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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从现代翻译学的视角探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英诗汉译的情况，它既是一部有关
翻译诗歌的断代史，又是一部学术著作。
全书除绪论外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对应于两个历史时期：“五四”以前的萌建期和1919年至1937年的
发展期。
绪论部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本研究的特色、性质、内容和沿革。
这一部分吸收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提出了研究者自己的观点。
另外两部分分别介绍两个历史时期的翻译状况、特色、涉及的主要诗人、译者群、目标语、重大的翻
译事件等，评价一些重要的诗歌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并从民族诗歌发展的角度考察英语诗歌这种异
质文化因子是如何通过翻译文学这一中介在中国流传与接受，又是怎样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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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旭，1967年5月生，湖南邵阳人，回族。
长沙铁道学院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翻译
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人文社会项目数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兴趣兼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
著有《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2010）、《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2008）
、《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合作，2003）等，另有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见于海内外各学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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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这首诗歌在思想内涵上正契合胡适极力想要传播西方爱情、生命与精神自由的新观念，他在
翻译中也格外地专注。
译者首先将标题“（）vertheRoofs”（意为“在屋顶上”）译为“关不住了”，意在表明要让个性解
放来得更猛些，以此体现狂飙突进时代的精神。
除此之外，从翻译策略来看，译诗多是采取异化式处理方法，也就是更多地迁就于源语文学的语言规
范和诗学规范，尽力注意原诗的句法形式结构与音节语调韵味。
这里的译诗无论在诗行的排列方式、韵脚的调配格式，甚至每行字数的分布上，都与原诗音节数相差
无几。
尽管译诗选用的十二行体仍能在主体诗学中找到试帖诗这种特例①，但它已不再具有传统试贴诗那种
整齐的五言排律形式。
特别是首尾两节的第二、四行同时使用了两对阴韵（femininethyme）相押一一“关了”与“难了”、
“醉了”与“碎了”。
换言之，译者在此认识到“现代汉语里‘了’一类虚字不能像旧诗词曲里单独与实字押韵，而只能与
实连起来，押阴韵”②，这样的语词搭配，可以帮助音节的谐婉，算得上是一种创格的举措；不过其
代价是原诗中的色彩词“white”（“白色的”）未能译出，又“无中生有”地把“cried”（“哭喊”
）换成“醉了”。
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更看重诗歌率真的品质和白话的流畅感。
另则胡适直接用抒情的长短不齐的白话来翻译，效果也相当地不错。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探索外，译诗最突出的还表现在音节上的“别出心裁”。
这里已不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更不是曲的音节，而是地道的“白话诗”的音
节，它完全是根据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而自然起伏的“自然音节”。
这样的译诗，完全具备了他所说的，“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③。
这种译诗大体符合“胡适之体”要求于新诗的三个条件一一“说话要清楚明白”，“用材料要剪裁”
，“意境要平实”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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