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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博士新著�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以

∀视界的融合 #荡开文笔, 大气包举,收束中西, 其意

脉贯注宏通,蜿蜒迤逦。全书三位一体 � � � 作者张
旭、译者朱湘和中外诗歌, 因 ∀视界的融合 #而 ∀融

合 #, ∀人心营构#,声气相求。作者有着清醒的理论

自觉,首先切入研究框架及理论主旨。一则开宗明

义,体现了作者的通识眼光及中西视野,二则精微发

明,拈出了研究对象 � � � 朱湘及其译诗的精神品质、

文化追求和译家胸襟。 ∀视界的融合 #是作者与朱

湘心灵的唱和,是作者与中西译学的诗性对话,亦是

译者朱湘与中外诗魂的精神徜徉, ∀别具灵构#。

张旭与朱湘的唱和,中西译学的对话,原本与译

本的暗合,乃至整个翻译活动 � � � 其实都是一种文
化关照,否则便无真正的视界融合。但文化关照受

制于 ∀传统#和 ∀立场#两个要素。立场不同,关照点

各异, 即有不同的视野。同时还需设定关照客体,如

果对方只是关照行动的受动者,不是能动主体,则单

向的关照不能产生 ∀对视 #行为, 也就谈不上视界融

合,因此双向互动乃是视界融合的必要前提。立场

既定, 在双向互动的机制下互为主观与客体,这时还

应考虑主客双方的预设机制,这种机制因有历史的

载负传至今日,辐射所至既赋予文化以历史深度,又

以其效力而影响文化关照的立场和视野。但是,由

于主客双方背负不同的传统,因之即有不同的立场

和视野,欲求中西译学汇通以达 ∀超胜 #之旨, 就应

在背负并深掘历史的同时移步换景, 自由地挪用同

质与异质文化资源,以求视界融合,为中西译学汇通

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此处的关键就在 ∀自由#二
字,在中西译学资源的挪用者能否以自由和开放的

心态游走于两种文化之中,海纳百川,从纷繁的文化

表象中发掘出历史铸就的通约关系, 并通过某种载

体投射出去,体现出真正的视界融合。

张旭是书乃文化关照之书、中西译学汇通之有

益尝试,背负着中西 ∀具体的文学坐标体系#和 ∀主
体诗学系统 #这样一种传统, 尤为关注历史语境和

文化共同体 (因为朱湘前辈、同仁于朱湘本人也是

一种传统,也会构成朱湘译诗活动的历史上下文 ),

同时取定了历史和东西维度这两个立场,兼备文化

关照两个要素,因此,能够在深掘历史从而叩问传统

的同时自由地挪用同质或异质译学资源,同时移步

换景,双方互为主体与客体, 以自由和开放的心态游

走于两种文化之中,洞幽察微,烛照朱湘及其译诗活

动和文化贡献,以求视界融合以及中西译学的双向

熔铸和综摄。这种融合不啻是中西译学的相互烛

照, 相濡以沫因能催生译学涵化, 遂使熔铸和综摄成

为可能。不过熔铸的前提是要有内在于中西译学体

系的文化通约,这种通约性的成立或存在表明中西

译学业已存在为双方所共享的预设价值,以能从中

提炼出会通中西、∀洪范九畴 #的基元命题, 达到综

摄的目的。其实,全书从小处着手,以朱湘译诗形式

为逻辑起点,条分缕析, 分别检视并讨论新格律体译

诗规范,主体诗学系统之形式规范,译诗视觉图形实

验, 译诗建构形体, 格律、句长、节奏、韵律、音韵叠用

等, 很显然,这些基元命题能够涵盖并通约中西译学

体系,因此便成了这种通约关系的现实载体,辖域所

及无分中西,其间透溢而出的正是中西译学双向熔

铸的理论意绪。

但作者并没有放弃主体立场,因此能恪守中国

传统诗学范式以及译者所处时代业已形成的译诗规

范, 通过译入语的选择、译诗形体建构以及译诗语言

音乐化效果这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审视朱湘的译

诗活动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 或对传统及当下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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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规范进行过怎样的改造, 以揭示朱湘译诗为中国

新格律体译诗规范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因了朱湘的

文化追求, ∀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 %中国 &的新文

化 #,张旭博士呼应沈从文先生的呐喊,也用 ∀东方

的声音,唱着东方的歌曲 #, 这便使透溢全篇的 ∀视
界融合 #基于这种主体坚守,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心

灵家园。于是, 全书 ∀论述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

艺批评理论的框架 #,并以这种框架为理论依据,将

∀视界的融合 #作为理想的价值尺度, 重新解说朱湘
译诗文本,澡雪古人精神, 洞开今人耳目。

恪守主体立场的 ∀视界融合 #, 其特点便是要尽

力吻合 ∀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 #这三种属

性。 ∀身之所容#指 ∀立场 #, ∀目之所瞩#指 ∀视点#,
∀意之所游#指 ∀情脉 #, 而其内在要求却是 ∀所见者

真,所知者深 #。 ∀所知 #因有 ∀所见#, 而 ∀所见#当

取定 ∀立场#和 ∀视点#, 首先解决 ∀身之所容 #, 于是
方有 ∀目之所瞩#,从某一视点入手畅神而游,任 ∀情

脉 #不断, 虽然视界 ∀因地成形, 移步换影, 千奇万

状 #, ∀但游目骋怀, 必是方得深景真意 #。 ∀意之所

游 #指 ∀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 #,这样 ∀眼光收
处,不在全图#, ∀合景色于草昧之中, 味之无尽; 擅

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 ∀真境逼而神境生#,

遂 ∀境界全出矣#。因此可以说, ∀身之所容、目之所
瞩、意之所游 #这三种属性不啻是 ∀视界融合 #的生

成机制,亦为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内在规定,当然也

是本书恪守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内在要求。全书

∀身之所容#体现为具体的历史语境, 译家的艺术动
机、所遵循的本土诗学及翻译规范、采用的翻译策

略,身历其境之新文学运动以及中国传统诗学框架。

∀目之所瞩#其焦点在翻译, ∀尤其是新格律体译诗
研究#, 具体做法是 ∀每节都从某个小点选取某个视

角进行论述 #,分别涉及到翻译规范 (包括主体诗学

规范与西诗汉译规范 )、汉语诗体形式 (主要指汉语

格律诗体 )、主体诗学形式规范 (包括汉语格律诗体

的韵律、节奏和声调规范 )、朱湘译诗的成构特色

(主要讨论 ∀建筑 #与 ∀音乐 #两种美质 )、源语梳理

及其译诗细目勾沉等,异态纷呈,而 ∀万取一收 #,凸

现了 ∀视界融合 #之理论追求。 ∀意之所游 #在得深
景真意,在尊重传统、重返历史深度的基础之上尽力

探得朱湘译诗之 ∀深景真意#, 因此, ∀尽量穷尽翻译

家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他的生平创作,以及时人的

评介文字,并还原到诗人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然后

在此基础上对诗人的翻译行为和译诗文本进行互文

性解读。所有的理论介入以及文本的比照, 又多与

译者当年的学术训练有关或与之发生过某种联系,

这些线索一则可以通过诗人当年阅读过的书籍, 或

选修的课程,接触过的人物以及留下的文字记录中

寻得。加之自己也有过海外留学的经验,这种感同

身受更能有助于体会诗人所经历的一切。#于是,
∀视界融合 #这三种生成机制便因此催生出全书较

为丰满的学术肌理,显得圆融厚重,绵密沉实。这实

则缘于作者清醒的学术自觉和自觉的理论注入。有

别于坊间常见的感性体悟式研究, 他以朱湘译诗为

呈现文本,在视界融合的基础之上注入知性思维成

果,使其成为科学理性的结晶。这种圆融的理性把

握犹如史笔直抒诗心,在中国译学发展的客观脉络

之中织进了主体的自在反思,为厘清 20世纪初叶中

国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研究范

式。

毋庸置疑, 视界融合的目的是要从中西译学的

通约资源中提炼出具有相当理论概括力和解释力的

普遍法则,张旭博士于此有所会心,并以普遍法则的

探索为此书着力之处。他在本书 �后记  中写到:

∀这种穷根问底的追问, 实际上是在履行现代学术
的真正使命 � � � 对现存的事物或现象进行合理地解

释, 然后立定出普遍的通则以解释或预测未来的事

物。#综观中国译学传统,以 ∀品评 #为其特点的批评
实践着力强调 ∀点悟 #范式而不注意理性升华, 面对

翻译文本 ∀即感即悟, 当下而成#, 相对缺乏西方理

性主义标举的精密性、分析性和批判性。理性主义

旨在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 其前提是主客体的

对立,并因此而使本体论和认识论判然有别、双峰并

峙, 而连接于其中的就是方法论体系,这种体系以概

念为网结、以逻辑为网纽, 终而形成一套严密的网

络, 擘肌析理以观文心。可以说, 理性范式之超迈处

就在这里。就本书而言,作者围绕 ∀视界融合 #这个

中心概念,以西方译学和中国诗学传统作为理论预

设, 着力探索中国译学体系的 ∀实然#结构, 并因循
西方翻译规范和中国诗学传统的操作智慧, 催生出

这份全新的文本。此举当然不是想 ∀重演古人之

思#,因为 ∀澡雪古人精神, 洞鉴古事底蕴∋∋有赖

秉笔者心注情属,冥契古今, 见其不见, 觉其不觉,使

古人魂魄重见,旧事神龙活现,此感官神遇之效, 史

家但凭智度, 诚有不逮矣。#而 ∀神会妙悟, 莫近于

诗#,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 ∀诗发扬普遍而历史记
载特殊#。作者着力探索 ∀普遍#准则并用以指导自

己的理论探索和译学实践, 秉持 ∀宇宙不能赋吾心

以法则,而吾心实与宇宙以法则 #这条学术信仰,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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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朱湘译诗内蕴之 ∀普遍法则#及其于中国译学

的普遍意义。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极富 ∀原道 #精神,
因之而使本书 ∀法理#盎然, 哲学底蕴透溢纸背, 故

而条分缕析,不乏理性范式的学理注入,使该书成为

作者 ∀胸中之造# (康德语 ), 充分体现了 ∀普遍或然
性 #之诗心哲理。王国维深谙此理, 认为: ∀凡事物

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 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

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

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 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

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 此则文学之

所有事也。#张旭关注 ∀历史纬度 #, ∀此史学之所有

事也#; 以 ∀醉人的姿态,在诗艺王国中做一次 %逍遥
游 & ,并充分体验 %参禅 &的乐趣#, ∀此文学之所有事

也 #;而孜孜以求朱湘译诗内蕴之 ∀普遍法则 #及其

于中国译学的普遍意义, ∀此科学之所有事也#。史
学、诗学、科学三者并举,尤以科学为重,这显然也是

清醒的理论自觉予以激活的结果。全书高悬 ∀普遍

法则#, 鉴照朱湘译诗文本,同时又借助这种鉴照抽

绎出能为中西通约、中西化合、真正体现视界融合的

∀普遍法则 #, 既为中国译学研究提供知识支撑, 又

完成了更高层面的学理注入, 在切实完成 ∀现代学

术真正使命 #的征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应该说 ∀普遍法则 #的穿透力越强,辐射所涉及

的个体越多, 这种通则就越具普遍性, 而这正是为

∀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 #而设置的一种理论追求。

中国译学经过历史的演进, 其中一些知识形态虽然

日趋成型,但还处于经验状态, 并未成熟。经过学界

同仁的长期努力,中国译学的理论清晰度正逐步提

高, ∀中西化合,相互推助 #策略的实施更使相关研
究逐步实现了向现代范式的过渡。理论的清晰度主

要指理论提供的信息量, ∀清晰的理论要使被反映

对象的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就需要用理性

思维改造原始直觉的思维方式,尽量使被反映对象

的边界清晰。#与坊间多数研究比较, 张旭此书的显

著特色在有一定力度的理论注入, 而这种注入通过

理性化探索又表现在:

一、关注中国译学研究 (尤其是文学翻译 )的一

些基本理论问题,如: 诗人如何译诗? 在翻译过程中

他会否遵从某些翻译规范? 这些翻译规范是否会演

进并积淀为目标文化其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 这些

特征是否会在目标文化系统内新的文学规范形成过

程中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 以着力把握翻译文本的

本质, 洞察中国译学的学科属性;在具体的翻译策略

上, 作者又十分关注如下问题:译者在译入语的使用

上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并做出了何种新的探索? 译

者如何通过字数与音顿的合理分布及诗形来构织译

诗 ∀建筑之美 #? 又是如何通过音韵变化妙造译诗

∀音乐之美 #?
二、在方法论上强化理性思维并以其作为理性

升华的前提,同时从朱湘译诗活动、文献考证及其文

本的构成质料入手,强调 ∀用放眼世界的目光 #促进

∀视界的融合 #, 以探索译学规律, 从而促进了从点
悟模式向科学归纳方法的渐次飞跃。全书针对朱湘

译诗文本 ∀经营反复, 确知意旨, 摹写神情, 仿佛语

气, 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 夫而后能使阅者均得

其益。#就其学术精神而言, 仿佛清代朴学, 如黄侃
云: ∀今日籀读古书, 当潜心考索文义, 而不必骤言

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 而不可断取单辞。就解说

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

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 息汉宋之诤。#细读

全书,的确流淌着这样一种朴学精神。而就朱湘译

诗文本所做的文献考证,则与德国考据传统暗合,基

本做到了 ∀遍访档案之府 ( arch iva lische Neug ier)、内

外文献互证 ( K rit ik )、直书其事 ( w ie es e igentlich

gew esen) #,遂为全书构织出丰厚的学术肌理。

三、理论表述沉实绵密,富于思辨色彩, 由于术

语、概念、命题、原则、方法的建立而使全文呈逻辑展

开, 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些知识单元之间的内在联

系以及作者高远的学理追求。

理论清晰度的提高显然有助于此书对朱湘译诗

文本实施理性抽绎, 这当然也与西方理论预设 (如

翻译规范 )有关。此书摄取霍尔姆斯、利弗维尔、皮

姆、佐哈、图里等人的学说以为理论依据, 将 ∀视界
的融合#悬为理想的尺度对朱湘译诗文本条分缕

析, 于人多有启迪。这种 ∀中西化合, 相互推助 #的

策略有助于从异质文化中摄取理论营养,凿壁借光,

借用现已成为常规科学的西方理论烛照中国文本,

为阐释中国译学实践与文本提供了理论依托, 为译

学通则的提取和新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

的前提,遂使新见迭出, 有效地提高了此书的科学品

位, 为未来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

中西译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

例证。

此书 ∀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全书照
映西方理论预设, 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 文脉到处,

时时含蕴着作者对 ∀视界融合 #之境界一种亲切的

体认、向往和深情的呼唤。 (下转第 1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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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求得出版质量的突破性提高。同时, 这种无形

的美的力量,对净化社会环境, 美化人的心灵, 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出版物优美形象的一

种无形外延,是一种社会效应的正面生成。

创造美、追求美,既是作者的心愿, 又是读者的

祈求, 而在编辑活动这一转化性中介作用中,编辑主

体无疑起着创造美、传播美、深化美的转接作用。美

化生活,美化时代, 表现高雅的审美情趣, 寄寓崇高

的审美理想,唤起人们追求真善美, 痛恨假恶丑,是

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业的重要任务, 是建设时代先进

文化的有效途径。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组构、选择、

优化和创造,这些在编辑思维活动中总是辩证统一、

贯穿始终的,无论选择还是优化, 均与美化相联,目

标一致,从出版物的内容到形式,从其局部到整体均

应给人美感,引人入胜,充满魅力, 以各不相同而又

自立特色的审美标式适合各层次读者的欲求。从这

一方面而言,又正因美化而促进了选择和优化,并以

此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求,推促出版的发展,对于文化

事业的繁荣也是十分有益的。

因而, 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应成为一种自觉而

又理性的行为。在编辑主体对美的创造中, 其精妙

入微的策划、殚精竭力的构设、审慎深思的润泽、磨

砺再三的新见、艰难困厄的思虑,那怕是一个很细小

的环节,无不浸泡其心血,见出一种精神, 表露一种

胸怀,抒写一种意志, 与人类物质生产不同, 也与客

观现实美的塑造、构建有别, 编辑主体对美的追求依

附于作者的初级精神产品, 往往使其本质力量移入

作为编辑对象的文本之中, 其对象化的创造性劳动

更精细更艰难,因而是经过了高度思维过滤与精神

冶化的主客和谐一致,也便是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

从出版物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和创造之力, 虽少了

激情多了理性,缺了感官刺激多了沉静思考,但对美

的追求和热爱,与人类文明成果共生, 更令人折服,

让人崇敬。编辑主体对精神文化事业顶礼膜拜, 对

科学创造一往情深,不愧为美的崇高使者,因为他们

对美的追求这样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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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中西化合, 相互推助 #策略的整合交融之举,

也为中西译学的交融共铸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摹

本。

清章学诚云: ∀故古人论文, 多言读书养气之

功,博古通今之要,亲近师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

其道矣。#张旭求学,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希望将来

亦复如此。又云: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
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大义乃通经之源,古

论乃读史之本。#此乃学者之要,亦为学者精神追求

和价值目标。又云: ∀且足下所谓学者果何物哉?

学者,道也。道混沌而难分, 故须义理以析之 (宋

学 ); 道恍惚而难凭, 故须名数以质之 (汉学 ) ; 道隐

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 三者不可偏废也。义理

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 皆学也。#

前贤至论,援笔征引,以共勉。

(责任编辑: 文爱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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