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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翻译中的疏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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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再现原文的风格是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翻译实践中不少译文在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方面或敷

衍了事或穷于表达,造成诸多疏忽遗漏。论文以 P roverbs in La tin Am er ican Talk的参考译文为例, 对语言风格翻译中语体、口

吻、表意方式等方面的疏漏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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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甚至不同个人创作的文

艺作品,都有其风格。所谓风格是指作品中所蕴含表现出来

的非同一般的、独到的思想倾向、思维方式、创作意图和艺术

手法。在文学作品当中, 章、节、句、词等语言运用构建上的

特点构成了作品的语言风格, 并且可细分为语体风格、修辞

风格等多个方面。本文就语言风格的翻译做些许探讨, 以下

所言 /风格0皆指作品的语言风格。

一  风格与译文的质量

风格的载体是语言符号。原作的言语气氛或格调及其

表现手段通过字、词、句、节、章, 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来, 形

成原文的语言特征。因此, 风格并非空幻飘渺、难以把握和

描述,而是有形的、真真切切存在着的。如此,风格便具有可

译性。

风格不仅可译,而且必译。古今中外的翻译标准足以证

明这一点。国内外的翻译标准大多把再现原作的风格视为

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的

翻译三原则中明确提出 / The sty le and m anner o fw r iting in the

transla tion should be o f the sam e character w ith tha t o f the o rig-i

na l0 (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当与原作保持一致 ) [ 1]。美国翻

译理论家尤金# 奈达认为 / T ranslating cons ists in reproduc ing

in the recepto r language the c lo sest natura l equ iv alent o f the

source- language m essage, first in term s o f m eaning and sec-

ondly in te rm s o f sty le0 (翻译就是在译文中用最切近和自然

的语言再现与原文对等的信息, 首先要意义对等, 其次要风

格对等。) [ 2]。国内的翻译标准,从严复的 /信、达、雅0、鲁迅

的 /保存原作的丰姿0, 到刘重德的 /信、达、切0, 莫不是如

此。其中,严复的 /雅0是指通过艺术的再现和加强原作的

风格来吸引译语读者 [ 3]。刘重德的 /切0即切合原文的风

格 [ 4]。即便是在翻译教材中针对翻译初学者提出的最低翻

译标准, 也同样认为不可忽视原文的风格。如5英汉翻译教

程6把翻译标准概括为 /忠实、通顺0四个字, 同时指出: 忠

实, 除了指 /忠实于原作的内容0之外, 还指 /保持原作的风

格 ) ) ) 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

语言风格等0 [ 5]。可见, 再现原文的风格是衡量译文好坏的

不可或缺的标准, 理应是译者倾力追求的目标。然而,译者

在翻译实践中往往侧重原文意义传译的忠实和译文表达的

顺畅, 在保留原文的风格方面却或敷衍了事或穷于表达而造

成诸多疏忽遗漏。下面笔者以 P roverbs in Latin Am erican

Ta lk一文为例, 对风格翻译中的疏漏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二  风格翻译中的疏漏现象

P roverbs in Latin Am er ican Talk是一篇趣味十足的日常

生活小品文, 被多部翻译教材或考试辅导丛书选用为翻译练

习。原文除第一自然段外, 基本上由对话组成 ) ) ) 伊梅尔达

( Im e lda)和太太 ( Senora)的对话, 和女婿、女儿的对话。对

话中人物出口皆谚语。文章旨在说明拉美人乐用谚语, 善用

谚语, 正是谚语使他们的言谈生动活泼。原文基本上属于口

语体, 风格明快、洗练、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又不失讽刺幽默

效果, 是分析再现原文风格的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 纽马克认为译文比读是翻译批

评的一项有效的方法: / T ranslation cr itic ism is an essential

link between trans lation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it is also an en-

joyab le and instructive exerc ise, particularly if you are criticizing

som eone e lse. s transla tion o r, even better, two o rmo re transla-

tions of the sam e tex t. 0 [ 6] ( /翻译批评是连接翻译理论和翻



译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也是一项有趣、有益的实践

活动。对他人的译文进行评论,特别是对同一文本的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译文进行评论尤其具有意义。0 )笔者采取这一

方法,对译文 A (出自5英汉翻译教程6 )和译文 B(出自 5英

汉翻译基础6 ) ¹进行对比, 分析二者处理原作风格的方法,

指出其中明显的疏漏之处,并提出改译, 力图保留原文的总

体风貌。

=原文>

P roverbs in Latin Am erican Ta lk

( 1) P roverbs are the popu la r say ing s that br ighten so much

Latin Am er ican ta lk, the boiled- down w isdom that you are as

apt to hear from pro fessors as from peasants, from beggars as

from elegantes. Br ief and co lor fu,l they mo re often than no t ca r-

ry a sting.

( 2)W hen a ne ighbor. s dism ally una ttractive daughte r an-

nounced her engagem ent, Im e lda rem arked, / You know what

they say, Senora, -There. s no pot so ug ly it can. t find a lid. .

0 And w hen her son- in- law blustered about how hew as go ing

to ge t even w ith the boss who had docked h is pay, Ime lda fixed

him w ith a co ld eye and sa id, / L ittle fish does no t eat b ig fish. 0

( 3) One a fternoon I heard Im elda and he r daughter argu ing

in the k itchen. H er daughter had quarre led w ith her husband. s

pa rents, and Im e lda was insisting that she apo log ize to them.

H er daughte r objected. / But, M am a, I just can. t swa llow

them, no t ev en w ith honey. They ta lk so big until w e need

som ething; then they. re too poor. So today when theyw ouldn. t

even lend enough to pay fo r a new bed, all I d id was say som e-

th ing tha t I. ve heard you say a hundred times: - If so g rand,

why so poo r? If so poor, w hy so grand? . 0

( 4 ) / Im pe rtinent! 0 snorted Im e lda. / H ave I not also

taught you, -W hat the tongue says, the neck pays fo r. ? Iw ill

no t have it said that I cou ld never teach my daughter proper re-

spect fo r her elders. And before you go to beg the ir pardon,

change those trousers fo r a dress. You know how yourm other-

in- law fee ls about pants on w om an. She a lw ays says, -What

was hatched a hen must not try to be a rooster! . 0

( 5)H e r daughterm ade onem ore try. / ButM am a, you o-f

ten say, - If the sa int is annoyed, don. t pray to h im until he

gets ov er it. . Can. t I leave it for tomo rrow? 0

( 6) / No, no and no! Rem em be r: - If the dose is nasty,

sw allow it fast. . You know, m y child, you did w rong. But, -A

g ift is the key to open the door c losed aga inst you. . I have a

cake in the oven tha t I was m ak ing for the Seno ra. s dinne r. I

w ill exp la in to the Senora. Now, dea r, hurry hom e and m ake

yourse lf pretty in your pink dress. By the tim e you get back, I

w ill have the cake ready for you to take to your mo ther- in -

law. Shew ill be so p leased tha t shem aym ake your father- in-

law pay fo r the bed. Rem ember: -One hand w ashes the o ther,

but tog ether they wash the face. . 0

(一 )语体上的疏漏 ) ) ) 墨守一格

成功地再现原文的风格务必使译文 /文贵适体 0 [ 7]。这

里的 /体0指语体。通常语体 ( var ieties)可分为书面语体和

口语体, 或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 /进行翻译时, 原语是什

么语体, 就用什么语体翻译。0 [ 8]一般情况下, 同一文本的语

体前后应趋于一致。然而, 我们也会偶遇语体上有起伏的文

本。此时译者在翻译中往往只顾恪守原文的主流语体, 忽视

或未能识别原文语体细微变化之处,造成译文语体部分失真

的现象。

语体意义 /在一些较为随便的场合所常见的特征, 除了

表示非正式性、口语性、俚语性等等的成分外,还有形式上或

意义上省略、简化的成分。0 [ 9]原文主要是女佣伊梅尔达和

女儿之间的几段对话组成, 基本是口语体,多处使用口语用

词和交际用词。如俚语 / ta lk b ig0, 口语用词 / You know0 (交

谈时用来提醒对方注意, 原文中出现三次 ), 省略句式 / If so

g rand, why so poo r? If so poo r, why so grand?0, 缩体词

/ There. s, can. t, wouldn. t, they. re, I. ve, don. t0等更是充

斥全文。译者并不难通过原文内容和以上语言特征来识别

并在译文中保留这一主流语体。但是原文语体的微妙变化

却极容易逃过译者的眼睛。原文开头段的语体就并非口语

体, 而是比较正式的。在这段文字中作者首先对全文的中心

词 proverb进行定义。我们知道, 定义的准确性决定了其语

体的正式性。因此, 作者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句子结构。第一

句话是个长句, 其中出现两个同位语、两个定语从句、两个

/ from, as from, 0结构, 形成一种下定义时固有的正式、严

谨的作风。其次, 使用生僻词也是正式语体的特征之一。

eleg ant�s一词为生僻词, 在一般学习型词典里无从查找。

TheWorld Book D ictionary ( 5世界图书英语大辞典6 )中收录

了这个名词, 指 a fashionable woman。此外, / you are0也不像

其它段落中一样, 被其简化形式 / you. re0所代替。下面我们

对译文 A, B进行比读:

A: 谚语是使拉丁美洲人民言谈生动活泼的流行俗语,

是洗练睿智的语言, 大学教授说, 田野农夫说, 市井乞丐说,

名门闺秀也说。谚语简洁明快、丰富多彩, 往往带刺。

B:谚语是凝聚着智慧的通俗话语, 是它使得拉丁美洲

人的言谈常常显得那么生动活泼。从大学教授到田野农夫,

从市井乞丐到摩登女郎, 大家都在使用谚语。谚语简洁明

快, 丰富多采,但也往往带着刺。

译文 A的 /大学教授说, 田野农夫说,市井乞丐说, 名门

闺秀也说0读起来给读者一种随随便便的感觉, 语体随意性

较强, 有悖原文第一段的正式语体。相比之下,译文 B保留

了原文的 / from, as from, 0结构, 而且把 / as apt to hear0译

为 /使用谚语0而不是 /说谚语0, 更为接近原来的语体。下

面是笔者的改译:

改译: 谚语是通俗而又凝练睿智的话语。拉美人的言谈

因谚语而熠熠生辉。上至大学教授、时髦女郎, 下至田野农

夫、市井乞丐, 人人都在使用谚语。谚语简洁明快, 丰富多

采, 且往往话中带刺。

针对其它段落的口语体特征,译文则应该尽量使用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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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和简短句式。例如:

/ If so g rand, why so poor? If so poor, why so g rand?0

这是个省略句式,体现出口语体表达上简短、朴素的特

点。译文 A和 B不约而同地译为 /既然真阔气, 何必又装

穷? 既然真正穷, 何必摆阔气? 0尽管这样的译文已经很不

错,但是在语体风格上仍然存有疏漏之笔。第一,使用 /既然

, ,,何必, , 0这样的连词比较正式, 有悖原文口语体之

嫌,不妨用口俗语虚词 /要是, ,, 要是, , 0取而代之。

/汉语虚词有文言虚词和白话虚词之分, 译文比较正式时不

应用口俗语虚词,反之亦然。0 [ 10] 467第二, 译文字词的冗余度

高于原文。

改译: /要是真阔,装什么穷? 要是真穷, 摆什么阔?0

改译后不仅在语体上更加贴近原文, 而且字数悬殊缩

小,简洁有力, 神形俱似。伊梅尔达女儿的形象通过她的口

而鲜活生动起来。

(二 )口吻上的疏漏 ) ) ) 言不尽意

/口吻0 ( tone)即口气、语气。口吻是说话的风格, 即说

话的味道。识别原文的口吻就是识别原文的味道。理解原

文,不仅要把握表层结构上文字语句的意义, 还要能感悟出

深层结构下文字语句所含的韵味,并在译文中用贴切的语言

再现出来。换言之,译文要 /意0、/味0双全, 如此才能传神

达意,原文的总体风貌方能完整地得以再现。然而 /翻译最

难的是口吻0 [ 11]。由于理解原文上语言感悟较差或者表达

上汉语功底不足,在口吻的传译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言不尽意

的情况。该篇短文最为突出的风格便是其以幽默讽刺为主

的各色口吻,正是这些口吻使得原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独

具特色,恰当地传译原文的口吻是译者无可逃避的艰巨任

务。例如:

When a ne ighbor. s d ism a lly unattractive daughter an-

nounced her engagem ent, Im e lda rem arked, / You know what

they say, Senora, - There. s no pot so ug ly it can. t find a

lid. . 0

A:邻居一个丑八怪的女儿说她订婚了, 伊梅尔达就说:

/太太, 你可听见大伙儿讲开了: -罐儿再丑, 配个盖子不发

愁 (姑娘再丑, 找个汉子不必忧 )。. 0

B: 邻居家丑八怪的女儿宣布她订婚了, 伊梅尔达就说:

/太太, 你可听见大伙儿怎么讲的: -罐儿再丑, 配个盖子不

犯愁。. 0

细细品味原文,可以体会到该句不失幽默讽刺的口吻。

原文对伊梅尔达邻居的女儿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语, 但是

/ d ism a lly una ttractiv e0和 / announce0仅此三词的运用, 就惟

妙惟肖地把她的长相和对待自己婚事的态度刻画出来。

/ d ism a lly una ttractiv e0在修辞上属于不充分的陈述 ( unde r-

statem ent), 作者含蓄而巧妙地以此代替过于直白的 / ug ly0,

对邻居女儿貌丑故意轻描淡写, 烘托出行文的幽默。而挑选

/ announce(宣布 ) 0这个具体的词来代替笼统的 / say0, 更是

强化了这种幽默的意味: 邻居的女儿长得虽丑, 但在宣布自

己订婚消息时可是郑重其事、毫不含糊的; 然而伊梅尔达却

不以为然,对对方大加讽刺: /罐儿再丑, 配个盖子不犯愁。0

两者截然相反的态度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译文 A和 B不仅部分误读了原文, 而且都把 / d ism a lly

una ttractive0直白地译为 /丑八怪0, 原文使用 understatem ent

而产生的幽默效果在译文中荡然无存。笔者把它改译为 /长

得叫人郁闷的0,对邻居女儿的长相幽了一默。译文 A随意

地把 / announce0译为 /说 0,邻居女儿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

口吻因此而灰飞烟灭。译文 B译为 /宣布0就比较好地保留

了原文的口吻。再来看看 / rem ark0的翻译。原文使用了另

外一个具体的表示 /说 0的动词 ) ) ) / rem ark0 (评论 ), 而不

是笼统地用最普通的 / say0一词取而代之 ,目的是为了让伊

梅尔达那种喜欢对邻居的事情说长论短、虽是小人物却爱做

大评论的人物特征跃然纸上。然而译文 A、B都简单地译为

/说0,淡而无味,无从彰显人物的性格特点。真可谓原文言

外有意, 而译文却言不尽意呀!

改译: 当隔壁人家长得叫人郁闷的女儿宣布她订婚的消

息时, 伊梅而达就评论起来: /太太, 你可知道大伙儿是怎么

说的: -罐儿再丑, 配个盖子不犯愁。. 0

(三 )表意方式上的疏漏 ) ) ) 得意忘形

表意方式包括否定句、反问式、间接式、直接式等

等 [ 10] 467。由于表意方式本身也是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手

段, 因此在必要与可能时译文应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表意方

式, 以求意义和形式的高度等值。

Im elda fix ed h im w ith a co ld eye and said, / L ittle fish does

not ea t b ig fish. 0

译文 A:她冷眼瞪着他说: /小鱼吃得了大鱼吗? 0

译文 B: 她冷冷地盯着他说: /小鱼吃不了大鱼。0

译文 A把原文的直接式转换成反问式, 无非是为了加

强语气。虽然保留了原文的意思,却轻易改变了原文的表意

方式。笔者认为并无此必要。最理想的译文是既忠实于原

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女婿扬言要找克扣他工资

的老板算帐, 伊梅尔达对此不以为然, 冷眼盯着女婿,同时抛

出一句谚语: /小鱼是吃不了大鱼的。0原文使用陈述句, 直

截了当地刻画出伊梅尔达不以为然的态度。她口气沉稳、眼

神冰冷, 足以让咆哮的女婿霎时冷静下来。此时, 连她的眼

睛都在说话, 嘴上说出的虽是波澜不起的陈述句, 其分量却

丝毫不亚于译文 A的反问句。译文 B处理得比较慎重, /得

意0而不 /忘形0, 保留了原文的表意方式。笔者在改译中采

用了汉语的判断句式 /是, ,的0, 使译文的语气更加沉稳,

如此, 伊梅尔达认为女婿斗不过老板的态度就愈加坚定。

改译: 伊梅尔达冷冷地盯着他, 说: /小鱼是吃不了大鱼

的。0

短文中还有一个对原文的表意方式处理不妥的例子。

伊梅尔达劝女儿换下长裤, 穿上裙子再去给公公婆婆赔礼道

歉, 因为女儿的婆婆最看不惯女人穿裤子。伊梅尔达搬来女

儿的婆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 -What w as hatched a hen

must no t try to be a rooster! . 0

译文 A: /孵出来的母鸡还想冒充公鸡吗?0

译文 B: /孵出来是只母鸡就别想冒充公鸡! 0

译文 A把原文的感叹式转换为反问式、否定式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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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式同样是落入 /得意忘形0的疏忽之中。保留原文的表

意方式能让译语读者更准确地体会到婆婆厌恶女人穿长裤

的程度。译文 B便是这样的处理。笔者略加变动, 改 /别

想0为 /甭想0, 尽管一字之差, 原文的语体风格便表达得淋

漓尽致。

改译: /孵出来是母鸡就甭想冒充公鸡! 0

三  基本对策

语言风格的翻译最能够体现译者的双语语言造诣、文化

修养和翻译功底,是文艺作品翻译的最高境界。要力求做好

语言风格的翻译,笔者认为必须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译者要有充分的主观意愿让读者能够原汁原味地

把握原文的语言风格。译者不仅要使尽力传达出原文的语

言风格成为翻译过程中自身的一种本能, 更要把握译语的表

达习惯,灵活发挥译语优势 ,调动起读者的主动感知能力,两

者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

第二,全面把握原文的总体风貌。原文的总体风貌是个

多层面的综合体,宜采取着眼于宏观、着手于微观的原则,在

正确理解原文原意的基础上, 从 /用词倾向 (专业词、深难

词、浅易词、俗俚词等等 )、句式特点 (简单句、复杂句、省略

句、祈使句、疑问句、句式变化等等 )、修饰手段 (比喻、对仗、

夸张等等 )、表意方式、词语情态以及句段安排0 [ 10] 487等方面

层层剖析,做到既对原文的总体风貌了然于胸, 又对原文各

个层面的具体风格处理得细致入微, 使译文达到神形兼备的

效果。

第三,要运用恰当有效的翻译技巧,使词义、语句精当贴

切,恰如其分地传递原文全盘的神韵, 在意义和风格上追求

/最切近而自然的对等0。如可运用回译的方法来检验译文

是否切合原文原貌。

四  结语

翻译过程中原文的语言风格难以尽善尽美地再现, 译者

责无旁贷应力求使风格的疏漏现象最小化,如此方能使译文

读者读译文时的认知和感受同原文读者读原文时趋向一致。

注释:

¹ 译文 A、B分别出自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 [M ].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古今明. 英汉翻译基础 [M ]. 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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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ights in Translation of L inguistic Style

JIANG Hong- hong

(Zhangzhou N orm al Un ivers ity, Zhangzhou 36300, China)

Abstract:  One o f the important translation crite ria is to reproduce the sty le of the ST proper ly. H ow ever, oversights re lated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or ig ina l sty le are o ften found i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due to the transla to r. s care lessness or inability in repre-

sentation. Th is paper, tak ing the reference versions of P rove rbs in La tin Am er ican Ta lk as an exam ple, intends to explo re th is phenom-

enon in deta il in the aspects o f var iety, tone and m ode o f representing ideas.

Keyw ords:  style;  va riety;  tone;  m ode o f representing ideas;  oversigh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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