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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游、交融、交流

—论中国现代诗的两个早期英译选集

刘 月 悦

摘    要    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和罗伯特·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诗

选》，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集。他们的外国编译者在旅居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世界对现

代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知之甚少，希望通过诗歌翻译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现代诗

的译介。两本诗集的译源选择，既受到译者在中国交游的影响，也呈现出中西方文学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两

个集子在欧美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引起的争议，体现出了译者与批评者之间在传播价值与学术价值之间的不

同取舍。本文希望通过两个个案的对比研究，在“同”与“异”之间，还原中国现代诗歌早期英译的历史现

场，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和路径。

关键词    《中国现代诗选》 《当代中国诗选》 英译 现代诗

作者刘月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 1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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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1936）和罗伯特·白

英所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1947），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

集，也是 1949 年以前目今可见的、仅有的两部。编译者出于什么动机翻译了当时仅仅产生了二三十年的中

国现代新诗？在篇目的选择上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诗集出版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争议？在这些

问题上，两部诗集既体现出了颇多的共通性，也有诸多不同。 

一、译者身份与编译目的：“翻译”现代中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外汉学的研究者，更多聚焦于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化，而对现代文学和

文化则缺少兴趣。对于这一点，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早有注意。赵毅衡曾言，很多西方的“中国文化

迷，如庞德和伟利，都表示对现代中国毫无兴趣，甚至拒绝访问中国”。①顾钧在其关于 30 年代在北京

的美国留学生的著作中，记述了海外汉学重镇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对现代中国的态度：“哈佛燕京学社自建

立以来，基本上还是延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佛

燕京学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为研

究对象，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

 

①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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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 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

象，顶多算是新闻学的范畴。”①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埃德加·斯诺曾描述过当时的译介状况：“重要

的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

几的宗派刊物上。”②现代诗歌的翻译状况也大体相仿。

于是，在专业研究者和翻译者缺席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留

学欧美名校，深感让西方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要，而又具有翻译能力、外语精熟的中国留学生；另一部分是

在中国生活过、对鲜活的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士。哈罗德·阿克顿和罗伯特·白英两位都属后者。

哈罗德·阿克顿（1904−1994）出身艺术氛围浓厚的豪门书香，接受过一流的精英和贵族教育，是英

国著名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赵毅衡评价他是“欧战后牛津大学的一批青年文人中

风头最健者”。③一战后，欧洲兴起了反思自身文明的思潮，在接触诸如翟理斯译的庄子、韦利译的白居

易等中国古代经典后，阿克顿怀着对自身文明的不满和对东方文明作为“拯救的他者”的向往，于 1932 年

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在北平旅居长达七年。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则是在 1941 年，以英国大使

馆文化联络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1942 年起，他受邀成为《泰晤士报》的战时记者，在将近四年的时间

里，赴重庆、长沙、昆明、延安、北京等多地采访，多侧面地了解到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各界的情况。

有着真实中国旅居经历的阿克顿和白英，他们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有一个类似的理由，就是与前述汉

学家截然不同的、对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肯定。

到北平以后，阿克顿经曾在剑桥学习、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温源宁介绍，在北大教授英美现代派

文学，结识了一众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方兴未艾的白话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他写有一篇发表于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

精神》（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点。在这篇

文章中，阿克顿以“全新的航线”比喻白话新文学，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中国文学已经开辟了全新

的航线，但西方人对此几乎全然不知。”至于原因，他批判西方汉学家倾心于深奥晦涩的古典中国知识，

使得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仅停留于过去，并且武断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创造精神”。他写道：

 “汉学家如赫兹里特（Hazlitt）等辈，他们对死的文学比活的文学更有信心。他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烟尘

和喧嚣，与不朽所要求的纯净与寂静相去甚远’。”但阿克顿认为：“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不朽。

我们急于知道今天中国的作家们在思考什么和感受什么。我们了解到有这样的作家：不仅他们的用词和声

律改变了，而且，新的知识和新的环境迫使他们以旧的语言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方式去感觉和思考。”因

此他提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真正的关注和了解，他们所谓现代中国文学缺乏真正创造精神

的观点，远不符合事实。④为了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介绍到西方，改变西方对白话文学缺乏了解的情

况，阿克顿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现代诗选》的选译。

与阿克顿相类似，白英也因在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高校执教而结识了先进的中

国知识分子，由此增进了对白话新文学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他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等联大师生的交

往，直接促成了包括《当代中国诗选》在内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编译工作。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

白英持和阿克顿类似的观点。首先，和阿克顿一样，他对白话新文学持肯定的态度，他称五四运动为“觉

交游、交融、交流

 

①顾钧：《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年，第 47 页。

②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者序言》，文洁若译，《新文学史料》1978 年第 1 期。

③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第 161 页。

④Harold Acton,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 T’ ien Hsia Monthly, vol. 1, No. 4, November 1935, p. 374.

⑤白英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英译作品集有《当代中国诗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与袁家骅合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以及与金隄合译的沈从文小说集《中国的土地》（The Chinese Earth），此外，他还编译了一本《小白

驹：从古至今中国诗选》（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ly Translated），其中也收

录了一些白话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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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认为“古老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了”，“中国的心灵正值青春，他手脚轻快、容光焕发”①。他还

认为尽管白话新文学还不仅成熟，但未来可期：“尽管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成长的阵痛还没结束，但是这

个拥有鲁迅、沈从文、张天翼、端木蕻良和萧军的国家并不惧怕未来。”②同时，他也认为，西方并不了

解中国，对以中国新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知之甚少，而增进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那些还认为中国诗

歌是古代圣人的优美成就的人，应该去思考今天产生的新诗中的残酷、力量与真诚。”“世界上有四种古

老的文明，中国可能是最优秀的，但它对西方来说却是谜一般的存在。西方要么学习它，要么毁灭它，如

果双方不能彼此理解，就会有战争。”③

比起阿克顿，白英翻译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动因−他作为文化官和记者的身份，需

要他了解并向本国介绍当下中国的情况。1945 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

段，中国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前线，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因此，白英需要向西方展示一个

真实可感又亟需帮助的中国形象，为同盟国向中国提供更多支持提供依据。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序言

中，他提到，本来是想编选一本“从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场开始的诗集”④，显而易见，编选这本诗集的

重要目的之一正是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在日本铁蹄下的心声和反抗法西斯的怒吼，在国际上建构“抗战中

国”“反法西斯中国”的形象。

总体而言，作为对现代中国有一定了解和热爱，并深知西方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的外国人，两位译者

的共同愿望是借由诗歌这样一种极富情感表达的文学形式，将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现代中国人的所思

所想传递到西方，通过翻译增进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的了解。 

二、译源选择：交游与理念

 《中国现代诗选》共选译了 15 位诗人的 96 首诗歌，《当代中国诗选》共选译了 9 位诗人的 104 首诗

歌，从体量上说，两个选本规模都不算大，重在“选”而非“全”。因此，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编译者

为什么从洋洋大观的中国现代诗歌当中，选择了这些诗人、篇目而非其他诗人、篇目来进行翻译？细察两

本选集，我们可以发现，两本选集的译源选择，都受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作者的交游，二是

译者本人的诗歌观念与译介对象的契合。
 
 

表 1    《中国现代诗选》选译篇目情况

诗人 陈梦家 周作人 废名 何其芳 徐志摩 郭沫若 李广田 林庚

选篇数 7 4 4 10 10 3 4 19
诗人 卞之琳 邵洵美 沈从文 孙大雨 戴望舒 闻一多 俞平伯

选篇数 14 2 1 1 10 5 2
 
 

表 2    《当代中国诗选》选译篇目情况

诗人 徐志摩 闻一多 何其芳 冯至 卞之琳 余铭传 臧克家 艾青 田间

选篇数 8 14 8 15 16 11 12 8 12
 
 

阿克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当时在北大读书的一批年轻诗人交往密切，在他的自传《一个爱美者的

回忆》（Memories of an Aesthete）中，有不少与这些年轻人交往的记录，卞之琳、陈梦家、李广田、陈世

骧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中国现代诗选》的编译也正是缘起于与这些年轻诗人的交往，据阿克顿所说，英

译中国现代诗歌的倡议最早由卞之琳提出，而主修英文的陈世骧则成了他的合作者。二人自 1933 年 7 月起

Academic  Monthly 第 55 卷 01 Jan  2023

 

①Robert Payne, 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5, p. viii.

②Yuan Chia-hua & Robert Payne,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New York, p. 13.

③Robert Payne,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7, p.
xxviii.

④Robert Payn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London: Routledge,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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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开始翻译，直至 1936 年出版，历时 3 年左右编成。

这一诗集的选目，极大地受到了阿克顿和陈世骧交游的影响。当时在北平的青年诗人，常常在慈慧殿

3 号朱光潜家中举行“读诗会”，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

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

华，以及林徽因、周煦良等，陈世骧时常参与他们的活动。①“ 慈慧殿 3 号”的读诗会，实际上是一个京

派的文学沙龙，所参与者，以京派文人和新月派诗人以及由新月派发展而来的“现代派”诗人为主。《中

国现代诗选》入选的诗人与“慈慧殿 3 号”的名单重合度极高，不在其中者，仅有时已过世的徐志摩、不

在北平的邵洵美、戴望舒，以及成名较早、地位较高的闻一多、郭沫若五位。而这五位当中，除郭沫若

外，也都是声名显赫的新月派成员，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诗选》事实上具有颇强的同人选集的属性。

与《中国现代诗选》的情形相类似，《当代中国诗选》的选目也与编者白英的交游密切相关。

1943−1946 年，白英在西南联大执教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当代中国诗选》的编译正是这一时期的成

果。对这一诗选的编译，影响最大的当数闻一多。白英与闻一多交往密切且对他充满钦佩之情，他称闻一

多为“最伟大又最短命的中国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被暗杀，白

英在 7 月 20 日的日记中充满悲伤和愤慨地记述了与闻一多的交往，盛赞他在新诗领域的成就、在教书育

人中的投入和在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的勇敢。②

闻一多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诗选》的编译工作，在 1943 年 11 月 25 日致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写

道：“新闻的报道似乎不大准确。不是《抗战诗选》而是二年［千］五百年全部文学名著选中一部分的整

个《新诗选》。也不仅是‘选’而是选和译− 一部将在八个月后在英美同时出版的《中国新诗选译》

 （译的部分同一位英国朋友合作）。”他还请臧克家帮忙把译诗的消息告诉新闻界的朋友，以便于出版后

的合作。③这里的“译诗”指的应当就是《当代中国诗选》。为了纪念闻一多在编译《当代中国诗选》中

的贡献，1947 年付印时，题言即为“纪念闻一多”。除闻一多以外，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前言”里，

白英特别感谢了俞铭传、卞之琳、闻一多、冯至等西南联大师生，他们不仅参与了翻译，还在成书过程中

不断参与讨论。从选篇上看，卞、闻、冯，也是《当代中国诗选》中选译最多的诗人，分别选译了 16、

14、15 首。此外，当时名气并不甚大的余铭传译了 11 首，同在西南联大的何其芳译了 8 首；臧克家虽然

不在西南联大，却是闻一多的学生，通过他与闻一多的信件往来，可知他多次提出想去西南联大，算得上

是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他的诗选译了 12 首。

从两本诗集的编选可以看出，在战时交通、通信都不太便利的情况下，译者的交游，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篇目的选择。不过，文人之间的交游，除了接触条件的便利带来的“亲疏之别”，更与文学观念能否契

合息息相关。阿克顿与陈世骧、卞之琳等人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同在北大、又为师生，更深层的原因是

文学观念的相互认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一文中可以看到，阿克顿既欣赏中国现代文学的

 “创造精神”，也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他极力赞成中国现代文学继承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将之现

代化，而反对截然的割裂和彻底的颠覆。阿克顿的这些观点，与他固有的文学观念有关。

来到中国之前，阿克顿已经出版了 Aquarium、This Chaos 等几本诗集，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也是众星

璀璨的英国文艺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有着鲜明的文学趣味和主张。他受艾略特影响很深，在牛

津大学读书时的著名事迹之一就是在宴会中高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在北大任教期间，也在课堂上向

学生讲授艾略特。艾略特本人非常重视传统，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文章中所强调的“从来没有任何

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④等观点，对 20 世纪的英国诗坛影

响很大，阿克顿显然也受到了这些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诗选》的序言里，他对中国新诗“光明的未

交游、交融、交流

 

①参见王攸欣：《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考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②参见 Robert Payne, China Awake,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7.

③闻一多：《致臧克家》，《闻一多全集》第 12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81−382 页。

④Eliot, The Scared Wood, London: Kessinger, 1920,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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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道路”的期待便承袭了艾略特的观念。他写道：“西方人无法预言未来中国诗歌必须沿着什么样的线路

前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应该保持历史感。除了欧洲的影响，也存在着中国庞大传统中的一些大诗人

的影响，两方面的影响‘已经完全化合，并经过了二次提纯’，必将贡献于现代诗人的风格特征与感觉能

力。”①在这样的理念作用下，“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②的新月派，毫无疑问更为阿克顿

所欣赏。他写道：“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在伟大的欧洲浪漫运动的庇护下，他们在

重组中国诗歌传统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③这也就不难理解，注重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借

鉴中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林庚，获得了阿克顿超乎寻常的偏爱−他的作品收译了 19 首之多，占了整个

选集的五分之一。除了诗作，《中国现代诗选》还收录了一篇论文−废名的《新诗问答》。这篇对话体

的文章，所谈论的就是新诗与旧诗的关系。在一本以收录新诗作品为主的选集里，选录这样一篇文章，很

能反映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当代中国诗选》的选目，也同样体现出了外方译者与中方参与者文学理念的契合。白英的身份主要

是外交官和记者，其著作主要是政要名人的采访、传记以及驻地日记，并不算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他的文

学主张不如阿克顿那般强烈明确，他对新月派的青睐，更多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有关。白英非常喜

爱中国古典诗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给联大教师写的小传中，回忆到：“白英先生很仰慕中国的唐诗宋

词，颇赞许陆放翁。”④而在《小白驹》的序言里，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热爱，他称诗歌是“他

们文化中最美的花”⑤，他称赞中国诗“创造了比最柔软的丝绸还美好的语言；他们小心雕琢他们的情感

直到一片花瓣落下的声音比一个王朝的覆灭还要大，他们的诗歌崇高地可以与天使比肩，他们写了比全世

界其它民族加起来都多的诗歌”。⑥

对古典诗歌的热爱，影响到了白英在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时的篇目选择。他重视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联

系，他写道：“尽管中国诗人自己坚称自己已与华丽的过去一刀两断，但过去总是不断的闪现，‘桃花

源’总跟随着他们，在他们的抗日诗中，我们看到了和抵抗匈奴以及其它想要攻进玉门关的外族侵略的诗

歌中同样的忧郁，但是，尽管忧郁是相同的，这些诗歌中也有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力，比其它任何事

物都更能反映中国人此时的思想−他们树苗般的活力、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们不论面对怎样的疲

惫和失败都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力量。”⑦因此，与《中国现代诗选》类似，白英的《当代中国诗选》所选的

诗人也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为主。正如李怡所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诗歌正是架在古代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给那些既学习西方诗歌，又眷恋传统艺术的现代中国人莫大的亲切感。”⑧

此外，如前所述，白英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还带有在国际上建构“反法西斯中国”这一政治上的

功利目的，这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看法−他看重诗歌的现实关怀，欣赏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生活

情境的作品。而他的这一观念，恰好与中国文坛当时的转向殊途同归。“抗战时期中国新诗是以一个颇具

戏剧性的简单认同为其开端的：卢沟桥一声炮响，震撼了诗人敏感的心灵与神经，30 年代两大派别的对峙

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陡然消失，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一起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⑨闻一多等人的诗歌思

想，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在这一时期，闻一多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认为“就现在的情形

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⑩，“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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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②闻一多：《〈女神〉的地方色彩》，1923 年 6 月《创造周刊》第 5 号。

③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④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年，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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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7 页。

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36 页。

⑩闻一多：《论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 2 卷，第 225 页。

168



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①因此，编选于

1945 年的《当代中国诗选》，不论是出于白英本人的观念，还是出于闻一多等人的文艺主张，都更加倾向

于反映中国人民战时的生活、苦难与斗争的作品。因此，在《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诗

选》选译了不少新月派诗人的作品，但白英态度上却不无保留，比如他批评徐志摩的感伤情绪让他“哪怕

在表达对劳苦人民的最大同情之时，他也依然远远脱离了芸芸众生”。

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白英的选集其实与阿克顿的集子格局已经颇为不同。除了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

人以外，《当代中国诗选》所选择的另外两位诗人是都是特别强调诗歌社会功用的诗人−“深深地植在

土地上”②的艾青和“时代的鼓手”③田间。他盛赞艾青“对北方人民和北方荒原的俯首谛听和深切同

情”；盛赞田间的诗“铿锵有力，气贯长虹，只需闭上眼睛，便能置身于战场之中”。而且，艾青的诗虽

然入选数量不是最多，但由于普遍较长，在选集中却是页数最多的，达到了 24 页，占据了全书中五分之一

的篇幅。此外，即便是两本集子同时入选的诗人，白英也倾向于选择更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比如在徐志

摩的诗歌中，就选译了《叫化活该》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多人选集里，他还收录了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读田间的诗》这样一篇专门的评论文章，由此既可以看出他的选译标准，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对中国诗歌

的期待。他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坛，既批评新月派、现代派过于感伤颓废，又肯定他们对于中国新诗的贡

献，肯定并期待用他们的探索，拓宽现实主义诗歌的表达手法。“中国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与新月派、

现代派这两条河流，也并不像长江、黄河一样，南北分流，丝毫没有脉息相通的地方，而有着许多互相渗

透、互相影响的交点”④，《当代中国诗选》恰好也体现出了这两条“河流”的交融。 

三、影响、争议：学理性与可接受性

 《中国现代诗选》于 1936 年由伦敦的 Duckworth 出版社出版，将百余首中国新诗带向了世界，这是中

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亮相。Duckworth 成立于 1898 年，它的创办者杰拉尔德·杜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 是 弗 吉 尼 亚·伍 尔 夫 的 哥 哥 ， 包 括 伍 尔 夫 在 内 的 众 多 布 鲁 姆 斯 伯 里 集 团 的 作 者 都 在

Duckworth 出版社出版作品，使得它在英国乃至欧洲颇有影响力。而阿克顿本人交游甚广，在诗选出版以

后，也多次将其寄送、推荐给朋友。⑤借助出版社和阿克顿本人的影响力，《中国现代诗选》在英国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据陈世骧说，《中国现代诗选》“得到异方人的欣赏”：“出版后英美的读者，热心地接

受它，关于它的书评，十之八九，都表示赞扬，同情和努力去了解它。”“出版社很快决定再版”⑥（ 不
过以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直到 1975 年，才由纽约 Gordon 出版社重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译

的过程中，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已经刊发在前面提到过的温源宁等人主持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和美国的著名诗歌刊物《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上。这些零散的发表，对于中

国新诗的推广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那时起，中国新诗进入到了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当中，

 《中国现代诗选》被普遍地认可为中国现代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英译最早的成果之一。汉学家白之称阿

克顿为“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者”。⑦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前言中，白英在开篇第一句，即提到了

 《中国现代诗选》，称之为“出色的作品”。《当代中国诗选》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与译者白英的个人影

响有关。来到中国以后，白英的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曾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等杂志的畅销榜，包括

交游、交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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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陈世骧：《关于〈现代中国诗选〉》，《大公报》1937 年 8 月 28 日。

⑦参见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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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诗选》在内的翻译作品，虽然不如他的日记和传记作品影响大，但也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途径。

另一方面，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两本诗集的影响都不仅仅局限于海外，而是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且不乏争议之声。总体而言，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文本的选择，二是译者在序言和

小传中对中国现代诗人和诗作的品评。

萧乾曾回忆过他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中国现代诗选》引起的争议。萧乾本人与阿克顿和

陈世骧均有交往，1936 年《中国现代诗选》刚一出版，他就请南开大学的刘荣恩为之写了书评。刘荣恩在

1936 年 7 月 19 日的《评〈中国现代诗选〉》一文中，提出了对《中国现代诗选》的几点质疑。

刘荣恩批评尤为激烈的，是认为选篇过于受到编者个人好恶的影响，他提出了李金发、汪敬之、饶孟

侃等几位自己认为必当入选而未被选译的诗人，尤其提到“林庚一个人的诗竟选译了十九首之多，几占全

书的五分之一”。①事实上，选篇问题确实是《中国现代诗选》最被质疑的地方。京派作家常风在肯定

 《中国现代诗选》的意义的同时，同样对它的选诗提出了较大的质疑，认为“像这部中国现代诗选需要一

点系统，这是要译给陌生国度里的人看的……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新诗是如何长成的，又是经过如

何的蜕变而成为今天的样子”。②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注现代诗歌外译比较多的北塔也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质疑，他写道：“阿克顿好像还谈不上是诗歌行家，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北京之外的，恐怕了解得很有

限。1930 年代前期，经过戴望舒的努力，京派和海派的关系虽然有所结合，但隔阂依然存在，这个本子收

录的大多数是京派诗人，而且是 20 年代就已有了席位的诗人，尤其是新月诗派，开篇第一人不是胡适（压

根就没有选这位新诗开山鼻祖），也不是郭沫若（排在第七位），而是新月派中的联络员陈梦家，即是明

证。以陈梦家开场，而以俞平伯殿后，这种排法也是闻所未闻。要知道，俞平伯比陈梦家整整大 11 岁，在

诗坛上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他没有交代为什么不选另外一些诗人的理由（比如胡适、冯至、徐玉诺甚

至艾青等）。”③

类似的批评，也存在于《当代中国诗选》。有论者在肯定“再没有像编者那样更适宜于介绍中国的新

诗了”的同时，惋惜“少了个郭沫若，虽说郭氏的声名已经转移到政治和学术上，但他给予新诗的影响比

上述的任何一位都要大”。④北塔也同样对白英的选篇提出质疑。⑤

可以看到，批评者主要是从学理性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既然名为“中国现代诗选”“当代中国诗

选”，那么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就不该因编选者的好恶和交往的亲疏来取舍，排行也不应错乱，应该尽量

反映中国白话诗的发展和面貌。

对于这样的质疑，陈世骧的回应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刘荣恩的文章，即便经过萧乾删改⑥，言

辞也仍然颇为激烈，引起了陈世骧的极大反感，于是他在同一栏目，于 8 月 28 日写了回应文章。首先从

目的上，他说“我们选诗的用意，并不是介绍一部近代中国诗史料，更不说我们所选的就代表了中国全部

的现代诗”；但是他不认可篇目的选择夹杂了个人好恶的影响：“不过读诗的趣味虽人各有异，但选诗的

取舍绝无分私情的远近。”⑦其次，他也提出了一些客观困难，一则“有些诗原作虽然很好，但终不能译

得满意，最终不得不割爱”；二则“中国现代诗成集之少与绝版之快，更成为选诗的难题”。

总体而言，在译源选择的问题上，批评者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如前所述，无论是阿克顿还是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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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荣恩：《评现代中国诗选》，《大公报·文艺》1936 年 7 月 19 日。

②常风：《逝水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18 页。

③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④《诗创造》第八辑，1948 年 2 月，第 32 页。

⑤参见北塔：《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英文翻译概况》，《华文文学》2012 年第 5 期。

⑥萧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三六年，北大英籍教授阿克顿与陈世骧在伦敦合出过一本《现代中国诗选》。我请南开大学一位教授评的。发排

之前，我已尽量把刺眼的语句删去了”，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2 期。

⑦陈世骧：《关于〈中国现代诗选〉》,《大公报·文艺》1936 年 8 月 28 日。

170



他们在中国的交往圈子是很有局限的，而且，两位译者的中文水平都比较有限，编选多倚仗合作者的帮

助，尽管合作者也有心尽量保持公允，①但毕竟是时人选时作，很难真正做到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不

过，陈世骧的回应也说明，他和阿克顿本就无意强调选集的学术性，仅仅是把它作为让西方了解中国现代

诗歌的一个普及性质的读本，对于学理性因素考虑较少，而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接受，因此，

仅仅追求“在中国近代诗长足发展中，我们选入的诗人多是放着异彩的”②，而论者所看重的某篇诗作

 “它的影响，它在诗演化上的地位”恰恰并非选译者所看重的；而从白英的背景及他致力于呈现“反法西

斯中国”的编译目的来看，他对学理性因素显然也不会有太细致的考虑。因此，争议的双方，表面上看是

对选/不选某几位诗人持不同意见，背后却是学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的权衡和选择。一个例证是，郭沫若在

两本诗集中所受的冷遇（阿克顿只选了三首，白英一首都没选）颇为批评者所不满。其实，无论是白英还

是阿克顿，都没有忽视郭沫若的存在−他们在序言里都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介绍郭沫若，也大方肯定他

在诗坛的影响和地位。但是，二位来自西方的编译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郭沫若过度西化。措辞激烈的白

英似乎觉得郭沫若食洋不化，他写道：“在没有彻底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郭沫若提出了关于西方的若

干理论”，认为“把他的诗译成英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阿克顿则认为郭沫若丢掉

了联想、暗示、情绪的节制这些中国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赞同闻一多认为郭沫若“不独

形式十分欧化，连精神都十分欧化了的”③的判断，他们认同郭沫若的“精力充沛和满腔热情”，认同对

于中国新诗而言，这是“时代的精神”，但认为这些对中国读者来说颇具冲击力的“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

神”④，对西方读者而言，则不那么新鲜和具有吸引力。因此，虽然明白他对于中国新诗而言的重要意

义，但在选译他的作品时，都表现得比较审慎。当然，二位译者对于“中国特色”的强调，难免带有“想

象的”而非“事实的”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即萨义德所谓“东方化东方”，但对于面向西方普通

读者的读本而言，这种考虑也确实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译者在序言和小传中对诗人和诗作的评价是否恰切。刘荣恩说阿克顿的“引言写

得乱些”，常风认为阿克顿在谈到胡适时，“似乎有点多余的讥诮”，北塔在翻译这篇序言时则提出了诸

如不似学术论文般严谨、卖弄学问等批评；⑤对于《当代中国诗选》的序言，李章斌认为“有一些判断看

起来更像是西方人出于猎奇心态的天真想象”，一些赞扬“不着边际”。⑥而北塔甚至对白英略带嘲讽。

对于这一问题，或许有三方面的原因可供思考。其一，客观上说，阿克顿和白英两位，都并非专门的研究

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熟悉程度确实有限，因此难免力不能逮，如陈世骧所言，“以一外国诗

人，批评如此复杂的我国近代文学，当然难免可以指摘的地方”。其二，从主观上说，为了让完全不了解

中国文学的读者尽快对中国现代诗歌产生初步的印象，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个方法，即中西方

诗人、诗作之间的比附，但是因为了解有限，这种比附常常并不准确，出现了不少“拉郎配”的情况，且

往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这就更加使得批评偏离了客观。其三，还要回归到“诗选”和“序言”本

身的性质来说。两本诗选都是要在英美出版的商业性图书而非学术读物，有着盈利的需求，序言也就带有

一定的广告性质，夸张和溢美在所难免。而无论是阿克顿还是白英，他们创作的初衷是给自己的著作所写

的“序言”，因此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语言表达上也没有刻意避免文学化、情感化的表达，对于研究

者而言，可以将这些序言、小传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而以审视学术论文的眼光和标准要求他们的严谨

交游、交融、交流

 

①闻一多在前述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不用讲今天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

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闻一多：《致臧克家》，

 《闻一多全集》第 12 卷，第 381−382 页。

②陈世骧：《关于〈中国现代诗选〉》,《大公报·文艺》1936 年 8 月 28 日。

③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刊》第 5 号，1923 年 6 月。

④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 4 号，1923 年 6 月。

⑤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⑥李章斌：《〈当代中国诗选〉的编撰与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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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未免缘木求鱼。对于他们的批评，或许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对林语堂最擅长“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调侃，但如果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便很容易理解−翻译不仅仅是语

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这本身也是一件专业的事，它的专业性要求它更多从“传播者、讯

息、媒介、接受者、效果”等要素去考虑，因而与文学研究的专业性要求有所不同。

如前所言，阿克顿和白英，都并非汉学家或专业译者，因此，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角度而言，两个集

子在专业性、学理性上的瑕疵和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借助译者本人已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中国

新诗在海外的普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作为一种特

殊的接受者，外国编译者的视域，也给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视角”。

作为最早进入西方视野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两本诗集以及围绕着他们的讨论与争议也为我们今天的

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一是，虽然今日的信息渠道，远比 20 世纪 30、40 年代更为发

达，但仍然应当正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西方译者了解中国的途径有限，往往受到自身观点、交游的

局限，因此，对中国文学而言，仅仅依靠西方译者“引进”中国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一旦“亚洲

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表述”①，那么经过西方滤镜筛选后的文学作品，必然难

以避免地有失偏颇，所以掌握话语权尤为重要。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事，总要中国人自己来做，

才可以见真相”。②二是，在掌握主动性和话语权的同时，作为专业的译者和研究者，往往更注重译作的

学术价值，而容易忽视读者的可接受性。但事实是，脱离了读者的可接受性，就弱化了译作最重要的作为

媒介的传播价值，难以达成文化交流的目的。第三，正如两本诗集的译者都强调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一

样，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引对方的，始终是彼此的异质性因素。我们既需要对此抱有警惕，避免被

刻板印象化，也需要谦虚平和，不卑不亢地展现自己的民族个性，在与世界性思潮的共振，在共同的诉

求、价值中，凸显自己的独特意义，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文化间真正的平等沟通和交流。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早期英译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1919—1949）”

 （22ZW04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Inter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 A Study on Two Early English-translated Sele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LIU Yueyue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 translated  by  Harold  Acton  and  Chen  Shixiang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47) translated  by  Robert  Payne  are  the  earliest  two  English  -translated  anthologie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During  their  sojourn  in  China,  action  as  well  as  Payne  realized  that  the  Western

world knew little about modern China, and hoped to improve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rough

poetry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ource  selection  for  the  two  anthologies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translator ’  s  social  intercourse  in  China,  but  also  shows  the  fusion  and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concepts.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collections in West and the controversy they caused in China

reflect  the  different  choices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between  communication  value  and  academic

value. This article hopes to back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earl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bove  two  cases,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path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Poetry,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English translati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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