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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4章、**章“以诗为媒”，包括“庞德与神州”、“洛威尔的诗与中国”“美国
当代女诗人拉森对薛涛诗歌的译介”等几节，
讲汉英诗歌与文化的交往，是以翻译为媒介手段。 第二章以译为介，谈的是关于翻译中
两种文化的碰撞及交融，比如，赛珍珠对《水浒传》的翻译，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
相互渗透， 

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相遇和汇聚伴随着社会时代的动荡、世界格局的变迁。清末西方文化
的强势入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蜂拥而入，以及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的呼声，无不印证着东西方的汇聚*终是文化的汇聚。第三章即以此为题，探讨中西文
化的相遇与交集，探讨其共通之点及无法融合之处。通过“晚清三位西方女传教士对中
国的解读”，可以窥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难以调和，从“英语
文化与中国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变迁”等文章，则可感知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与存异。
可以说，文化的汇聚，文化的求同存异，正是今天英语文化或其他异质语言文化在中国
生存的现状。 

*后一章是关于英语教学的，作者在两种语言文化交界处探寻，接受英语语言文化的渗
入，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介汉语言文化的重任。 

本书作者是英文教授，本书谈汉英文的互译，谈中西文化，谈英文的学习，有理论、有
实践，对相关专业很有参考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审视英美诗歌与中国诗歌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特别是英美现当代诗歌与中国古诗的
渊源，探讨翻译在英汉诗歌及英汉文化碰撞中的媒介作用，剖析外语教师的文化交汇身
份。特色为，从比较文学视角及女性视角探讨中西文化的融会及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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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女，1964年11月生。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本科毕业，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隆德大学（瑞典）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士。
长期致力于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现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分会理事，广西翻
译协会理事。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古诗的英的研究，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发表学术论
文近30篇，主编《翻译语言文化》（2010）等，已出版译著8部，主要有《大师肖像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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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诗与文化，为我之所爱，不管东方与西方。有幸生长于华夏，浸润在唐诗宋词、秦砖汉
瓦之中，也有缘与英诗及英语文化相遇，留连于“乐园”与“湖畔”[1]、风笛与“木马
”[2]之间。二十多年来往返行走在汉英诗歌与文化交汇之处，一路上目之所及尽收于此
，或短浅幼稚，或恣意妄言，虽有些散漫随意，则都为所思所想。
与生俱来的华人血脉，使我无论行至多远，都要回望故土，以华夏为根基、为起点、为
终点。因而“以诗为媒”一章中汉英诗歌的相遇和相恋，主要是以“嫁”到华夏为目的
，是缘于亲睐中国古典诗词的美貌，“庞德与神州”、“洛威尔的诗与中国”“美国当
代女诗人拉森对薛涛诗歌的译介”等即是这样，“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
彩论”也是这样[3]；如果说薛涛的“红笺小字”远走到了“天涯”，在异国他乡重生，
那也是薛涛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使然。本章中的最后三篇文章，关于美国诗人艾
米莉�狄金森的诗、关于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诗，是我对英美诗歌的相恋，但也是以一个
中国人的眼光来品读英诗。
汉英诗歌与文化交往的深入，是以翻译为媒介手段的。翻译使两者相纠结相碰撞，使两
者互为渗透。因而庞德、洛威尔对中国古诗的误译或不忠，都不是简单的误译或不忠，
是他们以我之主张去淘汰去过滤作为他者的中国古诗的渗透，进而将我之元素或西方元
素渗透到中国古诗译文中；真正的诗歌译者从来都不是“老实厚道之辈”，大多为“个
性轻狂之徒”，他是借诗歌翻译偷享心灵的快乐和美妙，本章中“感受中英诗歌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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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美”、“诗歌译者与读者的审美角色”两篇文章即是与读者分享这样的乐与美，分
享这种碰撞、渗透以及超越之美。本章中余下的几篇，是关于翻译中两种文化的碰撞及
交融，比如，赛珍珠对《水浒传》的翻译，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相互渗透，其英文
译名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显然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痕迹[4]，而赛
珍珠翻译《水浒传》的行为本身，以及她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大谈中国小说给予她的养
分[5]，正是中国文化渗透到赛珍珠的世界抑或英语文化之中的见证。
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相遇和汇聚伴随着社会时代的动荡、世界格局的变迁。清末西方文化
的强势入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蜂拥而入，以及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的呼声，无不印证着东西方的汇聚最终是文化的汇聚。本书第三章即以此为题，探讨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交集，探讨其共通之点及无法融合之处。通过“晚清三位西方女传教
士对中国的解读”，可以窥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难以调和，从
“英语文化与中国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变迁”等文章，则可感知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与
存异。可以说，文化的汇聚，文化的求同存异，正是今天英语文化或其他异质语言文化
在中国生存的现状。

与生俱来的华人 血脉，使我无论行至多远，都要回望故土，以华夏为根基、为起点、为
终点。因而“以诗为媒”一章中汉英诗歌的相遇和相恋，主要是以“嫁”到华夏为目的
，是缘 于亲睐中国古典诗词的美貌，“庞德与神州”、“洛威尔的诗与中国”“美国当
代女诗人拉森对薛涛诗歌的译介”等即是这样，“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 色
彩论”也是这样[3]；如果说薛涛的“红笺小字”远走到了“天涯”，在异国他乡重生，
那也是薛涛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使然。本章中的最后三篇文章， 关于美国诗人艾
米莉�狄金森的诗、关于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诗，是我对英美诗歌的相恋，但也是以一个
中国人的眼光来品读英诗。 

近现代中 西文化的相遇和汇聚伴随着社会时代的动荡、世界格局的变迁。清末西方文化
的强势入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蜂拥而入，以及当下中国文化走 向世
界的呼声，无不印证着东西方的汇聚最终是文化的汇聚。本书第三章即以此为题，探讨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交集，探讨其共通之点及无法融合之处。通过“晚清三 位西方女传教
士对中国的解读”，可以窥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难以调和，从
“英语文化与中国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变迁”等文章，则可 感知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与
存异。可以说，文化的汇聚，文化的求同存异，正是今天英语文化或其他异质语言文化
在中国生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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