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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

翻译美学是以我国现代汉语言学和美学的核心内容

作为基础，将翻译文章中的内容通过翻译美学角度进行

转换，通过翻译美学能够使翻译人员更好的了解到翻译

审美工作的要求和规律，使翻译人员拥有更好的翻译审

美能力和语言转换能力。翻译美学理论将美学与翻译相

结合，关注的重点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将源语言

的美更好地呈现出来。为了更好地再现源语言的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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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考虑所运用的翻译技巧的同时，也

要考虑两种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以往的国内外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过关注源语言信息的呈现，但是很

少会关注到译文的忠实程度与美感，而散文的语言富于

美感，面对这一现状，笔者在翻译美学理论视角下，选

取了朱纯深翻译的《荷塘月色》，通过对《荷塘月色》的

译文进行鉴赏，对《荷塘月色》译文中蕴含的翻译美学

进行深入解读，由此提高对翻译美学的理解和认知，希

望为今后翻译人员提供借鉴参考。散文文体的特点是内

容结构要求松散，但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饱满，使用的

语言表达非常精炼，具有深远的含义，意境深邃。译者

在进行散文翻译的过程中，要将原文中蕴含的情感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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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翻译进行有效表达，使译文能够蕴含与原文相同

的思想情感。同时翻译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自身

阅读习惯与原文之间的差异，译文要使读者能够充分理

解到原文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对于原文和译文之间语言

表达习惯的区别，翻译人员需要严格把控并确保阅读习

惯问题得到解决。本文基于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选

用朱纯深翻译的《荷塘月色》内容，通过对《荷塘月

色》的原文和英语译文进行解读和分析，从使用的词语、

音韵、语法和意境等四个不同方面来阐述散文翻译中翻

译美学的体现。

2　翻译美学理论

翻译美学是以读者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基础，将

文学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艺术中蕴含的美、丑、

崇高、低俗等不同的审美范畴，和读者自身的审美能力

和经验进行比对，同时还研究美感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规律等。美学研究中，审美能力、审美对象和美学的本

质是美学研究的三个基础问题，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学

习和引进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发

展历程。自从我国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后，经过建国发展

时的美学研究和后来的美学热度，直到如今美学的相关

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深入，我国目前已经形成成熟的美学

理论体系，其中主要以实践美学作为理论体系的基础。

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艺术，在翻译内容中也蕴含着

美学。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华传统美学的思想对

于我国的翻译理论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

国的翻译史就是翻译美学的发展史。翻译美学是将美学

思想贯彻到翻译工作中，通过美学理论思想来解决在翻

译过程中存在的美学相关问题，并对审美的主体和客体

进行深入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将美学思想和内涵

展示出来。通过制定详细的翻译标注来增强审美主体对

于客体内容的审美体验。在翻译美学理论的影响下，中

国优秀的翻译家们积极地翻译并介绍国外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将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通过翻译的方式向全球范

围传播，在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富含我

国特色的翻译美学体系。中国翻译美学中的重点，体现

在译作之美不仅需要关注忠实和畅达，同时还需关注神

韵和意境。许渊冲教授在当代译界独树一帜，他的“美

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总结以及丰富的翻译实

践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

人员的翻译依据需要严格按照读者的审美能力、阅读能

力和判断能力为标准。译文是为目的语读者服务的，这

就决定了译者的翻译需要将翻译的语言作为主要导向。

翻译人员不仅要确保翻译内容符合原著和作者想要表达

的思想内容，同时还要兼顾读者的真实感受，尽量将翻

译内容的标准向读者的审美能力、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

进行靠拢。

3　翻译美学理论视角下散文《荷塘月色》的英译

分析

3.1 注重选词美感

散文和科普类型的文章不同，散文不需要像科普文

章一样亚能要求使用的词语，而是在选词上要体现出内

容蕴含的思想和情感，使文章富有更好的意境，这就是

翻译美学的展现，主要包括整体结构之美、色彩之美或

者形象之美。译者在翻译散文时，选用的词语不能过于

随意，也不能选择平淡、没有新意的词语，否则会导致

虽然含义与原文相同，但翻译内容蕴含的意境消失，丧

失了原有的美感。散学的选词是体现散文美学的主要方

式，因此翻译人员译者在翻译散文时要灵活地选词，充

分发挥选词的美感。

例 1：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迭声词“翁蕊郁郁”，这个词语除

了能够表达出树木在外表上的“茂盛”（luxuriant）之外，

还能够表达出其他的含义。例如其中使用了迭声词“郁

郁”，能够表达出非常朦胧的意境，此意境与全文的内容

能够有效结合。同时“郁郁”不仅能够展现树木的形象，

还能够表达出作者自身的情感和心境，翻译人员在进行

翻译时选用了“lush，shady，ambience”这些词，通过

相同的读音也能够表达出更加深层次的情感。

例 2：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

船而敛裾。

作者将“夏始春余”翻译成“This is the time when 

spring is growing into summer”，其中“growing into”一词

巧妙地将春夏交至的景象描绘出来。“叶嫩花初”译者

译 为“the leaves a tender green and the flowers blo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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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green”不仅呈现了叶子的颜色，而且将叶子娇嫩

的样子体现的淋漓尽致，与“花初”相呼应，呈现了春

末夏初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意境。作者通过“花初”一词

呈现出花初开的景象，作者没有用“budding”，而是用

了“blooming”，形象生动地传达了原文中作者所要呈现

的意境，使得译文读来更具美感。

例 3：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译 者 将 本 句 译 为“It was a lively season，brimming 

with vitality，and romance.” 此 句 中 的“热 闹 ” 作 者 用

“lively” 和“vitality” 二 词 译， 前 者 呼 应 了 上 文， 后

者 平 衡 了 句 子 节 奏。“风 流 的 季 节 ” 译 者 译 成“with 

romance”，此处用 romance 一词十分可爱俏皮，与整个段

落的意境相互映衬，呈现了一种和谐之美。

例 4：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

译者将此句翻译成“So those charming youngers row 

their sampans，heart buoyant with tacit love”，charming 

youngers 将俊男靓女的形象跃然纸上，“buoyant”意为

“愉快而自信的”，“tacit”意为“心照不宣的”，译者灵

活运用这两个词将值此时节俊男靓女心中荡漾的柔情巧

妙地呈现出来，给读者呈现了一幅美好浪漫的画面，既

忠实了原文，又将原文的美感再现出来。

3.2 注重音韵美感

散文是基于诗歌而产生的文体，诗歌在押韵上能够

展现出自身的音韵美，而散文虽然不用押韵，但也能够

展示出自身的音韵之美。散文不仅需要表达作者的思想

和情感，同时也要在写作过程中表达出文章的和谐和韵

律，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美感。翻译人员在翻译

散文时，通常会将散文的原文音律和译文音律进行统一，

以此来达到对应的效果。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通常是将

中文的成语、叠词和双生词通过英文的尾韵、半韵和头

韵进行对应。

例 5：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

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

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在翻译“层层的叶子”时，翻译人员就使用了头韵

和音律对应的方法，将其翻译为“layers of leaves”，读来

朗朗上口，充分再现了原文的美感，使读者读来有一种

美的享受。译者通过使用“blossoms”，“bloom”，“bud”，

“beauties”和“bath”这些词，呈现了音韵美，为译文增

添了很多美感，给读者一种美的体验和享受。

例 6：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

渺茫的歌声似的。

翻 译 此 句 时， 译 者 用 了“breeze” 和“breaths”，

长辅音和长元音的运用，再现了原文语言的音韵美。

“fragrance”，“faint”和“from”这些词的运用借助了音

律和头韵，翻译的内容不仅与原文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相

同，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展现出原文蕴含的美感。

3.3 注重句法美

句子和段落也能承载审美信息，比如采用功能性句

式以及句法变异等。

例 7：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这句原文中包括两个比较短的小句子，同时两个

小句子之间也没有使用连接词进行连接。而翻译人员在

进行翻译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写作结构，而是利用“as 

much as”结构，对原文的内容进行重新构建，利用英文

中平行结构的方法，使翻译内容能够体现出更强的感染

力，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更好的接受和体会，从而表达

出原文写作句式的美感。

3.4 注重意象美感

《荷 塘 月 色 》 原 文 的 主 要 意 象 包 括“荷 塘 ”“月

亮”“叶子”“花”等，朱纯深通过巧妙地选词，准确翻

译原文出现的各个意象，“the Lotus Pond”，“moonlight”，

“layers of leaves”，“lotus blossoms”再现了原文中荷塘月

色的美丽景象，同时也能够通过“lotus blossoms”表达出

作者的思想和写作时的情感，通过“lotus blossoms”表达

出作者对于荷塘月色的喜爱，让读者读来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

例 8：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

着艳歌去的。

本句出现了“少年的女子”，“小船”，以及“艳歌”，

译 者 分 别 翻 译 为“young girls”，“sampans” 和“love 

songs”将原文中的意象再现得惟妙惟肖，呈现了一幅活

泼可爱又美好的画面。

4　结语

本文以翻译美学理论为视角，以朱纯深翻译的《荷

塘月色》为研究文本，分别从选词，音韵，句法以及意

象四个方面分析《荷塘月色》英译本的审美体现。散文

不同于力求严谨的科普文章，作为一种文学性文本，译

者应在译文中将其美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忠实于

原文文本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原文的美，通过灵活巧妙

地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将原文的美感体现出来，使读者能

够享受更好的阅读体验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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