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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场

一、引言

勒菲弗尔指出，文学翻译不是两种语言在真

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

（Lefevere，2006：6）。“现在翻译界基本达成了

如下的共识：就其具体操作层面而言，翻译是语言

转换活动，而就其本质而言，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

交流活动”（许钧，2002：223）。纵观中西翻译史，

我们会发现，正是人们对文化进步的渴望催生了对

翻译的需求。有了翻译的推动，各个文明的意识形

态、民族语言的发展都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

而文化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翻译的发展和翻译研究

的深入。

目前，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某一翻译题材的研究（赵昱辉，2021；董雨晨，

2020；王琳，2020）、翻译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韦

骅，2013）、与其他时期翻译活动的对比（郭亚文，

张政，2017；柴清华，2014），而对该时期翻译

活动对中国语言文化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

文以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为切入点，回顾了清末民

初文化翻译的时代背景和诗歌翻译，进而分析诗

歌翻译活动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诗歌发展的深刻

影响。

二、清末民初文化翻译

“清末民初的历史断代有多重认定，通常近代

在政治史上的概念指的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

动’（1840—1919）这近 80 年的历史”（高梦涵，

2020：2）。本文笔者研究该时期的诗歌翻译及其

对中国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部分内容涉及 1920

年以后的诗歌翻译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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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

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

‘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赵冰、孙雪松，

2015：46）。翻译离不开时代的需求。在这一时期，

清政府的封建腐败统治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对西方世

界所知甚少。随着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旧中国的

大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处在封建统治之下的中国

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危

机日益加深，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

“而清末戊戌变法的失败，更使得各个阶层的

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中学为体’不再抱有希望，纷

纷开始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希冀让文化

和文学的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谢天振，

2009：149）。20 世纪初，在翻译的推动下，国外政治、

经济和文化涌入中国、开启民智，先进知识分子开

始探索未来的出路及可能，一场提倡民主科学、推

崇个性解放、猛烈抨击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文化启

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让西方先进思想传播给更多阶层的人民。

（二）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社会各界革新、

冲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枷锁。为了寻找新中国

的道路，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对西方的诗歌、小说、

散文、戏剧等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译介。西方诗歌

以自由民主、清新瑰丽的风格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

诗歌中涉及的自由民主、爱国救亡、爱情等题材，

既启发民智、推动人民冲破传统礼教的约束，又开

拓了诗歌题材的广度。

胡适认为中国诗歌的革新需要通过翻译来推

动，他翻译了《六百男儿行》《缝衣歌》《哀希腊》

《老洛伯》《关不住了》等英文诗歌，题材覆盖了

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生活、爱国救亡的呼唤和对爱

情的呼唤，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部白话诗集，其中部分诗歌作为白话诗的初探虽

没有摆脱旧体诗的痕迹和枷锁，但其敢于开拓创造

的勇气使该诗集成为白话诗发展上不可忽视的一座

里程碑。

郭沫若在日留学期间，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

这使他能大量接触和阅读许多西方名家的诗歌并受

其直接影响。他着手翻译了泰戈尔、海涅、雪莱、

惠特曼等人的诗歌，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

恼》《偶成》《云鸟曲》。翻译初期，泰戈尔清新

自然的诗风和散文式的诗歌形式打动并影响了郭沫

若，他由此写下《新月与白云》《晚步》《死的诱

惑》等诗。后来，他接触到惠特曼的诗歌，被其生

机勃勃的诗风和“自我本位”的创作思想所打动。

“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慷

慨激昂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谭福民，2013：

110）。他创作的《天狗》《匪徒颂》等诗歌都可

窥见民主自由、宣扬自我精神的痕迹。徐志摩译介

了哈代、华兹华斯、拜伦、泰戈尔的诗歌，并形成

自己独特的诗风——朦胧诗，以新奇的风格、巧妙

的韵律和优美的意境见长。与徐志摩同为新月派诗

人的闻一多翻译了《沙漠里的星光》及《十四行诗》

等诗。

这些诗人在翻译西方诗歌的同时，吸收和接纳

了新的诗歌形式、语言风格和诗歌题材，将之融入

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丰富了白话文诗歌的内容、题

材和形式。可以说，诗歌翻译为中国白话诗的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三、清末民初诗歌翻译对中国语言
文化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将西方各个领域的作品

译介到中国，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社会文化发展，

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诗歌翻译在诗歌形

式的转变、情绪的彰显及内容、流派及题材的多样

化这三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一）诗歌形式的转变

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推动了古体诗向现代诗的

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诗歌形式上。随着新文

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的热潮带动了白话新诗运动。

胡适曾说过“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

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

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胡适，1998：

134）。国内严峻的形势、白话文的兴起和内容表

达的需求，推动了西诗中译形式的转变。

在翻译外国诗歌初期，中国的译诗者们大多选

用中国近体诗或骚体、曲牌的形式，这是由于当时

大多知识分子译诗的目标读者，都是受过教育者，

且这些诗歌形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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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选择并谙熟于心的。许多文人学者仍将文言文

作为中国文学的唯一正宗形式。但近体诗、骚体等

形式对句式、音韵等要求十分严格，以五言、七言

为例，二者对押韵、字数和句数都有要求。这导致

译文难以同时还原原诗的内容、句式和音律。

例如，拜伦的 The Isles of Greece 的译本有传统

诗歌体和自由诗，下文节选了原诗的第一节和苏曼

殊译文、闻一多译文进行对比。

原诗 苏译 闻译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巍巍西腊都，生长萨
福好。情文何斐亹，
荼辐思灵保。征伐和
亲策，陵夷不自葆。
长夏尚滔滔，颓阳照
空岛。

希腊之群岛，希腊之
群岛！
你们那儿莎浮唱过爱
情的歌，
那 儿 萌 芽 了 武 术 和
文教，
突兴了菲芭，还崛起
了德罗！
如今夏日还给你们镀
着金光，
恐怕什么都堕落了，
除却太阳？

苏译选用了许多熟悉的中国古诗意象，如“晨

朝大点兵”令人联想到“可汗大点兵”，这样一来，

虽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受五言诗篇幅的约束，

缺失的原文内容和形式的不一使得原诗的魅力骤

减。相较之下，闻一多自由体诗的容量能将人名、

神话人物等内容和拜伦对希腊的热爱传达得更为

完整。

随着自由诗在翻译中的运用，诗歌的翻译与创

作不再是传统诗歌形式的特权，许多文人开始用白

话文翻译诗歌并模仿自由诗体进行创作。郭沫若在

日留学期间开始接触惠特曼的诗歌并深受其“自

我本位”诗歌创作思想的影响。“郭沫若始终承

认，惠特曼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张慧，

2019：12）。下文将分析对比郭沫若译 Song of Open 

Road 的第一部分与他的新诗《天狗》的第一节，

分析翻译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坦道行》 《天狗》
徒步开怀，我走在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
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者我，
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
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唏嘘，再不踌躇，
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
大道。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郭沫若的译诗《坦道行》，虽诗名仍为古诗的

风格，但译诗时郭沫若并没有采用押韵、固定字数

和句行，而是形随意动，按照惠特曼的诗意进行翻

译，和原诗的形式几乎一致。《坦道行》描绘了“我”

的所见：一条坦荡的大道上，“我”看到一个健全

而自由的世界，“我”不会气馁，而是轻装前行。

本节的后半部分，郭译还原原诗中的两个重复的“从

今以后”，充分表达原诗积极乐观、奋勇向前的人

生态度。在《天狗》中，郭沫若也采用了新诗的形

式，用重复的“我”开头加上作者对宇宙万物的呼

唤和气吞山河的气势，极力渲染了一个充满能量和

魄力的“我”。几乎每一行都是长短不一，这与惠

特曼自由体的特点非常相似，这一节的磅礴气势表

现出郭沫若澎湃的激情。

（二）诗歌情绪的彰显方式

诗歌翻译让中国诗歌彰显情绪的方式更加多

样化。

第一，它让中国诗歌情绪的彰显更为直白。

新诗受英诗形式和内容的影响，语言形式和情感

的表达都更为多样化。例如，惠特曼的诗歌常用

辽阔的景致如大海和陆地，来歌颂自由和民主，

这一点与五四运动倡导科学、自由、民主和革新

的精神相契合。惠特曼《草叶集》中彰显的“自

我”，也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的作品。通过上文

对比可以看出，在他的《天狗》中，“我”字充

斥于每一行诗中，用排比句式形成了磅礴的气势，

“我”充满了能量和跃跃欲试的雀跃和激动，想

要推翻一切、革新一切。这是在惠特曼影响下郭

沫若对五四运动的呼喊，表达了他呼吁个性解放、

追求革新的愿望。

此外，一些感叹词和新标点符号进入新诗，

让诗人的情感以更直接、简单的方式表露出来，

更容易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随着国内学

者对标点符号的革新，许多诗歌中出现感叹号、

问号、破折号等外来标点符号。句号和感叹号在

中国的使用，始于陈望道发表的论文《标点之革

新》，该文对现代标点符号的确立和使用起到了

推动作用。自由诗句式灵活的句式和标点符号的

使用，体现了表情达意的优越性。外来标点符号

为诗歌内容和情感的扩充起到了推动作用，配合

口语词、感叹词的使用，让传统诗歌中诗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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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情绪释放出来。譬如，郭沫若的《匪徒颂》中

多次使用“呀！”来表达他对“学匪”一词的愤

怒和对革命的渴求。《炉中煤》中多次深切的呼

唤“啊，我年青的女郎！”来表达对祖国的深切

思念和热爱。

（三）诗歌内容、流派及题材的多样化

随着诗歌翻译的发展，新诗的内容也更为充盈。

首先是引入了外来词，白话文兴起之前，书面语多

以四字词为主，对外文诗歌的译介扩充了白话文的

词汇，例如，郭沫若《天狗》中就有许多外来词汇，

如“星球”“X 射线”“电气”，甚至还直接使用

了英文单词 energy，充分体现出新诗对外来词汇的

接受程度之高。其次，新诗还开始引用国外的名人

及典故。如《匪徒颂》中提到了英国的克伦威尔，

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马丁·路德、马克思、恩格

斯及其他国家为革新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伟人。这些

引用充分表明国外作品、伟人的革命事迹对中国文

人的触动和推动力。

诗歌翻译催生了许多新的诗歌题材，如爱情诗、

湖畔诗等，内容包含自我抒发、哲理、爱情、平民

的艰苦生活等。以郭沫若为例，在大量阅读惠特曼

的诗歌后，他的诗激发出强烈的情感、激昂的韵律

和“自我”的抒发。他的诗风奔放而热烈，用洒脱

的文笔书写大海、晨风、辽阔大地等壮阔的自然景

观，充满了对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向往。徐志摩的

诗歌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翻译了不少哈代

的诗歌，如 I Look into My Glass，并在翻译时十分

注意音韵的美感。受翻译的影响，他的朦胧诗和爱

情诗以清新悠扬的诗风和独特的韵律在新诗创作中

独树一帜。随着新诗歌题材的层出，人们心中的固

有观念也逐渐被打破。新诗在体裁、语言特征和句

式韵律上各有自己的特点。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多个诗歌流派，题材和风

格也呈现多样化。如新月派的诗歌呈现散文化倾向，

并提出了新诗的“三美”主张，即新诗不宜过于松

散，应具有一定格律。湖畔诗派则以爱情诗表达真

挚热烈的情感和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叛逆。象征诗派

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跳出逻辑思考，用

充满暗示的意象引发读者进行联想。这些新的诗派，

都表明诗歌翻译推动中国诗歌在内容上的创造和发

展。许多诗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或表达真挚

的情感，或抒发自己的政见。

四、结语

“翻译是语言转换活动，而就其本质而言，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许钧，2002：

222）。清末民初的文化翻译，在当时社会文化背

景的驱使下应运而生。翻译的主体多为当时中国

各界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了解当时中国的落后之

所在，不忍心看到盲目自信的国人将祖国进一步

推向危险的边缘，希望通过译介西方各类文学作

品开启民智。翻译的客体涉及政治、经济、小说、

散文、戏剧、诗歌等题材，题材之广，为中国三

大翻译高潮之最。

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为本国诗歌创作的形式

和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它在形式上让中国

诗歌摆脱了传统模式，出现了自由诗、新格律诗等

新形式，让诗歌情感的彰显更加多样化，且扩充了

中国诗歌内容、题材和流派。这些革新让当时社会

各界人士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为改变中国的社会

道德文化观念、消除对本国文化的盲目自大做出了

贡献，更多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此基础上，

诗歌翻译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

我国现代文学和语言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可以说，是翻译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为中

国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使其永葆青春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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