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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翻译理论角度看汉语习语的翻译

邹  馨, 贾德江 ¹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汉语习语由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的难点问题之一。较多的学者都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入手, 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仅从文化入手, 仍然不能解决习语在具体语境的翻译问题。文章尝试从关联翻译理论角度出

发来研究汉语习语在语境中的具体翻译,认为习语的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因素, 还要充分考虑作者意图,读者期盼, 以达到最

佳关联, 并且希望能够从5红楼梦6中的习语翻译总结一些指导习语翻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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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习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包含了大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根

据5辞海6 ( 1999)定义: 习语是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 使

用时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 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根据

汉语习语的结构可分为成语、谚语、歇后语、粗俗语等。

由于汉语习语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不同文化的巨大

差异, 因此如何翻译汉语习语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的一个热

点。很多专家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习语的翻译,强调文化因素

对翻译的影响。例如王东风教授就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提到

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等问题,并且强调翻译要体现不同

文化之间的差异。考虑习语中丰富的内涵和形象,对于习语

的翻译也主要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归化和异化。代表人物

分别是 N ida和 V enu ti。N ida主张翻译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

宿, 即运用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表达法,能帮助目的语读

者更好地理解源语中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更适合于目的语

读者, 而 V enu ti的异化则以源语文化为归宿, 承认源语和目

的语间的差异并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和接受源语文化的

异质特征。

这两种策略都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习语的翻译。这种

研究角度阐释了习语的文化承载意义及习语存在的文化差

异等问题, 但是这些都只是从习语自身的角度出发, 把习语

看作一个独立的部分,将习语翻译单独提出来, 而没有考虑

到习语的意义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体现,因此也就没有涉及

习语所处的具体语境问题。因此也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同

样的习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而

认知语用学则把习语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篇,除要理解其承

载的字面意义外,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其在使用过程中的隐含

意义,而这一隐含意义的准确解读需要借助语境去进行推

理,因为习语使用所依赖的语境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有利于

我们更准确的解读。由此可见在习语的翻译过程中, 我们不

能只考虑文化的不同, 还应该考虑语境, 原作者使用习语的

意图,读者期盼等多方面因素,这样才能够充分了解习语的

意义。而关联翻译理论正是从语用学角度出发, 把翻译看作

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认为成功的翻译需要考虑原文作者意

图,读者期待, 以及语境等问题,以期达到最佳关联。而这些

与汉语习语的翻译问题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关联翻译理论简介

关联翻译理论是 E rnst August Gutt根据他的老师

Sperber&W ilson的关联理论提出的。Gutt认为翻译是一个推

理过程,翻译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翻译是两种语言之

间进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际, 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规则, 换言

之,翻译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由于涉及两种语言, 原文作

者与译文读者认知环境有所不同,加之译者的介入, 情况更

加复杂而已。

关联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涉及原文作者, 译者和译文

读者,经过两轮明示 -推理过程的交际活动。译者的责任就

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为了做到这点,译者负有双重推理的责任。他必须从原文字

句中体会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且保证通过他的译文能够使

译文读者能够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通过选用不同的翻译

策略,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 使译文读者能够充

分了解原文作者本身的意图, 一旦意图得到了满足, 那么翻

译就是成功的。



二  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习语翻译方法

(一 )最佳关联观照下的直译法

当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关于习语的认知环境相同, 译文

读者可以直接推出原文作者的意图, 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时, 我们就采取直译法。

例: 难道舅舅是不知道的, 还有一亩地, 两间房, 在我手

里花了不成? /巧媳妇作不出没米的饭 0, 叫我怎么样呢?

( 5红楼梦6第 24回 )

A s you know bette r than anyone e lse, unc le, that I didn. t

have any property or land left a fter m y fathe r. s death wh ich I

squandered. Even the c leverest housew ife can. t cook a m eal

w ithout r ice. W hat do you expect m e to do? ( Yanx iany i)

习语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0被直译为 / Even the clev-

e rest housew ife can. t cook a mea lw ithout r ice. 0此译文不但保

留了原文的形式而且很好的传达了原文习语中的形象和比

喻意义, 同时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不会产生误解。英

文中虽然有相类似的谚语 / One can. t m ake bricks w ithout

straw0。但是译者选择直译不但使作者能够正确的理解此

习语的含义而且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中国文化。

(二 )最佳关联关照下的转换法

当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不同,原文作者运用

习语的意图只想让读者了解习语的意义、形象和语法结构,

而读者的期盼只是想知道该习语的意义时,但是在译语中有

意义相近的习语能够使译语读者获得相同的语境效果, 我们

就采取转换法。

例: 原来这学生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亲戚的子弟,俗语

说得好: /龙生九种, 种种有别。0未免人多了, 就有龙蛇混

杂, 下流人物在内。 ( 5红楼梦6第 9回 )

A ll the pupils at the c lan schoo lw ere eitherm enbers of the

Jia c lan o r re la tions bym arriag e; but as the proverb r ightly says,

/ there are n ine kinds of dragon and no tw o k inds are alike0.

W here m any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ew heat is sure to conta in a

ce rtain am ount of chaf;f and th is schoo l was no exception in

number ing som e very ill- bred persons am ong its pupils. ( Dav id

H aw aks)

从上文的翻译中 ,习语 /龙蛇混杂 0被翻译成 / the wheat

is sure to conta in a cetain amoun t of chaff0在原文中作者只是

用 /龙蛇混杂0表达了学生中良莠不齐的状况, 并且由于中

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于 /龙 0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 H a-

w akes的翻译主要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红楼梦, 其读者是对中

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 因此如果只是简单直译成

/ snakes m ixed up w ith dragon0则可能达不到必要的读者期

盼, 因此也就无法达到最佳关联, 因此译者选用了译语中意

义相近的习语来表达相同的意义,这是可取的。

(三 )最佳关联关照下的解释加注法

当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不同,原文作者运用

习语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习语的文化内涵,我们就可以

采取解释加注法, 让读者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

例: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 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 0因

又自笑道: /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 不但不为新奇, 而是

更是可厌。0 ( 5红楼梦6第 30回 )

/ Can th is be another absurd m a id com e to bury flowers like

Da iyu? 0 he wondered in some anusement. / If so, she. s / Tung

Sh ih im itating H sish ih. , wh ich isn. t o rig ina l but rather tire-

som e. 0

Anno tation: H sish ih w as a fam ous beau ty in the ancient

K ingdom o fYueh. Tung Shih w as an ug ly g ir lw ho tr ied to im -i

ta te her ways. ( Yangx iany i)

中国人都熟知 /东施效颦 0的典故, 但如果简单译成

/ Tung Sh ih im ita ting H sishih0,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则达不

到翻译的最佳关联。因此杨的译文中增加了 / w hich isn. t o-

r ig ina l bu t rathe r tiresom e0帮助读者了解这个习语的含义,并

且增加了注释,使原习语的外在形式, 文化意义和比喻意义

都得到了保留,也使译文达到了最佳关联。

(四 )最佳关联关照下的意译法

当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不同, 原文读者运用

习语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习语的意义而已, 并且在译

语中也没有相对应的习语, 那么我们就采取意译法。

例: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放迟了, 见他去远了, 心里暗忖

道: /这才是 /知人知面不知心0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

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 他才知道我的手段! 0 ( 5红

楼梦6第 11回 )

H is- feng purposedly slow ed down until he w as out of

sigh t. / You can know a m an. s face but no t his heart, 0 she re-

flected. / I. ll show the beast! If he tr ies anything like that w ith

m e, I. ll sooner o r laterm ake him d ie at m y hands, to le t h im

know my ab ility. 0 ( Y angx iany i)

在此译文中,杨只是简单的把习语 /知人知面不知心0

的意义翻译出来,但已将原文作者的意图表现了出来, 并且

英语中也没有相类似的表达方法, 因此意译就可以达到最佳

关联。

四  结论

从上述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 对于汉语习语的翻译,

如果我们能够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指导下, 以达到最佳关联性

为最终目的,通过仔细分析原文作者的意图, 同时考虑汉语

习语丰富的文化内涵, 进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是可以得

到比较理想的翻译的。而对于习语翻译中的一些翻译方法

本文只是做了一些粗略的分类概括, 关联翻译理论对汉语习

语翻译的影响以及指导运用还需要做更深刻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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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首先, 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

结论。其次, 其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现在中国主要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专门讨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章也还不多见。

再次, 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已得到认可, 但在非文学体

裁, 例如政论性文体、科技性文体中是否同样适用、应该怎么

应用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理

论, 创造性叛逆还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论支持和研究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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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etic Approach to Chinese Idiom s Translation

ZOU X in, JIA De-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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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ecause of its com plica ted cu ltura l backg rou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 s is always a ho t topic that m any

scho la rs have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 e. People tend to consider id iom translation from the ang le of culture, fo 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two cultures. But it seem s no t a ll the idiom transla tion prob lem s can be so lved from the ang le of culture. Th is essay is try-

ing to use the re lev ance- trans lation theory to solve som e problem s in idiom transla tion, and th inks the trans lato r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intention o f the author and the expectation o f the audience to reach optim al relevance. It a lso concludes som e translation m ethods on

the basis of idiom s translation in H ong LouM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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