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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伦理视角下许渊冲诗词翻译研究 
郑玉婉  王新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在翻译伦理的指导下，诗词文化元素的翻译旨在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确保文化元素的传承以及在不同文化交流中发挥
重要作用。本文以许渊冲先生的诗词翻译为例，在芬兰学者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式的基础上，选取三种较为客观的伦理模式对诗
歌翻译进行探讨，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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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伦理与诗歌翻译 
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

具有伦理属性。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翻译活动的

伦理问题更加凸显。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于 1984

年提出了“翻译伦理”，自那以后，诸多学者致力于翻译伦理的研

究并出版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著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安德

鲁·切斯特曼。他对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提出翻译

伦理五大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

诺伦理。 

提到中国的古典文化，人们就不能忽视中国古典诗词。诗词是

一种通过独特的风格和节奏来表达感情和思想的文学形式，是一种

微妙、复杂的文学体裁。中国是一个承载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国

家。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汉语已经成为一种简洁多变的语言。因

此，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是一项巨大的挑

战。同时，由于汉语这种意合语言中包含着文化、社会状况和其他

附着物。那么如何用另一种形合语言来表示并传达这些附着物又是

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分析汉语诗词的语境，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运用合适的翻

译策略，还原和传递中国古典文化和审美传统。 

2、许渊冲诗词翻译过程中的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指译者的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忠实地再

现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意图和思想，对原文信息不作任意加工或删

减。它主张翻译不仅要再现原作的语言，而且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和

美感，以便源语言的读者和目标语言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有相同的

理解与体会。在再现伦理的指导下，在异化策略的选择上，许渊冲

主要采用直译、音译、标注等翻译方法，以便更好地再现原文中的

文化信息。许渊冲将“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

木兰花——广昌路上》（毛泽东）一句译为“O’er head loom crags; We 

go through the strong pass with wind-frozen red flags.”通常，在英译汉

过程中，“风卷红旗”的“卷”可以选择 unfurl, wave, flutter 等词，

但是这样的翻译只能让英语外国读者看到红旗在风中飘扬的景象，

而无法很好地再现行军时所处的冰天雪地场景。许渊冲先生的译文

展现了天气寒冷难耐，连红旗都已是“wind-frozen 被寒风冻住”的

场景，描绘了万千勇士不畏艰险的雪地行军场景。 

李商隐的《无题》中流传着千古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许先生将其翻译为：Spring silk 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Candles only when burned up have no tears 

to shed. 诗人在这里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通过对物体的描述来

传达情感。 一般来说，中国诗词中具有双重含义的词或短语很难

在译文中保留原著风采。然而，许渊冲先生在他的翻译中做到了这

一点。他将“丝方尽”译为“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不仅展

示了“丝”的表面意义，而且用“love-sick”一词表达了“思念”

之情，相思之苦程度远高于“miss”。汉语中“丝”与“思”发音相

同，而许先生译文中的“silk”亦可以让人联想到“sick”，由此看

来许先生的选词成功传达了原作的一语双关之意。在中国诗词中，

烛泪多次被比喻为人的眼泪，故许先生译文中“burned”“ shed”

二词即表示蜡烛燃烧直到消失，也表示了相爱的二人因不能相聚而

痛苦，泪流不止直至流尽，为目的语读者完美再现了中国诗词中忠

贞的爱情。 

服务伦理指译者应严格按照客户提出的要求进行翻译，服务于

客户。译者受到服务伦理的制约，倾向于采取基于归化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采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于诗词领

域而言，中国老师在语文教学中会告诉学生：“诗词可道出诗人的

心声”，所有诗词都承载着诗人的感情状态或伟大抱负。因此，将

源语言本地化，以目标语言或受众为归宿，遵循服务伦理的指导是

诗歌翻译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如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许先生将其译为：“Ode to the Mume Blossom”。这首词歌颂了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精神，仿佛梅花在严冬盛开，不怕寒冷。许先生用“Ode 

to”来翻译“咏”字，妙不可言。这是因为雪莱的英文诗《西风颂》

“Ode to the West Wind”在以英语为主的国家颇有名气，外国读者

看到“Ode to the Mume Blossom”时，就会立刻联想到“Ode to the West 

Wind”。因此，他们知道这首诗歌颂的不仅仅是梅花，还有除梅花

以外的事物。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众所周知《卜算子·咏梅》歌颂

的是中国革命精神，而外国读者也熟知《西风颂》是雪莱在其国家

爆发革命时创作的。这两首诗的主题相同，会被目标读者联系起来，

让其读懂“Ode to the Mume Blossom”表达的含义。此外，雪莱诗中

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话也在西方实现内化。人们

认为春天象征着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诗中亦有一句“只把春来报”，

预示春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终将胜利。在阅读体验上，许先生的

译文建立在目的语读者对《西风颂》的理解上，让毛主席的诗词更

加直观易懂。此外，许先生对于词牌名“虞美人”的翻译“The Beautiful 

Lady Yu”也值得一提。“虞美人”起源于项羽《垓下歌》中的虞兮，

即他的挚爱虞姬，后来人们以“虞美人”为调，创作出以恋人相互

思念为主题的诗歌。毛主席在辗转反侧思念妻子之时提笔，以曲调

名“虞美人”为题目写诗。故许先生的译文“The Beautiful Lady Yu”

给外国读者呈现出一个美丽女子的形象，恰恰揭示了原作诗人的意

图，有助于目的语读者读懂诗歌的主题，从而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

信息。 

再如出自陆游先生《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中的：斟残玉

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被许先生译为：Drunk, I’ll pass through 

groves of bamboo, Books read, I would lie still to contemplate the hill. 这

句话大意为：作者喝完了玉瀣就散步穿过竹林，读完了《黄庭》就

躺下来观赏山中美景。玉瀣是酒名，若将其直译“Yu Xie”，国外读

者则需要要了解中国古代相关知识才能读懂其中含义，读书过程繁

琐困难较大。许渊冲先生灵活地将其转换为“Drunk”，即醉酒的，

陶醉至忘乎所以之意，营造了一番美酒惹人醉，悠闲过竹林的景象，

更利于英语读者理解。黄庭即《黄庭经》，如果直译翻出书名“Huang 

Ting Jing”，由于存在文化差异，西方读者会疑问这是何物，许渊冲

先生将其翻译成书“books”，跨越文化壁垒，直观易懂。 

交际伦理要求译者在遵守上述两种伦理模式的基础上，尽可能

地挖掘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对其加以适当处理，灵活运用意译等翻

译方法，以实现跨文化交际。如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寻寻觅

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被翻译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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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几乎没有，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开展家庭亲密度与

失能老人病耻感的量性研究，对其相关性进行全方面、多角度的分

析，并积极探讨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失能老人

病耻感干预措施，为失能人群提供更好的照护，为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背景下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理论支持依据，为护理工作、心理学

等相关工作提供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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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许渊冲先生

的译文具有极致的形式美，押韵完美，且单词的选用上层层递进，

独具匠心。“sad”“dear”形象的勾勒出作者困在千丝万缕的忧愁中，

寻觅不得，不知所以。“lonely”继续渲染阴冷凄凉的氛围，最后的

“without cheer”将极端绝望无助的情绪推向高潮。译文设定了一个

主人公“I”描绘了一个悲伤忧郁的人，表达了作者孤独忧郁的心情

和他的心情状态。风格深沉而严肃，悲伤而痛苦，具有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 

再如：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

潺潺》（李煜）被译为：With flowers fallen on the waves spring’s gone 

away, So has the paradise of yesterday。另外：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乌夜啼》（李煜），被译为：Spring’s rosy 

color fades from forest flowers, too soon, too soon. How can they bear cold 

morning showers and winds at noon? 这两句诗的翻译难度在于对自然

景物意向的转换。原诗中有这样一些自然景物如“落花”、“寒雨”, 

这样的词汇在诗词文化中不仅仅只表示环境因素, 还会有牵带人物

情绪的引申含义，通常是凄清、悲凉、伤感的代名词。译文中与之

相应的译文如“fallen flowers、cold morning showers”。看似直译，但

形容词“fallen、cold”成功地描述了文中的意向, 它让读者沉浸在

一种凄美的氛围中，呈现出与原诗相似的意境，让译文的读者逐渐

了解中国诗词的表述方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深刻学习、理解

中国诗词文化，分析语境，还原原作的词句结构、自然意象与相关

修辞手法，使译语读者也能感受到中国诗词的韵律，拉近中国文化

与目的语文化的联系。 

3、结语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伦理活动，受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艺

术等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受到伦理限制，

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为读者服务。中国诗词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历

史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国语言的精髓，意义深远、节奏优美、语

言精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在当今的世界的思想碰撞中，

中国诗词的推广和传播将有助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许渊冲

先生对诗词的翻译，足以体现了其重视各国文化文化，寻求共鸣。

他的成功的翻译也表明了翻译伦理在指导翻译实践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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