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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实际上是一个论文集，每篇文集写的角度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围绕着前面说过的三个方面展开，
所以内容还是相当集中的，只是形式上像是一个个“专题讨论”。
特别是对头两个方面的讨论，主要就是强调诗是有可译性的，就是证明译时注意移植原作的格律形式
不仅是合理而可行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
当然，可译性同怎么译之间还有着联系。
　　本书总结了百余年来英诗汉译的实践，通过对陆续出现的各种译诗方式的分析，指出这些方式的
逐步演进是译诗追求准确反映原作内容与格律形式的结果。
书中以大量名家名译为例，探讨所体现不同标准，理顺了各种译诗方式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勾勒出其
中的发展脉络，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英诗汉译理论体系。
 本书虽是学术作品，但写得平易具体，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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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杲炘，1936年生，1954年进同济大学；1959年被错划“右派”而离校，在农场和工厂近二十年，兴
趣转向了文科并在“文革”中开始译诗；1979年“改正”，考进上海科技大学外语部任教；1981年，
文革中译就的《柔巴依集》被上海译文出版社接受，在该社建议下进社当编辑，后为编审。
     
　　英诗汉译作品约六万行，包括，《柔巴依集》（1981，1991，双语版1998，双语插图版2007/1，修
订2007/9）；《华兹华斯抒情诗选》（1986，1988，1990，1992，繁体字版1998，修订版2000）；司各
特的《末代行吟诗人之歌》（1987）；《丁尼生诗选》（1995）；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1998
，1999，繁体字版2001，修订版2007）；蒲伯的《秀发遭劫记》（双语插图版2007/1，修订版2007/9）
；《美国抒情诗选》（1989，1990，1992，增订版2002）；《英国爱情诗萃》（1992，增订版《恋歌：
英美爱情诗萃》2002）《英国抒情诗选》（1997）；英汉对照的《英国抒情诗100首》（1986，1988
，1990，1993，修订版1998）；《英语爱情诗100首》（1993，1994，1995，1997，香港商务版1995，台
湾商务版1995）；《美国抒情诗100首》（1994，2001）。
     
　　在英诗汉译中首创迄今最严格的译诗要求，上述重复少而注意填补空白的译诗多按此要求译出，
其中《坎特伯雷故事》以最高得票获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二十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在《中国翻译》、《外国语》、《诗网络》、《外语与翻译》等刊物上，1999
年出版论文庥《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2007年修订，更名为《英语诗汉译研究
——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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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诗，未必不可译  概述  译诗者与原诗作者的一次“对抗”  诗，未必是“在翻译中丧失
掉的东西”——兼谈汉语在译诗中的潜力  诗歌翻译是否“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兼谈汉字在译
诗中的潜力  为什么我要译《坎特伯雷故事》  几点补充第二部分  诗，要看怎么译  概述  英诗格律的演
化与翻译问题  格律诗翻译中的“接轨”问题  诗歌形式的表意功能与译诗中控制宇数的问题  从英语“
像形诗”的翻译谈格律诗的图形美问题  引申与变通  《柔巴依集》——富有传奇色彩的诗篇第三部分  
诗，“译难，评更难”  概述  谈诗的改译  是理解还是误解——也谈弗罗斯特的小诗Dust of snow  评论
需要不亢不卑  读一篇译诗评论有感  对译诗的两种误会  英语格律诗汉译标准的量化及其应用  回顾与
展望附录部分  附录一  一种可行的译诗要求——也谈英语格律诗的汉译  附录二  诗体拾遗  附录三  汉
语现代“像形诗”两例  附录四  本书中部分论文的发表简况编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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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忠实于原作内容，译者大多没有异议，问题是在忠实于原作形式，特别是如何忠实于原作的
格律形式这一点上分歧较大。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译英语格律诗上，我倾向于使用一种与原作格律相对应的标准，也即让译
诗诗行的顿数反映原作的音步数，让译诗诗行的字数（在汉语中即音节数）与原作诗行的音节数相应
，让译诗的韵式反映原作的韵式。
这样做自然是合理的，因为英诗的格律要素基本上就是这三点：以音步数确定的诗行长短，以若干音
节构成一定的音步，还有韵式。
　　汉译中韵式的问题不大，因为押韵在我国诗歌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在现代诗歌中，已不按四
声的不同来区分韵部，于是成千上万的字归入了十八个韵或十三辙。
这还不算，在需要的时候，发音有某种相近之处的“模”和“鱼”、“模”和“侯”、“痕”和“庚
”等等还可以通押，从而使押韵的难度大为减小。
所以，在汉语译诗中安排几个韵是常见的做法。
　　至于让译诗诗行的顿数直接反映原作诗行的音步数，这在前面的第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并已经
证明：英诗中由一个重音加一或二个非重音构成的音步，与现代汉语中大多由二三字构成的顿（少数
的顿也可由一或四字构成）在容量上基本相当，这就为译诗中“以顿代步”的做法提供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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