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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策略#

(醒世恒言)&心'字译法探析

张星!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2!$

摘4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关注!必然会带动中国典籍英

译的发展" 文章以 !$%%年由杨曙辉和杨韵琴夫妇合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的译法为考察对象!使用文

本案例分析与文本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诠释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从而为中国典籍英译的

最佳实践提供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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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对西方而言#!$ 世纪就是翻译的世纪' !$

世纪西方翻译的发展和繁荣#超过历史上任何一

个时期'&这种繁荣是因为出现了翻译的两大转

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和三大根本性突

破!

' 很明显#自 !$ 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已经打

破以往经验性层面关于%如何译&的探索和总结#

开始走向以理论构建为目的的全面性思考阶段#

并将翻译放入更为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去考虑'

汉语文化中的%心&字是汉语中的一个文化

关键词#%心&不仅是人体重要器官#而且其引申

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从%心&字的演变历史以及

心族字的大量涌现可以看出#在中国古汉字文化

的形成过程中%心&字无疑是窥探中国历史文化

的窗口#也是中国社会演变的缩影#其承载的文化

意义不言而喻"

' 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奠基性

作品%四书五经&中也大量出现%心&字#学者对此

也有相关研究#$

' 如此#了解%心&字的用法#便

可以由此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翻译实

践中#汉语%心&字的译词选择要根据语境进行辨

别#并不能与英语中的%SBCA@&一词完全对应' 通

过对%心&字这个文化负载词译法的探析#也许可

以窥探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作品如何传递中

国传统文化价值'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逐渐受

到西方读者的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代中国

发展的战略性选择#中国典籍英译是推动中国文

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

' 因此#本文选择从+醒

世恒言,全译本中%心&字的译法开始探究传统文

化传播下的典籍翻译策略及其功能价值#试图探

寻译者在典籍翻译过程中采取哪种策略以及这种

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该译本由美国贝

茨大学教授杨曙辉与联合国秘书处同声翻译杨韵

琴女士共同完成#由岳麓书社于 !$%% 年出版#是

+醒世恒言,首次英文全译本' +醒世恒言,是冯

梦龙的著名通俗白话小说集%三言&的最后一部'

通过搜索%醒世恒言&与%翻译&两个关键词#

得到 %6条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只有一篇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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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字词%寸&的翻译策略研究#采用的是文本案

例分析方法' 在+醒世恒言,译本研究中#尚无对

%心&字译法的研究成果#也没有采用文本定量分

析方法的研究成果'

一4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翻译的%等值&问题一直是西方学

界的研究重点#无论是早期俄国学派对于形式对

等的语言学探索#还是法国释意派理论中将脱离

语言外壳的意义对等作为实现翻译功能的判断标

准#都是学界在探寻最佳翻译策略与实践技巧上

的各种尝试' 这种尝试一直围绕着%等值&二字

逐渐开展#事实上#这个%值&的定义在不同学派

之间存在着争论#到底是语言文字层面的价值还

是社会文化功能的体现#不同学派因此产生风格

迥异的翻译理论' 其中#法国学派将翻译中的字

词对应与意义对等进行区分#首次将语篇作为翻

译单位带入研究者的视野!

'

在莫娜贝克看来#语义由直接意义和间接意

义构成#是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概念"

' 这与语

言学界对于语义的传统诠释不谋而合#即语义是

语言形式和语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全部意义' 间

接意义是指超出字面意思的文本意义#一般由译

者通过对原文意思的解读从而传达作者的原意'

因此#译者毫无疑问地介入译文文本产出的过程#

并对译文文本风格和语言特点甚至语义传递效果

具有一定的影响' 正如赫曼的%话语呈现&所指#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作者源语信息所做出的有

意识和无意识决策#最终形成了译语综合产物#这

个最终产物体现了译语文本中的语言选择#这就

是译者介入翻译过程的机制#也是译者印记在译

文中的体现#

' 因此#与源语文本完全对应的译

语文本几乎是不存在的' 大多数的情况下#译者

往往会放弃形式对等#甚至对语义进行修改#从而

实现源语文本的某些功能性目的$

'

许多学者都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沟通方

式#译文本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性目的#这是翻译

的文化属性' 翻译过程中有多种参与者都对译文

生产造成影响#而这其中的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译行为&是跨文化沟通中译者的目的性行

为' 无论是莱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还是曼塔利

的译行为模式#又或是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都

对译文的功能目的以及与译者的关系进行阐述#

其核心思想紧紧围绕着如何实现译文的功能与目

的' 曾霞指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与文化学派翻

译理论在文本翻译策略上都主张打破语言学派的

等值原则#给予译者对文本的介入与操控权力#从

而实现翻译的目的和功能%

' 正如曼塔利所说#

翻译不仅仅是对字词(语句(语篇的双语转换#任

何时候#翻译都是跨跃文化隔阂(引导文化融通的

一种实践#目的是实现有效沟通&

#这也是功能学

派和文化学派共同认可的翻译策略' 简言之#翻

译的目标就是引导译入语读者认识到两种文化之

间的异同#从而实现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跨文

化沟通#而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决策者这一

重要角色'

'

那么#翻译又是如何实现跨文化沟通的呢3

图瑞认为#%首先要认清#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

的社会系统和文学系统中占据着某种地位&

(

#这

个地位决定着翻译作品发挥的功能以及译者应该

采取何种翻译策略' 具体来说#如果翻译文学在

目的语文化中占据首要地位#译者更乐意打破目

的语限制#保留源语语言特征和文学传统#这种翻

译被图瑞称为充分性翻译)相反#如果翻译文学在

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译者则会受限于目

的语的语言规范#不得不将满足目的语读者偏好

作为翻译的首要考虑因素#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译

文就是图瑞所谓的可接受性翻译)

' 换言之#翻

译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制约着译者的翻译

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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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决策过程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跨文化沟通是目的#翻译决策

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二是文化地位是制约因素#

翻译决策离不开对这个因素的客观判断)三是译

者是实际决策者#其决策行为是主客观统一的结

果' 翻译决策结果形成最终的翻译文本#而通过

对翻译文本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译者采用的翻译

策略'

综上#翻译决策过程体现的是译者的意志性

行为#这正是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

核心思想!%把翻译活动操纵者的意志性纳入研

究视野22充分考虑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

性和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

!周领顺通过引入

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三要素构建评价译者行

为的连续统#观察并跟踪此概念系统的动态变化#

就可以对译者的行为以及译文的质量进行更为客

观的评估"

' 周领顺认为%求真&是译者的语言

性#是作为%译者&这个角色的译内行为***翻译

之本)而%务实&是译者的社会性#是作为%社会

人&的译外行为***翻译之用' 那么#结合译内

效果"文本价值$与译外效果"社会功能$进行双

向评价#是翻译批评的正确途径' 本文循着这个

思路#从译者的语言选择出发#结合译者所处社会

环境与历史阶段#对译者行为及其目的进行探析'

在研究方法论上#本文采用图瑞提出的三段

式方法论!第一#将译本放在目的语文化中考察#

确定其重要性和接受程度)第二#对照原文和译文

中的耦合对子#做文本分析#找出翻译过程中发生

的转移#并概括这些译法背后的翻译策略和规范)

第三#找出可以复制的翻译经验#以指导日后的翻

译决策#

' 这里#图瑞强调文本分析的重要性#是

研究翻译策略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主要路径'

二4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文化本身是一种软实力#因国家政治经济地

位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

并不是强加于受众的#而是由于文化本质上具有

的某种吸引力可以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选择

主动接受并学习这种文化' 决定文化吸引力大小

的因素中#既有其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活力#也有文

化传播体系与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等外部因素#如

何将先进价值观打造成为可对外输出的文化精品

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各国间文化传播交流

的重要途径$

#而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

译这个传播手段#译什么(怎么译决定了翻译产品

的文化吸引力#同时也对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地位

产生一定干扰%

' 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选择不

仅直接关系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也有利于促进

源语与译语文化的互利共生'

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对

翻译策略进行研究#由此#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

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徐广东将基督教核心术语

%公义&与汉语中的%义&进行语义内涵对比#结合

汉英文化语境的不同之处#阐述翻译此类文化负

载词的三步法!%格义& %别赋新义& %转外音为熟

语&

&

' 很明显#这里探讨的是在接纳和吸收外来

文化时的翻译策略#也是探析翻译策略在外来文

化进入中国时发挥何种作用' 相反#耿玉聪通过

对+长恨歌,英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不同应

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进退

取舍全在于译者#减少文化冲突还是再现原文风

格#离不开译者对于双语文化的理解与把握'

'

大多数情况下#当译语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

译者更倾向于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减少对异族文

化的冲击#让译文更易于被读者接受)当源语文化

不弱于译语文化时#译者的文化自信会体现在译

语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保留特定文化词汇#主动传

播浓厚的异国情调#从而积极再现源语文本的风

格' 这样的翻译策略选择#完全符合跨文化传播

的特点!无论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处在一种

互惠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两者通过相互学习(

彼此借鉴来获得一些新的认知#要么为发展自身

不断汲取异质文化中的营养#要么为壮大自身积

极传播本族文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接触与采

借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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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文华指出#在语言(文本转换的同时#

异质文化之间也随之互证(互补(互指起来!

#不

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变动不居(互涉互

融的#译出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存在的%互

文性景观&正是译者创造和赋予源语或译语文字

新的意义的可行性基础#也正是这样创新性的赋

义行为使得异质文化之间获得一种关联与沟通'

从字词的变迁到文化的链接#翻译便是在这样一

个双语转换过程中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分享与

传播'

综上#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之间存在着一

种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 翻译策略的选择

是实现特定文化传播目的的途径#而文化传播的

有效性又反过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当今的信

息化时代需求#决定作为文化消费品之一的翻译

作品必然承载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传播过程不再

是被动(单向的#而是由译作产出国与消费国双向

选择之后产生的一个主动传播的过程' 那么#作

品外译时必然会考虑到文化传播的因素#并在翻

译策略上进行相应的抉择)反过来#也不可否认#

任何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必定带着某种文化传播的

目的性' 无论是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语言文字

将陌生文化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还是保留源语特

色(故意引起文化不适从而达到培养海外受众的

%文化瘾&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讲好源语文本故

事#让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和

共鸣'

三4&心'字的英汉语义差异

研究双语文本中%心&字的对应关系#首先需

要厘清英汉两种语言中%心&字的义项#即%心&字

在英汉语言中的不同语义和用法' 关于汉语中的

%心&字与英语中的%SBCA@&一词的语义与用法#已

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做了对比研究#其中包括 D)L

BUB)BA(7CA@(?(UB((侯玲文(王文斌(齐振海(卢卫

中(张建理(b)/N<)等'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汉

语文化中%心&字的含义远比英语中%SBCA@&一词

的含义更为丰富多样'

具体说来#张建理"在文章中总结出%心&字

在汉语里的三类义项#即思维义(情感义和实体

义' 实际上#b)/N<)等通过自然语义元语言

"D9T$分析方法对汉语%心&字的义项进行详尽

的梳理#研究发现%汉语文化中/心0字的含义囊

括 :)BA[_).0C对英语中 SBCA@一词的全部释

义&

#

' b)/N<)等进一步将汉语%心&字的意思归

为 +个大类#通过%心&字的解析揭示独特的中国

文化#这 +类义项分别是!心与情绪)心与脏器)心

与心智)心(德行与视野)思维认知义的心)心与专

注)心与欲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的心$

'

从以上提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汉语

%心&字的意义因受到中国文化特有的老庄思想

的影响#其概念包含情感与思维等多重意义#是

%身心合一&的体现' 相反#西方哲学家则认为心

与身是二元对立的关系#%2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

内1笛卡尔第一次将身心关系的论述引入哲学领

域' 因而#英语世界的% SBCA@&一词是人体的器

官#是人类情感体验的感知器#用以表达人类的

情绪'

很明显#汉语%心&字与英语%SBCA@&一词并不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心&字的概念内涵远远大于

%SBCA@&一词' 如果要让译语读者准确理解源语

文本#在中译英转换的时候必然要区分源语中

%心&字的概念所指#不可完全用英语%SBCA@&一词

进行替换' 同时#关于%心&字的概念我们不能只

关注字词训诂#还要关注经学训诂%

'

四4(醒世恒言)中&心'字译法的统

计分析

基于以上对于汉语%心&字与英语%SBCA@&一

词的差异分析#本文选取+醒世恒言,全译本作为

分析文本#找出译本中出现的%心&字译法#并对

其进行分类整理#意图挖掘译者在选择译词时的

深度考量#也尝试着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剖析'

为何要选择+醒世恒言,全译本#其原因有三

个方面'

&1%

!

"

#

$

%

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外国语,!$$!年第 !期'

张建理!+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修辞学习,!$$&年第 %期'

b)/N<)# YSA)>@BAJA).>>(/#T)0CB?i=B//BA>@B'@*%;SBUBC/)/N(R@SBYS)/B>B.=?@=AC?0BXE(A' L0&&# %̂<3&#*%5=#&+<#+)"#&( .<*4<3)#

!$%#"&$!2&

3

+6*

b)/N<)# YSA)>@BAJA).>>(/#T)0CB?i=B//BA>@B'@*%;SBUBC/)/N(R@SBYS)/B>B.=?@=AC?0BXE(A' L0&&# %̂<3&#*%5=#&+<#+)"#&( .<*4<3)#

!$%#"&$!2&

3

+6*

冯胜利!+训诂的属类与体系***论经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的独立性,#+古汉语研究,!$%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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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醒世恒言,作为%三言&之一#开创中国

小说新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

白话小说集#在描写手法与情节词汇等方面都超

越了宋元旧作#其中的生活场景多样化(情感思想

细腻化程度足以反映出当时市民的生活和思想状

况#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也体现当时

社会市民的情感和思想' 这样的一部作品非常适

合用于分析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二是本文选择的这个译本#是+醒世恒言,的

首个双语全译本#译者不仅完整地展现原版中文

小说集#在翻译时也是做到不漏译不错译#是迄今

为止该小说集译本中最为准确生动且可读性极强

的作品' 华盛顿大学知名中国文学教授c(_BA@J

\BNB?在该译本的序言中称!%他们的译本可以与

任何时期的中国小说最佳英译本相媲美'&该译

本按照原作中故事的顺序将原文毫无遗漏地翻译

成英文#包括原版中的眉批也保留下来#具有极强

的文本价值'

三是本文选取%心&字译法作为探析翻译策

略的进路#那么便需要文本中能找到丰富的%心&

字用法' +醒世恒言,作为一部人物丰富(情节生

动的白话小说集#富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必然

会采用许多关于%心&字的表述#这就符合本文的

研究思路' 另外#+醒世恒言,中一共收集 "$ 个

故事#文本的长度也很适当#值得研究'

为了对%心&字译法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首

先需要在译本中找出原文中出现%心&字的地方#

并将原词与译词挑出来进行整理#建立译词对应

表#如是才可一目了然体现%心&字的译法' 查找

原文时#下载+醒世恒言,的中文原版电子书#通

过全文搜索%心&字#找到其出现的位置#再按图

索骥到纸质双语译本中相应位置找出对应的译

词' 目前#暂无法获得双语译本的电子版文件#只

能通过以上方式查找' 因文章篇幅有限#只对

+醒世恒言,第一卷"全书共五卷$进行耐心细致

的文本搜索和分类整理工作#获得 !+! 条%心&字

记录#并将原词(译词(原词义项类别"按情感义(

思维义(实体义分为三类$(所属故事名称(出现

页码等信息整理为详细的译词对应表"因表格太

长#不在本文内呈现$' 通过译词对应表可以看

出#%心&字在+醒世恒言,第一卷中 + 个故事 %$$

多页文本中一共出现 !+! 次#平均每一页%心&字

会出现 !到 #次#这样的出现频率表示%心&字是

贯穿故事始终的关键词' 这里#%心&字的译法主

要分为五种策略!"%$字译#即将%心&字译为对应

的英文词#例如 SBCA@#U)/'#@S(=NS@等词)"!$合

译#即%心&字与其前后字词构成译语中新的语义

单元#那么便不再单独翻译%心&字#而是对新词

进行整合翻译#例如!疑心(耐心等词)"#$意译#

即根据语义将%心&字所在短语或短句译出#不再

使用%心&字的本义#不进行逐字翻译#例如!%留

心&翻译为 0BBH SBABXB>(HB/ R(A)""$不译#即在

保证不影响语义完整度的情况下不将%心&字译

出#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前后与其搭配的词汇意

义更为显著#从而不需要将%心&字意义单独表达

出来#例如!%心里想到&只需要译出%想到&一词)

"&$整句未译#即译文中没有翻译%心&字所在句

子#这种情况出现 #次#可能是译者的漏译或者删

译行为#可以不计入译词统计结果'

基于译词对应表#本文进一步按照词组搭配

类型将源文中%心&字词汇进行归类#一共整理出

6&类%心&字词汇#例如%心上& %心下& %心中&

%之心&等类型' 通过 9@C@C计量分析工具#采用

相关性分析方法#分别检验出现频次超过 %$次的

%心&字词汇类型通过义项类别对翻译策略选择

的影响"见表 %和表 !$以及词汇类型直接对翻译

策略选择的影响"见表 #$' 从表 %和表 ! 可以看

出#在 1类%心&字词汇中#%心下&与%心中&类词

汇更多表现为情感义#而%放心&类词汇则更多表

达思维义)与此同时#情感义的%心&字词汇在翻

译策略选择时以不译为主#而思维义的%心&字词

汇则更多采用合译的翻译策略' 表 #中的结果显

示#%心下&与%心中&类词汇主要采用不译的翻译

策略#而翻译%放心&类词汇时则以合译方法为

主' 显然#表 %(表 !与表 # 中的结果是相互吻合

的#这就说明!"%$在典籍翻译中出现%心下&与

%心中&类词汇时#译者采取不译的策略是可取

的' 事实上#%心下&与%心中&在文本中时常与表

示情感的词汇搭配出现#比如%心下欢喜& %心中

大怒&等' 这种情况#译者会直接将情感词汇译

出#而无需赘述感知情感的%心&这一器官#%心&

字的意义已是一个默认的事实#译与不译并不对

目标语含义造成影响' 此种情况下选择不译的策

略是最为便捷有效的' "!$结果显示#翻译%放

心&一词时#应采用合译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与

%放心&一词相关的词义在目标语中可以找到对

应词汇进行表达#在本研究的译词对应表中主要

译为 C>>=AB'(RBB?BC>X和 E(AA)B' "不放心$' 其

中#也出现 ! 次#译者用直译的方法将%心&字译

出#%放心&译成!H=@S)>U)/' C@AB>@,C@BC>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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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心'字词汇类型通过义项类别对翻译策略选择的

影响

字译 合译 意译 不译 整句未译

情感义
3

$*%!

0

3

$*%2

00

3

$*$2

$*!2

00

$*$1

"$*$&$ "$*$$$ "$*!&$ "$*$$$"$*!2$

思维义
$*$2

$*%6

00

$*$+ 3

$*!#

00

3

$*$1

"$*!&$ "$*$$$ "$*!%$ "$*$$$"$*#$$

实体义
$*!

00

3

$*$1

3

$*$#

3

$*%%

3

$*$%

"$*$$$ "$*#$$ "$*1%$ "$*$2$"$*+"$

44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Z值' 带
0

号为显著相关

系数'

表 !4&心'字词汇的义项类型分布

情感义 思维义 实体义

有心
3

$*% $*%

3

$*$!

"$*%%$ "$*$6$ "$*2!$

心上
$*$%

3

$*$&

$*%"

0

"$*+!$ "$*"#$ "$*$!$

之心
$ $*$%

3

$*$!

"$*66$ "$*6%$ "$*16$

心下
$*%#

0

3

$*%%

0

3

$*$"

"$*$#$ "$*$&$ "$*"1$

心中
$*%+

00

3

$*%1

00

3

$*$2

"$*$$$ "$*$$$ "$*!1$

放心
3

$*%!

0

$*%!

0

3

$*$!

"$*$"$ "$*$"$ "$*2&$

44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Z值' 带
0

号为显著相关

系数'

表 #4&心'字词汇类型对翻译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

字译 合译 意译 不译 整句未译

有心 $*$! $*$1

$*%!

0

3

$*%!

0

3

$*$!

"$*1+$ "$*#&$ "$*$"$ "$*$"$ "$*2&$

心上 $*$%

3

$*$& $*$# $*$!

3

$*$!

"$*+&$ "$*#6$ "$*&6$ "$*2#$ "$*2"$

之心 $*$"

3

$*%

3

$*$& $*$+

3

$*$!

"$*"6$ "$*$+$ "$*#6$ "$*!$$ "$*2#$

心下 3

$*% 3

$*%6

00

3

$*$6

$*#

00

3

$*$"

"$*$+$ "$*$$$ "$*%!$ "$*$$$ "$*&!$

心中 3

$*% 3

$*!6

00

3

$*%%

$*#+

00

$*$!

"$*$+$ "$*$$$ "$*$2$ "$*$$$ "$*2%$

放心 $

$*!

00

3

$*$" 3

$*%"

0

3

$*$!

"$*6"$ "$*$$$ "$*&$$ "$*$!$ "$*2+$

44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Z值' 带
0

号为显著相关

系数'

另外#通过表 % 和表 ! 中不同类别义项的

%心&字的翻译策略显著性结果可以看出#实体义

的%心&字一般采用字译的方法#情感义的%心&字

不常采用字译方法#而思维义的%心&字在字译方

法上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统计结果#接

下来将对%字译&情况进行深度分析' 首先#%字

译&情况一共出现 22 次#对应的译词及出现频次

见表 "'

表 "4采用字译方法的&心'字译词与义项类别分布

序号 译词 出现频次 义项类别

% SBCA@ !"

情感义"%&次$

思维义"1次$

实体义"#次$

! RBB? %$

情感义"&次$

思维义"&次$

# U)/' !$ 思维义

" @S(=NS@ 6 思维义

& )/@B/@)(/ # 思维义

1 H=AH(>B # 思维义

2 >B/>B ! 思维义

+ U)'

3

% 实体义

6 .SCAC.@BA,U(AC?,E)>S,RC/.X % 思维义

%$ )/ECA'?X % 情感义

由表 " 结果可知#对%心&字进行字译时#可

对应不同的译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SBCA@一词#

随后是 U)/'# RBB?# @S(=NS@等词' 很明显#汉语

%心&字的意思是丰富多样的#在%心脏&本义之

外#还可以表达与心脏有关的情感与感受#同时也

是大脑思考功能的代名词' 实际上#这里的思维

义译词出现 &!次#情感义译词出现 !%次#实体义

译词出现 " 次' 译者显然知晓%心&字翻译时需

要注意区别语义#%心&与 SBCA@并不是一一对应

关系' 可有趣的是#即使在译者对%心&与 SBCA@

区别了然于胸的前提下#译者依然采用 SBCA@一词

来表达实体义(情感义和思维义等多种语义' 在

英语中与 SBCA@一词相关的表达都是实体义和情

感义#只有在汉语中%心&字可以表达思维义#汉

语中的%心&字兼具%心脏&与%大脑&的功能#中

国文化中的%心&统领着人的身体#对各个器官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 " 的数据表明#用于表达情

感义和实体义的 SBCA@一共出现 %+ 次#比表达思

维义的出现频率高#这完全符合英语 SBCA@一词的

常见用法)而用于表达思维义的 SBCA@也有 1 处#

这是译者将汉语%心&字的用法转移到英语 SBCA@

一词上#属于上文中徐广东提到的%别赋新义&的

手法#也像是图瑞所说的保留源语语言特征和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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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统的充分性翻译策略!"

' 总之#在目的语中

使用具有源语语义的译词#更像是一种刻意而为

之的%译行为&#这种翻译操作使得选用的译语词

汇在译文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并且会引起译语

读者的关注&

#

' 这也与G)/CXC/' ĈA_B?/B@提出

的翻译中存在受限和选择的说法一致$

#在译语

词汇的自由选择中逐渐显现出译者的风格#而这

就是%译者印记&' 通过对%心&字译法的探析#本

文发现+醒世恒言,译本中的%译者印记&#那就

是#译者将汉语%心&字的概念意义附着到英语

SBCA@一词上#塑造一个打破目的语语言规范的新

词 SBCA@#从而将中国语境和传统文化概念移植到

英语语言与文化中#这将会使得译语读者对中国

文学作品及传统文化产生好奇与兴趣'

结语

综上#通过对+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译法

的分析#发现译者带有目的性的%译行为&#这可

能是译者为了实现跨文化沟通所采用的一种翻译

策略#是钱钟书所言林纾式的%明知故犯 &#而不

是译者疏于辨别%心&与 SBCA@的差别而产生的语

言错误' !$!$年#联合国宣布汉语成为全球通用

语言之一#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强大的体现#也意味

着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这必将影

响我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目的和策略' 那么#什么

样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文化传

播与发展的需要呢3 图瑞的三段式方法论指出#

要在文本分析中找出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转移#概

括出这些译法背后的翻译策略#总结可复制的翻

译经验%

' 按照这个方法#可以说+醒世恒言,译

本中%心&字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转移方式是源

语语义在目的语土壤上的扩展(延伸甚至是新生#

是译者主动传递中国特色文化的一次尝试#在某

种程度上译者是期待着译语读者对中国话语产生

强烈的兴趣和好奇' 换言之#通过译词语义的延

展将源语文化介绍给译语读者#正是本文研究的

译本中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是充分性翻译

的一种#旨在达到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事实上#跨

文化沟通就是一种主动性行为' 不破不立#勇于

打破目的语限制#才能将源语文化更好地传达给

目的语读者&

' 那么#当代中国在跨文化沟通目

的下的典籍英译最佳策略便是合理采用充分性翻

译策略#适当保留源语语言规范和文学传统#引起

目的语读者对新语言现象的好奇心#从而激发读

者探索源语文化的欲望#这样才能实现翻译的跨

文化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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