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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杂合，和谐共生———全球化背景下

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

段　丽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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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生态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和谐生态发展。在此基础

上，提出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从求异与杂合两 种 译 介 途 径 进 行 论 证。求 异 就 是 强 调 译 文 在 可 理 解 性 基 础 上

最大限度保留原文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杂合乃一方面尽

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面巧妙地 将 古 诗 表 达 形 式 与 译 语 表 达 形 式 融 合，以 一 种 新 语 言 形 式

进入译语，以便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蕴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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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人类文化的变革和重构，各

民族文化区域资源将 不 断 突 破 国 界，转 变 为 人 类 共 享、共 有

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

文化多样性宣言》中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是

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 泉，对 人 类 来 讲 就 像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维

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①因此，只有消除全 球 化 中 的 西

方话语一元主宰局面，建 立 多 元 共 存 的 文 化 格 局，才 能 维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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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则

肩负着在全球意识背景下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重任，

必须从仅囿于字面形 式 的 转 换 逐 步 拓 展 为 对 文 化 内 涵 的 能

动性阐释和传 递。从 事 翻 译 研 究 也 应 超 越 语 言 的 界 限，从

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思考

翻译的精神和使命。目 前 中 国 文 化 尚 处 于 世 界 文 化 多 元 体

系的边缘，理应以积极 的 姿 态 参 与 世 界 整 体 文 化 建 构，既 要

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 的 胸 襟 积 极 汲 取 其 他 民 族 优 秀 文 化 营

养，又要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及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

生态。中国古典诗歌积 淀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心 理、品 格 和 智 慧，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 要 组 成 部 分。如 何 把 中 国 古 诗 博 大 精

深的文化内涵传达出去，使之成为世界共同财富？这是古诗

翻译所面临的重要课 题。本 文 提 出 古 诗 英 译 的 生 态 翻 译 取

向，即通过杂合显异的译介途径，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译

语文化和谐共生，从而使世界文化生态圈保持繁荣昌盛。

二　生态翻译学对古诗英译的启示

生态“指生物在一定 的 自 然 环 境 下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状 态，

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２年

版）。近年来，“生态”一词被不断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转

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

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 就 是 多 样 化 和 异 质 化 的 生 物 体 在

同一个生态环境中的和谐并存关系，即有机体之间的紧密联

合，这种联合往往对每个有机体都是有益的。生物学意义上

多样性是指生命形态 的 丰 富 程 度。当 其 中 某 个 物 种 过 于 强

大时，就会吞噬其他物种，致使其他物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

从而破坏生物多样 性。同 样，就 世 界 文 化 生 态 而 言，作 为 有

机体的各民族文化在整体文化生态场内应该以平等互融、共

生共荣的方式和谐并存。如果某种或某些民族意识过强，就

可能形成恶性膨胀的 文 化 霸 权 意 识，对 其 他 民 族 进 行 侵 略、

改造或者归化，从而损 害 文 化 多 样 性，导 致 整 个 世 界 整 体 文

化生态环境失衡。因此，对任何文化的狂热追求都将成为破

坏文化生态、造成世界文化生态灾难的根源。

民族文化既具有独立的 内 在 价 值，又 必 须 依 赖 整 体 生

态资源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与互释的基础上

凸现自身价值。正如任 何 低 级 生 物 体 的 出 现 或 消 亡 都 可 能

会带来整个生 物 链 的 重 组 或 断 裂，任 何 貌 似 弱 小 的 民 族 文

化，都有其存在的现 实 性 和 合 理 性。因 此，必 须 以 健 全 的 心

态对待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解构霸权文化的权威性

和普适性，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创

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从而建构丰富多彩的和谐

文化生态环境。翻译就 是 要 促 进 异 质 文 化 间 的 互 认、互 补，

使人类文化处于多 元 化 的 良 性 生 存 状 态。有 学 者 提 出，“全

球化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涉及自然生态，而且涉及语言的生

态。要想 保 持 生 态 平 衡，就 有 必 要 引 入 生 态 翻 译 这 一 概

念。”［１］生态翻译就是“一 种 翻 译 实 践，该 实 践 控 制 着 弱 势 语

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 时 候 译，怎 么 译”。［２］（Ｐ１６７）

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 就 是 要 促 进 语 言 和 文 化 地 位 的 平 等，

保持文 化 交 流 的 平 衡。肇 始 于 中 国 的 生 态 翻 译 学（Ｅｃ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是 一 种 生 态 学 途 径 或 生 态 学 视 角 的 翻 译 研

究。［３］其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以及在“多维度适应

与适应性选择”原则 之 下 的“三 维”转 换 翻 译 方 法，［４］对 中 国

古诗英语译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主观动因，作为由原作文本到

译作文本的重构者的译者，他们所持据的文化理念及译介宗

旨直接影响译文所产 生 的 客 观 效 果。中 国 古 诗 是 中 华 民 族

文化底蕴的反映，译者在英译中如果一味地就范于英语的表

达方式，就会产生文化归化，使原有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与

文化品格发生 扭 曲，淡 化 原 有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的 人 文 思 想 色

彩。如加布 里 埃 尔·施 瓦 布（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Ｓｃｈｗａｂ）所 言，“如 果

没有对另一文化的全面了解，要进行阅读就必需对异域文化

他者进行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使之进入自己的言说

方式。”［５］（Ｐ１１）因此，从文化维来说，译者必须在承认和肯定不

同民族文化价值的基 础 上，重 视 文 化 内 涵 的 传 递 与 阐 释，避

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利哈乔夫的《文化权利宣

言》指 出 “国 家 负 有 保 存 文 化 价 值 和 文 化 本 身 的 责

任”［６］（Ｐ４７８）。承认并尊 重 差 异 是 保 证 人 与 人、文 化 与 文 化 之

间良性交往 的 必 要 条 件。生 态 翻 译 学 就 是 强 调 用 整 体、和

谐、平衡和相互联系的观点来认识翻译问题。就古诗英译而

言，就是要强调对差异 性 和 多 元 文 化 的 尊 重，关 注 中 英 两 种

不同文化体系 间 的 和 谐 与 共 生，以 维 护 世 界 文 化 生 态 的 平

衡。下文拟从求异与杂合两方面对生态翻译观进行阐释。

三　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源流以及思维方式不

同，不可避免地具有 异 质 性 和 差 异 性。“作 为 跨 文 化 交 流 的

文学翻译，如何在跨越 文 化 异 质 性 的 同 时，充 分 展 示 文 化 相

异性，并且表现出兼容 并 收 的 文 化 创 造 性，这 是 文 学 翻 译 是

否能扩展成为 文 化 翻 译 的 关 键。”［７］（Ｐ１１５）在 文 化 多 元 发 展 的

今天，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责任展现而非遮掩不同的客

观存在。从生态翻译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通过传达文化差

异性，促进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识。中国

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 就 是 强 调 译 文 在 可 理 解 性 基 础 上 最 大

限度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

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

“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

人和民族能够表达并 同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价 值 观 的 重

要因素”①。语言是表现 思 想 内 容 和 传 递 文 化 内 涵 的 载 体，

句式结构是文化内涵 的 直 接 体 现。中 西 诗 歌 无 论 在 语 言 文

字表达、诗行布局形式，还是诗意的凸现方式上，都具有明显

的差异。求异就是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将原作信息移至译文

中，包括不同的表述 语 言、表 现 形 式 和 表 达 内 容。只 有 这 样

６２１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ｓｔａｔｉｃ／ｆｉｌｅｓ／ｐａｃｔ＿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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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揭示汉文化情 感 表 达 方 式 的 独 特 性，激 发 读 者 的 新 奇

想象，使 其 自 觉 感 受 原 诗 的 意 境，产 生 情 感 上 的 共 鸣，从 而

实现文化精神的传输。

语言上的差异，如句 法 结 构 与 修 辞 方 面 的 差 异，彰 显 了

文化的特异性，而文化多元性的创造是以文化的特殊性为基

础。因此，“翻 译 必 须 依 赖 与 译 入 语 文 化 不 同 的 规 范 和 资

源”，［８］（Ｐ２８）采取相应的翻 译 策 略，从 而 影 响 目 的 语 文 化。例

如，“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

性、词性模糊和多元功能”，便于读者解读时在物象和物象之

间“自由浮动的空间”中进行“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９］中国

古诗这种语法关系的 弱 化 特 性，若 移 植 到 英 语 诗 歌 里，对 英

语诗歌偏重语法逻辑 的 传 统 就 会 产 生 相 应 的 影 响。庞 德 对

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 策 略 以 及 对 于 美 国 现 代 诗 歌 产 生 的 深

远影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译著《神州集》中，庞德大胆

摆脱英语固有的表达习惯和语法结构，有意识模仿中国古典

诗歌文法模式和修辞 艺 术，有 时 甚 至 直 接 照 搬 源 语 形 式，从

中国诗歌中引进本土文化缺少和需要的东西。例如，他将李

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 杯 消 愁 愁 更 愁”直 译 为：“Ｄｒａｗ－

ｉｎｇ　ｓｗｏｒｄ，ｃｕｔ　ｉｎｔｏ　ｗａｔｅｒ，ｗａｔ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ｆｌｏｗｓ．Ｒａｉｓｅ　ｃｕｐ，

ｑｕｅｎｃｈ　ｓｏｒｒｏｗ，ｓｏｒｒｏｗ　ａｇａｉｎ　ｓｏｒｒｏｗ．”这 种“直 搬 中 国 句

法”［１０］（Ｐ２５６）的译诗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时

的理解困惑，然而，他引 进 的 陌 生 化 的 句 法 形 式 给 英 诗 创 作

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语句形式和意象组合方式所透出的气息，是构成作品意

义的有机成分，体现不同文化类型和精神取向对客观事物不

同的观感态度。汉诗的意象是“在一种互立并存的空间关系

之下，形成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不将

之说明的境界”［１１］，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物方式。

如果原诗这种异质特征在翻译中得以保存，西方读者就能更

好领略到中华文化特有的诗情画意。通过研究东方学者厄内

斯特·费诺罗萨（Ｅｒｎｅｓｔ　Ｆｅｎｏｌｌｏｓａ，１８５３－１９０８）的笔记，庞德

深谙中国古诗通过意象并置直接体现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奇

妙手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在《神州集》中，大量

使用意象并 置 的 手 法，如 把“荒 城 空 大 漠”（李 白《古 风》其 十

四）译成“Ｄｅｓｏｌａｔｅ　ｃａｓｔｌｅ，ｔｈｅ　ｓｋｙ，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ｄｅｓｅｒｔ”，将“惊沙乱

海日”（李白《古风》其六）的诗句译为“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ｓｅａ　ｓｕｎ”。很明显，庞德正是刻意打破西方严格的语法规范，

拒绝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诗句中各个意象之间的关系，采用

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手法，让诗中每一个词都创造出鲜明

的意象，凸显出真实事物的瞬间表现。虽然由于理解上的偏

误，对于他的译文尚存争议，然而，他通过意象并置所构造的

画面和意境却很是传神。尤其可贵的是，由于庞德的大力提

倡，意象并置的技巧逐渐被西方诗人在创作中加以承袭。《神

州集》也因此成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大大地推动了意象派

诗歌在西方的发展。庞德实际上是通过翻译，有目的、有选择

性地吸取中国古诗中的精髓，为美国诗坛注入清新异样的元

素，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语言体现了文化传递性，在古诗英译中尽可能采用保持

原文差异性的做法，有助于打破汉英两种文化之间交流不平

等的态势，摆脱英语文化审美观、价值观对汉英翻译的制约，

使中华民族文化精华更好更真实地呈现于人类文化之林。

四　古诗英译的杂合策略

“杂合”（ｈｙｂｒｉｄ）这一 概 念 最 初 用 于 生 物 学 领 域，指“不

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１２］（Ｐ５２３）后来也逐渐为社

会科学领域一些学科使用。在文学理论界，巴赫金在分析文

学作品中 的 杂 合 化（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问 题 时，把“杂 合 化”界 定

为“单个语句界限之 内、语 句 的 范 围 之 内 两 种 社 会 语 言 的 混

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 别 或 其 他 因 素 分 开 的 不 同 的 语 言 意

识之间的混 合”，［１３］（Ｐ３５８）而 在 美 国 翻 译 理 论 家 罗 宾 逊 看 来，

“杂合化”（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

文化和语言互相混 合 的 过 程”。［１４］（Ｐ１１８）翻 译 活 动 同 时 受 两 种

文化的制约，面对两种 迥 异 的 语 言 规 范、文 化 背 景 和 叙 述 模

式时，无论译者如何努 力，其 译 文 往 往 出 现 两 种 语 言 文 化 的

“杂合”现象。沙夫娜（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ｃｈｆｆｎｅｒ）和 阿 黛 柏（Ｂｅｖｅｒ－
ｌｙ　Ａｄａｂ）提 出“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所 有 的 译 文 都 是 杂 合

体”。［１５］（Ｐ３２５）文化人类学认 为，文 化 翻 译 是 个“杂 合 的 语 言 与

文化认同 过 程（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或 “不 同 文 化 的 混 合

过程（ｍｉｘｉｎｇ）”，而 不 是 “离 散 文 化 的 整 体 交 换（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ｗｈｏｌｅｓ）。”［１６］（Ｐ６９）韩子满把杂合的概

念引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在充分借鉴翻译界及其他学

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

合的考察和分析，从多方面证明译文杂合的普遍性。［１７］（Ｐ２０４）

近年来，“大多数后殖民写作对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表

示关 注，并 把 这 种 杂 合 性 看 作 是 一 种 优 点 而 不 是 弱

点”［１８］（Ｐ１８３）。文努蒂认为，“在 殖 民 和 后 殖 民 情 境 中，由 翻 译

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

值观受各种地方 变 体 的 影 响”［１９］（Ｐ１７８）。换 言 之，翻 译 是 一 种

文化间性（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的行为，这种间性不是简单的将

两种文化或语言相加，而是在杂合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形

式［２０］。孙会军等认为，“处于‘杂合’状态的语言文 化 汇 合 了

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经过吸收与融合过程后，常会获得一

些本不曾具有 的 优 点，实 现 对 原 来 文 化 的 优 化 与 超 越”［２１］。

以庞德的翻译为例，《神州集》翻译之所以被西方文化接纳并

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除 了 使 用 意 象 并 置 的 异 质 手 法 外，庞

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杂合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庞德一方面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

面，又巧妙地采取适当 的 杂 合 策 略，以 便 更 好 地 再 现 原 诗 的

意蕴和意境，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我们不妨以李白

《送友人》的译文为例看看其杂合策略的运用。

原文：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

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庞德译文：

Ｂｌｕ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Ｗｈｉｔ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ｍ；
Ｈｅｒ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ｍａｋ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　ｏ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ｉｌ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ｄ　ｇｒ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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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ｄ　ｌｉｋｅ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ｉｄｅ　ｃｌｏｕｄ，
Ｓｕｎｓｅ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ｌｄ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Ｗｈｏ　ｂｏｗ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ｌａｓｐｅｄ　ｈａｎｄｓ　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ｈｏｒｓｅｓ　ｎｅｉｇｈ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ｗｅ　ａｒｅ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在译文第一、二行中，庞 德 既 发 挥 了 英 语 介 词 和 分 词 短

语的 优 势，又 摆 脱 英 语 句 法 结 构 的 羁 绊，将“青 山（ｂｌｕ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白水（ｗｈｉｔｅ　ｒｉｖｅｒ）”两个意象并置突出；第三、

四行添加了主语“ｗｅ”，强调 动 作 主 体，拉 近 了 诗 人 与 读 者 的

距离；接下来两句 又 模 仿 汉 语 诗 歌 的 句 法 特 点，省 去 冠 词、

动词及连接词，让活生 生 的 意 象 并 列 呈 现 在 读 者 面 前，为 读

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最 后 两 句 根 据 英 语 句 法 要 求，借 助 代 词

“ｗｈｏ”“ｏｕｒ”“ｗｅ”和连接词“ａｓ”，将 人 物 时 空 关 系 交 代 清 楚，

避免英语读者产生理解困惑。可以说，整首译诗通过杂合处

理，突破成规，标新立异，既 直 接 传 译 出 原 诗 的 意 象，又 很 好

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正是因为庞德的良苦用心，《神州集》

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才能为众多的英语读者所接受。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林语堂先生可谓是另一位值得称

道的“文化 使 者”。在 对 外“输 出”中 国 文 化 时，林 语 堂 先 生

“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华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

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 进 入 译 语，从 而 提 高 了 中 华 文 化 的 生

机与力量。他的 译 介 策 略，开 创 了 中 西 杂 合 互 补 的 成 功 范

例。且看他对苏轼《饮 湖 上 初 晴 后 雨》的 翻 译，原 诗 为“水 光

潋滟 晴 方 好，山 色 空 蒙 雨 亦 奇。欲 把 西 湖 比 西 子，淡 妆 浓 抹

总相宜。”林语堂译为：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ａｒｋｌｅｓ　ｏｎ　ａ　ｓｕｎｎｙ　ｄａ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ｌｅｎｄ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Ｉ　ｌｉｋ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ｔｏ“Ｍｉｓｓ　Ｗｅｓｔ”，

Ｐｒｅｔｔｙ　ｉｎ　ａ　ｇａｙ　ｄｒｅｓｓ，ａｎｄ　ｐｒｅｔｔｙ　ｉ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ｇａｉｎ．
原诗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前两句描写西湖晴天的

水光和雨天的山色，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后两句用一个奇

妙而又贴切的 比 喻，拿 西 施 来 比 西 湖，写 出 了 西 湖 的 神 韵。

译诗具有明显的杂合 痕 迹，既 保 留 了 中 国 诗 歌 的 结 构，又 采

用了英语句式，节奏基本上是抑扬格五音步，尾韵为ａａｂａ，读

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很好体现了原诗的形式美和音韵美，

从意蕴上讲，译文尽量 保 留 了 原 文 的 意 象，尤 其 是 对 于 中 国

“西子”这一文 化 意 象 的 处 理 更 是 别 出 心 裁，在 直 译“Ｗｅｓｔ”

的基础上加上一个“Ｍｉｓｓ”，既 传 达 出 原 诗 意 象，又 填 补 了 译

文语境的文化空缺，让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古典美人增添了

几分熟悉和 亲 近 感，从 而 产 生 更 进 一 步“认 识”的 好 奇。于

是，这位戴上了“Ｍｉｓｓ”帽子的“异质”的东方小姐便自然而然

地从审美层面进入到西方人文思想建构中，具有了特殊的文

化功能。如果简单地将“西子”直接音译为“Ｘｉ　Ｚｉ”，译文读者

将很难理解其中的文 化 涵 义，即 使 用 注 释 来 弥 补，也 会 减 少

阅读的快感，毕竟诗 歌 不 是 文 化 读 本。这 正 如 孙 艺 风 所 说，

“如果翻译愿意做到表述充分，使他者性显现于目的文本中，

那么自我和他者的混合将在重写文化政治交流的活动中，以

更嬉戏式、更富创 造 性 的 形 式 相 互 对 位。”［２２］这 种 杂 合 的 策

略有助于中国文化借英语的“外壳”进入他乡，与译文读者直

接接触，随着英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他们的文化

心态将变得更加宽 容 和 开 放，更 加 正 视 并 吸 收 中 华 文 化 的

异质因素以便丰富自己的文化，而目的语读者视野的变化又

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文 化 在 异 国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深 入。从 生 态

翻译视角看，借助于杂 合 的 力 量，可 以 保 持 语 言 的 差 异 性 和

异质性，促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状况。

五　结　语

多元性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角度来

看，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生与融合。翻译

使中外文化的衔接与交流出现优势与活力。然而，中国文化在

汉译英中的传播一直面临着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严峻挑战。我们

提倡生态翻译取向就是要从传承与建设中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

汉译英问题，通过张扬共生性和多样性来否定强势文化单一的

文化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扭转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

古典诗歌的对外译介，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播撒，使

世界整体文化结构更趋多样化、立体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民

族文化自身特质得以保持、发展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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