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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诗 汉译 词 曲体 略论

辜 正 坤

或问:外国诗都可以译成古体汊诗吗?答 曰:不然。鄙意以为 ,西诗中的鸿篇巨制 ,当 以

白话诗体译之为佳 ,雨古雅谨严 ,短小玲珑或妙语格言珠联者 p却不妨选若干译为古体。以英诗

为例 :现当代英诗自然都应译为白话体 ,若强为古体,则必显得矫揉造作。但中古期及十七、

十八世纪的不少英诗译成古体汊诗后,在忠实性方面9失真度往往较白话体要小一些。凡英

诗中格律谨严,措词典雅,短小雨又多抒情意味的早期诗作以古体汊诗形式摹拟译出,效果

自佳。如弥尔顿的《悼亡妻 》σ°刀rFt XrX),可仿苏东坡的悼亡妻词 《江城子 》(°十年生

死两茫茫
”
)译 出;斯本塞 (Spers″ )的 《爱情小唱 》(彳″ot召而

')和
《迎婚曲》(Ep犭莎砀-

J日御忆0、 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都可以元曲、散曲的风味译出。这种泽体 ,在传

神方面即良不比白话体强,也绝不至败在白话体之下。这是因为,第一,古体汉诗已有数千

年历史,其诗歌语汇极多,表达法至为丰富,凡英诗中的情趣白话体译起来抨格难通者,古
体诗多能曲尽其妙。当然,亦有某些方面,如专有人名、地名等翻译,白 话体 又 较 古 体为

胜。这些人名、地名用在白话诗中,不太牵强;而一入古体却佶倔聱牙,不中不西,往往一

名之出,弄得通首诗趣全无,这也不能不说是古体译诗的短处。但利弊相衡,古体汊诗积数

千载言志达情之功自有其潜力在,此类
“
译文优势

”
(许渊冲语)弃 而不用,殊为可惜。第二,

古体汊诗词曲在音美、形美方面已臻绝顶,比之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逊 色,甚 至 更

佳r而白话体在格律方面尚在草创之期,至多也只在节奏处理方面有些进展而已。

但话又要说回来,以成就而论,白话译诗对中国诗坛的贡献之巨足以使古体译诗抱愧汗

颜。白话译诗最有前途,宜南面称王,已成公论,笔者也举双手赞成。不过探讨一下古体诗

不能与白话体相抗的原囚,但也有一点用处:可以让古体译诗逑朵小花在译苑中出一头地。

古体译诗之未能出大成果,除了众所周知的白话运动及出版界的人为控制 之外,恐 怕 也得

在译者身上查查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9我以为是取体欠精审。老一辈译者喜用五言或七

言,鲜有用词曲体者。,汉 诗五言就是五个字,七言就是七个字,排列起来,整饬严谨;当然

这也是一种美,谓之
“
整齐美

”
。然而中国的事情,往往镨就错在什么都强求整齐划一上,译诗

亦然。英诗格律虽然也很严谨,也受音节多寡轻音重音之限,但大多数诗看起来总是长长短

短-参差不齐
`比

之咱们的豆腐干体,颇显得不修边幅。但犬牙交错,长短相形,又自有一

种放荡不羁之美,姑谓之
“
参差美

”
。鉴于这种特点,汊译若只取五、七言,势必流为板滞、单

阙:又囚为要求得整齐端庄,就难免施暴虐于原作,千出削鼻剜眼、令其俯苜就 范的 勾 当

米,但若用汉诗长短句——词曲体译之,则可免此弊病。笫一,词曲体用语要浅近些,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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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小令 ,有时萁与白话无大异;第二 ,抒情的风味亦显得浓些;第三,词 曲体句式多变,更
宜传达多样化的情绪;至少在形式上与英诗长短句可以契合相投。当然,这里得补充说明∵
下,我们所谓的词曲体,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字字讲究平仄音韵的词曲体,而主要是指沉曲
体那种长短句式,词汇风味等,使人一读,觉得象词曲,仔细辨别,却又不是,恰在似与不
似之间,凡所措诃,总 以达志传情搴形追韵为宗旨。

下面就以马太·阿诺德 (Matthcw Arm。 Id)的名诗 《多浮海岸 》(T乃 :Do〃γB句 c乃 )的
头两节为例,讨论英诗词曲体译法的具体技巧问题 :

Do7ER B刀彳CFf

nf夕 彦汤纟″ 彳/勿OJ'

Tha sea is calln tonight.

Thc tide is fv11丿 the moon lies fair

Upon,the straits; ˉ̄ on the French coast thc 1ight

Gleams and is gone:Ⅱ thc ch￡￡sρ￡England stand,         ∷    ·

Ghmmcring and vast,out in thc tranquⅡ  bay。

Come t° the window, swcct is thc night-air!

0n1y,￡ rom thc long linc o￡ spray

whcre the sea mects thc m。 on-bhnchcd land,

Listcn! You hear thc grati血 g roar

o￡ pcbblcs which the wavcs draw back, and ￡ling,

A丨 their rCturn, up thc high strand,

Begin, and ccase, and thcn again bcgin,

With treJmulous cadencc slow, and brjng

The etcrnal note o￡ sadness in

阿诺德这 节诗气魄豪迈 ,大有唐 宋 人登 高临远 ,凭栏 吊古之慨 ,令人联想起 苏东 坡
“
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的诗境。下面是郭沫若的译文:

多 滓丁海 岸                ∷

今夕海波平,,潮满月如镜,    只见月光下, 遥岸滚银波 ,

海峡之上空, 流光照遥境。    请听细石音, 随潮去复来 ,

彼岸法兰西, 灯光时明灭,    打上高岸头, 方退又再回。

英伦森峭壁, 闪铄而山9E喂 。    ∷
万古恒如斯, 音调徐而悲。

请来窗边坐, 夜气何清和 !

沫若在译诗方面,素以古体见长。成仿吾称他为译诗方面
“
最有磨炼者

”
《郭沫若:《 英

诗译稿》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 1页 )。 但这节译诗,虽然古朴有汊魏风骨,译得却不成
功。首先,在词气高迈方面较原作技逊一筹。推其由,盖因谬取五言形式,不啻作茧自缚 :

规行矩步,如何施展得开!在音美方面,尚可差强人意,在形美方面,头六行尚与原作有暗
合处,后八行则与原作之别有如东西南北马牛风。加之译诗中又缀以

“
山9E山豪〃之 类 的 冷 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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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望而知是以词就韵,更令人读之气短。不谙西文者若只据泽文 ,如何欣赏得原作风姿?

=笔者以为,这首诗的许多方面,译文都不宜妄加改变。如笫一行一共只有六个音节,汊
译亦宜取五、六个字为佳。郭译将第二行提前,硬与第一行凑成一联,原作的形 美 立 刻 消

失。第七行的ollly独 自居于第二节诗之首,两个音节 ,应模拟,郭译未表达出来。 第 九 行 的
Listen!为 惊雷电扫,叫 人则声不得,非昕不可,译诗最好保留其原有风格,可译作

“
听!”

之类。郭译达不到这些要求,关键就在于五言诗这种呆板的形式限制了译者,为 了译文的整

齐,不得不舍掉原诗形式,或削平长句补短句,颇有剜肉补疮之嫌。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处 ,

笔者将此诗重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苍海静入夜。

正潮满,长峡托孤月 ;

看法兰西岸,灯火明灭。

英伦峭璧森森,光熠熠 ,

崖下风炳一时绝。

凭窗立,觉夜气清和透心冽 !

远望,月 洗平沙干万里,

译文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模拟原作。第一行原诗六个音节,译诗为五个字;第二行原诗八

个音节,译诗亦为八个宇;第三行原诗九个音节,译诗亦为九个字;第四行原诗十个音节,

译诗为九个字;第六行原诗十个音节,译诗为十一个字;第七行原诗八个音节,译诗为九个

字;第八行原诗八个音节,译诗为七个字;第九行原诗八个音节,译诗八个字;余五行及第

五行,原诗音节与译诗字数相差=般两个音节。这样处理,是略加变通的做法; 若亦 步亦

趋,扣得更紧,自 然也是容易的事情;但有时考虑到牺牲一两个音节更有助于情绪的表达,

也就稍加调整,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变动过大,弄得原形和摹拟形面目全非。此外,原诗

较突出的句式结构、停顿等也应设法摹拟传达出来,如第工行
“
苍海静入夜

”,是原诗最短

的一行,自 不能译成长句;第二行
“
正潮满

”,第七行
“
远望

”,第九行
“
听!” 等形式,

都不宜改动。而这些长短错杂的诗行读起来有一种词曲风味,表情达意,比呆板的五言、七

言要明显地优越一些。故拙文以为不少西诗汊译古体有取体不精审的毛病。以沫若的诗才雨

论,要译好 《多浮海岸冫一诗本不成为问题,然终至译雨不惬人意者,就在机械套用五言诗

形式。一旦他能跳出五、七言藩篱,译诗往往精绝。现举法国名诗人魏尔伦(Paul Ⅴer1aine)

的杰作 《明月》(La Lune B1anche)∵诗的译文即可证此说。为了更有说服力,把郭沫若、

成仿吾两种译文都录于下,并作比较。

多 浮 海 岸

·
排浪一线翻霜雪。

听!潮卷砾石声威烈,

又回首,怒掷高滩侧。

才至也,又消歇 ,

慢调如泣轻吟处 ,

愁音万古声声切 :

正Ⅱ LrJⅣ￡ BLⅡⅣCHE

P夕勿J7σtJ夕 氵m召

La1une b1anchc

Luit dans les bois;

p。 chaque branch。

明 月

魏尔伦 作

郭沫若 译

月光皎清

照入深林

一枝枝

R
叮8

`



Part une voix¨ .

sous la ram。e,

oh! bhn-aimoc!

LI。 tang rcHδ tc

Profond miro:r ·

La sⅡ h° uettc

Du saL:1o noir    
ˇ

ou le vent pleurc¨ ·

Revons, c`est1!heuFc,

Un vaste et tcndre

Apaisement

semble descendrc

Du firmament

Que1′ astrc irise¨ .

CICst l′ heure exquisc

吐弄清音

出自阴森⋯¨

哦我的爱人 :

池塘反映 ,

深镜 ,

杨柳暗

影毵毵

风在哀吟⋯¨

睡吧,已是时辰。

泛渊而可人

一个和平

仿佛是

自天下临

天上有繁星⋯⋯

这工是一九千圭!

厅田
、

银白的月光

流照疏林上 ;

枝枝映着光

不住地哀响

声声清激⋯⋯

哦我最亲爱的 !

一池清静水 ,

沉沉耀银镜 ,

柳树映池水

魏 尔伦  作

成 仿吾  译

影暗寒光迸

飒飒悲风鸣⋯⋯

我与你,梦桕亲,

无边的静景

弥漫此旷野

一层的浮影

如自长空下

点点耀银光⋯⋯

哦无边的梦乡 !

就译诗的意美雨言,郭、成二人都很成功,就遣词用字来看?二入都是里手。但从译诗

的总效果来看,郭译却明显在成译之上,究其原囚,我 以为仍是个诗体问题。

法文诗的翻译与英诗汊译自又有别。法文中颇多不发音的字母,所以有时看起来一长串

字母,读起来却很短`或者看起来很短,发音却较长。如魏尔伦这首诗。几乎行行都是四个

音节,但在视觉上给人的感受,却是长短不拘,外表上和词曲体的
“
参差美

”
相似。郭译妙

就妙在舍规则的四言或规则的五、七言,雨用了变化有致的词曲体长短句形式,故译诗清丽

感人,音乐性特强,诗味不在原作之下。一些诗行,如 “
一枝枝/吐 弄 清 音/” , 

“
深 镜

/杨柳暗/影毵毵/” 等直是纯正词曲用语,诗趣极佳。而成译的不足处,恰在于稍嫌机械

地套用了五言形式。又因为要套用,不得不增减字词,就使得白话式的诗行与古体诗行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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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读起来未免有不自然之感。如
“
银白的月光/流照疏林上

”
,第一行纯是白话,第

’二行又

何其太雅; “一层的浮影/如 自长空下/” ,也是文白两夹,那个
“
的

”
字有些刺耳。不过主要

毛病,是辂式太拘谨了点。全诗共十八行夕其中就有十四行是五言,只有四行是四言或六言,

若把叹询
“
哦

”
不算在内,则十六行都是五言,只有一行四言,一行六言。这样就造成形式上

过于板滞的现象,没有郭译那种一气贯注 ,回 环往复、参差有致的诗美,或又可谓之旋律美。

为了进一步说明长短句旋律美的特点,我们可以对上述二译诗的音旋律进行定量性图示

分析。下图中,黑体曲线是郭沫若译诗的旋律图示,虚线是成仿吾译诗的旋律图示。方向是

从左至右;横座标上,每一格表示一行诗,纵座标士̂的每一格表示一行诗中的一个字。

(翻伴数)

笫冖节诗结尾

71-

6

‘卜

4【
ˉ̄

多

'

厂讠Γ言=扩尼Γ寸∵扌叫广讠
ˉ
讠-|→「t∷玄叫厂丐tΓ

■
丿Γ谤、(诗行截)ε q  `。  ″ `z `3 /竿

Γ 一郭沫若【
ˉ
s诗 嘿̈ ¨。辟仿吾译诗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郭沫若诗由于取词曲体长短句形式,曲线起伏很大,总
的看来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曲折线。有趣的是整首译诗的三个旋律高峰都在各节诗的最后一行

上;而这三个高峰又不是在同一高度上,而是依次升高一度,连同起点 (第一行 )高 度 在

内,共四个连续迭高度: 4567。 如果沿这四个高峰作一条线 ,就可以得到一条在座标图上

微微上倾的直线,我们可以把这条线命名为旋律高峰线。有高峰必有低谷。有趣的是,从图

上可以看出,三节诗一共只有三个最低点,而且都在各节诗的中部或偏中部,这三个最低点

的度数是: 323。 连接这三点,可得到一条比较平滑的弧形曲线,我们可以将它命名为旋

律反峰线。旋律反峰线上的峰点又刚好处在整首诗的中部,这都是发人深省的有趣现象。最

后,旋律高峰和反峰间的峰差亦很大:7-2=5。 我们把它命名为旋律峰差。分析起来,这
三个高峰如三个后浪推前浪的波峰,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最高潮,三个最低点则是三个

浪谷,充分衬托出浪峰的宏伟壮丽,所谓迭宕起伏,参差有致。旋律高峰线充分表现出译诗的

递进情绪线;群山万壑,必有主峰,如果山峰都一般高,就淡而无奇了。而郭译中这条旋律

高峰线向我们生动地揭示出诗歌旋律虽有波折而一往无前,奋力向上充满生命力的阳刚旋律

之美,这就是郭译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奥秘之一。

我们再看成仿吾的译诗旋律线。从图示可以看出,成译也有三个旋律高峰,而这三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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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也都是在各节诗的最后一行上,这种巧合一方面揭示出诗歌创作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一
方面也可反证出成译的佳处。但是,遗憾的是,成译的旋律高峰线 (666)是 一条毫无斜

度的直线,暗示出缺乏情绪高潮。其次,成译只有一个最低点 (丛 ),缺乏旋律反峰线。第

三,成译除掉三个等高点之外,基本上是一条呆板的直线,没有曲线美。第四,峰差太小 :

6一 4=2。 而郭译的峰差是 5,远远大于成译。这样,成译因缺乏变动不居的 旋 律 参 差

美。遂流为单调、死板,在传达诗歌情绪上明显地比不上采用间曲体的郭译。 。

既然诗歌具有音乐美,我们不妨把上述旋线上的各点直接作为五线谱上的音符看待,也
可以看出郭译的旋律是有明显的音乐旋律,而成译的旋律则十分单调乏味。为比较方便起见,

我将郭译旋律线整体升高一格与成译旋律线相交,得下面的乐曲:

成译: 55 55 4 6

郭译: 55 45 5 6

忽地迎头丿L见咱 ,

娇小心儿里怕。

厌地回身拢鬓鸦。

傍阑干行又羞 ,

双脸烘霞。

55 55 5 6

58 44 5 7

55 55 5 6·

65 45 6 1·

Ⅲ

啪

稍微懂点乐理的人都可以听出,成译乐曲中只听见单调的56音,尤其是三个音节绪尾都

是 6,更是乏味,称不上曲子。而郭译却是较自然的乐曲,尤其是三个音节结尾的671音
更是夫籁动人,九可以被之管弦。

⊥述图示法也可以应用于别的艺术现象,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不同种类的艺术美。本文

涉及的旋律美可称为诗行参差旋律美。笔者将专文讨论不同种类的旋律美:如视觉旋律美,

听觉旋律美,表层旋律美,’ 深层旋律美等,此不赘述。

鉴于英诗汊译者文化修养方面工力殊别,故一个译者不可能什么诗都能译好。往往是译

者本人气质或文学修养与原诗作者相近者,译起来十分顺手:反之j则译作殊难讨好。但亦

有补救法。若想译某一诗人作品,可将该诗人作品读熟后,再找一个与该诗人诗作相类似的

本国诗人的作品来研读研读,发见异同,然后命笔,可收
“
夺胎换膏

” (黄庭坚语 )之妙。

如Ⅱ昭丿J乡 D`c防召ms°m的诗趣诗境与我国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及某些元人散曲就颇多暗 合 处。下

试举一例。

(双调〕新水令 ·阎丽 绛  唇

\    
李清照马致远

点

见客人来 ,

袜劐金钗溜。

和羞走 ,

倚门回苜 ,

却把青梅嗅。

而李、马的这几行绝妙的白描又与Ⅱ湘勿 DJc庀召msom的下面几行诗极相似 :

I take a￡ 1ower as I go

My￡ ace t。 justi￡ y

IIc ncver saw me in this life

I might surPrise hh eyC                  ˉ

6
·

~

8
u



l cross the ha11with ming1ed steps

I sjlcn11y pass1hc d。 。r

I look on all this`Ⅳor1d contains~ˉ ˉ̄

1ust his￡ acc-ˉˉ̄ nothing Jmorc!

三首诗都描摹一位少女遇到陌生人 (或意中人?)时惴惴不安的举止和Jb理,三首诗都

用了一些字面上很相似的用语,如
“
行又羞

”
, 

“
和羞走

”
, “

r ct。 ss扌肠饧JJ历油而”gJ刃

s。召ps” ;“厌地回身
”
, 

“
倚门回苗

”
, 

“
rs氵 J御莎Jσ p夕 ss汕召J° ot”

 “
却 把 青 梅 嗅

”
, “

f

J夕切曰fJ°″召t洲 r gO” 等。就狄金森诗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与李、马词曲相仿佛,所以我

们不妨摹拟长短句试译如下:

行行,摘娇花一朵在手,      过厅堂,和羞走,

欲人见,花面或相膏。       悄声儿穿过门首,

平生未曾邂逅,          抬头望,唯见君颜——

相遇,恐令他色变惊眸。      伸延遍宇宙 !

凡读过雪莱 《西风颂》(OJH0功 c″εs莎 历pzJ)的读者,很少有不为诗中那种大气磅礴,

所向技靡的诗绪所震撼的。此诗的汊译已有若干种,译得也都不错。但总嫌诗味不够浓,而
以词曲体形式蓬译此诗者更不多见。译这首诗如何表达出雪莱那种吞云吐雾的气魄?我想不

妨搴拟元曲中的-些曲调。凡读过关汉卿杂剧 《单刀会》的人谁不震慑于关云长下面唱词中

表现出的英雄气概?

(双泪)新水令            〔驻马听〕

大江东去浪千叠,            水涌山叠。

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      年少周郎何处也。

又不比九重龙凤阙,           不觉的灰飞烟灭。

可正是干丈虎狼穴,           可怜黄盖转伤嗟。

大丈夫心烈,              破曹的樯橹一时绝。

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春社。         鏖兵的江水由然热。

好教我情惨切。

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里关 曲与雪莱诗在内容上并无多大相似处,可是在情绪上却有一种相通处,我们翻译

《西风颂 》时不妨摹拟其气势,古人谓之
“
偷势

”
。关 曲中的

“
叠

` 

“
叶

”
、

“
灭

”
、

”
血

”

等韵脚多是仄声,读起来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壮怀激烈感。我们也可以摹拟,谓之
“
偷语

”
。

现以元曲风味试译 《西风颂》四、五两节如下。

oDE TO rHE″ EsT″ ⅠⅣD

P引·
c″ .i∶:}Vss屁纟s乃纟JJ召乡

IV

l￡ I were a dead Iea￡ thou mightest bear;

If I were a swift CIoud to￡ Iy with thee;

A、vaⅤe to pant beneath thy power, and share

The impulse of thy strength, only less f丑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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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ou, 0, uncontro11able! 1feˇ en

I飞汛厂ere as in my boyhood, and cou1d be

丨∷「∶Ⅱ        The c。 mrade o￡ thy Wanderings oVcr heaven,

廴:∶ :i∶ ∶:嬷 :'i,Ι ∶   As then,when to ou1s讠 rⅡ thy skhy speed
′                  Scarce see1ned aˇ isioh: I would ne`er have striVen

As thus with thee jn prayCr in my sorc need

oh!1i￡t me as a wave,O leaf,a doud!

i fall upon the thorns o￡ 1i￡e! l bleed!

A hcavy weight o￡ hours has chained and boWed

One too1ike thee: tarneless, and εwif:, and p氵 qud。

V

Make ine thy1yre, even as the￡ orest is:

what i￡ my leaves are fa!1ing hke h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廴armonks

wili take￡ rom both a deeD, autu三 nnal tone,

swect though in sadness。  Be thou, spiFit ficrce,

My spirit! Be thou∶ me, i上npetuous one!              ∶  ∷∷  .

Drive∶ my1dead thoughts。 ver the universc

Like withered lcaves to quicken a meW birth!

And, by thC incantation o￡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n1an uncxtinguishe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ny lips to unaWakc且 ed earth

ThC trumpet o￡ a prophccy! o wind,

I￡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I西  凤  颂 :

∵ 雪 茱 作

4
我但愿如败叶随你飘不歇;            横空比疾,那时节

我但愿如流云伴你腾飞越:            胜券在手岂痴梦!更何须今日哀音恻 ,

又恰似倚仗君威 ,声吼浪涌山叠。

望救助祁君施恩泽。

愿如你神力发处似堤决,             呀卷去我如浪如云如落叶 !

纵无你不羁情怀烈,               人生棘上何堪I呋 :流尽我,殷红血 !

怛盼有当年童心犹未灭 ,

岁月锁住英雄汉,沉如铁,腰似折 ,

则 I宀 ∫勹〈九天κ作遨游客'      
∷     与君原本同一色:傲岸 ,不羁,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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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且将我作林薮奏歌如琴瑟,             撒遍六合,待捉起另刂般新蘖:

纵脱尽,疏林叶!                有诗行如咒,凭借,

你狂飙如潮声壮烈,

则恰似煽起炉头火灰热 ,

浑厚平添秋声咽,   ∴  ∶           乱纷纷撒播我言词人寰彻 :

甜蜜,凄切。呀。神祗,威绝,           对昏沉大地,请启我双唇作警号

怛愿君威化我威,但愿我杰如君杰!

吹响醒世音节!呀 ,西风 ,

且驱我朽腐思想如败叶,              若冬天已到,又何愁无姗姗来迟舂色?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不少元曲在情趣上亦有相合处,若以词曲风味译之,往往诗意比申

话译诗要浓得多。现附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名篇即第
=十

九首原文。读者可以看出莎翁

的原作,外表上长短相差不太太,每行音节是基本固定的,即五音步抑扬格,共十个音节。

所以译成词曲体时,诗行长短差也不宜太大。

SoⅣⅣΞTS

s乃 口斤召sp召 四r召

29

whcn, in disgracc With Fortuhc and men∶ s eyes,

I all alone bcweep my outcast statc,

And tr。 ub1e dea￡ heaven with Iny b。 otless0ries,

And look uponェ nysel￡ and curse丑 ny fate,

wishing mc like to one n1。 re rich in hope,

FcatLIrd1ke him, hke him with fr托 nds p∝⒃s呷 d,、

Dcsiring this Ⅱnan′ s art, and that卫 nan′ s scope,

with wha1Im。 st cnjoy∞ ntcntCd leas】
;

yet in these th° ughts1uysel￡ a11nost despising,

1Iaply I think on thcc, and thcn1η y state,

Likc to thc lark at break o￡ day arising

From su11en carth, sings hymns at heavcn′ s gat。
;

For thy sweet l♀ Ve remembfrC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 rn t° change my sta!e with kings。

下面是拙译∴仅供读者参考。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笫二十九首

奈时运不济,又遭人白眼,

恨世道难处,独涕泪涟涟 ,

呼唤,徒然,叵耐这聋耳的苍天 !

又顾影自怜,只叹命乖运蹇Q           (下 转第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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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 (《 尽心下》)认为只有将

“
不忍之心

”
,推及别人 ,才 是

“
仁

”
,将

“
不为

”
之行,推而广之,才是

“
义

″
。可见他论仁义,是没有忘记社会生活(或社

会关系)这个前提的。孟子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成其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 °
乃若其情,可

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a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 (《 告子上》)这里也并不是说人生而有

善,而是说入只有
“
为善η句可能'善与不善,还看为与不为,故

“
求则得之

”
,并需要不断

“
扩

之
”
、
“
熟之

”
。同时,我们更瘦看黜孟子还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改变人的道德观念 ,

“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 ,其所以陷溺心者然也。

”(《 告子△》)

只是他仅从自己的伦理学说需要出发,只 强调为善的可能性,而不及其余。有片面性 ,因而也

最易引起误解。但他说人之为人,就在于具有产生道德观念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先验论。

最后,要能说明问题 ,自 然更应立足于孟子关于乐舞起源的这段话本身 ,在这里,孟子对仁

义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指 出仁义的实质就是
“
事亲

”
、

“
从兄

”
。
“
事亲

”“
从兄

”
就是仁义。反

之则不仁义,若没有
“
亲
” “

兄
“
这类社会关系,“仁义

”
这类的道德观念也就无从产生,林名

实关系而言,“仁
”
、 “

义〃是名 ,“事亲
”
、 “

从兄
”
是实,无实焉有名 ,孟子善于思辨,我

们能说他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因此,孟子说乐仁义而产生乐舞,实际上是涕乐因
“
事亲

”
、

°
从兄

”
而产生的仁义,再表现出来,就产生乐舞。

综上所述,孟子的乐舞起源观实际是:社会关慈(事亲、从兄等)→仁义→乐 (快 乐◇乐

舞。说乐舞产生于对在
“
事亲″、 “

从兄
”

等社会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的愉悦,虽不能说

是说到了乐舞起源的点子上,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也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物

质现象,所以得不出孟子的乐舞起源观是唯心圭义的结论?雨正是恰恰相反。

孟子的乐舞起源观,棚重于社会观念的感人心,和他同时或以后的重在自然事物的感人

心的文艺起源观相比,认识上的进步意义不应低估。但其单纯强调乐舞表现政治伦理观念的

片面性,对 以后儒家正绕诗论的消极影响,同样也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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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第89页 ) 我怛愿,愿常怀干般心愿 ,

愿有颜如玉,有三朋六友相周旋。

愿有才华盖世,有文采斐然,

私心儿偏不爱自己的看家手段。

妄自菲薄如我呵″真堪叹,

忽念转君处,喜境换情迁,

正曙染星淡,如云雀翩跹,

离浑浑人寰,讴颂歌一曲天门站。

但记住您柔情招来财无限:

纵帝王屈尊就我,不与换江山。

总之,西涛汶泽吸收词曲形式之长,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文学猢译作品曲于读者层的不同,必然是多元性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用一种模式或标

准去衡量其价值。白话译诗较易制作∫读者亦众 ,自 宜倡导;但词曲体式译作也应得到鼓励和

支持。事实上 ,近年来的文艺状态表明,读者层中对旧体译诗嗜好的比例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一

方面固然与我们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相关,另 一方面恐怕也因为旧体译

诗形式确有其不可小视的魅力,有待更多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将其发扬光大,推 陈 出新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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