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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埃兹拉 ？ 庞德是美 国著名 的意 象派诗人 。 除创作外 ，
他还翻译 了 大

量 中 国 的 古典诗歌 ，
特别是

“

诗仙
”

李 白 的诗歌 。 他所翻译的 古典

诗歌受到后人褒贬不一的评论 。 本文就庞德所译李 白 的 《送友人》

与原诗的意象进行比较 ，
分析译诗与原诗意象的异 同 。

关键词 ： 庞德
； 《送友人》 ；

意 象比较

埃兹拉 ． 庞德 （
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
１ ８８５

－

１ ９７２
） 是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 ，

是
“

对现代诗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
”［

１
］

。 他的诗学理论对现代英美诗歌的发

展有重大的影响 。 早期他通过对意象派诗的支持 ， 对传统诗学进行了强烈的

评判和改进 。 １９ １２ 年 ， 庞德及同伴提出 了意象诗歌的三大特点 ： 第一 ， 意

象派要求诗歌直接传达出饱含情感的意象 ， 不要对所说的加以评论。 庞德将

意象诗定义为
“
一瞬间呈现出 的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

”［
２

］

。 第二 ， 意象诗的

语言简洁直白 ， 没有多余的修饰词 ， 反对卖弄文采 ， 诗歌短小精焊 ， 并且思

维有明显的跳跃性 。 第三 ， 意象诗非常注重词与词 、 句与句的节奏感和韵律

意义的统一 ； 将意象思维和音乐性的诗歌联系起来 ， 共同传递诗人的情感宣

泄 。

［
３
］

这三个观点 以及后来提出 的其他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英美的现代派诗

歌 ； 他的影响及推荐帮助成就了后来的英美文学大师罗伯特 ？ 弗罗斯特

（
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ｏｓｔ

，

１ ８７４
－

１９６３
） 、 戴维 ． 赫伯 特 ？ 劳伦斯 （

Ｄａｖ ｉｄＨｅｒｂ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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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１ ８８５
－

１ ９３０
） 、 詹姆斯 ． 乔伊斯 （ ＪａｍｅｓＪｏｙｃｅ ，１ ８８２

－

１９４ １
） 及

托马斯 ？ 艾略特 （
ＴｈｏｍａｓＥｌ ｉｏｔ

，
１ ８８８

－

１ ９６５
） 等 。

除了受到本国诗歌创作及文化的影响 ， 庞德还对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化情

有独钟 ， 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 中国的表意文化和古典诗歌的创作理论 。

他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是传播意象的媒介 。

［
４

］

同时他还致力于中 国古诗 、 儒

家哲学及 日本戏剧的翻译 ， 并在英美文学界掀起喜爱东方文学 、 哲学的高

潮 ， 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宣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

主要有 １９ １ ５ 年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 《华夏集》 （
Ｃａ认ａｙ ） 。

１９４５ 年 ， 庞德

翻译孔子的著作 ， 并写 出 《诗章 》 第 ７ １ 

—

８４ 章 ， 即 《 比萨诗章 》 （
Ｔｈｅ

／Ｗ Ｃ＿
） ０ 庞德十分推崇中国文化 ， 在他的 《诗章 》 中有 １２ 篇是以 中

国为题材的 ， 曾翻译了 《诗经》 《大学》 《论语 》 《 中庸》 等中 国著作 ； 还

有李白的 《河上商人的妻子 ：

一封信》 （ 由 《长干行》 改写而成 ） 、 汉武帝

的 《刘彻》 （ 由 《落叶哀婵曲 》 改写而成 ） 、 班婕妤的 《题扇诗 ， 给她的帝

王》 （ 由 《怨歌行》 改写而成 ） 等一系列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作品 。 这一系列

翻译作品受到广泛的关注 ， 但同时也引来了批评 ， 特别是中国文化在近年来

的快速传播 。 其重要原因是庞德本人并不懂中文 ， 他所获得的是二手
“

中

国古典诗歌
”

， 是经过别人对诗歌理解所做笔记和理解 ， 再加上 自 己 的想象

和他所遵循的庞德式的意象主义原则 ， 这样一来难免会使译文在意象上和原

诗有出入 ， 所以庞德的诗歌翻译的准确性及意境是否得到真实的传达都是历

来专家和学者热论的议题之一 。

本文选取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 《送友人》
一诗 ， 来了解原文诗歌的意

象和译文意象的异同 。 原文及译文如下 ：

送友人

（唐 ） 李 白

青 山 横北郭 ， 白水绕东城 。

此地一为 别 ， 孤蓬万里征 。

浮云游子意 ， 落 日 故人情 。

挥手 自 兹去 ， 萧萧班马 鸣 。

［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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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ｋｉｎ
ｇ
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
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
，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ｉｎ
ｇ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
 ；

Ｈｅｒｅｗｅｍｕｓ ｔｍａｋ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
ｏｏｕｔ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ｍｉｌｅｓｏｆｄｅａｄ

ｇ
ｒａｓｓ ．

Ｍｉｎｄｌｉｋｅａ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

，

Ｓｕｎｓｅｔｌｉｋｅｔｈｅ
ｐａ

ｒｔｉｎ
ｇｏ

ｆｏｌｄａｃｑｕａ
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Ｗｈｏｂｏ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
ｐ
ｅｄｈａｎｄｓ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ｓｎｅｉｇｈ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

ａｓｗｅａｒｅｄｅｐａ
ｒｔｉｎ

ｇ
” ］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是如何表达的 。

“

意象是中 国

古典诗词中一个独特的概念 ，
通常指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作的包容主

体思绪意蕴的艺术形象 。

”
［
７

］

诗歌中的景并不单纯是 自然之景 ， 而是经诗人

思想感情加工过的思维之景 ， 每一物都包含了特殊的感情 。 意象通过文字的

音形意赋予物体特定的含义 ， 然后以物来烘托诗人的感情 。 意象的传达有很

多种 ， 但是总的规则是要言简意赅 。 在古诗中一般的意象传达是有固定的表

达的 。

“

柳
”

传达离别的惆怅之情 ， 如李商隐的 《柳枝五首 》 《赠柳 》 ；

“

月
”

表达思乡之情 ， 如李白的 《静夜思 》 。 李 白 的这首 《送友人》 属于典

型的送别诗 ， 这首诗豪放悲壮之情和离别时依依不舍之情交融在一起 ， 不属

于无病呻吟的类型 ， 别有一番风味 。

［
８

］

庞德的这一首译诗 Ｔａｋ 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收录在 １ ９ １５ 年出版的 《华夏

集》 （
ＣｍＡａｙ ） 四首离别诗中 。 原诗是一首五言律诗 ， 律诗格律严密 ， 诗句

字数整齐划一。 而庞德在翻译这首诗时 ， 采用的都是无韵 自 由体 。 自 由体诗

的特点是不拘泥于外在的韵律和音节 ， 诗体不受任何框式的束缚 ， 段、 行和

字数都不固定 ， 让人有行云流水的感觉 ， 思想可以得到 自 由发挥 。

（

一

） 色彩词的变化

我们暂且不考虑庞德本人对中国意象诗歌及其文化有多深的了解 ， 单就

这首诗的前两行来说 ， 庞德基本遵循了一一对应的翻译法则 。 如
“

青山
”

对应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

北郭
”

对应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
，

“

白水
”

对应Ｗｈ ｉｔｅ

？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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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ｖｅｒ
，

“

东城
”

用 ｔｈｅｍ 代替 ， 以避免重复 。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庞德给原诗

做的改动 。 首先是颜色词语的变化 ， 原诗中描写山用的颜色词是
“

青
”

， 按

理说应该用 Ｇｒｅｅｎ 来形容山 的颜色 ， 但是庞德却用 了Ｂｌｕｅ 来描绘山色
［
９

］

。

庞德在翻译这首诗时 ， 他的思维里会去建构这么一幅离别的画面 ， 作为一个

旁观者 ， 他以远视角来观察离别场景 ， 而在远处观察山色 ， 雾蒙蒙的山色很

可能呈现出蓝色 ， 这在中国古典画作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 。 同时他也受到西

方色彩文化的影响 ， 蓝色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时常是
“

忧郁
”

的代名词 ， 离

别是让人忧伤的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渲染了忧郁的心情 。 译者独具匠心的选词

加深了这一意象的忧伤感 ， 可以说是妙笔生花 。

（
二

） 动词的变化

原诗中
“

横
”

和
“

绕
”

是两个对应的动词 ， 而在译诗中选用 了
“

ｔｏ
”

对应动词
“

横
”

， 动词词组
“

ｗｉｎｄａｂｏｕｔ

”

对应动词
“

绕
”

， 虽然没有达到一

一对应 ， 但是依然没有伤害原文中静中有动 、 动中有静的意境 。 我们还要注

意到庞德独具匠心之处 ， 第一句话 ， 他用的是省略的 ｔｏｄｏ 形式 ；
而第二句

话则采用了省略的动词－

ｉｎｇ 形式 。 避免了重复拖沓 ， 变得趣味横生 。

（三 ） 代词及形容词的变化

以下的几句 ， 译文做了较大的改动 ， 除了在句中添加了原文没有直接出

现的主语 Ｗｅ 以更加符合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之外 ，
还将孤独的蓬草改为

“

ｄｅａｄ
ｇ

ｒａｓｓ

”

。 原文中
“

孤蓬
”

比喻孤身远征的朋友 ， 易随风飞转 ， 脱离根

本 ， 古人常以转蓬喻漂泊流浪。 庞德在此用
“

ｄｅａｄ
”

来形容离开家的人就

如离开了 自 己 的根 ， 没有了根 ， 也就意味着死亡 ， 草因死而枯黄 ， 可以想象

万里不绝的枯黄的蓬草是多么大的瞬间视觉冲击 ， 同时也给离家的人增添了

一份庞式惆怅 。

（ 四 ） 介词变化

下一诗句
“

浮云游子意 ， 落 日故人情
”

。 李白把情和景联系起来 ， 将情

寄予景物之中 ，
以景抒情 ， 情景交融 。 译文中庞德用两个

“

ｌｉｋｅ
”

将景和情

结合在一起 ， 难免有生硬之嫌 。 用了
“

ｌｉｋｅ
”
一词使读者想象的空间缩小了 ，

译者将意象传递给读者 ， 不是让读者 自 己去建构画面 ， 不太符合中国古典诗

歌的习惯 。

？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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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意象图画的改变

译文中庞德没有直接将
“

意
”

和
“

情
”

表达出来 ， 而是利用物来表达

情 。 他将意象中他认为多余的字去掉 ， 用
“

浮云
”

和
“

落 日
”

作为一个整

体意象就可以表达情了 。 这一点他遵循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规则 ， 如马致远

的 《天净沙 ？ 秋思 》 。

最后两句尾联潇洒 自然 ， 余味无穷 。 朋友挥手告别 ， 友人身影渐渐远

去 ， 但那坐骑似谙人性 ， 萧萧长鸣之声将离别的场景及情绪拉长 。 虽然友人

走了 ， 但是他们之间 的情谊是不会变 的 。 在译文 中庞德将
“

挥手
”

变为
“

ｃｌａｓｐｅｄｈａｎｄｓ
”

。 这一点的准确性还有待商榷 ， 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

响 。 庞德在此只体现了分手时的动作
“

ｎｅｉ
ｇｈ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

”

， 而没有将
“

萧

萧班马鸣
”

，
马撕鸣的悲怆声更好地表达出来 。 也就是说 ， 他只译 出 了动

作 ， 而没有将声音同时传递出来 ， 给人的感官刺激还存在欠缺处 。 这几句可

以参考许渊冲的译文 ：

“

Ｗａｖｉｎｇｙｏｕｒｈａｎｄ ， ｙｏｕｇｏｙｏｕｒｗａｙ ；Ｏｕｒｓｔｅｅｄｓｓｔｉｌｌ

ｎｅｉ
ｇ
ｈ Ａｄｉｅｕ

，
ａｄｉｅｕ

！

’ ”

（六 ） 题目 的误译

我们再来看看对题 目 的翻译
“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 这首诗的背景

是李白送友人崔宗子离开 ， 是送人走 ， 而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ｖｅｏｆ是作者要离开朋友

远行
［

１ １
］

， 庞德在理解上是有误的 。 可以参照华兹生 （
ＢｕｒｔｏｎＷａｔｓｏｎ

） 翻译

的
＂

Ｓｅｅｉｎ
ｇｏ

ｆ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〇

庞德作为西方意象诗歌大师 ， 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 虽然他所译的

诗歌不是首首都尽如人意 ， 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文化功底和翻译的高超

创造性 。 这也许就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最好见证 。

注释 ：

［
１

］ＣｈａｎｇＹａｏｘｉｎ ，Ａ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

＊１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ｉａｎ

ｊ
ｉｎ

：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５５ ．

［
２

］ 黄晋凯 、 张秉真 、 杨恒达主编 ， 《象征主义 ？ 意象派 》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

社 ，
１９９８

， 第１３ １页。

［
３

］ 黄晋凯 、 张秉真、 杨恒达主编 ， 《象征主义 ？ 意象派 》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

■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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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１ ９９８

， 第１ ３ １页 。

［
４

］Ｆｅｔｅｒ
＇

Ｗｉｈｏｎ
，
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ｔ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１０ １ ．

［
５

］ 葛景春编 ， 《李白诗选》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５

， 第 ３４０ 页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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