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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往今来，文学翻译译介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论争迭起，莫衷一是。
　　对于文学翻译即损失的说法，典籍译家汪榕培很&ldquo;不以为然&rdquo;。
特别是他选择翻译的典籍诗歌对象常常是前有译者，尤其是当译者是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时，他也
知难而译。
恰恰因为汪榕培酷爱中国典籍诗歌，恰恰因为他精通英语语言文学，恰恰因为他挚爱翻译工作，恰恰
因为他醉心中英文化交流，恰恰因为他借鉴中西古今文论精神，恰恰因为他秉承&ldquo;前译之见，后
译之师&rdquo;的翻译伦理，恰恰因为他&ldquo;译可译，非常译&rdquo;的翻译策略，恰恰因为他追
求&ldquo;积累、沉淀与创新&rdquo;的翻译境界，他的翻译成就毋须彰显，译智自现。
　　文学翻译科学兼艺术的双重属性指向原文与译文意韵动态对等的翻译结果。
文学翻译动态对等往往得&ldquo;译&rdquo;于&ldquo;境与意会&rdquo;。
汪榕培翻译中国典籍诗歌作品常常是厚积薄发。
&ldquo;厚&rdquo;在语言文化素养，&ldquo;薄&rdquo;在&ldquo;积累创新轻译&rdquo;，语际译往
见&ldquo;轻&rdquo;译，文学翻译佳译取决于译者决胜于原文和译文之外的&ldquo;非常译&rdquo;翻
译&ldquo;轻&rdquo;功。
　　汪榕培躬身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多年，译定思译，他总结了其翻译体悟，提出了&ldquo;传神达
意&rdquo;，&ldquo;译可译，非常译&rdquo;，&ldquo;文化摆渡&rdquo;等翻译主张。
　　典籍英译学科要发展，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单位的扶持仅仅是发展环境中的软环境，典籍译界
的专家资源是典籍英译发展的硬设施。
然而，令人伤感的是，越来越多的资深翻译工作者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典籍英译领域，典籍英译的实
践和理论研究后继乏人初见端倪，这样的严峻现实不容盲目乐观。
　  &hellip;&hellip;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译逝水而任幽兰>>

内容概要

　　结合目前翻译学研究中的流派建设问题，甚至涉及国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与其片面地不加选择
地把眼睛一律放到国外，甚至主张“非翻译书不读”（须知中国的翻译书也是书），不如在胸怀世界
的时候，也要关注并立足于中国当下翻译和研究的状况，并将国内本领域突出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予
以集中的关注和研究，甚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倘若真正的能将西学落实到国学，便未始不能开宗
立派，传诸国外。
特别是关涉到中国文化的典籍翻译这样一个?殊的领域，更是不能舍近而求远，以致妄自菲薄，倒是应
当密切关注中国的文化状况、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状况，以及典籍翻译本身给我们提出来的重大的
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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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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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声韵别样译
　以韵促译的汪译陶诗
　再议“以韵促译”——汪榕培其译如其人
　声韵相关何处是，“通感”遥指“陌生化”——汪榕培韵体译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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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陶诗的悲情论诗体译诗的净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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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话补偿译
　字句成诗话汪译——秘响旁通的对话性翻译
　汪榕培古诗英译中的损失与补偿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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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隔”悄然“化境”——汪榕培文化翻译践行
　“译可译，非常译”的“形美”表述
附录一　心系典籍，情依翻译——访谈汪榕培老师
附录二　汪榕培教授译著作品编录（198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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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议&ldquo;以韵促译&rdquo;　  &mdash;&mdash;汪榕培其译如其人　　之前，我曾就汪榕
培&ldquo;以诗译诗&rdquo;的诗歌翻译路线写过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ldquo;以韵促译&rdquo;的
翻译认识，以此解读汪译陶诗翻译行为并充分予以梳理与定位。
纵观汪榕培诗歌翻译成果，在其总体的诗歌翻译实践中，&ldquo;以韵促译&rdquo;的翻译表现比比皆
是，自成译体。
　　众所周知，汪榕培诗歌翻译作品多数是大部头译作，像诗经、汉魏六朝诗歌，汪榕培诗体译诗的
翻译现象见木见林，已经成为典籍诗歌翻译三种范式之一&mdash;&mdash;&ldquo;新格律&rdquo;（见
王宏印书序）派的代表性人物。
　　无独有偶，诗歌只有诗没有歌，无以再现诗歌的全貌和底蕴。
汪榕培诗歌翻译作品有诗也有歌，即2003年苏州大学出版了汪榕培组织编译的《吴歌精华》。
通过这本译作，我们看到，汪榕培致力于诗体译诗的同时，还躬身带出一支译如其译的翻译队伍。
　　记得2004年秋，我到苏州大学读博，再度成为汪老师的学生。
汪老师明确表示希望我做吴歌翻译的课题，为此，让我们拜吴歌专家金煦为师。
之后就参与了《吴歌论坛》后期的编录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开始收集、阅读吴歌作品和相关研究文献
，顺理成章地进入广泛涉猎的起步阶段，逐渐地对这一吴地文化遗产形成学术性翻译研究视界，从此
与吴歌结缘。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顾颉刚先生说：&ldquo;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
&rdquo;①它是吴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地文化即指吴地本土的习俗。
针对吴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指代。
当下，&ldquo;吴&rdquo;即指吴语这一个同语文化地域。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据记载，至今已有3200多年历史。
吴歌和历代文人所作诗、词、歌、赋作品截然不同，是下层人民口头创造的俗文化，主要传播形式是
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
一般而言，民间歌曲包括&ldquo;歌&rdquo;和&ldquo;谣&rdquo;两部分，&ldquo;歌&rdquo;就是&ldquo;
唱山歌&rdquo;的意思。
吴歌就是用吴地方言演唱的山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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