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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诗作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相关音乐、图片和隐喻作品时，经常能够发现古代
歌曲（dainos）的踪迹。Dainos字面翻译为“歌曲”，这是立陶宛抒情歌传统的最初形式，
也是民俗诗作的史前起源，最开始主要是用来庆祝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十六世纪之前，
Dainos一直都是立陶宛社会口头传统的主要形式。Dainos歌曲中富含了很多神话成分，同
时也是立陶宛异教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Dainos歌曲主要是用来描述家庭和社会故事，并
极度赞扬自然的伟大－当然家庭与社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的神秘才造就、影响
了动物、植物、人类的存在发展。

正是该口头传统对立陶宛的书面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立陶宛书面诗作有各种
不同的派别－包括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先锋派、表现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但是书面
诗作仍然体现了dainos对其的深刻影响，与世界万物保持了有机统一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
律，并表现了被描绘事物的特征精神。

立陶宛诗作的翻译工作者面临的很多问题：如何处理诗作中所暗藏的dainos影响和
暗藏的古代抒情诗结构、如何解决好忠实于原文结构的问题、如何表达隐藏在文本中的强
烈文化特征、以及如何通过现代语言生动再现古老神话。翻译工作者同时还面临一个现实
问题，那就是虽然dainos的表演者男女都有，但是主要是女性在进行这项活动。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翻译工作者不断地尝试在审美、语言学、文学等方面做
出了改进。我曾翻译过五首立陶宛的当代女性诗作，并出版了《五首立陶宛女性诗作》一
书，当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在不断地翻译、修改过程中体会到了极大地愉悦，因
为我给这些诗人所要表达的声音与想法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从而保证他们的最新作品能够
清晰表达出他们的信心与气魄。虽然我之前也翻译过很多女性诗作，但是这是我首次尝试
这类作品。通过这次翻译，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通过男性的感性载体表达真
正的女性声音。当时，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研究视角之间存在冲
突，另一个是哪怕是在同一种语言中，男性诗人、女性诗人、以及翻译工作者看待问题
（比如诗作中的图片、比喻等等）都存在不同。因此，理解诗作的内容、形式、以及它们
在诗作中如何发挥各自作用并对整体诗作产生影响对我们再创作这些女性诗作都是十分至
关重要的。当然，这对我也是个挑战，因为中世纪英语是另外一种语言，而诗作传统则在
更深层次上消除了其自身的口头根源。

我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捕捉并保持dainos作品的原汁原味。这就需要
我深层次理解作品中字面上和隐藏在文字下的内容、现代立陶宛诗作的古代根源、并将这
些融合到现代翻译文本中。在完成这一工作后，我深刻体会到了口头传统如何生动地、人
性化地、并从根本上影响了诗作的创作。而那些问题，比如：如何战胜这些挑战、如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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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深层次的人性观，如何表达女性的声音、如何重振古老的神话遗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
翻译工作者的核心工作。因此需要我们在工作中继续进行审美和结构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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