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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了《红楼梦》仿词的艺术特点；通过比较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在仿词翻译中的不同风格 

和取向，探讨了《红楼梦》中义仿词、音仿词、综合仿词翻译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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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楼梦》仿词的分类及特点 

仿词是人们根据表达的需要，在现成词语的比照下，更 

换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语素，临时仿造新词语的修辞方法。⋯ 

由于仿词具有生动幽默和风趣诙谐的特点，使其成为汉语中 

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辞格，在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中 

更是有着相当广泛而成功的运用。 

“仿词”是仿照人们熟悉的或现成的表达法而成的，因 

此在“仿词”和其原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即理据 

(motivation)。《红楼梦》中仿词的理据主要有语音理据和语 

义理据。因此，按照仿词产生的这些依据，《红楼梦》中的仿 

词不外乎三大类：音仿词、义仿词和音义兼仿的综合仿词。 

纵观《红楼梦》中的各类仿词，不难发现，其仿词艺术特 

点为：从性质上看，多属仿义而作，单纯的同音仿词并不多 

见。从语体上看，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多见于人物 13常对 

话中，而少见于叙述和议论。从表达功能来看，主要用来表 

现人物个性、刻划人物形象。这些仿词审美意韵丰富，在原 

著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名著《红楼梦》中仿词这 

种特殊语言现象的翻译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 

二 《红楼梦》仿词的翻译 

王德春先生曾把语言的意义分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 

修辞意义，并指出修辞意义是语言单位的感情色彩，它分为 

表情色彩、语体色彩和联想色彩。【2 仿词表现出来的谐趣属 

于词汇的修辞意义，其中既有鲜明的表情色彩，又有浓厚的 

口语色彩和丰富的联想色彩。就翻译而言，这无疑为译者带 

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瓶颈”。 

下面我们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 

(霍克斯译本，下称“霍译”；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下称“杨 

译”)中三大类仿词的翻译方法与取向问题进行探讨。 

(一)义仿词的翻译 

义仿词指换用反义或类义语素所仿造的新词，汉语中有 

些仿义类的仿词，其字面意思与深层意思完全一致，直译到 

英文中与原文完全对等，这时“直译”便是最佳的翻译方法 

了。如： 

例1．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 

金来配你；人家有 蚕，你就没有避蚕去配?”(第19回) 

霍译：Dai—yu shook her headpityingly．‘Don’t be 80dense! 

You have your jade．Somebody has a gold tlling to match．Some- 

body hasColdFragrance ，ergo youmusthaveWarm Fragranceto go 

witIlit!’ 

杨译： 一yu shook her head with a saSh．“How dense you 

are!You have jade，and oomeone else has gold to match it．So 

don’t you have
—

a warm
—

scent to ma tch her
—

cold
—

scent?” 

这是典型的反义仿词，两译家均采用直译，因为汉语的 

反义仿词与英语中反义类比构词很相似，英语也常以现有词 

的一个词根或词缀作为对立点，仿造出与原词在意义上相反 

或相对的词，如由overproduce(生产过剩)类比出的 tmderpro． 

duce(生产不足)。因此，对这类词的翻译，我们通常采用直 

译法，不但形式上与原文匹配，意义也不会丢失。 

更多的时候，却不可机械地直译，同是义仿词的翻译，以 

下几例便说明了问题。 

例2．凤姐笑着说：“妈妈，你放心，两个奶哥哥都交给 

我，你从小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 

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哪一个 

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 

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 

着‘内人’一样呢。”(第 16回) 

霍译 ：Xi—feng laughed．“Leave your two boys to me，Nan- 

Ilie．I’1l look after them!You know all about Lima’s htde ways be- 

cause you nu_rs~ him when he WaS a baby：he’1l give the dea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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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 he has to some nobody he’s picked up outside，yet his own 

two foster—brothers who ale much nicer young men than any of his 

favourites he neglects completely．If only you would take a bit of in— 

terest in them，Lian ，you wouldn’t hear a word of complaint from 

anyone，instead of wasting your kindnesses on those — those little 

male misses of yours!I shouldn’t have called them “misses”， 

though．You treat the misses as your missus and ve me the miss!’’ 

杨译 ：Hisfenglaughed．“Justleavehistwofoster—bmthersto 

me．nanny，”she said．“Y_0u wh o nursed your boy from babyhood 

know what he’s like．He goes out of his way to help complete 

strangers，people nowhere near as deserving as his two foster— 

brothers．珊lo could possibly objoct if he did something for them? 

But hejust favours outsiders．Well，perhaps I shouldn’t say that． 

The people we consider outsiders are‘in’with him。I suppose．” 

这里的“内人”一说，显然是凤姐根据“外人”一词反其意 

而造出来的仿词，杨译译出的是“内、外”的表层意思。然而 

结合特定的语境来看，内人又正好暗合了言语社会中表示 

“妻子”一义的现成词，故既有反义相仿之趣 ，又有语含双关 

之妙。霍译给出了更加达意且别出心裁的译法，利用英语语 

音语义的谐趣，巧妙地用miss(小姐)，missus(妻子、老婆)充 

分再现了“内人”的深层含义，保留了原文“内人”作为称谓的 

属性 ，真可谓一箭双雕，不可多得。 

例 3．林黛玉道 ：“⋯⋯今儿得罪了我事小，倘或明儿宝 

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 ，也得罪了，事情 岂不大 了?”(第 28 

回) 

霍译：“⋯ ”It is a goodjob it was only IIle they were rude to． 

If
．

M
． ． ． ． ． ．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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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

s
． ．．  ．  

C
，  ． ，

o
—

w
—

were to call and they behaved like that to 

her，that would be really serious．” 

杨译 ：“⋯⋯It doesn’t matter their offending me，but tIlinl( 

what trouble there’II be ifnext time they offend your
．

precious Pao-
一  

chai!” 

林黛玉仿照“宝姑娘”造出了个“贝姑娘”来，显示了她心 

理活动的隐蔽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她委婉地责备了 

宝玉的丫环们不给自己开门，另一方面她又巧妙地对宝钗去 

看宝玉这一行为进行了冷嘲热讽。通过两译文比较发现，霍 

译更为传神。“宝”和“贝”是同义，霍译中译者抛开语义，转 

而借助语音的叶韵效果，用两个同韵的词 Bao和 Cow加以处 

理，显得浑然天成 ，风趣俏皮，又惟妙惟 肖地刻画出黛玉的 

心理，传达了说话者的神态。而杨译则采用意译，将“宝” 

“贝”合二为一，显得过于直白，没有传达出作者刻画人物心 

理的初衷，也使得原文的仿词效果荡然无存。 

例 4．宋嬷嬷⋯⋯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 

道了，再打发他 。”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什 

么‘花姑娘“草姑娘’的，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 ， 

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第 52回) 

霍译 ：That’s as may be，’she said．‘But oughtn’t we to wait 

until
—

Miss A
—

roma comes back and tell herfirst? at I am giving 

you ate Master Bao’s own orders，’said Skybright．‘He was most 

particular that she Should be．dismissed immediately．I don’t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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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i ss Smellypots for that 

mat【er has got anythingto dowithit．I knowwhatI’m doing．Just 

de as I say ． 

杨译 ：‘Even so，’she said with a smile，‘we’d better wait 

till
—

Mi ss
—

Xiren comes back before dismissingher．’‘Master Baowas 

most emphatic，’insisted Qingwen．‘Never mind about ： 

or ： ，we’Ⅱanswerto her．Just do as I say．Tell herfam— 
ily to come and take her away．’ 

前面我们提到仿词的特点是仿造必须有凭借，即要有一 

个被仿造的词作为“模式”，而且仿词一般须与被仿词同时并 

用。此例晴雯利用“花姑娘”(指袭人)作为仿造的“模式“， 

利用“花”与“草”相类的关系，临时仿出“草姑娘”。霍 氏在 

译本中对人名的翻译独辟蹊径，将丫鬟名字译其意，霍克思 

将“袭人”译为“Aroma”，意思是芳香、香味，使翻译更加游刃 

有余。作为“模式”的被仿词“花姑娘”成了“香姑娘”，什么 

“花姑娘、草姑娘的”便成了“什么香小姐 ，臭小姐的”。相比 

之下，杨宪益将书中人物全部音译其名的作法，使他在这里 

无法再现原文利用人物姓名来仿造的特点。 

(二)音仿词的翻译 

音仿词就是换用音同或音近的语素所仿造的新词，单纯 

的同音仿词例子在原作中虽并不多见，却同样精彩地刻划了 

人物，如： 

例5．(宝玉又诌道：)“⋯⋯小耗子现形笑道：‘我说你 

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 

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第 19回) 

霍译：“ little inouse resumed his own shape．‘It is you 

wh o a mistaken．You have seen too little of the wodd to under— 

stand．Th e vegetable tuber is not the only kind of sweet potato．Th e 

daughter of our respected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also sweet pota— 

to．She is the sweetest sweet potato of them al1．’” 

杨译：“‘Youignorantlot!’retortedthelittlemouse，resuming 

her original form． You only know what—sweet—taros are，but don’t 

know that the daughter of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

sweeter than any 

—

taro．’’’ 

(Note：This is an untranslatable pun． nle y1l in 一yu’s 

name has the salne sound as yu meaning“taro”．) 

原语中是一句语音双关的话。杨译用“sweet”表现出一 

点双关的意思，并通过加注解释原文的妙趣所在。这固然是 
一 种法子，但未免使读者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感。 

相比之下，霍译充分地发挥了翻译中的主体意识，用“sweet 

potato”变原文的语音双关为语义双关，在目的语中移植再造 

原文特殊的艺术效果，虽然难免有部分信息的缺省，但毕竟 

也能使译语读者体会到宝玉“乱诌”里的幽默。 

(三)综合仿词的翻译 

我们把利用复杂的音义关系所构成的仿词形式称为综 

合仿词。《红楼梦》的综合仿词绝大多数是先谐音接受错位， 

再仿义。这类仿词的构成大多数情况下是充分利用了源语 

文化自身的特点(如汉语词的多义性，词的反义关系、同音关 

系、类属关系等)，要在译入语中寻找形式对应词(谐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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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如： 

例6．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 王 ，要我吃东 

西去不成?”(第45回) 

杨译：“I’in not hand at versifying，”Hisfeng answered．“All I 

can do is COllie and join in the eating．” 

霍译：“I know nothing about poetry，”said Xi—feng．“I 

couldn’t compose a poem to savemylife．I could come alongto eat 

and drink with you ff you like．’’ 

“湿的干的”是凤姐利用谐音双关说的笑话，指做诗。英 

语里的“poem”与“wet”音不同，形不同，前后搭配形式也不相 

同，翻译时只能寻求其他办法。杨译把“作什么湿的干的”译 

为“versifying”，霍译为“compose a poem”。原文中的谐音双关 

及其趣味只能无奈地在译文中消失了。为了弥补语气的不 

足，霍译加了“to阻ve my life”，权作一种补偿，不失为一种方 

法。 

尽管仿词的谐趣在译文里往往无法得到绝对的再现， 

但是，相对地再现是可 以实现的。因为语言符号本身并没 

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只有依附于具体的语境才能起到其暗 

示作用和联想作用，从而产生相应的艺术效果。在翻译过 

程中，我们可以采用变通的手法，近似地传达这些暗示作用 

和联想作用。两译家在变通补偿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 

示，如保留部分源语言的语音特点，其中比较有效的翻译方 

法是采用汉语拼音，如： 

例7．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 

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 

霍译：‘V~qtat do you think，my dear：His Nibs has taken a 

fancy to the young fellow who does the tree—planting--'Yin'
．

or 

—

'Yt
—

m'or whatever his nalne i广 ⋯ ⋯ ” 

杨译：rI1le old wonlaln halted and clapI)ed her hands． 

“Tell hie．why has he taken such a fancy to this tree—planter 

Yun orYu。whatever his name is?⋯⋯’’ 

这是一个典型的先谐音再仿义的仿词(芸哥儿同音云哥 

儿同类属雨哥儿)，两译家都力求保持“音似”，均用了汉语拼 

音，霍译在使用拼音的同时，对原文稍有变动，使发音更符合 

英文的习惯 ，是十分可取的。 

然而，更多的时候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 

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失真与缺损，以使 

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 

例8．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 丫头便说：“叫蕙 

香。”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 

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呢!” 

(第 21回) 

杨译 ： 

“What is your name?”he asked． 

“

一

Hui-hsiang．’’ 

“Who gave you that name?” 

“My nalTle used to be Yunl~iang，but Sister Hua changed it to 

Hui-hsiang．’’ 

“You should be c~lled Hui—cl1i①．not Hui—hsiang~⋯⋯．” 

(Note：①Badluck．②Orchid．) 

霍译 ： 

“Isn’t your nanle‘Nella’something or other?” 

“Citronella．” 

“Citronella?Wllo On earth gave you that name?” 

“Aroma，sir．My real naIIle is‘Soldanella’，but Miss,~'Orlla 

altered it to‘‘Citronella’．’’ 

“I don’t knowwhy she didn’t call you 

done with it，”said Bao—yu． 

‘Citric Acid’and have 

宝玉将“芸香”“蕙香”和“晦气”扯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的 

发音相近或相同。霍译抓住了原文的这一特征，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译”，将三者相应地译成了Sddanella(高山钟花)， 

Citronella(亚香茅)和 Citric Acid(柠檬酸)。从字面上看，这 

纯属误译。然而从效果上看，译者却充分发挥了目的语的语 

音特点，因为 Citronella和 Sddanella后半部分拼写和发音都 

相同，而CitricAcid中 的Citric又与Citronella的前半部分发 

音相近，尽管在这里他对“蕙”和“晦”的谐音双关也无能为 

力，但利用目的语的语言优势对原语进行了信息补偿，不能 

不令人叫绝。反之，杨译倒是忠实于原文，采用拼音再加注 

释，可是对译文读者而言，未免有画饼充饥之感。 

例9．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 

的。”(26回) 

杨译 ~Itsueh Pan gIinned sheepishly． 

“Who cares whether the fellow’s na mo_
_

~llls‘sweet—silver’ 

or‘nut—silver’?”④he spluttered in his embarrassment． 

(Note：③Itsueh Pan doesn’t know the Ning’s artist Tang 

Yin’s陇IⅡIe．s0 he m the mistake of calling him “sweet—sil— 

ve ’which reads like“Tang Yin”in Chinese．) 

霍译 ：XuePan联dizedthat he hadmade afool ofhimself，but 

passed it off with an en矗，ar】 ssed laugh： 

“Oh，‘Tankin’or‘~mkin’，”he said，“what difference does 

it lmke．anyway?” 

与例8一样，在这一例中杨译仍然采用直译加注的译 

法，而霍译则利用目的语的语音特点继续改译，我们发现在 

这两例中霍译作出改动无非都是为了达到和原文相近的效 

果，尤其是此例引人发笑的效果，不容译者“胶柱鼓瑟”，否 

则仿词的谐趣，势必变得“无味得很”。简言之，在语义和效 

果之间，译者选择了效果的对等。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 

曾精辟地指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 

种语言中去，使得译文语言所属国家的人们能够清晰地领 

悟、强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 

一 样。”[3】这或许就是霍译不墨守原文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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