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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宏印（1953-2019），笔名朱墨，是我国著名

中外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专家、资深翻译家。他一生

潜心于翻译理论研究，为我国译论体系的建设和研

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集学者、导师、翻译家、作

家四种身份于一身，融研究、教学、翻译、创作于

一体。（陈大亮、陈婉玉，2021）作为全国较早开

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学者，他是民族典籍翻译研

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在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

成果丰硕。其中，诗歌翻译是王宏印从事的主要翻

译活动之一。其诗歌翻译活动最早源起于对英语诗

歌的翻译，后开始专注于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和古典

诗词的译介研究。在其几十年的诗歌翻译道路上，

王宏印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翻译主张并把这些主

张思想渗透到其所作的诸多文章和翻译实践当中。

《简论作为典籍翻译的中国诗歌》是王宏印为

杨成虎《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一书所作的序言。

在此序中，王宏印不仅对此书内容作了详细介评，

还在其中阐释了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翻译的几点认识。

他提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文化典籍，其翻译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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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并对此进行了具体阐释。本

文梳理其详细阐释和解说，探析王宏印对于中国古

典诗词的具体翻译思想。

一、文献与文学之辩

王宏印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

文化遗产和经典文献，其翻译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

的翻译。（王宏印， 2012）他认为，从文学角度上

看诗歌本身与其他文学作品没有什么不同；但是，

从文化角度上看，古典诗词作为文化典籍，其翻译

应该更加注重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把它

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保留并传达给读者。而这种

保留和传达并非机械、生硬的，而是灵活的、具有

创造性的。同时，他还认为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

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还应当保留其特有的文学性，

不应为了保留其文献色彩而去除文学特征。相反，

为了更好地传达效果，古典诗词翻译需要增添自身

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色彩。为此，王宏印指出中国古

典诗词的翻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创意和创译，可以

借鉴雷克斯罗斯的“融创于译”的翻译方法。

以《诗经》为例，王宏印认为《诗经》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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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源头文学的诗歌总集，虽然同《四书五经》一样

属于文献典籍，蕴含儒家伦理和核心价值观，但是

其翻译也应体现人文艺术色彩。同其对《诗品》今

译要求一样，他提出《诗经》的翻译也应“译为诗体，

要有诗味，兼顾哲理”并且虽不要求“一韵到底”，

也要押大体相同的韵以增强其文学表现力。（王宏印，

2007）

二、民族与世界之辩

王宏印认为，诗的翻译第一要义在于把握意象，

不可一味求其形似而忘却神似。中国古典诗词当中

就包含了众多中国文化要素和文学意象，而在翻译

时是否要保留这些文化意象是译界学者一直思考探

究的问题。对于译者来说，他们通常采用两种翻译

方法，要么是将这些中国文化要素尽量保留下来，

不随便舍去或简化，采取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要

么是引入译入语文化因素，将此文学意象转移进译

入语文学之中，采取套译的翻译策略。

对于该问题，王宏印认为是否翻译这些古典诗

词中的文化要素取决于其是否与诗意相关。例如，

在历史文献翻译中，为了保证历史叙述的准确性，

需保留中国历史年号，不能为了利于沟通将其转换

为公元年代，与世界历史时间的维度保持一致；而

在古典诗词中，倘若历代官制和官职与诗意没有太

大关系，则可以在翻译时淡化这些要素，突显诗歌

原有的诗意。同时，他还认为应当给诗歌译者一些

灵活的余地，不要对他们过于死板的限制。以“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倘若为了突出原诗

中“菊花”的文化意象，而不允许译入语文化的介入，

禁止将其译为英文里表达“菊花”的词汇，并且要

求句中“悠然”一词必须用一个词翻译出来，这样

的要求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另外，王宏印还在此序中提到了古典诗词的词

牌和曲牌是否要保留的问题。在古典诗词，特别是

宋词和元曲中，不仅有标题的设置还有词牌的设置。

就诗歌意义而言，标题更为重要，词牌曲牌仅为了

体现汉语诗词的形式。而在翻译时，将词牌曲牌的

含义完整表达十分困难，且过度追求其准确翻译还

会破坏译诗的结构美感，显得“叠床架屋”，有些

赘余。因此。王宏印认为曲牌和词牌的翻译不必拘

泥于原文。他提出，古典诗歌的词牌，几成累赘，

尾大不掉，不要过度看重，反而能够得到解脱，产

生意外的效果。（王宏印，2012）除了采用意译和

音译的译法来对词牌曲牌翻译，也可以在不影响诗

词意义的情况下，另起炉灶，不过分对其保留和翻译。

例如，海外一些译家所翻译的昆曲剧本就没有保留

原来的曲牌名，只翻译了演出的段落。

三、格律与自由之辩

朱光潜在其《谈美》一书中说道：“情感的

节奏见于脉搏、呼吸的节奏，脉搏、呼吸的节奏影

响语言的节奏。诗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所以它的节

奏也随情感的节奏于往复中见规律。”（朱光潜，

2018）的确，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犹如人之呼吸，在

一呼一吸间流淌出诗歌的情感。对于中国古典格律

诗词的翻译，有学者认为“一定要译成格律诗，因

为原文是格律诗”，而亦有专家认为“也可以允许

译成自由诗，甚至可以套用英语格律诗的形式来传

达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

王宏印则认为，对于中国古典格律诗词的翻

译，没有固定的格律类型和形式限制。因为对于

中国古典诗词在格律诗内部，既有严谨的格律诗，

也有松散的格律诗，而在格律诗之外，尚存在着

大量的自由诗。而对于译入语国家的诗歌也分有

严谨的格律派和开放的自由派（王宏印，2012）

他在另一篇为《<诗经>英译研究》所作序中亦提到，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如今不仅有古体诗仿作、

松散的格律诗和现代自由诗等形式，同时也有对古

典诗词的创造性翻译（王宏印，2007）因此，我们

既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格律诗，也没有

足够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自由诗。甚至为了翻译

中国古典诗词而创造采用一种新的形式也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

此外，对于古典诗词格律形式的翻译，王宏印

还认为有时为了诗歌内容的准确传达，可以舍弃对

诗歌形式的追求。曾经在谈到诗的可译和不可译时，

他说道：“诗之不可译者，形也，诗之可译者，神也。

由舍形而保神到力争形神兼备，甚至可以脱形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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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他认为，好的译诗应该努力寻求译入语可以

表达原语诗歌意象的最佳布置，使诗歌优美的辞藻

与生动的形象在全新的格局中同色生辉。（王宏印，

1996） 因此，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时，为了完整

地再现原诗意象，有时需要舍弃对于诗歌形式一致

的追求。以唐诗《金缕衣》的翻译为例，Fletcher 将

“花开堪折直须折”一句译为“When flowers are fit 

for culling, Then pluck them as you may.”。此句翻译

由于汉诗语言简洁凝练却含有相当大信息量的特点，

译者只能将一行改译为两行，改变了诗歌原有的形

式，但是此诗行中将“少女”比作“花”的隐含意

象被完整地保留传递了出来，因此，此译诗可以被

称为佳译。

四、古典与现代之辩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除了对格律形式的

探讨外，王宏印还提到了诗歌中所饱含的感情问题，

即“是否要以古译古”。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

具有典型的中国叙述和抒情方式，那么按照古典诗

歌的形式，表现古代人的情感，以保证内容和形式

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王宏印还借“古代

人的情感难道没有现代人的情感因素吗？”的问题

提出了“以今传古”的翻译手段。他在序言中指出

了两种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所蕴含情感的可能。一种

是原原本本译出古代人的情感，以再现中国文化的

历史情境，给现代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另一种则

是把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情感看作为一条连续的发展

纽带，使两者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使其在不知不

觉中转化为现代人的感情，以更好地引起现代读者

的情感共鸣。

五、国内与海外之辩

朱光潜曾言：“读诗就是再作诗，一首诗的生

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

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

就是生生不息的。”读者在诗歌的发展和传播中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使诗歌的生命得以延续和流传。

因此，在此序言中，王宏印除了讨论中国古典诗词

的翻译本身的问题还关注了读者受众问题。他说：“之

所以还要读译作，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个简单的原

因就是无法阅读原作 —— 或者因为语言问题 ——

或者因为书籍来源问题。”（王宏印，2009）因此，

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是针对海外

外语读者，以让他们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和形

式，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古典美、意境美和情感美。

但是，王宏印指出，这也并非意味着要给海外读者

一个“格律的、古典趣味的和古汉语印象的”译本。

他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中国古典诗

歌的外文翻译所面临的不同的命运。众所周知，不

少国内翻译家翻译的古典文学英译本，由于不了解

和不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也由于在国

际上发行渠道不畅通，对西方世界的文学影响甚微。

这和 20 世纪 30 年代外国人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并在

英美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王

宏印，2009）

因此，为了促进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对外传播，

王宏印认为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读者观，保持开放的

视野，打破对外国诗派的传统认知，了解海外读者

的阅读兴趣，为海外诗歌爱好者提供一场无与伦比

的文化盛宴。

结语

王宏印他拥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深邃的文学素

养，作为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在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本文从其所作之

序《简论作为典籍翻译的中国诗歌》中探析其中国

古典诗词翻译思想，并将其翻译理念通过对五组话

题的分辨 ——“文献与文学之辩”“民族与世界之

辩”“格律与自由之辩”“古典与现代之辩”和“国

内与海外之辩”加以阐释。从对这五组话题分辨的

分析中，我们得以看出，王宏印对于中国古典诗词

的翻译思想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作为文化典籍，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应

保留其历史文献色彩，同时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

以得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使译文更加具有较强的可

读性和吸引力；

第二，是否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文化要素取

决于其是否与诗意相关。不应为了过度强调这些文

化要素，而影响诗意的传达。并且为了减少海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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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译文的误解和误读，不应一味拒绝译入语文化

因素和文学意象的介入；

第三，对于中国古典格律诗词的翻译，没有固

定的格律类型和形式限制。译者可以选择严谨的格

律形式，也可以采用自由的现代诗形式，甚至可以

在原有诗歌形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式。但是无论

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可以影响诗词内容的表达。正

如姜白石所言：“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好

的译诗工在格律而妙则在其神髓风骨。

第四，对于诗歌所蕴含情感的翻译，可以“以

古译古”，再现历史语境，让读者对古代人的情感

有新的感受和认识，也可以“以今传古”，使古代

人和现代人的情感相互交流，相互贯通，将其转化

为现代人的感情，以得到现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增

加其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阅读兴趣；

第五，译者在翻译方法上不应局限于选择归化

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采取灵活的、富有创造性

的翻译策略，如雷克斯罗斯“融创于译”的翻译方

法。同时还应树立正确的读者观，保持开放的视野，

努力迎合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以推动中国古典诗

词翻译更好地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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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Wang Hongyin’s Translation Thoughts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from His Preface

Hou Yujia　Yan Haifeng

Abstract: Wang Hongyin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works. He has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literariness and aesthetic;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classic poetry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poetry;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can adopt the metrical poetic form, 

the modern poetic form as well as an innovative form; the translat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the Chinese 

classic poetr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both the classical form and the modern form; the translator can employ the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and also can adopt a cre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Wang Hongyin; Chinese classic poetry; translation thou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