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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也是诗的国度，以茶入诗，二者的交融滋生了茶诗这一文化瑰宝。茶诗中的文化

负载词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千年文化积淀，以苏轼茶诗《七绝一首》为例，诗中的“维摩”“灵运”“魏帝”和“卢

仝”，包含了极深的历史和文化意涵，也为跨语言文化读者理解带来了困难，通过对这些词或以模仿的方式

翻译转换，或以模仿与解释的方式结合译出，有助于非母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赏析原诗歌之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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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代《神农草本经》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农尝

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时魏国张

揖所撰的《广雅》中也有茶的相关记载，云：“荆、巴

间采叶做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

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

橘子筽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由此，茶之饮及

其记载由神农氏开始流传于世。茶可消渴、茶可清

燥、茶可助清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茶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至盛唐时期已

是蔚然大观，有陕西宝鸡法门寺出土的唐时宫廷茶

具，有被奉为茶之经典的《茶经》，更有洋洋洒洒又

各具特色的唐、宋茶诗。后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其

《煎茶七类》中把茶客和喝茶的环境做了描述：“饮

茶宜凉台净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

行吟，清谈把卷”，“饮茶宜翰卿墨客，缁衣羽士，逸

老散人，或轩冕中之超轶世味者”，“除烦雪滞，涤酲

破睡，谭渴书卷，是时茗碗策勋，不减凌烟”。茶的

秉性使茶注定与文人雅客有着不解之缘，更与诗歌

难分难解。



二、苏轼的《七绝一首》及其英译

茶清幽的本性使茶与诗结缘，尤其自中唐以来，

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茶更是成为诗人口中、

笔下吟诵的对象，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

均以茶入诗。宋代时，茶更是步入寻常百姓家，其文

化进一步发展成熟，而苏轼、范仲淹、蔡襄等迁客文

人则推动了茶诗的发展。其中，苏轼《饮湖上初晴

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一句与他另一首诗中

的句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相映成趣，成为千古

佳话。苏轼不仅是诗人，也是茶人，东坡先生对种

茶、烹茶、品茶乃至茶壶的设计均颇有心得，其一生

精于茶道，写有茶诗７０多首，《七绝一首》（或称《游
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便是其一：

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苏轼文采绝代，短短几句诗便让读者对其才窥

见一二。茶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对外交流

重要而频繁的今天，茶诗的英译可让英语读者从茶

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大连

理工大学的姜欣、姜怡二位教授英译的《茶经·续

茶经》中就将苏轼《七绝一首》茶诗进行了英语的跨

文化转换：

Ｗｅｉｍｏ′ｓｔｈｅｓｉｃｋｍｏｎｋａｉｌｅｄｎｏ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Ｌｉｎｇｙｕｎｑｕｉｔｔｅｄａｌｌｈｉｓｄｅｓｉｒ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ＷｅｉＤｉ′ｓｐａｎａｃｅａｆａｉｌｓｔｏａｐｐｅａｌ，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ｃｕｐｓｏｆＬｕＴｏｎｇｔｅａｉｎｓｐｉｒｅ．［１］

正如诗名《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

师壁》所示，此诗成于诗人一日游诸佛寺又饮茶数

碗之后。

苏东坡虽然才满天下，但其仕途却并非一帆风

顺。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被王使人奏其过失，

难立于朝，只有求请外职，于熙宁五年（１７０２年）年
授任杭州通判。在此期间，苏轼因病告假，游湖上、

南屏诸寺，并拜谒惠勤禅师，一日之内已不觉饮茶数

碗，不知不觉，病已痊愈，便于禅师的粉墙之上题诗

一首，即这首《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

师壁》。

短短七绝四句的一首七绝，将东坡先生精通佛

理而又贯通史学的才华展现无遗。读者可从首句中

的“维摩”一词便可知晓其不仅精通佛理，更可以游

刃有余、以禅入诗。第二句中的“灵运”应为谢灵

运，其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旅行家。第

三句中的“魏帝”一词指的是曹魏高祖文帝曹丕，同

样折射的是诗人对史书的融会贯通。除了佛理、史

学，诗人苏轼同样精于茶道，末句中的“卢仝”则是

唐代的著名诗人、茶人，其著有流传千年的茶诗———

《七碗茶》。

诗中的“维摩”“灵运”“魏帝”以及“卢仝”四

词均为此诗中的文化负载词，也是诗歌的神韵所在。

文化负载词又被称为文化词汇、文化专项词、文化特

有词、文化内涵词以及文化空缺词等。廖七一教授

将之定义为：“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

和习语。这些词汇返回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

式。”［２］词既是民族语言的一个核心，也是民族文化

信息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就注

定含有几千年积累来的诸多文化负载词，而这些处

于中西方文化空缺之中的特有词汇的翻译就势必在

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

翻译的有效程度也就决定着汉语在对外交流过程中

的有效度。本文旨在探析苏轼《七绝一首》茶诗中

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翻译转换策略及其有效度，从

而为茶诗的英译从跨文化转换的视角提供一种别样

的赏析。

三、诗中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文化转换

文化负载词充分显示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虽

然异质性只是处于语言第二位的性质（第一位是同

质性），但正是由于这处于第二位的异质性才使得

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争芳斗妍。刘宓庆教授在其写

作历时十载的专著《文化翻译论纲》中分析、归纳了

语言文化异质性的三个根源，首当其冲的是文化源

流。刘教授认为：“不同的文化源流（包括历史发

祥、地缘格局、人文肇始、社会演变、典制沿革、政治

及经济形态）是语言文化异质性之最初始的滥

觞。”［３］３９刘教授进而探讨的语言文化异质性根源之

二则为语言结构，其认为“对翻译学而言，结构只有

与意义和功能紧密相连才有意义。没有意义和功能

的结构只是一种空框架，含蕴意义和功能的结构就

成了可以赖以把握意义的物态手段或物质依

据”［３］４０。根据刘教授的分析，最后一种语言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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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是思维方式，而此方式是指“整体的、基本的表

现模式及至行文风格”［３］４４。如此看来，不同民族不

同的文化源流、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注定了这些不

同语言中只有本族语才特有文化负载词的存在。文

化负载词在代代相同文化的传承中也得到了保存和

发展，但只有本民族或是充分了解本族文化的人才

能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反之，这样的传承也给这些

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流通度”不高甚至不能

“流通”的词的跨文化转换，或者说是这些文化负载

词对其他语言读者的横向信息传递造成了巨大的

困难。

面对这些跨文化语言转换中的困难，许多学者

纷纷探讨翻译策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邱懋

如先生提出的是直译、照抄原文、音译、替换以及解

释的转换方法（邱懋如，２０００：３２４－３２５），王东风教
授的观点是文外作注（直译加注释）、文内明示（直

译与意译相结合）、归化（替换）、删除和硬译（即按

字面照译原文）（王东风，２０００：２４８－２５３）。另外，
西班牙翻译家Ｊ．Ｆ．Ａｉｘｅｌａ的１１项翻译策略更为具
体，其中包括重复、转换拼写（即音译）、语言翻译

（即尽量保留原文的指示意义）、文外解释（翻译加

脚注、尾注、文内注和评论等的解释）、文内解释（即

解释放在正文内）、使用同义词、有限世界化（即选

用读者较为熟悉的另一个原语文化专有项）、绝对

世界化（即用非文化专有项翻译文化专有项）、同化

（即选用译语文化专有项来体会原语文化专有项）、

删除以及自创（即引进原文所无的原语文化专有

项）（Ａｉｘｅｌａ，１９９６：５２－５３）。
刘宓庆教授也从自己的跨语言文化转换视角提

出了对应、代偿两大方法，这两大方法又各细分为二

式和三式。其中，第一大方法———对应———包含的

二式为契合式与模仿式，代偿含纳的三式则为解释

式、替代式以及淡化式。（刘宓庆，２０１１：２００－２０１）
因为不同民族具有相似的，甚至是共同审美经验，因

此不同民族间文化意象的契合也是极有可能的。这

样的相似造就了跨文化转换时不同语言的契合。刘

教授所示的模仿式即为直译和音译，其中也包括借

用。模仿式的优势在于推动外来词，或者说是外来

文化概念的引进。代偿中的第一式是解释式，也是

刘教授极为推荐的方式，其认为：“解释可长可短，

短的时候可以在音译后加上一个范畴词。”［４］代偿

的第二式是替代式，指的是“在契合对应缺如时以

大体等值或大体等效的词语代替”［４］。代偿的最后

一式为淡化式，这是专为不得已要放弃的文化含义

所准备的。当然，在讨论这些不同的转换方式时，刘

教授认为包含解释、替代和淡化的代偿是更为广泛

和使用普遍的方法，但究择何一，还需以个案为准。

此文就以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

师壁》茶诗中文化负载词为个案来探析姜欣、姜怡

二位译者英译本中这些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文化转

换方式。

原茶诗首句中出现的“维摩”这一文化负载词，

即英译中所对应的 Ｗｅｉｍｏ。维摩又称维摩诘，大乘
佛教早期的经典之一———《维摩诘经》就是以其而

得名。此经因宣传人在世俗生活中亦可修炼成佛而

得到众多在家居士的青睐，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因

受此经影响而将自己取字为“维摩”，号维摩居士。

维摩原为?舍离城中的一位在家居士，其富有而又

慈悲，妻子貌美名无垢，一双儿女名善思童子和月上

女，一家人皆具善根，维摩也被尊奉为佛陀时代的第

一居士。“维摩示病”隐含着装病在家的维摩诘向

奉佛祖之意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宣讲大乘佛法的典

故。“维摩”这一开篇即现的文化负载词充分体现

了诗人苏轼与佛教的紧密关系。唐代是佛教发展的

鼎盛时期，到宋朝也是一度繁荣。佛教在传入中国

时，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已经有着相当的高度，在这

样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和传播的佛学思想势必被文人

学子改造而富有中国式特征，即被融入中国传统老

庄思想的痕迹，正如笔者在另一文《柳宗元〈江雪〉

中空寂的禅蕴之美的英译传递解读》中所探讨的

“中国士大夫历来都有着庄子式的自然、清净以及

淡泊的人生传统哲学，而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深

受庄玄影响，故而，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与禅宗宣扬不

谋而合”［４］。作为饱受儒家思想浸润以及庄周思想

熏染的典型文人志士，苏轼的思想也深受佛学禅宗

的影响，更何况他还出身于一个佛教思想浓郁的家

庭。苏轼之父苏洵向来与名僧来往密切，母亲笃信

佛教，弟弟苏辙则“手披禅册渐忘情”［５］，其与苏轼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向来亲近佛理的苏轼于其

众多诗中融会了《楞严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诸

多佛经中典故，《维摩经》即是其一。自其初仕凤翔

时所写的《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至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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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恪画维摩颂》中称颂维摩的神通广大，再到《臂

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中直言“维摩示病吾真

病，谁识东坡不二门”等，无不彰显出苏轼与《维摩

经》的不解之缘。回看“维摩”一词的英译，译者首

先使用了模仿式将其直接音译为Ｗｅｉｍｏ。这位佛经
中著名人物的名字原为梵文，早期被译介入中国之

时即被译为“维摩”或“维摩诘”。为了在别的语言

中（例如英语）延续这个名字的发音，以便英语读者

能够直接了解此名所指，模仿、音译的方式是最为妥

帖和有效的。“示病维摩”在英译时原文中的定

语———“示病”被移至主语———“维摩”之后作为表

语———ｔｈｅｓｉｃｋｍｏｎｋ。这样的转换使不熟悉佛经典
故的读者明了了维摩的身份，但是维摩只是显示出

生病的样子，而不是真的生病，英译中的 Ｗｅｉｍｏ′ｓ
ｔｈｅｓｉｃｋｍｏｎｋａｉｌｅｄｎｏｍｏｒｅ似乎未能将“示病”的真
意更加明白地体现出来。

茶诗第二句“在家灵运已忘家”中也含有一文

化负载词———灵运。虽未提及姓氏，但熟悉中国文

化的读者皆知其应为“谢灵运”———中国山水派诗

歌创始人，南北朝时期人，其还有另一更为人熟知的

身份———旅行家。无独有偶，谢灵运也是一生好佛

之人，其对《维摩经》十分推崇，他对《维摩经》的喜

好以及后者对他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景德传灯录》卷四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鸟窠禅师对

白居易说：“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

何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俦

也。”“在家灵运”即由此出。如此看来，苏轼的笔下

出现谢灵运并非偶然，而是这部富有小说及戏剧意

味的文学式佛教经典在古往今来众多文人雅士中的

受欢迎程度、可以完美调和出世与入世矛盾的维摩

居士的个人魅力以及苏轼对历史和佛理的博学多识

使然。再看二位姜教授的英译，人名“灵运”已按照

模仿的规则音译为Ｌｉｎｇｙｕｎ。对于人名而言，诸如维
摩和灵运，直接的音译应是较好的跨文化转换方式。

基于对原诗的充分理解，译者将“在家”译作了ｓｅｃｕ
ｌａｒ（世俗的、尘世的）。此诗虽为诗人饮茶之后所
作，但其间充满了禅韵。此时的“在家”已非平日所

言的普通意义上的家，而是相对参禅之人出世而言

的入世，即我们平日的凡尘、俗界。因此，译者以阐

述式的有效手段直接道出其蕴含，给英文读者一目

了然的感受。相对于“在家”而言，“忘家”则指的是

出世，摒弃自己俗世的欲望。这样，正如“在家”的

英译转换，ｑｕｉｔｔｅｄａｌｌｈｉｓｄｅｓｉｒｅ的解释式的转换也同
样让读者直接获取“忘家”的蕴含。

至于原诗中第三句中的“魏帝”则指的是魏文

帝曹丕，即曹操之子、三国中魏国的开国皇帝。据说

魏文帝曹丕文武双全，既善骑射、击剑，又通今博古、

善诗词歌赋，《折杨柳行》一诗即出自其笔下：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

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诗句中的西山位于今河南林县以西，古名为隆

虑山亦为林虑山。《太平御览卷》中第四十五卷论

及隆虑山时引用《颜修内转》曰：“桥顺，字仲产，有

二子，曰璋，曰琮，师从仙人卢子基於隆虑山栖霞谷，

教二子清虚之术，服飞龙药一丸，十年不饥。”之后

又有明确记载：“魏文帝诗曰：‘西山有双童，不饥亦

不食。’谓此也。”当日曹丕护送其父曹操西征至林

虑山时，有感而发，写成此诗。诗中西山即为林虑

山，两仙童就是拜仙人卢子基为师的二童———璋和

琮。二童在学习了师傅的清虚之术后服飞龙药一

丸，十年无饥饿之感。曹丕学识渊博，据此典故写成

《折杨柳行》。苏轼更是通晓古今，以曹丕之诗入自

己诗，由此衬托对茶的喜爱之情。短短七字蕴含的

历史文化语境对绝大多数译者而言都绝非易事。首

先，从词的转换层面来看，英译本的转换中直接将

“魏帝”译为ＷｅｉＤｉ，这样的转换当然会使英文读者
读来不知所云，但是译者于ＷｅｉＤｉ之前增补了其身
份ｅｍｐｅｒｏｒ，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英文读
者的文化知识空缺。遗憾的是，即使是解释式的转

换，有关“魏帝”的真名等历史文化信息还是无法在

如此短小的诗句中一一体现。根据曹丕《折杨柳

行》诗中之意，“一丸药”在英译本中为 ｐａｎａｃｅａ，
“药”或是“灵丹妙药”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相当的

契合对应，这样的文化转换也是非常可行及有效的。

其次，就诗句的层面而言，原诗中的问句———“何须

魏帝一丸药”在英译中以反面陈述的方式呈现：Ｅｍ
ｐｅｒｏｒＷｅｉＤｉ′ｓｐａｎａｃｅａｆａｉｌｓｔｏａｐｐｅａｌ。虽然这样正
话反说的方式会使原诗的意蕴有所减损，但却可使

英文读者直接感知茶对诗人的吸引力，如此的吸引

力哪怕是魏帝的灵丹妙药也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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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尽卢仝七碗茶”为原诗的最后一句，也是全

诗的精华所在。熟悉中国茶文化的人都对“卢仝”

其人耳熟能详。“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周公

……滂时浸俗，盛于国朝。”唐代“茶圣”陆羽的《茶

经》这样记载着到唐代已呈普遍之势的饮茶习俗。

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有“自邹、齐、沧、隶，

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取钱

投饮”这样的反映饮茶习俗已深入民间寻常百姓家

的记录。仅次于陆羽的同时代诗人、茶人———卢仝

也有佳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流传千古，其中

“七碗茶”部分最为世人称颂：“一碗喉吻润，两碗破

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

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博

览经史可又不愿进仕，也许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一份

与世无争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品味每一杯茶，并且使

品尝之后的那一份审美愉悦在笔下留存。诗人苏轼

喜将典故入诗，更喜用卢仝之诗入其诗，从《汲江煎

茶》中的“枯肠未易禁三晚，坐听荒城长短更”，到

《马子约送茶，做六言谢之》中的“惊破卢仝幽梦，北

窗看起云龙”，再到本文中论及的《游诸佛舍，一日

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的诗句，足见卢仝和他

的“七碗茶”温润了苏轼的笔，也为中国文学史注入

了几分灵韵。此句中的文化负载词“卢仝”的英语

跨文化转换，译者仍旧是使用了最直接的模仿式将

此名音译而出。“七碗茶”也是直译成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
ｃｕｐｓ，“卢仝七碗茶”即为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ｃｕｐｓｏｆＬｕＴｏｎｇ。
就诗句本身意义而言，这样的转换已是道尽其义，只

是卢仝究竟为何许人，诗歌翻译因为篇幅的问题未

能进行阐述，稍许遗憾。就诗句层面而言，诗中的

“且尽”二字表现的是诗人饮茶之后的酣畅淋漓，以

及茶带给诗人的振奋之感，译诗中译者使用了 ｉｎ
ｓｐｉｒｅ一词，颇为得当地直接展现出了诗人饮茶后身
体上的爽朗及精神上的感悟。

纵观之，苏轼茶诗《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

盏，戏书勤师壁》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模仿和

解释”式为主要手段。“维摩”是译者选择了音译人

名之后又在句中以表语的成分进行身份的解说，是

“模仿＋解释”的模式。“灵运”是意译“在家”之后
音译“灵运”之名，也属于“解释＋模仿”的模式。还
有，“魏帝”虽已然揭示其身份，但译者仍旧补译出

ｅｍｐｅｒｏｒ，使读者一目了然，当为“解释 ＋模仿”。最
后的“卢仝”也是以模仿的方式音译而出，因为卢仝

与其茶诗中“七碗茶”的紧密关系，译者将二者合二

为一———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ｃｕｐｓｏｆＬｕＴｏｎｇ。如此看来，“模
仿与解释”的结合为此苏轼茶诗中文化负载词翻译

的主要转换方式。

四、结　语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

的使用也许由此而出，虽然茶在中国最早是以药用和

食用的形式而出现的，但其作为饮品的历史也有几千

年。人们常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琴棋书画

诗酒茶”，无论是普通寻常百姓家还是文人雅士道观

丛林，茶可俗，亦可雅，茶诗亦如一朵清幽的兰花，使

中国诗歌散发出几许沁人馨香。茶诗的英语文化转

换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茶诗

中的文化负载词相对英语读者而言是不甚熟知的，这

就要求译者将这些文化负载词放入源语的历史文化

背景中进行意义的准确剖析，并以适当的模式进行译

语转换。译者只有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以少而

精的词对文化负载词以文化阐释，并力求在这样的文

化阐释中使译文对译诗读者的效果与原诗对原诗读

者的效果尽量接近，这样译诗读者才可以跨文化的方

式来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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