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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思》一诗英译的关联理论评析 ①

陈汝真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关联理论对人类的交际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诗歌是文学艺术中的最高艺术，是诗人表达抒发情感的一种
形式，诗歌的翻译是译者通过自身理解、欣赏之后对语言进行转换而达到连通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行为，译者

采取的翻译策略对于这种交际行为的顺利完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李白的《静夜思》的四种英

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论证关联理论中的认知语境、交际意图及最佳关联等概念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与可行性，探讨四种

译本的读者所付出的的处理努力和取得的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取得的交际效果。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对诗歌翻译批

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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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和世界文学
史上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诗

歌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译者也遇到了更艰难的挑战，

因为诗歌翻译既要体现出原诗者的美学追求又要体现出

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同时又要兼顾诗歌的形态美和音韵

美。译诗必须像诗，读起来应有诗味［１］。１９８６年，丹·斯
珀伯（ＤａｎＳｐｅｒｂｅｒ）与迪尔德丽·威尔逊（ＤｅｉｒｄｒｅＷｉｌｓｏｎ
）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理论（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ｏ
ｒｙ）。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Ｇｕｔｔ）在
１９９１年出版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翻
译理论（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把翻译看成
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明示 －推理活动，是语言交际
的一种方式。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性可以有效的解释

人类交际，翻译也是一种交际，是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

之间的交流。根据该理论，每一个明示—推理活动都自

动的具有最佳关联性［２］。最佳关联性是以人的交际为取

向的。译者和译读者理解原句和译文就是将相关预警假

设（存储在其大脑中被激活的相关百科知识）和输入的新

信息（源语和译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地说

就是用演绎推理来寻找源语和译语语句的命题和激活的

相关的预警假设之间的关联性［３］。在翻译活动中，最佳

关联也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译者的责任就是努力的

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将翻

译和关联理论结合到一起［４］。

１　《静夜思》一诗原作的关联理论分析
１．１　认知语境

李白的《静夜思》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思乡诗。中国古

代诗歌中这是一类传统的题材，李白也有不少类似的诗

歌，但是《静夜思》以其简洁的诗风，朗朗上口的韵律和直

接明了的意思广为流传过，在中国，上至花甲的老人，下

至三岁的孩童都能够脱口而出。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

于故乡的思念之情，由此引发的一个人漂泊在外，对故

乡，对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整诗四句，看似都是在描写周围的环境景物，但是在

看似平淡的描写中却包含了李白深沉而又浓郁的思乡情

怀，诗的开头点明地点是李白望着“床前”的窗外，望着的

是皎洁明亮的“月亮”，和洒落下的银白的“月光”，思念的

对象是“故乡”，虽然描写的对象很少，画面也简单，但是

很快读者就能调动自己的百科知识：（１）李白此时正漂泊
于异乡；（２）漂泊的日子总是没有归属感，没有依靠的；
（３）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寂寞的；（４）人寂寞的时候最
容易想起故乡，亲朋好友由此可以得出李白此时正是一

个人孤寂的漂泊在外，在晚上望着皎洁的月亮思念起了

遥远的故乡和亲朋好友们。

１．２　意图
诗歌描写了床，月光，月亮和故乡，配以动觉的图式

“疑”、“举头”、“低头”组成的信息意图，一副李白一人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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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的倚靠着床，望着窗外皎洁明亮的月光，还误以为那是

秋日的白霜，抬起头又见到那轮明月，黯然神伤的低下头

想起了自己的故乡的寂寞，孤单。传达了此时李白心中

对故乡无尽的思念，和对漂泊生活中孤寂艰难的一种感

慨。作品中向广大读者所传达的对故乡和亲朋好友的思

念之情正是这首诗的交际意图所在。

１．３　关联性
诗歌中明月光、地上霜、明月、思故乡各种语言信息

所引发的异乡带给中国读者的关联是孤独漂泊在外的人

对着明月思念故乡的深深情愫。举头，低头之间既加强

了这种孤单，寂寞，深重思念情怀的旧信息，强化了诗歌

思念故乡这一主题关联。

２　译本的关联理论对比分析
上文应用关联理论对《静夜思》原作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下面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其英译本的四个不同版本

进行分析。

译文一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ａＳｉｌｅｎｔＮｉｇｈｔ
Ａｇｌｅａｍ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ｄｏｗｎｏｖｅｒｍｙｂｅｄ，
Ｉｗｏｎｄｅｒｉｆｉｔ’ｓｔｈｅ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ｍｙｅｙｅｓ，
Ｉｇａｚｅａｔ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ｍｙｈｅａｄ，
Ｉｍｉｓｓｍｙ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ｑｕ）
译文二

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Ｎｉ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ｍｙｂｅｄ，
Ｉｓｅｅ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Ｉｗｏｎｄｅｒｉｆｉｔ’ｓ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ｏｒ．
Ｉ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ａｓＩｒａｉｓｅｍｙｈｅａｄ，
Ｉｍｉｓｓ，ｗｈｉｌｅｓｔｏｏｐｉｎｇ，ｍｙ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

ＭａｏＸｉａｏｙｕ）
译文三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ａ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Ｎｉｇｈｔ
ＡｔｈｗａｒｔｔｈｅｂｅｄＩ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ｍｏｏｎｂｅａｍｓｃａｓｔａｔｒａｉｌ．
Ｓｏｂｒｉｇｈｔ，ｓｏｃｏｌｄ，ｓｏｆｒａｉｌ，
Ｔｈａｔｆｏｒａｓｐａｃｅｉｔｇｌｅａｍｓ，
Ｌｉｋｅｈｏａｒ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ｍｙｄｒｅａｍｓ．
Ｉｒａｉｓｅｍｙｈｅａｄ，
Ｔｈｅ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ｍｏｏｎＩｓｅｅ：
Ｔｈｅｎｄｒｏｏｐｍｙｈｅａｄ，ａｎｄｓｉｎｋｔｏｄ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ｅ，
Ｍｙ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Ｃｒａｎｍｅｒ

Ｂｙｎｇ）
译文四

ＭｏｏｎｌｉｔＮ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ｍｙｂｅｄｔｈｅ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Ｍａｋｉｎｇｉｔｌｏｏｋｌｉｋｅｆｒｏｓ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ｆｔｉｎｇｍｙｈｅａｄＩｓｅｅ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ｎ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ｉｔ，ａｎｄＩ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ｈ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ｅｗｉＡｌｌｅｙ）
首先从诗歌的题目来看，“静夜思”传达了李白是在

安静的夜里表达思念，而其想要传达的语境效果其实最

主要就是在“思”这种情感上，译文一“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ｓｉｌｅｎｔ
ｎｉｇｈｔ”和译文三“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ａ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ｎｉｇｈｔ”采用了相似
的结构，而且都用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来表达思念这个意思，但是在
英语中Ｔｈｏｕｇｈｔｓ不单单指思念，更多的时候是指思考之
类的意思，所以但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要求读者要结合

诗歌的内容来理解，这就势必要付出较大的处理努力，才

能够获得语境效果，但是译文四仅仅用了“ｍｏｏｎｌｉｔｎｉｇｈｔ”
并没有提及“思”这一层意思，那么当读者看到这个题目

的时候可能就要调动相关的百科知识，譬如：（１）皎洁的
月关说明天气很好；（２）月亮有时候可以表达一种情感；
（３）这种情感有可能是爱情、友情、亲情等等；（４）晚上风
高月黑，人容易寂寞。那么就有可能推断出诗歌所想要

表达的是夜晚的某种情愫，至此得到了语境效果。但是，

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语境效果的获得要付出很大的处

理努力，所以当我们想要以小的处理努力就获得语境效

果的时候，就可以看看译文二“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Ｔｒａｎ
ｑｕｉｌＮｉｇｈｔ”，这个版本的题目翻译很直接明了的表明了诗
歌想要表达的关键“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同时也把静夜表现出
来了，读者可以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理解就能够知道诗

歌所要表达的是对故乡的思念。这个版本的题目是最能

表达诗歌中心意思的。

诗歌的第一句“床前明月光”，译文一翻作“Ａｇｌｅａｍ
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ｄｏｗｎｏｖｅｒｍｙｂｅｄ”译文四翻作“Ｏｖｅｒｍｙ
ｂｅｄｔｈｅ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ｍｓ，”，这两个版本的译文都不约而
同的用到了“ｓｔｒｅａｍｓ”这个词，这个词能够让读者联想起
月光就像一条条的银丝轻盈的柔柔的撒落在李白的床

前，这样柔美的环境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１）月光总
是这样柔美明亮，但是总是冷清的，孤寂的；（２）作者看着
这皎洁冷清的月光在干什么呢？这样就容易引导读者认

为诗作者一定是对着月光有所感悟。译文二翻作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ｙｂｅｄ，Ｉｓｅｅ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这里译者用到了“ｂｒｉｇｈｔ”来
描写月光，ｂｒｉｇｈｔ通常会被理解为明亮的，通常会被用来
描写日光或者灯光所发出来的光，所以有的读者可能又

会联想到诗作者的心情也如这皎洁明亮的月光一样是否

是开朗的呢？如果有读者是这样子理解的那么就明显与

诗歌所要表达的深重的思念之情相矛盾，这样也是取得

了语境效果，我们也可以说是有关联性的，但是显然这并

不有利于正确传达诗作者意图，有碍于读者正确的理解

诗歌。译文三翻作“ＡｔｈｗａｒｔｔｈｅｂｅｄＩ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ｍｏｏｎ
ｂｅａｍｓｃａｓｔａｔｒａｉｌ．”显得比较刚硬，月光横着投射到我的
床前，读者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处理努力获得诗作者仿佛

是若有所思的语境效果，但是这相对于译文一和译文三

所付出的努力显然要大得多。

接下来一句“疑是地上霜”，霜是秋天更深露重的时

候经过一夜的低温在地面上形成的一层薄薄的白色的物

质，通常霜一般是便是凄冷的，可怜的好比成语雪上加

霜，就是坏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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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那么诗作者坐在床前，看着地上月光照射的地白白

的一层竟然让李白联想到了那是霜，说明当时李白的内

心是多么的孤寂，惆怅，所以为了读者能够尽可能的靠近

和体会诗作者当时的心境，译者应当尽可能的用词描写

出当时的意境。译文一和二同样译作 Ｉｗｏｎｄｅｒｉｆｉｔ’ｓｔｈｅ
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仅仅用了ｆｒｏｓｔ这个对应霜的词语，当
然这是译者采用忠于原文的一种翻译策略，但是从关联

理论的角度来说，尽管这样子读者能够通过他的推理例

如：（１）霜是一种冰冷情况下才会产生的现象；（２）一般冰
冷的时候来表达人的情感是说明人的内心感觉非常寒

冷；（３）作者此时用霜来描写月光，说明此时的月光对作
者来说并不是什么积极、热烈情绪，由此可能可以推断出

诗作者是想要借霜来表达一种内心的寒冷，表明此时心

中孤单寂寞的情绪，读者能够得到这种语境效果我们当

然能说这样的译文对于理解还是有关联性的，但是读者

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处理努力才能够获得该语境效果。同

样译文四也是差不多的效果，仅仅是多加上了“霜覆盖了

整个大地”，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处理努力把这种感情加

强一点，也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语境效果，获得关

联。但是译文三就采用了“Ｓｏｂｒｉｇｈｔ，ｓｏｃｏｌｄ，ｓｏｆｒａｉｌ，Ｔｈａｔ
ｆｏｒａｓｐａｃｅｉｔｇｌｅａｍｓ”，译者用了三个并列的“ｓｏｂｒｉｇｈｔ，ｓｏ
ｃｏｌｄ，ｓｏｆｒａｉｌ”词义叠加，语气的加强能够承接上文描写月
光的皎洁 ｓｏｂｒｉｇｈｔ，又能带入情感承接下文 ｓｏｃｏｌｄｓｏ
ｆｒａｉｌ，不再简单的忠实于原文只描写了地上的月光像一层
薄薄的霜一样凄寒，而是把诗作者的感情直接描述出来，

甚至用到了脆弱这个词，那么这时读者一看就知道，脆弱

的不是那似霜的月光，而是看着这如霜的李白的内心写

照，此时的他就像这柔弱的，寒冷的月光一样需要被温

暖。那么读者几乎就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够马上的到语境

效果。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在获得语境效果的时候各

个译本所需要的读者的处理努力是不一样的。

颈联“举头望明月”，看似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值

得所有读者注意的是，正是这一轮明月，对于一个常年漂

泊在外的人来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重要意义。读者一般

会有以下的联想：（１）宇宙中只有一个月亮；（２）人无论走
到哪里，看到的那一轮明月都是同一轮明月；（３）月光是
照亮人们回家的路途的；（４）一般月圆的时候就是一家人
团聚欢乐的时刻；（５）月亮的阴晴圆缺代表了时间的流逝
等等一些。当然李白也能都想到这一些，更何况当时的

他是漂泊在外，有着一轮月亮就可以勾起他的思乡的情

感。对于这一句，四个译本的差别都不是很大，都采用了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ｍｏｏｎ这一说法，当然这一句也不需什么特别的
翻译手法就能够让读者获得语境效果，因为几乎所有的

读者都能够由月亮这一非常特别的意象产生一定的语境

效果。

尾联“低头思故乡”属于点题的一句，诗作者把所有

前面的铺垫集合起来，把感情都集中起来直接而深刻的

点明明月带给李白的是对故乡无尽的思念啊。译文一“ｉ
ｍｉｓｓｍｙｈｏｍｅｔｏｗｎ”也许就是最直接的对故乡的思念，对此
几乎读者一读就能立刻体会到这就是对家乡思念的感

情。相比之下，译文二“Ｉｍｉｓｓ，ｗｈｉｌｅｓｔｏｏｐｉｎｇ，ｍｙｈｏｍｅ
ｔｏｗｎ．”译者不仅仅是写了 ｍｉｓｓ这一词来表达思念，还用
ｓｔｏｏｐｉｎｇ，用堕落于这一种感情加强了思念这一语境效果，
让思念之情来的更加的猛烈。译文三并没有直接译出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这一概念，而是先用 ｔｈｅｅ这一古英语来覆盖这
一种思乡之情，又紧接着用ｆａｔｈｅｒ这一词来代表故乡以及
另外一些在家乡的事。读者可以做如下联想：（１）爸爸是
亲人；（２）一般年迈的父亲都是住在家里，也就是故乡；
（３）故乡有作者小时候成长的生活的记忆；（４）故乡还有
一些像父亲一样很重要的人。由此读者就能够了解李白

的感情了。

３　结　语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李白的《静夜诗》进行了分

析，并着重对其四个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不同

视角的选词，以及译者对原诗作的不同理解，原诗的英译

本的语境是动态的，随着不同的新的语境的加入，语境效

果或加强或矛盾，或削弱等等，且关联理论中不论读者付

出的处理努力是大是小，我们都承认其有关联性，并试图

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关联，从而减小读者误解诗

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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