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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 通观微至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 略评 

李晓静 昌 切 

   

  如果把文学翻译看成一门学问的话，那么研究文学翻译就应该是学问中的学问了。研

究文学翻译需要熟练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由比较美学入手研究

文学翻译，则需要研究者在此基础上熟谙两个语种以上的文学知识及其相关的知识背景，

并熟知比较美学的理论和方法，难度自然更大。新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奚永吉先生

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就是一部在这方面作出有益且富有成效尝试的学术专著。这部

耗时整整十载写成的洋洋八十余万言的大书，几乎综述点评了迄今为止著者所能见到的所

有有价值的译论。著者高屋建瓴，通观微至，解析了大量文学翻译的佳品适例。繁杂多样

的译品译论，经著者过手，被爬梳整理得井然有序、清晰可辨，于此可见著者良好的学

养、深厚的功底和扎实的学风。虽然此著在理论建构上尚未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程度，但

仅就其著述的难度和取得的成就而论，就是对翻译学的重大贡献，值得向读书界推荐。 

  该著紧紧抓住“文化”这个核心概念，把大量的译品放在互异相关的文化框架内加以

比较、鉴赏和评析，处处强调文化的作用，而不是就翻译论翻译，拘囿于单纯的翻译理论

和技巧的阐述。但是著者并不轻视理论，而是在揭示译品中的文化因素的同时发掘其理论

内涵，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领悟和消除跨时代、跨地域和跨文化所带来的翻译阻隔。著

者注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将比较的方法贯穿始终，“借大量例证，于比较之中寓

比较”，“以中外名著名译凡三十余部为主线，旁穿侧出其他译品多种”，在东西方译者

译品之间、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译品之间、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译品之间、同一

名家不同类型原著的译品之间、同一原著不同名家的译品之间等进行比较，可谓洞幽烛

微，要言不烦。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著对中外译家译品所作的全景式的俯瞰和微雕式的刻写。全书

援例宏富，但都经过精心的审核和合理的剪裁，并不显得庞杂。著者援例大致有以下几个

特点。 

  一是收集广，示例恰当，析例有力。无论是古今中外的译坛耆宿还是后学新秀的译作

译论，著者均能做到信手拈来。以《红楼梦》中《好了歌》的翻译为例。著者首先以西方

译者乔利、赫德森、麦克休、霍克斯的译品为例进行分析，然后从中归纳出自己的见解：

“西方译者执译中国古典作品，其难在于如何逾越异文化的藩篱，如何熟参两种文化之相

似性与相同性，非此不足语译。”接着引出中国译者王际真、杨宪益的同类译品，把出自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译品加以对照，从立意、措辞和文法上彰显两类译品的显著差

异。 

  二是援例新，力避人们耳熟能详的往例、定例、恒例、常例和通例，以新人视听。在

“中国译论改观”一目中，著者有意识避开先哲时贤的名论、定论、宿论，比如严复的

“信、雅、达”论等，而把目光投向零星碎散、鲜为人知的译论，比如卞之琳的“信、

似、译”论，刘宓庆的“虚实”论，冯建文的“虚实化意”论，萧乾的“得体”论等。 

  三是分析深入细致。著者对于材料不是简单铺陈，而更注重在美学层面上作深入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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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例如在对《西游记》中一段赋体人物描写的翻译的考察中，著者不仅列出西方译

者詹纳尔和中国译者杨宪益的不同译文，而且还察源溯流，研几探微，对“倾国”、“莲

步”等典故进行谨慎的推敲，于细微处求证，进而对译者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要求。 

  如此丰厚的材料，如此精密的论证，使得这部著作生动具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从

而避免了使翻译美学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流于玄虚空疏或概念化。著者秉承实事求是的精

神，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空泛地议论文学翻译如何美，也不套用西方的理论术语狂轰乱

炸一番以炫己学，而是凭事实说话，让考证发言。他从三十余部中外名著名译中援引实

例，概括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种“意在笔后”的写法使其言论具

有不容置疑的事实基础。 

  著者在理论上是相当自觉的。他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艺美学传统，而并不轻怠西

方的美学和文论，力求融通中西之文心。在运用一些古代文论范畴如形神、文质、动静、

虚实等解释文学翻译艺术时，这一点就表现得比较鲜明。他这样阐发虚译与实译的关系：

“翻译中所大倡的‘直译’与‘意译’，正是虚与实之（下转74页）（上接75页）别裁。

事实证明，任何译品均是直不隐意，意不废直，译者，无论中西译者，在移译原著话语、

事理、譬况时无不应取态浓淡之间，而见巧虚实之际，必须将两者交相为用，而不相为

病。”“虚化的译法往往是虚实相参，虚实互藏，即虚中有实，以虚寓实。”这种饱含哲

理、无论中西的见解，非理论积累深厚的通达者所不能言。 

  全书构架也颇具特色。上下两篇均采用总分式结构：篇下以不同论列类别划分章节，

再间或以书名、篇名和人名等设目，并条以总目、次目、细目。无论篇首、章首、节首、

目首都以古今中外某种论著中的某种观点立论，再分叙之，“以概论叙崖略，亦可一窥行

文之意旨”。全书有纲有目，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这显示了著者极好的驾驭能力。此

外，该著的语言亦是古雅整饬，纳繁归简，读来朗朗上口，极具音乐美，翻译美学研究者

的当行本色呈现无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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