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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朝中措·平山堂》英译本，从语言维，

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分析角度出发，分析译文如何体现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

择。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结合《朝中措·平山堂》英译本中的具体案例，

讨论生态翻译学所阐述的思想。希望通过研究生态翻译学，在宋词研究方面，

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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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典诗词以丰富的韵律、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手法，绘制出生动的画面，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如果西方学者想要了解真实的中国，研究中国诗

词是一个比较有效途径。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辜正坤先生曾说过，“宋词称得上是中国

诗中最美的诗”。进入 21 世纪以来，宋词受到许多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进行英译，

涌现出大批佳作。宋词英译，不仅能收获文学翻译的实践经验，总结翻译方法，

还可以提高中国经典著作的外译水平。

作为另外一种中国传统诗词，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座高峰。宋词有

两个流派，一个是豪放派，另一个是婉约派。宋词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唐诗那么

整齐划一，但也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且形式上更加自由。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宋

词的英译文，然而，在中国诗词翻译当中，最有建树的中国译者是许渊冲。通常，

翻译诗歌通常运用的理论为“三美论”、意译。当然，还有其他学者通过模因

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宋词翻译［1］。然而，生态翻译学同其他理论相比，属于较

新的翻译理论，在古诗词翻译领域较少使用。

2  文本背景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以“庐陵欧阳修”自居。

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

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

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

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

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

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欧阳修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太守，在扬州城西北

五里的大明寺西侧蜀岗中峰上，修建了一座“平山堂”，据说壮丽为淮南第一。

欧阳修调离扬州几年之后，他的朋友刘原甫也被任命为扬州太守。欧阳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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饯行，在告别的宴会上，作了这首《朝中措》相送。

此词是欧阳修游戏之作，发生于借宴请好友送别之际，追忆自己扬州的生

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这首词开头就有一

种气势磅礴之气，贯穿其中。“平山栏槛倚晴空”，可以感受到平山堂凌空矗立，

其高无比，晴空万里无云，令人心旷神怡。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为下文抒情

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栏远眺的情景。词人在栏杆处看见

远处的山，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在旁人看来着实有点奇怪。第二句，

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

想起堂前自己亲手栽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

其中“手种”二字，更表现出词人内心深处的感情，怀念平山堂，也想念自己

在扬州做太守的点点滴滴。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

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在中国传统

诗词里与人们的怀念之前相互联系。“柳”意味着“留”，折柳送给远去的人，

从而是这人世间的无情之物携带着人们的思念之情。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

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怀念之情，深沉但却很舒畅。特别是“几

度春风”四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情，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一片欣欣向荣，

也表达作者内心的乐观积极和豁达。其次三句是写作者自己。作者当年知扬州

府时，以文章名冠天下，故自称“文章太守”。曾在平山堂挥笔赋诗作文多达

万字。后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

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最后，词的结尾，先是劝人，又回过笔

描写自己醉酒的模样。在宴席上，面对知己，尽情欢饮，词人进行一段人生感慨。

趁现在年轻赶快行乐把，你看那坐在酒樽前的老头已经不行了，这个衰翁是诗

人的自称，现在我们看来这两句似乎不是那么积极，词人说是人生易老、必须

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一种苍茫惋惜之情油然而生。但全诗充满气势磅礴之气，

这种看似消极的思想是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告诫我们年轻时内心中不要有什么

遗憾，不要到年老，回首往事时，感慨时光易逝，岁月难求。词人说这句话，

也是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阅尽铅华，而这种感慨也是一种超脱，荡尽了人世

间的浮尘，洗涤了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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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始于 2001 年，兴起于 2009 年［2］，是由

胡庚申等学者提出的基于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3］。它基于生态整体主义

的视角，以中国“天人合一”和谐生态思想为依归，以“自然选择”为基石，

主要探讨文本生态、生态翻译以及“翻译群落”生态（即关注译者生存）及其

相关关系［4］。生态翻译学理论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适应 / 选择”为基本原

理和思想指导，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强调生态翻译整个系统的整体性，

还重新解释了“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方法等一系列翻译现象”［4］。

生态翻译学提出达到“平衡和谐”的状态，主要指要保持源语生态和译语

生态的平衡和谐，即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译者既要有责任

尽量保持并转换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同时又要有责任尽量

使转换过来的译文，能够在译入语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中，即在

译入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和“长存”［5］。这里所说的语言生态、文

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则与生态翻译学的具体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相对应，即语

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6］。

生态翻译学的主要运用方法是实现适应与选择。在这里，由于原文和译文

并非活生生的人，翻译的活动主体是人，提出了“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

译生态环境”“事后追惩”等一系列概念，将翻译活动纳入更为广阔的“翻译

生态环境”视角中重新审视和解释。因此，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起到平衡调

节的作用。由于翻译是建立在两种含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的基础上，因此在

原文和译文交流当中，存在着不平衡的地方。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

让两个不同文化的人能更准确地交流，不仅要熟知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

还要明白原文的表达意图和译语所要表达的效果，这也就是适应。在达到了适

应的前提之后，再进行“选择”这一步骤，选取原文哪些意象可以用目的语进

行直译，哪些意象不能通过直译的方式，需要进行意象转化［7］。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转换是互相重合的，有时是

同时发生的，本文从“三维”角度对《朝中措·平山堂》原文和译文进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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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分析。

4  案例分析

生态翻译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翻译中的三维转化，即语言维、文化维、交

际维方面的转化。这也就要求译者不仅要重视语言的形成，更要重视源语与目

的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阐释。因此，翻译过程可以达到双语交流的意图。本部

分将分别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以《朝中措·平山堂》英译

本为例进行分析。

4.1  语言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中的语言维转换是指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8］。

在语言维层面的适应和选择包括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目的在于更

好地理解目的语的交际意图。

例 1：朝中措·平山堂

译文：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 The Pingshan Hall

在这首词的题目中，“朝中措”是词牌名，属于黄钟宫的乐曲。又名“照

江梅”“芙蓉曲”“梅月圆”等。以欧阳修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为正体，双调四十八字，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五句两平韵。另有双调四十八字，

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双调四十九字，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五句两平韵等变

体。在翻译时，笔者并没有采用字对字的翻译，而是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

将其翻译为“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朝中”即朝廷，为帝王接受朝

见和处理政事的地方，亦用作中央政府的代称，所以笔者将其翻译为“court”，

意思是宫廷。此外，“措”是措大的意思，即愚笨的人，也就是笨人写的曲子，

如果直接翻译为“cuo”，会使目标读者感到困惑，笔者将其意译为“The Tune 

of Measures”，并在译文后面增加了注释，更方便目标读者理解这个词牌名，这

样既点明了这是一首曲，也给目标读者传达了“措”的意思。如果用英文单词

“measure”来阐释，以数据为标准，即对应了“笨人写的曲子”，表明这些人

写的曲有时会很死板和严肃，这样翻译使得译文忠实于原文，也符合英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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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习惯，较好地完成了语言维度的转换，适应了西方的生态与言环境。

例 2：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译文：Standing at my balcony of Pingshan hall, I can see clear and boundless sky 

along with looming hills.

Farewell with the willow I planting before the Pingshan hall, so many years have 

gone.

As a satrap keen on writing essay, I will produce thousands of words while writing 

and drink a thousand cups of wine.

Indulging in pleasures in your prime time, look, the old drunkard is in his cups.

欧阳修这首词为正体，句式非常整齐，具有对称美。双调四十八字，前段

四句三平韵，后段五句两平韵。另有双调四十八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双

调四十九字，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五句两平韵等变体。对其进行格律对照，

发现“空”，“中”“风”“钟”“翁”都为平声，句式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具有节奏美和音律美。考虑到原文的押韵效果和诗歌具有不可译性，笔者在在

翻译过程中，需要借助一些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失原文的表达效果。

同时，考虑到原文的句法特点和押效果，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采用了尾韵

的押韵方法，尽可能的与原文句法保持相似。例如，第一句的“hills”和最后一

句的“cups”押尾韵“s”，第二句的“wine”和第三句的“gone”押尾韵“ne”，

句式整齐，具有和谐美，在语言维度实现了很好的转换。

4.2  文化维转换

文化维度上的适应与选择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源语中的文化内

涵转换到译语当中，要注意原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文本差异与冲突，避免在翻

译过程中丢失信息，导致曲解原文的文化内涵。由于两种文化存在不同的内涵，

适当的选择性转换在两种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其中宋词承载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研究宋词也就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翻译宋

词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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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朝中措·平山堂

译文：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 The Pingshan Hall

首先原文中，“平山堂”是中国的一个山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平山堂位于扬州市西北郊蜀冈峰大明寺内。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当时任扬

州知府的欧阳修，极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于此筑堂，平山堂是专供士大夫，

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世人称此堂壮丽为淮南第一。这个地方承载着中国文化，

同时也是宋词发展的缩影，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诗篇，其中最出色、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欧阳修，他的诗词蕴含着丰富地中国文化内涵。而这个历

史悠久的文化圣地，笔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拼音进行翻译，平山是个中国

地点，有平山县（Pingshan county），所以用了拼音。此外，对于“堂”的翻译，

笔者没有使用拼音翻译译文，如果翻译成“tang”会使目标读者无法了解这个山

堂是什么场所，前面已经提过平山堂是一个供诗人墨客休闲的好去处，通过查

找一些字典，“hall”的意思是“a place used for public entertainment”，在英语

中找到了很好的文化对等词，在意义，语境和文化方面都比较合适。以读者的

角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文化上还原了原文本要表达的含义。

4.3  交际维转换

交际维方面的适应和选择是指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选择。翻译时要注意

原文的交际目的。它除了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文化内涵外，还要求译者在译

文中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译者关注的是双语交际中意图的适应和选择。语言

的目的在于交流。翻译的目的在于跨语言的交流。而翻译的中心在于原文作者、

译者和目标读者。下面请看具体的例子。

例 4：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译文 : As a satrap keen on writing essay, I will produce thousands of words while 

writing and drink a thousand cups of wine.

原文中，“太守”是中国特有的官名，战国时对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称

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至隋初存州废郡，州刺史代太守。明清时专称知府。

如果直接翻译为“taishou”，会使目标读者感到困惑，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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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职的外国读者来说，很难把握原文的内涵意义。翻译可以看作是一种交际

活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目标读者和原文读者有共同的阅读体验，所以笔者在

翻译过程中，考虑了文化的差异，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并在英语中找到了

文化对等词，“satrap”在英语文化中表示总督，主管人，与“太守”意思相近，

也使目标读者读中国文化也有了了解，总体上达到了中英文在交际层面的平衡。

例 5：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译 文：Indulging in pleasures in your prime time, look, the old drunkard is in his 

cups.

原文中“衰翁”一词在汉语中意思是“老翁；披着蓑衣的老翁”。在这个

例子中，“衰翁”是诗人欧阳修的自称，可以理解为老头。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对于这一个文化负载词，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将这个老头在喝酒，现在快

要喝得酩酊大醉了一句，翻译为“old drunkard”——一个爱喝酒的老头儿，总

体上达到了在交际层面的平衡，充分考虑了交际层面，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

意思表达出来。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深入地翻译其中的内涵，以直白的英

语语言形式翻译出来，可以让目标读者更加直接感受原文的风格特色，体现了

译者与读者的交流和沟通。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传递原文风格当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5  总结

首先，生态翻译学讲究翻译过程中的原文，译文，译者，读者等因素之间

关系的平衡，相较于其它理论在理解翻译层面是更加全面。其次，通过基于生

态翻译学，分析《朝中措·平山堂》英译本，可以看出译文不仅符合诗歌的翻

译原则，而且也符合生态翻译学的要求。译文通过目标读者的适应和词汇选择，

来传递原文的含义。最后，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均体现了

生态翻译学的适应和选择。此外，将生态翻译学运用到诗歌翻译过程中，使译

者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提高译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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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朝中措·平山堂

（宋）欧阳修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1: The Pingshan Hall2

Ouyang Xiu3

Standing at my balcony of Pingshan hall, I can see clear and boundless sky along with 

looming hills.

Farewell with the willow I planting before the Pingshan hall, so many years have gone.

As a satrap keen on writing poems, I will produce thousands of words while writing 

and drink a thousand cups of wine.

Indulging in pleasures in your prime time, look, the old drunkard4 is in his cups.

Note:

1. 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 it is tune name of ci poem. 

2. The Pingshan Hall: it is name of the Songci and refers to a place where it is 

located in Daming Temple in north-west of Y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3. Ouyang Xiu: he is the supporters of the new decis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etry innovation, but also the leader of the changing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he is also one of eight giants of Tang and Song prose, especially involved in the 

classic movement. 

4. Old drunkard: it refers to the author, Ouyang Xiu and he uses old drunkard 

(shuaiweng) to call himself with mode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