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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于原文是翻译中公认的标准或原则，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古诗英译中，做到“信”并

不容易。本文从诗的四要素———情、言、声、义的角度，论述了在古诗英译中如何贯彻“信”的

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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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标准或原则问题，古今中外译学

家们提出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提

法如何，“信”（或曰“忠实”）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

点，如近代严复所提的“信、达、雅”中的“信”，以及

英国泰特勒（-./012）的“三原则”，苏联费道罗夫的

“等值论”，美奈达（3456）的“等效”论［"］（7)"$），尽管

提法各异，实质与“信”一脉相通。但由于文化的

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做到恪守原文是件困难的

事，而在古诗英译中，“信”则尤难达到。因为诗歌

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携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

料，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

信息，而这种文化信息难以转移。其次，中国古诗

“言不及意”的模糊性给译诗带来了很大困难。为

此译者常做出若干变通，以求意义的通达，音节的

铿锵，韵律的和谐，形式的完美。但这些变通，都

应以忠实于原诗为限。

既然是信于原文，不妨从古诗本身来讨论这

些问题。白居易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

义”［!］（7)"!8），也即提出诗的四要素为：情、言、声、

义，本文从这四个方面讨论古诗英译中“信”的问

题。

一、情之信。诗发于情，因而情为诗的第一要

素。古今诗歌佳作莫不发乎情，因此“译诗的时候

译者必须投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

己成为诗人，然后把在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

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

例如孟浩然《春晓》，原文：春眠不觉晓，处处

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译文一：-94: ;<2= <> :724=? 4= @15 A’; 0.4=?，B
=</ C<D1 E7 /400 A 9162 @425:’F.4=?) B *>/12 <=1 =4?9/
<> C4=5 6=5 :9<C12:，B 9<C ;6=. 621 /91 >6001= >0<CG
12:？［!］（7)"$%）

译文二：H6/1！-94: :724=? ;<2=4=? 6: A 6C6D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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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语言平易浅近，浑然天成，一点也看不出

人工雕琢的痕迹，然而从诗中所表现的花落春残，

风雨摧花，景象凄迷中可以得出诗人伤春，惜春之

情。从字面意义上，译文一可谓忠实，但完全摒弃

了原作之“情”。译文二把握了惜春、伤春的情调，

尽抒言外之情，辞中之蕴。虽译成散文体，使声形

有失，但意已就，情已达。从信于“情”的角度，译

文二更胜一筹。

二、言之信。中国古诗的语言高度浓缩，且多

用意象、典故、比喻等，这给理解古诗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而理解出错，翻译自然就不可能准确。因

此译诗，首先要推敲原诗的文字，把握其内容，才

能在译作中忠实地表达出原诗的中心信息，也即

信于言。

比如，《古诗十九首》（其二）中的最后几句，原

文：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

难独守。

译文一：* :4=?4=? ?420 4= 1620. 04>1 B *=5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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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中“娼家女”指歌女，“荡子”指游子。译

文一将“荡子”译为法语中的“登徒子”（#’($）。译

文二中“!’(#2$&"1”指高级妓女，“&’2”为“酒徒”，

“荡子行不归”被译成了“外出狂饮”，后两句被译

成了“如果他再不规矩点，终有一天他会发现她像

小鸟一样远走高飞了”。这两首诗都严重歪曲了

原诗的意象，背离了原诗的内容。

又如被誉为“千古丽句”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中，“烟花”是形容柳絮为烟，鲜花似锦。?’(10 将

此句译成：B/$ &3’=$ C +%’)$#& "#$ 6%(##$0 ’>$# 2/$
#*>$#，显然未懂“烟花”为何物，译文自然谈不上信

于原文内容了。

信于言，不仅仅指忠实于原诗的字面意义，还

包括原诗语句后的文化涵义。因为中国古诗中有

很多文化意象，若翻译时忽视了这些文化意象，诗

的内容也无从完整表达。

三、声之信。声指诗的格律、音韵节奏的问

题。音韵节奏之于诗，并非附加的东西，它是表达

激情的重要手段。朱光潜说，“音律是一种制造

‘距离’的工具，把平凡粗陋的东西提高到理想的

世界”，“音律最大的价值是它的音乐性”，“音律起

源于情感的自然需要”，是“诗的命脉”［@］（8,@D）。信

于原诗的音韵节奏，关键是保存原诗的音乐美，以

及保存的程度。因为中英两种文字本身截然不

同，译诗时硬搬原诗构成节奏与押韵的方法，实践

证明是行不通的，以韵害义则更不可取。

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原诗为：“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试

比较以下两种译文：

译文一：E1 +#’12 ’+ 35 6$0 2/$ 3’’1%*</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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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押韵，译文一尽管字面忠实、通顺，但未

考虑押韵；译文二则照顾了押韵，读来优美动听，

但译文中将“低头”译成了“躺下”（%"5 3$ 0’)1）是

对原文信息的歪曲、不信，而整体来看，不失为一

首好的译诗。

四、义之信。“诗言志，歌永言”，因此诗的意

义，也即“义”是指诗人意欲借诗来表达的东西。

但诗以其谜一般的、暧昧含混的成份成为最难以

理解的课题，因为“歧义，难度和费解是诗歌语言

的特有特征”［K］（8,H7D）。因而在翻译中要做到“义”

信，首先要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背景等等。以柳

宗元的绝句《江雪》为例。原诗如下：“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

诗为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所作。诗人用白描手法勾

画出一幅严冬雪景：群山连绵，为雪所覆盖，无鸟

飞，无人迹。寒风凛冽千里冰封的江面上，却有一

老翁垂钓，反映的是诗人孤傲、坚贞不屈的品质。

试比较下面两种译文：

译文一：B/$ 6*#0& /">$ +%’)1 ")"5 +#’3 $>$#5
/*%%, - .%’1< $"!/ $3825 8"2/ 1’ +’’28#*12 &$$1, - E1
/*& %’1$ &=*++ /*& 6"36’’ <"#3$12& &!#$$1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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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二：N5#*"0 3’(12"*1& C 1’2 " 6*#0 +%5*1< , -
O10%$&& #’"0& C 1’2 " 2#"!$ ’+ 3$1, - P1%5 "1 ’%0
+*&/$#3"1 *1 " %’1$%5 6’"2 , - .1<%*1< &*%$12%5 *1 2/$
#*>$# !’>$#$0 )*2/ &1’),———吴经熊［D］（8,977）

两种译文都较好地反映了原作的风貌，比较

而言，译文二读来铿锵，更能表现诗人孤傲的品

质，更为切合原诗之义。

由上文引用的译文不难发现：有的译文信于

情，却似乎悖于意，信于言，未必忠于情；有时信于

义，未必忠于言，是不是这些因素是相互矛盾的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信于言，绝不是指忠实

于原文所有信息的死译、硬译，而是忠实于原文的

思想内容、主要信息。情、言、义也不是孤立、对立

的，情、义在言内或言外表达出来。解读了原作的

义，则也把握了诗人的情，反之亦然。在此基础

上，根据译文语言的特点，尽量能保全原作的音乐

美，便做到了“声”信。诚然，译诗难，做到情、言、

声、义皆更难，但在实践中是否无法达到呢？显然

不是，译学家们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

精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情、言、声、义皆信的译作。

由此可见，虽然译诗难，译诗中求信更难，但

只要译者在“情”、“言”、“声”、“义”上最大程度求

信，定有佳作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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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在内努力争取公共的和私人的帮助以及利用协

调和调解程序，并且通过某些非官方机构和团体的介入，

避免使冲突诉诸刑事诉讼。我国不少学者也提出犯罪轻

刑化的概念，但中国目前实现刑法的节俭性途径不在于

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而在于大幅度降低刑罚量，逐渐实

现轻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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