的密切联

系 ,外来音乐的曲调在没有歌词或者是歌词粗俗 的情况下流传到中国 ,想要为这些

音乐填写歌词的诗人不得不 “倚声填词 ” ,使词 的音调和每句不 同的长度 “长短

句 ” 符合规则 ,这样就形成 了诗歌中词这一类别 。词这种作 品赋予诗人极少 的创

作 自由 ,所以他们容易背离这些规则 ,抛弃其中部分法则而保 留另一部分 。许多诗

人就仅仅采用了词牌所要求 的作品形式而抛开了这些词牌最初 的主题 ,尽管有些

词牌最初是书写感伤的情怀 ,但诗人们却用来描述战争或历史 ,这样词牌就仅仅只

保留了每首词的形式 ,词的内容与词牌原来的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关联 了 。总之 ,可

以说诗歌中词这一类别的形成不仅使中国诗歌增色不少 ,也从 总体上丰富了中国

诗歌的范畴 。

初大告选用了英文 自由诗的形式来翻译词作 ,大部分译文采用 了一对一的形

式 ,一句译文对应一句原文 ,译文也根据原文的形式分为上 、下两胭 ,从 这点来说他

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 。译文采用的是规 范的英文句式 ,每一 句译文都是一

句完整的英文句子 ,有独立的主谓宾结构 ,也有添加的代词和介词等成分来联系句

中的各个部分 ,译者还根据需要采用 了相应的时态和语态来完善译文的语法结构 ,

使译文能清楚地表达时间 、空间和人物的状况 。这种规范的英语译文使读者能很

容易地通过 阅读译 文理解原文的意义 。⑩

初大告认为 ,人名 、地名一般应该直接拼出来 ,但拼音多了会 给读者造成许多

障碍 ,所 以不妨把它们缩减一下或改为意译 ,译文才不生硬 。例如李清照词 武陵

春 》中的 “双溪 ”他译为 ,而不是像徐忠杰那样拼作 王观

《 卜算子 》中的 “江南 ”他译 为 ,而 不是像徐忠杰 那样 拼作

。又如 ,苏轼 《念奴娇 》中的 “三国周郎赤壁 ”他译作 助 '

苟 ,而徐译是 叮 。

他认 为 “赤壁 ”译为 能让稍微有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读者不感觉 到很

困难 。下文 “公瑾 ”他联系上文全 意译作 冲 而不像徐译用 —

当然这并无问题 , “小乔 ”他译 为 徐译此处 又直拼作

⑩ , “ ` ' ” 。妙如

, ,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 》 ,第 页 。

⑩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 》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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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在很多时候他实际上采取 的是有限度 的直译 ,有 时只求达意而不死

守原文的字眼 。⑥

从 。与 占来看 ,初大告在许多地方的确独具 匠心 ,能驾驭语言和把

握分寸 ,准确 、恰当地传达出原作的主 旨 ,并 以英国读者喜闻乐见 的语言形式予 以

再现 。试 以韦庄的 《菩萨蛮 》一网为例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 。

初大告的译文如下

叮 ,

,

·

译文能紧随原作的意思 ,语言生动活泼 。如 “春水碧于天 ”译作

,有声有色 。 又如 “画船 听雨眠 ”译为

, 这一习语用得比较贴切 ,颇有诗

意 ,英 国读者一看就懂 ,而且会感到亲切 。⑩

初大告指出 ,汉语文言有一个特点 ,就是少用人称代词 ,第一 、第三人称常常省

去 ,第二人称倒不省去 有君 、若 、尔等 ,这和英 语习惯恰恰相反 。诗词中第一人

称不用代词而以其他字眼代替 的情况 常常出现 ,如朱敦儒 《鹤鸽天 》中 “人 已老 ” ,

这 “人 ”不是别人而是 自己 ,所以应译作 。不深刻理解 中国诗词 的人 ,以为

中国诗人不用人称代词是要使读者感觉到 自己也被代表了 ,与诗人发生同感 ,因而

能得到普遍 的同情和欣赏 。初大告认为这是一个绝大 的误会 ,汉语诗中的 “我 ”常

用隐蔽的形式表达 ,译时不可忽略 。⑥因此 ,对于 “人有悲欢离 合 ,月有阴晴圆缺 ,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蝉娟 ”一段 ,初大告对两个 “人 ”字分别作 了不同

的翻译

,

,

周流溪 《掌握语言的精神 — 初大告的实践 》 下 ,载 《福建外语 》 年第 期 ,第

页 。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初大告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 》 载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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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

徐忠杰对后一个 “人 ”字用泛指的 , , 来译是不妥当的 。⑩

当然 ,初大告的翻译 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如陆游 的名作 卜算子 》中

的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 ,初大告译 为

,

原文的意思应为 “无意在春天和群芳争奇斗艳 ,听凭百花对 自己嫉妒不 已 ” ,

而译文的意思是 “无意去获得春天的青睐 ,所以听凭百花去相互嫉 妒吧 ”。如果

还可以意译 为 “获得春天的青睐 ,在春天与百花一起开

放 ,争奇斗艳 ” ,但 就只能理解为彼此嫉妒 , 常作动词 ,后面直

接加宾语作为嫉妒的对象 ,翻译过来就只能是百花相互嫉妒 ,与原文所表达的听任

百花对 自己的嫉妒有些 出人 ,未能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义 。⑩

三 、初大告与

《道德经 》 作为道家经典 ,很早就引起了西方传教 士和汉学家

的关注 。从 世纪开始 , 《道德经 》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 年至 年 , 《道

德经 》的英译本有 种之多 ,而到 年 已有 余种 。至今 ,各种西文版的 道德

经 》已有 多种 。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被译成外 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

界文化名著 ,除 《圣经 》以外就是 《道德经 》。在 《道德经 》的翻译历程 中 ,译过 《道

德经 》的著名西方译者有 理雅各 、 韦利 、 卜

。韩禄 伯 、 、 戴 闻达 、 陈 荣

捷 、 、 等 。相对于西方译本 ,中国译者 的译本出现较

晚 。 年胡子霖的译本成为第一个中国译者的译 本 , 以后逐 渐有初 大告 、林语

堂 、汪榕培 、辜正坤等译本 。

由于 《道德经 》哲理深奥 ,外 国译者往往不能领会其中的微 言大意 ,因而译 文

时常出错 。如有 人把 “道可道 ,非 常道 ”中的 “道 可道 ”译 成 “

” ,令人无法读懂 。其实第一个 “道 ”指 “宇宙的主体 ” ,因为 自成一种哲学和

宗教体系 ,是可以译为 或 。第二个 “道 ”则是普通动词 ,意为 “谈论 ” ,译

⑩ 《掌握语言的精神— 初大告的实践 》 下 ,第 页 。

⑩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 》 ,第 一 页 。

⑧ 刘静 《 道德经 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 ,载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以为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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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莫名其妙 了 。再如 ,有的外国译者过于贪图忠实 ,以致 出现把 “百姓 ”译

为 ,把 “万物 ”译成 ,等等 。在初大告看来 ,

古汉语里的 “百 ” 、“千 ” 、“万 ”有时只是综合数词 ,意为 “所有 ” 、“一切 ” ,不能按精

确的数学概念去理解 。他把 “百姓 ”意译为 , “万物 ”译作 。由于

初大告是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 ,加之他创造性地运用 了自由诗体 的形

式 ,不受格律 、韵律所束缚 ,译文气势磅礴 ,有如行云流水 ,一任其 自然 ,译得淋漓尽

致 ,逼 肖原文 ,而又明白易懂 ,让这部几千年前的深奥经典一下子变得能够为英伦

三岛的读者所欣赏和赞许 。初大告译的 迄今已在英国重印了十余

次 ,事实证明他的译法颇受欢迎 。⑧下面 ,试以 盯 、 和初

大告的 译本做一简要 比较 ,说明初大告译文的特色 。

在 的译本中 ,没有对 “百姓 ”的死译 ,但有对 “万物 ”的死译 ,在第一章和

第三十九章就译 为 。 ,在第二章译为 。

第五章 “天地不 仁 ,以万物 为当狗 圣 人不仁 ,以百姓 为当狗 ” , 的译 文是

邵

。 的译 文是

邵

“不仁 ”译得好 。而初大告译为

一 邵

一 初大告在各章中通常都把 “万物 ”译为 目 罗 。

又如 , 对 “天下 ”基本采取直译 的做 法 。第二章 “天下

皆知美之为美 ” 、第二十二章 “天下莫 能与之争 ” 、

“为天下式 ” 口 、第二十五章 “为天下 ,

母 ” ,这却可 以容忍 。 在这几处分别译成 , ,

, 而初大告分别译成 , , 】,

,措词兼有前人的长处 ,是汉英两种语言的读 者都能接受的 。在第 四十六

章 , 把 “天下有道 ”译成 天下无道

译为 天下无道

而初大告译为 天下无道

, ,表述得既地道又生动 。。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掌握语言的精神 — 初大告的实践 》 下 ,第 页 。

《掌握语言的精神 — 初大告的实践 》 下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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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 第一章中 “道所道 ,非常道 名所名 ,非常名 ” ,几家的译文

分别是

译 叮 叮

译 西

初大告译

这里初大告译显然优于前面两家 , 一词也用得很好 。

“无名 ,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

译 几

,

译 一

初大告译 一 毗

这样突出 “无 有 ”一对范畴 ,似更符合老子的思想 。

关于老子的根本处世准则 “无为 ” ,三家的译法是

“为无为 ,事无事 ,味无味 。” 第六十三章

译 , ,

译 初 罗 ,

第三句未译出

初大告译 一

“为无为 ,则无不治 。” 第三章

译 即

译 一 ,

初大告译 一 一即 ·

“无为而无不为 。” 第 四十八章

译 巧 巧

译 一

初大告译 一 口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第三十七章

叮 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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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初大告译 。 ,

在上面这些译文中 , 的 和 都颇有特

色 , 的 一 是通顺的 ,但初大告 的 一 却显得拗 口 。他

的 一 ,是很简洁的表述 也有人译 为 ,

。⑧

初大告作为一名外语教师却能精心研究和翻译 老子 《道德经 》这部古代哲学

著作 ,其精神和成绩都是可嘉 的 ,他对语言 的运用之妙有许 多值得我们效法 的地

方 。

四 、初大告 中文典籍英译 的特 色

初大告是我国较早地将中华经典与诗词译成英语且享有盛誉的翻译 家 ,对 中

文典籍英译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今择其要者而述之 ,主要有下面几点

译者要精通两种语言 ,透过字面深刻理解原文含义

初大告认为 ,翻译 的先决条件是对于所译 的和译出的语言都要有一定的掌握 。

若 能两种语言都精通是最理想的 ,一般是偏重此种或彼种 。着手翻译之前 ,要熟读

原作 ,了解其事实 、情节 、思想 、情感等 ,进一步审度文章的背景 ,如历史 、地理 、宗

教 、哲学以及风俗人情等 。这是译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工作程序 。他认 为 ,译

者切不可满足于了解原文的表面意思 ,对于难懂 的原文 ,如 “四书 ” “五经 ”或古典

诗词 ,尤须反复阅读 ,直至掌握其深层的含义 。然后 以通顺的语言和适 当的形式把

上述有关 的条件尽可能地包括在可读 的译 出的语言 中 ,这就是翻译 的原则或标准 ,

换言之 ,翻译之作要 “既能通达于译文而又无碍于原文 ”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

精通两种语言 ,粗枝大叶的理解和死板的翻译都是行不通的 。⑧

因所用语言不同 ,诗词的翻译应有别于散文的翻译

严复 曾讲过 “译事三难 ,信 、达 、雅 。”初大告认 为 ,这 只是指严复在 翻译 中遇

到的困难 ,而不是说这几个字就包括了翻译的一切方面 。 事实上 ,严复译的绝大多

数是散文 ,而且都是外译汉 。⑧至于诗词 的翻译 ,而且由汉译外 ,这几个字恐怕概

括不了 。因为散文所用的语言与诗词所用的语言不尽相同 ,有时差别很 大 。除文

化背景外 ,辞藻 、韵律 、结构 、排列等方面都有区别 。如若率然用散文去译诗 ,则译

《掌握语言的精神 — 初大告的实践 》 下 ,第 页 。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 》 ,载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 ,第 页 。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 》 ,载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第 页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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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定会歪 曲原文而损失很大 。初大告在 翻译 中国诗词时 ,采用了英文诗歌 中的

自由诗体格式 。这种诗体不用韵 ,结构不同 ,节奏按诗意 、译句的需要 由作者 自由

变化 ,不受格式的束缚 ,但要有节奏 ,与散文有别 。他采用这种诗体去译 旧词 ,结果

颇受英 国读者欢迎 。⑧

翻译要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反应 ,译文要明白易懂

在英译汉诗词过程中 ,当遇到 “东风 ” 、“向东流 ”一类看似十分简单 的词语 时 ,

初大告充分考虑到中英文化不 同的背景 ,在遣词择句方面煞费苦心 。例如 ,南唐后

主李爆 《虞美人 》中 “小楼昨夜又东风 ”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 ,这里面两个 “东 ”

字 ,如直接译成 和 就不能准确达意 。初大告认 为 , “小楼 昨夜又东风 ”

里的东风在我国是从太平洋吹来 的 ,温 暖而略带湿气 , 东风就是春风函, 它标志着

一年的开始 ,李后主感慨道 ,做 囚犯的生活进人新 的一年了 但英国的东风却是来

自 匕冰洋南下的寒流 ,寒冷刺骨 。如把 “东风 ”译 成 ,英国读 者会误 解为

“李后主昨天晚上冻坏了 ” ,这与原意相去甚远 。因此他把东风译作 ,使

两种语意都无妨碍 。关于气候 的 “东 ”不能直译 ,关于地势方位的 “东 ”也要斟酌 。

一̀ 江春水向东流 ',中的 “东流 ” ,如直译为 或 ,英 国读

者便会提出疑问 “为什么向东 ”因为英国的河流向东西南北流向的都有 ,事实上

中国的河流也不尽是向东流 。所以他把这词组圆活地译作 。这样 ,

在这两种文字中就都说得过去 了 。⑧

总之 ,在较早时期 ,初大告为把我 国经典与诗词译成英文尽 了开拓之功 ,成效

卓著 ,为加强 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 。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 大学博士后 、中共北京市朝 阳区委 党校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 》 ,载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 ,第 页 。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 — 初大告译事记述 》 ,载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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