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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翻译成就以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为代表.数十年来,菲茨杰拉德

的英译一直被视为“意译”或“再创作”的典型,绝少顾及他尊崇源语文本的本质特征.本文以文本考证分

析为基础,力图探究菲茨杰拉德为实现源语文本经典再生这一原则而施行的多种独到的翻译策略.认为

菲氏«鲁拜集»英译,根据文化传承与经典传播的需求,博采众长,灵活运用,旨在源语文本的生命得以延

续,在“脱胎换骨”之后依然具有被读者认可和接受的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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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preadingofPersianRubaiyatbyOmarKhayyamisindebtedtoEdwardFitzgerald＇sEnglish
TranslationinVictorianperiod．Forthelastdecades,Fitzgerald＇stranslationisregardedastheexampleof
“literarytranslation”or“reＧcreation”,ignoringtheintrinsicqualityoffidelitytobothcontentandformof
theoriginaltexts．DiscussesthetranslationstrategiesofEdwardFitzgerald＇sEnglishRubaiyat,basedonthe
textualresearch．RegardsthatEdwardFitzgerald＇sEnglishversionusesthedifferentstrategiesinordertoreＧ
alizetherebirthandcanonizationofthesourcelanguagetext,andmakesthetargettextasvividandlivelyas
beforeafterthe“transmogrification”．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翻译如同文学创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爱德华菲茨杰拉

德所翻译的 «鲁拜集»更是其中的代表. «鲁拜

集»甚至被视为英国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众多英国文学读本中, «鲁拜集»是其重要的

章节.菲茨杰拉德对文学翻译以及 «鲁拜集»的

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海亚姆的 «鲁
拜集»面世七个半世纪以后,依然默默无闻,直

至１９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菲茨杰拉德

将其译成英文之后, «鲁拜集»的经典地位才得

以确立,使得这部诗集广泛流传,在英国文坛产

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２００９年,在菲茨杰拉德

«鲁拜集»英译本出版１５０周年的时候,英国１
月份的 «卫报»撰文说:“«鲁拜集»的出版对维

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其重大的影响并不亚于

同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达尔文的 «物种的起源».”①

关于菲茨杰拉德 «鲁拜集»的翻译,被一些

学者视为 “意译”的典型,通过对源语文本和翻

译文本的考证性研究,我们认为:菲氏 «鲁拜

集»英译,遵循的绝非一种策略,而是根据经典

再生这一原则的需求,实施多种不同的翻译策

略.本文力图归纳和阐述菲茨杰拉德为实现源语

文本经典再生这一原则所实施的三种独到的翻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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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实源语文本,追求神形兼顾

策略属于思想层面,方法属于技术层面.翻

译策略不等同于翻译方法,但翻译方法服从于翻

译策略.翻译方法是 “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

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

途径、步骤、手段”.[１]８３菲茨杰拉德的译文,很

难以一种翻译策略进行概括,他在 «鲁拜集»的

翻译过程中,并非只是坚守单一的翻译策略.他

所遵循的多种策略中首要的就是忠实于源语文

本,追求神形兼顾.
“神形兼顾”,简洁的四个字,绝非一般意义

上的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方法,而是很多杰出的诗

歌翻译家毕生的艺术追求.菲茨杰拉德也不例

外,是他 «鲁拜集»翻译思想建构中的核心要

素.英 国 学 者 赫 伦 － 艾 伦 (Edward HeronＧ
Allen)曾对菲茨杰拉德的 «鲁拜集»和波斯文

«鲁拜集»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１８８９年第五

版的 «鲁拜集»中,有４９首是能够找到一一对

应源语文本的翻译.[２]５２这一考证,由于波斯文

版本的权威性难以定论,也很难说明其考证的正

确性,但是,却给我们大致展现了菲茨杰拉德的

不拘一格的翻译风格和博采众长的翻译实践.
我们现以较为著名的第１２首为例,来看看

菲茨杰拉德英译文的风采.

ABookofVersesunderneaththeBough,

AJugofWine,aLoafofBreadＧandThou
BesidemesingingintheWildernessＧ
Oh,WildernesswereParadiseenow! [３]１４５

(只要在树荫下有一卷诗章,
一壶葡萄酒和面包一方,
还有你,在荒野里伴我歌吟,
荒野呀就是完美的天堂!)[４]１０７

这是菲茨杰拉德的一首经过反复修改的忠实

于原作精神和形式的优秀译作.直接译自波斯文

的以忠实原文风格为特色的张鸿年的译文可以为

我们提供参照:

一罐红酒,一卷诗章,

一块大饼,填饱饥肠.
我与你在荒原小坐,
其乐胜过帝王的殿堂.[５]７４

除了 “在树荫下”以外,张鸿年的译文与菲

茨杰拉德的译文严格对应.俄罗斯 «鲁拜集»翻

译中最为流行的鲁苗尔 (ОРумер)译自波斯文

的俄文译文与此也非常相近,从一个侧面提供了

论证:

О,еслиб,захвативссобойстиховдиван
Давкувшиневинаисунувхлебвкарман,

Мнепровестистобойденексредиразвалин,Ｇ
Мнепозавидоватьбымоглюбойсултан[６]１１

(假如躺在沙发手拿一卷诗章,
还有一罐酒,外加一袋食粮,
我哪怕与你成天在废墟上度过,———
那么也会让任何一个国王垂涎三丈.)①

该诗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中基本上尊崇波

斯原文,“酒”、“诗”、“粮”等意象以及 “荒原”
场景一个不少,叙说者和听众 “你”也完全在

场,只是意象的排列顺序略有变化.
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第１２首译诗是神形兼

顾的典范,那么第２０首则是突出神韵了.张鸿

年根据波斯文原文翻译的中文译文同样可以作为

这首诗的基本内容的一个参照.译文如下:

小溪岸边的每株嫩草,
或许是美人鬓下的秀发.
漫步草坪脚步千万放轻,
如花的美人正憩息在草下.[５]２６

将青草与美人的秀发相关联,探讨其中的相

似性,这无疑突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尤其是突出人体与自然万物的渊源关系,更是具

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俄罗斯最为流行的鲁苗尔

(ОРумер)的俄译同样论证了该诗的基本内涵:

Трава,котороюＧгляди!Ｇокаймлена
Рябьзвонкогоручья,Ｇдушистаинежна
Ееспрезрениемтынетопчи:бытьмож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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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凡是未注明出处的译文均为本文作者所译.其后不再一一标注.



Изпрахаангельскойкрасывзошлаона[７]１４３

(青草镶在潺潺流动的溪边,
看吧,这般芬芳,情意绵绵.
切莫对她轻蔑地践踏,也许,
她正是源自绝代美女的残颜.)

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如下:

AndthisrevivingHerbwhosetenderGreen
Fledges the River＇s Lip on which we

lean———

Ah,leanuponitlightly!forwhoknows
From what once lovely Lip it springs

unseen! [３]１４９

(我俩枕着绿草覆盖的河唇,
苏生的春草啊柔美如茵,———
轻轻地枕吧,有谁知道

它在哪位美人唇边萌生!)[４]１０９

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不仅思想内涵

一致,而且,也是采用 AABA 的韵式,再现了

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我国译界,无论是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郭沫若的译文,还是８０年代飞白的译

文,或是其他如黄杲炘等译家的多种译本,包括

李霁野、黄克孙等数十种文言文译本,也都是从

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转译的.这充分说明了菲氏

译本的认可度以及生命力所在.他的译诗基于对

源语文本的深入研究,并且以适合的手段来体现

原文的风采.“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所竭力追求

的修辞学和诗律学的手段,他的翻译早就丧失了

震撼或愉悦读者的能力.”[８]７０

二、归化异化并举,翻译创作并重

从事过翻译实践的应该都有体会,由于源语

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别,尊崇原文的神形兼顾

的理想状态有时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味

坚守词语对应只会造成文化传承与读者接受上的

障碍.菲茨杰拉德深深懂得这一道理,在 «鲁拜

集»译本前言中,他将自己的译文看成是 “脱胎

换骨”.[３]xvii他在１８５８年９月３日致科威尔的信

中也强调说:“我的翻译将从形式方面以及许多

细节 方 面 使 你 发 生 兴 趣. 根 本 不 是 逐 字

翻译.”[９]３４６

菲茨杰拉德所翻译的 «鲁拜集»,１８５９年初

版时,收诗为７５首,１８６８年第二版时,增加到

１１０首,１８７２年、１８７９年、１８８９年,又分别出

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第五

版共收诗１０１首.这１０１首的最后定稿,有一部

分采用归化与异化并举以及翻译与创作相结合的

方法.他所说的 “脱胎换骨” (transmogrificaＧ
tion),是一定意义上的 “创造性翻译” (tranＧ
screation),或我国学者所提及的 “诗歌创意翻

译”.[２]２０４翻译过俄文版 «鲁拜集全集»的戈鲁别

夫认为菲茨杰拉德的翻译是 “意译”.[１０]７在俄文

翻译界, “意译” (вольныйперевод)的内涵是

“自由翻译”,常常具有贬义的色彩,这对于菲茨

杰拉德来说,显然有失公允.而庞德则认为菲茨

杰拉德的 «鲁拜集»是一种 “再创造”(reＧcreaＧ
tion),并且认为是 “一代维多利亚诗人最为优

秀的文学遗产”.[１１]３４

如赫伦－艾伦所说,菲茨杰拉德的 «鲁拜

集»英译中,有近一半的诗作能够找到与原文一

一对应的原文.除了能够忠实原文的译诗,属于

“创造性翻译”的也有一定比例.所谓 “创造性

翻译”,即在翻译过程中,具有 “改写” (创造)
的成份,但是,所 “改写”的只是风格、语调、
韵式、结构等语言层面的要素,然而,经过 “创
造性翻译”的译入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激发思

想内涵、所焕发的情感以及所体现的生命力等方

面,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现以菲茨杰拉德 «鲁拜集»第２９首为

例.通过核对,我们认为鲁苗尔 (ОРумер)的

俄译文与波斯文原文颇为接近.该诗俄文译文

如下:

Откудамыпришли? Кудасвойпутьвершим?

Вчемнашейжизнисмысл? Оннамнепостижим
Какмногочистыхдушподколесомлазурным
Сгораетвпепел,впрах,агде,скажите,дым?[７]２

(我们来自何处? 旅程又将何往?
我们生命意义何在? 难以想象.
许多真诚的灵魂,在苍穹之下

化为缕缕青烟,究竟飘向何方?)

诗中 具 有 四 个 表 示 疑 问 的 词 语:Откуда
(何处)、Куда (何往)、Вчем (何在)、где (何
方),突出体现了令许许多多的哲人无法释怀的

０６７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人类命运的亘古疑案,诗人 “来自何处” “又将

何往”的疑问,是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探究

的一个焦点,促使诗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思.
怀恩菲尔德 (EHWhinfield)的英译本基

本上尊崇原文,从意象、措辞、语序和语法结

构,都绝少改变,甚至连诗中出现的三个问号也

与波斯语原文一致,其译文如下:

Wecomeandgo,butforthegain,where
isit?

Andspinlife＇s woof,butforthe warp,

whereisit?

And many arighteous man has burned
todust

Inheaven＇sbluerondure,buttheirsmoke,

whereisit?[１２]２３９

然而,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中,与该诗在

内容上相对应的是第２９首,其英译如下:

IntothisUniverse,andwhynotknowing,

Norwhence,likeWaterwillyＧnillyflowing:

Andoutofit,asWindalongtheWaste,

I know not whither, willyＧnilly bloＧ
wing[３]１５３

(我像流水不由自主地来到宇宙,
不知何来,也不知何由;
像荒漠之风不由自主地飘去,
不知何往,也不能停留.)[１３]１３９

菲茨杰拉德的英译,依然强调 “不知何来,
也不知何由”的疑问,该译文的精彩之处是在修

辞方 面 用 了 数 个 明 喻:像 流 水 (like Water
flowing), 像 荒 漠 之 风 (as Wind alongthe
Waste),以及 “不由自主地” (willyＧnilly)一

词反复使用.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中古波斯苏

菲主义的神秘思想与１９世纪后期的西方现代意

识密切结合,融为一体.

三、强化合成翻译,着眼经典重生

鲁拜体诗歌是独立成篇的,每首之间并没有

相互关联的要素.海亚姆所创作的鲁拜体诗歌,
总数有一千三百多首.而菲茨杰拉德的英译 «鲁
拜集»(第五版)只有１０１首.所以,对源语文

本的选择,也是重要的翻译步骤.菲茨杰拉德并

没有一成不变地尊崇原文的排列顺序,而是在充

分把握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的结构作

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文化传承的需求以及译入

语读者的接受和感悟.
因此,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部分采用了合成

翻译的手段,打乱原文顺序,根据思想内涵和逻

辑关联,进行重新组合,使得独立成篇的抒情诗

有了相互关联的甚至具有长诗特性的诗歌系列,
从而形成了新的结构模式,突出了诗歌主题的思

想内涵,更赋予译文一种新的活力.菲茨杰拉德

在谈到自己不懈的追求时,特别强调译文活力的

重要,他曾写道: “我想,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

翻译中如此呕心沥血,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翻

译,但全是生命的倾注.译本必须存活,如果一

个人不能尽存原作的精华,宁可倾注自己不算精

华的生命.活着的麻雀胜过撑死的老鹰.”[１４]５从

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由于源语文本的限定,在

难以达到神形兼顾的情形下,并非逐字逐句对应

的合成翻译也是必要的选择.
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 «鲁拜集»对原文的

排列顺序进行了富有目的的调整后,思路更加贯

通,结构更加严谨,思想也显得更加明晰.以第

３５、３６、３７、３８首为例,这四首尽管在菲茨杰

拉德的译本中排列在一起,思路连贯,成为有机

的整体,突出体现了在无生命的物体中探索生命

奥秘的思想内涵,但是波斯原文却分散在各个不

同的地方.以张鸿年译自波斯文版本的 «鲁拜

集»① 为例,菲茨杰拉德的第３５首译自波斯文

的 «鲁拜集»的第１２６首,第３６首译自第２３８
首,第３７首译自第３１１首,第３８首则是由波斯

文第３首和第５首合成翻译.而据 «波斯文学

史» (LiteraryHistoryofPersia)介绍, “在波

斯文学中,四行诗总是完整的独立的单位,通常

没有以四行诗编号而构成的长诗,在四行诗的诗

集中,唯一遵守或公认的编排顺序是根据字母的

顺序.”[１５]２５９本是独立的诗,在菲茨杰拉德的译

文中,经过精心安排和调整,诗与诗之间便有了

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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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鸿年主要是根据伏鲁基编选,１９４１年德黑兰出版的波斯文 «鲁拜集»翻译的.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想把我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

我想这隐约答话的陶樽

一定曾经活过,曾经畅饮;
而我吻着的无生命的樽唇

曾接受和给予过多少热吻!

因为我记起曾在路上遇见

陶匠在捶捣粘土一团;
粘土在用湮没了的语言抱怨:
“轻点吧,兄弟,求你轻点!”

岂不闻自古有故事流传,
世世代代一直传到今天,
说是造物主当年造人

用的就是这样的湿泥一团?[４]１１１

经过这一排列顺序的变动,所表达的思想就

特别明晰了,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人的存在之谜

的探讨.这四首诗仿佛不是独立成篇的诗作,而

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探索生命奥秘的组诗,
甚至是首尾相贯的长诗.第３５首借无生命的陶

樽之口来叙说 “及时行乐”的哲理: “我把唇俯

向这可怜的陶樽,/想把我生命的奥秘探询;/樽

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

回程.”开头这一首,仿佛是一篇科学论文,其

基本观点是:无生命的陶樽其实是有生命的,而

且,生命的体验是 “及时行乐”.从此可以看出,
当西方尚处在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之下的时

候,东方诗歌中已经强烈地闪耀着具有人性色彩

的 “及时行乐”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中古时期东方诗歌中的这一主题在

不同的地理方位上表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先

声.接着,第３６首继续 “论证”陶樽所具有的

生命特质,陶樽不仅具有人类形态 “樽唇”,而

且有着人类情感体验: “而我吻着的无生命的樽

唇/曾接受和给予过多少热吻!”在此,可以看

出,生命的体验,不仅在于吃喝,更在于情感.
第３７首进一步挖掘陶樽富有生命的证据,继而

从陶樽的原料泥土入手,以亲眼目睹的见证说明

泥土的生命特性.第３８首则将陶樽的起源升华

到人类的起源的高度.上帝造人和陶匠制作陶

樽,都是以泥土为原料,更是加深了自然界的泥

土与人类世界的同一性,也使得泥土与人类的关

系有了宗教层面的深邃的关联.
在这四首诗中,从描述陶樽的生命特征开

始,过渡到描写陶樽的情感特质,继而探究陶樽

生命的论据,最后上升到宗教的层面来说明陶樽

与人类的相似性.这几首诗浑然一体,层层递

进,一步一步地从陶樽、泥土等无生命的物体中

揭示存在之谜,探讨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能量.
菲茨杰拉德的这种对原文的排列顺序重新调

整之后所进行的翻译,在意境、意象以及思想内

涵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从而更适合

于译入语读者的感悟和接受,经过再经典化的译

作,也更适于吟咏和流传.

四、结　语

菲茨杰拉德以文学翻译对英国维多利亚文学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对其发展产生了潜移默

化的影响.他的翻译策略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或技巧进行翻译,菲茨杰拉德

都没有忘记译者的使命: “对我而言,我是想通

过认真翻译把它拽出死亡,赋予其生命.”[１６]iii可

见,对他而言,采用什么翻译手段是次要的,最

为主要的翻译策略,是力图通过翻译来使得源语

文本获得再生,并以新的生命获得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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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隆重推出«力冈译文全集»

«力冈译文全集»收录力冈先生的经典俄罗斯文学翻译作品,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当代英雄»«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猎人笔记»«罪与罚»«野茫茫»«白轮船»等２０余部

俄罗斯文学名著,计１９种２４册,共７００多万字,即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份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社隆重推出.
力冈(１９２６—１９９７),山东广饶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我国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他

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和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我

国翻译文学的一座丰碑.翻译家杨武能先生称力冈先生是“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理

想,为介绍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大翻译家”.翻译家刘文飞先生称力冈先生为“我国

２０世纪最杰出文学翻译家之一”,“无论是他的翻译成果还是他的翻译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

一笔宝贵财富”.著名学者吴笛先生称赞“力冈先生是为译介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翻

译大师”,“他所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至今仍在读书界和学界享有

盛誉.”
力冈先生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忠于原著,忠实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完美地保持了原作

的文学价值.他的翻译作品重视重建文学原作的语言艺术空间,重塑意义感悟的空间,充分地

展现“敏锐的美感”和“细腻的文思”,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体现出一位翻译

家的严谨文风和艺术匠心.
本译文全集收录了力冈先生的全部翻译作品(包括生前尚未发表的作品).全集的出版对

于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整理我国翻译文学的优秀遗产以及外国文学学科尤其是翻译学科的建

设,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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