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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格萨尔"英译本对比研究

张欣雨!赵思怡!周姝彤!谢丽莎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乐山-E$.""""

--!摘-要"本文聚焦于,格萨尔-这一藏族民族史诗的英译本$ 通过对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
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葛浩文译本注重
准确性和文化传递!对原著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调整!同时浅化了文化现象的处理!以适应
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王国振译本则更加注重深度和细节!通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忠
实呈现原文语义!并加入详尽的脚注与附录!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 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
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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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作为一部跨越时空的民族史诗$不仅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信息$更是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这部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无数国内外学者和
读者的目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东西方文
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格萨尔(的英译和传播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格萨尔(的英译历程中$众
多译者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角$为
这部史诗的域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葛浩
文和王国振的英译本尤为引人注目& 两位译者不
仅在翻译策略上各有千秋$更在文化阐释上展现了
独特的见解和创造力& 葛浩文作为知名中国文学
英译大师$其译本强调准确性与文化传递$力求在
不失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为英语读者开启一扇了解
藏族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窗口& 王国振教授则
以其深厚的汉语文学造诣和对藏族文化的深刻理
解$为'格萨尔(的英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深度&

本文旨在通过对葛浩文与王国振'格萨尔(英
译本的对比分析$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
作用和影响$以及不同翻译策略在文化阐释上的差
异性& 具体而言$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结构%

文化元素的处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如何体现其主体性和文化立场$并探讨这些
差异对译本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葛浩文)格萨尔*英译本与王国振)格萨尔*

英译本概述
在'格萨尔(的英译历程中$葛浩文和王国振的

译本各自独树一帜$为这部史诗的域外传播做出了
杰出贡献&

(一)葛浩文译本简介
葛浩文$知名中国文学英译大师$受多年从事

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历影响$出于对藏族文化的深沉
热爱与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敏锐地感知到了
'格萨尔(超越语言边界的意义$决心将这部史诗带
入英语世界$以此增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 他
视此为一项重大责任$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向全球
展示这部史诗的魅力& 葛浩文坚信'格萨尔(不仅
是藏族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瑰宝$应被全世
界认识与珍惜& 他的翻译工作强调准确性与文化
传递$力求在不失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为英语读者
开启一扇了解藏族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窗口&

葛浩文翻译的'格萨尔王(英文版展现了三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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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内容精简%段落重构与文化元素淡化处
理& 首先$该译本削减了与主线剧情关联度不高的
内容$同时也简化了与情节紧密相连的复杂场景$

例如战斗场景中的部分描绘和叙述性文字& 其次$

段落重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段落分割$即将原
文中的长段落拆分为两个或多个意义相对完整的
段落$以提升读者的阅读流畅度,二是段落整合$即
将原文中的两个或多个短段落合并为一个段落&

最后$阿来所著的'格萨尔王(富含深厚的中国文化
精髓$特别是彰显了藏族文化的独特风貌& 在翻译
这部作品中富含文化寓意的词汇与句子时$葛浩文
在其英文译本中采纳了一种简化的翻译手法$即追
求直接且清晰的表达$舍弃了复杂的脚注或尾注形
式$仅于文本中适时穿插简短注释&

(二)王国振译本简介
王国振教授是一位汉语文学专家$他在翻译领

域有着深厚的造诣& 他的'格萨尔(英译项目始于
一次学术考察$在此期间$他偶然接触到这部史诗$

被其宏伟壮丽的故事深深吸引$进而决定投身于这
部史诗的翻译事业& 王国振认为$'格萨尔(不仅是
一首史诗$更是一部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哲学与价值
观念的百科全书$值得被所有文化背景的人士学习
与探索&

王国振的英译本共计$!章$长达!!)页$书中
穿插有精美的插图$并保留了原作所采用的)章回
体*结构& 某些章节巧妙地将史诗中的散文叙述与
韵文吟唱融为一体$以散文为主导$穿插韵文以增
强表现力和节奏感& 此译本以其强烈的叙事性见
长$前言之后紧跟主要人物概览$各章节内则不时
穿插关键情节概览或人物轶事& 同时$译文巧妙地
融入了脚注与夹注$全方位地揭示了藏族的风土人
情与地域风貌& 此外$穿插的彩色插图将抽象的文
化意象具象化$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文化精髓$从
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情节的演进&

王国振的'格萨尔(英译本着重于准确性和深
度解读& 他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既忠实
地呈现原文语义$也努力捕捉那些难以直接转换的
文化隐喻与象征意义& 此外$王国振译本的一个显
著特征是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以及对场景描述
的精致描绘$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史诗中的
每个瞬间& 为了进一步丰富阅读体验$他还加入了
详尽的脚注与附录$解释关键术语$讨论重要情节$

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深入理解史诗的世界观&

二#译者主体性概述
在文学翻译领域$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核心概

念$它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观
能动性%创造性和审美偏好& 译者并非机械地转换
语言$而是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
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个人理解$对原文进行再创
造$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 这种再
创造的过程$不仅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和审美追
求$也深刻地影响了译文的品质和文化内涵&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首先体现在对原文的深刻
理解上& 译者需要准确把握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
背景和作者意图$这是进行高质量翻译的前提& 然
而$理解并非终点$而是再创造的起点& 在理解的
基础上$译者需要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
景$将原文转化为符合目标语言读者阅读习惯和文
化背景的译文& 这一过程充满了译者的个人判断
和选择$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格萨尔(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译者$以其深厚
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角$对这部史诗进行了
深入的解读和再创造& 他们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
文的语言特点和故事情节$更在译文中融入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追求$使得这部史诗在新的文化
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三#译者主体性的对比分析
(一)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背景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成为译者展现其独特理解%审美偏好和文化立场的
重要方式& 我们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与王国振译
本'格萨尔王(在词汇%句法以及篇章结构上的选择
差异$来探讨不同背景之下$译者主体性如何指导
并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B词汇方面
不同的词汇选择不仅彰显了译者对原文的深

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如何在尊重原文精神的同时$

巧妙地在目标语言中重构作品的独特韵味& 例如#

例$#原文#岭国众英雄纷纷向扎拉献礼$姨嫂
们也向阿曼献上洁白的哈达和珍奇的松石$祝阿曼
终生快乐无忧愁$与王子扎拉白头偕老&

王译#]:N:NC@N=@[;:N';J;N@[TAMD<CN=NM;N?

;:NACDA[;=;@2:JS:JAM ;VCMBZVM;=JM? =A=;NC

+

AM

+

SJH

@[[NCN? H:A;N:J?J=KJCUN=JM? NG@;AK;VCaV@A=N=;@

(DJXJMB]:N_HA=:N? :NC:J<<AMN==[@CNUNCJ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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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我知道$格萨尔最后将回到天国$如果愿
意留在木雅$你我凡人可以白头到老& !故事#木雅
或梅萨"

葛译#4N=JCHASSNUNM;VJSS_CN;VCM ;@dNJUNMB6V;

A[_@V JCNHASSAMD;@=;J_AM \AM_JD$ _@V JM? &K@VS?

SAUN;@DN;:NCAM;@@S? JDNB

原文中的)白头偕老*)白头到老*是四字成语$

意指夫妻感情和谐$共同生活直到老年$表达爱情
的忠贞与可靠& 在处理)白头*这一意象时$两位译
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没有直接翻译)白头偕
老*或)白头到老*的字面意思!如)H:A;N:JAC

;@DN;:NCVM;AS@S? JDN*"$而是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了
对应的表达方式& 如王译为):J<<AMN==[@CNUNCJM?

D@@? :NJS;:*$通过意译的方式传达了祝福长久幸福
和健康的核心意义$更直接地触动读者的情感& 葛
译本选择了)SAUN;@DN;:NCAM;@@S? JDN*这一表述$简
洁明了$直接表达了原文)白头到老*的核心意思$

即共同度过一生的老年时光$这种翻译方式更注重
字面意思的传达$易于读者理解&

!B句法方面
汉语与英语在句法上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

汉语倾向于意合$而英语则更注重形合& 这种差异
导致两者在句子结构上大相径庭& 当面对不同的
文化语境时$译者需要尊重并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
习惯$以确保译文能够贴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

以下例子为例#

例!#原文#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嫩绿的草原
变得枯黄$善良的人们变得邪恶$他们不再和睦相
处$也不再相亲相爱& 霎时间$刀兵四起$风烟弥漫&

王译# 'V??NMS_$ ?NX@M=J<<NJCN? JM? ;:N=F_

`NKJXN?JCF$ ;:NDCJ==̀NKJXNHA;:NCN?$ JM? ;:NHJC=

`C@FN@V;AM ;:NCNDA@MB

原文#就这么一路行来$来到黄河在草原上非
常曲折又非常宽阔的那一段& 这个地段$广大的地
方寸草不生$只有黄河滩涂上芦苇茂盛生长$骏马
穿行其中$仅露出有力的肩胛和机警的双耳& !故
事#茶叶"

葛译#0@CV JM? :A=X@;:NCC@?NVM;AS;:N_CNJK:N?

;:N`C@J? `JMF=@[;:NHAM?AMD1NSS@HCAUNC$ H:NCN

M@;:AMDDCNHNGKN<;J<C@[V=A@M @[CNN?=@M ;:N[S@@?

<SJAM$ =@;JSS;:J;@MS_;:N<@HNC[VS=:@VS?NC=JM? JSNC;

NJC=@[;:NAC:@C=N=HNCNUA=ÀSNB

汉语句子结构相对松散自由$而英语则更加严
谨紧凑& 王译本出于文本紧凑性与简化情节的考
虑$采用省略与概括策略& 原文中描述了四个转
变#天空由晴转阴%草原由绿变黄%人们由善变恶%

社会由和转战& 王译则省略了后两个转变$仅保留
了前两个!天空变暗%草原枯萎"以及战争爆发的描
述$以符合英语阅读习惯& 原文中的时序是顺序性
的$先描述天空和草原的变化$再描述人们的变化$

最后引出战争爆发& 译者调整了时序$将)?NX@M=

J<<NJCN?*!恶魔出现$此处可能指代社会动荡或邪
恶力量的兴起$但原文并未直接提及恶魔"这一事
件放在了开头$紧接着是天空和草原的变化$最后
是战争的爆发& 这种时序调整$增强了译文的戏剧
性效果$使句子更加引人入胜& 此外$译者虽在整
体上采用了省译策略$但在翻译)刀兵四起$风烟弥
漫*这一富有诗意的描述中$他增译了)AM ;:NCNDA@M*

来指明战争发生的地点$用)HJC=̀ C@FN@V;*直接传
达战争爆发信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发生
的背景& 译者采取并列结构$将变化并列在一起$

不仅保持了原文的韵律感$也使得译文在结构上更
加统一和谐& 葛译原文中没有明确指出主语$葛译
本在翻译时添加了)0@CV JM? :A=X@;:NC*作为主语$

同时葛译本补充了)=@;JSS;:J;*$这样的补充使得原
文中对芦苇茂盛的描述更加生动& 中文的两句话$

英文用一句直接表述出来了& 两位的改写$不仅符
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展现了译者深厚的语
言功底和灵活的翻译策略&

%B篇章结构方面
'格萨尔(史诗的王国振译本$在众多英文版本

中独树一帜$因为它是首个由中华本土译者团队$

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携手合作完成的英文翻译作
品& 王译本在篇章结构上可能更加注重灵活性和
创新性& 他可能会根据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
和审美需求$对原文的篇章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
优化& 这种选择展示了王国振对翻译灵活性的掌
握和对文化创新性的追求& 葛译本可能更加注重
原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他可能会通过保留原文
的段落划分%章节安排等方式$使译文在篇章结构
上与原文保持一致& 这种选择体现了葛浩文对原
文整体结构的把握和对翻译一致性的追求&

综上$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译者不仅需要考虑原文的内容和
目标读者的需求$还要结合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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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及对翻译作品的个人理解和风格$来选择
和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

(二)文化元素的处理
$B宗教翻译
宗教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对各信

仰群体而言$宗教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

史诗能否成功实现跨国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
教因素的处理是否得当& 所以$在将'格萨尔(译为
英语$推向西方读者时$译者必须充分考量西方受
众的宗教文化背景& 例如#

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到众生遭受深
重苦难$心中大为不忍$就向极乐世界的主宰阿弥
陀佛恳请道#

王译#]:N<N@<SNf=;NCCÀSN=V[[NCAMD=JC@V=N? ;:N

<A;_@[;:N4@??N==@[\NCK_$ =@=:NJ=FN? ;:NXJ=;NC

@[QJCJ?A=N$ ZXA;J̀:J#

原文#活佛说#)菩萨在你心里埋下了宝藏$让
我来帮助你开掘&*!说唱人#渡口"

葛译# )]:N6@?:A=J;;UJ:J=`VCAN? ;CNJ=VCNAM

_@VC:NJC;JM? &HASS:NS< _@V [AM? A;B*

菩萨是菩提萨?的省略$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萨?是有情的意思$又译为大道心众生,佛教指修
行到了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 在王译版本
中$)菩萨*被翻译为);:N4@??N==@[\NCK_*& 它传
达了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的特性$更易于非宗教背
景的读者理解& 同时$)极乐世界*在佛教中有其特
定的宗教含义$指阿弥陀佛的净土$)QJCJ?A=N*在英
文中通常指天堂或乐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相比
之下$葛译本则将其译为)6@?:A=J;;UJ*$这是佛教术
语的标准英文翻译& 这种翻译方式保留了原文的
宗教色彩& 同时$葛译省略了)活佛*的英文翻译&

由于原文的语境已经暗示了说话者的身份$因此省
略)活佛*并不影响整体意思的传达&

!B历史翻译
例.#原文#格萨尔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大鹏金

翅鸟&

王译#4N=JC;VCMN? AM;@JM NJDSNB

原文#他早翻身上了大鹏鸟背$径直回到早先
修行的深山里去了& !故事#缘起之二"

葛译#dNH@VS? :JUN:@<<N? `JKF @M;@;:NC@K

JM? CN;VCMN? ;@;:NX@VM;JAMB

)大鹏金翅鸟*在藏文化中是一个具有深厚象

征意义的形象$它通常与神性%力量和智慧相关联&

王译本中$鹰象征着力量和视野$所以这个文化负
载词被翻译为)NJDSN*& 相比之下$葛译本则将其译
为)C@K*$特指阿拉伯%波斯传说中的大怪鸟$被用作
虚构的%具有超凡能力的鸟类形象$但这并不具有
普遍性&

%B社会习俗翻译
例##原文#一时间$各种丰盛的酒%肉和乳酪%

酥油%点心%蜂蜜%糌粑堆满了桌子&

王译#ZSS;:N;J̀SN=HNCNS@J?N? HA;: JSK@:@S$

XNJ;$ KCNJX JM? `V;;NC$ =MJKF=$ :@MN_JM? IJM`J

!C@J=;N? :AD:SJM? `JCNS_[S@VC"B

原文#集市上$农夫出售蘑菇与药材$牧人出售
干酪与酥油& !说唱人#打箭炉"

葛译#YJCXNC=KJXN;@;@HM ;@=NSSXV=:C@@X=

JM? XN?AKAMJS:NC̀=$ :NC?=XNM K:NN=NJM? `V;;NCB

)酥油*一词在汉语里指的是源自牛奶%羊奶或
是牦牛奶中的油脂$它在藏族文化中尤为普遍$不
仅用于日常饮食$还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之中& 对
于)酥油*$英文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 然而$

考虑到)酥油*与)`V;;NC* !黄油"在质地%用途和口
感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且)`V;;NC*是西方文化中广
为人知的乳制品$同样源自牛奶提炼的油脂$这种
翻译方式易于西方读者理解&

两位译者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将其译为)`V;;NC*$

简洁明了$有效减轻了读者的阅读压力$提升了译
文的可读性&

(三)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度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原作的基

础上进行适度的创新或改造$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
化背景%读者需求以及翻译目的& 忠实度要求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风
格%情感%文化背景等信息& 王国振在翻译过程中
可能更注重原作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并在翻译
中进行了适度的创新$努力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
上$用英语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情感&

他的译本不仅忠实于原作$还体现了译者的深厚文
化功底和翻译水平& 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根
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需求$对原作进行了
适度的创新或改造$如调整句式结构%选用更符合
目标语言习惯的词汇等&

四#结论
通过对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译者'格萨尔(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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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对比分析$本研究深刻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
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译本质量和文化传
播效果的影响& 首先$从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葛
浩文和王国振均展现出了高度的主体性& 葛浩文
译本在内容删减%段落调整%文化现象浅化处理等
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的精
神$又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
景& 王国振译本则更加注重深度和细节$通过精细
的直译与意译结合$成功地将'格萨尔(的丰富文化
内涵传达给了英语读者& 此外$他还通过详尽的脚
注与附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极大地
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和文化传播效果& 其次$在文
化元素的处理上$两位译者也各显神通& 葛浩文在
宗教和历史元素的翻译上$更多地采用了归化的策
略$以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 王国振则更加注
重异化策略的运用$他努力在译文中保留'格萨尔(

的独特文化元素$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藏族
文化的窗口&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译
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为未来的'格萨

尔(英译及类似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
示&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成功的文学翻译不仅
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更需要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创造出既忠实
于原著精神又符合目标语言文化背景的优秀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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