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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其优点，析其不足 ①

———王东风《英汉名译赏析》评述

刘璐
（中山大学 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从书本特点、翻译赏析角度和翻译实践经验等三个角度对王东风教授的最新专著《英汉名译赏析》进行评
述，以获得更多关于翻译赏析与实践的启发，即在实践中感悟译文，在赏析中指导实践。

关键词：《英汉名译赏析》；翻译赏析；翻译实践；评述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７９－０３

《英汉名译赏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是当今翻译界著名译者、中山大学博士
生导师王东风教授的最新专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出版，被列为高等学校翻译专
业本科教材。该专著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翻译名家中的英汉名译选取八个极具代表性的译文片段，赏其

优点，析其不足，学其技巧。作为投身到翻译实践的译者，王东风教授在翻译批评方面也是颇有建树，提

倡评译不分家，在实践中感悟译文，在赏析中指导实践。

１　书本特点
１．１　名家名译，历史沿革

译学之海，浩然之大，选取合适的译文作为学习翻译的范例实在是一大难题。而本书在选材上就有

自身的特点。纵观本书八章，所选译文均出自名家之手，如“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译界之王”林纾、

修辞学鼻祖陈望道、诗人译者查良铮等。而且所选名家的译作也各有其特色，如严复所译的《天演论》、

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和王科一译的《傲慢与偏见》，均为各自外文原作的中文第一版，十分具有

研究价值。诗人查良铮作为译者所译的《西风颂》带有诗人的烙印，与一般译者的译作有所区别。另

外，书中所选英汉的翻译译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大，而且各有其时代特点。１８９７年出版的《天演论》引
发了中国近代的思潮，而《李迫大梦》译于１９０７年，处于西学东渐时间。《共产党宣言》和《西风颂》译于
新文化运动时间，《傲慢与偏见》译于１９５５年，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帝国的兴亡》译于文化大革命
前夕，《光荣与梦想》则译于后文革时间，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译于改革开放后。

１．２　有赏有批，客观公允
王教授在书中指出，正确的翻译批评观必须是客观地看待译文所存在的优点和不足，而并非一味叫

好，也绝非一味批判。皮特纽马克也曾说，好的翻译批评是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书中所

选的译文均为名家名译，但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均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译文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瑕。在批

评译作时，必须树立正确的鉴赏观念，学会两面看待，赏其优点，析其不足，而非盲目地赞美或者主观地

批判。名家名译虽存在些许不足，但瑕不掩瑜，大部分译文还是很值得翻译界学习的。同时，书中还指

出客观公允需建立于跨学科的多角度的体系之上，尽量避免片面化和个人主观性看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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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角度多元，各有千秋
本书不仅仅是针对原文和译文内容和翻译技巧方面的评述，还通过其他新的角度分析和评价译作。

书中第一章从译者、历史意义、译学价值、风格、修辞再造和增减删改等方面评述了《天演论》，提出了译

文的侧重点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章从历史价值、翻译技巧和不足等赏析了《李迫大梦》，指

出译作虽不符合现代汉语精神，但译文优美，值得后人借鉴。第三章主要从修辞和术语的变化等评析了

《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从韵脚、节奏、诗行构建和意象方面评析了《西风颂》。第五章谈及翻译家王科

一译的《傲慢与偏见》，提出了成功的译者是作者“知己”的观点，并指出译者前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

从译者、文化和语言等身份出发，以董乐山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本，探讨身份在翻译中的印

记。第七章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三个方面考察大师在无形的规范制约下的精彩译笔分析。

第八章评述了翻译家马爱农和曹苏玲合译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主要针对词汇衔接方面指出译者

要从整个语篇的全局摸清词汇衔接。

２　翻译赏析之新角度
一般的翻译赏析多着力于原文和译文之间内容和翻译技巧方面的分析和评论，突出翻译理论和翻

译实践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见，国内外翻译批评的视角比较狭窄，研究方法太单一。但本书却不仅

仅是针对原文和译文内容和翻译技巧方面的评述，还通过对译作所在的历史背景、译者身份和个人思考

等方面分析，为文学作品译本的赏析开辟了另一片更广阔的空间。

２．１　对译本历史的追溯
众多译本赏析的着力点都仅仅基于对原著的充分理解和通过不同译本的对比，很少基于译本所成

的历史时期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其实，历史背景对所孕育的文学文本的影响十分重大，在赏析译本之

前也需要充分了解译作所译时的历史背景。“历史就像是树之年轮，从中可以看出特定时期特定的翻

译运作”［１］，因此在进行文学评论前必须要充分了解译作所成的历史背景，才能对译本中的内容和所使

用的技巧进行评析，而不是根据赏析者所在时代而进行批判。王教授在对英汉名译评述中均考虑到了

译作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评述《光辉与梦想》中，指出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译文对美国的批判的矛盾心

态，“以归化求等值”［１］，在语言层面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技巧，从而总结出译本风格。

２．２　对译者身份的探索
译作不仅深受历史背景的影响，而且还深受译者身份的影响，赏析译作时也需充分探索译者身份，

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Ｍａｒｉａ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ｕ［２］指出：身份是翻译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纯粹
语言的，还是阶级的、社会的、性别的、年龄的、民族的，身份的问题归结为在话语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中的

语言偏好。如果赏析者对译作译者了解甚少，则很容易对译者在特定环节所采用的翻译技巧和内容的

增减等方面深感疑惑，很难充分鉴赏到译文的精彩之处。王教授在评析董乐山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

亡》时提出，从译者、文化和语言等身份出发，探讨身份在翻译中的印记［１］，以期望以译者身份为平台新

建一个翻译批评的视角。同时在评述《天演论》时，为翻译界常指责严复译文不准确而“平反”，指出严

复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行“意味深长的增减删改”［１］是合理的，能充分达到其政治目的。

２．３　对诗歌节奏的思考
“以顿代步”的方法是翻译外国诗时通常采用的一种重现诗歌节奏的方法，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著

名翻译家卞之琳提出。他说：“以顿为节奏单位既符合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适应现代口语的特

点。”［３］后来“以顿代步”的方法由闻一多、何其芳和孙大雨等诗人和翻译家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外国诗

歌再现节奏的主流翻译技巧。从查良铮翻译的《西风颂》来看，他基本上也是采用“以顿代步”的方法体

现原文节奏。王教授却提出，“以顿代步似乎解决了外国诗的音步在翻译中的一个瓶颈，但从音韵效果

的角度上看并非理想”［１］，因为新体诗的“顿”没有字数或音节数的限制，也没有音调的限制（平仄），所

以“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实践性并不大，用此翻译的诗歌读起来很容易“乱套”。

３　翻译实践之新启发
本书融合了王东风教授自身数十年的翻译实践经历，从不同的角度评析了八个汉英翻译经典文段，

旨在为日后的翻译实践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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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译者要成原作知己
在翻译实践进行之前，译者肯定是要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思想及其情感。特别是文学文本，仿佛

是一场玩弄文字的游戏，其中精妙之处有时比较隐晦。译者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才算是最佳的状

态才能开始翻译实践呢？王东风在第五章评述翻译家王科一译的《傲慢与偏见》时，为上述问题作了很

好的解答，就是成为待译文本作者的“知己”，并且写上译前记来记录译前的种种努力。王东风在书中

称王科一为《傲慢与偏见》作者奥斯丁的“知己”，因为王科一不仅阅读了待译文本《傲慢与偏见》的各

种文献，还阅读了大量关于奥斯丁生平事迹的文献，以及她其他的文学作品。同时，王东风也提出，王科

一所译的《傲慢与偏见》中“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模仿的地方，就是这个《译者前记》”［１］。撰写译

前纪录阐述译前所了解的信息和译者翻译风格，确实能让读者更加了解原作的精华。

３．２　文学文本重视美学
文学文本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相比之所以困难，在于文学文本中隐含了许多文学作品特有的语言形

式，例如多样的修辞、重叠颠倒的语言和节奏韵律等。这些文学文本特有的语言形式是需要被保留的，

因为它们是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有所区别的特色。其实早在１９２１年雅各布森就提出过一个对文学文
本的著名看法，“文学科学的研究目标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

西。”［４］王东风受之启发，在书中也提出从尊重“文学性”的角度思考，尊重文学文本的美学表达效果。

他在评述林纾的《李迫大梦》中提到，林纾“对原文的删改讹错也比比皆是，因此常被国内翻译界所诟

病。但是，林译的空前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林纾的翻译之所以能取得空前成功，关键要素之一是其

译文的优美［１］。

３．３　对积极修辞的追求
根据国内修辞学鼻祖陈望道对修辞的划分，修辞可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是抽象、概

念的，包括明确、通顺、平匀和稳密。积极修辞则是具体、体验的，包括比拟、讽喻和夸张等４０多种形
式［５］。在评析中，王教授主张对于原文中一些积极性修辞，只要其意象不影响“流畅可读”的原则，可直

接移植原文的表达方式。积极修辞不仅仅对文章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会影响论文的内容，

并且在读者的心里达到一定的具体影响，所以在不存在翻译困难时，积极修辞应予以保留。另一个方

面，积极修辞都是多样的，译者要在翻译时应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把一些不太明显的积极修辞也

找出来，给读者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译本。例如，在评论查良铮所译的《西风颂》时，王教授提到，重

复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被重复的词语其词义被置于突出和强调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前景化效果，需要

在译文中被体现出来［１］。甚至对于某些积极修辞，在基本保留原文思想的基础之上，只要语义和表达

上有空间，可以通过“收放自如的修辞再造”［１］提升译文美感。

４　结语
翻译活动不仅仅包括翻译实践，还应该包括翻译赏析，二者能共同推动翻译活动的发展。翻译赏析

基于翻译实践展开，也能促进翻译实践的进步，是翻译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译学建设的大厦

中，翻译鉴赏作为一门亟待建立的学科，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６］，而王东风教授的《英汉名译赏析》就

是一个入门的好工具。王东风教授作为一位多年从事翻译实践的学者，同时还在实践中触发了许多关

于翻译赏析的思考。翻译界应该更加重视翻译赏析这一学科，《英汉名译赏析》值得翻译界学者们和学

生们的借鉴和研究。

参考文献：

［１］王东风．英汉名译赏析［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ｕＭ．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ｄｏｐｉ，２００４．
［３］Ｅｊｘｅｎｂａｕｍ，ＢｏｒｉｓＭ．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Ｃ］／／ＩｎＬａｄｉｓｌａｖＭａｔｅｊｋａ＆ＫｒｉｓｔｙｎａＰｏｍｏｒｓｋ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Ｒｕｓ

ｓｉａｎ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ｌａｖｉｃ，１９７８．
［４］刘重德．漫话英诗汉译［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０（８３）：４０－４４．
［５］陈望道．修辞学发凡［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张文斌．翻译鉴赏：一门亟待建立的学科———兼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Ｊ］．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２）：９３

－９６．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１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