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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诗语言精简，意义深刻，具有厚重的文化价值。古诗词翻译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许

渊冲先生的著名诗歌翻译理论“三美论”在翻译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以《春江花月夜》许

渊冲英译本为例，浅要分析了意美、音美、形美在英译本中的体现，以期对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进

一步了解，强调了“三美论”对诗歌英译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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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known for its concise language, profound meaning, and substantial cul-
tural value.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serves as a crucial means to propagate tradi-
tional Chinese culture. Mr. Xu Yuanchong’s renowned translation theory “Three Beauties”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akes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how to sense beauty, sound beauty, and form beauty are manifes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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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t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r. Xu Yuanchong’s “Three Beauties” 
theory and emphasizes its pivotal rol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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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是当今译者在翻译领域中的重要职责之一。古诗词翻译不仅考验译

者基本的语言能力水平，还要体现是否传递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春江花月夜》由唐代诗人张若虚

所作，有“孤篇压全唐”之誉。此诗沿用陈隋乐府旧题，以江为场景，以月为主体，整篇诗由景、情、理

依次展开，一共三部分：分别写了春江的夜晚美景，作者面对江月产生的遐想，以及漂泊游子思妇的离

别惆怅。这不仅是中国古诗词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代表。 
许渊冲先生认为除了忠实地表达原文主要内容之外，诗词外译还应该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文化价值。在中国诗词外译中，许渊冲有自己的一套诗歌翻译理论，即“三美理论”。“三美论”为诗歌

翻译提供了翻译理论核心，以及译者在翻译中需要遵守的翻译准则和标准。如今，他的诗词翻译理论得

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应用。在此，选择许译《春江花月夜》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学习鉴赏许渊冲

先生在诗词翻译中的独特风格和原则，以期能在今后翻译工作中获得经验和灵感。本文以《春江花月夜》

为例，浅要分析在古诗词英译中如何应用“三美”理论以及该诗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2. 许渊冲与“三美论” 

许渊冲，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从事文学诗歌翻译长达六十余年，他的译作涉及到中、英、法等

语种，一生致力于中英、中法翻译。许渊冲的翻译内容主要以中国诗词英译为主，因而也形成了别具一

格的韵体译诗的方法和理论。在翻译领域中，许渊冲先生永远是长明灯，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许译作品《春江花月夜》在意象、音韵和形式上都有体现。他对诗中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力求最

大程度还原出原诗的韵味和美感。他主张在翻译诗歌时要体现出原诗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的美，运用三美

理论英译出来，充分展现了原诗中所蕴含的美。他曾说中国古诗有三美，为意思美、形式美、音律美，坚

持认为中国古诗的翻译不能按照西方对等翻译原则进行翻译，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开创了“三美”。“三

美原则”并非许渊冲先生的原创，“三美”最先见于鲁迅先生的《自文字至文章》。即意美、音美、形

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他也坚持译者翻译出来的诗词

和原诗的格律要齐整和韵，在情境与韵味上要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 
在翻译时，译者不仅仅是只翻译出原作的表面意思，要深刻挖掘其隐含的内在表达。译者的翻译作

品只有体现出古诗词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美感，才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王厚平[2]曾说许渊冲先

生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满足于目的语表达习惯，使译作能更加符合读者的审美，再现中华文

化美的前提是与世界文化的话语系统对接，中华文化经过译者文化创作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部分。

运用“三美论”翻译出的译作，不仅再现了传统文化格式上的工整押韵，而且保留凸显了传统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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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意境。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再现“意美、音美、形美”，字字心血。因此，在进行翻译诗歌

实践时，译者首先要注重原文所蕴含的意美和意境，其次根据原文韵律译出所对应的押韵部分，最后译

者还要把握原文和译文形式上的整齐和对仗。许渊冲总结道“三美论”是译诗的本体论[3]。 

3. “三美论”在《春江花月夜》英译本中的体现 

“三美论”在翻译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诸多翻译学者在进行诗词翻译时也优先选择三美理论，借

用此理论翻译的作品也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原诗所包含的深层美。许渊冲在翻译《春江花月夜》时，也遵

循三美原则，译作中不仅体现出了原诗的意象美，也表现出其包含的深层意义，再现了原诗的形式美。

以下将浅要分析和研究《春江花月夜》英译本中“美”的体现。 

3.1. 意美 

所谓意美，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将原文所要传达的深层含意以及原作者要体现的意境或联想的

美保留下来。意美即原诗深层含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要翻译的原诗所

包含的深层含义和情感不能彻底地通过翻译表达出来，或因一字之差所呈现来的译文与原诗真正意义天

差地别。意美是译诗的最高标准，达到意美，要求译者在呈现原诗内容的同时也要为英语读者塑造出美

的意象和意境，力求赏心悦目，感受诗词的深层底蕴[4]。 

例 1：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译：In spring the river rises as high as the sea. 

And with the river’s tide uprises the moon bright. 

例 1 诗句的意思是：春江水势浩浩荡荡，看起来就要与海平面连接在一起了。夜晚的明月也从海面

慢慢升起，就像要与江水一样要迸发出来了。这两句诗是首联，诗的开头作者就描绘了夜晚春江宁静而

明丽的景致。“明月”即月亮，中国古代，“月”字首先是一种象形文字，其次它包含了诸多含义，比

如：家人团聚、思念故乡、纯洁美好等。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月亮是美好纯洁的象征，是一种

明亮美好的意境，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moon bright”，剑桥英语词典“bright”意为“full of light, shin-
ing”。许译一下子使读者感受到夜晚明月从海上缓缓升起，散发出明亮之美，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月亮

的美好和宁静。这也正是作者所想传达的意思，以细腻的写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美好奇妙的春江夜晚

美景。此外，从文化价值来看，这句诗隐含着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从审美价值来看，明月的纯净和江水的动态形成对

比，使整个画面既有动感又不失宁静，突显了自然景象的多样性和同一性。这种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绘

和对美好情感的寄托，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要体现。 

例 2：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译：Where is the wanderer sailing his boat tonight? 

Who, pining away, on the moonlit rails would lean? 

例 2 诗句的意思是：背井离乡的游子在小船上流浪，明月照耀的楼上思妇在想念亲人。中国诗词中

“扁舟子”指的是那些漂泊在外、身处扁舟之上的人。《春江花月夜》中的“扁舟子”同样是指漂泊在外

的游子，在此代表了一种深深的思乡之情。因此，在这里不仅仅是指一个小船，而是承载了深厚的情感

和意象。另外，“明月楼”这一意象在古代诗歌中也代表着孤独、思念、离愁的含义，“明月”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常常用来表达团聚和思乡之情，传达了中国文化中对故土、家庭和亲情的深厚情感。多指空闺

思妇对飘然他乡游子的离愁思念。这种离愁别绪并非一家之苦，而是天下诸多游子和思妇的相思之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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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先生将“扁舟子”译为“wanderer”，此词英英词典解释为“someone who often travels from place 
to place, especially without any clear aim or purpose.”意指“四处游走的人，流浪者”，可以看出许渊冲先

生并未直译“扁舟子”这个载体，而是翻译成了它所代表的内在含义，使读者感受到游子在他乡漂泊，

无处可去，无人相依的孤单之情。同样，许将“明月楼”译为“rails”，其意思是（固定在墙上或竖杆上

的）横杆、栏杆、扶手等。中国古典诗词中国，栏杆多用来指代楼阁，许译不仅保留了原诗的意境，还增

添了几分古风古韵[5]。译文描绘出了思妇扶着栏杆向远处眺望，暗自发愁的伤心苦闷情景，使读者更能

体会到他乡漂泊，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愁苦之情。 

3.2. 音美 

所谓音美，是指译文可以借用译入语诗人常见的音律，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中国诗歌不仅在意象

上有诸多体现，在韵律上也十分讲究，注重诗的头韵、尾韵等，主要是为了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

顿挫。许教授主张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韵美，如果放弃了这种音韵美，中国诗词的美感就会丧失很多

[6]。在此英译作品中，也同样体现出了音美原则。 

例 3：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译：In spring the river rises as high as the sea. 

And with the river’s tide uprises the moon bright. 

She follows the rolling waves for ten thousand li; 

Where’er the river flows, there overflows her light. 

这四句诗是《春江花月夜》的前四句，作者描写了春天江水的气势浩大，一轮明月从海上缓缓升起

的宁静美好景色。以及在月光的照耀下，海水面波光粼粼，整个江水上洒满了柔和美妙的月光。原诗读

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平平仄仄，使读者感受到了春江水的气势和夜晚月光的宁静美好。同样，许

译使用了押韵的方法：首先，“river”和“rises”两词之间押头韵/r/，/r/发音时嘴唇突出，给人一种江水

涌来的感觉，让读者感受到夜晚春江水的涌动和波光粼粼的海面。其次，“bright”和“light”押尾韵/t/，
译者将“明月”和“月明”分别以/t/押尾韵，表现了夜晚的月亮散发出明亮的光，增强了诗的韵律感和结

构美感，使得整体朗朗上口，有助于诗歌的节奏和表现力。最后，译者在“follows”和“rolling”之间押

了内韵/ǝu/，给人一种饱满有力的感觉，呈现出月光随着波浪在春江水面上闪耀了千万里，增强了诗歌的

美感。 

例 4：此时相望不想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译：She sees the moon, but her husband is out of sight; 

She would follow the moonbeams to shine on his face. 

But message-bearing swans can’t fly out of moonlight, 

Nor letter-sending fish can leap out of their place. 

这四句诗描写了思妇望着月亮却不能与丈夫共通音讯的相思愁闷之景，思妇希望变成月光陪伴在丈

夫亲人身边。要使译文读者实现对音的审美和感悟，译者必须把文本转化为读者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7]。
原作者以“鸿雁”和“鱼龙”为借喻，来表达相思之苦。许渊冲先生在此采用了隔行押尾韵，“sight”和

“light”，“face”和“place”，分别押了/t/和/s/，此发音读起来很轻，让读者感受到了思妇那种无声的

且又深深的相思之情，美景衬哀情，让人体会到在如此美好宁静的月光照耀下，亲人分离，不能团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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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孤独之情。许渊冲先生的押尾韵不仅表现了音律上的节奏感，还体现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情感深度。

让读者感受到诗中表现的内在情感，能更好地体会中国古诗词的文化魅力。此外，“鸿雁”在中国文化

中象征着传达信息和思念，鸿雁飞的再高再远也飞不出月光，表达了思念难以传达的遗憾苦闷之情。同

时，通过描绘天空和水中两个不同的场景，形成了视觉美感的对比，使诗句充满动感和生命力，展现了

中国古诗词独特的审美价值。 

3.3. 形美 

所谓形美，主要是在译诗过程中，译者要注重诗句长短、对仗工整、措辞造句等方面，应尽量做到

“形似”，使原诗与译文在形式上能大体相同，不至于有太大出入。中国诗词在形式上对仗工整，而且

句式相同。所以译者在诗词英译时，如果译文不能做到形美，那么就很明显地缺少了诗词原有的视觉上

的美感[8]。 
首先，许渊冲在诗句长短方面体现了形美。原诗总共有三十六句，译诗也是三十六句，基本以行内

韵、头韵等审美手段替换和补偿[9]。在翻译《春江花月夜》时，许渊冲也尽量追求原诗与译文的形式相

同，在句式方面，译文做到了与原诗形似，体现出原诗与译文之间在形式上的相互对应，从而使译文不

至于在形式上脱离原诗。在字数方面，原文是七言律诗，也就是说每句七个字，一行十四个字。译文句

中字数基本在九到十个单词，虽与原诗每句字数有一定差异，但已基本还原了整个诗结构所包含的完整

性并且也做到了与原诗相近。 

例 5：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译：She may roll curtains up, but light is in her bower; 

She may wash, but moonbeams still remain on the stone. 

原作者诗中的景象通过对光线和空间的描述，呈现了一种明亮开放的视觉形象。同时也烘托出月光

下思妇的孤独身影。原诗中“卷不去”和“拂还来”对仗工整，许译句式都译“She may”开头，介词“in”
和“on”结尾，对仗体现在结构和语调上的反复，结合光和影的对比，突出了光明和静谧的美感。同时，

译者准确地将其包含的丰富意义传递给目标语读者是其传递诗歌情感内容的关键[10]，许译使读者在阅

读中也能体会到深刻的情感和意象的美感。从文化价值来看，通过“捣衣砧”这个文化意象反映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和对亲人牵挂的细腻表达。从审美价值来看，月光洒落的宁静和捣衣动作

的重复形成了对比，这种动态的描写和静态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营造出一种宁静

而深沉的氛围。 

例 6：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译：The water bearing spring will run away in flight; 

The moon over the pool will in the west sink low. 

这两句诗表达了江水流逝，春天也随之消逝，江上的月亮也不断向西落下去。这里的对仗体现在对

自然景色的描述上，第一句是对自然春天流逝的叹息，与第二句描绘的月亮西沉形成了对比，这种反复

强调了时间的流逝和自然界的变化，同时增强了诗歌中的意象感和情感共鸣。译作中两句诗时态上都用

了将来时态，统一规整。另外，“江水流春”和“江谭落月”译为“water bearing spring”和“moon over 
the pool”，也使用了平行结构，总体对仗工整，语言统一。许译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还让读者体

会到不仅是对自然风光消失的叹息，还是对游子青春、幸福和期望流逝的感叹。这种对时光的感叹，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用来表达对岁月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反映了对生命无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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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的外译关系着中华优秀文化被世界所看到，所了解。许渊冲先生经过对中国诗词的研究

以及从自己几十年的翻译实践经验中获得启发，“三美论”不断出现和应用在不同文本中。本文通过对

许渊冲先生英译作品《春江花月夜》的分析和鉴赏，学习在诗歌翻译中如何既忠实原文，又进一步体现

其中的内在深刻意义和蕴含的文化价值。同时，能够遵循“三美论”的译文在翻译领域中有着极高的认

可度，在英译的中国诗词中，我们不仅能学习到诗歌翻译的方法和技巧，还能感受到中国诗词特有的文

化美。这对我们中国诗词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典古诗词的外宣和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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