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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范畴的深度翻译

———以《世说新语》中“远”的翻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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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远”是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世说新语》中含有许多诸如“玄远”“清远”等审美表达。基于

“远”范畴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审美内涵,分析评价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对“远”字词语的翻

译。分析表明,译者所采用的逐字译有助于保留“远”字词语的审美术语地位,从而促进其概念化。基于穆

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对马译“远”的审美范畴进行评价并提供翻译参照,以增加审美范畴文化

阐释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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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瑰宝。鲁迅评价: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1]就《世说新

语》英译的难度,梁实秋说:“谈玄论道之语固常不易

解,文字游戏之作更难移译,我选了二三十段之后即

知难而退,以为《世说》全部英译殆不可能。”[2]然而,
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B· Mather)倾力二十

载,于1976年推出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整的《世说

新语》英 译 本 A New Accountof Talesofthe
World,将“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康达维(DavidR.
Knechtges)评价:“马氏在以英语捕捉原文的韵味上

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它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本

身,又十分可读并引人入胜。”[3]

《世说新语》中的“不易解”之语还包括诸如“玄”
“远”“神”等审美范畴。“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
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

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4]《世说新

语》中使用“玄远”“清远”“高远”“旷远”“弘远”等来展

现魏晋士人风度,学界对此亦多有研究,但目前鲜见

对“远”这一审美范畴的英译研究。马译《世说新语》

属于文学典籍翻译,译文整体呈现学术型翻译所普遍

采用的深度翻译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采用

顾毅、马月[5]单纯以某一个英语词来翻译“飘逸”“秀
逸”等“逸”的二字格的方法来翻译“玄远”等审美二字

格,以求译文通俗易懂,似乎并不能十分符合学术翻

译所期待的深度,也会使中国特有的审美范畴淹没在

英语词汇中而不能产生应有的区分度。
二、深度翻译

基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descrip-
tion),阿皮亚(Appiah)于1993年首次提出了“深度

翻译”(thicktranslation)这一概念,即“通过在译文中

添加注释及注解等方法,将文本置于源语丰富而深厚

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6],并将其视为一种学术翻译。
阿皮亚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实

施方法,中外学者将其具体化为脚注、尾注、夹注、双
行小注、文内隐注以及序、跋、献词、后记、附录、术语

表、致谢等。实际上,只要译文信息比原文提供的信

息厚重就属于“厚”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将深度翻

译更宽泛地理解为译者作为文化阐释者通过翻译对

源语文化进行的深度阐释。赫曼斯(Hermans)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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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ulturalTranslationStudiesasThickTrans-
lation”一文中引用了阿皮亚的“深度翻译”概念,认为

“可以借用这个概念来指导实践,对抗文化侵略意识

强烈、试图把他者同化的翻译手法”[7]。“深度翻译作

为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工具,可以避免翻译研究中术语

的枯燥乏味性及格式表现上的缩减性,并可促使产生

更加 丰 富 多 彩 的 多 元 化 的 词 汇。”[8] 穆 哈 维

(Muhawi)[9]认为“深度翻译”要包括若干个层面,即
原作中的原文本(或文字)、罗马字母音译、语素形态

上的翻译(字面上)以及意译。穆哈维对深度翻译的

理解基于他对民间故事翻译的研究,以及口头文学翻

译对书面文学翻译的启示。
以注释、评注、后记等副文本形式呈现的深度翻

译多从文本整体或某个局部出发,对文本进行横向拓

展或者说增厚,而穆哈维基于民间故事翻译的、包括

语音转写的多层面深度翻译相对来说是对文本的纵

向增厚。本文以穆哈维的深度翻译模式为参照来探

讨《世说新语》中审美范畴“远”的英译。
三、“远”的美学意义

《说文解字》:“远,辽也。”“远”的繁体字为“遠”。
《字源》:“从辵,袁声,本义为遥远,距离长。引申为时

间的久远,意义的深远,关系的疏远,志向的高远,地
理的边远。还可指多,距离大。”[10]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远”于先秦进入萌芽时

期。空间之遥远如《诗经·小雅》:“山川悠远,维其劳

矣。”“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念中,‘远’被用来表

达那些可视而又无法限定的无限宇宙时空”[11],如
《老子》:“大曰逝,逝曰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在

魏晋玄学思想的熏陶下发展。《世说新语》中的“远”
多用于品藻人物,如阮籍之言的“玄远”,谢安面对“鸿
门宴”时的淡定“旷远”等。陶渊明“心远地自偏”,即
“心远地自远”,以心役物,通过“心”的超脱化解空间

上的束缚及当下的困境。“到了唐代,‘远’开始明确

作为一个美学范畴。”[11]85“远”与“意”相联,审美内涵

得以丰富。宋代是审美范畴“远”发展的兴盛时期,山
水画中尤以郭熙提出的“三远”而著名。明清时期主

要完成了对先前“远”范畴的继承与完善。
总之,“远”经历了从空间向时间、人物品藻、纯粹

艺术审美的映射(mapping)过程,内涵不断丰富,其
核心仍是超越当下,表达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意境。

四、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远”字词语的翻

译评价

(一)“远”字词语的英译

“远”在《世说新语》原文及刘孝标注中出现了92
次,使用词语频数如表1所示。

表1 “远”字翻译及频数

“远”字翻译 频数(合计)

distance longdistance distant moredistant

12 4 10 1
27

far afar faraway fartheraway furtheraway farsighted far-reaching
14 4 5 2 1 1 4

31

remote remoteness

14 2
16

longer long-range length

1 1 1
3

未译

15
15

  《世说新语》中的“远”大多表示时空距离(共51
个),马瑞志多以far,distant,distance等词翻译空

间之“远”,如 “不 足 雄 远 国”译 为 “inadequateto
impressadistantstatewithitsvirility”,以afar,lon-
ger以及含有long的复合词翻译时间之“远”,如“以

存 远 计”译 为 “inordertopreservelong-range
plans”。

马瑞志并没有逐个翻译《世说新语》原文及刘孝

标注中表示人物品藻的“远”字词语,已翻译的该类词

语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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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物品藻的“远”字词语出处及其中英译文

玄远 清远 高远 旷远 弘远

所在原文

1.言皆玄远2.荀粲谈尚玄远3.粲能

言玄远4.粲尚玄远5.王夷甫雅尚玄

远6.遁神心警悟,清识玄远

1.理中清远

2.体识清远

3.清远雅正

卿欲希心高远 桓惮其旷远
涛雅素恢达,

度量弘远

朱碧莲今译

1.言论都很玄妙深远

2.荀粲的言论崇尚玄奥深远之理

3.无

4.无

5.王衍向来崇尚深奥精妙的玄理

6.无

1.他所说的道理

无不恰到好处,

清雅而又深远

2.体态清雅,

见识高远

3.志向高远,

本性正直

你有仰慕高洁

旷远的情操

桓温惧怕他开

阔超脱的胸襟
无

马瑞志英译

1.abstruseandremote
2.MysteriousandRemote
(hsüan-yüan)

3.MysteriousandRemote
(hsüan-yüan)

4.MysteriousandRemote
5.MysteriousandRemote
(hsüan-yüan)

6.MysteriousandRemote
(hsüan-yüan)

pureand
remote

loftyand
remote

untrammeled
remoteness

vastand
far-reaching

  “远”与其他字构成二字格时,其含义便超出了时

空所指,用来形容魏晋士人闲适自在、旷达洒脱、平淡

冲和的人生境界,如“远志”“远操”“玄远”“清远”等。
译者以两个英语词搭配对译审美二字格,核心词“远”
多选用remote一词。

(二)“远”字词语的英译评价

1.选词

由表2可知,“玄远”等二字格中的“远”均译为

remote。《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学习词典》[12]

对remote的释义为“偏僻的”“遥远的”“久远的”“(可
能性或机会)渺茫的”“关系不紧密的”“与人疏远的、
清高的”等,其中用以修饰人的该词的英文释文为:
“Ifyoudescribesomeoneasremote,youmeanthat
theybehaveasiftheydonotwanttobefriendlyor
closelyinvolvedwithotherpeople”.Shelookedso
beautiful,andatthesametimesoremote.”朱碧

莲[13]今译“酒正使人人自远”为“酒确实能使人达到

超凡脱俗、志怀高远的境界”,英译文为“Wineisjust
thethingtomakeeverymannaturallyremotefrom
theworld”[14]。(横线为笔者加)由此可见,remote

的语义与“远”在空间域与时间域中的意义基本对应,
而用以说明人的“与人疏远的、清高的”之意为中性或

略带贬义,与“远”的审美内涵有出入。

remote其实也就是“略当”于“远”的一个词。钱

钟书先生以vigor来翻译中文的“力”,但就这种译法

的缺陷,他指出:“西洋文评里的vigor一字,略当我

们所谓力;不过,vigor是带赞美性的笼统字,既非中

立,并且把我们所谓气力神骨种种属性都混沌地包括

在内。”[15]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定程度上来说,
“不误导也是一种翻译标准”[16]。“就文本为翻译之

本而言,语言是能指,文化是所指;没有不改变能指与

所指关系的翻译,换言之,在翻译过程中译本信息的

缺失、替代、添加、扭曲等是不可避免的。”[17]“译文总

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

合原文。”[18]

2.搭配

笔者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简称 COCA 语料

库)中 分 别 检 索remote与 pure,mysterious,ab-
struse,lofty,untrammeled的搭配,检索结果归纳

为:第一,英语本族语者几乎不使用pure/loft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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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mmeledandremote这种搭配来说明人物的特点;
第二,mysteriousandremote在COCA出现20次,
其中11次与place,land,island,country,town等

“地点”名词搭配,说明某地的神秘偏远,仅有2次用

以说明人物的特点,剩余7次则用以修饰说明way,
life,truth等抽象名词;第三,abstruseandremote在

COCA中出现2次,都用来说明事物的特点。由此

可见,这些用来翻译“玄远”等的搭配在英语中大多不

属于常规搭配,这一方面反映出翻译文本中搭配的共

性之一,即相对于原生文本中的搭配模式,翻译文本

中除了搭配的常规化,还存在着搭配的异常化,或者

说搭配的创造性[19]。另一方面,“远”的二字格英译

文搭配的异常化也似乎佐证了译者的想法。马瑞志

在《附志》中说:“尽可能做到接近原来的形式,尽管这

将导致对于英语惯用法的某种‘破格’,但我觉得这样

逐字逐句地保留原文的意象和观念较之从英文中寻

找虽然接近作者‘用意’,却改变了原来意象的相应词

句要好。”[20]如果找一组类似于aloof,detached等审

美意义相对明显的英语词及习惯搭配来翻译含有“超
脱”这一基本意思的“远”及其二字格的话,意思确乎

直白一些,但原文之形与意却淹没在英语所固有的词

汇中从而失去了辨识度。马瑞志对审美二字格的处

理方式其实普遍存在于汉学著作中,如方闻[21]将郭

熙提 出 的 “高 远”“深 远”“平 远”分 别 译 为 high
distance,deepdistance,flatdistance,这种搭配对于

一般的英语读者而言可能有些费解,但可能随着这个

领域对该译文的反复使用,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用

法,最终实现由概念到术语的转化。
3.深度翻译分析

“玄”字在《世说新语》原文及刘孝标注中共出现

29次,马瑞志8次将“玄”与其他字构成的二字格逐

字译为首字母大写的两个英文词,并括注汉语拼音,
如“玄虚”译为 MysteriousandEmpty(hsüan-hsü)。
由表2可知,“玄远”在文中共出现6次,5次译为

MysteriousandRemote(hsüan-yüan),仅“言皆玄远”
中的“玄远”译为abstruseandremote,而此“玄远”
尤与文中“粲能言玄远”中“玄远”的意思相近,故应与

他处译文形式统一。
不同于“玄远”的处理,“清远”“高远”“旷远”“弘

远”的翻译没有首字母大写,也无汉语拼音,可见译者

有意显化“玄远”的地位,似在凸显《世说新语》的魏晋

玄学思想根基。
冯友兰[22]对“玄学”的解释:“NEO-TAOISMis

anewtermforthethoughtwhichinthethirdand
fourthcenturiesA.D.wasknownasthehsüan
hsüeh,orliterally,‘darklearning’.The word
hsüan,meaningdark,abstruse,ormysterious,oc-
cursinthefirstchapteroftheLao-tzu.”从abstruse
与mysterious的使用看,马瑞志对“玄”的理解与冯

友兰的一致,然而,对比冯友兰对“玄学”的逐层解释,
再参考穆哈维“原文本(或文字)、罗马字母音译、语素

形态上的翻译(字面上)以及意译”的深度翻译模式,
马瑞志对“玄远”的解释层面似乎还不够“厚”,具体来

说就是缺乏语素形态上的翻译及汉语原文两个层面。
为了增加“玄远”的阐释厚度,可以考虑“玄远”在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译为 MysteriousandRemote(hsüan-
yüan玄远,literally,“darkdistance”),再次出现则采

用 Mysterious and Remote (hsüan-yüan) 或

MysteriousandRemote。《世说新语》共36门,每门

包含数篇不同人物的逸闻轶事,“玄远”出现的语篇间

隔较远,因此,马瑞志所采取的一贯带拼音的 Myste-
riousandRemote(hsüan-yüan)是合理的。如果“玄
远”的语篇间隔较近,则不必每次都附带汉语拼音。

五、结语

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是中华典籍外译的范

本之一,在反映魏晋人物精神风貌的“玄远”“清远”等
审美范畴的处理上,该译本未将其视为一个双音节

词,以意思相近的某个英语词来对译,而是将其视为

两个单音节词,并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

形式及特有表达方式,不致使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术

语淹没在英语词汇中而失去辨识度,能够促进审美概

念的术语化。将穆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

应用在这些审美范畴的翻译中,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这些审美术语的异质性,并增加其阐释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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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TranslationofAestheticConcepts:
TakingtheAestheticConceptyuaninShiShuoXinYuasanExample

GUYi,XUEHuifa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ianji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ianjin300457,China)

Abstract:yuan(远)isoneofthemostimportantaestheticconceptsinChineseaesthetics.Therearea
numberofyuan-relatedexpressionsinShiShuoXinYubyLiuYiqingoftheSouthernDynasties(420-589),

suchasxuanyuan(玄远),qingyuan(清远),etc.Onthebasisofpreviousstudiesofyuan,thispaper
summarizestheaestheticmeaningsofthisconcept,andevaluatesthetranslationofitinANewAccountof
TalesoftheWorld,theEnglishversionofShiShuoXinYubythesinologistMaRuizhi.Thepaperbelieves
thattheword-for-wordtranslationadoptedbythetranslatorhelpspreserveyuan’sstatusasanaesthetic
termandthusfacilitatesitsconceptualization.Toillustratethethicknessofaestheticconcepts’cultural
interpre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applyMuhawi’sideaabout“thicktranslation”tothecriticalanalysisof
MaRuizhi’stranslationoftheyuan-relatedexpressions.

Keywords:ShiShuoXinYu;yuan;aestheticconcept;thick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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