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０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高唐赋》研究 ①

王慧１，２

（１．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２．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２）

摘　要：美国汉学家康达维在深入理解《高唐赋》原文的基础上，运用精湛的技艺译出了散体赋的主要特色。他用
头韵词或重复同义词重复的方法译出了联绵词的特点；用英语中的平行结构译出了对偶句的特点；用不同形式和风格译

出了赋作散文和韵文部分的区别。他的译文忠实于原文，但不板滞僵化，既铺彩詀文，又清新灵动，引领着读者神游高唐

山水的同时，将宋玉的才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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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维教授（ＤａｖｉｄＲ．Ｋｎｅｃｈｔｇｅｓ，１９４２－）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西雅图华盛顿大
学辞赋研究专家，曾因《文选》英译本享誉西方汉学界，被称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

师”［１］。《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５０２－５３１）主持编选的文学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八九百年
间、一百多位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被冠以 “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美称。康达维

花费了近２０年心血英译出版了《文选》前十九卷辞赋部分。他的译文受到评论界的普遍赞誉，哈佛大
学中国文学教授、汉学家伊维德（Ｗ．Ｌ．Ｉｄｅｍａ，１９４４－）就说：“（《文选》译文）完成的部分将使康达维
与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最伟大的汉学家比肩。”［２］宋玉《高唐赋》是第十九卷“情”类的第一篇，是宋玉流

传千古的名篇之一。从《高唐赋》的译文中可以窥见康达维翻译的特点。

１　穷神观化之文本解读
康教授认为翻译的基本要求在于语言的准确性［３］。然而，赋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给译者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为了弄懂原文，他研习了包括中国的植物学、动物学、鱼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等领域的

知识［３］。从《高唐赋》某些字句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源语文本的准确

解读。

他将《高唐赋》译为 “ＲｈａｐｓｏｄｙｏｎｔｈｅＧａｏｔａｎｇＳｈｒｉｎｅ”［４］，其中“ｓｈｒｉｎｅ”是增译的词，意思是用于朝
拜或祭祀的寺庙。译者应该是对“高唐”一词进行了考索。据闻一多考证，“高?”即“高阳”，高唐神就

是楚人的始祖“高阳”［５］，而陈梦家认为高唐观祭祀的是高?神［６］。他们都认为高唐观是用于楚先民的

宗教祭祀活动。且《高唐赋》的开头述说了一个楚国先王与高唐神女恋爱的故事，这与《离骚》《九歌》

中“人神恋爱”的情节相类似，都与楚人的祭祀活动有关。加之赋结尾时说，君王要见神女，“必先斋戒，

差时择日”这是祭祀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康达维对标题的翻译，显然是认真研读了原文，并参考了对此

赋的研究成果。

此外，“王因幸之”一句的译文也体现了译者遣词用句的准确性。“幸”字容易造成误解，它有宠爱

的意思，但在这里是性交的文雅表达方式［７］。康达维的译文是“Ｔｈｅ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ｆａｖｏｒｅｄｈ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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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ｄ．”［４］此译文不仅委婉地表达了原文深意，而且“ｈｉｓｂｅｄ”与上文的“Ｈａｖｉｎｇｈｅａｒｄｔｈａｔｍｙｌｏｒｄｉｓｖｉｓｉｔ
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ｌａｃｅ，Ｉｗｉｓｈｔｏｏｆｆｅｒｈｉｍｐｉｌｌｏｗａｎｄｍａｔ”［４］中的“ｐｉｌｌｏｗａｎｄｍａｔ”形成对应，增加了语篇的连贯性。
此译文也给读者以想象空间，神女自荐枕席，君王用床笫予以回应，君王和神女之间你来我往，柔情蜜

意。增译的“ｂｅｄ”一词，与“ｐｉｌｌｏｗａｎｄｍａｔ”相呼应，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使浪漫意味更为浓厚。
再如，“

!

大弦而雅声流”一句，译文为“Ａ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ｐｌｕｃｋ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ｌｅｇａｎｔｓｏｕｎｄｓｆｌｏｗ
ｆｏｒｔｈ”［４］。其中，“大弦”指古代弦乐器的粗弦，即宫声弦。据《国语·周语下》：“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
羽。”［８］和《礼记·乐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９］，可知宫声是五音之主、五音之

君，为众音之统帅。译者把“大弦”一词译为“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ｉｎｇ”，显然对它有细致的查考，对中国古音乐文
化中以“宫”为“主”，以“宫”为尊的意识有所了解。

康达维认为“要把汉诗译成英语的译者，不应该创造所谓东方化了的汉诗版本，而应该尽可能保持

原诗中的修辞和用语”［３］。基于这种翻译理念，他花费大量精力字斟句酌，准确理解原文中的字词，并

在译文中竭力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他的《高唐赋》译文就较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本来面目，使西方读

者体味到中国文化的独特及其深厚积淀。

２　形具神生之英文传译
康达维是西方当代研究辞赋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他对辞赋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特色及主题理

解十分深入。他的《高唐赋》译文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赋体文学的特色，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宋玉赋的

神采。

２．１　联绵词的传译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屈平连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１０］宋玉赋的文采可以与屈

子比肩。其《高唐赋》使用了大量或双声叠韵或叠音的联绵词，文采尤其富丽。联绵词的理解和翻译最

为困难。因为古代注家往往用“某某貌”的句式，笼统解释这些词。多数译者一般根据这些含糊的注释

用一个词概括联绵词的大意，但在其音韵特色和形象性的表达上却打了折扣。

康教授对联绵词的处理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通过使用头韵或同义词重复等方式来造成汉语词汇

原有的声音上的和谐效果。”［１１］在译《高唐赋》时，他灵活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如：

原文：巨石溺溺之韕韒兮，

沫潼潼而高厉；

水澹澹而盘纡兮，

洪波淫淫之溶。

译文：Ｇｉａｎｔｂｏｕｌｄｅｒｓ，ｄｒｏｗｎｅｄａｎｄｄｒｅｎｃｈｅｄ，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ｓｈｉｎｇｗａｖｅｓ；
Ｆｏａｍ，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ｕｍｉｎｇ，ｉｓｔｈｒｏｗｎａｌｏｆｔ．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ｕｍｂｌｉｎｇ，ｔｗｉｓｔａｎｄｔｗｉｎｅ；
Ｂｒｏａｄｂｉｌｌｏｗｓ，ｆ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ｌｌ，ｓｈｕｄｄｅｒ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４］

叠音词的运用使原文富有节奏感，并形象描摹了水的动态。其中，“溺溺”被译为“ｄｒｏｗｎｅｄａｎｄ
ｄｒｅｎｃｈｅｄ”，表现石头被水淹没而沉溺于水中的情形。“ｄｒｏｗｎｅｄ”和“ｄｒｅｎｃｈｅｄ”在声音上押头韵，在词形
上首字母相同，模拟原词在声音和写法上的相似性。“潼潼”被译为“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ｕｍｉｎｇ”，译文生动刻
画浪花拍打在巨石上，产生许多泡沫并喷射出去的样子。且这两个词与前一句增译的词“ｐｌａｓｈｉｎｇ”呼
应，使语篇连贯，可以说是一处增值翻译。“澹澹”之意由两个同义词“ｔｏｓｓｉｎｇ”和“ｔｕｍｂｌｉｎｇ”表达，描摹
水翻滚、震荡的动态。这两个词都是重读闭音节，在声音上使人感受到水翻滚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淫淫”一词本是指流向远方，这里被译为“ｆ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ｌｌ”，意思是满满地流走。“ｆｕｌｌ”一词，看似不符“淫
淫”表达之意，这样翻译，一是为了达到押头韵的效果，加上前面的主语“ｂｒｏａｄｂｉｌｌｏｗｓ”和“ｓｈｕｄｄｅｒａｎｄ
ｓｈａｋｅ”，描绘洪波荡漾着流向远方的样子。“ｂｒｏａｄ”“ｆｕｌｌ”“ｓｈｕｄｄｅｒａｎｄｓｈａｋｅ”让读者感受到水波的巨
大，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译文表现出叠音词在读音和字形上的特点，并且两个词的意思能互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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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更加传神地描述出事物的形态。

其他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的译法一样。如双声词“参差”译为“ｊａｇｇｅｄｌｙｊｕｔｔｉｎｇ”，“怊怅”译
为“ｄｉｓｔｒａｕｇｈ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ｄ”，押头韵；叠韵词“猗笵”译为“ｓｗｉ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ｗａｙｉｎｇ”，“肙嵘”译为“ａｐｌｕｎｇ
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ｃｅ”，押头韵［４］。其中“ｄｉｓｔｒａｕｇｈ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ｄ”和“ｓｗｉ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ｗａｙｉｎｇ”属同义词。辞赋区别
于其他文体的显著特色之一就在于它的语言繁复、累赘。且“宋发夸谈，实始淫丽”［１０］，宋玉的辞赋开

创了淫丽之风，在用词上当然不怕浪费笔墨。康教授用两个词来译《高唐赋》中的联绵词显然比用一个

词来译的普遍做法，更切合宋玉赋的特征。

２．２　对偶句的传译
《文心雕龙·丽辞》云：“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

韵俱发。”［１０］辞赋的特点之一，就是使用对偶句。这在宋玉的赋中已有十分明显的体现，《高唐赋》中写

景的部分，就有许多对仗工稳的对偶句。康教授用英语中的平行结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将对偶句的特点展现
出来。如：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ＩａｍＤａｗｎＣｌｏｕｄ，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ＩａｍＰｏｕｒｉｎｇＲａｉｎ．
湫兮如风，?兮如雨。／Ｓｈｅｉｓｃｏｌｄａｓｔｈｅｗｉｎｄ，Ｃｈｉｌｌｙａｓｔｈｅｒａｉｎ．
绿叶紫裹，丹茎白蒂。／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ｖｅｓ，ｐｕｒｐｌｅｆｒｕｉｔ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ｓｔａｌｋｓ，ｗｈｉｔｅｓｔｅｍｓ．
若生于鬼，若出于神。／Ａｓｉｆｂｏｒｎｏｆｇｈｏｓｔｓ，Ａｓｉｆｉｓｓｕｅｄｆｒｏｍｓｐｉｒｉｔｓ．
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Ｂｉｒｄ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ｍｅｔｏｆｌｙａｗａｙ，Ｂｅａｓｔ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ｍｅｔｏｆｌｅｅ．［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在修辞学中称为“排比”，也叫“平行结构”。它是将结构相同或相似、字数大致相等、意
思密切关联的词组或句子排列在一起，以增强语言的气势。英语的平行结构与汉语的对偶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比如“湫兮如风，?兮如雨”被译为“Ｓｈｅｉｓｃｏｌｄａｓｔｈｅｗｉｎｄ，Ｃｈｉｌｌｙａｓｔｈｅｒａｉｎ”。此句原文是两
个比喻句，译文用“ｂｅ…ａｓ”的句型来呈现。原文的主语不言而喻，译文由于语法的需要在上句中添加了
主语“ｓｈｅ”和动词“ｉｓ”，下句则将其省略。原文中“风”对“雨”，译文中“ｔｈｅｗｉｎｄ”对“ｔｈｅｒａｉｎ”；原文中
“湫”对“凄”，译文中“ｃｏｌｄ”对“ｃｈｉｌｌｙ”。其中“ｃｏｌｄ”和“ｃｈｉｌｌｙ”与“ｔｈｅｗｉｎｄ”和“ｔｈｅｒａｉｎ”搭配，形容风雨
的阴冷，同时喻指人的冷漠无情，一语双关使高傲的神女形象跃然纸上。并且，原文中“湫”和“?”偏旁

相同，又为双声词。译文中虽未用头韵词，但“ｃｏｌｄ”与“ｃｈｉｌｌｙ”首字母相同，虽然在听觉上无法表现原文
的特点，在视觉上却能曲尽其妙，表现出这两个同义词之间在写法上的联系。由于英语语法的限制，我

们不能求全责备，要求上下两句完全对应。康先生巧妙运用平行结构，使句中词汇的意思、词性、作用及

感情色彩一一对应，已将原句对偶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些译文看似简单，实则译得巧妙，如“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一句的译文“Ｂｉｒｄ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ｍｅｔｏ
ｆｌｙａｗａｙ，Ｂｅａｓｔ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ｍｅｔｏｆｌｅｅ”。原文中“飞鸟”与“走兽”相对，都是名词；“起”与“发”相对，都是
动词。译文中“ｂｉｒｄｓ”与“ｂｅａｓｔｓ”相对，都是名词；“ｆｌｙａｗａｙ”与“ｆｌｅｅ”相对，都是动词，且押头韵。原文中
“未及”一词相同，译文中“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ｍｅ”这一短语相同。译者对“发”一字的理解十分精准，“ｔｏｆｌｅｅ”描
绘出野兽看到猎人到来，而意欲仓皇逃窜的情形。康教授深谙对偶句之巧，举重若轻地用平行结构来表

现，非语言大师无法成其妙。

２．３　散文和韵文部分的传译
散体赋是一种骈散结合的两栖类文体，一般是由散文首部、韵文中部、散文尾部三部分组成。宋玉

赋创立了这种汉大赋的基本结构形式［７］，《高唐赋》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架构的。康教授将形式上是散

体、表示故事情节进展的句子，用散文的形式翻译，将用韵文表现的描述部分用自由体诗翻译。

译文开头的诗体部分用词较通俗，句式简洁。特别是宋玉与楚王的对话部分，译得清新明快。如

“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ａｉｄ，ＭａｙＩｎｏｗ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ｒｅ？ＳｏｎｇＹｕｒｅｐｌｉｅｄ，Ｙｅｓ，ｙｏｕｍａｙ．”［４］，既符合口语的特点，又较正
式，与君臣之间的礼仪相符。

中间的韵文部分，则“铺采詀文”。用押头韵的词和同义词的重叠形成滔滔不绝的气势，句子繁缛，

用词考究。与开头部分句子短促、简洁，用词通俗、洗练，言简意赅，形成鲜明对比。译者用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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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赋的韵散部分分隔开来，既铺彩詀文，又清新灵动，体现出宋玉赋的特色。

康先生在精研原文的基础上，用精湛的技艺突出了辞赋的显著特点，并将宋玉的才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令人拍案叫绝。然金无足赤，此译文非绝对完美。如对“阳”字的翻译就存在问题。译者将“妾在巫

山之阳”译成“Ｉｌ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ｓｕｎｎｙｓｉｄｅｏｆＳｈａｍａｎＭｏｕｎｔ”［４］，将“乘渚之阳”译成“Ｃｌｉｍｂ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ｎｙｓｉｄｅ
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ｅｓ”［４］，显然他把“阳”字误解成“阳光的”意思。据《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
山南为阳”［１２］，“阳”指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妾在巫山之阳”的意思应该是“我住在巫山的南面”，译

文应该是“Ｉｌ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ＳｈａｍａｎＭｏｕｎｔ”；“乘渚之阳”的意思则是“爬上水洲的北边”，译文是
“Ｃｌｉｍｂ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ｅｓ”。然而，瑕不掩瑜，小小的失误并不能遮盖译文整体呈现的夺目
光彩。

３　结语
康达维曾阐明其《文选》翻译的目标：“撰写一部能把中国文学的伟大介绍给西方读者的译本。”［１３］

他的《高唐赋》译文忠实、流畅、极具辞赋美感，引领着读者神游高唐山水，在展现宋玉才情的同时，也表

现了辞赋写景状物的生动传神。从这篇译文来看，可以说，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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