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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0年我曾为辜正坤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写过一篇短序。
请允许我重复在那篇序中所说的话：“正是通过各民族的诗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特性和人
类的共性，才能看到世界的丰富多彩，大自然的壮丽和神奇，才能认识生活的意义和人的伟大和崇高
。
”我认为诗歌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当中最核心的成分，也就是“世间一切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最优
美的表现。
要想阅读和鉴赏世界上各民族的诗歌名篇，必须通过翻译。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诗歌翻译家们的辛勤劳动。
辜正坤同志对中西诗歌都进行过深入的钻研，有许多心得体会和新颖独到的见解，并善于启发读者的
思考。
他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诗歌翻译实践者。
他的译文质量甚好，尤其擅长于译西方诗篇为中文词曲体长短句（如元小令）。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提出一套新的诗歌翻译理论。
辜正坤同志前后共用了十八年时间来完成他这部专著《中西诗鉴赏与翻译理论》。
在这部著作里，他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西诗歌鉴赏和翻译理论体系，包括诗歌鉴赏五象美论、中
西诗歌阴阳二极对立发展七大潮论、诗歌鉴赏五功能论、诗歌鉴赏十角度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音义同构现象论等颇具创新和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理论。
他的理论并不抽象或艰深难懂，而是十分具体和明确。
他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分别代表阳性诗歌和阴性诗歌两大类型，并用这两位诗
人的各自特点来说明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各个观点，帮助读者更清楚地领会他的理论。
他这样做的效果，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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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第2版)》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歌鉴赏五象美与翻译标准系统论
》（项目批准号：94BWW002）的全部结项成果。
成果结项鉴定专家小组对本项目的鉴定结论指出：此成果“抓住东方诗歌和西方诗歌传统”、“系统
全面地构造出了诗歌美学框架”、提出了“翻译标准论”、“达到了国内的最高水平”、“称得上是
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有“颇多理论突破”。
小组的鉴定结论一致将该课题成果“列为一级”，认为“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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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辜正坤，男，文学博士，北大外国语学院莎士比亚、翻译学与比较文化方向博导，世界文学研究所教
授兼副所长，获国务院颁发“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历任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
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顾问等。
曾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美国瓦西塔大学客座教授和北京东方神州书画院一级书画师。
曾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
研究方向：1）中西文化比较；2）莎士比亚；3）诗歌鉴赏与翻译学。
著译、编、校著作47余种。
论文100余篇。
代表性理论专著有《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莎士比亚研究》等。
代表性译著有汉英对照版《老子道德经》、《毛泽东诗词》译注、《元曲一百五十首》、《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集》等。
现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外国古代神话史诗研究”课题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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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妇女文学流派的兴起。
曾几何时，人们终于意识到，此前的几千年的文学欣赏主体，往往总是男性占主导地位，或者说从表
面上看来男性多半扮演了主动读者角色，而女性则扮演了被动读者角色。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明白：男性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文化修养、生活范围等确定了
他们的优越地位。
当然，男性也不是完全的主动者，他们究竟多大程度上暗中受女性支配则又值得进一步研究。
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妇女由于经济上独立，及随之而来的人格的独立，审美
意识的觉醒等等，使她们在文学鉴赏（包括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她
们在精致高雅方面常常表现出令男性自愧不如的成绩。
由于把性别观念引人到文学鉴赏这个领域中来，事实上意味着要重写文学史。
男子在文学鉴赏（尤其在诗歌鉴赏）方面的霸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男女之间不仅仅存在生理差别，也存在着由此而来的心理差别，没有理由只让男性鉴赏趣味统治整个
审美世界；须知，在审美世界里，女性倒可能更比男性具有发言权，她们不过在等待合适的机遇而已
，社会的进展自身必定会给她们提供这样的机遇。
女性的语言天赋似乎注定会让她们成为诗歌的仲裁人，这一点似乎在远古就已有定论，缪斯不就是女
神吗？
但是我并不愿意看到女性成为诗歌鉴赏的霸主，正如我也不愿看到男性成为诗歌鉴赏的独裁者一样，
我希望看到的是男女在这个领域中的互相倾慕、理解、学习和臣服，而不是一比高低。
因为双方的审美趣味都应该得到保护和发扬。
人类之间最难沟通者与其说是敌对双方倒不如说是男女双方。
敌对双方往往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对手，却有可能并不真正理解和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或
妻子。
弥合这种裂痕的手段是诗歌。
如果你能够从性别角度对各种名诗作不同的观照，相信你一定能获得许多你从前根本不曾想也不愿想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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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修订而来。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曾以《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书名出版过
（1998年），鉴于该书已经长期脱销，无法满足索书者的需要，后由笔者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约五
分之二的内容后，交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蒙出版社钱垂君先生之邀对全书进行重大修订予以再版。
特注明。
我是从1980年开始写这本书的，一边写，一边将一些可独立成篇的章节发表在某些报刊上，这样算起
来，已经断断续续写了20多年了，但基本思路倒也未因年代太久而缺乏连贯性。
1994年，我的这个研究项目以《中西诗五象美比较与翻译标准系统论》为课题名称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于是，研究成果得以整体问世。
我有两个理想。
其一是：在一个专题上，一辈子只写一部书，尽可能写得精粹。
可惜我这本书还是显得太长了，它应该被压缩、再压缩。
其二是：用中国人的大脑思考、用地道的中国文字写作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到处引用
抄袭国外的（主要是西方的）理论。
我相信自己在这本书中阐述的许多东西，是西方学者很难阐述清楚的。
在我看来，鉴赏理论应该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
然而许多西方学者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动不动就想把文学理论写成哲学理论。
试想一个大谈诗学的人自己却不能具体欣赏一首诗的美妙之处，只能敷衍地说一些抽象的理论，这是
可悲的。
这本书中之所以花颇大的篇幅于中西诗文本的具体赏析，就是为了避免陷入只说不练的困境，让诗歌
赏析走向人的官能感受，从思维走向视觉、听觉、味觉，而不只是执着于大脑的逻辑推论。
总的说来，笔者试图在书中以诗歌理论、诗歌比较、诗歌赏析及翻译理论等几个部分构成一个多层面
的框架，各部分互相贯通、互为表里。
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由于世界文化趋向综合，语际翻译被推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做学术研究
的人如果不通翻译或翻译理论，将是一个颇大的遗憾。
因此，本书将翻译理论引入，意在使中西诗歌乃至文化贯通的桥梁得到应有的重视。
就全书的总体构架而言，笔者不想就所有各点进行方方面面的阐述，而是抽取某些较有代表性的方面
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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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第2版)》是清华语言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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