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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角下中国书法审美四字格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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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 摘要] 以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1] 一 书 和 汪 有 芬 英 译 本 CnGnp a J  H

C&m ? [2]为例，从美学视角探析中国书法审美表达中常用四字格的翻译方法。从内容与形式对等的审美视 

角，结合节译、增补以及词性改变等翻译技巧分析译者如何在字、词、句层面上实现选词造句中的审美心 

理和审美再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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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作为中国书法审美评论中的常用表达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古代较为工整而精炼 

的语言的影响。汉语从单音节词到四五言诗再发 

展到骈文，其对仗工整堪称一绝。四字格迎合了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平衡美心理。受中庸哲学思 

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中特别强调平衡 

美，所以四字词组就自然特别受宠爱，在行文、 

说话中人们都常用到它们[3]G0 _42。书法论著出现 

于两汉，到晋、唐时代发展到顶峰[4]45_49。四字 

格作为古代书法论著中的常用表达方式，符合其 

要求文词华丽而又对仗严谨整齐的时代特色。

通俗地讲，四字格既指惯常使用的、约定俗 

成的四字短语，尤其是四字成语，又可指临时根 

据语境需要组合而成的四字词组[5]122-128。中国 

书法审美中的四字格是书法评论家在欣赏某一书 

家的作品时，为了表达其作品的笔法、结体、章 

法、风格、体势等方面的特殊美，而求助于涵义 

深刻、短小精悍、表现力强的四字词组。因此可 

以说，书法中的四字格多是根据表达需要组合成 

的自由四字词组。书论家们巧妙地使用汉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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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书法之美。

笔者主要从美学视角探讨书法审美术语中四 

字格的英译，使外国读者能同样感受到中国书法 

各要素的美。由于书法审美四字格本身的特殊 

性，简单地从直译与意译或归化与异化等以往研 

究四字格翻译的某一视角，并不能有效地翻译这 

些四字格。从美学视角探析中国书法审美表达中 

常用四字格的翻译方法，旨在传播中国书法特有 

的美学价值。

二、中国书法审美中的四字格

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书法产生了密切 

的联系，因此讨论中国美学史时就一定离不开中 

国书法史。例如讲唐代美学时注定要讨论颜真卿 

强调法度的书家精神和张旭“超以像外，得其 

环中”的艺术思维。张旭观看公孙大娘舞剑而 

书法大获长进，就体现了现代审美心理学讲的 

“通感”理论。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作为一个 

美学体系的典范，在其二十四品境界里，不断重 

复出现的词语中就包含了很多与中国书法审美有 

关的术语，如 “雄浑” “绮丽” “自然”等。在 

描写宋人平淡的理想境界时，就谈到宋人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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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平易，写诗讲究平淡，书法追求淡泊。

四字格在古代书论中应用广泛。西晋卫恒在 

《四体书势》中称道隶书结体， “修短相副，异 

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唐太宗李世民 

用 “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描述王羲之书 

法连贯的结体。有关章法的描述莫过于孙过庭所 

说 的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已平正，务追 

险绝，复归平正”。唐张怀瑾在书论中称书法是 

“无声之音，无形之象”，讲的是章法的对称、 

穿插、呼应、断连。康 有为在《广艺舟双楫• 

碑评第十八》中称道书法线条，“书若人然，须 

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 

逆，可谓美矣”_ 8-122。

中国古代书论的言说方式无疑为后世书法评 

论家所传承。现代书法评论家也多用四字格，正 

契合了中国文言文凝练、表达力强的特点。从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代书论典籍对现代书论家欣 

赏中国书法美时产生的重大影响。

三、中国书法审美中四字格的

翻译方法

目前从美学的视角论述翻译的文章，涉及的 

文体包括电影字幕、文学作品、科技文章等，这 

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美学视角在翻译研究领域的 

适用性与可行性。当代翻译美学对原文的字、 

词、句、篇、意象、意境等从微观的方面进行了 

具体客观的语言描述。傅仲选把原文和译文都归 

于审美客体，作为审美客体的原文和译文，又可 

以从内容美和形式美的角度来分析翻译的审美效 

果。他指出译文的内容美是原文内容美的再现， 

它必须和原文的内容美保持一致。另外，他还指 

出译文形式要受原文形式美的制约，要尽可能地 

把原文形式上的诸种审美要素用相应的形式在译 

文中保留下来。[7]

刘宓庆在分析翻译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时提 

出了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其中形式系统就包 

括语音层、文字层、词语层和句段层审美信息。 

从翻译审美实践的角度，刘宓庆提出了翻译过程 

中可能的六项实际的原语-译语审美操控的基本

问题，其中前两项就是从词语和句子层面分析 

的，它们分别是$ ( 1 ) 词语审美优选$ 在译词 

层面，怎样扫描、判定原语的用词美？怎样定夺 

用某一个译词美而用另一个译词不美等。 （2) 

句式审美优选：在译句层面，怎样扫描、判定原 

语的句子写得美？要不要模仿原语的句式等[*]。 

这些研究视角为我们从字、词、句的微观层面论 

述四字格翻译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依据。

汉语中的四字格有偏正结构、并列结构等， 

同 样 《中国书法艺术》一书中的审美四字词组 

在翻译成英文时，也采用了类似于“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名词+ 名词” “副 

词 + 形容词”等偏正和并列结构，符合形式 

(form) 和内容（meaning) 的对等，达到了结构 

美和内容美的要求。

(一）“形容词+ 形容词”的译法

此种译法是指译者根据表意需要，选择把不 

同结构的汉语四字词组译成英语中不同长度的并 

列形容词短语的形式，其特点在于表现力强，结 

构整齐。

“活泼灵动”是 对 《王基残碑》的评价，译 

为 “lively and agile”①，不仅形式上贴近原文， 

且有效地传达出了原碑字势的动态美。“浑朴雄 

健，不乏跌宕之势”是 对 《爨龙颜碑》的评价。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 “其事 

不 见 《后汉书》，然文句古奥，字画浑璞，断非 

后人所依托。”此 处 “浑璞”亦 作 “浑朴”指 

“朴实，淳厚。”“跌宕”在古代就常用来形容书 

法字体。例 如 《朱子语类》卷一二五$ “《庄子》 

跌荡，《老子》收歛。”元朝刘壎《隐居通议•文 

章三》$ “坡 翁 此 《志》，笔力跌荡振发，风起 

水涌，真足以发扬之。”在这两篇文章中“跌 

荡”皆指文笔、笔法豪放，富于变化。“浑朴雄 

健，不乏跌宕之势”译 为 “simple，compact，un
restrained， and vibrant” 较贴切。

以上两例均将并列结构的汉语四字词译成了 

并列的英语形容词短语。另外，译者在翻译时都 

突出了其中一个词，例 如 “浑朴”译 为 “sim

ple” 重在突出“朴”意为 “简朴、简单之意”； 

“跌宕之势”重在突出“跌宕”二字，译 成 “un-

①以下文中出现的例子均出自《中国书法艺术》及其英译本' e  CnGnp a J  o/5&8a。
投稿网址： http: //xuebao.jmu. edu.cn/



restrained and vibrant”，省 译 “势”字。相反，如 以并列的英语形容词来译并列结构的汉语四

突 出 “势”字，将 “跌宕之势”译 为 “un-- 字格的例子还很多（见表1 )。

strained and vibrant force”，就有脖于原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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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形容词+ 形容词” 的译法

高古纯朴 lofty， archaic 妍媚流便 elegant and fluid

规整妍美 neater and prettier 潇洒古淡 simple， archaic

浑厚沉雄 vigorous and bold 朴素自然 plain and natural

奕奕生动 lively and vivid 飞扬宏逸 Freeand extemporaneous

朴直古情 simple， straightforward 雄伟飞逸 boldness and unrestrained

端庄浑美 dignified and handsome 拗峭不羁 natural， unretrained， intractable

(二）“形容词+ 名词”的译法

在 汪 有 芬 的 英 译 本 T&e CnGn p anJ 
o/ C& 8 a [2/中，中国书法审美中的并 

列形容词四字词组除了被译成英语中的“形容 

词 + 形容词”的形式外，还常被译为“形容词 

+ 名词”的形式。通常译者选择把前两个字译 

为形容词而后两个字译为意思相近的名词，或是 

把两个形容词都译成名词，然后再增补一个名词 

达到表意的需要。例如，“此碑笔力雄健，结字 

严整，功力极深，但转折处都过于刻板，无汉碑 

鼎盛期的雍容灵动气势，显示出向楷书转变的迹 

象”。这 是 对 《上尊号奏》的描述。译 文 “7 e
characters ’ powerful strokes and compact structure 
show great skill acquired through rigorous train
ing. Yet tlie bends are a bit too stiff，and as a whole 
the inscripjtion lacks the spontaneous grace and live- 
lines of tlie best Han stelae. ” 这 里 “雍容灵动” 

被译为 “the spontaneous grace and liveliness”。在

古文中“雍容”常用来指人“仪态温文大方”， 

如 《汉书•薛宣传》$ “宣为人好威仪，进止雍 

容，甚可观也。”或是指人“舒缓；从容不迫。” 

如 《文选•班固序》$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

吕向注$ “雍，和；容，缓。”译 为 “be natural， 
graceful and poised; easy”[9]。此处把用来描写人 

的词用来描写书法，这是因为很多审美术语都是 

从人物品藻开始的，经历了从评人到评艺的过 

程。这一用法不仅表现了汉朝鼎盛时期人们生活 

富裕，而且体现了书法上雍容灵动的字体。“雍

容灵动”译为 “the spontaneous grace and liveli- 
n e s”，在词性上把形容词变为名词，实现了信 

息和结构的对等。

另外，“其左右伸展的体势，与后来的楷书 

相比，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古朴趣味”，是 对 《贺 

捷表》上面的字的描述。译 文 “but the calligra- 
phy itself， with strokes reaching out in botli direc
tions， has an archaic simplicity reminicent of cleri
cal script and shows what may be a transitional 
style. ” 这里 “ 古朴趣味” 被译为 “ an archaic 
simplicity” ; “古”对应形容词 “archaic ” 而

“朴”对应名词“sm p liity”，为了实现结构平 

衡而省去了“趣味”二字的翻译。

表 2 都是把并列结构的汉语四字格翻译成 

“形容词+名词”或 “名词+ 名词”形式的英语 

短语。

表 2 “ 形容词+ 名词” 的译法

凝重古朴 the dignified，poised style has an archaic simplicity 含蓄蕴藉 latent charms

风韵高远 refined spirit 温文尔雅 a gentle，graceful idiom

迭宕起伏 the sinuous，undulating style 朴拙之趣 a rich simplicity and lovable clumsiness

投稿网址：h ttp: //xuebao.jm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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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2 发现，有的译法并不符合词与词之 

间的完全对等，而是采用增译的方法充分表达原 

文的信息。例 如 “style”和 “idiom”两词，并 

不能在原文中找到意思对应的词。 “迭宕起伏” 

译成 “thesinuous，undulating”，“ 凝重古朴”译 

成 “dignified，poised， archaic simplicity” 就已经 

实现了原文的形式和信息对等。但是，通过阅读 

全文很容易发现，这里作者都是在描写书法的字 

体风格特点，结合上下文语境，译者增加了表示 

总结性的范畴词“style”或 “idiom”。正 如 “古 

朴趣味”为了实现结构对等，采用了节译的方 

式，省 去 “趣味”二字的翻译而译成“a-haic 
simplicity” 一样。另外，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上 

述很多的名词是由形容词通过名词化过程转化而 

来的，如 “ a rich simplicity and lovable clumsi
ness” 中的 “simplicity” 和 “clumsiness” 分别由 

形容词“simple”和 “clumsy”转化而来。正如 

连淑能所说，“英语的名词化往往导致表达的抽 

象化，而抽象思维则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思维，是 

文明人的一种象征，可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 

另外，它可使语篇显得简洁、高雅、结构精悍而 

富有节奏感”[1°]22_26。

(三）“名词+ 名词”的译法

除以上两例外，中国书法审美术语中的四字 

格还常被翻译成并列的英语名词短语，通过在翻 

译过程中实现词性变化来实现意义和形式对等。

下文是对北朝石刻的描述，“由于文化的特 

质与刻石技术等缘故，北朝石刻作品总体风格呈 

现为雄强浑朴，与东晋、南朝名家遗迹相对流媚 

妍妙形成较大的对比”。译 文 “Generally speak
ing， dignity and solemnity characterize the stele in

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此 处 “雄强 

浑朴”被译成 “ dignity and solemnity”，把 “雄 

强”和 “浑朴”两个形容词译成两个名词“dig
nity” 和 “solemnity”。 这里译者采用了与上文中 

把 “浑朴雄健”译成两个形容词“simple，com

pact” 的截然不同的译法； 并且在 翻译时主要突 

出了 “雄强”二字，并未译出“朴”字，采取 

了节译的翻译技巧。节译也就是通常说的省译。 

因为汉语中的四字词有时是由两个意思相近的二 

字词语组成。而英语作为形合的语言体系，很注 

重语言的形式和简练程度。如果按汉语形式照字 

面翻译，译文就会使人感到繁琐、冗长，不符合 

其语言表达习惯。[4]122-128

清代书学家杨宾对《洛神赋十三行》的评 

价是：此 帖 “坚圆秀逸，此时流传小楷法帖， 

无出其右”。译文：“Inelegance， smoothness and 
vigor， none of the works in small - standard script 
that the current model-calligraphy books contain can 
surpass it.” “坚圆秀逸”被译为三个名词“ele
gance， smoothness and vigor”。其 中 “秀逸” 一一

词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因 

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峯秀逸。”此 处 “秀 

逸”指 “清秀而飘逸”，对应英文 “ elegantand 
g r c f l ”。而 “坚圆”一词应该指此楷书的笔画 

坚强有力度，结体撇去以往楷书方正的结构特 

点，突出显示它圆润的特点。笔者以为此处可把 

“坚圆”译 为 “powerfully round”。如下来自Co
ca 语料库 的用法 he has advanced a powerfully elo
quent; that are powerfully meaningful。

以并列的英语名词来译并列结构的汉语四字 

格的例子还很多（见表3)。

表 F “ 名词 i 名词” 的译法

圆转柔和 fluency，suppleness 疏宕放逸 ease and spontaneity

灵动自如 agilityand flexibility 轻细流动 gentleness and fluidity

端雅雍容 elegance，propriety 萧散简远 aloofness， simplicit

这种用法在英语本族语中也很常见，例如以 

下摘自C o c语料库中的并列名词词组：

"1 ) respect/nd dignity 
(2) grace and dignity

" 3 ) equalit8 and dignit8
(4) privacy and dignity
(5) courage and dignity
在 《中国书法艺术》的译本中，采 用 “名

投稿网址：h ttp: //xuebao.jm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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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 名词”这种译法的例子很少，而且译者也 

很少用到“副词 + 形容词”的方式来翻译中国 

书法审美术语中的四字格。但副词修饰形容词的 

用法在英文中却很常见，例如下面摘自C % a语 

料库中的几个例子：

( 1 )  …described Lee’s epic as self-conscious* 
$  archaic and arcadian and painted …

( 2 )  …-willfully arhaic if not for tlie function
ality of his neatnes，which reminds-…

( 3 )  … in a particularly elegant flourish，the 
beetle has evolved to ingest the …

(4 ) . a stunningly elegant apostrophe of
black and honey-colored wood that …*

(5) ...to an exquisitely elegant string-quartet 
interlude，and beyond …

何影等在一篇论文研究结果中也证实：中国 

英语学习者对副词与形容词搭配的使用在种类变 

化上显著低于本族语者（LL值 144. 03 )。其较 

低的类符与形符比率（4 0 . 8 5 % )相对本族语者 

( 7 4 . 4 7 % )而言，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搭配 

的使用基本上局限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对前十 

位高频搭配词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本族语者，过 

多反复地使用少数几个熟悉的搭配组合必将导致 

较低的类符与型符比率[11]105_107。副词修饰形容 

词的用法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书法学者的著述 

中是很常见的。以下例子来自Amy McNaii•所著 

的 关 于 颜 真 卿 书 法 的 英 文 著 作 V nK
Y an Z h en q in g ’ s C a llig ra p h y a n d S o n g L itera ti  
P o litic s .12]。

(1) virtually even from top to bottom (篆书线

条）匀净修长

(2) loosely organized characters 结体宽博

(3 ) highly modulated brushwork (用笔）抑

扬顿挫

(4) arranged in compositionally dynamic col- 
umns章法灵动

(5 ) the strokes of tlie characters are particular
ly unusual笔画奇绝

这个研究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副 

词与形容词的搭配使用比较陌生，有必要加强练 

习。在以后的中国书法审美术语的翻译研究中， 

可以在有需要的地方尝试用副词修饰形容词的方

式翻译这些四字格，使我们的译文更接近英语的 

表达习惯，并且使译文更富有多样性和表现力而 

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四、结 语

汉语四字格译法很多，包括直译和意译、归 

化和异化等。书法审美术语中的四字词作为特殊 

的四字格，目前用到的翻译方法则相对较少。文 

章作为一项个案研究，主要从内容与形式对等的 

审美视角，结合节译、增补以及词性改变等翻译 

技巧，探讨了《中国书法艺术》英译本里的书 

法审美四字格的翻译。具体采用何种译法，还要 

根据译者在字、词、句层面上的选词造句的审美 

心理和审美再现过程。如果审美术语在译入语中 

做表语成分，则 一 般 采 用 “形容词 + 形容词” 

白分形式，如 “look lively and agile” “ is simple，
compact，unrestrained，and vibrant ” 等；如果审

美术语在译入语中做宾语或主语成分，则一般采 

用 “名 词 + 名词”或 “形 容 词 + 名词”，如

“ dignity and solemnity characterize the stele inscrijD- 
tions of the” “ has an archaic simplicity” 等。无论

采取何种译法，我们都要在翻译准确性（accu
racy) 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书法的审美价值，让外 

国读者更好地欣赏中国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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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ed on the book o f The C ulture a n d C iv iliza tio n o f C hina by Ouyang Zhongslii ( the E n g lis li version o f Zhongguo

Shufa Y ishu by W ang Y ou fe n)，the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 la tion methods o f fou r-characte r phrases tha t are com m only used in

aesthetic expressions o f Chinese ca llig ra p h y ; that i 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 f aesthetic equivvlencc between content and fo rm sup

plem ented w ith such trans la tion sk ills as a m p lific a tio n，om ission and the changes o f word categorie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 f the

tra n s la to r ’ sae s the tic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 reproduction on the leve l o f the w ord s , phrases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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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 ear o f F ly in g , publishied in 1973, is E rica Y o n g ’ s f irs t novel. The novel re flects the m ental struggling o f a divorced

w om an, Isadora W in g, who has been suffering a lo t in her second m arriage. She pursues orgasms and desjDises the tra d itiona l fe

male ro le o f being housewives and conceiv ing ch ild ren and fa ils to m ain ta in stable re la tionsh ip withi her husband. She ’ s been loo

k in g fo r re liance a ll thie tim e instead o f being independent because her fa m ily o f orig in doesn ’ t give her enough sense o f security. 

The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cause and the process o f the h e ro in e ’ s growth from the psychologica l pe rspective, and poin ts out the

real reason behind her seeking sexual lib e ra tio n and fig h tin g against tra d itiona l fem ale ro le i i t h a t she desperately co u n tso n some

one who can be re lied on and gives her sense o f security. H ow ever, she doesn ’ t realize that tiie m issing o f her in n e r power caused

by the unfin ished in d iv id u a l m ental growth is the real source o f her insecure fe e lin g. I t is through view ing the re flec tion in the

m irro r that she begins to adopt Narcissism and accepts her fea r and the r a l se lf and g ra d u ^ ly gains her inne r pow er, w hich la d s

her to f l y t o  the settlem ent o f her s p i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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