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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译 ／不可译”的
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高　 宁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本文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通过《静夜思》英译与日译的对比，对“可译 ／不可译”展开讨论。可
译 ／不可译主要取决于可说 ／不可说之上。在形而上层面，可译性是第一位的；在形而下层面，可译与不可译处
在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的关系之中；可译之度不仅是不可译，同时也是可译的问题。

关键词：可译 ／不可译；形而上；形而下；训读；翻译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８

一

据罗新璋、陈应年先生统计，国内刊物首发有关“可译 ／不可译”的专题论文为《俄文教学》１９５４年第
９期上的“可译性问题的说明及确切翻译的原则”，作者为苏联的费道罗夫。①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
的最早相关论文为《外语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刘煜的“关于翻译的理解问题”。在此数据库上，以“主
题”的方式输入“可译”与“不可译”，相关论文分别为 １ ５９７ 和 ８７０ 篇，②说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十分关
注。然而，从日语训读这一特殊的翻译形式去讨论这个话题的论文一篇也没有。为此，笔者从前期研究

里接过一个引起争论的译例———《静夜思》及其英译，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静夜思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ａ Ｓｉｌｅｎｔ Ｎｉｇｈｔ
床前明月光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ｙ ｂｅｄ ｉｓ ａ ｐ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ｇｈｔ；
疑是地上霜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ｆｒｏｓｔ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举头望明月　 　 Ｅｙｅｓ ｒａｉｓｅｄ，Ｉ ｓｅｅ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ｓｏ ｂｒｉｇｈｔ；
低头思故乡　 　 Ｈｅａｄ ｂｅｎｔ，ｉｎ 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ｍ ｄｒｏｗｎｅｄ．③

首先要说明的是，原文作者是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站在讨论先验的立场论述“不可译性”的，与本文

视角有别，这里拿来一用。作者论证了“静夜思”的 ５ 种关系组合，即“静夜（形）＋思（名）”、“静夜（副）
＋思（动）”、“静思＋夜思”、“静（形）＋夜思（名）”、“静（名）＋夜（名）＋思（名）”，指出“五种水平的组合关
系及其生成的含义（ｓｅｎｓｅ），在英语中必须由五个分立的句段来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取其中一个可能
的‘断句’，就是对其他四个的否定，同时也被后者否定。……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种可能的‘静夜思’

句段中，形 ／副 ／名词的自由转换和彼此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使得事物的状态（名）、性质（形）和活动方
式（副）处于互动互换的过程中。……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或曰‘有无相生’，‘阴中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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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汉日对比与翻译研究”（１４ＢＹＹ１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３５页。
搜索日期为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２９日。
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中国翻译》２００１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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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中有阴’。这种审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过翻译再现吗？”接着，论证了“主 ／客关系的不可译性”，即人
称代词的有无及其翻译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在阅读的当下把握中，不会有‘谁在思’或‘谁思乡’之类

的问题出现，读者之‘我’也就无须登场。……翻译，就是改变原文中的主 ／客关系”。之后又探讨了“时
间意识的不可译性”，指出“在阅读《静夜思》时，不仅‘谁在思？’而且‘何时在思’的问题也不会进入思

维和审美过程。在汉语结构中生成的时间意识，已将‘过去’和‘将来’凝缩在此刻当下的阅读活动之

中”。最后讨论了“‘思’的心 ／脑关系不可译”，“汉语‘思’在其所属的聚合段内，或强或弱地将英文的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ｏｕｇｈｔ和 ｆｅｅｌ ／ ｆｅｅｌｉｎｇ凝缩为一个词（语素）。……将《静夜思》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时，我们无
法避开汉语‘思’的形态学特征带来的问题”。结论是“《静夜思》个案分析表明聚合关系转换的不可能

性从而论证了不可译性”。①

然而，具有思辨意义的是，就《静夜思》训读式日译而言，上述几大问题皆不复存在。

　 静夜思
?前看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

低头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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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题目“静夜思”照搬进日语，其五种组合关系依然存在，“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

任凭读者解读。其次，训读不仅维持了“主 ／客关系的不可译性”，没有像英语那样添加任何人称代词，
同时也维持了“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没有使用动词的过去时或进行式。而“‘思’的心 ／脑关系不可
译”性在日译里也被颠覆，一个「思う」化解了英译时的苦恼。要言之，英译时不可能做到的、并引发学

者讨论“不可译性”的四个方面，日译时却兵不血刃地化于无形。③此外，日译的后两句甚至再现了原诗

的对仗特点。由此看来，把作者所谓《静夜思》译为欧洲语言时的“不可译性”放至整个译界，并不具有

普遍性或普遍意义，关于“不可译性”的讨论，尚需从形而上的层面进一步展开。

二

因此，首先需要从本体论角度回答“翻译是什么”的问题。而回答也必须脱离形而下的翻译实践、

脱离具体语种。换言之，从翻译教程、各类辞书引用的定义往往与哲学本体论无关。④从形而上的角度

看，要回答“翻译是什么”，必须先回答“语言是什么”。因为语言是翻译活动赖以生存的前提。相对于

０５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①

②

③

④

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中国翻译》２００１年 ３期。
［日］前野直彬注!：《唐诗选》（中），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０年，第 ３５０—３５１ 页。另一个版本为：夜思 ／?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平声阳砋；夜思 ／?前月光明らかなり ／疑うらくは是れ地上の霜かと ／头を"げて明月を望み ／头を低れて故#を

思う。见［日］目加田诚译注：《唐诗三百首》（３），东京：平凡社，１９７５年，第 １４页。引用版式有变。与前引相比，中文版本亦有三处不同，
即“静夜思”与“夜思”、“看月光”与“明月光”、“望山月”与“望明月”。另，“训读”是一种按照日语语法读译古汉语的方式，也叫训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语训读优于英译。关于训读的问题，请参见第 ５节。
譬如，“‘翻译’的一般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见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７页。
































































































































































语言，翻译是次生的。但是，要回答“语言是什么”，又必须先思考语言产生的基础———人类赖以生存的

这个世界，即思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日本学者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把现实世界表述为，或曰翻译为“分节化的世界”。“譬如一只

白狗在跑这个事实，我们会认为是由表示性质的‘白’、表示对象的‘那一只狗’和表示动作的‘跑’几个

部分组成的。……从‘桌上有一台电脑’这个事实出发，把它们分节为‘那个桌子’和‘那台电脑’两个对

象以及‘什么地方有什么’这一层关系，并视它们为构成事实的元素”。①简言之，世界就是如此这般分节

为对象与概念两大部分。同时，作为语言，也必须是分节的。混沌一团的符号无法看懂，也表达不了世

界。笔者能够读懂日文，是因为具备了对连写不空格的日语进行分节和阅读的能力。口语也同样如此。

对人而言，无法分节的语言或不是语言，或是听不懂的语言。同时，作为翻译研究者，也深知某些误译的

原因正在于译者未能对日语原文进行合理的分节。

总而言之，有了分节化的世界，有了分节化的对象与概念，有了分节化的语言，语言表达才有了可能。

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重要的在于使用。使用产生意义。而语言的使用正依赖于自身的群生性特

点。只有当事者本人才能知晓的语言是难以证明自身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将其他任何人都不懂而我

‘似乎懂’的声音称为一种‘私人语言’”，②而不予承认。要言之，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与人的

交流。“杜威强调，语言是一种关系，至少要有两个人参与，……独白则是与他人会话的产物和反映”。③

综上所述，正因为世界是分节化的，所以才有了指称的可能，才有了命名的可能，才有了判断的可

能，也才有了言说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的本质是群生性的，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所以，人与人的交

流才成为语言存在的基石与平台。同时，也正因为有了语言的使用，有了语言的交流，也才有了语言的

翻译，翻译也才能有所附丽。雅各布森把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正是看清了

语言与翻译间的本质关系。因此，由语言自反性而产生的同一语言内的重述也才有可能被视为翻译的

一种。而“符际翻译”，比如密电码，不过是“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的变形而已。说到底，还是要归结

到它本质上是一种语言。

由此，第一个结论便是：没有分节化的世界，就没有言说，没有言说，则没有翻译；分节化的世界是言

说的基础，言说则为翻译之母。语言的群生性则是人与人交流的基础，翻译也由此应运而生。当然，我

们也不可忘记，这个“用语言的方式进行分节化的世界不过是漂浮在非语言体验之海的一座小岛，……

那里还伴有各种各样无法彻底语言化的意象”。④

回到《静夜思》，它一旦从李白笔下流出，就已经不可能隔绝于世。“语内翻译”已经开始，不同的读

者心中会有不同的译文。同时，“符际翻译”（譬如作画、舞蹈）也成为一种可能。如此，还能说《静夜思》

具有不可译性吗？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李白既然能够说得出来，为什么“语际翻译”就不可能呢？说是

译之本。追本溯源，这正是翻译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与要求。简言之，凡是可思考的、可表述的、有意义

的文字或话语，皆是可译的。反之，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

之”。⑤换句话说，凡不可知的、不可言说的，“必须以沉默待之”的，自然不存在可译性。一旦说了，哪怕

没有说清、没有说透，也有翻译的可能性，如老子的“道”、庄子的“无为”。再如，“当我从一个暗箱里拿

出一个苹果时说‘这是一个红苹果’，……假设你要我解释什么样的苹果才算是红苹果，再假设你从来

没有见过红色的东西也从来没有见过苹果，那么我用再多的语言来解释恐怕也无法告诉你红苹果是一

个什么样子”⑥，这种因“现象意义”导致的不可说，却未必一定导致不可译。译者只需把已经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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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④　 ［日］野矢茂树：《语りえぬものを语る》，东京：讲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１３；３４７—３４８ 页。另，本文中未注明译者的译文皆为
笔者所译。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 １４２页。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８５页。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１页。
梁瑞清：《“说不出”及其现象意义》，《外语学刊》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话———“这是一个红苹果”译出来即可（必要时可以附上照片或实物辅助翻译），至于它的意思应交由读

者去捕捉。换一个角度说，哪怕译者吃透了这句话的各种语义，不进行阐释式翻译也是一种应有的选

项。其实，在日常翻译活动中，也会遇到另一种情况，即译者虽然翻译了某句话，自己却不甚明白，然而，

他的读者（或服务对象）却完整无误地领会了其中的含义。①要言之，在形而上层面，可说 ／不可说制约着
可译 ／不可译；在形而下层面，前者对后者的“管控”则有所松动。在哲学界，有些学者喜欢采用原始翻
译的形式讨论“可译 ／不可译”问题，譬如奎因所举的“ｇａｖａｇａｉ”，野矢茂树所举的此类「根元的翻$」例
子②等。一方面，“其出发点是译者对原文语言一无所知”，③与实际翻译工作相距甚远，缺乏普遍意义。

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翻译都是在已知语言之间进行的，所谓原始翻译即便存在，也与常态翻译不可同

日而语；另一方面，对原始翻译的讨论也并不能从形而上层面证明不可译的哲学意义。这些例子能够说

明的，实际上还是可译 ／不可译的度的问题④，本质上属于形而下层面。

三

简言之，《静夜思》不仅可译，实际上也有多种译文问世。⑤这本身就是对“不可译”观点的否定。

其实，很多主张诗歌不可译的学者，心中在意的是诗歌的形式特征及其审美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流

失和变形。《中国译学大辞典》“不可译性”词条释义为：“与‘可译性’相对，指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

地再现原文。不可译性包括两个方面的情况：１．原作利用语言形式上的特异性来传情达意，如有节奏
的语音（诗歌中的音律）、文字的特殊排列（回文及文字游戏）之类；２．不同语言、民族之间文化空缺或
不可替代性”。⑥笔者以为，这“两个方面”皆可归之于形而下层面。在王宾先生那里，他所否定的实

际上也是“静夜思”英译时的形而下因素。在海外，“海德格尔自己就经常有‘不可译’的感叹。……

但以我的理解，海德格尔这种意思，主要是强调译事之‘难’，跨语言文化沟通之‘难’，而不是强调译

事之‘不能’，或者沟通之‘不能’。……作为海德格尔著作的中文译者之一，我当然时常感觉到译事

的难度和限度，‘不可译’的感慨也是常有的事。但我以为，‘不可译’是在译了之后才说的”。⑦简言

之，这些学者实际上都把不可译的问题放到了形而下的层面。由此来看日语训读，同样存在着不可译

因素。

譬如，《静夜思》五言绝句的诗体、平仄、押韵等特点不同程度地流失在日译之中。所以，日本汉学

家感叹道“中国古诗的格律，用日语翻译实在难以表现。如想忠实于原诗的韵律，失大于得。汉诗翻

译，比起形式，应更重于内容”。⑧众所周知，在我国英汉翻译界，关于译诗的争论从未停息。有时以可

译 ／不可译的争论，有时以翻译标准的探讨，有时则以译艺、译技的切磋等形式出现，大部分场合，还是以
形而下的讨论为主，有时则以形而上的方式来掩饰形而下的内容。事实上，大部分场合，争论的焦点并

非形而上层面的可译 ／不可译问题，而是可译的程度或方法问题。争论热点之一，为译诗是否需要追求
“音美”。从形而下的角度看，讨论的前提应该是英诗本身有没有音美的传统。有学者告诉我们不仅

有，而且相当复杂。⑨其次，这种音美传统在英语国度是否发生变化，是否仍具有普遍性，也需要客观考

证与研究。争论热点之二，应该把汉诗译成格律诗，还是译成现代诗。同理，必须先期解决的问题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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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这意味着“可译”与“可理解”并不完全在一个层次上，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日］野矢茂树：《语りえぬものを语る》，东京：讲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５５页。
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中国翻译》２００１年 ３期。原文有着重号。
“在晚年的著作中，奎因承认，‘ｇａｖａｇａｉ’的例子并不适于说明‘强意义上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即意义的不确定性”。见单继刚：

《翻译话题与 ２０世纪几种哲学传统》，《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
冯庆华在《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里收集了 ９个中外译文。赵甄陶在“李白《静夜思》英译赏析”里也举出 ９个译文。
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页。
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３页。
［日］武部利男：《李白の梦》，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８２年，第 １８９页。
侯维瑞：《英诗的韵律及其表意功能》，《外国语》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
































































































































































方格律诗与现代诗在“音美”方面有哪一些异同；当代西方汉学家翻译汉诗时以哪一种诗体为主；另一

方面，西方现代诗又是如何汉译的，也值得去关注。①

事实上，在形而下层面讨论诗歌的不可译，还存在着另一个视角，即与它对应的可译。由此考察翻

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则不难发现，所谓可译，往往指翻译结果，或指翻译行为的可操作性高。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可译的对象从里到外一切皆透明可见。有不少可译，细究起来，往往包含了不可译因素。但是

却又不能据此否定其总体上的可译性。简言之，可译之中包含着不可译也是一种常态。以《静夜思》为

例，日译里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譬如，“?”究竟指称何物，国内学界理解并不一致，日本学界亦然。查

阅《辞源（修订本）》，有四个解释：“坐卧之具”、“安放器物的架子”、“井上围栏”和“底部”。《辞海（第六

版）》为“供人睡卧的用具。……古时亦指坐榻。如：胡床。……安置器物的架子。……井上围栏。……量

词。……”。在国内有学者认为《静夜思》中的“?”是指“绳床”，②也有人认为“原诗的‘?’一定是胡

床，至少也是坐卧两用之床”。③在日本《大辞林》里作为名词有两个意思：一是「ねどこ（汉字可以分别

写作「寝床」「寝所」，前者指睡铺，后者为寝室）」；二是「ゆか（地板之意）」。也有日本汉学家认为是「寝

台」，即现代概念上的“床”。④再如“疑是地上霜”的“地上”，虽译为「地上」，但在理解上，既有笼统解释

为“地上”⑤的，也有看做“院子”⑥的，甚至有学者把它视为“床前的「土间」（未铺地板的土地）”。⑦其实，

《静夜思》里的一词多解无非说明原本似乎不存在争议的可译之处实际上包含了指称不统一等问题。

所以，严格地说，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准确理解，当然也就无法准确翻译。退一步说，即便“床”在原

诗里指有 ４条腿的卧具，但是，细究下去，究竟是高脚床还是低脚床，是木床还是竹床，是单人床还是双
人床，是有靠背还是无靠背，有帷幔还是无帷幔，有脚踏还是无脚踏，也都不得而知。每个读者会根据自

己的人生经历去设想，不可强求，也不必强求。总之，一个“?”字，不把它彻底验明正身，就会含有不可

译的因素。但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点，就停止对《静夜思》的理解和翻译，这些不可译因素

并不能阻止诗歌本身的翻译。

其实，这个例子业已说明在形而下层面，有些事物概念小有差异，却不一定会妨碍翻译。类似的情

况并不少见。譬如“年夜饭”在我国南北就有很大的差别，北方主食多吃水饺，南方则以米饭为主。因

此，《汉英大辞典》（第二版）笼统地释义为“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ｎｎｅｒ”，而没有具体指涉米或面。由
此看来，《现代汉语词典》（第 ６版）的释义“农历除夕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的饭”似可再做推敲。⑧其实，
“吃饭”两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之所以如此，哲学家解释说“并不是说得越细，分析得越多，事情就更清楚。……维特根斯坦倒转

了思考的方向：理解是一个自然的、直接的、无中介的过程。当然，有时需要解释，需要中介，但最终要来

到直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语言没有一种惟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我们

也没有一种一劳永逸地消除误解的办法”。⑨这样，不可译与可译各以对方为自己的生存条件。那么，事

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形而上层面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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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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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⑦

⑧

⑨

虽然不少研究者提倡汉诗译成西方现代诗，却少有人去汉译或能汉译好西方现代诗。“就译诗而论，……即传统形式的短诗译

得好，而口语体的以所谓‘现代敏感’写成的诗则较差，而且情况更加严重，因为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诗主要是这类诗”。见王佐良：《汉

语译者与美国诗风》，《读书》１９９０年第 ６期。
高宁：《越界与误读———中日文化间性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２３页。
赵甄陶：《李白〈静夜思〉英译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４期。

⑥　 ［日］目加田诚$注：《唐诗三百首》（３），东京：平凡社，１９７５年，第 １５页。
［日］前野直彬注!：《唐诗选》（中），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０年，第 ３５１页。
［日］松尾善弘：《唐诗の解!と砲赏 ＆平仄式と%句法》，东京：近代文艺社，１９９３年，第 ９２页。

该词典对“饭”的解释是“① 名 煮熟的谷类食品……② 名 特指大米饭……③ 名 每天定时吃的食物……④指吃饭……”，并未

明确把面类食物纳入其中。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８７—１８９页。
































































































































































四

正如前文所言，分节化的世界包含对象与概念，而且，因为后者，对象与对象之间、对象与概念之间、

概念与概念之间又被人为地赋予了各种关系。譬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家族相似性”，譬如某个事件会

衍化成不同的事实，折射出人与物与事之间的各种关系。

维特根斯坦所称的逻辑空间，日本学者译为「论理空间」。日语的「论理」含有逻辑之意，又不完全

等同于逻辑，还含有论理、道理、规则、法则等意。因此，笔者倾向于借用日译的说法。人，由于生活环境

的不同，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由于接受教育的不同，他所经历的世界，所形成的逻辑、论理、道理、规则、

法则等等观念也就不同。简言之，由对象与概念所建构的“论理空间”人人有别。甚至一起长大的双胞

胎兄弟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论理空间”。因此，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他的“论理空间”密切相关。两

个“论理空间”相近或重叠部分较多的人，相对容易理解。反之，则至少需要一方扩大自己的“论理空

间”，走进对方的世界，才有可能不发生重大的理解偏差。对翻译而言，“论理空间”的差别大小，决定了

可译度的大小。试想，如果要为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做学术翻译，与他的“论理空间”重叠面不够

大，恐怕难以胜任。因为“所谓‘翻译’，就是把对方的语言纳入我的论理空间进行理解”。①另一方面，即

便是同一个人，也不可能始终生活在相同的“论理空间”里。十年前和十年后，人的“论理空间”自然有

别。曾经拥有的“论理空间”一旦流失，即便是本人，不重新建构，也无法回到从前。

换一个角度看，人的“论理空间”虽然有别，但是，皆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世界展现给人类的又

是相同或相近的生活内容和可能性，“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②换

言之，每一个人的“论理空间”虽然各不相同，却是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大分母———“家族相似性”之上的，

其逻辑、论理、道理、规则、法则具有或大或小的相似性和互通性。从译学角度看，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

“先天”地存在着某种可译度。“论理空间”的异同程度不仅决定可译度的大小，而且也会影响到对翻译

活动本身的定性。简言之，“论理空间”相近者之间，翻译行为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容易被接受、被理解

的。“论理空间”差距过大，或译入语里缺乏译出语的某个概念③或概念系统，就会改变翻译行为的性

质。譬如，在日本翻译史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西周用“哲学”来表达；ｓｏｃｉｅｔｙ，最初译为「交际」、「仲间」、「社
中」，但皆不贴切，最后福地樱痴创造了一个新词“社会”。日本学者说这已非译词，而是新造词。因为

当时的日本读者无法彻底理解这两个词。所以，这并非翻译，而是一种“习得”———通过学习而获得新

知。两者的区别在于翻译是不改变现有的“论理空间”去理解对方，而习得是通过改变自身的“论理空

间”去推进理解。④就是说，当初日本人的“论理空间”里没有“哲学”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所谓的“翻

译”，本质上就是“习得”。无论对翻译家，抑或广大读者，都是如此。此话非常深刻，一语道破了中日近

代史上西学东渐过程中新概念、新名词的“诞生”特点。的确，与其看作西词东译，不如视作习得———西

词东学更加合情合理。其实质就是日本人通过学习来创造新名词，建构新的概念体系以拓展人们的

“论理空间”，并通过媒体的推介，使其日后衍变为名副其实的译词。当然，习得一旦有误，被石化的误

译只能起到以讹传讹的作用。“哲学概念在其语际翻译中十分容易被误译，而误译的结果可能会改变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思想史的发展方向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⑤

其实，《静夜思》里关于“床”的理解异同，也是源自人的“论理空间”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出对原型定

义的艰难性。对生活在七大洲五大洋的人们来说，“床”的概念当然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地区可能没有

这个概念，而无法想象，无法理解，无法翻译，需要去习得，去创造新词、创造新概念。站在“家族相似

性”的立场，要给“床”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要想从上一节各类“床”中提炼出一个抽象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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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④　 ［日］野矢茂树：《语りえぬものを语る》，东京：讲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４４页；第 １４２—１４４页。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 １２３页。
不是指译入语里缺乏译出语表示某个概念的词语，而是指缺乏这个概念本身，即便采取迂回解释的办法也无法翻译。

李河：《栖身于词语世界的哲学概念》，《哲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９期。
































































































































































“床”并非易事。除《辞源（修订本）》的“坐卧之具”外，《现代汉语词典》（第 ６ 版）概括为“供人躺在上
面睡觉的家具”，《辞海》为“供人睡卧的用具”。三者抓大放小，皆以床的用途作为释义核心内容而放弃

了对外形的具体描述。①如果要以图画形式来表现抽象概念上的原型之“床”，也很不容易。画一个折叠

床不难，画一张 ４脚雕花龙床，画一只充气床，画一幅吊床也不难，然而要画出具有一切床的典型特征却
又不能像任何一张实际存在的床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原型，在现实世界都能找到匹配

的对应物。简言之，对人而言，没有具象之“床”，就不可能有抽象之“床”。但是，并不能反过来从抽象

之“床”推导出具象之“床”。在“家族相似性”的各色“床”中，本不存在原型之“床”。它不过是大而化

之地概括了众多具象之“床”的基本属性而已。结果，说到“床”，在不同的人心里会唤起不同的联想，造

成理解在“家族相似性”里的徘徊，但却不影响对“床”基本属性的理解。这是因为通常人们对“床”的理

解与使用，下意识里采取了“模糊”策略，不会做抽象、具象的严格区分，更不会细究它的概念意义。而

这种模糊处理正是人们得以正常交流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可译性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

换言之，大部分概念，包括不甚清晰的、需要身体记忆的概念，在不同民族之间往往又存在着近似的

抽象方式，如“床”、「?」、“ｂｅｄ”。再如《静夜思》的“地上”、“明月”和“山月”。以后两者为例，它们到
底是什么样子，谁又能准确说清楚呢？“明月”是指满月之月还是指上下弦之月，“山月”是指悬于高山

之上的月亮还是指半轮月牙咬住山顶之月，都是未定之谜。但是，中国人只简简单单抽象成两个词———

“明月”与“山月”。其实，在汉语里，它们尚未被词典收录。而日语的「明月」，深究的话，可细分为晴朗

之夜的月亮和八月十五的月亮两种。如以后者来理解，则全诗的意象，包括时空关系则会产生很大的变

化。再以“低头思故乡”中表示抽象行为的动词“思”为例，李白当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是惆怅

的，还是不安的，是痛苦的，还是后悔的，是情绪化的，还是理性化的，恐怕也难有定论。即便是“惆怅的

思”，又惆怅到什么程度，怎么定性，是不是也不同于李白其他时候的惆怅等等，也都无解。一定要准确

无误地翻译，只能缴械投降。但是，如果笼统地抽象为一个“思”字，就不仅可说，而且可译。总之，意义

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疏略性、不确定性、游离性、思维的伴随性和逻辑性。②也就是说，“两种语言中的

相应的词很少有可能不带明显意义差别地表达同一个概念”。③结果便是，翻译家从各自的“论理空间”

出发，走向李白，走向《静夜思》的翻译，既缜密细致，又大而化之。

简言之，《静夜思》的可译，也说明上文所言“理解是一个自然的、直接的、无中介的过程”以及对概

念“模糊处理”在人们交流中的重要性。译者既不可能与作者，也不可能与读者拥有相同的“论理空

间”，虽共有一个“大分母”，却又永远处于动态的部分重叠与错位之中。可译 ／不可译就游走于其间。
当两个“论理空间”重叠面过小，译者无法进入对方的“论理空间”，哪怕是《静夜思》这种在我们看来具

有普世性意象的诗歌也无法翻译。因为在译入语世界，它完全无法言说。要翻译必须先习得，改造“论

理空间”。另一方面，个人的“论理空间”也在不断变化，对事物的理解也永远处在发展之中。

五

再一次回到《静夜思》的训读上。据日本学者考证，训读在日本已有 １ ４００ 年左右的历史。④当初是
作为一种学习汉语的手段诞生的，“汉文是汉语的书面语，对日本人来说理解起来有很大困难，于是便

要化解其中难解的部分，也就是要进行翻译，这便是汉文训读的起源。……（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

译，而是一种定格定型化了的读解手段。对此区别要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等于否定了汉字汉语词千余

５５１

高宁：关于“可译 ／不可译”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①

②

③

④

细究起来，三者在概念上还是有区别的，《辞源》里有“坐”的概念，另两本辞书有“人”这一限定词。此外，“具”、“用具”和“家

具”概念也不尽相同。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修订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第 ２７８—２９５页。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意象》，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２４ 页。
［日］佐藤喜代治：《国语学研究事典》，东京：明治书院，１９８３年，第 ２６０页。
































































































































































年来的日本化”。①简言之，训读最初就是以习得的方式登场，以帮助日本人大量搬运、吸收中国文化，拓展

他们的“论理空间”。客观地说，日本人当年并无翻译汉诗的能力，也没有当代译学“以诗译诗”的概念，只

能以这种按日语语音、语法方式来标注中国诗文，进行亦步亦趋式的训读学习。其间所体现出来的程式

化、雷同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误译等问题，毫无疑问皆是习得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训读虽然从一开始就

带有翻译的特点，却更多地是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习得模式。并且，由于训读这一特殊翻译形式的程式

化、雷同化，形成了汉诗日译在形式上的趋同化和规模化，客观上成为日本译坛的一种新诗体。日本学者

称之为“文言自由诗”，②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既是一种审美观，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与无奈。

总之，经过一千多年的沉淀，训读已从最初的习得模式演变为一种定型化的翻译模式，普及到日常

生活之中。如今，汉诗往往以训读的方式进入日本初高中生的语文课本，不需要附带其他形式的译文。

譬如《静夜思》的训读就可以“单枪匹马”直接走进千家万户。从当代译学研究角度看，训读的优缺点皆

十分突出。其优点在于充分利用汉日双语里的汉字和双语总体特点的相似性，③最大限度地采用直译，

使中国诗文以最小的变化出现在日语之中。这是其他语种的翻译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本文中，笔者正

是利用其长处消解了《静夜思》英译的不可译性。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在不同时空下、“论理空间”差

距巨大的日本人也能不约而同地拿出非常接近的训读译文，实乃匪夷所思。与各显神通的众多英译汉

诗相比，会强烈地感受到训读与当代译学间的龃龉。原因不难解释。关键就是所有的训读都采用了以

字词为翻译单位的直译。而在训读学家眼里，不同版本间存在的重大或实质性的差异，从译学角度看，

特别是与英译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两者的差异不过是在逐字逐词直译的大背景下，个别词语采用了

不同训读法而已，基本上属于局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译学角度看，支撑训读的直译方式早已化为

不少日本翻译家的翻译观，使他们看不见训读背后存在的译学理论问题。譬如，使用回译法，训读译文

回归原文的几率在 ９０％左右。④然而，日本学者通常意识不到这在诗歌翻译中极不寻常，反而由此更加
热衷于直译。

因此，要消除训读所带来的负面因素，首先需要调整翻译观，走出唯逐字逐词翻译才是训读、才是直

译的传统观念。只有先走出训读的围城，反观训读的得与失，并结合当代译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翻译研

究，训读方能迈出与时俱进的一步。要言之，训读既需要发扬光大，又需要摆脱先天的不足。这一步，中

国翻译家已经迈了出去。已有诗集在借用训读法翻译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改革。如毛泽东“十六字令”的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训读为「山 ／青天を突き破りて刃なお欠け
ず。 ／天落ちんとするも ／柱となりてこれを支えん」。⑤如果按照传统训读方式，则为「山，／&天を刺き
破りて锷未だ残けず。 ／天堕ちんと欲れば，／赖りて以て其の间を拄ふ」。⑥显然，国内译文已经尝试改
变逐字逐词的训读，充分考虑到了原诗意义的准确转达与简洁易懂，具有创新价值和启迪意义。

最后，一言以蔽之，笔者以为在形而上层面，可译 ／不可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说 ／不可说之上；在
形而下层面，可译之度不仅关涉不可译，同时也关涉可译。理解这一点，对于今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

译实践，皆具有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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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 ６０—６２页。所谓“汉字汉语词千余年来的日本化”，证明
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见爱德华·萨丕尔：《语言

论》，陆卓元译、陆志伟校订，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 １７４页。
［日］松浦友久：《汉诗———美の在りか》，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２年第 ２１９页。在我国也曾有“文言自由诗”的说法，“古体的自由

诗，是古体诗散文化的一种形式，如李白的《蜀道难》”。见王福祥、汪玉林、吴汉樱：《日本汉诗撷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０页。

如汉语属于意合型语言，语法关系隐含；日语则属于半意合、半形合的语言，语序相对自由；双语皆为语义型语言，话题—说明性

句子较多，主语等句法成分省略或无主语现象比较普遍等。

高宁：《论训读法与日本人的翻译观》，《东方翻译》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
外文社：《毛泽东诗词》（中日对照），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３８—３９页。因篇幅关系，调整了版式，“／”表示换行。
碇襎长：《诗词世界》，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５ａ．ｂｉｇｌｏｂｅ．ｎｅ．ｊｐ ／ ～ ｓｈｉｃｉ ／ ｍａｏｓｈｉ１７．ｈｔｍ，格式有改变，“／”表示换行。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