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外语教学 19 9 5年第 3期 (总第 60 期 )

养史与英语标 准语 的兴起

钱 坤 强

英国 16 世纪末期某所学校的校长穆尔凯

斯特在其《初级教程 》一书中有下述一番踌躇

满志之辞
:

1 lo u e Ro m e ,

b u t L o n d o n be t t e r ,

1 fa u o r Iat l

i e
,

b u t E n g l a n d m o r e ,

1 h o n o r t h e
aL t in

,

b u t l

w o r s h i P t h e E n g li s h
.

… 1 d o n o t t h i n k t h a t a n i e

la n g u a g e ,

b e i t w h a t
soe

u e r ,

15 be t te r a b le t o v t t e r

a l l a r g u m e n st
, e i t h e r w it h m o r e Pi t h

, o r g r e a t e r

P lan
e ss e ,

t h e n o u r E n g l i s h t u n g 15
.

(
“

我爱罗马
,

但更爱伦敦
;
我衷情于意大

利
,

但我更倾心于英国
;
我敬重拉丁语

,

但我

崇尚英文… 我相信
,

任何语言
,

不管它究竟

是什么
,

均无法像我们的英语那样
,

能以更为

简练质朴的言语
,

来表达所有的论辩
。 ”

)

此番带有强烈爱国热忱的话是在 15 8 2 年

说的
,

与乔臾最初创作 《坎特伯利故事集 》相

距约二百年
。

穆尔凯斯特的这番陈述听上去之

所以信心实足
,

其中一个原 因是
,

在此二百年

间
,

除乔臾之外
,

一批颇有影响的英国诗人 已

相继脱颖而出
。

毋庸置疑
,

这种史无前例的文

学繁荣一方面提高了英语的地位
,

另一方面

则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
。

尽管有决定意

义的英语标准化发生在其后较晚的某个时候

— 直到 18 世纪中叶
,

约翰逊博士出版 了那

部举世闻名的《英语辞典 》
,

从而用书面的形式

将英语词汇 的拼写
、

释义
、

用法等固定 下来

— 但是
,

可以有相当把握地说
,

英语一旦取

代了诺曼法语
,

作为本族语占据了主导地位
,

它就开始了其自身的标准化进程
。

当然
,

一种

语言的标准化应该被视作一个循序渐进的演

化过程
,

而不是某项一嗽而就的成就
。

对于英

语来说
,

情况尤其如此
,

因为其现代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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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渊源在于中古英语
.

即使在中古英语中
,

这种语言的演化也相当复杂
。

塞西利
·

克拉克

援引米歇尔
·

塞缪尔斯的研究成果指出
,

至

14 世纪后期
,

有 4 种方言曾分别作为书面标

准语出现
。

这四种方言可依次称作标准 I (主

要表示出中部即 eC nt ar l一 iM id an ds 的特征
,

大

多用于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中 )
,

标准

I (表示出东盎格利安和埃塞克斯的特征 )
,

标

准 I (即乔臾式英语 )
,

以及标准 VI (即所谓的

英国大法官法庭英语 )
。

然而
,

在此 4 种标准

中
,

标准 I 和标准 , 似乎对后来的英语标准

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

按照塞缪尔斯的观点
,

标准 I “

在最终标准的形成方面没起到任何作

用
” ,

而标准 N 受诺斯方言影响较大
,

敖而与

标准 l 和标准 l 鲜有共通之处
.

标准 I 与标准

l 之所以殊为重要
,

因为它们均与伦敦有关
,

而 当时的伦敦已成为全国的文化
、

行政与经

济中心
。

然而
,

需要指出的是
,

即使在标准 I

与标准 , 之间
,

还存在着二者的相对重要性

问题
。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
,

标准 I 表示出

了诸多与众不同的东盎格利安和埃塞克斯特

征
,

由此可以推知
,

在操标准 I 的人中间
,

大

多数是从英国本土其它部分移居首都的那部

分人
。

但是
,

乔雯所使用的英语则牢牢地以伦

敦话为基础
。

它在后来的标准化中充当着更重

要的角色
:

此结论的得出基于下述一些考虑
。

首先
,

作为特定的文学作品
,

乔臾的英语从一

开始就以书面语形式出现
,

而语言的标准规

范化也只能从书面语普及开去
,

因为书面语

较之 口语
,

是一种更为实在
、

更为具体可感的

存在形式
。

其次
,

乔臾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个

文学现象
。

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国际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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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重要诗人
,

其文学成就具有广泛的文化

意义
。

他的皇皇 巨著吸引了范围广泛的读者

群
,

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对他作出反应
。

他

的创造力不仅塑定了一般的美学趣味
,

而且

也影响到人们的感知与表达方式
。

此外
,

乔雯

的作品被广泛缮写
,

这一事实可以从乔臾本

人致
“

抄写员亚 当
” (

J

气d a m sc r iv a i n ) 的一首诗

中看 出
。

这一点相当重要
,

因为正如塞西利
·

克拉克再次指出的那样
, “

标准化显然始于那

些专门从事宗教与文学作品缮写的抄写中

心
。 ”

最后
,

亦是最重要的一点
,

乔臾在使用本

族语英语时已达到 了一种内在的完美与成熟
。

乔臾以其成熟完备的英语构成了一种自身的

标准
,

其后的英语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

并拓展了乔史标准的遗产
。

本文 旨在通过分析乔臾的英语
,

尤其是

他的句法
,

来揭示处于中古英语朝着现代英

语转折点上的乔臾在英语语言发展过程中
,

亦即标准英语的兴起中所作出的贡献
,

并指

出他的语言艺术的某些侧面对后世诗人所产

生的影响
。

甘 解 关

作为诗人
,

乔臾比谁都更清楚地意识到

了对语言的成功驾驭在表达其诗歌创作冲动

方面的重要意义
。

据此
,

可以解释他在遣词造

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审慎与专注
。

当

然
,

乔臾也证明
,

他相当善于选择那些极富表

现力的词汇
,

以适应不同上下文的不同需要
。

尽管如此
,

他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在句法上
,

而他对句法的处理仍可谓得心应手
,

灵活多

变
。

这集中体现在 《坎特伯利故事集
·

总序 》的

开篇
。

长期以来
,

对这开头十八行诗句的诗意

抒情大加赞赏者不乏其人
,

但这一段诗文娴

熟的句法处理也同样值得我们剖析
。

除非读者

的分析十分细致敏感
,

否则
,

他就很难相信整

段诗文实际上是由一个单独的完整句构成的
。

在这个完整句中
,

可划分出 3 个互有关联的从

句
,

而每个从句又可以进一步细分
。

从语法上

讲
,

这 3 个从句无法单独成立
,

最初的两个平

行从句实为状语从句
,

均由
“ w h an

”

引导
。

第三

个从句是一个 由并列连接词
“ T h an en

”

引导 的

并列句
。

在将这三个从句进行细分的过程中
,

我们发现第一个从句中含有一个并列部分

(讲
r e e d… A n d b a t h e d… ) 和一个由

“ o f w h ic h

v e r t u e ”

引导的从属部分
,

用 以修饰
“ s w ie h 11

co ur
” .

在下一句相关的从句中
,

乔臾重复了类

似的句法结构
,

在第 7行与第 9 行使用了两个
“
an d ”

来 连 接 并 列 部 分 中 的 3 个 主 语

(
` z e ph y r

us
’ , ` t h e y o n g e s o n n e ’

以 及
` s m a l e

f o w le s ’
)

,

在第十行使用 T 关系代词
“ T h a t” 来

引导一个从句
,

或更确切地说
,

是一个定语从

句
,

来修饰
“ s m a le f o w le s , , 。

第三个相关的从句

可以被视作这段诗文的主要部分
,

尽管从语

法上看
,

它是由
`

,T h an ne
”

引导
。

前两个从句中

的句法结构又一次在这里重复出现
。

第 13 行

与 第 15 行使用 了 两个
“

an d ”
来 并列 联接

“ f o l k”
, “ p a lm e r e s , ,

和
“ th e y ” 。

第 1 5 行中又使用

了关系代词
“ t ha t ” 来引导一个从句

,

修饰
“ t he

h o ly b l is f u l m a r t y r ” ·

这 1 8 行诗的句法结构既

是复杂的
,

又是巧妙高超的
,

因为在表面的句

子堆砌之下
,

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深层结构
,

平

衡并制约着各个句子的次序与含义
,

并将它

们融为一个有机且易于理解的整体
。

从总体上

看
,

这段诗文丝毫没有紊乱的迹象
,

读者可以

毫不费力地从头至尾读下去
,

而不致于有任

何理解上的困难
。

然而
,

对总体句法框架所作的这样一番

分析
,

还不足 以突出该段诗文现在所拥有的

那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

读者在初读《总序 》时的

第一印象是
,

很难觉察出诗作者这种匠心独

运的句法操作
.

换言之
,

乔臾在句法上禅心竭

虑而断无斧凿之痕
。

这里
,

我们可以发现乔臾

句法构筑方面 的另一侧面
,

即他对倒装结构

的使用
。

一个不很成熟的诗人很有可能将每个

诗句按其一般正常的顺序排列
,

尽管他也可

能构想出乔雯的那种总体句法框架
。

但那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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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整段诗文从文体上看将变得平铺直叙
,

而 文体上的类 比
,

我们势必会发现
,

两位诗人之

流于沉闷乏味
。

换言之
,

各个句子将显得仅仅 间可供 比拟之处远不止一处
。

饶有兴趣的是
,

是
“

粘贴
”

在一块
,

而显示不 出对它们内在必 弥尔顿《失乐园》的开头部分 (最初的 16 行诗

要性的考虑
。

乔更的做法是
,

将一定数量的句 文
,

与乔史的仅是两行之差 )表现 出一种类似

子结构加以倒装
,

在一个井然有序的总框架 于乔雯 《总序 》开篇部分的那种句法结构
:

在

内予人以变化感与多样感
。

几乎所有 11 个加 语法上
,

二者均可被视作一个单独的完整句
。

标点的句子都接受了倒装处理
。

(除了
“

nA d 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句法框架大致勾划如下 (括

ba t h e d e v e r y v e in e i n s w i c h l i c o u r ”
和

“ A n d 号中的数字代表两首诗中具体的诗行 )
:

alP m e r eS f o r to
eeS k e n s t r a u n s e s t r o n d e s / T o f e r n e

乔雯的《总序 》 :

h ia w es
, e o u th e i n s o n d r y l o n d e s , ,

.

在后一句中
,

w h a n ( l ) A n d ( 3 ) o f w h ic h ( 4 ) W h a n

乔臾依然作 T 一点变化
,

他在
“
p a zm e r e s , ,

之后 ( 5 ) an d ( 7 ) n̂ d ( 9 ) th a t ( 20 ) 5 0 ( 1 2 )

省去 T 动词
“
l o n g e n ” .

)开头两句的倒 装尤具 T h an n e ( 1 2 ) nA d ( 13 ) nA d ( 1 5 ) T h a t ( 1 9 )

典型性
。 “

W h a n t h a t A p r il l e w it h h i s s h o w r e s so o t
一

弥尔顿的《失乐园》 :

e / T h e dr o u g h , e of M a r C h h a th 详 r c e d ` 0 , h e o f ( l ) an d ( 1 ) a n d ( 3 ) W i中 ( 4 ) ti l l

r oo t e ,,

用散文风格处理之后的一般顺序可表现 ( 4 ) a n d ( 5 ) T h a t ( 6 )
o n ( 6 ) o r o f ( 7 ) w h o

为
“

W han t h a t A p r i l le h a t h pe
r e e d t h e d r o u g h t e o f ( 8 ) h o w ( 9 )

o r ( 1 0 ) i f ( 1 0 )
a n d ( 1 1 ) t h a t

M a r c h t o t h e r oo t e w i t h h is s o o te s h o w r e s
. ”

当然
,

( 1 1 ) t h a t ( 1 1 ) th a t ( 1 4 ) w h i le ( 1 5 )

以此种方式进行的散文风格顺序复原只能导 和 乔臾一样
,

弥尔顿也将大量的内容充填到

致整段诗文的诗意丧失殆 尽
,

因为节奏与韵 一个复杂的句子结构中
,

但他同样能象乔臾

律作为诗歌的二大要素在这一过程中悉遭破 那样设法将许多的内容错落有致地组排在一

坏
。

尽管这样
,

这种散文式复原仅仅是为了提 个明晰晓畅的句法结构中
。

然而
,

在弥尔顿的

供某种对照
,

用 以衬托出乔里变化其句法结 处理手法中
,

倒装却已不那么频繁
。

乔里的倒

构的特殊手法
。

在上述句子中
,

被倒装的句子 装结构遍布大多数诗行
,

但弥尔顿则不同 ;他

成分包括介词 短语
“ w iht hi s s

ho w er s s oo et
”
和 只使用 了一次

,

而这唯独仅有的一次倒装也

宾语
“ t he dr ou hg et of M ar hc

” 。

但乔雯在第 12 是一劳水逸式的
:

篇幅极长的宾语被 置于动

行中对谓语动词也进行了倒装
,

并且
,

当定语 词谓语之前
。

除此之外
,

单句诗行中的倒装寥

从句 (第 11 行 )或介词短语 (第 15 至 16 行 )过 寥无几
。

在某种程度上
,

这一现象可通过下述

长时
,

他抑或前置
,

抑或后置这些结构
。

乔臾 事实得到解释
:

即弥尔顿不是象乔臾那样在

诗歌中对于倒装结构 的运用
,

其必要性是多 使用押韵的诗体
.

重的
,

例如
,

为了满足诗行之 间押韵的要求
;

乔史之后英语发展的总体趋势是
,

倒装

但是
,

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出于对句法多样 结构的运用在数量上已相对减少
。

性的需要
,

这种句法多样性一旦与有关 的节 我们无法实证式地确立弥尔顿在大量通

奏与韵律的安排相结合
,

就产生 出一种高水 过句法结构体现出来的这种诗体
,

就一定是

准的艺术性
。

在探讨乔史的语言艺术时
,

w
.

F
.

对乔史诗体的一种有意识的翻版
。

但是
,

这两

波顿指出
,

乔臾在 《总序 》开头部分所使用的 位分属不同文学时期诗人各自得以将一单独

修辞手法可被称作
“

铺陈
,

或者更具体地说
,

的完整句铺陈演化为一个在数量上超出了 14

是该修辞格的亚类— 迁 回法
。 ”

如果我们在 行诗诗行的结构
,

这一能力着实可提供一种

乔臾与另一位英国诗人弥尔顿之 间进行某种 令人惊异的共时类比
,

尽管进行历时渊源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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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可能性也不是全部不存在
。

另一个必然会 乔雯的英语灵活多变
,

富有弹性
。

他每每

引起我们注意 的共同特征是
,

这两个结构均 使用不 同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类似的概念
,

尤

出现在两首长诗的开篇
.

对这一并不十分偶然 其是当它 们相当贴紧的时候
。

例如
:

巧合的解释
,

只能主要从文体角度进行
.

尽管 M e t h i n k e t h i t a c c o r d a n t t o r e so u “

在 题材上
,

《失乐园 》则更多地体现出宗教 的 T o te ll e y o u a ll t h e c o n d i c i o u n

气息
,

但是
,

乔史敏锐的对世俗百态的观察与 o f e e c h o f h e m
, 5 0 a s i t s e e m e d m e

…
描绘

,

弥尔顿至诚至深的神圣情感
,

均足以让 ( G en er al rP ol og ue
,

第 3 7
一

9行 )

我们用弥尔顿所谓的
“

重大题材
” ( gr ea t ar g u 一 “

M e
hit kn et h ”

显然是一种中古英语形式
,

m en t) 来界定这两部作品的主题
。

在现代英语中大致相当于
“
it s ee m s ot m e,’

。

这

无独育偶
,

乔臾的这种作诗法的影响还 一表达方式的真正含义是
“ 1 fe el as if …

” ,

强

跨越几个世纪渗透到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约 调的是主观感受
。

乔雯的
“
se e m ”

在功能和语义

翰
·

济慈的身上
。 “

w h e n 1 H a v e f e ar s T h a t l 上均有所不同
。

在
“ 5 0 a s i t s e e m ed m e ,,

中
, “

i t
, ,

aM
y C e as e t o eB

”

这首用莎士比亚体押韵格式 指前一行中的
“ t h e e o n d i e io u n ” , “ s e e m

"

的实际

创作而成 的十四行诗
,

依然是 由一个单独 的 含义是
“

ap ep ar
” ,

着 重强 调客观情状
,

那些烙

完整句构成 的
,

在句法结构上沿袭弥尔顿 的 刻在主体意识上的客体的表征与印象
。

进行这

作诗法
,

即乔雯式的倒装结构已较为罕见 (除 样的区分相当重要
,

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意识

了在最后 一行 )
,

但平行结构的安排却更显工 到乔雯在使用这些灵活多变的表达方式时所

整
,

3 个由
“
w h en

”

引导的平行从句占去全诗 想实现的侧重点的不断变化
。

的 n 行半
,

第 12 行的中间的破折号既标志着
“
M e

hit kn et h
”

代表了中古英语中的一个

意群的总分割
,

又预示着主句的来临
.

但在主 特殊结构
。

类似的结构包括
“ hi m th ou hg et ” ,

如

句实际出现 之前
,

还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停 顿 在 H im t h o u s h t e a m a n s to od by h i s be d d es s ide

— 主句之前的两个介词结构各占去 12
、

13 句中
; “ h im m e t t e ” ,

如在 H im th o us h t e a m an a

行的半行
。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主句一旦出现 w o n d e r d r e a m a g a i n t h e d a y 句
; “ h e m l e s t e ” ,

如

时
,

却是惊人的简短
,

仅是一主语辅以用
“ a n d ”

在 th e w in d g a n e h a u n g e , a n d b lo w e r i g h t as h e m

联 结的两个不及物动词
,

之后又 是一个以 l e s t e 句中
。

我们可以将
“ h im t h o u s h t e ”

和
“ h e m

“

ilT l ” 引导的从句
.

整首诗几乎犹如一座由简 les et’ ,

分别转 译成现 代英语中的
“ it se e m ed ot

洁的主句背负起来的从句套从句的倒金字 ih m
”
和

“ it lP
e

ase d t he m ” .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

塔
,

但由于倒金字塔 由从句构建起来的主体 我们创造出一个非人格性的第三个称单数主

结构
,

用平行的连词和介词层层登叠砌工整
,

语
“
it

” ,

将
“ hi m

”
和

“
he m ”

作为宾语来对待
。

可

衔接严谨
,

并用一破折号在第 12 行漫长的从 是
,

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
“ hi m m ett

e ”

这一结

句与简短 的主句间产生一种逐渐过度的效 构
,

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 “

iH m t h ou g ht e ”

后面紧

果
,

更有
“
iT n ”

从句在第 14 行于主句铿然落地 跟的是一个从句
,

而
“ hi m m et et ”

后面紧跟的是

之前起到铺垫作用
,

故整首诗繁而不乱
,

语义 一个直接宾语
。

因此
,

我们可以假设
“
m ett

e ”

为

层次清晰
,

句法框架极具动态
,

在形式上产生 一及物动词
。

将
“ m et et

”

当作及物动词来解释
,

一种紧凑连贯
、

一气呵成的独特审美效果
。

可以从 N un
’ 5 rP iest

’ 5

aT le 的一句句子—
在分析 T 乔雯的句法特征对后辈诗人在

“ T h a t h e h a dd e m e t t h e d r e a m th a t 1 y o u

作诗法方面所生影响之后
,

让我们回过头来 ot lde
”

— 中找到依据
。

此句的语义层次是非

考察一下乔雯语言艺术的其它一些侧面
。

常明确的
:

作为过去分词
, “ m et ”

起到及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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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

宾语是
“ the dr e

am
” 主语是一个非常合 具体化

,

并加以强调
。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

乎语法的主格代词
“ h e , , 。

既然
“
m e t te ”

以及
“ h ad 与现代英语 不 同

,

乔臾用
“ a p a i s i b l e a n d a

m et ”
必须被视为及物动词

,

那么从语法上讲
, s w et e ”

来保留了其名词短语的形式
。

从语法角

它们的前置成分必须是一个能充当主格的名 度看
,

我们自然而然会假定乔臾在、 s w et e ”

之

词或代词
.

这样
,

乔史就应该在语法上像使用 后省略了
“ l y f ”

一词
。

但假若我们果真要这样
,’ h e h a d d e m e t ” 那样来使用

“ h e m e t t e ”

结构
。

为 为该句
“
添足

”

的话
,

其韵律将由于额外的音

了产 生某种特殊效果
,

乔臾就极有可能这样 节而悉遭破坏
。

就其现状而言
,

它一方面保持

用
,

因为这种用法不乏其例
。

乔雯在 T he hs i-P 了相对的平衡
,

另一方面又能使韵律完好无

m a n ’ 5 T al e
中描述一个市侩气十足的女佣时 损

。

在另外一些情形中
,

当乔雯不得不用两个

用了这样一句
“ F ul ile f w er e m e ht is co sn iel f or 或更多的形容词来修饰一个名词时

,

乔臾在
t。 hy d e ”

(第 15 9 行 )
。

在 T he Boo k of t he 句法结构上的安排已体现出现代英语的某些

uD
e h e ss 中

,

则有
“ Y e t s h u ld e h e 纽 y l e t o r e k e n e

特 征
,

例 如
, “ E m b r o u d e d

was
h e as i t w e r。 a

e v e n / T h e w o n dr e s ,

m e m e t te i n m y s w e v e n ,, m de e ,

/ A I f u x o f f r es h e f一o w r e s ,

w h i et a n d edt
e ”

(第 4 4 2 行 )
。

(G
e n e r a l p r o l o g u e ,

第 8 9一 9 0行 )
。

当乔臾在诗歌中使用倒装结构时
,

很有 在探讨乔臾的英语时
,

考察一下
“ as

”
一词

可能是为了符合某一首诗特定的韵律模式
。

但 在句法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亦将不无裨益
.

显而

在某些情形中
,

其它的一些因素会占上风
。

乔 易见
, “

as
”

在乔史的作品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

史的 T he F or m er sA
e
无疑是拉丁诗歌中 u ib 词 汇

,

用法复杂多变
,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例证

su nt ? 主题在文艺复兴初期英国诗歌中的再 着乔更的英语所达到 的成熟水准
。 “

sA
”

的基

现
。

它既是对
“

昔日的美好时光
”
的理想化描 本用法是充当连接词

,

通常引导一个插入语
:

绘
,

亦是对世风日下的今日的悲嘴
。

为 T 起到 F o r t h i l k e t im e ,

as 1 h a v e u n d e r s t o n d e ,

强调效果
,

乔臾开篇时这样写道
:

eB
e s t e s a n d b ir d d e s c o u d e s ep k e a n d s i n ge

·

A 、 l is f u l 一y f
, a p a is i b ze a n d a s w e t e ( T h e N u n , 5 p ir est

, 5 T a l e
,

第 6 0一 6 1行 )

eL dd
e n ht e ep lP

e s i n ht e fo r m e : a
ge

.

这类表达方式在现代英语中亦很常见
。

在

乔史的怀旧情慷
,

对纯朴的颂扬在这里 乔 臾的英语中
, “

as … as …
”

使用频率也不

昭然若揭
。

这一效果的获得显然与乔臾的文体 低
,

如
:

处理不无关系
。

句法经这般构筑之后使人强烈 H “ w as as fr es h as 15 t he m on ht of aM .y

感到
,

真正 的强调对象是昔日的
“ bl isf u曰yf

” ,

与现代英语中的情形相同
,

此句中的两

而不是 the f or m er ag e
本身

,

尽管标题所暗示 个
“
as

”

充当着不同的句子成分
。

第一个是副

的思路更倾向于后者
。

乔史将 3 个形容词接连 词
,

意为
“
ot t he sa m e ex t en t ”

,

第二个是关系代

堆砌起来
,

这一作法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理 词
。

此外
,

乔臾也惯于使用
“
as m uc h as

”

这一表

解
。

但即使在这里
,

乔雯的作法也是特有的
。

达方式
,

如
:

与现代英语中的情形一样
,

两个以上的形容 T h a t th e y m e f o u n d e as m u s h e as 0 0 “ o t a g e

词的连用无疑会使句子显得冗长笨拙
,

复杂 nI w h i e h t h e y b o t h m i g h t e y l o gg e d be
·

难懂
。

乔臾的方法是将这 3 个紧接的形容修饰 (同上
,

第 17 0一 1 71 行 )

词分开来
,

按照它们相对的重要性进行组合 一个现当代作家十有八九会用
“
as m an y

排 列
。

其 中
, “

ibl sf ul ”
无 疑 是 个 中 心 词

,

as
”
而不用

“
as m uc h as

” ,

因为后面紧跟的是一
“
aP iis bl e ” 、 “ sw et e ”

所起的作用则是将中心概念 个可数名词
。

然而
,

乔臾在这时肯定有其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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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
。

他在选择
“
as m uc h as

”

这一结构时
,

连

同此前的否定词 en 一起
,

更多地要突出强调
“
连最起码的一座村舍都找不着

”
这一内涵

。

在

乔史的英语中
, “

as w ell as ”
这一表达方式也渐

趋 普遍
.

在
“ I t 15 m y `

刚 as w e l as t h y n ,

两d e e ”
( T h e

w ife o f aB t h ’ 5 rP of os u e ,

第 3 1 6

行 )中
,

它连接的是两个表语
。

在
“ 工w oo t as w el

as y e , it is n 。
dr 心

”
中

,

它连接的则是两个主

语
。

乔臾英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
,

当他使

用一个定语从句时
,

他习惯于将一个关系副

词与一个关系代词连起来使用
。

这是中古英语

所特有的
,

在现代英语中则是不规范的
。

事实

上
,

英语发展到莎士 比亚时代就不复有这种

表达方式了
。

但在乔臾那个时代
,

这一用法却

是司空见惯的
,

如
:

T h e y h e l业 h e m 阵 y ed o f f r u i dt
,

t h a t t h e y

e t e
,

W h i e h t h a t t h e fe ld es y a v e h e m b y us
a g e

.

(仆
。
凡mr

e r
gA

。 ,

第 3一 4行 )

显而 易见
,

关系副词与关系代词连用的

作法始终为乔臾所遵循
。

但当关系副词转而变

作
“ w h er 。 ”

时
,

关系代词就从
“
ht at

”

变为
“
as ” 。

例如
:

M e m e tt e h o w t h a t 1 r o m ed u P a n d d o w n

W it h i n o u r e y ee dr
, w h e r as 1 sa w g h a be e st

.

( N
u n , 5 R ie st , 5 T a le

,

第 59 一 6 0 行 )

A n d h a P ep d 50 t h盯 c o

me
n i n a tow

n

Wh e r as t h e r w as s w ie h c o n gr e g a c lo u n
.

(同上
,

第 1 68 一 9 行 )

如果说现代英语的读者尚能使自己习惯

于这样一种中古英语表达方式的话
,

那么
,

将

会发现极难接受另一种涉及到
“ as

”

的表达方

式
。

试考虑
:

B u t t h is w or d 15 n o u g h t t ak e o f e v e r y w i g h t
,

B u t t h e r
as G od k is t y i v e it o f h i s m ihg t

.

( hT
e
W i f e o f aB t h ’ 5 p r o lo s u e ,

第 8 4一 8 5

行 )

A w i s w o m m a n w o l b is y e h i r e e v e r e i n oo n

T o g e t e h ir e l o v e ,

y e ,
t h e r as s h e h a t h

n o o n
·

(同上
,

第 2 15一 6 行 )

在《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

卷一 》中
, “
as

”

一

词在这类上下文中均被注释为
“
w he r e,,

。

换言

之
,

它是一个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副词
。

但既

然
“
ht er

”

也是一个副词
,

我们只能将它理解为
“ t h e p l a c e w h e r e ,’ 。

在下述诗行中
, “

as
, ,

再度变

作一个关系代词
:

B y h o u s bo n d r y e o f s w ie h as G od h i r e se n et
.

(N u n ’ 5 p r i e s t , 5 T a l e
,

第 2 0 7行 )

nI
s w ie h e s扭 a t as G od h a t h e le Pep d u s

1 w o l ep
r se v e r e

·

( T h e w i fe o f aB t h ’ 5 p r o lo g u e ,

第 15 3 行 )

与现代英语一样
, “ s w ihc ” 之后的关系代

词必须是
“
as

”
而不是

“ t ha t,’
。

当
“
as ”
与

“ t o" 连用

时
,

意为现代英语中的
“ a e e o r d i n s t。 , , :

G od w oo t t h i s n o b le k in g
,

as t o m y w i t
·

(同上
,

第 41 行 )

尽管在 20 行之后我们发现
“

sA fe r as e

ve er 1 c
an

”

也是一个通行的表达方式
。

在别处
,

乔雯将
“
as ”
与

“
of

”
连用

,

构成一个介词短语
,

表示原因或对照
,

如
:

A n d bo r n h im w e l as o f 50 l i te l s阵ce
.

( G
e n e r a l p r o l o g u e ,

第 5 7 行 )

补 关 赞 关 长 爷 关 关 关 赞 赞 铸 铸 朴 书 朴 关

“ A l as J h o w t h e th o u g h t o f m a n ,

d r e i n t i n

o v e r 一 th r o w i n郎 d e e Pn e ss e ,

d u ll e t h
, a n d f o r l e t e t h

h i s rP o Pe r e l e e r n e ss e ,

m in t i n g e t o goo n i n
一
t o f o r

e in e d e r k n e ss e ,

as o f te as h i s a n o y o u s b is i n e s se

w e x e t h w i th
一 o u t e m e a ` u r e ,

th a t 15 d r i v e n t o an d

f r o w i t h w o r d ly w i n d s ! ”

在阅读乔臾翻译的波伊提乌 (脉hit
u s )的

《哲学的慰藉 》 ( D e e o n so l a t io n e P h i l o so hp i。 ) 的

散文译文时
,

我们禁不住为乔熨英语的美
,

它

的明快晓畅及其丰富的表现力所折服
。

除了词

语 的拼写与某些词 的语义之外
,

这儿所摘引

的一段文字读上去与现代英语相差无几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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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作为中古英语
,

乔史的语言与现代标准英

语多有出入之处
。

但两者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

与契合也是不容否定 的
。

乔臾的英语是现代英

语所由发展而来的最主要的源泉之一
。

在读乔

臾的时候
,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油然产生一种

挡不住的恋旧情绪
。

这是一种我们无法不留恋

的语言
.

任何一种中古英语形态都无法像乔雯

的文学语言那样展示出高度的精确性
、

流畅

性
、

复杂多变性
,

以及简朴明晰性
,

而所有这

些正是 自乔臾之后的英语语言发展所追求的

本质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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