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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思想赏析 

谭思瑶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杨宪益、戴乃迭伉俪对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在中

国甚至世界翻译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对杨宪益先生生平事迹、社会评价和翻译思想的研究对后世译者的翻译行为有

积极的影响。为此，本文主要对杨宪益先生在翻译方面的一些精神以及翻译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对于其译作在东西方

文化交流中的学术与现实两方面意义进行详细的阐释 , 对杨先生翻译目的、标准和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性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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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思想会极大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同一作品采用

不翻译思想会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对一个译者的译本进行

赏析的时候，离不开对其翻译思想进行深刻剖析 ( 曹敏 , 赵

传银 , 2017)。首先，杨宪益先生的作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

原著的绝对忠实。在面对翻译结果的艺术性和忠实性的两个

方面，杨先生首选的是对原作的忠实性，很少会进行再创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于能够充分的让目标语读者读到原汁

原味的作品 ( 贾云春 ,2015)。杨先生的作品中，体现了许多

原著的民族文化色彩，将本国的文化大胆的引到国外。杨先

生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有些人称

他的翻译作品为“临摹式翻译”。临摹这个词起源于书画技

能的学习，说的是初学者照着一幅作品，描其形态，得其神

态。最终努力做到贴近于原作。和原作品的相似度越高越好。

该词汇排除了独创，或者再创作的意思。

第二，杨宪益的另外一个翻译思想是竭力向外国人介

绍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杨宪益先生希望能在自己翻译的作

品中，努力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中国人的婚丧嫁娶、中国人

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让西方国了解到的是活生生的中国

人。这样的译作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

以理解，过多新鲜的词汇，让他们觉得晦涩难懂。读者可能

会觉得有些不快，难以顺畅的读下去。但是随着读者对于异

国文化了解的需要。杨宪益先生的译本会逐渐得到目标语读

者的接受、认同、甚至欣赏。在另外一方面，也努力保持了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杨先生的翻译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忠实原文，临摹式翻译

翻译界在提及杨先生的翻译风格时，大多认为他所采

用的是异化归化结合的手段，其中异化占主要位置。在他的

翻译作品《红楼梦》英译本中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而他

本人很多次在许多场合反复提及翻译首先需要忠实于原文

意思，不增不减。此外，对于一些目标语读者可能有疑问或

是理解不了的地方，他主张不要做过多的解释，认为译者

的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文的信息尽可能忠实地传递给目的

语读者，译文中不应夹杂太多译者自身的观点。“我们不应

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

创作了。”译者作为翻译工作的主体，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

任，这项工作必须一直经由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

完成。从选择文本到开始翻译，不断修改后得出译稿，译者

们难以避免地会出于意识形态或美感的考虑或多或少控制

原文。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杨宪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

定位。他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

息，而不是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需要用翻译规范来约束自

己，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有选择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他倾

向于译者的克制与隐形。

不仅是《红楼梦》，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

近现的代鲁迅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是

由于杨先生自身高于常人的语言水平、令人钦佩的文化素养

以及罕见的中西合璧的优势 ( 其夫人戴乃迭出生于北京，在

中国生活多年，后又在英国接受教育，对中国文化有着十分

浓厚的兴趣，同时又有想要把中国文化精髓传播到国外的强

烈的意愿，另一方面，文学修养也十分高超 )，导致了其译

文语言流畅优雅、表达正统，蕴含着原汁原味的地道英式英

语味。戴乃迭无疑是一个合作精湛，水平极高的得力助手，

一个与之心心相印，珠联璧合的翻译伙伴。杨先生曾说道，

在英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每次碰上晦涩的词句之际，戴

乃迭总可以顺利地找到英语里的对应表达。这种事半功倍的

翻译伙伴模式令人艳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翻译成品的质

量。杨氏夫妇在充分洞悉原文，遵从源语与译入语双方的语

用规范的情况下，成功突破英汉语言两种表述结构间的壁

垒，用纯正优雅的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思和行文风格，充分符

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及语言方面的设定，增加了其译作的传播

效果，增添了可接受性。

二、兼顾美感，以诗译诗

杰出的翻译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作为一名诗人

的光环，其诗歌创作没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杨宪益极具诗人

的才气，其诗人气质对他在诗歌、散文方面的翻译有着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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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正因为他作为诗人的灵性和深厚的古文功底，使杨

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诗人

译诗的独特优势。由于他本人就偏好写旧体诗，因此，杨宪

益在翻译诗歌时在形式上多以诗译诗，例如莎士比亚《暴风

雨》中的歌词、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诗现收录在《银翘集》里。

这两个译作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古体诗的形式读起来气

韵生动、文气盎然，更像个人诗歌创作。杨先生的有学贯中

西，好写旧体新诗抒发胸意。杨先生对不同语言驾驭能力和

不同文化的掌控能力，淋漓尽致地表达在他的翻译作品里。

杨宪益用其一生的实践表明对翻译人才的培养要跳出 “技”

的层面，不要一味的追求翻译技巧，转向对“道”的追求，

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型。翻译的专业人才不光是要对

双语的驾驭十分熟练，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国学知识以及个人

文化素养。而且，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诗歌翻译，也是为了在

当今时代稳健提升、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三、语言精练，变句为词

汉语短句比较多，一部分短的句子可以被转化为名词

或者名词性短语，并在英语句子中充当主语，宾语等成分，

经过这样处理的译文紧凑性更佳，浓缩了大量琐碎的信息，

期间的逻辑关系也更加清楚明了。杨宪益先生经常会采用这

样变句为词的方式，使译文的表达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同时

也能够表达英语的一种静态美。在翻译过程中，杨先生也能

充分意识到两种语言特点与两种文化背景间的差异，采用恰

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与译入语语言表达习惯相符合，让受

众愿意接受，地道顺畅地表达原文的内容。

四、无不可译，无一可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是译学悖论中重要的一点。

对此，杨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无不可译，无一可译 ( 辛

红娟 , 谢贶颖 . 杨 , 2018:142-148)。首先是无不可译，他认

为没有什么作品是不能翻译的，有些人认为格律诗，楚辞，

或者一些比较押韵或双关的句子。如果翻译成英文，则会失

去其本来的味道。因此并不能被翻译出来，特别是翻译古典

作品时，但是杨先生认为，所有的文字都是能被翻译的，只

要译者肯花功夫，水平足够，设身处地的思考，去体会当时

人们的喜怒哀乐，然后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再把自己放回到

现代，站到读者的位置，这个距离可以被消除。

其次是因为如今的读者不必过于担心与作品的创作时

间相隔太远的问题。几百年前的作品，不能确切反映当今国

人的思想感情。我们对这些诗词歌赋十分称赞，其原因是他

们都是文笔十分优美的诗篇。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这个作

品翻译成忠实于原文的优美的外文就可以了。

至于无一可译的问题，杨先生认为，我们虽然可以设

身处地。但是我们无法十足的体会当时的人的心情，没有身

受就无法感同。因此，时间距离乃至空间距离是不可能被完

完全全消除的。

五、结束语

中国古代典籍的西译工作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最

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杨宪益夫妇为中国翻译界做出的杰出

贡献，而这只是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一个开端，如今我

们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年代，如何让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为西方所吸收、所接纳，在当今社会对全世界的

互助共荣起到作用，乃是我们每个学习外语、从事翻译或研

究跨文化交流的人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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