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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红楼梦%中一曲$葬花词%凄婉缠绵"迷离意深& %&

世纪爱尔兰杰出诗人和歌唱家'$爱尔兰歌曲集% 的作

者托马斯(摩尔'()*+,- .**/0%11&2%3456"一曲$夏日

最后一朵玫瑰%!()0 7,-8 /*-0 *9 -:++0/) 同样哀婉清

幽"堪称西方的*葬花词+&其题材"写作手法"营造的意

象意境和传达的人生哲理与中国古诗词异曲同工"颇

能引起国人的共鸣"成为最受国人喜欢的诗歌之一&以

下是吕志鲁先生的译文;%<

&

()0 =,-8 >*-0 *9 ?:++0/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 8)0 7,-8 /*-0 *9 -:++0/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098 A7**+@BC ,7*B0D 独自盛开的一个花魂,

E77 )0/ 7*F07G H*+I,B@*B- 娇艳的姊妹全都枯萎"

E/0 9,J0J ,BJ C*B0D 魅力的同伴尽皆凋零,

K* 97*L0/ *9 )0/ M@BJ/0JN 没有花朵相亲"

K* /*-0OA:J @- B@C)N 更无蓓蕾贴近,

(* /0970H8 A,HM)0/ A7:-)0- "哪有红颜把她的红颜反照"

P/ C@F0 -@C) 9*/ -@C)Q 何来叹息把她的叹息呼应-

R77 B*8 70,F0 8)00N 8)*: 7*B0 *B0S 我不忍离你而去"

(* I@B0 *B 8)0 -80+D 你这孤独的精灵,

?@BH0 8)0 7*F07G ,/0 -700I@BCN 百花都已进入梦境"

T*N -700I 8)*: L@8) 8)0+Q 你却还在枝头独自伤心,

():- M@BJ7G R -H,880/ 我怀着浓浓的柔情"

()G 70,F0- *0/ 8)0 A0J把你在花圃的落叶扫除干净,

U)0/0 8)G +,80- *9 8)0 C,/J0B 在这里园中伙伴落

入尘土"

=@0 -H0B870-- ,BJ J0,JQ在这里群芳已经香消玉损&

?**B +,G R 9*77*LN 等到情意的花朵化为灰尘"

U)0B 9/@0BJ-)@I- J0H,GN 我就随后把你紧跟,

EBJ 9/*+ =*F0- -)@B@BC H@/H70 爱的光环耀眼"

()0 C0+- J/*I ,L,GQ 只是花草一春,

U)0B 8/:0 )0,/8- 7@0 L@8)0/0JN 当知音告别尘世"

EBJ 9*BJ *B0- ,/0 97*LBN 当真爱已作古人,

PS L)* L*:7J @B),A@8 呵- 谁还会苟活人世"

()@- A70,M L*/7J ,7*B0. 去无尽地饱尝孤独'冷清&

从标题可以得知"这是一首悲春伤秋的咏物诗"托

物寓志"借景抒情&标题即点出该诗的中心意象/玫瑰&

时值夏尽秋至" 北欧最美好的季节即将过去"*最后一

朵玫瑰+以一种极鲜锐的感发力量引出的*秋声+触动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V*:/B,7 *9 ?@H):,B WB@F0/-@8G *9 ?H@0BH0 X YBC@B00/@BC Z?*H@,7 ?H@0BH0- YJ@8@*B6

第 5!卷第 "期

5$%%年 3月

[*7Q5! K*Q"

E:CQ5$%%



第 !"卷第 #期 杨梅等!从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看诗歌翻译

人心$风物并不萧索$但繁华已见衰败% 玫瑰的美质与

生命的哀歌浑然一体$ 尽展颓靡无力的愁苦和悲慨的

沧桑%这首诗不仅塑造出一幅真实的自然画卷$更是一

幅&读罢愁生难挥去$顿见伊人立眼前'的艺术画面%由

花及人$人花难分$承接妙合$美仑美奂%对大自然景物

的诗意赞美$对人生如寄的哲理感悟$对离愁别绪的情

感抒发$&一唱三叹'缠绵悱恻的美学效果$此类种种使

得该诗的意境美让人把玩不已%

二!译诗之难

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则是难中之难% 众所周知$

诗歌翻译过程比较复杂$是从一种语言(原诗)的表层

结构(语言形式)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探明深层

结构(意境神韵)$再从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译

诗)的表层结构% 纵观我国翻译史可以看出$从最初的

&重质朴$轻文采'$ &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

译'$ &信*达*雅'$以及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

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换言之$

我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 从最初

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

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

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 诗歌翻译的目的不仅要

传达意思$原诗的美也要译过来$这就要考虑译文的明

白晓畅和旖旎动人了% 徐志摩曾形象地描述了译诗之

难!&翻译虽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

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

入水$ 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 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

水'

&!'

%因此诗歌翻译在诗的语言上用的功夫就很多$费

时费事$以保持原诗的&形美$音美$意美'%

三!译诗外在的忠实

译诗的忠实当然不是指拙劣的字字对译$绝对的

忠实也只是一种梦想% 忠实是指以彻底理解原诗字词

与意境为基础$形式上尽量近似原诗$同时在目的语

中尽力寻觅意义*功能几乎相等的字词$幻化出如原

诗般盎然如生的意境$激发出本国读者内心相似的情

致% 因此$译诗于外是形式上的忠实$于内是神韵上的

忠实%

黄果?先生的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的&三兼顾'

译诗法$ 使译诗诗行顿数与原作诗行的音步数相应或

相等的同时$ 还使其字数与原作诗行中的音节数相应

或相等$尽量在音节数*节奏*韵式三方面追步原诗&('

%

在"英语爱情名诗选译+一书的序言中$吕志鲁先生明

言反对把英诗中的&)**+'$音步%$&,-../0.1'$音节%与汉诗

中的&顿'*&字'看作相对应的&形'% 他认为英诗中的

&音步'与汉诗中的&顿'有着本质的差别% 其中重要一

点是音步显示节奏的读音$而顿则是表意单位%音步只

能是达到&形似'的一种参考&2'

%因此$在吕译中$很明显

没有死扣诸如 &以十二个汉字构成的五顿译诗中往往

由十音节构成的五音步$ 以十个汉字构成的四顿译英

诗中往往由八音节构成的四音步'

&3'等等%

如果说英诗的根本是以轻重音节交替来体现的节

奏$那么汉诗的根本则是音韵%现代汉语的译诗往往用

押韵来弥补原诗节奏的不完全表达% 对照原诗与译诗

不难发现$后者并不像英文原诗那么简洁明快$音韵优

美% 原诗第一节韵脚很密$/0405141$共三组韵脚$吕译

只有两组$零6应$亲6近%本文作者改译后仍保留了三组

韵脚!瑰6对$萎6配6陪$颜6叹% 对第二节原有的两组韵

脚$吕译通押 789韵$改译后仍保持两组韵脚% 原诗和

吕译第三节都只有一组韵脚$ 若机械地保存原来的形

式$ 则有可能丧失音韵之美$ 因此为了增加译诗的韵

味$改译时增添了一组韵脚$毕竟$巧妙和谐的韵脚是

汉诗的灵魂%

汉语传统诗词的形式丰富$有古体诗$近体诗$还

有词和散曲$另外还有形式不受限制的现代诗%近体诗

以其平仄和韵脚取得优美的节奏效果$ 它是国人心目

中真正的诗体形式$但如用近体诗的形式来译英诗$不

足之处太多%为了平仄$凑韵以及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

表达$而不得不窜改原诗意思,英诗有着众多的押韵方

式$严格处类似词曲牌$随意处如古体和现代诗% 如果

无论是无韵诗$ 还是英雄双韵体完全用近体诗形式和

习惯来押韵$原诗表面的音容笑貌消失无踪$根本无法

体现原诗的特点% 用近体诗译英诗$归化太过% 由于英

诗诗句多长短不齐$如用押韵的长短句形式来译诗$则

不失为一个良方%

四!译诗内在的忠实

张传彪先生在谈及译诗时也说!&诗所以为诗的关

键不在句行字数的一一对应$而在诗意*诗味*诗魂'

&"'

%

在以诗译诗已成定论的情况下$ 理解无误是译诗的前

提$在完全迎合读者固有的审美情趣$文化心理习惯的

前提下$把原作的内在精神传达给读者$在读者心中唤

起同情共感%

细读原诗$ 觉得吕译在内容上同原诗有较多的出

入$以第二节尤甚% 首先是颠调遗漏诗句$原诗第二句

已是译诗的第四句$而原诗第四句没有译出%其次偏向

了意译$增添了原诗中所没有的字词$如:精灵$浓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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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再次$是对原诗理解有误# 在第一节中有%&'' ()* '

+,)'- .+/0123+24& 的句子$ 从紧随其后的诗句可以得

知$这是指%同样娇艳的玫瑰&$因此$在第二节中$%5()

'+,)'-& 应是该句的简称$ 也是指玫瑰$ 而不是百花#

%4.155)*&吕译为%扫除干净&$让人大惑不解# 从全诗贯

穿的诗意看$原诗作者低吟浅唱的是人世的离合悲欢$

是对爱侣亲朋的不舍# 他借物抒情$以最后一朵玫瑰自

喻$恨不得追随同伴而去# 在此$%4.155)*&只能是%散

放&# 第一$三节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看改译可知$不再

详述#

在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表达自我感情时往

往采用了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即使用意象# 意象着上

了诗人心灵的印迹$是诗人情绪的曲折反映$情绪和意

象之间产生了微妙转化关系' 化抽象为具象$ 化虚为

实$将自己的情绪寄托在客观的形象上$以客观暗示主

观$寻求主客之间的融合$从而诗意简洁丰富$意蕴无

限#因此意象是意境之载体#第三节中$有这样的诗句'

%&26 7*+/ 8+,)4 4(32329 .3*.')$:() 9)/4 6*+0 1;1-<&

摩尔用 %宝石已经掉落的婚戒& 这一意象来对应前句

%友谊已逝的尘世&# 镶嵌宝石的婚戒象征着爱情与婚

姻的完美结合# 没有了宝石的婚戒正如失去了爱情的

婚姻$徒具其形#当爱情友谊这些如宝石般珍贵的东西

已然逝去$那活在一潭死水中还有什么意义(这一意象

强化并渗透着诗人绝望的情绪'爱已逝$情难留$纵然

风姿如初$可是身单影只$存活日难$不如同爱侣亲朋

一道随风归去# 可吕译为%爱的光环耀眼$只是花草一

春# &宝石和婚戒的意象踪迹全无# 这句译诗只表明了

爱的短促$内涵和原诗颇有差异#

意境的忠实再现是译诗最难的一处$ 只是押韵并

不等于就是诗歌# 当代诗人韩作荣认为'%诗从本质上

讲只是一种感受$诗在诗意中体现出来#而诗意是一种

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 主要是属于感情的范畴&

=>?

# 因

此$诗贵意境#好的诗歌情景交融$物我不分$可以让人

获得一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发和联想# 诗

的妙处不在于你写的是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去写的$

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是怎样去说的# 因此$译诗

也要同原诗一样精于炼字$含蓄寄意$简洁传神$才能

达到%意美&的境界#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顶多是押韵

的散文# 吕译读起来略显冗长拖沓$冗字$人意的拗口

和断韵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多次吟诵则有点无味# 如'

%5+ *)7').5 @1.A ()* @'B4()4C D* 93,) 439( 7+* 439(<& 吕译

为%哪有红颜把她的红颜反照$何来叹息把她的叹息呼

应(&改译为%何来映衬她的红颜C 何来回应她的轻叹&#

以神驭形的汉语是意境语言$偏重暗示$含蓄$写意性$

驰骋想象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出发点是对核心词汇的感

悟#诗所具备的特殊的神采$是由词汇的生命和生气所

创造的$ 那些不那么直白而寓意深刻的文字必能唤起

国人最隐秘的心声#如'%E()2 5*B) ()1*54 '3) ;35()*)6$

&26 7+26 +2)4 1*) 7'+;2$&吕译为%当知音告别尘世$当

真爱已作古人&)改译为'%当真心凋零$挚爱飞离&)不

仅在字面上!%;35()*)6&对应%凋零&)%7'+;2&对应%飞

离&"同原诗更贴近$而且更为形象#除去情感上的感动

外$还有一种足以触发人思致的启迪$使人想到对一切

不可人为把握$也不可挽回的事物的徒劳感伤#这也正

是该诗所要表现的内在精神之一#

五!重译该诗

综上所述$ 本文作者秉承忠实的精神$ 形式上因

袭$内容上无误$文字上精炼$意境上相同$用汉诗的表

现手法重译了摩尔的诗作#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指正#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绽放无相对)

所有动人的同伴

都已残落枯萎)

没有玫瑰相配$

更无蓓蕾近陪$

何来映衬她的红颜C

何来回应她的轻叹#

我不会离开孤独的你(

让你枝上独憔悴)

既然动人的同伴都已长眠$

去吧( 你也紧随其间#

为此$我好心地散放

你的丽叶在花圃#

花园的同伴已在这

香消魂无#

不久我会随你而去$

当友谊渐逝$

如灿烂的婚戒上

宝石尽失#

当真心凋零$

挚爱飞离$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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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谁还愿留在

这荒冷的世上独自凄清"

六!结论

韩作荣说#诗只存在于语言的背后$在词语的缝隙

间以不可视与不可言说的状态隐含着%

$%&

&因此$诗在一

定程度上是不可译的$ 换句话说$ 绝对忠实是不可能

的$但生吞活剥更是不可取&因此$在各方面近似原诗$

同时以汉诗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合意合的成熟度$ 不失

为一良方& 精致的风韵$绝美的情调$把蕴含于诗中看

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思致触动读者$从而让读者领略到

外国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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