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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谢默斯2希尼不仅是当代爱尔兰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成就卓绝的翻译家!他自
+*E)

年代初以来着手翻
译工作!作为典型的后殖民翻译家!其译本均呈现出对当代爱尔兰文化政治的关照!但我国对于希尼的翻译研究未
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总结国内希尼研究现状#国外希尼翻译研究成果和不足!提出希尼翻译研究的三个
可行性方向(希尼译本的整体研究#希尼翻译与诗歌的互文性研究#希尼与爱尔兰翻译传统的关联性研究"本文认
为!在后殖民翻译理论和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态势下!希尼的翻译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均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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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当代爱尔兰诗歌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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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默斯6希尼!

2906-:T90/9

<

"是继叶芝之
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

+**B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自希尼创作之初#他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声名
就被广泛认可#并进入自西德尼以降至柯勒律治&爱
略特的伟大英国诗人传统之列(+然而#希尼的文学
身份又何止诗人一角#'我们迟缓地意识到#他还是
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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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翻译形式多种#译
本来源庞杂#独立成篇的译本主要有四本#即-迷途
的斯威尼.&-特洛伊的弥合.&-贝奥武甫.和-提贝的
埋葬.#其中最引起英语世界关注的则是-贝奥武
甫.%在迄今

")

多个-贝奥武甫.译本中#希尼译本
以独特性与可读性兼备#获得

+***

年'怀特布莱德
年度书籍大奖(#并列于

()))

年度美国最畅销书籍
榜首%让一本象征文学悠远历史但因文字艰涩而让
人却步的文学经典为世人广为阅读#希尼以其译本
巩固了他作为世界级翻译大师的地位#'希尼的翻译
与其前辈在艺术上完成了创造性和智性的对话(#

'希尼的-贝奥武甫.已成为独立的诗篇#至少可供两
代人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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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的斯威尼.和-贝奥武甫.分别作为希尼的
第一个译本和最有名的译本#耗时漫长#用力艰难%

前者历时
++

年#前后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译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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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费时
+E

年#直到
+***

年将
!+@(

行悉
数完成%细读译本#不难发现-贝奥武甫.经典的盎
格鲁文学传统中盖尔特语词和用音的显在嵌入+从
-菲罗克忒忒斯.&-安提戈涅.到-特洛伊的弥合.&

-贝提的埋葬.#从古希腊戏剧舞台到当代爱尔兰戏
剧舞台的时空转换中#实乃是翻译家爱尔兰现实关
照意识的刻意埋植%希尼为什么会选择-迷途的斯
威尼.作为其翻译的开始1 疯人斯威尼故事对于爱
尔兰文化历史有着怎样的特殊意味1 出版商户外日
出版社在希尼翻译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1 户
外日出版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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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爱尔兰德里成立的文化
团体'户外日戏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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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1 希尼翻译的基本策略是什
么1 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源文本进行了多大程度的
改写1 其改写的意图何在1 诸多引人好奇的问题#

足以引发我们深入研究希尼译本的强烈兴趣%然
而#国内研究者对于翻译家希尼并没有给予应有的
关注%

国内希尼诗作研究始于
+**B

年%目前#以希尼
为题的国家社科人文规划项目一项!

%根据中国知
网

V'eU

统计#到
())@

年底为止#以希尼为题的专
题学术论著

+

部)

(

*

#诗文集中译本
+

部)

!

*

#诗文翻译
及访谈录

E

篇"

#专题学术论文
!)

篇!其中外语类
核心和

V22VU

来源刊论文
+B

篇"#这为国内学者进
一步研究希尼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在

+B

篇论
文中#值得一提的是#丁振祺针对希尼的

F

部诗集#

探析诗集主题&形式特征#诗歌文本分析精当&材料
丰富而翔实#整体上勾勒出希尼三个创作阶段风格
演变历程)

FHE

*

%丁振祺的系列论文与何宁的论文)

@

*

构成希尼研究中品质研究的典型代表%李成坚的系
列论文和论著)

*H+)

*

#既有对诗人作品的细微阐释#

也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她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以希尼的身份问题为切入口#对希尼的文化身份提
出新说#首次将希尼界定为'爱尔兰

H

英国诗人(#并
从整体上对希尼诗歌及诗学的人文意义进行了价值
判断%此外#董洪川)

++

*

&何功杰)

+(H+!

*

&杜心源)

+F

*关
注希尼诗歌与爱尔兰民族传统的关联#诗人对爱尔
兰现实反映的艺术手法#有利于人们从整体上深度
把握爱尔兰诗歌的现代性和民族性%近

+F

年来#学
界对希尼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表明国
内的希尼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诗歌领域#

%

在中国大陆#对希尼翻译的研究尚未真正起步%

到目前为止#仅有
!

篇论文#主要涉及希尼的译作
-迷途的斯威尼.和-贝奥武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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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希尼翻
译遇冷的原因有三点%其一#希尼的译作数量远不
及诗作数量%相较于诗人的

++

本诗集#希尼的译作
主要集中于

F

部#其余翻译都是镶嵌或揉杂于诗歌
文本中#因而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其二#各
译本之间时距较长%从希尼

+*E(

年开始从事翻译#

到
+***

年出版-贝奥武甫.#其间历时
(E

年#完成了
!

个独立译品%尽管-迷途的斯威尼.和-特洛伊的
弥合.译本在爱尔兰范围内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
直到

+***

年-贝奥武甫.译本出版#希尼的翻译影响
才遍及整个英语世界#英语世界的希尼研究者们方

才意识到希尼作为译者在材料选取中的潜在标准&

译本间的内在逻辑和连贯性及译者主体意图#故而
造成研究者们反应'迟缓(%其三#希尼所选择的翻
译源本#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上都存在巨大跨度#这
客观上造成了研究的难度%既有的希尼的源文本涉
及古希腊戏剧&古爱尔兰诗歌和古英语诗歌#往往使
无法通晓众多古典语言的学者们望而却步%!其实#

既有的希尼的翻译多是根据后世的现代英语版本再
译而成#他几乎不懂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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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淡江大学高家萱的博士学位论文-翻译和
神话诗学,黑倪的爱尔兰朝圣之旅.#以希尼的第六
本诗集-斯泰森岛.为研究对象#探讨该诗集中体现
的神话诗学特征#即以史诗&传奇诗的文类形式&中
世纪救赎文学和现代主义心灵流浪的小说的模式#

通过希尼与
+(

名死者鬼魂的对话#反思过往的社会
冲突%高家萱认为#翻译作为希尼的诗歌实践的一
部分#有助于希尼更新传统的史诗观+通过-迷途的
斯威尼.和-贝奥武甫.两个译本与-斯泰森岛.的互
文性阅读#可以考察翻译在神话诗学构筑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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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希尼翻译研究亦只是近年之事#主要代
表成果有五种%一是论著-谢默斯6希尼与写作的
场所.%作者欧布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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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辟一章'翻译
的伦理(#论及希尼的-迷途的斯威尼.&-特洛伊的弥
合.和-贝奥武甫.三个译本%欧布里恩认为#翻译可
以在文化&历史语言转换为语言本身的过程中实现
翻译的伦理功能%由此#欧布里恩以希尼的三本译
作作为研究对象#剥离出译本中译者政治和文化意
图#以此论证翻译文本是希尼'多元身份(概念的具
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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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论文-'语文学家
H

诗人谢默斯
6希尼及其7贝奥武甫8翻译.%作者唐那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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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希尼的-贝奥武甫.英译文中#译者
将爱尔兰方言植入英语#创造性地表征了忠实和对
等+唐那休认为#希尼以语文学的'精确(和'科学(态
度#追溯爱尔兰方言如何通过跨文化的旅行#考察出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语间的同源特质+最后#作
者指出#翻译的忠实和对等是通过创作性翻译来实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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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克劳德!

C&V.$O>9.

"主编的论
文集-谢默斯6希尼,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中收录
了-特洛伊的弥合,索福克洛斯还是希尼1.和-将堡
垒植入贝奥武甫.两篇论及希尼翻译的专文%两篇
论文的作者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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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出了译者对索氏剧本内容的大量改写和盎格鲁
经典文本中的刻意添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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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好
是激发研读者兴趣之所在$$$如何改写"%四是麦
克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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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年中世纪文学研究的深
厚学养出发#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希尼的诗歌创作
和翻译实践对中世纪文学作品的翻译&借用和引用#

认为希尼对中世纪经典的重译的意义在于反思历
史#并指出希尼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之间存在互
动关系)

+

*

%

目前#学界对希尼翻译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仍存
在着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缺乏对希尼译本系列的整体研究%从第
一个译本-迷途的斯威尼.到第四个译本-贝提的埋
葬.的出版#时间跨度

!(

年#历经了爱尔兰的宗派战
乱到和平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也代表了翻译家不
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态度%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
段#希尼对于源文本的选择都是别具用心&深含文化
意图的%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材料的选取&翻译策
略的运用#都隐含着译者对当代爱尔兰文化困境的
关照%因而#各个译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是希尼
作为翻译家翻译观形成的轨迹呈现#更是希尼在爱
尔兰后殖民时代书写民族身份和搭建文化认同的努
力#是希尼文化观内核的反映%

第二#缺乏翻译与诗歌创作相互关照的互文视
角%希尼确立其稳定的诗坛地位始于

+*E)

年代初#

他的沼潭诗成为其表征爱尔兰宗派斗争困境的客观
对应物%事实上#这一时期#希尼的翻译工作同时启
动%第一个译本-迷途的斯威尼.同样是一个客观对
应物#表征爱尔兰文化历史结构的悲剧演变%

+*E)

年代#正是北爱尔兰宗派纷争风烟再起的时期%希
尼虽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但其创作一直牵系北方%

他的第一部诗集取名-北方.#-迷途的斯威尼.故事
也发生于北方的阿尔斯特!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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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迷
途的斯威尼.译本出版后#希尼创作了诗集-斯威尼
重构.!

+*@F

"和-斯威尼的飞翔.!

+**)

"#斯威尼原型
的文化内涵和重构形象构成解读斯威尼系列的重要
内核%

+**)

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停火#北爱尔兰步
入'和平进程(#然而军事的停火并不意味着宗派对
立情绪的结束%

+**)

年#希尼的-特洛伊的弥合.译
本正是借古希腊的经典文本实现对北爱尔兰现实的
关照,如何面对历史记忆#弥合历史创伤1

+**B

年#

希尼的文集-诗歌的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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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现多元文化的平衡%因而#

希尼的诗歌创作与他的翻译形成互动关系#其翻译
观和诗学观的深层通约性又共同指向他的文化观%

与丰硕的诗歌成果相比#翻译虽为形式上的'副业(#

却构成希尼诗歌创作的辅道和走出困境的出口#民
族身份的探寻&民族文化结构的描述都得以在他的
译作中更为显在的表述%因此#研究希尼的翻译#可
以更加深化对其诗歌的研究%

第三#缺乏希尼与爱尔兰翻译传统关联性的研
究%自

+*

世纪末以来#爱尔兰的诗歌创作&戏剧舞
台和翻译的繁荣#到

+*()

年代的爱尔兰文艺复兴时
期达到高潮%在翻译方面#重要的翻译家#如海蒂&

叶芝&辛格等都旨在挖掘传统的盖尔文化传统#将古
老的盖尔语文学文本翻译成现代英语#在文本的选
择中#他们往往选取古代爱尔兰英雄故事#以重塑爱
尔兰人形象%翻译与文学创作#尤其是与当时的阿
比戏剧社的戏剧舞台一起#成为

+*()

年代文化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发
展%至于当代的希尼#其翻译实乃秉承叶芝们以降
的传统#在当代北爱尔兰动荡的语境中#翻译成为他
描述民族文化结构的方式&思索走出民族对立困境
的场域%同他的前辈们一样#希尼在他的翻译实践
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和以翻译为手段的文
化建设之参与意识+但又不同于他的前辈们#希尼对
翻译源文本的选择是迥异的%在新的爱尔兰历史语
境中#以单一文化定义民族文化结构#显然只会增加
民族间的隔阂和仇视#无益于多民族文化结构的现
实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希尼的翻译有别于他的前
辈%因而#将希尼的翻译实践置于爱尔兰的翻译传
统背景下#审思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
承担意识#审思传统与拓新的关系#审思民族主义和
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文化重构问题#是富于当代意
义和价值的%

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视角使翻译突破
了传统语义等值或意义对等的微观纠缠#转而关注
影响翻译的权利话语和文化操纵以及翻译在身份重
建中的可能效力%翻译作为一种言说的方式#通过
语言的转换#建立起跨语言的文化对话空间%在此
空间#历史&文化结构的差异得以呈现#译者身份立
场得以确立%作为翻译文化研究理论中的重要一
支#后殖民翻译理论重在探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以
何种策略和手段#有效地使弱势族裔文化摆脱前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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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影响#重新确立文化身份&获得文化认同%首
先#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为一种视角#以此回望自殖民
时期以来的翻译历史$$$一段以语言为手段的殖民
和反殖民的政治&文化斗争史%其二#后殖民翻译理
论更是一种手段%如巴巴的杂合理论和第三空间概
念#韦努蒂的以'语言剩余(为核心的异化翻译策略#

都旨在以文化的杂合化形式消解殖民文化和被殖民
文化的二元对立%如此一来#翻译不仅仅囿于文本#

而成为一种行为$$$一种公共行为&政治行为#具有
颠覆强权和抵抗暴力之力量%因而#翻译既体现差
异&身份的区别#但同时又能架起沟通的桥梁%

虽然爱尔兰是否是一个后殖民国家#仍存在学
术之争#但透过爱尔兰岛上爱尔兰语和英语长达八
个世纪的语言历史#折射出爱尔兰与英国悠远而复
杂的文化历史$$$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史%回溯爱
尔兰语翻译历史的三个重要时期#爱尔兰翻译史包
含着一以贯之的强烈的民族身份找寻和反语言殖民
的政治意蕴%爱尔兰的翻译历史与其民族运动史密
不可分%随着当代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推进和爱尔
兰共和国政治&经济的崛起#爱尔兰民族文化融合和
建设&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义和确立#已然成为如今岛
内的核心话题#由此#当代爱尔兰文学和文化特征为
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深化的议
题%

当代爱尔兰的翻译理论家&爱尔兰翻译协会主
席克罗宁!

I&V.$/3/

"以其系列论著-翻译爱尔兰.&

-爱尔兰的语言.&-翻译和全球化.&-翻译与身份.从
本土爱尔兰翻译和文化出发#纵论爱尔兰翻译的历
史分期&爱尔兰翻译中的语言和民族身份的关联#指
出当代爱尔兰翻译实践中的'前景化翻译行
为(

)

(F

*

+B+和流畅翻译策略对于抵抗爱尔兰文化分裂
主义的有效手段)

(F

*

+F+

%美国'操控(学派翻译理论
家&爱尔兰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提莫志克!

I&W

<

D

6$4dX$

"在她的-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早期爱
尔兰文学英译.&-语言和爱尔兰传统.中#对爱尔兰
早期文学翻译尤其是盖尔特传奇英雄故事-库秋林.

的
+)

个译本进行了比较#指出翻译在反抗强权&重
建爱尔兰人形象&凸显爱尔兰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
的作用)

(BH("

*

%

在目前后殖民翻译理论发展态势和当代爱尔兰
政治文化语境中#希尼作为成就卓绝的翻译家#他的
翻译观与诗学观的互动关系#其翻译策略对爱尔兰
翻译传统的继承与拓新#其翻译对于后殖民时代民
族文化重建和多元文化建构的价值等引发的诸多层
面的思考#使希尼的翻译研究变得必要和富于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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