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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 《缝衣歌 》中忧情的创造性翻译

邹 莹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安徽 芜湖

【摘 要 】在社会以及诗学都处 于新旧 交替的时代背景下
,

马君武翻译的 《缝衣歌 》开社会杭议文学的先河
,

传达出译者的

忧情以及 自身的诗学主张
。

本文从诗歌的声律
,

物象
,

意象三个方面
,

从审美的视角来看译者采用抑韵
、 “

三化
” 、

炼字
、

修辞
、

增

加意象等手段将忧情准确传达到译作中
,

通过翻译创造出诗的形与神
。

【关键词 」马君武 缝衣歌 忧情 创造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
、

教育家马君武
,

和节奏可以深人到读者的意识层中
,

赋予词以生命

曾为民主革命及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
,

力
。

而叠词在词义上产生 了一种新的情趣以及风

为学者广泛关注
。

但他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重要 韵
,

比单字更具生动可感的描状性
,

抒情性
。

其圆

的地位也不容小觑
,

他译作中的译介策略更是值得 转流利的音韵之美
,

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

从

深人研究
。

他的翻译影响创作
,

创作促进翻译
,

贯 而可 以达到高妙的修辞效果
。

例如 将
“

通中西
,

变旧创新
。

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鼓
”

被译成
“

胜胜
” ,

原意为鸣响
,

而译者

吹新学思潮
,

标榜爱国主义
。

为唤醒民众
,

启迪民 将其翻译成叠词兼拟声词
“

胜胜
” ,

除有较强的音响

智
,

他翻译了胡德著名的 《衬衫歌 》
, “

开了
`

社会抗 效果外
,

还带给读者更强的心理反响
,

这不仅描写

议文学
'

的先河
” 「 。

胡适也曾评价其译的 《缝衣 出了缝衣女夜以继 日
,

不停缝织的生活状态
,

而且

歌 》
“

唯爱其词酷似香山乐府尔
” 「小

。

作为香山乐 是译者对缝衣女担忧之情的自然流露
。

同时
,

译者

府代表的白居易曾说过
,

感人心者
,

莫乎于情
,

情是 创造性补出词语
“

悠悠
” , “

悠
”

在中文中通
“

忧
” ,

更

审美的开始
。

马君武在忧国忧民情感下
,

翻译了 是表达出译者内心的忧愁之感
,

达到音形神具备
。

《缝衣歌 》
。

本文欲从诗歌的声律
,

物象
,

意象三个 二 诗节尾韵传忧情

方面
,

从审美的视角来看译者具体采用怎样的翻译 原文为歌谣体
,

为了便于传唱
,

没有整齐严格

策略将忧情准确传达到译作中
,

通过翻译创造出诗 的韵律
,

大多呈现的是隔行互交押韵
,

个别为交错

的形与神
。

押韵
。

尾韵多为鼻音
、 、

。
,

闭塞音
、 、

一
、

以声传忧情
、

和摩擦音 田
、 、 。

鼻音和闭塞音给人以

一 双声叠韵传忧情 阻塞
、

压迫之感
,

这也是原诗描摹的缝衣女悲惨的

诗的音形意是一个辩证统一体
,

三个成分相互 生活
,

被压迫郁闷心情的写照
。

而摩擦音多在于描

制衡
,

相互依存
。

正是因为声音和形象有着密切的 摹缝衣时针线发出的声音
,

婉转徘徊
,

余音环绕
,

给

联系
,

诗中的忧情可 以借助声音来传达
。

马君武在 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

译者译诗之时
,

正是处于旧诗

翻译这首诗歌时
,

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特有的双声叠 解体
,

新诗尚未形成的阶段
。

马君武在译诗过程中

韵
,

读起来朗朗上 口
,

提高了 口语性的同时也拉近 进行诗体探索与变革
。

译此诗并没有采用严格的

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

读者能更深的体会到诗中忧 格律
。

而是每到忧情强烈时
,

用中国传统的一七辙

国忧民的情感
。

译者将
“ ”

创造性的 和流求辙来体现
。

如原诗的第七节

翻译为
“

敝衣
” ,

相比翻译成衣衫
,

破衣等词语
, “

敝
一 一

衣
”

中声音的繁复感加强 了语义的繁复感
,

从而强
,

调了语义
,

生活悲苦的缝衣女形象跃然纸上
。

译者 ”
一 一

自身对缝衣女的忧情 自然地融人原诗中
,

加强了读

者的想象
,

激发读者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
,

唤
, ,

,

醒民众
。 , , ·

除了双声叠韵的翻译方式
,

译者还创造性的翻 ,

译成叠词
。 “

因为各种语言都在声音层面形成一种
。

语势所指
,

都可以转化为一种视觉意象
, , 「“ 。

音节 巧 ①

收稿日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邹莹 一 ,

女
,

安徽芜湖人
,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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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的译文是

缝衣复缝衣
,

针线声胜胜
。

缝衣复缝衣
,

作工如罪 囚
。

一袖复一襟
,

一襟复一袖
。

不信脑筋倦
,

其倦如双手
。

“

语言学家分析
,

不同的辅音或元音具有不同

的联想意义
,

爱伦坡认为
,

人类的语言中
,

最能表达

悲哀心情的是 音
” 日〕 。 。

此音犹如叹息呻吟
,

故

可表达忧郁
,

悲伤的情感
。

译者创造性翻译这一节

时
,

每一句押韵皆为 音
,

深刻体现出译者对缝衣

女的同情
,

以及对下层劳动百姓的忧情
。

二
、

以物显忧情

一 化词显忧情

翻译不易
,

译诗更难
,

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归纳出 要
“

传达出原文的意美
,

包括达意和传情两

个方面
。

传达原文的
“

三美
” ,

可以用
“

三化
”

的方

法 等化
、

浅化
、

深化
” 「
圳

' 。

马君武巧妙的运用深化

和浅化
,

既传达原诗的本意
,

又彰显了忧情
。

他把

译为
“

十指
” ,

采用深化的翻译方法
,

既体现了

音韵效果上的双声
,

加强节奏感 同时意义上更为

具体
,

表现出了根根手指皆疲倦
,

译者对于缝衣女

的同情不言而喻
。

而另一个词 译为
“

美人
” ,

出自屈原 《离骚 》
“

惟草木之零落兮
,

恐美人之迟

暮
。 ”

同样采用深化的手段
,

多指女人
,

而译

成
“

美人
” ,

让读者易于产生互文联想
,

也体现出了

马君武对于缝衣女子劳苦的深深的怜惜和忧愁
。

由于中西文化方面 的差异
,

在翻译时
,

会产生语言

上的缺省
,

没有合适的对等词
,

在译诗时
,

马君武即

用另一个读者熟知的物象来替代
。

比如 就

是采用了等化的手法
,

在西方传统食品为面包
,

而

在中国寻常百姓吃到的是馒头
,

此处创造性地翻译

为
“

黑面
”

既利于读者理解
,

又突出了馒头的劣质
,

表现出了译者对下层百姓生活艰辛悲苦的担忧之

情
。

二 炼字易句显忧情

正所谓译
“

形
”

和
“

声
”

易
,

译
“

情
”

难
。

原诗中有

许多表达忧郁心情的 音以及长元音
,

译文中除

了采用中国特有的韵来表达以外
,

更多通过插人中

国式的 口语词
,

采用修辞等手段来加强语气
,

表达

情感
。

正如王科一在谈译诗中所述
“

要再现境界
,

就面临着两重不可忽视的具体职责
,

一 曰移植形

式
,

二曰用字遣词的分寸
” 陌〕 。

马君武译文用字遣

词处处彰显忧情
。

胡德的原诗中用 口语词
,

等词加强语气
,

马君武翻译时并没有直译成汉语
“

噢
” ,

而是翻译成

中 国式 的 口 语 词
。

原 诗第 一 节 中
“ ,

, , ”

马氏的译文为
“

不辞缝衣苦
,

饥穷

可奈何
”

原诗的第二节中
“ “ “

”

译者译为
“

耶教

复如何
,

为奴几时毕
” 。 “

奈何
” “

如何
”
口语词汇

,

既

保留了原诗的语言风格
,

语言 口语化
,

又更加贴近

读者
,

同时也加强了语气和情感
,

表现出了译者愤

慨和同情的忧情
。

除了
“

奈何
” “

如何
”
口语词

,

还有个别字眼也起

到加强语气
,

表达情感的作用
。

林语堂在 《论翻译 》
中提及

“

译者所应忠实的
,

不是原文的零字
,

乃零字

所组者的语意
。

忠实的第二义
,

就是译者不但需求

达意
,

并且需以传神为目的
。

译成需忠实于原文之

字神句气
,

与言外之意
” 「 。

他同时提及
“

字神
” ,

即
“

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
,

即一字之暗含力
” 「 ,

一字不仅可 以
“

明义
” ,

还可

以
“

互通情感
” , “

使读者有动于中
” 。

在翻译第五节

中
, “ , ,

, 。 。 ”

翻译成
“

血 肉亦何贱
,

面包贵无

比
。 ”

虽然
“ ”

没有直译出来
,

悲愤之情通过
“

亦
”

字

得到了加强
。

译诗并不需要词的一一对应
,

汉字的

符号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能量
,

语言的表现

力往往在这一字之中呼之欲出
。

改变句式
,

采用修辞也是一种加强语气
,

表达

情感的方式
。

译者在翻译时
,

将第四节第一句
“ ,

, , ”

翻译成
“

人谁无姊妹
,

人谁无母妻
” 。

原诗只是并列

的两个带有 结构的分句
,

马君武在翻译时
,

将其

译成双重否定句口语词 的情感融人到
“

人谁无
”

的

反洁字眼中
,

跌宕起伏
,

富有激情
。

译诗既传达出

原诗的内容
,

又表达出原诗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

采用修辞也是一种加强语气
,

表达情感的方

式
。

在第五节中第一句
“ ,

”

马君武翻译成
“

缝衣无巳

时
,

人生几时死
”

采用了是设问的修辞方式
。

否

定
,

设问的语气表达了对世事的批判
,

这种手法不

仅表现了诗人冷静背后悲哀与无奈
,

也使诗歌语气

顿挫
,

纵横跌宕
。

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积极参与语

境
,

承担社会角色
,

表明自己的态度
,

拉近与读者的

距离
,

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 间
,

调动读者也参与

到语境中来
。

三
、

意象托忧情

所谓意象
,

正是作者用
“

情
”

托出来的一个艺术

化的
“

象
” 。

正是作者
“

融汇了情思
”

才创造出妙不

可及的
“

情景
” 口〕卿

' 。

情动为造象之始
,

庞德也提出

过
,

译诗时
,

译者需
“

深入作者的内心深处
,

注重细

节
,

突出意象
” 「〕 , 。

身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
,

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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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身怀一腔热血
,

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

既能

深刻体会原作
,

又有融人情感的翻译策略
,

译文中

有突显其体恤悲苦百姓的意象
,

起到唤醒民众
,

启

迪民智的效果
。

在原诗的第一节中
,

并没有窗的意象
,

而马君

武创造性的翻译 出
“

窗
” “

当窗理针线
” 。

就
“

窗
”

比喻意而言
,

其所指向的主体是女子
,

它暗含了两

层意思 女子生活空间是狭小而封闭的
,

她们只能

隔着窗看外面的世界
。

其次
,

女子的情感深居于胸

臆中
,

她们只能絮絮地诉说自己的幽怨
,

而这样的

忧情也注定是绵延无期的
,

此种比喻也从一个侧面

表现出了对女子悲惨境遇的深刻认识和同情
。

译

者通过造
“

窗
”

这一意象
,

表现出对缝衣女生活苦境

的同情和担忧
。

同样在第九节 中
,

原文并没有
“

颓垣
”

对应的

词语
,

但翻译时
,

马君武创造出颓垣的意象
。 “

颓

垣
”

是指破败的城墙
,

译者感慨于山河破碎
,

表现

出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

同时忧伤的情思也

融人其中
。

在第六节中
,

原文中有提及影子
,

但未

提示是 日光下 的影子还是在月光下
,

译者在翻译

时
,

增补出了
“

深夜
”

的意象
。

夜是 自由宁静 的象

征
, “

夜深挂余影
”

夜是与痛苦
、

忧伤
、

孤独相关
。

译者既是对缝衣女命运的感慨也是对 自己乃至国

家命运的担忧
。

四
、

结语

情动于中
,

而行于言
。

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

民地
,

山河破碎
,

国困民穷的社会背景下
,

马君武如

关爱 自己骨肉同胞一样的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
,

对

他们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忧情
,

本着这一情怀
,

翻译

的诗歌中处处体现的是崇高的
“

仁爱
” 。

翻译时
,

译

者的主体情感使译者更好理解原诗
,

着眼于细节
,

斟词酌句
,

审慎的翻译
。

同时诗学新旧交替
,

译者

有意识的打破旧诗的束缚
,

寻求创新
,

从而创造性

的翻译 《缝衣歌 》
。

他在声律层面采用双声叠韵以

及叠词
,

将听觉想象化为视觉意象 利用元音及辅

音的联想意义
,

传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悲伤的情感
。

而在物象的层面
,

马君武深化和等化了物象
,

保持

了诗歌的
“

意美
”

同时他注重用词遣句
,

保持诗歌

的
“

形美
”

和
“

神美
” 。

从意象的层面
,

马君武基于自

己的情感与直觉
,

创造出一些中国古诗中特有的意

象也表达出译者自身对于国家命运
,

自身命运的担

忧
。

在文学性的翻译中
,

作品中的情感可 以通过不

同的手段再现在译文中
,

译者主体情感和诗学主张

同时发挥重要作用
。

译者怀有的
“

仁爱
”

的胸怀
,

翻

译时审慎的态度以及具有的创新精神在当今仍具

有实践价值
。

而本文探讨的译诗方法为翻译实践

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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