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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 、 两种文化的 不 同特点 ， 两种语言在相互转换翻

译的过程 中受到很多 限制 ，
尤其是两种文化 中 包含大量本文化意 象

的诗词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很 多 障碍 。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 中 需要审

慎地对待原文化中的文化信息 ， 对文化缺省信息采用相应的 文化补

偿策略进行调整 。 在诗词翻译时 ，
文化补偿更应该注意原作者的意

境。 本文仅以李清照诗词 的翻译为 例 ，
对李清照诗词翻译 中 的 文化

缺省现象和文化补偿策略的运用略作讨论 。

关键词 ： 诗词翻译 ；
文化缺省 ；

文化补偿

一

、 跨文化翻译和文化缺省现象

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 ， 它既是一个跨文化交

际活动 ， 又是一个建构异质文化的过程 。 它的主要 目 的是促进本语言社会的

政治 、 经济 、 文化进步 ， 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中的逻辑映

象或艺术映象 ， 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 在诗歌翻译

中 ， 要想完好地把其中的艺术映象 ， 即文化意象 ， 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

不能回避的障碍之一就是文化缺省 。

所谓文化缺省 ， 是指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对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

背景知识的省略 。 缺省的成分虽然不在话语中出现 ， 但被特定的语境激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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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接受者的记忆之中 ， 于是话语中的实际语义真空就会由接受者记忆中的

文化知识而获得填充 ， 接受者便能获得连贯的语义理解 。 但在涉及翻译时 ，

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因为共有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会引起语义真空或语义疑

团 ， 这就必然损 害原文 的语用 目 的和修辞效果 ， 因此要进行相应的文化

补偿 。

二 、 文化补偿策略

从语篇的角度看 ， 语篇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语篇连贯网络中的一个节

点 ， 任何一个节点上出现意义真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连贯的中断 ， 从而

两个表达方式之间 以及它们同上下文中其他语义单位之间的语义关系就无法

连贯起来 。 如果译者将这两个表达方式的语义缺省给读者一个交代 ， 将两者

联系起来 ， 那么读者就能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起连贯 ， 对语篇作进一步的理解

和欣赏 。 然而 ， 将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补偿却并不容易 。 鲁迅先生曾说 ，

凡是翻译 ， 必须兼顾着两面 ，

一当然力求其易解 ，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

另一个就是翻译时常用的归化补偿策略 ，

一个异化补偿策略 。

（

一

） 归化补偿策略

归化论认为 ， 译文应该人乡随俗 。 傅雷曾经提出过
“

神似论
”

［
１
］

， 钱钟

书也提出过
“

化境说 。 归化补偿策略将补充信息纳人译文读者的文化范

畴 ， 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功能对等的同时 ， 更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思维。

１ ． 文化意象替换法

文化意象在一个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在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的过程中时可能

会淡化或消失 。 译者常用的一个策略就是文化意象转换法 ， 即用译语文化中

的文化意象替换原语意象 。 如 《春残》 ：

春残何事苦思 乡 ，

病 里梳头恨最长 。

梁燕语 多终 日 在 ，

蔷薇风细一帘香 。

ｍ

Ｓｐｒｉｎ
ｇ

ｆａｄｅｓ ．Ｗｈ
ｙ

ｓｈｏｕｌｄＩｓｕｆｆｅｒｓｏｍｕｃｈｆｒｏｍｈｏｍｅｓ ｉｃｋ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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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ｕ

ｍｅｏｆｒｏｓｅｓ ？

⑷

译文用 ｒｏｓｅ 来翻译
“

蔷薇
”

， 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有些怪异
＇

， 但是为了

让西方读者同样感受到词人所描写的娇美芳香的可爱花儿给病中人所带来的

清新愉悦 ， 将
“

蔷薇
”

换成
“

ｎ＞ｓｅ
”

， 既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 ， 也符合
“

等

效论
”

的
“

忠实传达
”

。

在李清照词中 ， 大量叠声词的使用使李清照的词显得尤为优美。 在翻译

中 ， 除了极个别译者采用音译的方法外 ， 大多数是采用相应的拟声词 。 译者

用英文中的一些带有
“

声音象征
”

发音的词来替换李清照词中 的叠声词 ，

虽然在意境表达方面的效果有所减弱 ， 但也是很好的替换补偿策略之一 。 如

《声声慢》 ：

“

寻寻觅觅 ， 冷冷清清 ， 凄凄惨惨戚戚 。

”［
５

］

（
１

）Ｓｏｄｉｍ
，ｓｏｄａｒｋ

ｆ

Ｓｏｄｅｎｓｅ
，ｓｏｄｕｌｌ

，

Ｓｏｄａｍｐ ，
ｓｏｄａｎｋ

，ｓｏｄｅａｄ ！

〔 ６ ］

（林语堂 ）

（
２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ｇ

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ｇ ，ｓｅｅｋｉｎ

ｇ
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

ｓｏｃｈｉｌｌ
，ｓｏｃｌｅａｒ ，

ｄｒｅａｒ
ｙ ，

ａｎｄｄｉｓｍａｌ
，

ａｎｄｆｏｒｌｏｒｎ ． （ Ｓｔｅｐｈｅ
ｎＯｗｅｎ

）

（ ３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ｅｋ ．Ｓｅｅｋ ．

Ｃｏｌｄ ．Ｃｏｌｄ ．Ｃｌｅａｒ．Ｃｌｅａｒ ．

Ｓｏｒｒｏｗ．Ｓｏｒｒｏｗ．Ｐａｉｎ．Ｐａｉｎ〗
８

］

（王红公 ）

三种译文 ，

一种是中国译者所作 ， 另两种是外国译者所作 。 林语堂先生

用了 ７ 个 ｄ 开头的词语 ， 很有气势 ， 但词中那种空虚的意境却不复存在。 两

个外国译者的翻译注意了形式上的对等 ， 却无法兼顾原文的美感和意义 。 叠

声词的翻译 ， 在李清照诗词翻译中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２ ． 文化意象改编法

在李清照诗词的翻译中 ， 为了使译文更符合译人语文化 ， 除了文化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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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换 ， 还有很多译者对文化意象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 。 如 《怨王孙 》 ：

“

湖上风来波浩渺 ， 秋 已 暮 ， 红稀香少。 水光 山 色与人亲 ， 说不尽 ， 无

穷好 。

”
［
９

］

Ｗｉｎｄｃｏｍ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ｋｅ ．

Ｔｈｅｗａｖｅｓｓ
ｐ
ｒｅａｄｆａｒａｎｄｗｉｄｅ ．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ｕｔｕｍｎｉｓｅｎｄｉｎｇ

．

Ｔｈｅｒｅｄｌｏｔｕｓｂｌｏｓｓｏｍｓａｒｅｆｅｗ ．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ａ
ｇ
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ｓ

ｐａ
ｒｓｅ ．

Ａｌｌｍｅｎｌ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ｎｅｖｅｒｓｔｏｐ
ｔａｌｋｉｎ

ｇ
ｏｆｔｈｅｉｒｂｅａｕｔ

ｙ
．

原文的
“

水光山色与人亲 ， 说不尽 ， 无穷好
”

赞美的是客观的 自然景

观 ， 以及天与人相融合的美好情趣 ， 但是译作对描写风光的这两个意象进行

了典型的西化处理 。 译作以西方
“

主客分离
”

的视角进行了翻译 ，

“

人们都

欣赏和热爱也水 ， 并不断夸赞它们的美丽
”

。

又如 《小重山 》 ：

“

二年三度负东君。 归来也 ， 著意过今春 。

”
［

１ １
］

王红公

所译的是 ：

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ｗｏ
ｙ
ｅａｒｓ

Ｍｙ
ｌｏｒｄｈａｓ

ｇ
ｏｎｅａｗａｙ

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 ．

Ｔｏｄａｙ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ｓ ．

Ａｎｄｍｙｊ
ｏｙ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
ｐ
ｒｉｎ

ｇ
．

［
１２

３

在这里 ， 女词人本来是想说这几年都没过好春天 ， 现在回来了 ，

一定要

好好度过这个春天的美好时光 ， 可是译者把最后一句直接改成了
“

我的喜

悦已经远远超过了春天
”

。

再看 《鹧鸪天》 ：

“

莫负东篱菊蕊黄 。

”
［
１３

］

王红公译作 ：

Ｉｒｅｆｕｓｅｔｏｂｅｂｕｒｄｅ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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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ｃｈｒ
ｙ
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ｗａｌｌ 

［⑷

在这里 ，

“

负
”

本来是
“

辜负 ， 错过
”

的意思 ， 却被错译成了
“

负

担
， ’

。

在这两例译文中 ， 译者再创了李清照充满想象的词之光辉 ， 译文也常常

因为语言的优美被当作英文创作来评论 ， 而不仅仅是译文 。

３ ． 文化意象舍弃法

文化意象的舍弃有不同的原因 ： 有时候文化差异太大 ， 将文化意象勉强

翻译出来也很难达到效果 ； 有时候舍弃一个意象对全文的意思影响不大 ， 但

翻译出来却会显得累赘而影响理解的连贯 。 这种情况下的文化意象舍弃并不

意味着对原文的不忠实 。 如 《声声慢 》 ：

“

梧桐更兼细雨 ， 到黄 昏 ， 点点

滴滴 。

”［
１ ５

］

Ａｎｄ
，ａｓ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ｓｆａｌｌ

Ｕｐｏ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ｓ
，ｓｐ

ａｒｓｅｒａｉｎ－ｄｒｏ
ｐ
ｓｄｒｉ

ｐ

［
１６

］

译者将
“

梧桐
”

省略 ， 仅仅翻译了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ｓ
， 少去了给西方读者解

释为什么译者在这里要用到这样一个西方诗歌中少见的树木的烦恼 ，
而在后

面加以解释 ， 既兼顾了行文的流畅 ， 又介绍 了词人所用到的文化背景。 当

然 ， 如果一定要说损失的话 ，

“

梧桐
”“

细雨
”

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含有一定 ．

的凄美之意 ， 但因为
“

梧桐
”

在翻译上的省略 ， 词的感情效度降低了 。

再看纳克 （
Ｋｗｏｃｋ

） 和麦科夫 （
ＭｃＨｕｇｈ ） 所译的 《武陵春》 。 《武陵

春》 ：

“

闻说双溪春 尚 好 ， 也拟泛轻舟 。 只恐双溪舴艋舟 ， 载不动许

多愁 。

”［
１７

］

ＡｔＴｗ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ｙｓａｙ

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ｓｔｉｌｌ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Ｉｔｏｏ

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
ｇ
ｏｒｏｗｉｎ

ｇ
ｉｎａｌｉ

ｇ
ｈｔｂｏａｔ

ｂｕｔＩ

，

ｍａ＆ａｉｄ

ｔｈａｔｌｉｔｔｌｅｂｏａｔｏｎＴｗ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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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ｃａｎｙ

ｓｏｍｕｃｈｓｏｒｒｏｗ
ｔ

ｌ ８
］

纳克和麦科夫认为 ， 词译者是原词作者忠实的仆人 ， 任何游离于原词的

翻译都是不当的 。 在这首词的翻译中 ， 可以看出译者 已经尽量忠实地传达原

文每一个字 、 词的意义 。 连
“

双溪
”

这样的地名 ， 也采用 了音译法 ， 译作

了
“

Ｔｗ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

。 但是
“

蚱蜢舟
”

的
“

蚱蜢
”

， 被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舍弃

了 。 但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 ，
又有多少人会觉得 ｇｒａｓｓ

ｈｏｐｐｅｒｂｏａｔ

比 ｌ ｉｔｔｌｅｂｏａｔ 更贴切呢 ？ 如果真的译作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ｂｏａｔ 而不做详细说明 ， 恐

怕大多数人会被这个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的 ｇ
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ｂｏａｔ 弄糊涂 ； 而如

果对 ｇｒａｓｓ
ｈｏｐｐｅｒｂｏａｔ 加 以详细说明 ， 又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 因为

“

蚱蜢
”

这里只是词人做的一个形象比喻 ， 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所以 ， 舍弃这个意

象 ， 反而是忠实于全文整体的一个上佳选择 。 并且 ， 在李清照词的翻译中 ，

人名地名常常音译 ， 花鸟虫鱼常常被舍弃的翻译方法是非常多见的 。

（
二

） 异化补偿策略

异化论认为 ， 译文应
“

刻意在 目 的语的文本 中 ， 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

出原文之
‘

异
’ ”

。 鲁迅也主张
“

宁信而不顺
”

，

“

保持原作的丰姿
”

。 异化补

偿尊重原作的文化信息 ， 其常用的策略有音译加注法 ， 直译加注法和释义

法 。 音译加注法和直译加注法的使用较为简单 ， 在李清照诗词的翻译中 ， 为

了减低译人语读者的阅读负担 ， 释义法是比较多的手法之一。

《乌江》 是李清照的名篇 ， 对
“

至今思项羽 ， 不肯过江东
”

［
１ ９

］

， 中外译

者有很多种译法 ， 但对
“

项羽
”

的翻译大多采用了释义法 。 如 ：

（
１
）ＩｃａｎｎｏｔｔｅｌｌｈｏｗｍｕｃｈｗｅｍｉｓｓＨｓ ｉａｎ

ｇ
Ｙｕ

Ｗｈｏ
ｐ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ｄｅａｔｈｔｏ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Ｅａｓ ｔ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
２０

Ｊ

（
２

）Ｘｉａｎｇ
Ｙｕ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ｏｒｉｓ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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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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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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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ｌｌ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ａｆａｉｌｕｒｅ
１
－

２２
１

在这些译文中 ， 对原来诗词中难以理解的人名 ， 巧妙地加以解释 ， 再嵌

．

人原文 ， 既填补了原文的文化缺省信息 ， 再现了原文的文化意象 ， 又无唐突

之痕迹 ， 自然天成 。

三 、 结语

对诗词能否翻译 ， 向来各执己见 ， 但是 ， 无可否认的是 ， 中西方诗歌在

表达人类感情和诗歌意境的创造性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 ， 这也成为中西方诗

歌可以互译的一个理论依据 。 因此李清照的词不但是可以翻译的 ， 而且是很

有必要翻译的 。 李清照一生的人生经历丰富而耀眼 ， 她的词既有夫妻之间的

甜蜜愉快 ， 生活中的富足闲适 ， 也有被冷落的愁思暗恨 ， 国难之中的忧国怀

乡等等 ， 所有这一切 ， 都需要通过译者来实现。 译者的作用因此非常重要 ，

不可替代 。 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都会直接影响

到译入语读者对李清照 ， 对她的词 ，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 欣赏和吸收 。 无论

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 ， 尽量忠实的国内译者 ， 还是模拟汉语诗歌的结构

和意境 ， 努力保留异族文化特色的西方译者 ， 还是想两者兼顾的华裔译者 ，

无论他们的语言 、 文化、 民族思维存在怎样的差异 ， 无论他们打算采用什么

样的文化补偿策略 ， 都应注意 ， 李清照词的翻译都应以李清照词为出发点 ，

传达女词人婉约细腻的情感 ， 让译人语读者在文字以外更多地感受诗词的意

境 ， 让读者感受到词人李清照的精神世界 。 忠实于李清照诗词的意境 ， 应该

是决定采用何种文化补偿策略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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