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势 与取势
——庞德 《送友人》 译诗研究

射 丹 ６ １ ０ １０ １ＥＳ 川成者ＰＥＢ 川 师苽大学卟国语学院

摘 要 ： 庞德 《送友人》 译诗 以语势为 尚 ， 在音象 、 义象 、 形 象上取势 。 在

音象上频繁运用 头韵 、 无韵及辅韵 ， 富有音 乐 性
； 措词 注重音韵 ，

重音韵胜于语义 ； 大量运用 双元音 、 长元音 ， 节 奏平稳而舒缓 ；
频

繁运用 流音／ Ｉ／ 、 ／ｒ／
， 鼻音／ｍ／ 、 ／ｎ／ 、 ／Ｖ及摩擦音／ｓ／ 、 ／Ｖ

， 表现

缱绻情谊 ；
措词注重节奏 ， 甚至不惜牺牲语义 。 在义 象上将感情寓

于词语中 ， 含蓄蘊藉 ； 省略谓语 ，
打破焦点视语言 以谓语动词 为 中

心的 空 间 结构 ； 省略主语 、 物主代词 、 名词复数 ， 使 用现在时 ， 变

个人经验为普遍经验 ； 直接呈现意 象 ，
模仿汉诗五律的 ２

－

１

－

２ 结

构 ；
模仿汉诗的对仗结构 ， 甚至不 惜语义的增益和减损 。 在形 象上

注重意 象视象性 ；
注重具 象 ， 摒弃抽象 ； 创 造性翻译意 象 ；

动 态 、

静态意 象相映成趣 ，
注重动 态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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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埃德温 ？ 根茨勒 （
Ｅｄｗｉｎ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

１ ９５ １
－

） 指 出 ， 庞德 （
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

１ ８８５
－

１９７２
） 译学 观

“

建立在语势 观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上
”
 ［

１
］

。 何为语势观 ？ 根茨勒在 《当代翻译理论》

ｍｃｏｒｉｅ＊
） 中有这样的叙述 ：

“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 （
ｖｏｒｔｉｃ ｉｓｍ ）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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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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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庞德的翻译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
［

２
］“

庞德从早期意象主义到语

势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
ｈｅ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的转变同样受到他
‘

解读
’

中国象

形文字的影响 。

”
［

３
］

显然 ， 语势理论、 语势观就是漩涡主义 ， 语势就是漩涡

（
ｖｏｒｔｅｘ ）〇

１ ９ １５ 年 ４ 月 出版的 《神州集》 （
Ｃａ＾ｘｙ ） 是庞德在 １ ９ １４ 年转向漩涡主

义之后的译作 。

［
４

］有鉴于此 ， 本文拟从语势的角度研究 《神州集》 （ 以李 白

《送友人》 译诗
“

Ｔａｋ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５
］

为个案 ） ， 研究庞德在译诗中

的取势手段 。 庞德认为 ：

“

语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取势 。 音象

即词语在其普遍意义之外 、 之上 ， 还有音乐的性质 ， 且音乐引导意义的动态

与倾 向 。 形 象 （ ｐｈ／ｉｏｐｏｅｉａ
） ， 即 把 意 象 浇 铸 在 视 觉 想 象 上。 义 象

（
ｉｏｇ〇Ｐ〇ｅｉａ

） ，

‘

语词间智慧之舞
’

，
也就是说 ， 它不仅使用词语的直接意义 ，

还特别考虑词语的使用习惯和我们期待它所在的语境 ， 包括它的常用搭配 、

正常变化以及反语修辞 。 这种诗包含着那些语言表达所特有的 、 无法为造型

或音乐艺术所包含的美学内容 。 它出现得最晚 ， 也许是最巧妙 、 最不可捉摸

的形式 。

”
Ｗ
因此 ， 具体地说 ， 是从音象 、 形象及义象三方面研究译诗的取

势手段 。

霍姆斯 （ ＪａｍｅｓＳ ．Ｈｏｌｍｅｓ
，

１９２４
－

１ ９８６
） 在 《 翻译研究 的名 与实 》

（

“

ＴｈｅＮａｍ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

［
７

］—
文 中 将 翻 译 研究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分 为 纯研究 （ ｐ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和 应 用 研究

（
ａｐｐｌ 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 前者包括描述性研究 （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和理论研究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 ｉｅｓ ） 。 描述性研究又分为产品

研 究 （ ｐｒｏｄｕｃ 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 、 功 能 研 究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 过 程 研 究

（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
三类 。 本文属于描述性研究中的产品研究 ， 即对译作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 。 从音象 、 义象及形象三方面对原诗及译诗进行描述 ， 分析

庞德各种翻译手段背后的动机 ， 旨在洞悉庞德在翻译 《神州集》 时的翻译

思想 。

二 、 原诗音象 、 义象及形象取势

李白 《送友人》 这首五律诗是 自唐以来历代传颂不衰的诗歌精品 。 李

白长于歌行古风 ，
且工于律诗 ， 他的七律和五律更是浑然天成 。 《送友人》

乃李白五律中的上乘之作 。 应时 《李诗纬 》 卷三
“

太白五律之结构 ， 当推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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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第一 。

” ｗ
全诗气韵流走。 《唐宋诗醇》 卷七 ：

“

首联整齐 ， 承则流走而

下 ， 颈联劲健 ， 结有萧散之致 。 大匠运斤 ， 自成规矩 。

” ｗ
此诗在音象 、 义

象及形象上皆堪称佳制 。

（

一

） 音象取势

本诗以开 口小的齐齿呼 、 合 口 呼 、 撮 口呼为主 ， 共 ２４ 个 ， 占 ６０％
。 其

中齐齿呼 １５ 个 （青 、 此 、 地、

一

、 别 、 里 、 子、 意 、 日 、 情 、 自 、 茈 、 萧 、

萧 、 鸣 ） ， 合口 呼 ７ 个 （郭 、 水 、 孤 、 浮 、 落 、 故 、 挥 ） ， 撮 口 呼两个 （ 云 、

去 ） 。 开 口大的并 口 呼为 １ ６ 个 （ 山 、 横 、 北 、 白 、 绕 、 东 、 城 、 为 、
． 蓬 、

万 、 征 、 游 、 人 、 手、 班 、 马 ） ， 占 ４０％ 。 这说明该诗所表达的并不是很悲

伤的情感 ， 更多的是朋友离别时的依依不舍 。

律诗要求二、 四 、 六 、 八句押韵 ， 第一句可押可不押 。 这首诗中第一、

二 、 四 、 六 、 八句的韵脚为
“

郭
”

（
ｕｏ

） 、

“

城
”

（
ｅｎｇ ） 、

“

征
”

（ ｅｎｇ ） 、

“

情
”

（
ｉｎｇ ） 、

“

鸣
”

（
ｉｎｇ ） 。 很显然 ， 第一诗句未押韵 。 我们知道 ，

ｉｎ
ｇ 、

ｅｎｇ

属于中东韵
［

１°
］

， 因此本诗押中东韵 。 中东韵属于响亮级的宽韵 ， 适合表达

昂扬热烈或轻松明快的情绪 。

［
１ １

］

从以上
“

四呼
”

及韵辙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本诗并不是表达忧郁

低沉的情绪 ， 朋友之间的离别是在热情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 《唐诗鉴赏词

典》 这样评价道 ：

诗的 节奏 明 快 ， 感情真挚热诚而 又豁达乐观 ， 毫无缠绵 悱 恻 的哀伤情调 。 这正

是评家深为 赞 赏的李 白送别诗歌的特点 。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这样评价道 ：

其别 离之情虽然 笃 深 ，
但是并不 悲愁 ， 读起来略带一些惆 怅 的愜意和洒脱 的 快

感 。 这也许是主人公
“

少 年 不 知愁滋 味
”

， 也许是 主人公胸襟开 阔 、 意 气 向 上所

ｋ吧 ！

［
１ ３

］ ．

（
二

） 义象取势

“

送友人
”

， 是给朋友送行 （
ｓｅｅｏｆ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还是向朋友告别 （
ｔａｋｅ

？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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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对题 目 的理解是理解全诗的关键。 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李白诗选》

［
１４

］

、 《唐诗鉴赏辞典》

［
１５

］

、 《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
１ ６

］

等多数

鉴赏文字表明 ：

“

送友人
”

应理解为给朋友送行 。

但安旗先生主编的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

１７
］

及詹英先生主编的 《李 白

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
１ ８

］

则认为 ：

“

送友人
”

应理解为向朋友告别 。 安旗 《李

白全集编年注释》 ：

“

诗题疑为后人妄加 。 细玩诗意 ， 似非送友人 ， 应是别

友人 。

”［
１９

］

安旗 《李诗札记》 ：

“

诗中
‘

孤蓬
’

自喻 ， 句谓已将有千里之行 ；

‘

浮云
’

， 亦 自喻 ， 句谓己此行无定所 ；

‘

落 日
’

， 则喻为 己送行之
‘

故人
’

。

‘

故人
’

一词 ， 虽然 自称、 称人皆可 ， 但一般多称人。 据 日 人花房英树编

《李白歌诗索引 》
——李集中……用

‘

故人情
’

共三处 ，

……皆谓友人对己

之情谊 。

”
［

２〇
］

詹英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题解 ：

“

此诗创作时间 、 地点

无考 。

‘

浮云游子
’

当为作者 自指 ， 故此题似应为别友人之作 。

”
［

２ １
］

首联
“

青山横北郭 ， 白水绕东城
”

。 吴 昌祺 《删定唐诗解 》 卷十六 ：

“

起手亦开一径 。

”

王亮卫 《唐诗合解 》 卷七 ：

“

此叙别之地 ， 以为起也 。

”

丁谷云批 ：

“

妙在用景起 ， 陡接以别 ， 使人着情 。

”［
２２

］

额联
“

此地一为别 ， 孤蓬万里征
”

。 朱 （谏 ） 注 ：

“

孤蓬 ， 蓬草之无根

随风而飘转者 ， 喻游子也 。

”

曹植 《杂诗》 ：

“

转蓬离本根 ， 飘摇随长风 。

”

鲍照 《宪城赋》 ：

“

孤蓬 自振 ， 惊沙坐飞 。

”

王尧卫曰 ：

“‘

此地
’

紧承上二

句 ， 接法妙 。

”

又 曰 ：

“‘

万里征
’

与
‘

一为别
’

借对。

”
［
２３

］

颈联
“

浮云游子意 ， 落 日故人情
”

。 王 （ 琦 ） 注 ：

“

浮云一往而无迹 ，

故以 比游子之意 ； 落 日衔山而不遽去 ， 故 以 比故人情 。

”

王尧卫曰 ：

“

转句

叙别情

尾联
“

挥手 自兹去 ， 萧萧班马鸣
”

。

“

萧萧
”

句 ， 《诗 ？ 小雅 ？ 车攻 》 ：

“

萧萧马鸣 。

”

萧萧 ，
马鸣声 。 《左传 》 襄公十八年 ：

“

有班马之声 。

”

杜预

注 ：

“

班 ， 别也 。

”

王 （ 琦 ） 云 ：

“

主客之马将分道 ， 而萧萧长鸣 ， 亦若有离

群之感 ， 畜犹如此 ， 人何以堪 。

”

《李诗直解 》 ：

“

夜遁马不相见 ， 故作离别

声也 。

”

王壳卫曰 ：

“

以临别为合 。

”
［
２５

］

唐汝询 《唐诗解》 卷三三 ：

“

即分离之地而叙景以发端 ， 念行迈之遥而

计程以兴慨 。 游子之意 ， 飘若浮云 ， 故人之情 ， 独悲落 日 ， 行者无定 ， 居者

■难忘也 。 而挥手就道 ， 不复能留 ， 惟闻班马之声而 已 。 黯然消 （ 销 ） 魂之

思 ， 见于言外 。

”

《李诗直解》 ：

“

此送友人而言相别之情景也 。 言别之处青

山直横北郭 ； 别之时 ， 白水已绕东城 。 此地一为分别 ， 而孤蓬飘转 ， 为万里

？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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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征矣 。 故尔游子之意 ， 若浮云而易散 ； 我故人之情 ， 当落 日而倍切 。 自兹

挥手而去乎 ？ 萧萧班马乃作别离之声 ， 而有不忍舍之意焉 。 我于友人何如

哉 ？

”

王尧卫 《唐诗合解》 卷七 ：

“

前解叙送别之地 ， 后解送友之情 。

”
［
２６

］

（
三 ） 形象取势

这首诗中呈现了
“

青山
”“

白水
” “

孤蓬
” “

浮云
”“

落 日
” “

班马
”

等

意象 。

“

青翠的 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 ， 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而过 。

”

“

此地一别 ， 离人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 ， 到万里之外去了 。

” “

天空中一

抹白云 ， 随风飘浮 ， 象征着友人行踪不定 ， 任意东西 ； 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

阳徐徐而下 ， 似乎不忍遽然离开大地 ， 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 。

”

“

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 ， 频频致意 。 那两匹马仿佛懂得主人心情 ，
也不

愿脱离 同伴 ， 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 ， 似有无限深情 。 马犹如此 ， 人何

以堪 ！

”
［
２７

］

在汉诗中 ，

“

浮云
”“

落 日
” “

游子
” “

故人
”

均是
“

赠别类意象
”

［
２８

］

。

浮云意象是以浮云的漂泊不定比喻人的行踪无定。 又如 ，

“

仰视浮云驰 ， 奄

忽互相逾 。

”

（李陵 《与苏武诗》 ）

“

俯观江汉流 ， 仰视浮云翔。

”

（苏武 《诗

四首 》 ） 落 日意象是以落 日 的缓慢西下形容与友人的难舍难分 。 再如 ，

“

烟

草连天枫树齐 ， 岳 阳归路子规啼 。 春江万里 巴 陵戍 ， 落 日 看沈碧水西。

”

（ 《送人归岳阳 》 ） 此外 ， 在汉诗中 ， 水意象形容情感 。

“

思君意不穷 ， 长如

流水注 。

”

（何逊 《野夕答孙郎擢诗》 ）

“

思归若汾水 ， 无 日不悠悠 。

”

（李白

《太原早秋》 ）

“

问君能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

（李煜 《虞美

人》 ）

［別

三 、 译诗音象取势

译诗在音象上频繁运用头韵 、 元韵及辅韵 ， 富有音乐性 ； 措词注重音

韵 ， 重音韵胜于语义 ； 大量运用双元音 、 长元音 ， 节奏平稳而舒缓 ； 频繁运

用流音／！／ 、 々／ ， 鼻音／ｍ／ 、 ／ｎ／ 、 ／Ｖ及摩擦音／ａ／ 、 ／ｚ／
， 表现缱绻情谊 ；

措词注重节奏 ， 甚至不惜牺牲语义 。

（

一

） 频繁运用头韵 、 元韵及辅韵 ， 富有音乐性

首行 ，
ｎｏｒｔｈ 与 ｗａｌｌｓ 形成元韵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与下行的 ａｂｏｕｔ 形成元韵 。 第

？

５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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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 ，
ｗｈｉ ｔｅ 与 ｗｉｎｄ ｉｎ

ｇ 押头韵 、 元韵 。 第三行 ，
ｍｕｓｔ 与 ｍａｋｅ 形成头韵 ；

ｍａｋｅ 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形成元韵 。 第四诗行 ，
ｏｕｔ 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形成元韵 ；

ｔｈｒｏｕ
ｇ
ｈ

与ｔ
ｈｏｕｓａｎｄ

押头韵 ； ｇｏ与ｇ
ｒａｓｓ

押头韵 ；
ａｎｄ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ｄｅａｄ押辅韵 ；
ｍｉｌｅｓ

引 出 下行 的 ／ａｉ ／ Ｄ 第 五诗行 ，
ｍ ｉｎｄ 、

ｌｉｋｅ 、 ｗｉｄｅ 形 成元韵 ；
ｍｉｎｄ

、 ｗｉｄｅ
、

ｃｌｏｕｄ 形成辅韵 ， 像是对上句三个辅韵／ｄ／的呼应 。 第六诗行 ，

ｌｉｋｅ 同样押

／ａｉ ／韵 ， 与 ｍｉｌｅｓ
—前一后 ， 形成平衡 ； ｐａｒｔｉｎｇ 与上句 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押尾韵 ；
ｏｌｄ

与上两句的 ｇ
ｏ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及下句 的 ｏｖｅｒ 押元韵 。 第七诗句 ，

ｃｌａｓｐｅ
ｄ 与上句

ｐａｒｔｉｎｇ 形成元韵 。 第八诗句 ，
ｏｕｒ 与上句 ｂｏｗ 形成元韵 ；

ｏｕｒ 、 ｏｔｈｅｒ 与上句

的 ｏｖｅｒ 形 成尾韵 ；
ｎｅｉ

ｇ
ｈ 与前面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押元韵 ； 结句 ａｒｅ 与前面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ｃｌａｓｐｅｄ 形成元韵 ；
ｄｅｐａｒｔ

ｉｎ
ｇ 与 ｐａｒｔｉｎｇ 押尾韵 。 译诗富有音乐性 ，

声音和谐 ， 语势畅达。

（
二

） 措词注重音韵 ， 重音韵胜于语义

第一诗行 ， 译
“

郭
”

舍 去厄 内 斯特 ？ 费诺罗 萨 （ ＥｒｎｅｓｔＦｅｎｏｌｌｏｓａ
，

１ ８５３
－

１ ９０８
） 笔记

［
３０

］

中 的 ｃｉ ｔｙ
／ｓｕｂｕｒｂ 而变 ｗａｌｌｅｄ 为 ｗａｌｌ

， 旨在与前面的

ｎｏｒｔｈ 形成元韵 。

第二诗行 ， 译
“

绕
”

摒弃费氏的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 ／ ｆｌｏｗ 而用 ｗｉｎｄｉｎ
ｇ ， 原因在于

ｗｉｎｄｉｎ
ｇ 与前面的 ｗｈ ｉｔｅ 形成元韵 。 译

“

绕东城
“

增加介词 ａｂｏｕｔ
， 在于与上

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形成头韵 。

第三诗行 ， 译语气助词
“
一

”

未用费氏的 ｏｎｃｅ／ｈａｖｅｆｏｒｏｎｃｅｔｏ 而用

ｍｕｓｔ
， 译

“

为别
”

在费氏笔记中的 ｍａｋ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中选择前者 ，

就是为了让 ｍｕｓｔ 与 ｍａｋｅ 形成头韵 。

第四诗行 ， 译
“

（ 万里 ） 征
”

时在 ｇｏ 后面增加 ｏｕｔ 是为 了和后面的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及前面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ａｂｏｕｔ 形成元韵 。 另外 ， 我们还不难发现 ， 在

费氏笔记中 ，

“

万
”

用的是阿拉伯数字 １０〇〇〇
， 而庞德用英文单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其突出 ／ａｕ ／音的意图 已很明显了 。 元韵形成后凸显了 ／ａｕ ／音 ， 引 出下行的

ｃｌｏｕｄ 。 译
“

万
”

为何不用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万 ） 而用 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千 ） ？ 这是因

为庞德为 了 凸 显 ／ａｕ ／音 。 用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重音 自 然 落在 ｔｅｎ 上 而不是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而用 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重音是落在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上的 看来庞德对音韵的重

视已胜过了对意义的重视 。

第五诗行中出现了ｌｉｋｅ ， 将关系明确化了 。 我们先看一下叶维廉对原诗

句的解释 ：

？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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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行在造句 法上应该解作
“

浮云是游子意
”

（ 也就是
“

游子意 是浮云
”

） 还

是
“

浮云就像游子意
”

（ 也就是
“

游子 意就像浮云
”

） ？ 答案是 ： 它 既 可作这样解 ，

又 同 时不 可作这样解 。 我 们 都 会看 到 游 子 漂 游 的 生 活 （ 及 由 此 而 生 的 情 绪状 态 ）

和浮云 的 相似之处 。 但在造句 法上并没有把这种 相似之处指 出 ， 没有指 出 和没有解

释 的趣味 ，

一经插入
“

是
”

、

“

就像
”

等连接词 的话 ， 便会被完全破坏 。

庞德这里加人 ｌ ｉｋｅ 是一败笔 。 但庞德却是有其音韵动机的 。 査看费笔

记 ， 对这一诗行 的释义 中并没有 ｌ ｉｋｅ
—词 。 显然 ， 庞德用 ｌｉｋｅ 是为 了 和

ｍｉｎｄ 形成元韵 。 增加一个 ｌｉｋｅ 还不足 已 ， 在后面还增加一个 ｗｉｄｅ 。 这样 ，

这诗行就形成三个 ／ａｉ ／音的跳跃 ， 诗行富于旋律 。

第六诗行为了和第五诗行形成呼应 ， 同样也用了ｌ ｉｋｅ 。

第七诗行完全摒弃原诗句
“

挥手 自兹去
”

的语义 ， 用 了动词 ｂｏｗ
， 再一

次凸显了 ／ ａｕ ／音 ， 显示 了庞德对 ／〇〇 ／音的钟爱 ， 同时也表示 出他在措词时

是极其重视音韵的 ， 语义与音韵比起来已不重要了 。

第八诗句庞德一反名词前不用物主代词的习惯 ， 在 ｈｏｒｓｅｓ 前用上了〇Ｕｒ ，

再一次凸显了 ／ａｕ ／音 ， 彰显了庞德对音韵的重视 。 译
“

班马
”

用 了物主代

词而舍去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 同样是视音韵重于语义。

第九诗行是庞德增加的 ， 作为省掉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的补偿 ， 同时也是呼应

ｉｎｇ 〇在这 首诗 中 ，

ｉｎｇ就重 复 出 现 了４次 （
ｗｉｎｄ ｉｎｇ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 其中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是增加的 ，
ｗｉｎｄ ｉｎｇ是故意违犯英诗语法的 。

庞德在措词上注重音韵 ， 注重声音的共鸣 ， 注重在声音上增强语势 。

（ 三 ） 大量运用双元音 、 长元音 ， 节奏平稳而舒缓

庞德大量使用双元音 、 长元音 ， 节奏平稳而舒缓 。 前面已经谈到 ， 庞德

偏爱用双元音 ／ａｕ ／和 ／ａｉ ／音 ， 它们在译诗中均 出现了
７ 次之多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ａｂｏｕｔ 、 ｏｕｔ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ｃｌｏｕｄ 、 ｂｏｗ 、 ｏｕｒ
；ｗｈ ｉ ｔｅ 、 ｗｉｎｄｉｎ

ｇ 、 ｍｉｌｅｓ 、 ｍｉｎｄ 、

ｌｉｋｅ 、 ｗｉｄｅ
、

ｌ ｉｋｅ
） 。 另外 ，

／ａ：／ 音出现了
５次 （ ｇ

ｒａｓｓ 、 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ｃｌａｓｐｅｄ 、 ａｒｅ 、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
／ｅｉ ／音

４次 （
ｍａｋｅ 、 ｓ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ｑｕａ
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ｎｅｉｇ

ｈ
） 、

／ａｕ ／音

４
次 （ ｇ

ｏ 、 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

ｏｌｄ 、 ｏｖｅｒ
） 、

／ｕ ：／音
３次 （

ｂｌｕｅ 、 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ｗｈｏ
） 、

／〇：／音

３次 （
ｎｏｒｔｈ 、 ｗａｌｌｓ 、

ｈｏｒｓｅｓ
） ， 不一而足 。

以上双元音 、 长元音的重复 ， 形成了大量的元韵 ， 声音和谐 ， 增强了语

？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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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我们不难发现 ， 庞德喜欢用开 口 大的发音 响亮 的元音 ：
／ａ：／ 、

／ａｘ ／ 、

／ａｕ ／
、 ／ｅ ｉ ／ 。 特别是在

Ｗｈｏｂｏ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ｐｅ
ｄｈａｎｄｓ

—句中使用元音中最

响亮的 ／ａｕ ／最适合 ， 朋友间难舍难分的情谊在这里无论是语义上还是音韵

上都达到了最高潮 。 双元音 、 长元音的使用 ， 增大了音响 ， 增强了语势 ， 与

原诗使用开 口呼及中东韵等发音响亮的音韵有异 曲同工之妙 。 另外 ， 双元

音 、 长元音的使用同时也使节奏变得缓慢 ， 表现朋 友分别时 的依依不舍

之情 。

（ 四 ） 频繁运用流音／Ｉ／
、
／ｒ／

， 鼻音／ｍ／
、
／ｎ／ 、 ／

ｇ
／及摩擦音／ｓ／ 、

／ｚ／
，

表现缱绻情谊

译诗 流 音 丰 富 ， 出 现 ／ Ｉ／９次 （
ｂｌｕｅ 、 ｗａｌｌｓ 、

ｍｉ ｌｅｓ 、 ｌ ｉｋｅ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

ｃｌｏｕｄ 、 ｌｉｋｅ 、 ｏｌｄ 、 ｃｌａｓｐｅｄ ），／ｒ／ ６次 （
ｒｉｖｅｒ 、 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ｇｒａｓｓ 、 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ａｒｅ 、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 译诗鼻音也很丰 富 ， 出 现 ／ｍ／ ６次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ｔｈｅｍ
、
ｍｕｓｔ 、

ｍａｋｅ 、 ｍ ｉ ｌｅｓ 、 ｍｉｎｄ
） ，

／ｎ／ １ １次 （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 ｎｏｒｔｈ 、 ｗｉｎｄ

、
ａｎｄ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ｍｉｎｄ 、 ｓｕｎｓｅｔ 、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 ｈａｎｄ 、 ｄ 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ｎｅ ｉ
ｇ
ｈ

） ，
／
ｇ／ ４次 （

ｗｉｎｄｉｎ
ｇ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ｄｅｐａｒｔ
ｉｎｇ ） 。 可 以 看 出 ， 译 诗 流 音／ｌ／

、 ／ｒ／和 鼻 音／ｍ／ 、

／ｎ／ 、
／ｇ

／丰富 。 流音 、 鼻音较柔和
ｔ％

， 表达了朋友间 的缱绻情谊。 另外 ，

译诗还频繁使用 了 轻柔 的 摩擦音／ｓ／ 、
／ｚ／

， 分别 出 现 ７ 次 （
ｓｅｐａｒａｔ ｉｏｎ 、

ｇｒａｓｓ 、 ｓｕｎｓｅｔ 、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ｃ ｌａｓｐｅｄ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ｈｏｒｓｅｓ
） 、 ８次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ｗａｌｌｓ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ｍ ｉｌｅｓ 、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ｈａｎｄｓ 、

ｈｏｒｓｅｓ 、 ａｓ
） ， 增强 了译诗柔

和缠绵的感觉 ， 进
一步表现了朋友别离时的绵绵情谊。

（五 ） 措词注重节奏 ， 甚至不惜牺牲语义

庞德重视节奏 。 我们发现全诗以单双音节为主 ，
全译诗只有两个多音节

词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ｑｕａ

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 而且都在行末 ， 这符合尾重原则 。 句首 皆

以单音节或双音节词起句 。 庞德在翻译
“

班马
”

时 ， 省掉了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

，

而用 ｏｕｒ
， 在节奏上达到了平衡 。 殊不知 ，

“

班马
”

在汉诗中是一个文化意

象 。 可见 ， 为了节奏 ， 庞德宁愿牺牲语义。

译
“

浮云游子意
”

时 ， 将
“

游子
”

省掉 ， 将
“

意
”

（
ｍｉｎｄ

） 提前 ， 这

样就形成了ｍｉｎｄ 与 ｓｕｎｓｅｔ 在节奏上的呼应 。 为了节奏 ， 庞德不惜以损失语

义为代价 。 在庞德看来 ， 节奏比语义重要。

？

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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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译诗义象取势

译诗在义象上将感情寓于词语中 ， 含蓄蕴藉 ； 省略谓语 ， 打破焦点视语
－

言的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 ； 省略主语 、 物主代词 、 名词复数 ， 使用

现在时 ， 变个人经验为普遍经验 ； 直接呈现意象 ， 模仿汉诗五律的 ２
－

１
－

２

结构 ； 模仿汉诗的对仗结构 ， 甚至不惜语义的增益和减损 。

（

―

） 将感情寓于词语中 ， 含蓄蕴藉

庞德将题 目 《送友人》 译作
“

Ｔａｋｉｎ
ｇ
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

符合前面所述

安旗先生和詹英先生的解释。 庞德透过文字准确把握诗歌精髓的能力 由此可

见一斑。 但这却遭到了裘克安先生的批评 ：

“‘

送
’

是送人走 ， 是 ｓｅｅｉｎ
ｇ
ｏｆｆ

，

不是 ｔａｋｉｎ
ｇ

ｌｅａｖｅｏｆ。

”

而裘先生在下文提供的对颈联中
“

意
”

和
“

情
”

的解

释却正好可以证明庞德的理解是正确的 。 他说 ，

“‘

意
’

为 自我感觉 ，

‘

情
’

为对人感情 。

”［
３３

］

这说明
“

游子
”

是指诗人本人 ， 而
“

故人
”

是指诗人的

朋友 。

第一？诗行 ， 庞德用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而未用 ｇｒｅｅ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青山
”

， 是取

费诺 罗 萨 的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ｂｌｕｅ意 为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ｓｐｉｒｉｔｓ
；ｄｅ

ｊ
ｅｃ ｔｅｄ

；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
ｙ

”［
３４

］

。 《英汉大词典》 解释为
“

悲伤的 ； 沮丧的
”

［
３５

］

。 ｂｌｕｅ 奠定

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 ｂｌｕｅ 给
“

青 山
”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 ， 这正是
“

以

我观物 ，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

［
３６

］

。 在原诗中两位挚友虽是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分别的 ， 但这毕竟是离别 ， 难免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

第三诗行 ， 庞德用 ｈｅｒｅ
—词替代费氏的 ａｔｔｈｉｓ

ｐｌａｃｅ 译为
“

此地
”

， 简

洁 。 ｈｅｒｅ
， 这里用得很妙 ， 就似一声叹气声 。 美景在前 ， 我们却要分离 。 庞

德翻译
“
一

”

时 ， 没用费氏的
“

ｏｎｃｅ
”

，

“

ｆｏｒ ｏｎｃｅ

”

， 而用 ｍｕｓｔ 。

“
一

”

为语

气词 ， 不是费氏解释的 。

一个 ｍｕｓｔ 译出 了两位挚友不愿别离 ， 而不得不分

离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

第七诗行 ｃｌａｓｐｅｄｈａｎｄｓ 表示紧紧握住的双手 。 《英汉大词典》 中这样解

释 ｃｌａｓｐｏｎｅ
’

ｓｈａｎｄｓ
：

“

两手十指交错的紧握着
”［

３７
］

。 紧握 ， 有力量 ， 说明朋

友间情感的深重 ， 此时只有用动作来表达深挚的情感 ； 也说明朋友间的依依

不舍 。 庞德又用 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意为

“

有相当距离 ， 不很近
”［

３８
］

， 说明 已渐

行渐远了 ， 但仍频频回首告别 ， 不忍离去 ， 其难舍难分之情溢于言表 。

？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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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增加一句 ａｓｗｅａ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是对前面省掉
“

班马
”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ｄｅｓ
） 中的

“

班
”

的补偿 。 庞德悟到了诗人是以马之别而喻人之别 。 这句

话用现在进行时 ， 着重表现分手的过程 ， 说明分手时的难舍难分。

（
二

） 省略谓语 ， 打破焦点视语言以谓语动词为 中心的空间结构

庞德将原诗首联 、 颈联 翻译成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ｉｎ

ｇａ
ｂｏｕ ｔｔｈｅｍ

；／Ｍ ｉｎｄｌｉｋｅａ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

，／

Ｓｕｎｓｅｔｌｉｋｅ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ｏｆｏｌｄ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

这两联的共同特点是省略了谓语

动词 ， 不符合英文语法 。 正常的英文句子应该是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ｌ ｉｅｔｏ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
，／Ｗｈ ｉｔ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ｓａｂｏｕ ｔｔｈｅｍ

；／Ｍ ｉｎｄｉｓｌ ｉｋｅ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ｄｅ

ｃｌｏｕｄ
，／Ｓｕｎｓｅｔｉｓｌ ｉｋｅ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ｎｇｏｆｏｌｄ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我们知道 ，

“

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焦点视语言
”

［
３９

］

， 谓语动词是全句

的中心 ，

“

句子脉络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
”

［
４０

］

。 庞德省略谓语

动词 ， 意在打破西方语言动词
“

焦点视
”

的句法特点 ， 学习汉语
“

散点

视
”

［
４ １

］

的
“

流块建构
”

［
４２

］

。 这两联的译文 由于省略了谓语动词 ， 焦点 自然

落到了名词短语的静态意象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ｗａｌｌｓ／ｗｈｉ ｔｅｒｉｖｅｒ／ｍ ｉｎｄ／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ｓｕｎｓｅｔ／ｏｌｄ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及非谓语动词短语、 动名词短语的动态

意象 （
ｗ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ｎｇ ） 上 ， 呈现出汉语句式

“

散点铺排
”

的特点 。

这两联诗句的译文由于省略了谓语动词 ， 自然摆脱了英文语法中数和时

态的限制 。 这样译文打破了英诗在时间 、 空间上的限制 ， 拓展了诗意空 间 ，

将诗人在某时某地的个人体验变成了普遍而恒常的审美体验 ， 任何读者都能

走人诗中的意境 ， 展开丰富的诗意联想 。 从特殊经验上升到普遍经验 ， 译诗

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原诗的妙处。

庞德故意不用谓语的谓语形式 ｗｉｎｄｓ 而用其非谓语形式 ｗｉｎｄ ｉｎ
ｇ ， 这是

“

陌生化
”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ｉ＾ａｔｉｃｍ

） 。 翻译颈联时 ， 向样省略谓语／系动词 ｉｓ
， 也是

陌生化 ， 是 庞德 提倡 的
“

ｍａｋｅｉｔｎｅｗ
”

， 打破英 美读 者 的 心 理 期 待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 ， 达到

“

惊诡视听
”

（
ｓｕｒｐ

ｒｉｓｅｄｖａｌｕｅ
） 的效果 。

庞德的翻译富于变化 。 他首句 出奇 ，

一开始就打破了读者的心理期待 ，

接着恢复正常的英文句子 ， 在翻译颈联时再出其不意 ， 又
一次打破读者的心

理期待 ， 之后再恢复正常的诗句 ， 读者意犹未尽 。 陌生化
“

让人从 自 动化

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 唤起人对事物的审美感受 ， 充分发展人的诗意的丰富感

觉
”
［

４３
］

。 据休 ？ 肯纳说 ， 这种方法是一种重新捕捉有序势能 （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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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 ） 的方法 ， 是一种表达
“

启发性细节
”

， 给人以顿悟的方法 。

［
４４

］

（
三 ） 省略主语 、 物主代词 、 名词复数 ， 使用现在时 ， 变个人经验为普

遍经验

在译诗中 ， 第四诗行不用主语 ， 那 ｇｏｏｕｔ 的主语就是 ｗｅ
， 意思应该为

“

我们将 （各 自 ） 踏过千里枯草
”

（ ｇｏｏ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ｍｉｌｅｓｏｆｄｅａｄ

ｇ
ｒａｓｓ

） 。 因此 ， 下句 ｍｉｎｄ 前没有物主代词 ， 这个物主代词可以是费氏的 ｈｉｓ

（ ｏｒｙｏ
ｕｒ

） ， 也可以是 ｏｕｒ 。 译诗省略了
“

游子
”

（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

） 意象 ， 扩大了诗

意空间 。 下句也不点 明谁是
“

故人
”

， 而用名词复数 ， 将诗歌变得更模糊 ，

增大了诗意空间 ， 变个人经验为普遍经验 。

“

庞德的译法作为英语诗 （尤其在上世纪初 ） 是相当奇特的 ； 这种无冠

词无系词的句式是有意模仿汉语原诗的句法。

”“

而庞德略去一部分冠词和

动词的译法 ， 就保留 了汉语诗本意的模糊性和诠释弹性。

” “

省略冠词只是
‘

脱体
’

的办法之一 ， 不用指示代词 ， 甚至不用主语等从中 国诗借来的办

法 ，
也能造成

‘

脱体
’

的效果 ， 给意象以更广泛的一般性 。

”［
４５

］

译诗使用现在时 。 在 《神州集》 中 ， 几乎都是用的一般现在时 ， 很少

用一般过去时 。 现在时的使用 ， 使译诗超越了时空限制 ， 具有化个人体验为

普遍经验的诗意美 。

我们不妨看看叶维廉先生对原诗语法特点所作的分析 ：

一如大 多 数 的 旧 诗 ， 这首诗里 没 有人称代名 词如
“

你
”

如何
“

我
”

如何 。 人

称代名 词 的使用 往往将发言人或主角 人或 主 角 点 明 ， 并把诗 中 的经验或情境 限指为

一个人的经验和情境 ； 在 中 国 旧诗里 ， 语 言本身就超脱 了 这种 限指性 。 （ 同 理我们

没有冠词 ， 英文里 的冠词也是 限指 的 。 ） 因 此 ，
尽 管 诗 里所描绘 的 是个人 的经验 ，

它却 能具有一个
“

无我
”

的发 言人 ， 使个人 的经验成 为 具 有 普遍性 的 情境 ， 这种

不 限指 的特性 ， 加上 中 文 动 词 的没有 变 化 ，
正是要 回 到

“

具体经验
”

与
“

纯粹情

境
”

里 去 。 英译 中所需要 的 ｗｅ 和 ｙｏ
ｕ 是原 文 中所不 需 要 的 。

同样地 ， 文 言 超 脱 某 一 特定 的 时 间 的 囿 限 ， 因 为 中 文 动 词 是 没 有 时 态 的

（
ｔｅｎｓｅ

） 。 印 欧语 系 中 的过去 、 现在及未来 的 时 态是 一种 人 为 的 类分 ， 用 来 限指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 中文 的所谓 动 词 则 倾 向 于 回 到
“

现象
”

本身一￣

而 现象本身 正是没

有 时 间 性 的 ， 时间 的观念只 是人加诸 于现象之上 的 。 中 国 旧 诗极少 采 用
“

今天
”

“

明 天
’ ’

及
“

昨天
”

等来指示特定的 时 间 ，
而每有用 及时 ， 都 总是为 着某种特殊 的

效果 ， 也就是说 ， 在 中 文句子 里是没有 动 词 时 态 的 变 化 。

［
４６

］

．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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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原诗特点和译诗特点我们不难看出 ， 庞德的译诗是在有意模仿中文

句法 。

（ 四 ） 直接呈现意象 ， 模仿汉诗五律的 ２
－

１
－

２ 结构

叶维廉先生指出 ， 五律的一种常见结构是 ２
－

１
－

２ 。

“

青山横北郭 ， 白

水绕东城
”

就是这样的结构 。 这个结构和英文的主词
－

动词
－

变词最为相

近 ， 要译成英文时通常是相当方便的 。 庞德、 弗洛伦斯 ？ 艾思科
－

埃米 ？ 罗

厄尔 （
Ｆ ．Ａｙｓｃｏｕｇｈ

－Ａｒｍｙ Ｌｏｗｅｌｌ
） 及小畑熏 良 （

Ｓ ．Ｏｂａｔａ
） 的译文就保留 了

这种结构 ：

庞德 （ １ ９ １５
）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
，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ｉｎ
ｇ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
 ；

弗 洛伦斯 ？ 艾思科
－

埃米 ？

罗厄 尔 （
１９２ １

） ：

Ｃｌｅａｒ
ｇ

ｒｅｅｎｈｉｌｌｓａｔａｒｉｇｈｔａｎ
ｇ
ｌ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ｌｌ ．

Ｗｈｉｔｅｗａｔｅｒｗｉｎｄ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ｃ ｉｔｙ
．

小畑 熏 良 （
１９２２

）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ｌｉｅ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ｌｌ
；

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ｉｔｙ

＇

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ｉｄｅｆｌｏｗｓ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ｗａｔｅｒ ．

而翟理斯 （
Ｈ ．Ａ ．Ｇｉｌｅｓ

） 和宾纳 （
ＷｉｔｔｅｒＢｙｎｎｅｒ ） 等偏偏要破坏这种

结构 ：

翟理斯 （
１ ８９８

） ：

Ｗｈｅｒｅｂｌｕｅｈｉｌｌｓ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ｋｙ ，

Ｂｅ
ｙ
ｏｎｄｔｈｅｍｏａｔｗｈｉｃｈ

ｇ
ｉｒｄｓｔｈｅｔｏｗｎ

，

Ｔ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ｓｔｏｐｐｅ
ｄｔｏｓａ

ｙ
Ｇｏｏｄｂ

ｙ
ｅ

！

宾 纳 （ １９２０
） ：

Ｗｉｔｈａ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
，

？

５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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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ｃｉ ｔ
ｙ
ａｗｈｉｔ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ａｔｅｒ

，

Ｈｅｒｅ
ｙ
ｏｕｍｕｓｔｌｅａｖｅｍｅａｎｄｄｒｉｆｔａｗａｙ

． ． ．

叶维廉先生说 ， 在英文甚至在英文直译中 ， 我们看到 自然事物本身直接

向我们呈现 ， 而在翟理斯和宾纳 的翻译中 ， 我们是被
“

ｗｈｅｒｅ
”

和
“

ｗｉｔｈ
”

之类知性的 、 指导性的字眼牵引着鼻子带向这些事物 。 我们看到的是知性的

分析过程 ， 而不是事物在我们面前的 自然呈露 。 在原文中 ， 诗人仿佛已变成

７］Ｃ银灯 ， 将行动和状态向我们展现 ； 在翟理斯和宾纳的译文中 ， 由于加插了

知性的指引 ， 我们所面对的 ， 是一个叙述者在向我们解释事情 。

１
４７

１

意象主义
“

径直取
‘

象
’

， 主观抑或客观的
”

、

“

不用无助于立象的语

词
”［
？

］

、

“

避免抽象
”
［
？

］

等主张使庞德倾向于不使用任何表知性的 、 抽象的

词语而直接呈现意象 。

（五 ） 模仿汉诗的对仗结构 ， 甚至不惜语义的增益或减损

“

庞德故意通过内部倒装将排比句变成交错配列 。

”
［

５°
］

庞德在翻译原诗

颈联诗运用倒装将
“

游子意
”

（
ｍｉｎｄ

，

“

游子
”

省略了 ） 置于
“

浮云
”

（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 ） 前 ，
．

形成了
“

喻体 ＋ 本体／本体 ＋ 喻体
”

的交错配列 。

本体 、 喻体位置的颠倒 ， 这是移位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ｄｓ

）

［
５ １

］

。 庞德在翻译时

强调语势 。 词语位置的移动 ， 产生位势 ， 形成语势 。 同时 ， 通过移位 ， 并通

过省略
“

游子
”

， 增加 ｗ ｉｄｅ
， 形成 了ｍｉｎｄ 与 ｓｕｎｓｅｔ 相对 ，

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ｄｅ

ｃｌｏｕｄ 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ｉｎｇ
ｏｆｏｌｄａｃｑｕａ

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相对的对仗结构 。 为了模仿原诗的对

仗结构 ， 庞德运用了倒装 ， 甚至省略 。 龙尼 ？ 阿普特尔 （
ＲｏｎｎｉｅＡｐｔｏ ） 说 ：

“

庞德将翻译视为批评的观点使他在翻译中 出现省略和夸张 。

”
［
５２

］

庞德对汉

诗中的对仗结构的欣赏使他不惜对语义进行增益或减损 。

五 、 译诗形象取势

译诗在形象上注重意象视象性 ；
注重具象 ， 摒弃抽象 ； 创造性翻译意

象 ； 动态 、 静态意象相映成趣 ， 注重动态意象 。

（

―

） 注重意象视象性

第一诗行 ， 庞德将
“

郭
”

译成 ｗａｌｌｓ
， 是取费氏之

“

ａｗａｌｌｅｄｃ ｉ ｔｙ

”

中

？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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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 的意象 。 庞德舍弃 ｃｉｔｙ 而保留 ｗａｌｌｓ
，
ｗａｌｌｓ 译 出 了

“

郭
”

之视象 ， 凸现

了城墙意象 ， 还原了
“

郭
”

的本义——郭 ： 城墙外的墙 ， 指城外 。 这也正

是中 国古城的风貌 。

第二诗行 ， 庞德用 ｔｈｅｍ 译
“

东城
”

。 ｔｈｅｍ 指代上句的 ｗａｌｌｓ 。 在费氏笔

记中
“

东城
”

解释为＞ａｓｔｃａｓｔｌｅｄｔｏｗ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ｃ ｉ ｔｙ 。 从费氏笔记看来 ，

“

城
”

和
“

郭
”

为
“

同义复现
”

（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同义复现
”

是
“

词汇衔接
”

［
ｌｅｘ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的一种 ） ， 皆指 ｃｉｔ
ｙ 。 而庞德氏的只是运用另一种衔接手

段
“

照应
”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 换句话说 ， 在庞德眼里 ，

“

城
”

就是
“

郭
”

。

“

郭
”

是
ｗａｌｌｓ

，
“

城
”

也是ｗａｌｌｓ 。 ｗａｌｌ
：

“

ｒａｍｐａｒｔ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ｃｌｏｓｉｎ
ｇ

ａ

ｔｏｗｎ
，
ｅｔｃ ．

”
［
５３

］

《故训汇纂 》 对
“

城
”

的解释 ：

“

城谓城郭
”“

城 ， 内城
”

“

城亦谓之墙 ， 亦谓之墉 。

， ’
［
５４

］

庞德又一次成功地捕捉到了词语的视象性 ！

庞德将
“

白水
”

译作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 。

“

白水
”

在费氏笔记中是 ｗｈｉｔｅｗａｔｅｒ 。

庞德摈弃 ｗａｔｅｒ 而选用 ｒｉｖｅｒ 。 这不是出于音韵的考虑 ：
ｗａｔｅｒ 虽可以和 ｗａｌｌｓ

构成元韵 ， 和 ｗｈｉ ｔｅ 构成头韵 ； 而是 由于意象 。 较之 ｗａｔｅｒ
，
ｒｉｖｅｒ 更准确 、 视

象性更强 、 更具动感——从语义场的角度来说 ， 与 ｍｍｍｔａｉｎ 共现的词通常

是 ｒｉｖｅｒ
，

ｒｉｖｅｒ更有
“

长
”

的感觉 ， 读者仿佛看到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水绕城

而过 ； 还有
“

流
”

的感觉 ， 更译出了 白水之动态 。

庞德用 ｗｉｎｄ 译
“

绕
”

。 与费 氏的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ｆｌｏｗｓｅｎｃ ｉｒｃｌｉｎｇ 的相 比 ， 庞德

的 ｗｉｎｄ更能准确地译出河流之蜿蜒状 ， 更具动态 ， 更富诗意 。 ｗｉｎｄ
：

“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ｏｎ

；ｂｅｎｄ ；ｔｕｒｎ
；ｔａｋｅ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

ｙｂｅｎｄｉｎｇｃ
ｏｕｒｓｅ

；ｍｅａｎｄｅｒ
”［

５”
〇

而费氏之ｅｎｃｉｒｃｌｅ仅是环绕 的意思 。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
：

“

ｔｏｆｏｒｍａｃｉｒｃｌｅａｒｏｕｎｄ
；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

ｔｏｍａｋｅａ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
；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ｆ
”

［
５６

］

。 ｗｉｎｄ
—词译出 了

“

白水
”

之不舍 ， 情意绵绵 。

第五句增加一个
“

ｗｉｄｅ
”

， 照应前句的
“

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ｍｉｌｅｓ

”

。 地上的一片
“

死草
”

与天空中的一片
“

浮云
”

（
ｆｌｏａｔｉｎ

ｇ
ｃｌｏｕｄ

） 形成视觉上的对比 ， 并以
“

草
”

之静态反衬
“

云
”

之动态 ， 以草的
“

枯死
”

（
ｄｅａｄ ） 映衬云的

“

漂浮

不定
”

， 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 增强了意象的视觉１４ 。 我们可 以看出 ， 庞德
“

注重对细节 、 单个词语、 完整甚至不完整意象的精确翻译
”

［
５７

］

。

（
二

） 注重具象 ， 摒弃抽象－

在译诗中 ， 庞德保留 了
“

青山
”“

白水
” “

浮云
” “

落 日
”“

马鸣
”

等意

象 。 这些意象与送别联系起来对于庞德的西方读者来说是新奇的 。

？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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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在翻译时重具象而避抽象。 第 四诗句 ， 庞德在译
“

孤蓬
”

的时候

舍去了费氏笔记中的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 费氏将
“

孤蓬
”

释义为 ｓｏｌ ｉ ｔａｒｙｒｏｏｔｌｅｓ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
ｄｅａｄｇｒａｓｓ ， 两 处 都 用 了 形 容 词

“

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

”

， 但 庞 德 为 何 不 用
“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

呢 ？ 庞德反对表抽象的词与具体的意象混用 。 他说 ：

“

不要用这

样的表达方式 ：

‘

幽暗的宁静之乡
’

。 这会钝化意象 。 它把抽象和具体混在
一起 。 其原因是作者不懂 自然物体本身已是足够的象征 。

” ［
５８

］

第六诗句 ， 原诗句中的
“

情
”

， 费氏笔记中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ｏｗ 在庞德译

诗中均不见踪影了 。 庞德主张在诗歌中
“

避免抽象
”［

５９
］

。 抽象的词语用具

体的动觉意象 ｐａｒｔｉｎ
ｇ（分别 ） 代替 。 庞德反对直接抒情 ， 而主张将情感蕴

藏在具体的意象中 。

（三 ） 创造性翻译意象

第四诗句
“

孤蓬万里征
”

费氏 的解释很清楚 ：
Ｌｉｋｅ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ｄｅａｄｇｒａｓｓ

（
ｂｌｏｗｎｂ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ｗｉｎｄ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ｇｏ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００００ｍｉｌｅｓ ？ 笔记很清

楚 ： 离别的人像孤蓬一样万里征 。 而庞德偏偏译成
“

Ａｎｄ
ｇｏ

ｏｕｔｔｈｒｏｕｇ
ｈ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ｍｉｌｅｓｏｆｄｅａｄ
ｇｒａｓｓ

．

”

很明显 ， 这是庞德故意而为之。 蓬草 ，

一名飞

蓬 ， 常随风飘转 。

“

孤蓬
”

在古诗中常用来比喻独生漂泊不定的旅人 。 可能

蓬草对庞德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 他根本没见过一种能随风飘转的草 ， 因此直

接用费氏笔记中的
“

ｄｅａｄ
ｇｒａｓｓ

”

。 他认为
“

走过千里枯草
”

更能烘托孤寂、

凄凉的意境 。

在翻译第七诗句
“

挥手 自兹去
”

时 ， 完全抛开了费氏的解释 ， 径 自创

造起意象来 。 可能庞德认为用
“

挥手
”

意象表别离太普通了 。 他在这里正

好可以将他在中国画上见到的
“

拱手作揖
”

表分别
［
６〇

］

的动觉意象移植到这

里来 ， 为西方读者输人新鲜的赠别意象 。

“

拱手作揖
”

是中 国人的习俗。 对

习惯于道别时拥抱 、 亲吻的英美读者来说 ，

“

拱手作揖
”

这个文化意象打破

了他们的期待视野 ， 对于他们来说是新奇的 。

这两句诗都是庞德故意偏离原诗 ， 说明他在翻译的时候有时故意忽略单

个词 ， 甚至整句话的意义 ， 而运用译者的主体性创造出符合整首诗意境的意

象来。

庞德提出 了两条翻译标准 ：

１ ． 用道地的英文翻译。

２ ． 忠实于原诗的 ａ ？ 诗义 （
ｍｅａｎｉｎ

ｇ ）ｂ ？ 意境 （
ａｔｍｏｓｐ

ｈｅｒｅ
） 。

［
６ １

］

？
５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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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茨勒解释说 ： 庞德 的术语
“

意境
”

指文本 内 与文本外 的联想意

义 。

［
６２

］

译诗在意境上是忠实于原诗的 。

（ 四 ） 保留意象并置

庞德在翻译颈联时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并置 。 叶维廉先生说 ， 庞德巧妙地

将原诗两个具体意象的并置变成了一个思想与一个具体意象的并置 ， 但其诗

意并未减损 。 这为庞德省掉
“

游子
”

（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

） 作了辩护 。 他说既然
“

浮
”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 是

“

游子
”

的动作 ，

“

宽
”

（
ｗｉｄｅ

） 是
“

游子
”

走过的空间 ， 那么
“

思绪
”

（
ｍｉｎｄ

，
ｔｈｏｕｇｈｔ

） 与
“

浮云
”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ｌｏｕｄ ） 并置时是完全可以省略

掉
“

游子
”

的 。 虽在字面上改变了本体 （
ｔｅｎｏｒ ）

“

游子
”

与喻体 （
ｖｅｈｉｃｌｅ

）

“

浮云
”

的顺序 ， 但并没有改变其视觉顺序 。 因为
“

思绪
”

（
ｍｉｎｄ

，
ｔｈｏｕ

ｇ
ｈｔ

）

是在
“

游子
”

（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

）
“

身上
”

（
ｂｏｄｙ ） 的 ，

“

浮云
”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ｓ ） 与

“

游子
”

（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

） 是
“

同时出现的
”

（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 。 这就像电影中 的
“

蒙太奇
”

（
ｍｏｎｔａｇｅ ） 。

［
６３

］

（五 ） 动态、 静态意象相映成趣 ，
注重动态意象

全诗意境 由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ｗａｌｌｓ 、 ｗｈ ｉｔｅｒｉｖｅｒ 、 ｄｅａｄｇｒａｓｓ 、 ｍｉｎｄ 、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 、 ｓｕｎｓｅｔ 、 ｏｌｄ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 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ｓ等意象组成 。 全诗

的静态 意象有 ：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ｗａｌｌｓ 、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 、 ｄｅａｄｇｒａｓｓ 、 ｍｉｎｄ 、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ｄｅｃｌｏｕｄ 、 ｓｕｎｓｅｔ
、

ｏｌｄａｃｑｕａｉｎ ｔａｎｃｅｓ 、 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ｓ 。 动 态 意象 有 ？

？

ｗｉｎｄｉｎｇ 、 ｍａｋｅｓ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 、 ｇｏｏｕｔ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 ｐａｒｔ

ｉｎｇ 、 ｂｏ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ｐｅｄ

ｈａｎｄｓ 、 ｎｅｉ
ｇ
ｈ
、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这首译诗是动态意象与静态意象的结合 。 动态意

象与静态意象的结合 ， 形成了意象张力 。

六 、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 ， 我们可 以看出庞德 《送友人》 译诗以语势为尚 ， 在音

象、 义象 、 形象上取势 。 在音象上频繁运用头韵 、 元韵及辅韵 ， 富有音乐

性 ； 措词注重音韵 ， 重音韵胜于语义 ； 大量运用双元音 、 长元音 ， 节奏平稳

而舒缓 ； 频繁运用流音／１ＡＡ／
， 鼻音／ｍ／ 、

／ｎ／ 、 ／Ｖ及摩擦音／ｓ／ 、 ／ｚ／
，

以表现缱绻情谊 ； 措词注重节奏 ， 甚至不惜牺牲语义为代价 。 在义象上将感

情寓于词语中 ， 含蓄蕴藉 ； 省略谓语 ， 打破焦点视语言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

？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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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 ； 省略主语 、 物主代词 、 名词复数 ， 使用现在时 ， 变个人经验为普

遍经验 ； 直接呈现意象 ， 模仿汉诗五律的 ２
－

１
－

２ 结构 ； 模仿汉诗的对仗结

构 ， 甚至不惜语义的增益和减损 。 在形象上注重意象视象性 ； 注重具象 ， 摒
．

弃抽象 ； 创造性翻译意象 ； 动态 、 静态意象相映成趣 ， 注重动态意象 。

通过对这首诗的研究 ， 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根茨勒对庞德翻译理论的论

述 ：

“

较之宿语文本的
‘

意义
’

甚至是具体词语的意义 ， 庞德在翻译时更注

重节奏、 措词及词语的移位 。

”
［

６４
］“

庞德很可能试图决定并翻译某个词语在

某一历史环境中是如何使用的 ， 尤其是该词是否被故意陌生化。 这种
‘

创

新
’

（
ｍａｋｅｉｔｎｅｗ

） 品质 ， 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其他词建立新关系的品质

使语言取势。

”
［

６５
］“

庞德对抽象的概念一点也不感兴趣 ； 相反 ， 他更强调形

式 、 片段和具体细节 ， 因为只有在一瞬间 、

一瞥中才能
‘

捕捉物象
’

。

”
［
６６

］

“

庞德不注重句法关系 ， 而且 ， 据休 ？ 肯纳说 ， 庞德甚至表明
‘

译者对句法

的过分关注会妨碍翻译
’

。

”
［

６７
］

庞德关于翻译的著述关注具体意象 、 单个词

语、 片段和闪光细节 。 庞德的方法是现代的 ［不是后现代的 ］ ， 因为强调并

置和组合 ， 希望新的组合能产生化学反应 ， 产生新的化合物 ， 从而释放势

能 。 节奏 、 措辞比句法更重要。

［？

注释 ：

［
１

］Ｅ ．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ａｊ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ｅ

，１９９３
，

ｐ
．１ ９ ．

［
２

］Ｅ ．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

ｇ
ｅ

，

１９９３
，ｐ． １ ９ ．

［
３

］Ｅ ．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ｅ

，

１９９３
，ｐ． ２ １ ．

［
４

］Ｊ ．Ｊ ．Ｎｏｌｄｅ
，
ｆｚｒａ ＰｏｕＴｗ／ ａｍｉＣＡ ｉｎａ

，
Ｍａｉ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ａｉｎｅ

，１９９６
， ｐ． ２ １ ．１９ １４

年

１ １ 月 庞德开始着手翻译中 国诗歌 ， 月 底完成 《神州集》 。 １９ １４ 年 １ １ 月 ， 庞德
“

着手整理费诺罗萨的 中文笔记……从中找到了一些好的东西
”

，
１２ 月 底庞德写信

给他父亲说他
“

从费诺罗萨的笔记中弄出 了一本小书
”

。

［ ５ ］送友人ＴＡＫ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ＯＦＡＦＲＩＥＮＤ

李 白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青山横北郭 ，Ｂｌｕ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
，

白水绕东城 。Ｗｈｉｔ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ｉｎ
ｇａ

ｂｏｕｔｔｈｅｍ
；

此地一为另ｌｌ ，Ｈｅｒｅｗｅｍｕｓｔｍａｋ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
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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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蓬万里征 〇Ａｎｄ
ｇ
ｏｏｕｔ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ｍｉ ｌｅｓｏｆｄｅａｄ

ｇ
ｒａｓ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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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Ｓ

故人情 〇Ｓｕｎｓｅｔｌｉｋｅｔｈｅ
ｐ

ａｒｔｉｎ
ｇ
ｏｆｏｌｄａｃｑ

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挥手 自兹去 ’Ｗｈｏｂｏ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
ｐ
ｅｄｈａｎｄｓ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萧萧班马鸣 。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ｓｎｅｉｇｈ
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ａｓｗｅａ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

Ｒｉｈａｋｕ

原诗参见 ： 王琦注 ， 《李太白全集》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９７７

， 第 ８３７ 页 。 译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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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
．１７０

； 庶德 ， 《庞德诗选

比萨诗章》 ， 黄运特译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１９９８

， 第 ２２７
－

２２８ 页 。

［
７

］Ｌ ．Ｖｅｎｕ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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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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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

１９２ ．

［ ８ ］ 詹英主编 ，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１９９６
， 第 ２４９０ 页 。

［ ９ ］ 詹英主编 ，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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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利 、 曹长青 ， 《诗的技巧》 ， 北京 ： 中 国青年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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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２Ｗ 页 。 十三

辙可分为响亮级、 柔和级及细微级三类。 江阳 、 中东 、 言前、 人辰、 发花属于响亮

级 ， 遥条 、 怀来 、 坡棱 、 油求属于柔和级 ，

一七 、 灰堆 、 乜斜 、 姑苏属于细微级 。

如果表现一种 昂扬热烈或轻松明快的情绪 ， 诗句多采用发音响亮的
“

韵脚
”

； 而抒

发一种忧郁低沉 、 悲天悯人的感情 ， 则多用发音压抑 、 不太响亮的
“

韵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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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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