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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th e B e a t G e n e r a tio n ”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桂生义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宁夏 银川 7 50 021 )

摘要
: “

垮掉的一代
”

(th
e B ea t G e

二ra 加n)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个作家群体
,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创 了一个全

新的文学流派一一
“

垮掉派文学
” 。 ”

T h 。 Be at Ge
n
era tlo 矿在翻译成中文时除了被译作

“

垮掉的一代
” ,

还被译作
“

疲惫的一

代
” ,

显然
,

前一种翻译更为 大众所熟知
。

但相比后 一种翻译
, “

垮掉的一代
”

存在着明显的误读
。

该文将从文学和文化角

度对
“
T he B ea t G e n era tlo n ”

的 中文翻译
“

垮掉的一代
”

的翻译误读进行讨论与分析
,

并尝试还原它的本真意义
。

关键词
:
翻译 ;垮掉的一代 ;误读

中图分类号
: H 3 15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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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9 一5 0 39 (20 13 )0 1一00 0 1一0 2

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媒介
,

它并不是两种

语言形式之间的简单转换
,

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
。

源

于文化差异性和译者主体性而产生的文化误读就是文化交流

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
,

是伴随翻译过程始终的一种客观现

象
。

正因如此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下
,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屡见不鲜
。

而将美国20 世纪 50 年

代的
”

Th
e

Be at 晓lle ra tio n’’介绍到国内文坛时
,

其中文译名
“

垮

掉的一代
”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I T h e B e a t G en e r a tio n 的背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

一群对美国当时主流社会文化感

到无法容忍
,

对二战后期沉闷的美国文学和令人室息的社会秩

序渴求改变的年轻诗人与作家聚集到一起
,

讨论文学与哲学
,

从事文学创作
。

他们离经叛道
,

激烈反对传统文学观念和主流

中产阶级价值观
,

游荡在城市乡村
,

出人酒吧
,

高速公路
,

热爱

摇滚乐和爵士乐
,

迷醉于酒精和致幻剂所产生的幻觉
。

他们以

此极端的生活方式来抵抗主流文化的排挤压制
,

反抗权威
,

抛

弃所谓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

追求一种全新的价值观
。

“

Th
e

Be at Ge lle ra ti oll
”

这个称谓
,

最早是 1 94 8 年凯鲁亚克

在和他的朋友
,

与
“

垮掉派
”

渊源颇深的作家
、

诗人约翰
.

霍尔

莫斯(Joh
n
Cl ell oll H ol m e S

)交谈时首次用到
。

其后
,

这群作家的

几部代表性文学作品相继出版
,

并在美国文坛引起不小的反

响
,

这几部代表作品有
: 1 9 53 年出版的小说《瘾君子》(威廉

·

博

罗斯 )
、

19 56 年出版的诗集《嚎叫》(艾伦
·

金斯堡 )以及 19 57 年出

版的小说《在路上》(杰克
·

克鲁亚克 )
。

这批作品的问世
,

也标

志着一个名为
”

Th
e

Be at Li te ra tu re
”

的新文学流派登上舞台
,

在

我国
,

被译作
“

垮掉派文学
” 。

此后
,

19 59 年出版的小说《裸体午

餐》(威廉
·

博罗斯 )
、
1 97 0年出版的小说《三分之一》(尼尔

·

卡萨

蒂)直至 1 98 3年出版的小说《次要角色》(乔伊斯
·

约翰逊)
,

都持

续地发挥着
”

Th
e

Be at 晓lle ra ti oll
”

的影响力
,

在一定程度上一直

影响着美国乃至世界文坛
。

2 T he B ea t G en e r at io n 翻译 中的误读探究

2
.

1 th e B e a t G e n er a tio n 的来源以及B ea t一词本意探究

194 8 年
,

凯鲁亚克在谈到
“

垮掉一代
”

这个词的产生时说
:

“

我赋予
’

Be at
’

这个词新的含义
‘

欢腾
’

或
‘

幸福
’ ,

和音乐 中
‘

节

拍
’

的概念联系到一起
。 ”

然而就Be at 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来说却是极其丰富的
,

其最

初的意思有
“

筋疲力尽的
” 、 “

强节奏的
” 、 “

战胜
” 、 “

打拍子
” 。

除

此之外还有如
: “

令人厌倦的
” 、 “

困顿不安的
” 、 “

贫困
” 、 “

潦倒
” 、

“

一无所有
”

等比较常见的意思
。

所以从凯鲁亚克的本意来看
,

其以这个词为 自己定义时
,

着重关注的是 bea t这个词
“

强节奏

的
” 、 “

节拍
”

的本意
,

进而引发出
“

欢腾
” 、 “

幸福
”

的新意义
。

不可否认
,

凯鲁亚克在决定用这个词的时候
,

或许也正是

因为其同时还含有
“

困顿不安的
” 、 “

贫困
” 、 “

潦倒
” 、 “

一无所有
”

的意思
,

而这些意思成为大多数
”

th e

Be at Li te ra tu re
”

代表作家

的真实生活的注脚
。

他们不为明天的生活考虑
,

大多抱着今朝

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
,

没有积蓄
,

没有稳定的工作
,

所以无论

从《瘾君子》或者是《在路上》等小说中
,

都能从小说中的人物身

上看到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们真实生活状态的影射
,

甚至是真

实写照
。

但现有的关于
”

th e

Be at 晓lle ra tio n’’的资料中
,

都没有

明确的证据显示凯鲁亚克采纳的是 Be at 这个词的
“

困顿不安

的
” 、 “

贫困
” 、 “

潦倒
” 、 “

一无所有
”

的意思
。

由此可见
,

单从 Be at 一词 的本意来讲
, “

垮掉的一代
”

这个

翻译并不是最佳选择
,

相较而言
, “

疲惫的一代
”

反而更接近这

个词的本真意义
。

2. 2 “

垮掉的一代
”

的翻译误读成因

探究这个问题之前
,

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一个概念
, ” the

Be at Ge lle ra ti oll
”

一词的翻译属于意译
,

而非直译
。

意译是译者

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
,

这种潜在性的翻译直接影响着译者对本

文翻译的操作
,

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对意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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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阻碍的是文化差异
,

包括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历史
、

宗教
、

法律
、

习俗及伦理道德等等方面的差别
,

这些因素对译者阅读

和理解原文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障碍
。

这个过程是译者的创造

性活动
,

译者需要用合适的本国文字来取代外文原文
,

而且取

代过程中要忠于 自己对外文原文的理解
。

但这种创造不能添

加过多的想象和外文原文没有的内容
。

正如董强先生提到的

比喻
,

原文的思想内容就是乐谱
,

外文原文就是用钢琴或小提

琴演奏的作品
,

而译文就是转换成二胡或者琵琶来演奏
,

这个

转换首先是一种技术性的转换
,

而在译文的撰写过程中又要体

现出极强的艺术性
。

从
”

th e

Be at Ge lle ra tio n’’的中文译名可以看出
,

译者在翻译

时创造性的意译了这个词
,

而非空洞的照搬 b ea t一词的原意
。

但在这个创造性的过程中
,

由于不同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的障

碍
,

最终产生了这一个词的误读
。

为大家所熟知的是
”

th e

Be at G ell
e ra ti oll

”

这一群放荡不羁

的作家过着颓废
、

浪荡的生活
,

他们酗酒
、

滥用各类麻醉药品以

及毒品
、

性乱
,

情绪激烈
,

甚至常常牵涉进一些犯罪行为当中
。

即使是在以中产阶级道德标准为主流的美 国
,

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与鄙夷
。

然而在中国
,

这一流派的代表

作家们惊世骇俗的举动完全超出了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家

和翻译家们的可接受范围
,

甚至有人说
: “ ‘

垮掉的一代
’

是美国

资产阶级道德沦丧
,

腐化堕落最集中
,

最无耻的表现
。

在他们

身上
,

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高尚的道德
,

优美的情操都糟蹋殆

尽
,

荡然无存
,

只剩下了卑劣
、

污秽
、

淫乱
、

颓废和堕落
。 ”

不仅如此
,

他们的作品使用脏话和粗俗的语言
,

情绪激烈
,

甚至抛弃了文学以往的审美法则
,

如凯鲁亚克采用的自发式写

作方法
,

记录下一切发生的言语
,

肢体
,

心理过程
,

公开露骨地

描写性乱场景与滥用迷幻剂的种种桥段
。

也一次次尖锐地挑

战了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的神经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

th e

Be at 晓lle ra ti oll
”

的中文译名
“

垮掉

的一代
”

的产生便水到渠成
。

可以看出
,

在道德批判的着眼点

之下
,

本身便是偏于贬义的词
“

垮掉
”

就被用于
” the Be at Ge lle ra

-

ti oll
”

的翻译
,

意为美国年青一代价值观的集体坍塌以及西方资

本主义道德观的垮掉
。 “

垮掉的一代
”

这个实际上充满了批判的

译名 由此诞生了
。

2. 3 “

垮掉的一代
”

的正名

正如霍尔莫斯在他 19 52 年 11 月 16 日发表于《纽约时报杂

志》的文章《这就是
“

垮掉一代
”

》(Th i、 i、 th 。

Be at Gell
e ra ti oll )中

所说
, “ ’

Be at
’

这个词还指心灵
,

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

裸的坦诚和直率
,

一种回归到原始自然状态的直觉或意识时的

感觉
。

⋯⋯这一代人不论是标新立异还是趋同
,

在这两种表现

形式下面
,

除了独立不羁之外
,

还有另一种
,

那就是执著地追求

信念
。 ”

他们所追求的这种信念
,

便是主流秩序与主流文学接受

之外的全新的
,

个性化的
,

自由而人性的价值取向
,

而用词极端

的方式展现
,

一方面是二战后极度压抑的社会氛围造成的释

放
,

另一方面则来 自更深层次的
,

让他们找不到合理出 口的复

杂的政治文化状态
。

(如霍尔莫斯所说
: “

对守旧古板的社会
,

只

是想躲开⋯⋯让他们站在公众讲台上或起草一篇宣言
,

似乎是

更荒谬可笑的事
。 ”

)

抛开心灵与信念
, ”

th e

Be at G ell
e ra ti oll

”

对美国文学乃至世

界文学的影响是充满积极意义的
。 “

垮掉派
”

文学崇尚自发表现

的艺术特征
,

他们撇开传统的创作规律
,

不管作品 的内在联系
,

把个人的思想感情毫无约束地信手写出
,

因而作品有时显得杂

乱无章
,

时空跳跃
。 “

垮旧的一代
”

的作家们
“

全盘否定高雅文

学
” ;他们反对传统文学

,

力求突破各类文学体裁的限制
,

打破

诗同散文的界限
,

把诗写成
“

亦诗亦文
” ,

并尽量做 到废除
“

知识

分子
”

语言
,

采用不经加工的底层人物的口语
,

同时着力表现 人

物的内部世界
,

即人物的感官印象
、

欲念等
。

他们的这一套方

法是和意识流
,

表现主义
,

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一脉

相承的
,

只是其本质更加荒诞不经
。

套用 当今的流行 网络语来说
,

实际上
, ”

th e

Be at Ge lle ra
-

tio n’’所做的
,

正是一个文学
“

草根化
”

的过程
。

经过这样一个过

程
,

铺排出那一代青年的失落与焦虑
,

更对传统文化
、

主流社会

和国家体制的讽刺
、

反击
。

这些都表明
, ”

Be at
”

一词被用以命名这一派的作者们
,

更多

的是侧重于阐释其在文学方面的目标与意义
。

而在国内
,

不同

的着眼点之下
,

更关注其生活方式的我们
,

忽视 了其产生自文

学范畴内的本意
,

进而造成了对
”

th e

Be at Ge lle ra tio n’’的文化误

读
。

3 结束语

不可否认
, ”

th e

Be at Gell
e ra ti oll

”

的中文翻译不失为创造性

翻译的一个典范
,

但对于
“

垮掉一代
”

的理解
,

不能仅仅从中文

翻译的字面上去尝试
,

因为这个翻译本身存在一定的文化误

读
。

而应该带人历史语境
,

从时代和文化的特殊性
、

复杂性角

度切人
,

理解
“

垮掉派
”

作品背后激烈而单纯的情绪
,

从而了解

他们何以到了今天仍有诸多信众
,

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的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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