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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论”视角下宇文所安唐诗英译研究
曹艺琪　李　月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不断加快，承载着中

华千年文化的文学典籍慢慢走进外国学者的视角，翻译成不同的

语言走向世界。其中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创作史上的璀璨代表，唐

诗英译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必由之路。作为古诗

英译成就极高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为历来古诗英译

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

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将结合宇文所安的部分唐诗英译

作品，分别从形美、音美、意美三个方面进行赏析，以期丰富诗

歌翻译经验，促进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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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唐诗作为我国优秀的文

学遗产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其发展

主要分为初唐、盛唐、中唐以及晚唐四个阶段，对于后人研究唐

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唐诗的形

式和风格丰富多彩、推陈出新，兼具内容、形式、音韵三方面特色，

具备高度审美性及艺术美感，能否保留原文的独特魅力成为唐诗

英译过程中最主要的难点，因为它不仅要传达出原作的表层含义，

更要译出深层次的语言文化。

朱光潜先生曾这样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

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本文以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许渊冲先生

的“三美论”为理论框架进行赏析，主要研究以下问题：以宇文

所安（Stephen Owen）学术性汉诗英译为参照，其唐诗英译的主要

特征是什么？他的唐诗英译主要采用了什么翻译策略？在理论和

实践上的一致性如何？

一、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历程探究

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学研究成果的反思

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有力推动了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宇文所安是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之一，被学界

誉为美国汉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初唐诗》《盛

唐诗》《晚唐诗 827-860》等，并且耗费八年时间完成《杜甫诗》，

即杜甫全集的翻译。他不仅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和翻译界的坚

实地位，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学家宇文

所安的唐诗研究不断受到我国古代文学界的重视，但宇文所安的

唐诗翻译研究获得的关注还不够，有待拓展和深化。

唐诗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但欧美学者普

遍倾向于把它们笼统地作为“中国诗”来翻译，“很多不懂中文

或中国文化的人觉得，‘中国诗’是一个单一、雷同、死板而概

念化的东西”（王珊，田耀，2020）。宇文所安却一直致力于译

出唐诗于不同时期的鲜明风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唐诗的魅

力重现于英语读者眼前，让中国古典诗歌精粹也可以得到美国读

者的欣赏与认可。

本研究立足于实际翻译文本，对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作品进

行研究，以期丰富翻译史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思想内涵，

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新的资源。通过总结宇文所安的翻

译方法、翻译思想、传播和接受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典籍的翻译

发展提供借鉴。

二、“三美论”概述

对于“三美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90 年前闻一多先生在《诗

的格律》这部诗学论著中，第一次提出了以“音乐美”“绘画美”“建

筑美”为主要内容的“三美”概念，对我国近代诗词领域的发展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许先生提出的“三美”理论与前者不同，

其以音美、形美、意美为主要内容，其中“意美”为核心，“音美”

和“形美”次之。在翻译过程中，理解语境的重要性已是老生常谈，

在体现意美的同时将“音美”和“形美”与之相融合。

于许先生而言，翻译是一门关于美的艺术，译者“需要在艺

术实践中不断创作，翻译理论同样也是艺术，理论不是一成不变

的，是翻译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应随着翻译实践的变化而变化”（钱

雅欣，2004）。要译出唐诗之美，译者首先要明白唐诗究竟美于

何处，是美于其厚重的历史，还是工整的句式，亦或和谐的韵脚等，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剖析，细细推敲。

三、“ 三美论”在宇文所安作品中的应用研究

（一）意美

许渊冲先生认为，意美是诗歌美最核心的部分，音美和形美

都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位列其后，二者以意美为核心。（张智

中，2006）。诗歌的意境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心境，在诗文作品中，

借景抒情是文人使用最频繁的创作方式。因此，保留原诗的意境

并译出意美对于译者来说任重道远。

以王翰的《凉州词》（ Song of Liang-zhou）为例，这首诗描

写了战士们于条件艰苦，环境荒凉的边塞仍苦中作乐，把酒言欢，

酣畅淋漓，一醉方休的壮景。最后两句作者的“君莫笑”以及对

征战“几人回”发出铿锵有力的反问，体现了战士们视死如归的

决心以及捐躯报国的伟大爱国情怀。宇文所安尽管缺少中国历史

的相关战争背景知识，但仍从词汇层面做到了高度动态对等。“at 

the point of drinking”体现了“马上催”的战况紧迫，“do not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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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me!”和“how many ever returned ？”一句感叹一句反问形成强

烈对照，宇文所安巧妙重塑悲壮的战场之景，战士的英勇之义于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宇译实乃“酒虽寒，心却热！”的鲜明写照，

再现了原诗的魅力，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意美”。

（二）音美

作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唐诗能做到千古永流传离不开其音韵

之美。但对于译者而言，其何尝又不是一把双刃剑，音韵之美为

唐诗锦上添花的同时给英译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从一种

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翻译首要遵循“信”的原则，但

对于唐诗翻译，作为译者，我们更不能忽视其精髓：押韵。

平仄腔调乃诗文为人所熟记诵读的鲜明记忆点，对此许渊冲

先生认为可以从目标语读者角度出发，套用类似的诗体常见的韵

脚译出唐诗的音韵之美。

除此之外，重复、叠韵等都是传达韵律的良药，以宇文所安

对《春望》（View in Spring）前两联的译文为例，这是一首经典

的五言格律诗，采用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道

出了长安春日惨惨戚戚、城池破败的景象，绘出了压抑且无力之感，

可以看出这两联的译文在尾韵上下足了功夫，韵律上虽与原文韵

式不同，但读来朗朗上口，“remain”与“spring”对应，颇有节

奏感，将原文都未做到的音律对等呈现出来。并且形式上遵从原诗，

在词性上也尽量做到对仗，比如“flowers”和“tears”“birds”和

“tears”，音形俱佳，意境优美，作为意象还做到了押韵进行呼应。

（三）形美

形美，顾名思义在诗文的形式上讲求工整，就行数，词数，

字节方面是否做到高度一致，唐诗素来形式对仗工整，讲求格律，

远观即可感受到形美的震撼。唐诗多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在字数、

行数上有很大讲究，这对词汇量以及文学功底要求极高，要想译

出意思容易，可要达到形神兼备着实考验译者能力，对于译者来

说做到译文复刻出唐诗的形美可谓如攀高峰，难度极高。

以宇文所安翻译的《秋兴八首》（Stirred by Autumn）为例，

作为杜甫的代表作，《秋兴八首》意蕴跌宕，句法多变，其中为

人称颂，津津乐道的意象和典故自然成为了译者绕不开的一大绊

脚石，而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最喜用典，引前人之经典复现今

日之现状，当下之局势。当然仅译出这联诗的字面含义对于目的

语读者来说无疑是在做无用功，因此宇译借助脚注，由“advising 

on policy”可以看出宇文所安采取直译的手法进行阐释匡衡、刘向

的事迹，同时指出杜甫将自己与汉代先贤对比的用意。由宇文所

安的译文所见，行数与原文相同，每句音节相当，结构整齐，一

目了然，句长参差幅度很小，注解也相互对应，展现译文的整齐，

体现形美。

四、结语

本文重点探讨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作品，并对其进行赏析，

尝试总结出诗文英译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期更多的英语

读者通过“中国唐诗”了解“中国情怀”。许先生的“三美论”

对我国诗文英译做出了极大贡献，犹如一盏明灯为无数译者指出

明路。宇文所安可以说是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史上树立了一块

具有长足意义的里程碑，他意识到诗文英译需要跳脱出刻板思维，

并非字字句句完全对应，若生硬翻译则不如不译。古诗是华夏千

年文明的结晶，弘扬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古诗英译的题中之义，

因此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好古诗翻译实践意义深远。

作为新时代译者，我们应以许先生为榜样，深刻学习三美论的同

时也应有宇文所安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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