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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

涂!慧

摘!要# 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传播过程中!美国汉学家罗伊斯0福瑟克译介的*花间集+具有不可忽视的阐释价值和诗
学启示$ 就阐释角度而言!福瑟克从普遍审美意识和现代性理念出发!对中国花间词予以现代性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
为它具有现实超越性%文本自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主题多义性等特点!契合并遥指 &] 世纪晚近西方兴起的现
代审美症候$ 就译介诗学而言!福瑟克从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出发!重视词作的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关注词体形
式的诗学维度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以"结构对等翻译法#赋予译文结构形式以审美意义和诗学价值$ *花间集+的现代审
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密切关联!呈现出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彰显的张力关系$ 它植根于西方主体性与现代价
值观的"自我想象#与"中国想象#!是现代性价值与民族性诉求之间互动的变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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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9言

&]$$ 年%在'风信集(#
中%英国汉学家坎德

林*=<;8;C-=;>B<:> Y/@>I+以短句和拆句结合的
译法%选译了中国花间词人鼻祖温庭筠的词作
'南歌子(*倭堕低梳髻+& 虽然译文整体难以向
英语世界呈现中国古典词作的美感体验与艺术价

值%但这标志着花间词人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发端&
由于"英国汉学从发轫那天起就形成了一个明显
的学术传统) 注重商业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实际应
用%不太重视专业的学术训练# *陈友冰 ($+%随
着"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剧变-新中国的建立和美
国汉学的崛起%花间词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逐渐
升温并兴盛& 在英语世界中%花间词人中温庭筠
与韦庄最受关注& 约有 %( 位译者曾译介温庭筠
词作%译作约有 &($ 首.约有 %# 位译者翻译过韦
庄词作%译作约有 &`# 首& 在英语世界%全面译介
花间词词作的当属美国汉学家罗伊斯!福瑟克
*G/:?1@?7Q%中文名为傅恩+译注的'花间集(&
&]#% 年%执教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期间%
福瑟克以'宋本花间集(-华连圃的'花间集注(-
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李一氓的'花间集校(-
萧继宗的'花间集(为底本%译出整部'花间集(
_'' 首词作& 其中%华连圃与萧继宗的注释与评
说%部分影响了福瑟克对'花间集(的理解%对译
文的准确性与优美性有较大帮助&

按照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Z/L789[?.;8N:9+的观点%"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
叛逆#*埃斯卡皮 &$`+%"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
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

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
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
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埃斯卡皮 &$`,
&$#+& 由于译介过程中的语义丢失-意义增殖与
内涵变形等原因%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无法忽视

的差距%这"注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着/创造性叛
逆0这个事实#*谢天振 $"+& 从译介评价角度而
言%跨语际译介呈现出多重表现形态与文本面向%
既有创造性叛逆与变异性叛逆%又有误读性叛逆
与破坏性叛逆& 在跨文化译介实践中%创造性叛
逆并不多见%变异性叛逆普遍存在%误读性叛逆部
分存在%破坏性叛逆并不少见%并非全部值得褒奖
和完全肯定& 在'花间集(的英译中%福瑟克并非
完全服膺或照搬中国学者的注释-评校和观点%而
是有着自己的角度-洞见和方法& 她从普遍审美
意识和现代理念出发%对花间词予以现代性体验
和创造性阐释%并据此阐发出颇具创意的"结构
对等译介诗学#& 换言之%'花间集(中的现代审
美症候与对等译介诗学之间%有着秘而不宣的逻
辑关联和学术范式& 前者立足西方主流话语和现
代知识体系%以西学视角审视并阐释'花间集(的
现代审美症候%是后者得以确立生成的思想基础
与内在因素.后者则着眼中国文学传统和古典诗
学%以西方主体性的自我想象构建译介中国他者
的审美路径%是前者在译文本中的审美转换方式
与呈现形态& 二者之间有思想规训-有方法依循%
有形式体认-有意象转换%"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
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

和表达#*萨义德 %+%共同折射出西方主流话语
面对东方边缘话语的审视路径与阐释方式&

一$ (花间集)阐释中的现代审美症候

"作为今存最早按照唐代诗选标准而编辑成
书的当代文人词选#%'花间集("收录大部分生活
在蜀国的十八位作者-凡五百余首词作# *田安
&+%在词作手法-意象使用-时空安排和爱情叙事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自足性和审美性& 福瑟克对花
间词产生译介兴趣%与其对花间词作独特审美价
值的体认密切相关)"'花间集(的重点不在于其
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其在特定诗学技巧范围内的
表达方式&#*1@?7Q (+在文本细读和审美批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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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

程中%福瑟克发现%花间词作的艺术特征别有意
味%与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美学有遥相呼应和
彼此契合之处& 通过西方学术的解读理路和诗学
实践%她发掘并诠释出花间词的现代审美症候&

其一%现实世界的超越性& 通过对美人容貌-
香艳闺阁-日常生活-浪漫关系等主题的反复书
写%'花间集(体现出由外向内转换-关注内在体
验的叙事倾向%营造出一个超脱俗世-超越现实的
梦幻世界& 在福瑟克看来%花间词对现实世界的
超越性体现有二& 首先%在创作背景上%花间词是
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时代环境的逆反%其产生
具有某种矛盾与悖论倾向& "花间词描绘的是一
个充满感官追求的奢华世界%但它们产生的时代
却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动荡之中&# *1@?7Q &'+不
同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理念%花间词不以
反映现实生活与表征人民苦难为主要目的%致力
于营造一个美仑美奂-艳丽繁复的艺术世界%标举
一种肯定世俗享乐-关注个体价值和追求华丽精
美的审美趣味& 其次%在创作旨归上%花间词是对
传统道德说教的反叛与对政治教化的超越%其诗
学具有某种先锋与实验特质& 在她看来%'花间
集(词是为配合流行曲调而制作的歌集%不以文
辞精致或知识博学为旨归%不以文学教诲或道德
训诫为目的%而仅仅是为了世俗享乐和人生乐趣&
福瑟克肯定并赞扬花间词人的艺术贡献%认为他们
带给中国文坛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一个时代带
给另一个时代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它们以其独
特的形式刷新了人类的感知与体验*1@?7Q &%+&
这与波德莱尔*=6;8<7?O;@B7<;:87+的文学应独立
于外在真实-反映内在心灵之美的观点%颇为契合
并相通)"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
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
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
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
理性的材料&#*波德莱尔 "]%&#`+其中%温庭筠及
其词作尤其体现出超越性与叛逆性& 在某种程度
上%他以本雅明*3;<978O7>*;0:>+在'发达资本主
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所谓"浪荡子#和"漫游者#
的姿态%以波德莱尔式"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
者#*波德莱尔 ($]+的身份%拒绝接受被普遍认同
的价值观%而追求人生趣味享乐%这在其词作中多
处可见& 进而言之%花间词作所超越的%不仅是"水
深火热的动荡#的现实物质世界%更是"长太息以

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文学书写传统.不仅是
"兴观群怨#"直抒胸臆#的古典诗学传统%更是"文
以载道#"吟咏情性#的文学反映观&

其二%艺术价值的自律性& 从价值评判来看%
福瑟克强调'花间集(词艺术价值的自律性%反对
从社会-政治与道德层面评论花间词%否定一切他
律性的价值判断& 她说)"花间词一直以来被视为
逃避主义的产物%渴望在美与享乐中结束痛苦& 后
世的批评家批评花间词人在死亡与毁灭直呈于前

时%其表现的内容却是狭隘而琐碎的& 传统道德观
会谴责这个最为依赖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群体逃避

现实& 然而%欣赏诗歌却不能立足于既定的诸种动
机或者诗人的个性特点%应该完全从诗歌本身的价
值来评价'花间集(词&#*1@?7Q &&+这种观点与欧
阳炯之论颇为相通)"'花间集(中%香/艳0绮丽的
程度%较'玉台新咏(更进一层& 欧阳炯对此巧妙
肯定%并精心掩藏& 3664序言中%欧阳炯试图摆
出居高临下之态%赞扬美的时候%忽视道德价值问
题& 但是他自己%将坦然面对无法避免的双重批
评) 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花间集(曲子词%文雅有
余%无病呻吟%除了技/巧0外%一无是处.对于另外
一些读者而言%词作内容%皆为诲淫诲盗&# *田安
&%$+'花间集(超越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通过意
象承袭-角色构造和形式创新%缔造出以文雅和绮
丽为核心的文体诗学)"'花间集(里形式创新-开
掘传统和变换抒情主人公等%强力说明选本的文学
特性较为复杂%证明该选本成功孕育出新文体&#
*田安 &&+本质而言%福瑟克的诗歌价值说与波德
莱尔的艺术自律性%彼此呼应内在相通%是审美无
功利和艺术自律性的具体表征)"诗不能等同于科
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它不以真实为
对象%它只以自身为目的& 3664真实与诗了无
干系& 3664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
不可能有其他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
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
个名称的&#*波德莱尔 "#%&#"+一如德国思想家韦
伯*C;D37L78+将审美的独立与自律视为现代性
的重要表征%福瑟克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洗礼%强调
审美判断的合法性依据不在于艺术之外的宗教-伦
理-政治-历史等外在价值%而在于艺术之内的形式-
结构-手法-主题等本体价值& 这种重视艺术自律性
的美学标准溢出传统的美学评判逻辑%标举一种有
别于中国传统诗学-张扬个性价值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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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人工技艺的重要性& 在语言雕琢和修
辞技巧方面%花间词达到极高的技艺层次和纯熟
的人工境界%风格绮丽繁复%辞藻华丽绚烂%"显
出注重细节意象-营造一致情绪-推敲新颖辞藻-
做到雅俗共赏%乃至平声押韵-音调平衡等曲子词
新事物%故能摇曳春风%亭亭玉立# *田安 &%#+&
基于西方学术路径和比较诗学体验%福瑟克敏锐
地辩认出花间词艺术潜在的现代性特征)"'花间
集(意象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将人工与自
然混杂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真实与非真实合二
为一& 物理世界被嵌入梦境世界%使得人们难以
分辨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1@?7Q &$+福瑟
克重视人工技艺的雕琢美感%关注文体形式的审
美价值之趣味%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田安*4>>;
C-A6:7<B?+的观点颇为相似)"'花间集(词%植根
于古老的传统%借由模仿前辈大师%而茁壮开花%
借助吸收时曲的鲜活语言%而生机勃勃& 结果%风
格一致%但同时也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独特风貌&
'花间集(中的诗人%证明自己为能工巧匠%不仅
有能力去模仿和戏仿他人语句%而且还有能力将
曲子词定型为一种文学体式&#*田安 &%$+在'花
间集!序(中%欧阳炯肯定'花间集(雕琢艳丽的
艺术趣味%认为这些美词巧夺天工%"镂玉雕琼%
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 *金启
华!张惠民 $$]+& 这与中国传统文学强调"天
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主张"冲淡幽远#的自然
之旨显然有别%却与西方象征主义者的艺术主张
颇有几分相似& 从现代审美理念出发%波德莱尔
极为重视人为艺术和理性艺术%主张艺术应远离
自然和道德)"大部分关于美的错误产生于十八
世纪关于道德的错误观念& 那时%自然被当作一
切可能的善和美的源泉和典型& 3664自然不
教什么%或者几乎不教什么%3664一切美的-高
贵的东西都是理性和算计的产物& 3664我把
自然说成是道德方面的坏顾问%把理性说成是真
正的赎罪者和改革者%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搬到美
的范围中去&# *波德莱尔 (_`,(_#+不过%欧阳
炯并未否定自然艺术的重要性%但他对人工技巧的
肯定已经显示出花间派艺术旨趣有异于传统理念&

其四%艺术创造的想象力& 一如 &] 世纪下半
叶的象征主义诗人%花间词人*尤其是温庭筠+喜
欢通过人造情境来象征或暗示自然世界& 象征主
义反对模仿现实世界%直接描写现实世界%主张用

暗示方式表现心灵世界& 马拉美认为)"与直接表
现对象相反%我认为必须去暗示& 对于对象的观
照%以及由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这种观照
和形象,,,就是歌& 3664指出对象无异是把诗
的乐趣四去其三& 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
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马拉美 %"%+比
较而言%温庭筠词的独特艺术特质表现有四%即暗
示与象征手法的运用-视觉想象力的重要性-文本
意义的多重性以及心境与色调的多维性%这恰是审
美现代性的具体表征& 由于象征主义强调通过象
征手法来暗示内心世界%故此%想象力作为"一种至
高无上的-专横的能力#*波德莱尔 _$+对诗人来
说尤其重要)"是想象力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
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 它在世界之初创造了
比喻和隐喻%它分解了这种创造%然后用积累和整
理的材料%按照人只有在自己灵魂深处才能找到的
规律%创造一个新世界%产生出对于新鲜事物的感
觉& 它创造了世界%就理应统治这个世界&#*波德
莱尔 $"`+在分析'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鸂鶒+时%
福瑟克认为视觉想象力对温庭筠至关重要%驱动词
人取舍意象选择%使意象呈现人物内在的心灵世
界& 她说)"这首诗表面描写了一副雅致而哀伤忧
郁的场景%就像看一副卷轴画那样%选择要关注的
与要忽略的& 显然%这样一首词是由一位视觉想象
力对其十分重要的诗人写成的%但是%就是在这些
并置意象中%这些经过仔细地-甚至是人为挑选的
意象里%诗歌呈现出意义与内在性的生命&#
*1@?7Q &_ &"+暗示与象征手法既使诗歌艺术具
有梦幻的神秘性%也使象征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传
统艺术& 象征主义艺术的现代性还在于%表现的不
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人的心灵状态& "这就
是这种神秘性的完美应用%象征就是由这种神秘性
构成的)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
心灵状态& 反之也是一样%先选定某一对象%通过一
系列的猜测探索%从而把某种心灵状态展示出来&#
*马拉美 %"%,%"$+与象征主义诗歌相似的是%温庭
筠词大量描写具有象征意味的闺阁饰物%重视书写
主人公的感觉印象& 它们大多与外在现实世界无
关%具有内指性与主观性特点& 通过感觉与视觉书
写%温庭筠词激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刺激感官与体
验%从而暗示主人公的独特心境& 这恰如美国汉学
家罗吉伟*F;@<Z/@+78+所言%"通过使用密集意象与
雕琢措辞%造成/客观0之感#%温庭筠创造出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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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风格%并对香艳传统做重新发明#*Z/@+78"#+&
其五%文本意义的多重性& 作为潜在的审美现

代性症候%温庭筠词作既具有暗示性特征%也蕴涵
意义的多重性& 温庭筠不仅是一位技艺纯熟的香
艳派词人%也类似于本雅明所谓的一个精神孤独者
和漫游者的代表& 福瑟克指出)"温庭筠词看似简
单%实则不然& 一个孤独的个体%常常是一位女性%
通过一个单一的瞬间场景被描绘出来%而在这一时
刻%温庭筠却捕捉到了人类的悲伤处境&#
*1@?7Q &$+温庭筠词作中女性个体形象与人格的
缺失%使得人物具有朦胧性与抽象性%超越个体意
识而成为普遍孤独精神的代表& 真实世界与虚拟
世界的关联%成为温庭筠所有作品的色调& 在温词
梦幻般的艺术世界中%感觉与意象穿过人物渴求入
睡的意识进入梦境%如同人物具象与镜中影像相互
交织映衬& 按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
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每个古代作家都有一种现代性%古代留下来的大部
分美丽的肖像都穿着当时的衣服& 他们是完全协
调的%因为服装-发型-举止-目光和微笑构成了全
部生命力的整体&#*波德莱尔 ($],(('+作为抵抗
人生痛苦的手段与回归美好过往的方式%温庭筠词
中的睡眠和梦境与当下活动形成悖反张力和现实

悬置%具有比较强烈的"过渡-短暂-偶然#倾向& 这
种生命体与复制品之间的对照%形成一幅短暂而永
恒的艺术图景& 在虚拟世界而非在自然世界中%人
物获取某种心理安慰& 在深奥的空洞中%人物保持
长时间的沉默与无意识的移动%以此实现对现实的
抵制或超越& 这种艺术空洞既是对普通知觉层面
的超越%亦是对深层思辨层面的反叛.温庭筠词既
可视为美轮美奂的空洞幻想%亦可视为生命深度体
验的形象展示*1@?7Q &# &]+& 由此%温庭筠创
造的多维艺术色调和多重意义空间%以燕卜逊
*3:<<:;0[0N?/>+所谓"导致对同一文字的不同解
释及文字歧义#的朦胧含混方式*&+%与象征主义
的艺术旨趣遥相迎汇& "波德莱尔试图将内在视界
投射到外在世界%寻求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不
希望直接描述体验%而是采用意象与象征来暗示
它& 他将普通生活中的事物纳入诗歌%使之呈现出
的意义价值远远多于其本身&#*1@?7Q &]+这种诗
歌意义多样性的追求与多元性的旨趣%遥指并契合
&]世纪末以降西方艺术思潮与文学批评的走向%
即追求意义的差异与多元%强调读者对文本意义建

构的重要作用& "审美思维对差异或歧义的宽容恰
恰正是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它呈现为多元性或
多义的包容涵纳%它与科学思维追求唯一一种正确
的解答不同&#*周宪 _&,_%+

简言之%'花间集(中的现实超越性-文本自
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以及主题多义性相
互影响%彼此关联%其指向性各有侧重%多有不同%
主要涉及艺术发生论-艺术本体论-艺术手法论-
作家创作论以及主题思想论等不同层面& 经由福
瑟克的巧妙诠释%花间词*尤其是温庭筠词+呈现
出与象征主义诗作契合的现代审美症候%其艺术
世界由此逸出传统边界而洋溢着现代性意味& 当
然%温庭筠与波德莱尔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后者着迷于表现美与丑-天使与魔鬼的对立%自然
的是邪恶的%人为的则是美好的.前者并不关心美
与恶%其意象创造出一个美丽奢华却本质空无的
世界& 在这一点上%温庭筠词与马拉美的诗歌相
似) 两者均有敏锐的感觉性%并且倾向于使生活
化为静止%成为反映现实的梦境&

二$ (花间集)译介中的结构对等与词体形式

在福瑟克看来%花间词的结构形式别有意味%
词体形式与内容有一定关联%直接影响词作的内
容与美感的生成& 基于对'花间集(现代性审美
特质的深刻体认和充分诠释%福瑟克认为花间词
体是一种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在译介中应重视
花间词体的现代审美特质& 为此%她积极探索译介
'花间集(的不同方法%"在我翻译的这部'花间集(
里%我试图赋予不同词作的结构形式以一定的意
义& '花间集(的重点不在于其表达的内容%而在
于其在特定诗学技巧范围内的表达方式3664可
以理解%中文与英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要从
结构上转译原文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花间
集(这样的作品来说%结构形式十分重要%特别是要
翻译其全部作品时尤其如此#*1@?7Q (+&

一般说来%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往往
采用自由诗体形式& 在福瑟克看来%虽然这种方
法在大部分情况下很合适%"但是%采用自由诗体
翻译'花间集(却无法显示出词的形式的重要意
义#*1@?7Q _+& 然而%要完全将中文词作的结构
转译成英文%几乎不可能实现& 为此%她积极探索
出"结构对等翻译法#%既可以通过译文见出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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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形式%保证同一首词牌的译文在结构样式
上相同%又尽力保证词汇语义与风格的准确&
"我试图采用一种从视觉上可以区分不同词牌的
词体样式& 同一首词或同一作者用同一词牌写的
一系列词%其原文每行汉字字数相等的句子在译
成英文时在长度上也是相等的&#*1@?7Q _+福瑟
克希望%通过空间结构安排使译文与原文一样获
得一种诗学意义%从形式上区分不同词牌的结构
形式& 这样%不同词牌的形式差异可以更清楚地
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不过%译文并非与原文在样
式上完全对应%因为词作与译文在字数上无法完
全对等%在语义上无法等值翻译& 试看温庭筠的
'女冠子(*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 鬓如蝉%寒
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 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
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福瑟克的译文形式工
巧%结构匀称%表述含蓄%颇有东方神秘之美感)

Z7?78H7B L7;@9EM87?98;:>7B ?0:<7M \(^
U78);B7B 0;Q7P@NM;H7:</)?/)987B?;>B
L<@7?M \"^
U786;:8M;.:.;B;h?J:>I?M \$^
U78*;B76;:8N:>M;8:NN<7/);@9@0>
J;978- \_^
5678/<<7B .@89;:>M;?:<Q7> 0:?9/);+@87-

\_^

U78L87;?9?6:>7? ?>/JPJ6:97 :> 967
0:88/8- \_^
40/>I967 0;I:.;<9877?)8/>9:>I 967
9/J78M \_^
A67I:H7?;07??;I79/;</H7<E);:8EI:8<M

\_^
G79967:00/89;<./07?//>} \$^$

福瑟克在英文译文后面用括号标示出原文的

汉字数%原文字句相等的句子转译成英文后在长度
上保持相等& 比如%原文中%上片的 (-_ 句与下片
的 "-`-#句均是 _个字%第 $ 句与第 ] 句均为三个
字.译文中%相应位置的语句长度仍然相同%形式基
本相同.(字句与 " 字句的译文与原文在空间结构
上保持相应平衡& 更为难得的是%福瑟克不仅注意
使同一首词作译文与原文保持结构一致%而且同一
作者的同一词牌之译文在结构形态上也保持一致&

比如%对温庭筠的另一首结构相同的'女冠子(*霞
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 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
下绣帷& 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 早晚乘鸾去%
莫相遗+%福瑟克在译文结构形式上尽量保持对等)

=</@B?/)6;:8);<<9/678./<<;8- \(^
U78);:8E<:Q7);.7:?;??>/J:> 967I:<9
0:88/8- \"^
U78B7<:.;97L8/J?N;:>97BM \$^
A678;:?7?678B;:>9E);> 9/6:B7678);.7M

\_^
4>B L<@?6:>I<E </J78? 967 L8/.;B7
.@89;:>?- \_^

G/>I?67<//Q?)/86:0 )8/0 967*;B7
9/J78M \_^
G796:0>/9./07<;979/967)</J78I8/99/-

\_^
[H7>9@;<<E 67 J:<< <7;H7M 8:B:>I ;
N6/7>:DM \_^
C;E67>/9)/8I79678967>}\_'^ \$^

就译介特点而言%结构对等翻译法兼顾译文
的结构形式-语义传递与意象风格%体现出鲜明的
形式倾向与创译特色& 这对译者的原义理解-结
构形式-文体意识-翻译能力-文化背景等诸多方
面提出了极大挑战) 既要注意准确传达原文的意
思与风格%又应兼顾同一词牌的结构形式& 如何
在结构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

衡%而不至于顾此失彼或相互矛盾$ 福瑟克的翻
译意图是提示英语读者重视中国古典词的结构形

式%并不以追求每一首词结构的严整对饬为目的&
"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揭示词人是在严格的结构
形式内进行创作的& 空间形式并不是要-也不可
能是汉语原文的复制或完全拷贝& 它只是一种手
段%而非目的%仅仅用于提示读者词体形式的重
要& 此种样式有助于揭示花间词人力图掌握不同
结构形式的方式%正如揭示交织于词牌内外的相
同主题与形象一样&# *1@?7Q ]+因此%不同作者
同一词牌词作的译文%尽管在整体结构形式上极
为相似%但实际在长度上仍然有所差异& 值得注
意的是%福瑟克没有采取逐字翻译法%并未追求原
文字数与译文字数的简单对等& 这也为她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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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创造的空间%得以在追求词体空间形式的
同时保证原作意义情感的传递&

三$ (花间集)译介中的意象布局与动词序列

基于对'花间集(现代审美症候的体察%福瑟
克在翻译花间词时%有意呈现原文本结构形式与主
题之间的隐秘关联%试图译介出原文结构布局蕴涵
的唯美倾向的诗学意义& 因此%在花间词译文中%
她关注经由细节意象的精心布局而呈现的主旨深

意%重视结构布局和动词序列包蕴的主题意义& 这
种以词体形式为中心的译介诗学%比较鲜明地折射
出福瑟克对花间词人工技艺的细察与重视%温庭筠
词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温庭筠词大量留白%其
艺术的本质便是隐藏& 其艺术技巧是表层的%不可
否认有时其精于雕琢的表层词句分散了人们对其

内容的注意& 但是%温词精微的暗示性使得他可以
含蓄地表达言外之意&#*1@?7Q &" &`+

在'菩萨蛮( *宝函钿雀金鸂鶒+中%译者指
出%"金发夹#*I/<B7> 6;:8N:>+本没有特别涵义%但
当其与"吴山#意象并置时%则暗示女孩被奢华空
间所囚禁和困住%犹如被发夹固定着的鸟*鸂鶒+
一样& 一种独特的勾连内在方位与外在空间的蒙
太奇关系由此形成& 从视觉上看%这首词具有简
约至极的零度美感*)8/+7> L7;@9E+%但全词并非完
全静止不动%而是意象之间相继过渡-不断跳跃%
形成一种接连不断的视觉运动& "金鸂鶒#与"吴
山#暗示女主人公的空间所属%属于空间意象.
"杨柳#和"春雨#暗示时间发展变化%属于时间意
象& 自然界时空中的事物发生变化*如杨柳发
芽,,,"9@8> 9/?:<Q#1$]2+%但人类世界并未随着
自然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人的行动被悬置*如音
讯阻断,,,";<<>7J?:?L8/Q7> /))#1$]2+& 然而%
生命不会永远保持静止%当下所有的美丽都会局
限于时空之内%消失于历史之中& 福瑟克认为)
"本词的主题-空间的运动与情感的生成不是通
过逻辑的叙述%也不是通过含蓄的个人象征手法%
而是通过意象之间特定的位置来揭示的&#
*1@?7Q &"+可见%福瑟克认为温庭筠词巧于布
局%精于构思%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别具文本内
涵-视觉效果与思想深意%与全词的意义阐释密切
相关& 正是基于对词作的现代审美阐释%福瑟克
在译文本中有意识地突出词作结构布局-意象排

列等形式技艺蕴含的主旨&
不仅如此%福瑟克还重视动词序列对主题意

义生成的重要作用& 在词作译介中%她认为动词
对意象与主题之间的生成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对
'菩萨蛮(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
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 当年还自惜%往事那堪
忆$ 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一词%福瑟克的翻
译简洁干净又不失审美韵味与意境)

5670//> 8:?7?/> 6:I6M?6:>:>I:> 967?QE
;90:B>:I69- \̀^
K9:?k@:79:> 967?.877>?M96787:?>//>7
9/9;<Q 9/- \̀^
K> 967B77N 87.7??7?M:>.7>?7?9:<<<:>I78?-

\_^
4??67?<77N?M?67J7;8?;98;.7/)0;Q7P
@N- \_^

G/>I;I/?6767<B 678)</J78:>IL7;@9E
B7;8M \_^
O@96/J.;> ?677>B@87070/8:7?/)967
N;?9~ \_^
567)</J78?J:9678M;>B 9670//><:I69
);B7?- \_^
X>B78967k@:<9??67)77<?967./<B /)
B;J>-\('^ \_^

为了更好地分析福瑟克的译文特点%揭示其
翻译方法与主题诠释之间的关联%不妨比较福瑟
克-白思达%

与罗吉伟
&
的同首词作译文& 福瑟克

在译文中采用了八个实义动词%即"8:?7?-<:>I78?-
J7;8?-67<B-7>B@87-J:9678-);B7?-)77<?#.白思达采
用了四个实义动词%即" 6;?87;.67B-L7;8-);<<7>-
Q>/J?#.罗吉伟则采用了六个实义动词%即
"98;:<7B-<7)9-.678:?6-L7;8-);B7?-)77<#& 从动词形
态来看%福瑟克与白思达基本采用现在时%罗吉伟
上片采用过去时%下片采用现在时引语& 为表达
月正中天之意%福瑟克采用"8:?7?/> 6:I6#%白思
达用"6;?87;.67B 967+7>:96#%罗吉伟没有使用动
词& 福瑟克选择的动词及时态与其对该词的理解
密切相关& 在译文本中%福瑟克重视动词的选择
与排列%有意在前后句动词对照中生成主旨& 她
之所以用"8:?7#*升+这个明显具有向上动作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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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是为了与后面的"J:9678?# *花枯萎+-");B7?#
*月明残+形成对照关系& 事实上%原文并无枯萎
*J:9678?+一词之意%但福瑟克为了强化原文中自
然物象与女主人情绪的对照关系%在揣摩原句含
义基础上添加了"J:9678?#一词& 午夜当空的月亮
*8:?:>I0//>+达到其最高点%意味着衰落将到来%
"皓月#与静悄悄无人语的"重帘#两个意象并置%
暗示事情正倾向于悲伤的结局& 第三句"麝烟
长#之"长#%福瑟克用"<:>I78?#一词来表达%不仅
十分形象地描绘出麝烟之形态%而且与下句的
"J7;8#一词存有呼应%显出译者炼字用功之深&
"<:>I78?#与"J7;8?#都有想要留住-不愿离去之
义%译者用两个动词暗示曾经的欢愉残留于徘徊
的麝烟与淡妆里& 然而%欢愉很快就将与残花
*J:9678:>I)</J78?+和残月*);B:>I0//>+一起消
散& 下片中%福瑟克用"67<B#一词表示"自惜#%比
罗吉伟用".678:?6#要好%因为"67<B#一词更暗示女
主人的矜持与含蓄%".678:?6#在程度上稍过了些&
在末句中%福瑟克用 ")77<#一词来翻译原文的
"知#%略好于白思达用动词"Q>/J#% ")77<#更强调
女主人的心理感知体验%与全词的意境风格吻合&

总体而言%全词采用现在时态不仅与原文意思
相符%而且更能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达到哀伤之情
与衰败之景互相暗示的艺术效果& 福瑟克意识到
温庭筠善于通过意象并置等人工技艺来映射人物

心灵世界%在译文中力图呈现温词精于选词炼字%
构思精细巧妙%重视文本结构对照与意义对应的特
点%而读者也易于体察其译文形式结构中呈现的主
旨深意& 可见%福瑟克对'花间集(现代审美特质的
阐释%直接影响其译介诗学以及花间词的译文面貌&

四$ (花间集)译介中的文本变异与价值评判

福瑟克之所以采用结构对等翻译法%既因为
她重视中国古代诗词的空间排列形式%体悟到空
间美感本身具有诗学意义%更与她对'花间集(的
现代性阐释密切相关& '花间集(译文序言与术
语阐释%都显示出福瑟克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卓
越的理解力-对'花间集(现代性特质的深刻揭
示& 她认为%花间词的结构与主题之间构成了一
种艺术张力%影响了花间词风格的形成.翻译应该
努力揭示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构对等翻译
法正有助于此& "此种译法也揭示出%原文精炼

的结构使其与主题之间形成一种重要的张力%以
使词作传递的深沉-热烈情感不至于泛滥%而是维
持一种平衡-一种可控制的范围内& 正是这种间
离效果形成了'花间集(词某种典雅-庄重的风
格%使其不致过分感伤&#*1@?7Q ]+

福瑟克的结构对等翻译法带给西方读者视觉

上的审美冲击%有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重视词体
结构形式& 不过%这种译法的形式规范%也影响福
瑟克对原文的翻译& 有时为了形成结构上的对称
与照应%她不得不增添-删减个别词语& 比如%对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词中的"弄妆梳洗
迟#%作者译为"A</J<EM9;8B:<EM?67I79?87;BE)/8
967B;E#*$`+& 显然%作者采用的是意译法%将具
体动作行为抽象化%未译"梳洗#两字之意& 欲完
全精准传递原文意思%似应译为"A</J<EM9;8B:<EM
?670;Q7?@N ;>B )87?67>?@N#%但如此一来%又与
上句无法形成结构对等& 再如%对'菩萨蛮( *宝
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 杨柳又如丝%驿
桥春雨时&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
枝%此情谁得知$+%福瑟克将其译为)

C;>B;8:> B@.Q?;9/N ;I/<B 6;:8N:> B:N
/H78967N:<</J- \̀^
4L/H7967;</7PJ//B 6;<<M3@ C/@>9;:>
?770?9/L7*;B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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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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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译文中%译者添加了不少原文没有的动词%
如"B:N-?6@9-./H78-?N8;E#& 其原因有二) 其一%
词作中含有大量意象并置的句子%直接转换为英
文不符合英文语法%必须得添加动词.其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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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译文结构与原文保持对等%译者不得已而为之&
最为明显的是最后一句%为了与上句保持结构对
等%作者添加了原文没有的意义"刚刚#**@?9>/J+&
这种做法会部分改变原文意思与内涵的容量& "驿
桥春雨时#应是主人公由窗外杨柳发芽而联想到%
当年与"他#驿桥别离时正是春雨时分%此时春天
又至%而他音讯仍无& 这样%上片与下片之间形成
一种关联与过渡& 译文添加"6;H7?6@9#之后%使回
忆中的场景成为现实中的情景%与下文的"音信
断#*;<<>7J?:?L8/Q7> /))+形成一种呼应%由此或
使读者误解为是春雨隔断驿桥%使得"他#的来信
不能传递给"她#%这显然与原文的意思有所区别&
原文中%在一年年的等待与一次次的失望中%女主
人公遭受心灵的痛楚%多年未收到他的音讯%表达
的是她痛苦绝望的心情%春天如此温暖美好%而她
的心境却如冬日般萧飒寒冷& 相比之下%译文暗示
她只是由于暂时春雨隔断驿桥%收不到他的音讯而
已.文末添加"*@?9>/J#一词%表明她哀伤的情感并
不是一种常态%只是某时某刻的一瞬而已& 由此%
该词连同上文一起弱化了女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与

心境%降低了全词哀伤的情感浓度与深度&
对福瑟克的结构对等翻译法%英语世界肯定

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折中者亦有之& 魏世德
*V/6> 5:096E3:D97B+认为%虽然原文诗句的空间
结构具有意义%但在英文诗歌中%诗行字数形成的
空间意义不大)"罗伊斯!福瑟克的翻译从视觉
上讲%其长度的确接近%但是在英文中,,,其诗行
字数的空间相对来说毫无意义&# *3:D97B &"$
&"(+在他看来%福瑟克可能过分夸大了翻译中词
体形式结构的意义%并且这种方式有某种误导倾
向& 第一%"起初%中国人是用耳朵听这些词作被
演唱%一旦其出版%就像所有的古典诗歌一样%他
们并不是以独立的诗行进行视觉上的排列#
*3:D97B &"(+& 第二%福瑟克的翻译法会使她为
了形成特定的字数空间%改变原文的意思)"同样
的原因%意译与省略也会频繁发生& 并且最不幸
的是%当读者遇到令人怀疑的译文时%常无法知道
是福瑟克误解了词意%还是她仅将这种方法作为
使译 文 符 合 其 视 觉 策 略 的 权 宜 之 计&#
*3:D97B &"(+就翻译效果而言%魏世德分析得也
不无道理& 不过%虽然唐宋词是用来听的%但对于
文人士大夫来说%词在演唱过程中会自动转换为
视觉结构%结构形式是文人十分重视的一个层面%

不然%很多词牌的上下片就不必严整对称了&
总体来看%虽然福瑟克在译文中会增添或删

减字词%但其译文比较忠实原文%选词用语流畅妥
贴%意象境界丰满悠远& 不必说这种重视结构形
式的译文%即使其他采用自由体形式翻译的译作%
亦存在增减字词的现象& 这或许是跨语际诗歌译
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能因少数字句未能完全遵
从原文%而否定译者探索翻译模式的努力与创新&

五$ 现代审美症候与对等译介诗学的内在
关联

!!在跨文化语境和跨语际实践中%'花间集(中
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密切关

联& 二者主要表现为本体阐释*本体论+与译介
方法*方法论+的关系) 前者强力规训后者的方法
选择%并通过后者得到比较明晰的呈现.后者则直
接影响前者的跨语际呈现%是基于前者特质的个
性化选择& 没有对'花间集(普遍内涵的现代阐
释%没有对艺术自律和人工技艺的发掘认同%福瑟
克难以创建并实践结构对等译介诗学%难以在诗
歌翻译中彰显文体结构-意象布局和动词序列等
形式技艺的重要性& 反之%没有对'花间集(对等
译介的诗学建构%没有对文体结构和意象空间等
形式技艺的自觉审美%福瑟克很难在跨语际实践
中总结并提炼'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 结构
对等译介诗学以关注译文本与原文本互动张力的

间性方式%既强调源自西欧的内源性现代审美的
合法性-自足性和普遍性%又注重作为他者镜像的
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美-形式美和异质美%巧妙回
应现代性理念与民族性价值的悖论张力& 从比较
诗学角度而言%这有效呈现出'花间集(蕴含的由
外向内转变-注重个人体验和个体价值的深层诗
学特质%透露出不同民族视域下文学发展的趋同
性和不同文化语境中诗学规律的一致性倾向& 从
阐释范式角度而言%福瑟克以西释中的阐发原则
和以西学为圭臬的阐释方法%部分脱离'花间集(
的历史语境-伦理规范和诗学范式%未免让人产生
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之嫌& 不过%福瑟克注重中国
词作的结构特质%回归花间词的形式美学%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以西释中的强势规训和诗学焦虑&
这不仅折射出现代化价值观和民族性诉求的相遇

共存而形成的张力状态%而且呈现出西方强势话语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对东方弱势话语的他者凝视-理论霸权和阐释维度
*诸如有效阐释与无效阐释-客观阐释与主观阐释-
适度阐释与过度阐释-合理阐释与强制阐释+&

按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 * 4>96/>E
a:BB7>?+的观点%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生活方式和
思想理念%现代性既带来时空维度的分离延展-社
会体系的脱域重构-社会关系的裂变再组%也带来
机械复制美学对人工技艺美学-商业消费美学对
手工制造美学-同质化审美对个人化审美的无情
碾压*吉登斯 &(+& 就此而言%福瑟克的'花间
集(现代审美阐释%既内生于现代学术体制和现
代学术知识%是现代西方学术阐释东方他者的主
流范式%即淡化民族特色和区域特征%扩展人文诉
求和普遍价值.也内嵌于民族文学的跨文化旅行
与跨语际阐释%是东方异质文学因素进入西方话
语的共同表征%即脱离固有的历史语境和民族特
色%激活自身的类型属性和共同特质& 在边缘与
中心的意义阐释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互
动中%英语世界的主流话语强力规约并塑形边缘
话语%而边缘话语在文本旅行中认同并借鉴主流
话语的视角模式-方法路径与思想话语& 进而%由
于二者的视域融合-意义趋同和思想共识%主流话
语与边缘话语在渗透融汇与吸引趋同中%渐而生
成超越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的世界文学的新面

向-新维度-新形态.由于二者的视角错位-理念歧
义和观点相向%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在冲突碰撞
与反思调整中%在文明冲突与价值错位的罅隙中
逐渐展现文学世界性与话语世界性的新可能-新
向度-新趋向& 如此一来%福瑟克的'花间集(对
等译介诗学%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结构和古典形
式美学的私人化致敬%也是对现代性审美趋同浪
潮的个人化反抗%显示出区域文学与世界文学-主
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相遇而生的可能性形态& '花
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结构对等译介诗学之
间%表现出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彰显的张力互动关
系%可谓当代美国汉学注重科学理性与理论方法的
典型症候& 事实上%当代美国汉学以科学理性原则
为基础%强调语言技能习得与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结
合%学科专业分工与跨学科研究结合*顾钧 &'(+.
"充分借鉴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美国汉学不
同于欧洲传统汉学的特色& 西方的新兴理论%也影
响到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张万民 &"#+&

从词体结构与音韵形式来看%随着北美中国

古典词学的兴起和兴盛%英语世界译者逐步重视
词*5+h@ N/798E+的文类属性和本体价值%并且探析
新的翻译模式和译介方法%以求再现词体形式与
音韵特点& 刘若愚*V;07?V-Y-G:@+采用逐字对
译法*J/8BP)/8PJ/8B 98;>?<;9:/>+与平仄标注法结合
的形式翻译词作) 先用中文写出每首词%然后对
每个字用中古音标注%每个字下面以英文逐字对
译%然后用与原文长度大致相当-符合英文规范的
诗句翻译出来%有时亦讲求韵律%但不以再现原文
韵律为旨归%最后再对词进行平仄标注%必要时对
字词进行注释说明& 唐安石*V/6> 4-5@8>78MA-
V-+采用韵体诗进行翻译%重视词句的韵律%充分
调动英文头韵-尾韵-行中韵等手段%以期翻译出
原文的韵律美& 科沃克与麦克休*=-U-iJ/.Q �
j:>.7>9C.U@I6+则采用模拟原文的译法%希望英
语世界读者能感受到原文的句法结构-语义节奏
与意象风格等特点.凡此种种%诸如此类& 以上译
介方法各有特色与胜场%各有诉求与优劣%各有价
值与效果%值得分别关注并细致分析%不宜全部褒
奖或全盘否定& 比较而言%福瑟克的结构对等翻
译法%意在通过译文窥见原词的结构形式%多采用
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由此%抒情描写显得节制有
度%形成含蓄委婉-含而不露的译文风格& 因此%
由于译者的诠释理念和译介方法各异%同一首词
的译文风格和译文面貌或迥然不同%或彼此差异&

无论是处于强势地位还是弱势状态%无论是
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无论是采用忠实性
方法还是创造性叛逆%受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社
会历史-译者素养等综合因素的制约%英语世界总
会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选择性接受和

主体性过滤%由此形成典型的跨文化变异-主体性
误读与延异性阐发& 在这一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交
流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译文会出现语义丢失-增
殖-偏移-延宕-误读等多种情状%在西方现代知识
生产体制中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华文化传统一道%
以东方他者的镜像方式在知识层面上发挥辅助性

的资源价值%以沉默凝固的属下身份在实践功能上
发挥补充性的话语作用%进而参与到英语世界的文
学发展和文化图谱中& "传统的汉学研究在西方学
院的大环境里%从来只是一个很小的边缘学科%虽
然也有不少专家%取得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那是
一个专门而又专门的学术领域%与西方文学和文化
研究的主流毕竟有相当距离&#*张隆溪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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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

是带有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或"中国研究#%也
"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杨念群 %]'+%其功用仍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
务于现实需要#*顾钧 &'$,&'(+%在西方现代学科
体系和知识生产体制中仍是边缘学科& 在跨语际
实践和跨文化译介中%原语诗歌脱离传统文化母
体%经由译者的创造性实践与读者的集体性塑造%
进入新的诗歌传统-新的文学图谱和新的文化场域
中%由此生成为一种基于原作又有别于原作的新文
本形态%一种依附于原作又作用于原作的变异文本
形态%一种介乎原作与新作之间的间性文本形态&

结9语

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传播过程中%美国汉学
家福瑟克翻译的'花间集(具有不可忽视的阐释
价值和诗学启示& 就阐释角度而言%福瑟克从普
遍审美意识和现代性理念出发%对中国花间词予
以现代性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为它具有现实超
越性-文本自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主题
多义性等特点%契合并遥指 &] 世纪晚近西方兴起
的现代审美症候& 就译介诗学而言%福瑟克从跨
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出发%重视词人对词作的
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关注词体形式的诗学维度
及其与主题之间的关联%采用词体结构对等翻译
法%赋予古典词体结构形式以审美意义和诗学价
值& 本质而言%'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
克的对等译介诗学%植根于西方主体性与现代价
值观的"自我想象#与"中国想象#%呈现出文明的
空间差异与时间差距悖反的观念表征%可视为现
代性价值与民族性诉求之间张力互动的变异呈

现& 因此%在文本的旅行和意义的阐释中%中国古
典诗词的跨语际译介既要关注以词句内涵与语义

摆渡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也应注重以知识谱系与话
语生成为核心的文化场域& 跨语际文学译介不仅
仅是不同语言之间语义摆渡和等值译介的符号性

架构%是身体-知识和权力纠葛角逐的虚拟性场域%
也是政治潜意识和时代主流话语的叙事性表征%更
是历史书写-记忆解构与欲望掩映的镜像化载体&
总之%'花间词(的现代审美症候与对等译介诗学%
既是跨语际文本旅行的典型实践范例%也是跨文化
意义阐释的具体方法表征%鲜明呈现出民族性特色
与世界性身份之间的多重关联与多维向度& 这或

许是福瑟克译'花间集(在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接
受时%留给我们的规律性启示和思想性启发&

注释%C0#%)&

# '风信集(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具有断代性质的词作英
译本%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共 `] 首%其中宋代词作有 "' 余
首& 从收录词作数量来看%该文集中译作排名前三位的
是辛弃疾*九首+-陆游*六首+与姜夔*五首+%其次为李
煜*四首+-周邦彦*四首+-欧阳修*三首+%再次是柳永-
晏殊-李清照-韦庄-秦观各入选两首词作%最后是苏轼-
温庭筠-张先-晏几道-黄庭坚-周邦彦-朱敦儒-辛弃疾-
刘克庄-蒋捷各入选一首词作& 参见 =;>B<:>M=<;8;C-
Y/@>I-3"*W*'%15 @#$523'%$,1%(#.$ .604$: C8$%,(8
<.*/,b98'#7,%$5 0.$:,-G/>B/>RV/6> C@88;EM&]$$& 亦
可参见涂慧) '1风信集2) 中国古典词作的英译路标(%
'中华读书报(%'%' 年 & 月 &_ 日第 '&# 版&
$ 参见 &/.$: ("*-1.+*',b3"*W4%B7"#*$ 7"#-58;>-LE
G/:?1@?7Q-W7JY/8QR=/<@0L:;X>:H78?:9EF87??M&]#%M(]
_'& 本文相关英译文均出自该书%后文随文注明页码%不
再一一说明&
% 白思达的 '菩萨蛮( 译文如下) -#E*<.*/,(.("*
j0('%$:*',#$ 0%#$(O,!.#6G34$*\Fh@P?;0;> R̂4L8:<<:;>9
0//> 6;?*@?9>/J87;.67B 967+7>:96 /)967>:I69-nO76:>B
967</J787B L<:>B ;<<h??9:<<M>//>79/?;E;J/8B-nA7.<@B7B
96787;0:B N78N79@;<:>.7>?7nA67I/7?9/L7B :> 678?;07/<B
.;87<7??0;Q7P@N-nA@)):.:7>9;87678?/88/J?/)96:?E7;8Pn
U/J./@<B ?67L7;89/96:>Q ;L/@9967N;?9~n1</J78?<:7);<<7>
;?9670//><:I69N;<7?Mn4>B @>B78678k@:<9?67Q>/J?967
.6:<</)B;J>-\O:8.6 $$` 白̂思达*a<7> 3:<<:;0O;D978%
&]&(,!+于 &](`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
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于 &](]-&]_% 年分别获文学硕
士-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1花间集2研究(*W4%B
7"#*$ 7"#b0.$:,.63*$(" !*$(4'8!"#$%f&0(458.6("*-#',(
3̂O4 &$(".1.:8M&]_% 年+& 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他完
成'1钦定词谱2书目提要(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
&]_& 年第 &( 卷+%发表论文'论词律起源( *a<7> 3:<<:;0
O;D978-cC798:.;<d8:I:>?/)9675+h@-eW%'E%'5 N.4'$%1.6
&,#%(#70(45#*,&"M&\&]_$ R̂&'# &(_-+%其后编成'1钦定
词谱2引得( *a<7> 3:<<:;0O;D978-L$5*I(.("*L/?*'#%1
=*:#,(*'.63̂O4 <.*('8- =;0L8:BI7R U;8H;8B X>:H78?:9E
F87??M&]_"-+%被誉为北美词学研究的开创者& 白思达对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词学方面&
& 罗吉伟的'菩萨蛮(译文如下) <4,% /%$ \9J7<)96 /)
)/@8977> R̂O8:I690//> /)<;?97H7MnV@?9;90:B>:I69SnT/@L<7
.@89;:>?J787?9:<<Mn>//>7?N/Q7-nK> ;?7.<@B7B N<;.7M;
0@?Q :>.7>?798;:<7BSnGE:>IB/J>M?67<7)9/> ;96:> <;E78/)
N/JB78-ncK?9:<<.678:?6 967E7;8I/>7LEMnO@9.;>h9L7;89/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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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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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冰) '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探析,,,以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汉学研究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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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燕卜逊) '朦胧的七种类型(%周邦宪-王作虹-邓
鹏译&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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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 合
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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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 南京) 译林
出版社%%''' 年&

ba:BB7>?M4>96/>E-3"*!.$,*;4*$7*,.6H.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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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钧)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国外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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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启华!张惠民)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南京) 江苏教
育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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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马拉美) '关于文学的发展(%'西方文论选*下
卷+(%伍蠡甫主编&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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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3!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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