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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看“信、达、雅”原则对中国
古典外译的指导性作用

———以«桃花源记»３ 个英译本为例

李家坤ꎬ王蓝雨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我国古典著作«桃花源记»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叙事性散文ꎮ 在其颇多英

译版本中挑选了林语堂、方重及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的译本ꎬ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

为理论支撑ꎬ将 ３ 个译本进行对比ꎬ分析其各自的优势所在并加以总结ꎬ以期对中

国古典外译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桃花源记»ꎻ古代典籍ꎻ“信、达、雅”ꎻ跨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９　 　 　 文献标志码:Ａ

　 　 «桃花源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作ꎮ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描

绘出了一个和谐美好的世外桃源ꎬ其创作旨

在表达作者对当时腐败的东晋王朝极度不满

的情绪ꎮ 身处乱世却无力改变社会现实ꎬ陶
渊明只得创作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好社会来

表达自己对和平和安居的渴望ꎮ «桃花源

记»的写作手法精妙ꎬ文体像是游记ꎬ又像是

小说ꎬ词句简洁ꎬ却又不失美感ꎮ 因此ꎬ«桃
花源记»成为中外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的作

品之一ꎮ «桃花源记»有多种英译本ꎬ许多中

外名家都以此文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

古代文学的范本ꎮ 有关«桃花源记»的研究

论述可谓成果丰硕ꎬ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的过

程中ꎬ对于词句、语言风格及文章结构的处理

更是见仁见智ꎮ 面对诸多译本ꎬ研究者们也

分别从译者的主体性、文化环境、翻译伦理性

和文化制约因素等方面对译文进行了分析和

对比研究ꎮ 除了陶渊明精湛的写作手法、优
美的语言和绝妙的构思外ꎬ«桃花源记»的文

学价值还体现在它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特定历

史环境下ꎬ中国古人宁静祥和、与世无争、内
心向往美好生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ꎮ 鉴

于此ꎬ笔者基于跨文化翻译角度ꎬ以严复的

“信、达、雅”翻译原则为理论支撑ꎬ对比分析

林语堂、方重和美国作家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桃花源

记»３ 个译本的文化传递效果ꎬ以期对今后的

古典文学翻译提供参照ꎮ

一、“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文化传递

作用

　 　 “信、达、雅”翻译原则倡导翻译在忠实

传达原文信息的基础上体现原文神韵ꎮ 严复

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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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信、达、雅ꎮ 求其信已大难矣ꎬ顾信矣不

达ꎬ虽译犹不译也ꎬ则达尚焉” [１]ꎮ 对于这一

原则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ꎬ有众多解读的版

本ꎮ 实际上ꎬ严复提出该原则只是为了系统

地阐释其翻译的思路ꎬ后人在翻译实践中将

其加以总结ꎬ最终成为翻译的第一指导原则ꎮ
“信”原则强调语言要“真”ꎬ要真实地译出原

文的内容ꎬ不能悖离原文本意ꎬ不能遗漏信

息ꎬ也不能随意增添信息ꎻ“达”指“表达”“转
达”ꎬ实际上ꎬ“达”体现的是一个将原文信息

表现出来ꎬ使读者理解的动态过程ꎻ“雅”则

指“尔雅”ꎬ要求译者在形成译文的过程中仔

细斟酌ꎬ细细加以修润ꎮ “雅”原则要求译文

富有表现力ꎬ从而可以使翻译最大限度地实

现它的文化传递功能ꎮ 严复在译理方面的

“信达雅”学说具有强大的奠基意义ꎮ 它符

合翻译的内在规律ꎬ因此ꎬ具有很大的理论价

值和生命力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

不断丰富ꎬ译者又不断为该理论注入新的内

涵ꎮ

二、３ 个译本作者的创作特点

笔者选取了中国语言学家林语堂、中国

著名翻译学家方重和美国作家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的

译文ꎮ ３ 个译本各有所长ꎬ差异较大ꎬ原因可

以归纳为译者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以及翻

译目的差异ꎮ
(１)林语堂ꎮ 在中国文化中成长ꎬ同时

受到外国文化熏陶的林语堂ꎬ在美国留学期

间ꎬ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ꎬ他的作品

诠释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ꎮ 林语堂

的作品为西方人揭开了东方古国的神秘面

纱ꎬ而他在翻译的基础上ꎬ对于原文进行了增

减适度的编译ꎬ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原
创”ꎮ 简言之ꎬ林语堂译文呈现出“创作”与

“翻译”相结合的特点ꎮ
(２)方重ꎮ 方重是我国 ２０ 世纪翻译领

域中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型译者ꎮ 他

学贯中外ꎬ深知翻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ꎬ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开始中西

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ꎬ历经 ４０ 余载ꎬ先后

完成了 «乔叟文集» (１９６２ )、 «理查三世»
(１９７８)及«陶渊明诗文选译» (１９８４)ꎮ 方重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

验ꎬ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思想ꎬ是“苏
籍翻译家群体”的主要成员之一ꎮ 他翻译的作

品被视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ꎮ
(３)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ꎮ 区别于前两位“本土”

翻译家ꎬ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是美国作家ꎬ同时也是著

名汉学家ꎮ 他认为ꎬ陶渊明通过其文章表达

出的愿景是中国古人普遍价值观的体现ꎮ 他

前后用了几十年时间ꎬ深入研究了陶渊明及

其诗文ꎬ才落笔完成这部译作ꎮ 他的这部著

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了陶渊明诗文、序
言的英文译文以及他对这些诗文的注释和评

价ꎻ下卷是对陶渊明诗的译文的校正ꎮ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通过对陶渊明诗集的翻译来了解中国

文化和中国文化中被广为接受的价值观ꎮ
由此可见ꎬ３ 位作者翻译«桃花源记»的

目的各不相同ꎬ但他们均把文化内涵作为研

究的焦点之一ꎬ把文化传递作为翻译的最终

目标ꎮ 因此ꎬ对这 ３ 个译本进行研究和对比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ꎮ

三、跨文化视角下 ３ 个译本对“信、达、
雅”原则的体现

１.对“信”原则的体现

现代翻译概念中对“信”原则的解释大

多是“忠实”ꎬ但这一解释是不准确的ꎮ 在当

时“中学为体ꎬ西学为用”的背景下ꎬ能平等

地看待西学已属不易ꎬ要达到“忠实”的翻译

程度更是难上加难了ꎮ 严复的“信”实际上

是指“诚而不欺”ꎬ强调译文的准确性ꎮ 实际

上ꎬ“信”字并非是严复首次提出ꎬ中国古籍

中已经对“信”字有所诠释ꎬ如«诗经»中的

“信誓旦旦ꎬ不思其反” [２]ꎮ 同时ꎬ中国古代

佛经的翻译者们最早提出了“本” “实”的翻

译思想ꎬ如中国古代佛家经典中提到的“因
循本旨” [３] 思想ꎬ旨在强调用真实朴素的语

言翻译原文意旨ꎮ 诸如此类的例文还有很

多ꎮ 严复的“信”原则ꎬ即起源于上述翻译理

论ꎬ其与古代佛经翻译思想一脉相承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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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反映的是对译文准确性的追求ꎮ 与现

代汉语翻译不同ꎬ在对文言文进行翻译时ꎬ首
先要将其转换为现代汉语ꎬ因此ꎬ“阻碍译者

成功进行汉英互译的首要问题就是原文理解

不到位” [４]ꎮ 就林语堂、方重及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桃花源记»译本进行比较ꎬ通过实例来分析

“信”原则在翻译实例中的应用ꎮ
例 １:晋太元中ꎬ武陵人捕鱼为业ꎮ 缘溪

行ꎬ忘路之远近ꎮ
林语堂译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 ｏｆ Ｗｕｌｉｎｇ
ｈｅ ｗａｓ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ａ ｂａｎｋ[５] 

方重译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ａｏ￣Ｗｕ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ｓｉｎ Ｏｎｅ ｄａｙ ｈｅ ｒｏｗｅｄ
ｕｐ ａ ｓｔｒｅａｍｆｏｒｇｏｔ ｈｏｗ ｆａｒ ｈｅ ｈａｄ ｇｏｎｅ[６]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译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ｉｙｕａｎａ
ｍａｎ ｏｆ Ｗｕｌｉｎｇａｓｃｅｎｄｅｄ ａ 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ｅｄ[７] 

开篇首句用简洁的短句即交代了故事发

生的背景ꎬ对于译者而言ꎬ要遵循“信”翻译

原则ꎬ既要斟酌词句ꎬ考虑译文接受者的文化

差异ꎬ又要从结构上把握ꎮ 首先ꎬ从词句方面

来分析 ３ 个译文ꎮ 文章的开头交代历史背

景ꎬ出现了中国历史朝代的名词ꎬ３ 个译文均

真实地翻译出了时代背景ꎬ但考虑到外国读

者不知道“晋朝”这个朝代ꎬ方重和 Ｄａｖｉｓ 就

采用了“增译法”ꎬ对当时的统治者和朝代的

具体起止时间进行了解释ꎬ使读者更清楚时

间背景ꎬ同时也意在传播中国文化信息ꎮ 再

看“缘溪行” 一句中ꎬ林语堂将 “行” 译为

“ｗａｌｋ”ꎬ方重和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分别将“行”字译

为“ ｒｏｗｅｄ ｕｐ”和“ａｓｃｅｎｄｅｄ”ꎬ根据下文“便舍

船ꎬ从口入” 得知ꎬ渔人是划船来到桃花林

的ꎬ“缘溪行”ꎬ并非是沿着河岸行走ꎬ而是划

船在溪流中行进ꎮ 因此ꎬ从“信” 字原则来

看ꎬ“ｗａｌｋ”在此语境中欠妥ꎬ方重译文“ ｒｏｗ
ｕｐ”没有背离原文意思ꎬ而 Ｄａｖｉｓ 所选的“ａｓ￣
ｃｅｎｄ”一词则巧妙地表达出了从低处向高处

溯游之意ꎬ因此更为简洁精妙ꎮ
在句子结构上ꎬ３ 个译本也各有优势ꎮ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基本遵照陶渊明简洁的叙述顺

序ꎬ采用直译的方法和浅白的语句ꎻ而林语堂

和方重译文均用“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开头ꎬ像讲故

事一样娓娓道来ꎬ让读者迫不及待想继续阅

读下文ꎬ更加引人入胜ꎮ 在对渔人的描述方

面ꎬ林语堂将其译为 ３ 个短句ꎬ分别用了

“ｗａｓ”“ｗａｓ ｗａｌｋｉｎｇ” “ ｃａｍｅ”３ 个动词ꎬ不太

符合英语的句式习惯ꎻ方重和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均

采用了定语从句“ｗｈｏ ｌｉｖｅｄ ｏ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ꎬ句子

结构主次分明ꎬ更加突出了渔人的形象ꎮ 文

章的首句是点睛之笔ꎬ３ 个译本也见仁见智ꎬ
由此足以见到译者的匠心ꎮ 但从结构和选词

上来看ꎬ方重译文更符合“信”字原则ꎮ
同样ꎬ在成语的翻译上ꎬ首先要考虑的是

准确译出该成语的含义ꎬ必要时“舍其形而

保其意”ꎮ
例 ２:黄发垂髫ꎬ并怡然自乐ꎮ
林语堂译文:Ｏｌ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ｐ￣

ｐｅａｒｅｄ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ｄ[５] 
方重译文: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ｔｒｅｓｓｅｄ ｏｌｄ ｆｏｌ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ｈａｉｒ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ｎｔ[６]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译文: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ｈａ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ｉｒ ｉｎ ｔｕｆｔｓ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ｅｎ￣
ｊｏｙ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７] 

此句是流传至今的名句ꎬ句中的成语至

今仍广泛使用ꎮ 因此ꎬ了解成语的含义和修

辞是翻译的基础ꎮ “黄发垂髫”实际上是借

代的修辞手法ꎬ“黄发”和“垂髫”都是意象ꎮ
在古代ꎬ人们认为老人白发变成黄色是吉祥

且长寿的征兆ꎬ故古文中常用“黄发”来意指

老人ꎮ 还未加冠的孩童梳的发髻会垂下来ꎬ
故“垂髫”是指孩童ꎮ 原文这样表述ꎬ是为了

营造出桃花源中人们和谐的生活画面感ꎬ突
出文章主题ꎮ 林语堂译文考虑到中西文化差

异ꎬ舍弃了原文的意象ꎬ将“黄发垂髫”译为

“Ｏｌ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准确简洁地表明了

原文意思ꎬ也使译文的接受者更易于理解ꎮ
但对老人、孩童形象的描绘就略显逊色ꎬ在
“信”原则的把握上略有欠缺ꎮ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将

此处译为“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ｈａｉｒｅｄ”ꎬＤａｖｉｓ 在理解

原文的基础上ꎬ尽力保留了修辞ꎬ但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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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ｈａｉｒｅｄ”指代比较模糊ꎬ既可理解为“老
人”ꎬ也可以理解为“白发的人”ꎬ容易使读者

产生歧义ꎮ 而在此句的处理上ꎬ方重对“信”
原则的遵循比前两位译者更加到位ꎬ“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ｔｒｅｓｓｅｄ ｏｌｄ ｆｏｌｋ ” 和 “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ｈａｉｒ”ꎬ描绘出鹤发老人和稚嫩

的孩童的其乐融融ꎬ勾勒出一幅和谐之景ꎮ
因此ꎬ方重此句的译文在真实性上更胜一筹ꎮ
２.对“达”原则的体现

对于“达”字的解释ꎬ最广泛的当为“通
顺”“流畅”ꎮ “达”字确有此意ꎬ但最准确的

意思却是“达意”“转达”ꎮ 既是转达ꎬ可以说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ꎮ 严复在«天演论»中这

样描述“达”的目的:“当前后引衬ꎬ以显其

意ꎮ 凡此经营ꎬ皆以为达ꎻ为达ꎬ即所以为信

也ꎮ” [１]由此可见ꎬ严复强调ꎬ由于中西方语

言存在差异ꎬ由于所译作品本身艰难深奥ꎬ译
者要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出种种经营调整ꎬ力
求将原文的意旨全部传递给读者ꎮ 在“信”
与“达”的关系上ꎬ严复更强调在译文的翻译

过程中ꎬ译者如果只翻译出文字的意思ꎬ却不

达旨ꎬ读者读起来仍会费解ꎮ 因此ꎬ译者首先

要“明深意”ꎬ其次要使文意“求显”ꎬ使读者

可以“共喻”ꎬ这一切“皆以为达”ꎮ 但如果只

注重表达ꎬ使用了诸多表达手段ꎬ却没遵循原

文意旨ꎬ则不如不译ꎮ 因此ꎬ熟练运用表达手

法实际上是为了准确的达意ꎮ 在表达方式

上ꎬ３ 个译文分别运用了不同的转达手法ꎮ
例 ３:及郡下ꎬ诣太守ꎬ说如此ꎮ
林语堂译文:Ｈ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ｏｌｄ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ｔ[５] 
方重译文: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ｈｅ ｗａ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ｅ ｔｏｌｄ ｈｉ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６]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译文:Ｗｈｅｎ ｈ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ꎬｈ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ｌｄ
ｈｉｍ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７]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ꎬ起
源于春秋战国时期ꎬ经过秦始皇的改革ꎬ正式

成为秦汉以后的地方政治体制ꎮ 直到唐朝改

郡为州ꎬ郡县制度才被废除ꎮ 该句翻译的难

点在于如何将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概念传达

给译文接受者ꎮ ３ 个译文在这一概念的表达

上有所不同:林语堂译本回避了该词的翻译ꎬ
创造性地使用西方常见的“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一词

来翻译“太守”一词ꎬ拉近了西方读者与原作

的距离[８]ꎻ方重将该词转译为“ ｃｉｔｙ”ꎮ 两位

本土译者的译文旨在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

化ꎬ而对于大部分西方读者来说ꎬ他们对于中

国古代的行政区划鲜有了解ꎬ如果一味遵循

“达”原则ꎬ读者读到这一概念时理解会有障

碍ꎬ文化传播的目的会削弱ꎮ 因此ꎬ林语堂译

文和方重译文在此句的处理上较为巧妙ꎬ西
方读者更易于分辨ꎬ达到了“译文要为读者

服务”的目的[９]ꎬ有其可取之处ꎻ而 Ｒｉｃｋ Ｄａ￣
ｖｉｓ 选择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一词ꎬ其英英释义

为“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ｎｇ” [１０]ꎬ特指中国周朝至唐朝的行政区划ꎮ
Ｄａｖｉｓ 对“郡”的准确翻译ꎬ源于他对中国文

化的研究以及对陶渊明诗集的翻译与整理ꎮ
由此可见ꎬ中西方译者的译文有区别ꎬ主要是

由于翻译目的不同ꎮ
３.对“雅”原则的体现

与“信”和“达”相比ꎬ“雅”是一个更加

复杂的概念ꎮ 在«天演论»中ꎬ严复对“雅”所
作出的界定是“文”ꎬ放到翻译的具体语境

中ꎬ即指注重译文的语言形式ꎬ精心加工修

润ꎬ准确转达原文意旨ꎮ «左传»中提到“言
之无文ꎬ行之不远”ꎬ有人将其理解为“如果

没有文采ꎬ所说的话就传播不远”ꎬ这种理解

大体上正确ꎬ但容易造成误解ꎬ因为所强调的

文采之美并不是凭空堆砌辞藻ꎮ “雅”实际

上强调遣词造句务必深加斟酌ꎬ从而使文章

表述更加完备ꎬ更加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ꎬ让读者更加喜闻乐见ꎬ使文化传播更

远ꎮ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ꎬ用译入语言再度

表达原文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绝非易

事ꎬ所以要求译者在译文形成过程中必须反

复推敲、精心加工ꎮ 通过前文对“信ꎬ达ꎬ雅”
翻译原则的论述ꎬ可以这样理解:“信、达、
雅”原则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不是平等的ꎬ
实际上ꎬ“信”是该原则的中心ꎬ“达”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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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要达到中心目的的方法ꎮ
例 ４:夹岸数百步ꎬ中无杂树ꎬ芳草鲜美ꎬ

落英缤纷ꎮ 渔人甚异之ꎮ 复前行ꎬ欲穷其林ꎮ
林语堂译文: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ｄ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ｇｒａｓｓｙ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ｒｏｓｅ ｐｅｔ￣
ａｌｓ[５] 

方重译文:Ｆｏ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ｐａｃｅｓ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ｂｌｏｓｓｏｍｓ ｗｅｒｅ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ｇｒａｃ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ｎ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ｈｕｅｓ[６]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译文:Ｔｈｅｙ ｌ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ｆａｌｌｅｎ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ｌａｙ ｉｎ ｐｒｏｆｕｓｉｏｎ[７] 

此句是全文所描绘景色的点睛之笔ꎬ陶
渊明仅用寥寥几笔ꎬ就将桃花林中优美的景

色、落花缤纷的色彩勾画出来ꎬ读到此句ꎬ仿
佛能闻到花瓣阵阵的清香ꎮ “中无杂树ꎬ芳
草鲜美”一句侧重对桃花林中景物的静态描

写ꎬ“落英缤纷”则描绘了桃花源落花纷纷的

动态之景ꎬ动静结合ꎬ突出了桃花林景色的秀

美ꎮ 因此ꎬ将原文中落花的动态之美加以体

现ꎬ是翻译此句的关键ꎮ 此处林语堂将两句

合并译为“地上覆盖着落花”ꎻ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用

“ ｆａｌｌｅｎ”修饰“ｂｌｏｓｓｏｍ”ꎬ动词更用“ ｌａｙ”描绘

出花瓣铺地之景ꎮ 两个译本都将“落英”译

成“落地的花瓣”ꎬ采用了静态的译法ꎮ 方重

对此句的处理很独特:首先ꎬ他用“ ｆａｌｌｉｎｇ”一
词ꎬ强调花瓣正在簌簌飘落ꎬ将陶渊明所描绘

的落花的动态之意呈现出来ꎻ其次ꎬ他又用

“ｄａｎｃｉｎｇ”进一步描绘出花瓣飘落仿佛是在

翩翩起舞的场景ꎬ将落花拟人化ꎬ使译文变得

生动鲜活ꎻ最后ꎬ方重又将“缤纷”一词译为

“ ｉｎ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ｈｕｅｓ”ꎬ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花瓣的色彩万千ꎮ 前两位译者在翻译此句

时选择了省译ꎬ而方重译文做到了最大程度

遵循原文ꎬ丝毫不赘余又传神地还原出了原

文意态万千的美景ꎬ难怪渔人“甚异之” “欲
穷其林”看个究竟了ꎮ 在此句的翻译中ꎬ方
重译文更生动地诠释了落花之“美”ꎬ通过简

洁的句式、优美的用词给了读者身临其境的

阅读感受[１１]ꎬ而林语堂译本和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译

本更突出“精”ꎮ 笔者认为方重译文更符合

“雅”的翻译原则ꎮ 而 ３ 个译本均是通过对

词句的精雕细琢体现出动态的意境ꎬ更加印

证了前文对“信、达、雅”关系的论述ꎬ以“关
照读者和发挥译者主体性为合理内核ꎬ以文

化思想传递为最终目的” [１２] 原则ꎮ 在遵循

“信”的基础上ꎬ运用“达”的手段ꎬ达到“雅”
的境界ꎮ

四、结　 语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也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随着

近几年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ꎬ中国古典

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吸引了大批中西方

的译者进行翻译和研究ꎮ 同时ꎬ古文中简洁

的表达ꎬ寥寥数言而意境无穷ꎬ也成为翻译中

的一大难点ꎮ
笔者以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为基础ꎬ

通过对比«桃花源记»３ 个译本在该理论下的

鲜活实例ꎬ得出以下结论:①“信、达、雅”翻

译原则与文化传递的契合ꎮ 林语堂和方重为

了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ꎬ在翻译过程中ꎬ在遵

循“信、达、雅”原则的基础上ꎬ合理构建出一

种文化模式ꎬ以求靠近目的语读者ꎮ 正如林

语堂早年在国内时曾说ꎬ翻译不仅仅是译者

的活动ꎬ更是译者与读者在文化思想上的交

流ꎬ译者与读者要相互尊重ꎬ否则就会使读者

失去阅读兴趣ꎮ 在文化交流日新月异的今

天ꎬ两位翻译家的译作启示人们ꎬ在翻译的过

程中ꎬ不要逐字翻译ꎬ也不要盲目追寻翻译理

论ꎬ要逐步从“语言”层面向“文化”层面过

渡ꎮ ②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维度的转换ꎮ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作为美国学者ꎬ他的译作成果实

现了文化维度的转换ꎬ在中国特有词语的翻

译上ꎬ更是力求精准ꎮ 其翻译不仅仅是主体

性的发挥ꎬ更对文化背景进行了研究ꎬ提高了

自己的翻译水平ꎮ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ꎬ中国的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ꎬ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更

要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发展ꎮ 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ꎬ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ꎮ 而如何

将我国古代典籍翻译得优美传神ꎬ是当代译

者应不断钻研探索的问题ꎮ 笔者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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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例ꎬ列举了在“信、达、雅”原则观照下ꎬ
三位翻译名家的译文赏析ꎬ希望能以此对译

者在未来的典籍翻译有所启示ꎬ争取创造更

多佳译ꎬ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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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ｓ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ꎬ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ｅａｃｈ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ｍａｎ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ｅ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ꎬＦ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ａｎ Ｆｕ′ｓ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ꎬ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ꎬ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ｅａｃｈ Ｂｌｏｓｓｏｍꎻ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ꎻ“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ꎬ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ｅ￣
ｇ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ꎻ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