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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用学家Sperber和Wilson于1986年率先提出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Gutt是应用关联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第一人，认为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译文与原文的最佳关联。最佳关联

原则能够使原语交际者的目的与译语受众的期望相符合。本文试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比较《声声慢》

两个中译本在形式、音韵及意义方面的得失，在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下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进行评

析与对比，认为诗词英译应该充分考虑作者的意图和预设读者的认知环境，以使译文与原文具有最佳关

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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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gmaticists Sperber and Wilson took the lead in proposing relevance theory in 1986, pro-
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Gutt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apply relevance theory to translation research. He believed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on is the optim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text.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can make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communicator meet the expe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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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audi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mpare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two Chi-
nese translations of Slow Slow Song in terms of form, rhyme an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un-
der the optimal relevanc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theo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etry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author’s intention and preset reader’s cognitive environment, 
so that the translation has the optimal relevance to the origin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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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阐释空间的模糊性以及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古诗词翻译往往是文学翻译的一大难点。诗词英译本

的标准、好坏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词不同于唐诗，有着较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因而在形式、

音韵及意义三个方面上，各家译者在不同的认知背景下，译文很大程度上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关联效果。

《声声慢》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一首震动词坛的名作，此篇有好几种英译本，本文尝试在关联理论视域

下，从最佳关联的角度对林语堂和许渊冲的《声声慢》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着重考察关联理论下最佳

关联在宋词英译中的实际运用和呈现效果。 

2. 《声声慢》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就饱读诗书，

博古通今。早期生活优裕，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国破，家亡，

夫死，伤于人事。这时期她的作品从当年那种清新可人的浅斟低唱转为沉郁凄婉的时代悲歌，主要抒写

她对亡夫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声声慢》便是写于这一时期，此词通过描写残秋所见、所闻、

所感，抒发自己因国破家亡、天涯沦落而产生的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声声慢》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叠音绝唱”，开头连下十四个叠字，无一愁字，却写得字字含

愁，声声是愁，营造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韵效果，抒发了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全词一字一

泪，风格深沉凝重，哀婉凄苦，极富艺术感染力。 

3. 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近年来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较大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Grice 研究的

会话含意理论模式以说话人为出发点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设想说话人说话时应遵守合作原则，而在违

反合作原则下听话人要推导出话语的含意[1]。Sperber 和 Wilson 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中提

出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以关联性概念与关联原则为基础分析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意义。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交际模式有代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

推理模式是代码模式的基础。要使谈话意图会被对方识别，需要交际双方“互明”话语意图，交际双方

的话语和认知要具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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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把交际看作是个明示——推理的过程，Sperber 和 Wilson 提出的关联原则是：每一个明示

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2]。关联性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即语境效

果和为处理信息所付出的努力。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推理努力越小，关

联性越强。由此，Sperber 和 Wilson 提出“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最大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

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

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对于交际者来说，交际要想成功，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

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3]。 
1991 年 Gutt 在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关联理论从能力而不是从行为角度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

明人们大脑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

产生的过程[4]。其理论基础为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5]。话语都是在交际

中产生的，而交际全过程都是一个交际双方信息编码、解码的过程[6]。根据关联理论，关联性取决于语

境效果和付出的努力。语境是解释话语的前提，听者的推理努力是话语交际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双方的

认识语境下，听者需要为推导出交际话语的隐含意义做出最佳的关联选择。 
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学理论，虽不是翻译理论，却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活动，指导翻译活动以及

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7]。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对原文进行解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

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交际双方追求的是最佳关联性。通过译者的阐释，译文中的交际意图并不是直

接显示出来的，读者需要在自身的认知环境下进行一定的推理努力，达到与原文适当的交际效果。在翻

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根据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对原文所明示的意图进行推理，再将其以符合译文读者

认知语境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译文这种既符合原作者意图又符合读者期待的关联，就是最佳关联。换言

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达到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实现最佳关联[8]。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对译者的

翻译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可参照此原则对其翻译作品进行分析批评。本文就著名翻译家许渊

冲和林语堂对于一代才女李清照的晚年作品《声声慢》的英译本进行关联理论下的研究，从最佳关联原

则分析两个译本的得失。 

4. 从最佳关联角度对比分析林语堂及许渊冲的译文 

古诗词翻译因其阐释空间的模糊性以及其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往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为了成功再

现诗歌文本中的各种诗学要素，就需要译者对诗歌的形式、音韵及意义方面等尽量保持与原诗相似的移

植或替换，以实现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和推理过程，进而达到关联翻译理论所说的译文和原文阐

释性相似的效果，实现最佳关联。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好的译文并不是要向读者提供最大的关联性，而

是追求在文本话语和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9]。以下，从形式、音韵及意义三个层面对《声声

慢》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 
1) 形式层面的译本对比 
《声声慢》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晚年名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不同于工整对仗的唐诗，

宋词的句子有长有短，方便吟唱。全调九十七字，是一首长调词。三美论中的“形美”是针对译诗的行

数、分节以及字(词)数而言，主要指译诗的行数与原诗的行数是否一致、分节是否相当。笔者认为，译文

在形式上的最佳关联性，是要在原文允许的语境范围下实现与原文的适当关联。 
对于词牌名《声声慢》的英译，林译为“Forlorn”，许译为“Slow, Slow, Song”。林的译本避开了

词牌名的形式，转而译出了题目蕴含的深层意义。“Forlorn”有“孤苦伶仃”之意，明示了全词悲凉的

感情基调。外国读者即使是在对原文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读到译文，或者对本词的语境完全陌生，也能以

较小的努力推测出李清照的情感。许的译本在形式上，沿用了原文 AAB 句式。“Slow Song”有“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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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进而可引申出消极的情绪；加之宋词又可以当作唱词吟唱出来，许的译本可谓是一语双关。原文

3 个汉字对应译文的 3 个单词，从形式上看，许对题目的翻译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形式关联。 
纵观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描写词人思绪惆怅，借酒消愁；下片转而描写身边景物，借物达情，

字字不言愁，又字里行间都是愁。上下两片的字数分布大致均匀，林的译本首尾比例协调，许的译本或

许会让读者产生“头轻脚重”之感。总体上，林的译文更为工整，较为符合诗歌的行文风格，进而作为

交际双方的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处于一定程度上相同的认知语境里，在形式上实现了最佳关联。 
2) 音韵层间的译本对比 
中国古代诗词通常遵循押韵和对仗的原则，即：尾字押韵，其中又分为了平声韵和仄声韵。英语诗

歌中常见的有头韵和尾韵，若几行诗句结尾的单词使用了相同的元音则可以把它看成是诗歌的尾韵相同。

例如，原作前两句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尾的“戚

戚”和“将息”中，“戚(qi)”和“息(xi)”押平声韵，是全词的韵脚，符合古汉语诗词工整、对仗、押

韵的特点，读起来使人感到音韵回旋之美。 
《声声慢》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四字叠词作为开篇，成为叠词之绝唱。林语堂将其译为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原词句的声母为“xxmm”、“llqq”、

“qqccqq”，具有重复的音韵对仗美感，感情色彩也随着声母的重复越来越浓烈。林译本分别用 7 个“so”
和“d”开头的单词来保持原有的重复押韵，此版追求的是头韵的一致性。从“dim”到“dead”，程度

由浅到深，愁绪由蜻蜓点水到挥之不去。许渊冲的译文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可以看出，此译文与林译本一样考虑到重复的句型，但许译本

追求的是尾韵的对仗工整。许采用了“AABB”的韵脚，分别为/s/，/s/，/r/，/r/，与原文“觅”、“清”、

“戚”实现了关联性。 
诗歌译作要实现音韵关联，译者一是要熟悉原文的文体的特点，二是要熟悉译入语的诗歌特征，找

到与读者的共同认知语境，追求译文既熟悉又有可推理的内容，达到节奏和韵式上与原作的最佳关联。 
3) 意义层间的译本对比 
《声声慢》是沉郁凄婉的时代悲歌，主要抒写李清照对亡夫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表达国

破家亡，愁闷孤单的心境便是全词的意义所在。意义总是依附某种东西而存在，意象的翻译属于跨文化

交流，对文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10]。本词中，词人通过开篇叠词，全篇平声韵以及各类意象，共同营造

出《声声慢》的独特意义。上文，我们已对形式和音韵做了某种意义分析。下面，笔者将从本词的意象

分析两个译本在意义上的最佳关联。意象是指文学作品中熔铸了作者主管感情的客观物象。译者对意象

的处理，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原文情感和原作者意图的把握。《声声慢》中，笔者选择了“淡酒”、“旧

雁”、“黄花”三个意象，对其英译本进行关联性分析。 
对于“淡酒”，词人写到“三杯两盏淡酒”。林译为“How can a few cups of thin wine”，许译本为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中国诗词的酒大多与愁绪挂钩，比如“举杯消愁愁更

愁”，文人墨客大多喜欢以酒言自己的郁郁寡欢和壮志难酬。林的“thin wine”确有淡味酒的意思，采

用直译法将其译出，读者可以最小的努力推理出原文的意义，获得与原文一致的语境效果。许则将“淡

酒”省译为“wine”，译者只说了酒，并未明示是什么酒？什么度数的酒？词人为何要一杯接一杯地饮

酒？为何数杯酒下肚，还是抵挡不过晚风的清凉？以上种种问题，译者没有铺陈解释出来，而是留下“wine”
一词作为线索，供读者揣摩。根据量词“三杯两盏”，读者经过推理努力，并不难获得“淡酒”的意义。 

孤雁自古就是离愁别绪的具象表达。“旧雁”所在的原词为：“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词人正满脸愁容的时候，看见从北方南飞的大雁，和自己一样，原本生活在北方，现如今却身处异乡。

大雁南飞终有回去的一天，但自己却再也回不去了。身处他乡，又遇“故人”，难免愁上加愁。林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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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 My old friends,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许译为“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林译出“geese”，并与“old 
friends”和“old memories”作呼应，明示出词人伤心的原因是因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读者能以最小的

努力和推理获得词人伤感发愁的心境，以此把握整篇的感情基调。许译出“wild gees”，与“acquaintances 
of old”形成鲜明对比。野外生存的大雁，自生自灭，无依无靠。正如词人当下的处境，孤苦伶仃，漂泊

在外。看见南飞的大雁，想起家乡的故友，不禁心生唏嘘。读者看到“wild gees”时的奇怪之余，细细

推敲，却也能理解词人的无奈与愁苦。 
词人多用“黄花”这个意象来表示自己的凄苦忧愁。“黄花”一词的英译，两位译者的译法也是各

具特色。“满地黄花堆积”，林译为“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许译为“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黄花”表示女子憔悴的容颜，也指词人如今孤独寂寞，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守

护。林的“fallen flowers”，没有明示出花的颜色，但译出了“黄花”是枯萎、凋落的，采用了意译的方

法表达出花儿凋谢，词人郁闷的语境。许的“yellow flowers”则采用了直译法，原词的字面意思一目了

然。但在这一句中，许的译法或许并没有给读者表达出李清照为何要用“黄花”来衬托自己的心境，结

合“满地堆积”，读者或许不难推测到“黄花”背后的意义。 

5. 结语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的许译本和林译本作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关

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诗歌文本因其形式、音韵和意义的不

确定性而使其翻译产生了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对比分析，在形式上，林语堂的译文更

为工整，较为符合译入语诗歌的行文风格，进而作为交际双方的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处于一定程度上相

同的认知语境里，在形式上实现了最佳关联。在音韵和意义层面，本文认为许渊冲的译本再现了诗歌的

韵律节奏，使得译语保留了一定的宋词特征；许通过保留译语意象与原语意象，加之适当的解释和明示，

体现出与原词意义上的最佳关联，读者也更容易获得最佳读感体验。关联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

将译文和原文关联起来进行相似阐释的过程。关联理论要求译者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最佳关联性，既要传

递出原文的语境，又要保留原文值得细想的含蓄，才能让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获得品读、推敲词

句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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