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 诗 虽 说 是 献 给 玛 利 亚· 吉 斯 伯 恩（Maria 

Gisborne）一个人的，可诗人死后声名流芳的心愿是

要端赖无数众人的 ：“在那些必然会记得我的人的心

怀 / 成长”（which in those hearts which must remember 

me/ Grow）。此处用的是 must——不管是表示肯定揣

测（“必然”），还是表示命令要求（“务必”），凸显的

都是诗人对永恒之爱的笃信，跟本文讨论的这首小诗

结尾处的意思不谋而合。此诗纵然是献给维维安妮的，

但诗人清楚自己的思想若要长存——在经历短暂的轻

憩之后，就不能只靠她一人的爱情，而是要仰仗众人

之爱。值得注意的是，第 8 行 Love 后面，还有 itself

一词——前述译本都将它忽略了——似乎是在强调爱

的伟大，在译文中最好能呈现出来。珠玉在前，本不

敢造次，但行文至此，笔者斗胆亮出自己的译文，以

就正于方家 ：

你的思想，当你逝去， 

会枕着爱自身轻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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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谈翻译

1. 中国人一千多年前已经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至今仍不失其

现实意义的翻译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凸显了翻译

的本质与使命。

2. 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译入”

与“译出”并不是同一回事，把文化从弱势文化国家和民族向强势

国家和民族译介更是涉及一系列特别的因素制约。

3. 利玛窦等人的传教（外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们

确立了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文化外译指导思想——摈弃“以我为中

心”，尊重并努力适应译入语的文化语境。

4.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适当的途径，以适当的方式，让中国的

专家、学者、译者参与到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活动中去，

那么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必定会显著得多。

          ——谢天振《译入与译出——谢天振学术论文暨序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