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30 -

职业
技术

VOCATIONAL
TECHNOLOGY 教学模式探索

一、接受美学理论中的空白
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的德国，以伽达默尔

的现象美学为基础的接受美学理论，依据人的接
受实践，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提出
了“空白”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沃尔夫冈·
伊瑟尔指出所谓“空白”，就是文本中未实写出的
或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已实写出的部
分向读者暗示或提示的东西,是吸引与激发读者
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空
白”是存在于文本系统之中的一种空位，读者填补
这种空位就可以引起文本模式的相互作用，空白
是文本看不见的结合点。伊瑟尔认为，文本具有结
构上的“未定点”和“空白”期待着读者在阅读过程
中来填补和充实。空白并不是不是文学本身的缺
点，而正是其特点和优点。由于文本中有“未定性”
和意义“空白”的召唤结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

本的理解就会不同，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对空白
的理解是能动并有差异的。

20世纪 80年代接受美学理论传入我国，很
快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影响了我国的
翻译理论研究。我国翻译学者从 90年代起开始研
究接受美学对翻译的指导作用，从读者接受的角
度来研究翻译的可行性和审美价值；这也为翻译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和视角，拓展了研究空间。
二、“空白”与古诗词
古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留白”是它

的一大特点。从字面上说，诗词中的“空白”就是诗
句的字里行间没有明确写出的，需要读者依据自
己的知识和想象来填补的那部分，包括字词，描写
对象，意境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等等。词语本身无法
单独体现完整的诗歌意义，只有将词语与“空白”
完美结合之后才能充分表达诗词的意境，点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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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火花。古诗词中的空白是诗作中由实境引起
的审美想象空间，空白与实境相互作用，形成巨大
的艺术张力，在有限的篇幅中海纳百川，极大拓宽
了古诗词的审美空间。而古诗中所预设的“空白”
也符合接受美学理论的要求。古诗通过设置模糊
性和不确定性的“空白”，抒发了诗人自身的独特
的审美经验，并将一部分的意义的“创造与再创
造”交给了读者来完成，也就是未来的接受者，这
种“创造与再创造”既是读者的权利也是任务。读
者，即接受主体通过阅读来填补古诗中的“空白”，
与创作主体进行心灵对话，达到主体与客体，创作
过程与赏鉴过程相互融合，使“文学成为一种完整
的审美体验过程，一种人生与生命的有机活动”。
伊索尔在《隐形的译者》中也说：“相反，如果已为
读者提供了全部故事，没给他留下什么事情可做，
那他的想象就一直进不了这个领域，结果将是一
切被现成的设置在我们面前时不可避免的产生厌
烦”。所以，古诗中的“空白”是满足读者鉴赏的内
心需求，更是尊重读者心智的体现。
“空白”几乎涉及到古诗词的每一个层面，从

微观的语音语调，韵律节奏，修辞方法，句法篇章
到宏观的意象内涵，思想感情，价值取向等。古诗
词中的“留白”正是古诗词的本质，技巧与手段。
三、陶渊明诗词中的空白及其翻译
陶渊明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之一。生活在

东晋末期的陶渊明被认为是魏晋风骨的代表人
物，他给魏晋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和自然的风气。
他的诗歌代表着“人性的觉醒”，强调物质上的舒
适和精神上的愉悦对人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陶
渊明将简朴的田园生活和繁重的田间劳作作为主
题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他在诗中用平实而美
妙的诗句描写了平静惬意而又艰苦劳累的乡村生
活，凸显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用“白描”的手法
再现了平常而又美好的乡村景致，讴歌了普通乡
民之间真挚而诚恳的情谊，表达了自己志存高远
而又随性恬淡的心境。陶渊明用间接而深刻的方
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平实
简洁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与理想赋予我们身边最
平常的景物上，自然景色，动植物，人等都是陶渊
明诗词中的描写对象。
他的诗歌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空白”。按照

其特点，可以分为四类：语言空白、句法空白、意象

空白和文化空白。
1.语言空白
众所周知，诗词是诗人借助诗句中的模糊性

和跨越性来抒发自己思想情感的特殊文学形式。
诗人会使用一些语意模糊的诗歌语言来为读者留
下一些文本“空白”。修辞方式是产生文本空白的
主要形式，包括双关语，借代，转喻，重复，象征等
等，除此之外，词语的数，词性和词语歧义都会形
成诗词中的语言“空白”。
例 1.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The farther from home in my boat I go,
The stronger my thoughts for the country grow.

(tr. Wang Rongpei)
叠词是诗人为了营造和加强美学氛围而重复

某些词语的很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陶渊明的诗
词中有几十次出现叠词的现象。而这种叠词对于
尽量避免重复的英语来说却恰恰是表达中的一种
“空白”，是需要译者做出填补的。上面的两个译
文，汪榕培先生用了“the more, the more”句式来代
替原诗中的叠词，既保持了原作的修辞美感又满
足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双赢”的译法；是对
词语空白的很好的填补。

2.句法空白
句法空白主要是指由于缺少某些词语导致缺

少句法成分，句子结构不完整而形成的空白，如缺
少主语，谓语，介词等。一些功能性词语的省略，如
人物，时间，地点等，会给读者造成没有时空概念
的理解上的空白；一些非功能性词语的省略，如介
词，限定词等，则会让读者对诗歌的时空关系理解
模糊。
例 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饮酒》其五
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
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
———DrinkingWine (V) (tr. Wang Rongpei)
《饮酒》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这几句诗

句中没有主语，这种无主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
十分常见的，结构灵活，句式铺排流散正是汉语巨
大魅力的源泉，诗人用以动词为核心的无主句来
描写景物，创建生动具体的意象。但这种无主句在
英文结构中是不多见的，英语的语法结构相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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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固定，所以诗词中省略的主语必须填补出来，才
能真正将原诗的意义表达出来。“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中的“庐”是诗人自己的小农舍，需要填
补物主代词，即“My house”，听不到“车马喧”的也
是诗人自己，所以填补出“I”。诗句中的词语空白
需要根据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特点来分析并填补
出被省略的句法成分和词语。

3.意境空白
意境被视为是诗歌的灵魂，是表达诗人思想

感情的美学元素。诗人通过选取自然景物和客观
事物来进行描绘，抒发自己的情感，进而创建自己
的审美世界。诗人内在的情感都赋予在了所选取
的外部事物上了。
例 3.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其二）
In verdant woods, chrysanthemum nowgrows;
On rocky slopes, green pine- trees line in row.
Lofty are chrysanthemum and pines,
Which in the frosty weather show the best signs.

———Matching a Poem by Secretary Guo
(tr. Wang Rongpei)
“青松”和“芳菊”在中国人，尤其是诗人的眼

中是有着深刻内涵的。青松和芳菊都能够在百花
凋零，枯木残柳的寒冷冬季昂首挺立，傲然绽放，
象征着坚韧内敛，气节高尚；诗人明是描写青松和
芳菊，实是借此抒发自己远离虚伪尘世，安于清贫
而又品行高洁的隐士情怀。而在西方人的眼里，
“青松”和“芳菊”只是自然界中的两种植物，无论
美丑都没有任何的意境想象，这就形成了诗词意
境上的空白，需要适当的填补以再现原诗中的高
远意境。这种空白在“贞秀姿”和“霜下杰”的译文
“lofty”和“show the best signs”中得到了填补；读者
既可以懂得词语的含义，看到文本意义的连贯性，
欣赏到诗词意境的高远，又可以体会诗人的情感
和异域的文化。

4.文化空白
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从狭义上看，文

化就是对人类有益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以
及技术成功的总和；从广义上说，文化是在人与自
然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而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文化上的空白势必会造成
交流上的障碍，那么这种空白的填补就对交流的
成功意义重大了。
例 4.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With fair chrysanthemums in view,
I pluck their petals glistening with wet dew.
A sip of wine that carries these fair flowers,
Will free my mind from all the worldly powers.

(tr. Wang Rongpei)
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中国人喜欢饮酒，也

把饮酒看作是一种习俗，一种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
或是重要仪式的组成部分。“忘忧物”就是指“酒”，
尤其是我们的白酒，虽然西方人也喜欢饮酒，酒也
有表达情感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与浪漫的事情相
关，尤其是葡萄酒，这就形成了中西方酒文化理解
上的空白。汪榕培先生将“忘忧物”译为“A sip of
wine”，正是依据西方文化和读者的期待视野顺应过
来的，文化空白得以填补，诗词的意义得以再现。
四、结语
陶渊明的诗词语言平实而意义深远，而诗词

中的“空白”更是美的体现，其表现也是千变万化，
灵气四射。接受美学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视
角来研究和处理诗词中的空白点，同时，我们也要
调动一切感官和智慧，对诗词的意境仔细推敲，对
空白仔细研判，对空白的处理方法仔细选择，才能
真正的译好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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