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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学视角下我国古诗中叠词英译研究 

李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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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糊语言是古诗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是诗人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特殊手法。古诗叠词蕴含丰富的模糊意境
美感，是进行诗歌翻译的难点。从模糊语言的视角探讨模糊语言和叠词翻译，分析古诗叠词的模糊美，从而找到古诗叠词英

译的最佳翻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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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性”是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１］无论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还是文学创作，模糊性都是一

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在文学语言中语言的模糊性

更为明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将，语言的模糊性正

好使得文学作品更有魅力，丰富了语言的艺术效

果，并且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可以实现作品的再创

造”。［２］模糊的概念比各种清晰的概念更有吸引力，

在模糊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能够产生一种知性和理

性的活动。模糊语言中有一种内在的美，是用清晰

的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如在诗歌作品中，模糊语

言就是十分常见的抒发情感载体内容，尤其是叠词

的运用，语言的模糊性更明显。这种模糊性虽然可

以让语言的表达效果更好，但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

候，难度明显增加，尤其是对于一些语言高度凝炼

的诗歌，其韵味无穷，翻译再现更是难上加难。从

模糊语言的认知和古诗叠词的英译出发，探讨模糊

语言下的古诗叠词英语途径。

　　一　模糊语言与叠词翻译

（一）模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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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峰：模糊语言学视角下我国古诗中叠词英译研究

“模糊语言表达在语言表达中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部分，由于模糊的思维，所以会产生模糊的语言，

模糊语言问题是当前语言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

部分”。［１］近年来，在语言学的领域中，关于模糊语

言的研究逐渐增多，经过语言学家的研究可以发

现：模糊语言并不是语言上不清楚的一种表现，相

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形态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产

生的语言效果，在这种语言形态下，人物的个性特

征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很多时候，人们在进行语言

交流的时候，会故意使用一些比较模糊的语言，这

些模糊的语言会使得语言的语境更加丰富，语义效

果更加明显，也能更好地实现语言表达的目的。古

诗词讲究的就是意境，模糊语言就能够对意境起到

烘托的作用。模糊预言的现象是很多文学作品中

都存在的，在我国的古诗词中，模糊语言是为了表

达出语言的顺应性，“第一，为了顺应语境的关系，

第二，为了顺应语言结构，第三，为了顺应具体的语

言环境”。［３］

（二）叠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而文学翻译则更加复

杂，由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内容本身

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完

全按照刻板的方式，应该要做到对原文进行准确翻

译，尽量对等。叠词翻译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叠词

的翻译过程有一定难度，但也是可以进行翻译的。

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品中的艺术意境

传递出来的过程，目的是为了使得目标语言的读者

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能够产生于原作读者一

样的美的感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文学翻译过程

中就必须要加强对一些关键词语的翻译，不仅要从

语言外形上进行翻译，更重要的是要对原作进行深

入的理解和分析，然后找到更多方式方法对原作的

意境进行还原和转换。

古诗词的外宣翻译是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进

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

传播，古诗词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古诗词翻译过

程中，意境是一个难点问题，不同的语言具有独特

性及民间性，因此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古诗词的

翻译是翻译界中的难点，而古诗词翻译的难点就在

于叠词的翻译，“叠词的翻译很难找到一个与之完

全对应的英语词汇”，［４］如果按照叠词的方式对其

进行翻译，可以保持原作的姿态，但是在意境上却

相差甚远。英语叠词的使用频率较低，一般只在口

语及俚语中才会出现叠词，主要是为了起到幽默的

效果，与当前英语常用的一些构词方法相比较而

言，叠词法是一种有限的构词方法，因此在语言学

的研究领域中，对叠词的研究相对较少。英语叠词

虽然偶尔在诗歌中应用，但并不是一种常用的修辞

手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强调的作用，并不会

像中文中的叠词一样有丰富的语言表达效果”。［５］

在汉语中更注重一种意境上的感觉，注重整体的感

悟，模糊美在叠词中就油然而生，但是英语更注重

的是逻辑，讲究分析的过程，追寻一种客观确切的

感觉，因此英语叠词没有汉语叠词那样普遍，基本

没有可以忠于汉语原文的英语叠词。在对古诗词

中的叠词进行翻译的时候，不能忽略，但也找不到

一种切实可行的对称方法，这是古诗词的叠词翻译

过程中必须要注重的一个问题。

　　二　古诗叠词的模糊美

古诗词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在古

诗词中，叠词的使用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叠词也造

就了古诗词中的模糊表达。比如《诗经》中的“关

关雎鸠”，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欧阳修《蝶恋花》中的“庭院深

深深几许”，《古诗十九首》中的“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等，这些都是古诗词中比较著名

的叠词诗句，叠词将音、形、义三个要素集于一体，

会带来一种音韵和谐的感觉，让人在听到叠词的时

候，就好像见其形，给人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感觉。

但叠词这种模糊的表达又给人带来一种迷茫的感

觉，说不清楚在叠词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韵味。一般说来，在古诗词中

的叠词，本身就带有一种形容的感觉，比如“脉脉”

这个词语表示的是形容水没有声音，就好像是含情

脉脉的样子，再比如“戚戚”是形容比较忧伤的样

子，叠词读起来不仅有一种美感，而且意境上也美，

意境上的美就美在一种模糊，美在让人有一种心

领神会的感觉，让人在读到某个叠词的时候就会将

自己拉入到某个环境中。此外，诗歌的语言本身也

是情感的集合体，情感越是复杂，诗歌的模糊性就

越强，语言的模糊性也就越明显。叠词就是作者用

来表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

象的空间，让读者可以对诗歌的主旨进行理解，从

而给自己更多的审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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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模糊语言视角下古诗词叠词的翻译途径

叠词诗歌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

究诗歌的韵律和意境的模糊美，也是进行诗歌翻译

的一个重点。对于诗歌叠词的翻译翻译，并没有说

可译和不可译之说，只是翻译实践比较困难。诗歌

讲究韵律，形式和意境的统一，因此在叠词诗歌的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

（一）直译再现

直译再现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指翻

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按照对应的原则，按照原作

的字面含义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从音、形以及义

三个方面着手，对原作的叠词进行翻译的过

程”，［６］６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翻译方式，处理的内

容有限，一般用于对一些象声叠词以及颜色叠词进

行翻译的过程中。

例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７］１８４

杜甫的这首诗词是对当时唐王朝行役的一种

讽刺，采用了一种写实和夸张结合手法为我们勾勒

了一幅画面：准备上战的战车隆隆作响，战马萧萧

而鸣，抓来的壮丁被披上了战袍，佩戴上了弓箭。

父母双亲和妻子儿女奔跑，捶胸顿足，哀声痛哭。

行军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以至于连咸阳桥都

看不到了。从模糊语言学视角来说：“辚辚”本身具

有模糊性，象声词，一方面可指代雷鸣声，另一方面

可是指代行车声。“萧萧”既可以指代落叶声，也可

以指代马嘶鸣声。诗词开篇运用雄厚的笔法，选取

了“辚辚”和“萧萧”两个模糊叠词将当时战事状况

惟妙惟肖地传递出来：送别亲人的哭声和战车马声

相呼应，同时“辚辚”和“萧萧”也可以激发读者对

当时送别天气的和周围环境的一种联想，给读者强

烈的视听震撼，开篇营造了全文的基调，通过两个

象声词营造出一种模糊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无限

的想象空间。

ａ．Ｃｈａｒｉｔｏｕｓｒｕｍｂｌｉｎｇ；ｈｏｒｓｅｎｅｉｇｈ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ｅｒｓｓｈｏｕｔｉｎｇｍａｒｔｉａｌｃｒｉｅｓ；
Ｄｒｕｍｓａｒ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ｒｕｍｐｅｔｓｂｒａｙ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ｆ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ｓｐｅａｒｓａｒｉｓｅ．［７］１８４

ｂ．Ｃｈａｒｉｏｔｓｒｕｍｂｌｅ
Ａｎｄｈｏｒｓｅｓｇｒｕｍｂｌｅ．
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ｂｏｗａｎｄａｒｒｏｗｓａｔｔｈｅ

ｗａｉｓｔ．

Ｔｈｅｉ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ｍｏｔｈｅｒｓ，ｗ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ｍｅ
ｉｎｈａｓｔｅ

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ｍｏｆｆ，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ｉｓｓｈｒｏｕｄｅｄｉｎｄｕｓｔ
ｔｈｅｙ’ｖｅｒａｓｉｅｄ．［７］１８７

以上分别是 Ｂｕｄｄ和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在两
个译本中分别用“ｒｕｍｂｌｉｎｇ”“ｎｅｉｇｈｉｎｇ”和“ｒｕｍｂｌｅ”
“ｇｒｕｍｂｌｅ”进行直译。从模糊语言视角来讲：ｒｕｍ
ｂｌｅ有两层含义“雷鸣般的响声”和“（车辆）辘轳行
驶”，ｎｅｉｇｈｉｎｇ是“马斯鸣的声音”，ｇｒｕｍｂｌｅ含有
“抱怨”和“隆隆响，嘶鸣声”的含义。Ｂｕｄｄ的译文
中，“ｒｕｍｂｌｉｎｇ”既可以指代战车行进中的声音，也可
以是战士们的楠楠细语，具备语言模糊美的效果。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中，“ｒｕｍｂｌｅ”同样具备 Ｂｕｄｄ译
文中的语言模糊美，与此同时，译者使用了“ｇｒｕｍ
ｂｌｅ”一词，在传递出原文中战马嘶鸣状态的同时，
还赋予了战马以人的思想情感，“ｇｒｕｍｂｌｅ”一词还
有“抱怨”的意思，从而让读者可以通过这个词语了

解诗人当时对于战事的态度，同时两个译本都通过

英语语言的韵脚“ｉｎｇ”“ｂｌｅ”和“ｓｔ”来形成一种重
复，读起来在听觉上一种听力冲击。英文词汇的模

糊性，同样可以给读者营造一种思想情感和客观体

验的一种模糊美，从表象上体会深层次的思想

情感。

例２．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７］１１

从模糊语言学视角来讲：叠词“关关”就具备一

定的模糊性，这是一个拟声词，是一种动物的叫声，

但确实模糊的，并不确定究竟是哪种动物的叫声，

可能是斑鸠的“咕咕”声，也可能是水鸟的“刮刮”

声，但可以确定是鸟儿在求偶时发出的叫声，是一

种十分悦耳动听的声音，代表的是一种对美好爱情

的向往和渴望。通过这种模糊性营造出一种想象

美：可能是恋人见面时听到的一种愉悦叫声，或许

是恋人向心上人模仿动物叫声发出来的一种声音，

读者可以想象成任何一种自己愿望的美好场景。

ａ．Ｋｗａｎ－ｋｗａｎｇｏｔｈｅｏｓｐｒｅｙｓ，
Ｏｎｔｈｅｉｓｌｅ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ｔ，ｒｅｔｉｒｉｎｇ，ｖｉｒｔｏｕｓ，ｙｏｕｎｇｌａｄｙ———
Ｆｏｒｐｕｒｐｒｉｎｃｅａｇｏｏｄｍａｔｅｓｈｅ．［７］１１

ｂ．Ｂｙ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ａｒｅｃｏｏｉｎｇ
Ａｐａｉｒｏｆｔｕｒｔｌｅｄｏｖｅｓ；
Ａｇｏｏｄ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ｉｓｗｏｏｄｉｎｇ
Ａｍａｉｄｅｎｆａｉｒｈｅｌｏｖｅｓ．［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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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ｓｌｅ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ｊｕ－ｊｉｕｃａｌｌｓ“ｃｏｏｃｏｏ”．
Ａｓｗｅｅｔ，ｒｅｔｉｒｉｎｇｇｉｒｌ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ｅｌｙｍａｎｗｉｌｌｗｏｏ．
从语言本身来讲：Ｋｗａｎ－ｋｗａｎ是对“关关”的

音译，ｃｏｏ是“咕咕声叫声”的意思。上述两个译文
中不管是直译的“Ｋｗａｎ－ｋｗａｎ”和“ｃｏｏｉｎｇ”和“ｃｏｏ
－ｃｏｏ”都很传神地将鸟叫这个拟声词表达出来，不
仅在读音上有些相似，而且也表达出一种喃喃低语

的感觉，可以将鸟儿在呢喃时的那种感觉表达出

来，同时意会成对爱情的渴望。译文的用词选择虽

然是一种声音上的传递，读者同样可以根据上下文

的意思理解为自然界中小鸟的叫声，同时也可以理

解为是求爱者的一种声音模仿，为了引起心上人注

意的一种行为，译文单词同样营造了一种理解上的

模糊美，让爱情的描写也具备了无限的想象和

美感。

例３．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天明。［７］２５３

这是一首描写闺怨的词，全诗用词简练，刻画

了女主人公的离别思念之情，秋雨阵阵，落叶纷纷，

雨珠滴滴打在门前的石阶之上，一直下到天明外加

落叶飘飘，秋雨阵阵，更加衬托了主人公的“秋思”

之情。从语言字面含义上来讲：“叶叶”是一个量

词，形容落叶之多。“声声”是形容词，一方面是形

容雨滴落在台阶上的声音，另一方面可以是指落叶

落地的声音。“叶叶”和“声声”本身就具有模糊的

意境美，秋雨夹杂着落叶，所以“叶叶”可以说是修

饰“落叶”或者“秋雨”，同样“声声”也可以是形容

落叶的声音，也可以是秋雨落地的声音，通过对秋

雨落叶场景的描写，读者也可以把“声声”想象成抑

或惑是少妇的的泪滴声，让全诗的意境有了一种朦

胧模糊的美感，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ａ．Ｌｅａｆｕｐｏｎｌｅａｆ，
Ｄｒｏｐｕｐｏｎｄｒｏｐ，
Ｏｎｅｍｐｔｙｓｔｅｐｓｉｔｄｒｉｐｓ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ｄａｗｎ．［７］２５３

ｂ．Ｌｅａｆｏｎｌｅａｆ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ｒｉｅｆ，
Ｄｒｏｐｂｙｄｒｏ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ｏｐ，
Ｔｈｅｙｆａｌｌｏｎｖａｃａｂｔｓｔｅｐｓ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ｍｏｒｒｏｗ．［８］２５４

从语言上来讲：“ｕｐｏｎ”是“接着”的含义，“ｏｎ”
和“ｂｙ”是“接着，继续着”的含义，上述两个译本分
别采用了“Ｌｅａｆｕｐｏｎｌｅａｆ，Ｄｒｏｐｕｐｏｎｄｒｏｐ．”和“Ｌｅａｆ
ｏｎｌｅａｆ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ｒｉｅｆ，Ｄｒｏｐｂｙｄｒｏ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ｏｐ．”的直
译方法进行翻译，对仗工整，和原诗的保持了格式

上的“神似”，用“ｕｐｏｎ”“ｏｎ”“ｂｙ”实现了诗歌形式
和意义上的对等。从模糊美来说：“ｕｐｏｎ”“ｏｎ”“
ｂｙ”描述了落叶和雨滴的一种动态下落过程，同时
通过词语的重复运用和转换给读者一种动态的声

音，让落叶和雨滴相互夹杂，艺术性地再现了诗歌

中落叶纷飞，秋雨绵绵，同时译文２中，译者创造性
的增加了“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ｒｉｅｆ”来进行重复，一方面是在听
觉上对手声音进行模拟，同时也赋予了落叶和秋雨

以人的思想情感，暗含了少妇思夫的无怨无悔等待

意象，耐人寻味。

（二）意境再现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重点，是诗人思想

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诗词的点睛之笔在于诗人

意境氛围的营造，因此对于诗词意境的再现翻译需

要译者慎重。在古诗叠词的英译过程中，不同的语

言有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字表达规范，很难在两种

不同语言之间找到一种完全对等的形式再现原文

的意境和韵律，同样的表达手法不一定能起到相同

的效果。然不管何种增译、转换词性和形式的转换

都应该遵循再现诗词内在思想情感和意境的基础

之上。

例４．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倚楼。［８］１１３

白居易的这首《长相思》主要描写了一位女子

的思念之情。诗词中的意境众多，都是围绕着“无

尽的思念”而展开。从语言层面来讲：“悠悠”有

“长远；忧愁思虑的样子；从容自然的样子；荒谬”等

多重含义。而诗词中的“悠悠”一方面是江水的蜿

蜒曲折，也是女子的思念之情绵绵，词语修饰含义

具备了模糊的韵味，营造了一种模糊的意境美，在

描述物象的同时具备了表情达意的功能，诗歌营造

了一个深远的意境。

ａ．Ｍ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ｓｅｎｄｌｅｓｓｌｙ，
Ｍｙｇｒｉｅｆｗｒｅｔｃｈｅｓｅｎｄｌｅｓｓｌｙ，
Ｓｏｔｈｕｓｕｎｔｉ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ｃｏｍｅｓｔｏｍｅ，
Ａｌｏｎｅｏｎｍｏｏｎ－ｌｉｔｂａｌｃｏｎｙ．［９］

ｂ．ＯｈｏｗｃａｎＩｆｏｒｇｅｔ？
ＨｏｗｃａｎＩｎｏｔｒｅｇｒｅｔ？
Ｍｙｄｅｅｐｓ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ｌａｓｔｔｉｌｌｗｉｔｈｙｏｕＩｈａｖｅｍｅｔ，
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ｏｏｎｒｉｓｅｔｏｍｏｏｎｓｅｔ．［１０］１１４

从字面语言上来讲：“ｅｎｄｌｅｓｓｌｙ”是“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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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ｆｏｒｇｅｔ”是“忘记，忘却”，“ｒｅｇｒｅｔ”是“遗憾，
懊悔”。以上两个版本都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译

者改变了原诗歌的模糊性表达，采取了英语的语言

表达习惯，直接增加了主语“ｍ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ｙ
ｇｒｉｅｆ”和“Ｉ”来直接表达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虽然
前后两个译本有些差异，但译文１用两个“ｅｎｄｌｅｓｓ
ｌｙ”在形式上和原文一致，同时直接修饰主人公的
思念之愁，更加直接，再现原文的意境。译文中，许

先生译用“ｈｏｗｃａｎＩｆｏｒｇｅｔ？”和“ＨｏｗｃａｎＩｎｏｔｒｅ
ｇｒｅｔ？”前后呼应，采用尾韵的形式，用“ｆｏｒｇｅｔ”和“ｒｅ
ｇｒｅｔ”对应了原诗的叠词，同时直接传递出女主人公
无尽的思念之情。译文虽然没有原诗中的模糊意

境美，直接使用主语来传递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改

变了原诗的形式，使译文的思想情感表达更加直

接，舍弃了原文的模糊美，意境更加鲜明，情感更加

充沛。

例 ５．　 无边落木 萧萧 下，不尽长江 滚
滚来。［７］１９５

这是杜甫七言律诗中的一个选段，全诗意境开

阔，气势磅礴。诗歌是诗人在安史战乱后，生活依

然穷苦潦倒的状态下写的。从语言意义上讲：“潇

潇”有两层含义“马鸣声”和“风声，草木摇落声”，

“滚滚”则是“大水急速翻滚向前”和“烟雾急速升

腾”的意思。其中诗词中的叠词“萧萧”和“滚滚”

是全诗已经点睛之笔，暗含了韶光易逝，青春不在，

壮志难酬的感慨。其中“潇潇”表面上是指落叶的

凋零，同时也暗含了诗人的韶光易逝。“滚滚”字面

意思是形容江水的汹涌澎湃，同时也暗含了生命生

生不息的韵味。两个叠词勾勒出一幅宏伟的意境：

落叶漫天，萧萧而下，一望无际的江水滔滔而去。

两个叠词的运用，通过模糊美给读者一方面进行诗

人登高所见场景的描写，另一方面也是诗人内心活

动的一个侧面描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ｄｌｅｓｓＳ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ｒｕｓｔｌｉｎｇｓｏｕｎｄ
Ｔｈ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ｗｈｉｒｌｅｄ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ｍｙｋｅｎａｙｅａｒｓｔｙｓｅａ，
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ｓｗａｖｅｓａｒ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ｅｅ．［７］１９５

ｂ．Ｔｈｅｂｏｕｄｌｅｓ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ｈｅｄｓｉｔｓｌｅａｖｅｓｓｈｏｗｅｒｂｙ
ｓｈｏｗｅｒ；

Ｔｈｅｅｎｄｌｅｓｓｒｉｖｅｒｒｏｌｌｓｉｔｓｗａｖｅｓｈｏｕｒａｆｔｅｒ
ｈｏｕｒ．［７］１９５

对于原诗中的叠词和意境的模糊美，译文１的
“ｗｈｉｒｌｅｄａｒｏｕｎｄ”和“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ｅｅ”再现了原文的表面

含义，并没有引申出内在的含义，对于人生的思考

这个层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只是通过诗歌尾韵［？

ｎｄ］和［ｉ：］来再现原诗的叠词音效，并没有内在意
境和联想因素可以激发读者去思考。译文 ２中
“ｓｈｏｗｅｒｂｙｓｈｏｗｅｒ”和“ｈｏｕｒａｆｔｅｒｈｏｕｒ”不仅对仗工
整，且和原文在形式上“神似”，运用双声增强韵律

感，传递出落叶和江水的状态，同时译文使用了

“ｂｏｕｄｌｅｓｓ”和“ｅｎｄｌｅｓｓ”做主语意象的前置定语，再
现了原诗中的浩瀚广阔的场景，同时紧促感让读者

会联想到时间的飞逝，同样可以给读者一种模糊的

视觉和思想情感，能引申出原诗的内在含义，意境

突出，相比译文１，此译文稍好。
例 ６．寻 寻 觅 觅，冷 冷 清 清，凄 凄 惨 惨

戚戚。［７］３４７

李清照的这首词开篇给读者营造出一个惨淡

的意境：诗人一整天都是寻寻觅觅，不尽清冷惨淡，

周围冷冷清清，犹如诗人的心情一样。从语言层面

含义上来讲：“寻寻”有“不着边际，无边无际”和

“寻找”两层含义；“觅觅”是象声词，表示“寻找的

声音”；“冷冷清清”既可以指“天气的状况”，也可

以指“人物的思想状态”；“凄凄”是“悲伤或者寒

凉”的意思；“惨惨”则是“忧愁”“昏暗状态”和“阴

森恐怖状态”；“戚戚”是“神伤的样子”和“急促的

样子”。诗词开篇的７组叠词，都有“忧愁苦闷”的
引申含义，既可指当时的诗人所处的一种环境，同

时也可以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写照，勾勒出的是一种

凄惨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世界，描述了当时词人

落魄和无可奈何的场景。汉语重意境，强调意合，

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主人公的词汇，但是通过一些列

的动词就给读者描绘了主人公的动作和心理活动

状态，意境形象模糊，同时动作具体，意境深远，值

得读者细细品味。

ａ．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ｅｋ．Ｓｅｅｋ．
Ｃｏｌｄ．Ｃｏｌｄ．Ｃｌｅａｒ．Ｃｌｅａｒ．
Ｓｏｒｒｏｗ．Ｓｏｒｒｏｗ．Ｐａｉｎ．Ｐａｉｎ．［７］３４７

从译文的语言上：“ｓｅａｒｃｈ”通常是对某处、某地
的搜查，强调一种有意行为。诗词中词人是出于忧

伤和烦闷中的一种无意识的“乱翻”，显然此处翻译

和原文含义不同。“ｓｅｅｋ”一般用于抽象意义，表示
渴望得到某一种东西的寻找，然而原文诗词中作者

是一种漫无目的和心不在焉的寻找，这和原文是违

背的。“ｃｏｌｄ”虽有“寒冷的”意思，同时还有“失去
知觉的”含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ｃｌｅａ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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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明白”的意思，这显然是和词人当时的思想状

态不一致的。“ｓｏｒｒｏｗ”是“痛苦，懊悔”，强调的是
精神上的状态，“ｐａｉｎ”是“痛苦”和“身体某部分的
疼痛”，强调的是身体上的感受。从诗歌的形式上

来看，做到了和原诗词的一致，实现了一一对应，但

诗词中作者的内心孤独，凄凉心境和模糊的意境感

全部没有了，更别说诗人的“欲罢还休”。译文失去

了原文的那种惆怅语气和味道，给人一种“去寻找

吧”的感觉，甚至有点改变原来的含义。

ｂ．ｓｏｄｉｍ，ｓｏｄａｒｋ，
ｓｏｄｅｎｓｅ，ｓｏｄｕｌｌ．
ｓｏｄｉｍ，ｓｏｄａｎｋ，ｓｏｄｅａｄ！［７］３４８

林语堂将原来的诗句进行对应使用了１４个词
语，形式上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美感，而且接连使用

了七个“ｓｏ”，ｓｏ这个单词是一个程度副词，是对一
种感觉的形容，用在这些形容词的前面，对感受进

行加强，而且他所选用的形容词，都是表达出一种

凄清、冷清的感觉的词汇，所以可以很好地将作者

的那种心情展示出来，而且这个几个“ｓｏ＋形容词”
的搭配也使得原来诗句中的那种意境有了很好的

体现，那种模糊感渐渐浮现出来。ｓｏ的重复运用，
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对原诗的朦胧美进行再现，整

体上也符合英语的使用规范，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翻

译方式。

ｃ．ＩｌｏｏｋｆｏｒｗｈａｔＩｍｉｓｓ？
Ｉｋｎｏｗｎｏｔｗｈａｔｉｔｉｓ．
Ｉｆｅｅｌｓｏｓａｄ，ｓｏｄｒｅａｒ，
Ｓｏｌｏｎ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ｈｅｅｒ．［７］３４９

译文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有很大的改动，增加

了主语“Ｉ”，保持了句子的完整性，并且在句子末尾
使用尾韵的形式来再现原文的音美，虽然没有再现

原诗的那么形式美，但诗歌采用［ｓ］［ｚ］和［］进行
重复，再现原文的叠音效果，同时译文中的“ｗｈａｔ”
具体指代什么，并没有说明，暗示词人当时的一种

漫无目的的状态，再现原文的意境。译文中“ｗｈａｔ”
和“ｓｏ”的重复使用，再现了诗歌的朦胧美，同时点
名主人公的动作，心情和环境，更加符合英语的表

达习惯。

因此，任何一种语言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并不

能完全对等地找到一种对应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为了要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最大限度地对称，

则应该要尽量保留原文的美感”，［１１］８６不能保留原

文美感的情况下，在确保原文的意思清楚的前提

下，可以对译文进行适当地变通，从而使得译文的

质量得到提升。

（三）语义再现

语义再现也是一种要对译文进行相应的变通

处理的翻译方式，语义再现要变通的内容相对于语

境再现，要变通的内容更多，程度更深、范围也更

广。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太大，源语言也负载

了一定的文化信息，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不可能实现

完全的对等，一般要进行变通，对原文中的叠词的

艺术形式以及音律进行改变，从而保留原文的真实

含义。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为了在功能上使译

文读者体味到与原文相似的效果，一般会对原文的

内容进行“内化和理解”，从而找到一个更合乎清理

的表达方式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替换。

例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７］１２８

此选段属于写实，织布机的声音吱吱作响，木

兰对着房门在织布。字面意思上看，没有什么特

别。叠词“唧唧”还有“叹息”的意思，按照此层含

义理解“叹息一声一声，木兰还在织布”，究竟发生

了什么？从下文中可以得知木兰因为阿爹被点名

从军而发愁。因此叠词“唧唧”是织布机和木兰当

时心情的一种真实写照，具有模糊的意境美。

Ａｌａｃｋ，ａｌａｃｋ！ａｌａｃｋ，ａｌａｃｋ！
Ｓｈｅｗ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ｓｅｅｓｔｈｅｓｈｕｔｔｌｅｐａｓｓ．［７］１３０

译文中“ａｌａｃｋ”是“呜呼，表示忧伤的意思”，译
者在充分理解原诗的思想内涵之后，在译文中重复

使用四个“ａｌａｃｋ”，一方面在读音上显得急促，另一
方面突出了木兰织布时候的状态，直接再现了木兰

因为担心阿爹的那种心情，语义更加明确，给读者

的感觉更加直观。

译文开篇强烈的心情状态会让读者更想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开篇营造了一种模糊的氛

围，下面译文直接进行陈述，直观再现原诗的语义

内容。

例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７］２９

这是一首描写保卫边疆的士兵从出征到回家

的整个过程的诗歌，这简短的四句诗歌中，情景交

融，将感情融入到景色中，而叠词的使用，更是加深

了这种效果，比如“依依”、“霏霏”这两个叠词是对

柳枝进行描绘的词语，将柳树枝条的那种形态描绘

得十分到位，而且借助柳树枝条的形态来表达出人

的内心世界。“杨柳依依”表达的是士兵在出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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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自己的亲人的不舍情绪，“雨雪霏霏”则可以

很好地让人联想到士兵在战争的过程中经受的种

种磨难，并且也衬托出他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怀念

之情。

ａ．Ｌｏｎｇａｇｏｗｅｓｅｔｏｕｔ
Ｗｈｅｎｗｉｌｌｏｗｓｗｅｒ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ｇｒｅｅｎ．
Ｎｏｗｗｅ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ｉｎｋ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ｇｓｎｏｗ．［７］２９

ｂ．Ｗｈｅｎｉｌｅｆ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ｏｗｓｓｈｅｄｔｅａｒ．
Ｉ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ｎｏｗ，
Ｓｎｏｗｂｅｎｄｓｔｈｅｂｏｕｇｈ．［７］２９

译文１很好在再现了原诗歌的形式和表面意
思，不能引申出作者的内在思想情感，碎玉模糊叠

词含义的翻译更是韵味全失。译文２在翻译的时
候，传神的地方就在于将杨柳这种植物赋予了感

情，用“杨柳落泪”来表达那种不舍的感情，从而将

即将出征的士兵对自己的亲人的怀念情感展示出

来，将士兵归来之后的那种沉重的心情表达出来，

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一种唏嘘的感觉，对士兵

的情感有更深的体会，同时译文还采用［］和［ａ］
来进行语音上的重复，改变了原诗中叠词的重现方

式，同样具有音乐的美感。译文创造性地通过“通

感”的修辞手法，赋予了意象以人的思想情感，译文

的语义更加鲜明，诗歌的主旨更加明确，形象更加

鲜明

模糊语言的多义性是汉语语言体系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诗词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意境是诗词表

情达意的载体，是诗词的核心所在。意境的模糊美

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和联想的空间，增加诗词

的模糊美感。中西诗词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体系，

翻译就是需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旨在促进中西文

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文章中诗词

叠词的翻译方法和意境美的翻译方法，都是在译者

充分理解原诗思想内涵基础上的一种选择，目的就

是为了更好地再现原诗的主题思想，让更多的西方

读者领略中国古诗词的魅力和博大精深。

在文学领域中，明确的、唯一的指代是不是亘

古不变的，一首诗歌会因人制宜，因情而变，会有多

种理解，文学符号的复杂性增加了意义的多样性，

模糊性和无限衍义性。因此译者应该总揽全局，主

次分明，灵活选择。古诗词的翻译是一个十分繁琐

的过程，在古诗词翻译过程中，叠词产生的那种朦

胧美感是古诗词的关键，在翻译的时候，这种朦胧

的感觉很难实现对等翻译，为了要尽量还原原作中

的朦胧美。译者不能为了单纯再现原诗的模糊语

言或者意境而乱译、错译，而应选择适当的翻译策

略，一方面要忠实于原文，另一方面又要为译文读

者所接受。对于诗歌中的叠词，在确保原文的意思

得到还原的基础上，要尽量做到形式的对等，实现

等效再现。需要注意的是，在翻译的时候不要为了

形式上的对等而忽略了诗歌的含义，而应该要将主

旨的传递当做翻译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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