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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京剧《卧龙吊孝》剧情简介
京剧《卧龙吊孝》，一名《柴桑口》，是京剧老生言（菊朋）派

剧目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三

国时，东吴大将周瑜欲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因屡中诸葛亮之

计，未能成功气愤身亡。周瑜夫人小乔及东吴群臣深恨诸葛

亮。诸葛亮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共拒曹操，诸葛亮不畏凶险，亲

赴柴桑吊祭。东吴群臣欲擒诸葛亮为周报仇。诸葛亮灵堂前

痛哭周瑜英年早逝，历数周瑜平生事迹及二人往西亲密之情。

小乔为之感动，终未下令加害于他。

二、京剧《卧龙吊孝》唱词英译应注意的问题

京剧属于传统文化，剧本有一定的文学性，唱词有一定的

抒情性，运用修辞也比较丰富，唱词内容经常引用典故，唱词一

般以十字句、七字句为主，上下句以仄平仄平形式出现，讲究韵

脚和押韵，通常以十三道辙口来歌唱，英译起来难度较大，英语

诗歌的韵脚比京剧十三道辙口丰富，不好一一对应，因此，翻译

京剧唱词时候要尽量处理好文学性、艺术性和差异性等。现以

京剧《卧龙吊孝》为例说明克服这几方面的问题。

（一）文学性

这两段唱词主要表现了诸葛亮凭吊周瑜的沉痛心情，历数

了周瑜的丰功伟绩，讴歌了周瑜的英勇善战精神，同时展示了

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第一句“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满面”，Ｓｅｅｉｎｇ（ｙｏｕ，ｍｙ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ｈａｌｌ，Ｉ’ｖｅ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ｔｅａｒｓ这里用了借代
ｍｅｔｏｎｙｍｙ，把场所灵堂替代成了灵堂里面棺材里的人，周瑜；加
了主语 Ｉ，第六七八句，原文用了三个历史典故，即 ６，命山人借
东风在南屏成全：山人，山野之人，多指隐士，这里是诸葛亮的

自称。诸葛亮在南屏山设坛“借来”东风，与周瑜同力破曹之

事；７，庞士元他把那连环来献：指庞士元为曹操假献“连环计”，
用铁环把战船连接起来，使曹军大败之事；８，黄公覆苦肉计火
烧战船：指黄公覆和周瑜共定“苦肉计”，黄诈降曹操，火烧曹军

战船之事。黄公覆，黄盖，公覆是其名。黄、周共定“苦肉计”的

情节属虚构，黄诈降曹操，“火烧战船”之事符合史实，民间歇后

语“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是根据小说及戏曲中的情节演

化而来的。因此，翻译的时候笔墨尽量要渲染而且加强故事的

连续性，突出周瑜的在“借东风”“连环计”“苦肉计”三个历史

事件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为了刻画人物，分别用了 ｏｒｄｅｒ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ｆｌａ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ｂ，ｕｓｅ ｓｔｈ ｔｏ ｄｏ 三个不同句型，呈现句子的主
干，然后再分别用介词短语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ｅａｓｔ ｗｉｎｄ ａｔ Ｎａｎ Ｐ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分词短语 ｃｈ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作状语来分
别修饰前面的 ｏｒｄｅｒ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ｆｌａ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ｂ，这样“借东风”的

“借”，“连环计”的“连”就生动地表达出来了，自然而然就引出

了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ｅｒｅｄ －ｂｏｄｙ ｔｒｉｃｋ ｔｏ ｂｕｒｎ Ｃａｏ Ｃｈａｏ’ｓ ｓｈｉｐｓ．“火烧
战船”的结果，这样很巧妙地把历史典故和语法结构的变化衔

接起来，刻画了周瑜伟大的一生，为后面的英年早逝做了一个

很好铺垫。

（二）艺术性

《卧龙吊孝》的最大艺术特色就是唱腔旋律的多变，整个反

二黄唱段由导板、回龙、慢板、原板组成，最后还用了一个“哭

头”甩腔结束，好腔不段，精彩纷呈。为了保持原来唱腔的艺术

特色，译成英语时每句的最后一个音节尽量不要出现辅音，用

元音为宜，尤其双元音，双元音有归韵，因为辅音在音调上没有

变化，基本是低平的或者弱化出来的，气息和声音很弱，无法表

达人物的复杂思想感情，尤其是对要歌唱的唱词。这段反二黄

亮点有三处，第一处，在第三句的“八十三万”的“万”，第四句

的“吞并江南”的“南”，“万”拖了 ５ 拍后，从中眼再起经过两小
节半后落在 ３ 上，旋律复杂小腔多变，“南”板上起，落在板 ２
上，唱的简洁，一带而过；第二处亮点在“只哭得诸葛亮把肝肠

痛断，我把肝肠痛断，公瑾哪！”这里用了一个长拖腔，重复肝肠

痛断两次，落在 ５ 上，落之前还用了一个明显停顿，用以表达孔
明的悲痛欲绝和哽咽；第三个亮点在反二黄原板的第一句“只

落得口无言心欲问天”。“天”，欲抑先扬，先唱出高音 ２，后落
到 ２，前后音域跨度达到 ７ 度，表现孔明欲寻求苍天来求解周瑜
的死因，可是事实是人不能胜天，用一种假设虚拟和落差，和音

高低的变化表达了孔明的悔恨和痛苦。

【反二黄慢板】头两句，根据句意，译成一句话，前面的一句

换成了状语，ｗｉｔｈ ８３０，０００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重点在第二句，Ｃａｏ Ｃａｏ ｃｏｎ-
ｑｕｅｒｅｄ Ｗｕ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不必一句一译，单摆浮搁，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和 ｒｉｖｅｒ 的韵脚正好是
短元音［］，韵脚押韵。第二处亮点突出了肝肠痛断，是个重复
句，英译 Ｙｏｕｒ ｄｅａｔｈ ｍａｄｅ ｍｅ ｇｒｉｅｆ ｄｅａｄｌｙ，ｇｒｉｅｆ ｄｅａｄｌｙ，ｏｈ，ｍｙ
Ｇｏｄ，Ｇｏｎｇｊｉｎ Ａｈ，增加了一个动宾词组“使得我”ｍａｄｅ ｍｅ，后面
连续两个 ｇｒｉｅｆ ｄｅａｄｌｙ，分别作宾补，符合英译增词原则，末尾用
一个语气词 Ａｈ，与汉语的语气词“哪”对应。第三处亮点“只落
得口无言心欲问天”运用了虚拟语气，Ｉ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ａｓｋ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ｙ ｍｉｎｄ，潜台词为我的内心已经没法用
言语表达了，只能求助于苍天了！

（三）差异性

中英文互译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尤其语

言的差异性。比如：这两段唱词多次出现了人名，卧龙、周都

督、公瑾、周郎、曹孟德、孙武等，这里面“卧龙”比喻隐居或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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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的人才，这里是指诸葛亮本人（孔明）的谦称；“周都

督”、”周郎”指周瑜，字公瑾，都督，古代的军事长官；“曹孟德”

孟德是曹操的字，曹瞒是他的乳名；孙武：指孙武子，春秋时齐

国人，著名军事学家，著有《孙子兵法》。因此，一律用音译的方

法或人称代词来替代，即 Ｉ，Ｚｈｏｕ Ｇｏｎｇｊｉｎ（ｙｏｕ ），Ｃａｏ Ｃａｏ，Ｓｕｎ
Ｗｕ，用人称代词能表达出诸葛亮对去世的周瑜的那份怀念之
情，也符合当时剧中人物诸葛亮难受、痛哭、悲伤的心情。除了

音译以外，尽量使用一些修辞能增加很多文学色彩，弥补英译

的不足，如：肝胆：比喻勇气，周都督虽年少颇具肝胆，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Ｚｈｏｕ Ｇｏｎｇｊｉｎ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ｉｔ ｗａｓ ｙｏｕ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ｂｒａｖｅ，这里面
运用了暗喻，而且用了一个强调句型。最后就是《卧龙吊孝》剧

目名称的翻译，有三种形式，Ｃｈａｉ Ｓａｎｇｋｏｕ／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ｓ Ｍｅｍｏｒｉ-
ａｌ／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用音译，
因为柴桑口是地名，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是《卧龙吊孝》故事

发生地；第二种是名词普通格；第三种是动名词复合结构，后两

种点出了一个“吊”字主题，怀念和悼念的意味更强烈一些。

三、京剧《卧龙吊孝》唱词中英文对照

诸葛亮唱：【反西皮散板】（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Ｒｅｖｅｒｓｅ ｘｉｐｉ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
ｓｔｙｌｅ）

一见灵位泪涟涟，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ｔａｂｌｅｔ，ｔｅａｒｓ ｂｕｒｓｔ ｉｎｔｏ ｍｙ
ｅｙｅｓ．（夸张）

捶胸顿足向谁言！

Ｉ ｂｅａｔ ｍｙ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ｐ ｍｙ ｆｅｅｔ ，ａｎｄ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ｏｍ
Ｉ’ｍ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 ．（进行时表示将来）

我哭哇，哭一声周都督，

叫、叫一声公瑾先生呢……我的心痛酸哪！

Ｉ’ｍ ｃ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Ｚｈｏｕ Ｇｏｎｇｊｉｎ，ｆｏｒ ｙｏｕ ｓｏ ｌｏｕｄｌｙ ｔｈａｔ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ｖｅｒｙ ｂｒｏｋｅｎ．（增词：已经，大声，如此…以致，
运用结果状语从句）

唱【二黄导板】（Ｅｒ ｈｕａｎｇ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满面，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ｈａｌｌ，Ｉ’ｖｅ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ｔｅａｒｓ
【回龙】（Ｈｕｉ Ｌｏｎｇ）
叫一声公瑾弟细听根源：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ｙｏｕ ，ｍｙ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ｗｈｏ’ｓ Ｚｈｏｕ Ｇｏｎｇｊｉｎ，ｙｏｕ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ｍ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反二黄慢板】（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ｒ ｈｕａｎｇ ｓｌｏｗ ｓｔｙｌｅ）
曹孟德领人马八十三万，

擅敢夺东吴郡他吞并江南。

Ｃａｏ Ｃａ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 Ｗｕ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ｉｔｈ ８３０，０００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

周都督虽年少颇具肝胆，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Ｚｈｏｕ Ｇｏｎｇｊｉｎ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ｉｔ ｗａｓ ｙｏｕ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ｂｒａｖｅ．

命山人借东风在南屏成全。

Ｙｏｕ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ｅ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ａｏ Ｃｈａｏ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ｅａｓｔ ｗｉｎｄ ａｔ Ｎａｎ Ｐ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庞士元他把那连环来献，

Ｐａｎｇ Ｓｈｉｙｕａｎ ｆｌａｔｔｅｒｅｄ ｔｏ ｙｏｕ ，ｃｈ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ｒｉｎｇｓ）
黄公覆苦肉计火烧战船。

Ｙｏｕ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Ｇｏｎｇｆｕ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ｅｒｅｄ －ｂｏｄｙ ｔｒｉｃｋ ｔｏ ｂｕｒｎ
Ｃａｏ Ｃｈａｏ’ｓ ｓｈｉｐｓ．

料不想大英雄不幸命短，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ｙｏｕ ｐａｓｓｅｄ ａｗａ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ａｎｄ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ｙｏｕ ｐａｓｓｅｄ ａｗａｙ）
空余那美名儿在 万古流传。

Ｙｏｕｒ ｇｏｏ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Ｙｏｕｒ ｕ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ｎａｍｅ，美名就是英名 ｕｎｏｃ-

ｃｕｐｉｅｄ）
只哭得诸葛亮把肝肠痛断，我把肝肠痛断，公瑾哪！

Ｙｏｕｒ ｄｅａｔｈ ｍａｄｅ ｍｅ ｇｒｉｅｆ ｄｅａｄｌｙ，ｇｒｉｅｆ ｄｅａｄｌｙ，ｏｈ，ｍｙ Ｇｏｄ，
Ｇｏｎｇｊｉｎ Ａｈ

【反二黄原板】（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ｒ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ｄ －ｓｔｙｌｅ）
只落得口无言心欲问天。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Ｉ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ａｓｋ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ｙ ｍｉｎｄ

叹周郎曾顾曲风雅可羡，

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ｒ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ｓｏ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ｅｌｓｅ ａｄｍｉｒｅｄ ｙｏｕ．

（顾曲：指欣赏、精通音乐。周瑜饮酒时，席间演奏的乐曲

如有错误，他即回首而视。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的歌谣。

按，历史上的周瑜确实精通音乐，《三国志·周瑜传》里说：“瑜

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

叹周郎论用兵孙武一般。

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Ｙｏｕ ｍａｄ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ｉｓ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Ｓｕｎ Ｗｕ （强调周瑜的“运筹帷幄”）

公既死亮虽生无弓之箭，

Ｙｏｕｒ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ａ ｆｌｙｉｎｇ ａｒｒ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ｗ，ａｎｄ
ｙｏｕｒ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ｆｅ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

（比喻，并列句代替让步状语）

知我者是都督，怕我的是曹瞒。

Ｉｔ ｗａｓ ｙｏｕ ｔｈａｔ ｋｎｅｗ ｍｅ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ｗａｓ Ｃａｏ Ｃｈａｏ ｔｈａｔ
ｆｅａｒｅｄ ｍｅ ．（对比）

断肠人难开流泪眼，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ｓｏ ｍ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ｍｙ ｓｐｒｉｎｇｓ／ｔｅａｒｓ
ｄｒｉｅｄ ｕｐ．

生离死别、万唤千呼（你）不能回言，都督哇！

Ｗｅ ｐａｒｔｅ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ｓｈｏｕｔｉｎｇ ａｔ ｙｏｕ ｍａｄｅ 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ｙ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Ａｈ！（加了一个宾语“你”）

结束语

京剧剧目的英译是个攻坚战，尤其唱词部分更是难以理

解、难以翻译，前人做得少，无法借鉴，但必须得有人去做。虽

然费力不讨好，总得有人尝试，不管结果如何，过程总是痛苦和

快乐并存。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京剧就是“积德才生

玉树苗”的体现，这也是笔者最真实的想法了，简单而纯粹。

参考文献：
［１］张震久，孙建民．英汉互译简明教程［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２００９．
［２］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中国戏曲学院．京剧选编 ３［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５］张伟品，吴焕．言派唱腔琴谱集［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７． （下转第 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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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人组成的。在小说中，斯坦贝克解构了个人与历

史二元对立的关系。现实告诉我们，从乔德一家的遭遇看来，

人只能在历史的压迫中求得生存。斯坦贝克重建了与历史书

本中所记载的“权威”历史完全不同的历史碎片，正是这些碎片

的小写的历史成为官方权威的大写的历史的资料来源。和斯

坦贝克处在同一时代的读者在读完小说后，感到无尽的痛苦和

伤害，这是因为他们曾切身体会过这些痛苦。小说的出版引起

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对自身现状的恐惧。

乔德一家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的梦想在统治阶级对下

层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中幻灭。他们的生活注定是场悲剧，

他们不能认清现实，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以为这是命运的

捉弄，实则这就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残酷之处，这些穷苦人民不

过是社会发展的牺牲者和受害者。

（二）历史建构中典型人物形象

汤姆·乔德和吉姆·凯瑟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代表

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精神。

他们自我意识的苏醒是小说所有人物中最突出的。

故事的开始，汤姆·乔德刚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在读者

的第一印象中，他是一个狡猾且粗俗的人。然而在全家西迁途

中，汤姆一步步成长起来，开始承担起大家庭的责任，及至后

来，为了穷苦大众，他率领大家起来反抗，他的改变最为惊人。

吉姆·凯瑟曾是一位牧师，他有基督徒的外表，但是却有着世

故而复杂的内心。他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不确定是否应

该传教。最后，他舍己救人，为反抗权威献出自己的生命，将自

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完成了自我升华和对别人的教诲。

历史能够帮助我们透彻地阅读文学文本，反之，文学文本

也能够反映历史文本中没有反映出的一些史实。文学和历史

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结　论
新历史主义理论反对旧历史主义理论关于历史绝对真实

客观的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人撰写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具备了

一定的主观性和虚构性。我们读者看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

客观的历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都能为我们提供判断

历史真伪的史料，翻开作品，从中追踪历史存在的真实印记，慢

慢找寻尘封在书本中关于历史的真相，正如《愤怒的葡萄》中作

者为我们展现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最黑暗的一面—社会的发

展、时代的进步总是以牺牲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斯坦贝克通过他的作品，为读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这也正是

作者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愤怒的葡萄》成为经典文学作品并

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最主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１］Ｍｏｎｔｒｏｓｅ，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９．
［２］Ｔｙｓｏｎ，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Ａ Ｕｓｅｒ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Ｇｕｉｄ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Ｒ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６．
［３］胡作友．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９０．
［４］胡仲持，张友松．愤怒的葡萄［Ｍ］．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５］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ｏｆ Ｗｒａｔｈ

ＺＨＯＵ Ｋ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 １２１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ｏｆ Ｗｒａｔｈ ｂ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
ｇ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１９３０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ａ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ｏｆ Ｗｒａｔｈ，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ｔ，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责任编辑：封丽萍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

（上接第 １７２ 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ｅｔｔｏ ｉｎ 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

ＷＡＮＧ Ｘｉ －ｂａｏ１，Ｗ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ｕｅ２

（１．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ｓ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ｓｈ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 １４００７；
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ｌ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 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Ｙａｎ Ｊｕｐｅｎｇ＇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ｗｏｒｋｓ －－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ｓｏ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ｏｎｇ Ｍｉｎｇ＇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ｌｉｂｒｅｔ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桂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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