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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老舍«二马»及其英译本为语料建立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ꎬ旨在探讨该作品中本源概念的分布及其翻

译策略ꎬ并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角ꎬ探寻译者如何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成功传递本源概念信息ꎬ做到最佳阐释ꎮ 研究表明ꎬ在
翻译过程中ꎬ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ꎬ深入理解本源概念的文化内涵ꎬ深刻领会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ꎬ恰当选用一种或

多种翻译策略来阐释和传递本源概念ꎬ从而使译者对原文做出最佳阐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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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源概念(ａｌｉ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是指某语言社团在长

期的社会生活、地理环境、文化思维方式等推动下发

展起来的具有本语言社团特色的概念[１]ꎮ 对本源

概念的研究ꎬ国内最早的文献是 ２０１０ 年香港中文大

学何元建教授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题为«论本

源概念的翻译模式»的文章ꎮ 该概念自提出以来ꎬ
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ꎮ 近年来共有 ３１ 篇相关论文

发表ꎬ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 ４ 个方面:对本源概念翻

译模式的研究、对翻译特征的研究、对翻译教学的研

究和不同语种翻译对比研究ꎮ 总体而言ꎬ对本源概

念的研究维度较单一ꎬ其研究成果还亟待丰富ꎮ
老舍是中国文学史上首位获得“人民艺术家”

荣誉的文学家ꎬ一生著有诸多优秀作品ꎮ 在其作品

中ꎬ我们发现大量汉语本源概念ꎬ老舍善于运用本源

概念来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ꎬ这有助

于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ꎮ 然而ꎬ没有译者对其本源

概念的正确解读与阐释ꎬ文化传播过程会受到阻碍ꎮ
因此ꎬ从阐释学翻译理论角度对本源概念的翻译策

略和方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以老舍长篇小说«二马»及其英译本为语

料ꎬ以尤金奈达[２]６６￣６８对文化的分类为标准建立汉

英双语平行语料库ꎬ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角ꎬ对

«二马»中各类本源概念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ꎬ旨在

探寻译者如何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成功传递本源概念

信息ꎬ做到最佳阐释ꎬ从而为译者进行文学作品翻

译ꎬ尤其是为本源概念翻译时提供借鉴ꎬ更好地促进

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ꎮ

一　 阐释学翻译理论概述

阐释学源自德国ꎬ是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

和解释的理论[３]ꎮ 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

文献学、古典阐释学以及西方现代阐释学等阶

段[４]ꎮ 施莱尔马赫是将阐释学引入翻译研究领域

的第一人ꎮ 他将阐释学称之为“理解的理论”ꎬ分析

了翻译与理解的关系ꎮ 伽达默尔的经典论述“理解

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确定了阐释学以理

解为核心的哲学地位ꎬ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翻译的

本质[５]ꎮ
斯坦纳是阐释翻译学最杰出的代表ꎬ其«通天

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详尽地论述了翻译理

论及翻译过程ꎬ是翻译理论中的经典著作ꎬ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ꎮ 他提出“理解即是翻译”的观点[６]ꎬ
“认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其实都是在翻译ꎬ从源语

到译语ꎬ期间需要进行解释ꎬ所有的交流和交际都是



通过解释和翻译完成的” [３]ꎬ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

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及补偿ꎮ 信任作为第一步是

指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对文本有种先验的信任ꎬ即相

信文本有可翻译的价值ꎮ 第二步是侵入ꎬ是译者带

着自身的认知(包括文化知识、生活经验、道德观念

等)理解文本的过程ꎮ 这些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侵

入原文ꎮ 第三步是吸收ꎬ这是译者寻找最恰当的译

语表达原文文本的过程ꎬ也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族

文化在冲突和矛盾中相互融合的过程ꎮ 因此ꎬ在这

个过程中ꎬ选择何种翻译策略很重要ꎮ 补偿是原文

文本被多次侵入后一个恢复平衡的过程ꎮ 通过补

偿ꎬ尽量减少给原文带来的损伤ꎬ尽可能多地体现原

文的优点ꎬ力求达到等值翻译ꎮ 这就是著名的阐释

学翻译的四步骤ꎮ 该四个步骤在翻译过程中构成一

个有机整体ꎬ不可割裂来看ꎬ更不可人为地将其按照
单一的个体进行机械的理解[７]ꎮ

二　 «二马»本源概念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简介

«二马»本源概念语料库为自制汉英双语平行

语料库ꎬ其主要研究目的为探讨«二马»中本源概念

各类的分布情况及其翻译策略ꎮ 本语料库以 １９８０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马»中文版[８] 以及
１９９０ 年由尤利叶吉姆逊(Ｊｕｌｉｅ Ｊｉｍｍｅｒｓｏｎ)翻译并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ＭＲ. ＭＡ ＆ ＳＯＮ ａ Ｓｏｊｏｕｒｎ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英译本[９] 为原始语料ꎬ全文入库ꎬ经过后期

相关处理制成语料库ꎮ «二马»全书共 ５ 章(原文称

之为五段)ꎬ共 ４６ 节ꎬ汉语形符数 １４６６３０ꎬ英语形符

数为 １０３３９０ꎮ 虽较之大型语料库而言ꎬ本库偏小ꎬ
但由于是全书入库ꎬ也能达到本研究目的[１０]ꎮ

语料的选择首先应考虑文本的代表性ꎬ即文本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ꎮ 老舍ꎬ大家会自然想到“语言

大师”的称谓ꎬ其作品的影响力不言而喻ꎮ «二马»
是老舍早期的作品ꎬ也是早期的代表作ꎮ 老舍

(１９８６)在其«老牛破车»中表达了自己对该书的看

法ꎬ他认为该书较之早期的另外两本书(«老张的哲

学»«赵子曰»)ꎬ语言更细腻、更有特色[１１]ꎮ 可见在

老舍早期的作品中ꎬ该书的语言在老舍心目中是有

较高地位的ꎮ 其中该书的语言特色之一便是有大量

本源概念ꎮ 而就其译本而言ꎬ«二马»共有三个译

本ꎬ分别于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４ 年及 １９９１ 年出版ꎬ其中

１９９１ 年 Ｊｕｌｉｅ Ｊｉｍｍｅｒｓｏｎ 的译本目前流传最广ꎬ也最

为读者所接受ꎬ因此ꎬ本研究选取此译本入库ꎮ
制作语料库ꎬ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ꎬ电子化语

料并清洁文本ꎮ 首先将«二马»及其英译本扫描成

ＰＤＦ 文档ꎬ利用光学字符识别(ＯＣＲ)软件 ＡＢＢＹＹ
ＦｉｎｅＲｅａｄｅｒ １２ 将其转化为 ｗｏｒｄ 文档后ꎬ再将其转化

为 ｔｘｔ 格式ꎮ 然后运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 对文本进行去噪处

理ꎬ将其整理为清洁文本ꎮ 第二ꎬ平行对齐语料ꎮ 运

用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实现段落层面及大部分源语文本和目

的语文本语句之间的对齐ꎬ再以句号、问号等文本句

为切分单位ꎬ实现语料句级的对齐处理ꎮ 第三ꎬ标注

语料ꎮ 研究目的决定了标注内容ꎮ 根据本研究目

的ꎬ该语料库标注了本源概念的类和本源概念的所

有翻译方法ꎮ 存储时将文本转换为 ＸＭＬ 格式ꎬ中英

文分别存储ꎮ
依据何元建对本源概念的定义[１]ꎬ结合尤金

奈达[２]６６￣６７对文化的分类ꎬ本研究将本源概念分为物

质类、社会类、语言类、生态类以及宗教类ꎮ «二马»
中共有 ２４０ 条本源概念ꎬ其中语言类本源概念 １２３
条ꎬ占 ５１.３％ꎻ社会类本源概念 ７０ 条ꎬ占 ２９.２％ꎻ物
质类本源概念 ２３ 条ꎬ占 ９.６％ꎻ宗教类本源概念 １９
条ꎬ占 ７.９％ꎻ生态类本源概念 ５ 条ꎬ占 ２.１％ꎮ 从本

源概念的数量上看ꎬ总体呈现出语言类本源概念>
社会类本源概念>物质类本源概念>宗教类本源概

念>生态类本源概念的趋向ꎮ 通过检索语料库ꎬ并
仔细分析其中的语料发现:«二马»是一部语言极其

丰富的作品ꎬ富含汉语中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ꎬ如成

语、俗语、北京方言、典故等ꎬ语言细腻、生动ꎬ兼顾通

俗性与文学性ꎬ富含幽默又京味儿十足ꎻ同时该作品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历
史背景、行为模式等ꎮ

«二马»中所涉及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意译、换
译、省译与合译ꎮ 经检索语料库发现ꎬ意译使用频率

最高ꎬ合计 １３１ 条ꎬ占 ６５.５％ꎻ直译其次ꎬ合计 ６４ 条

(其中包含音译及直译与音译的合译)ꎬ占 ２６.７％ꎻ
换译合计 ３３ 条ꎬ占 １３.８％ꎻ省译与合译的使用频率

都较低ꎬ分别为 ９ 条和 ３ 条ꎬ占比 ３.８％和 １.３％ꎮ 从

各翻译方法使用频率上看ꎬ总体呈现意译>直译>换
译>省译>合译的趋势ꎮ 从语料分析可知ꎬ为了更好

地阐释原文独有的文化内涵ꎬ成功传递本源概念的

信息ꎬ意译与直译是翻译本源概念时最常用的方法ꎬ
而换译、省译及合译虽所占比例总和不足 １０％ꎬ但
却是本源概念翻译中不可缺少的翻译方法ꎬ正是有

这些翻译方法的补充ꎬ译者才能真正游刃有余地选

择恰当的策略做到对原文的最佳阐释ꎮ 以下将从阐

释学翻译角度探讨译者如何运用以上翻译方法成功

传递本源概念信息ꎬ达到最佳阐释的ꎮ

三　 阐释学翻译视阈下«二马»本源概念翻译策略

研究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能为本源概念

的翻译提供具体指导ꎬ尤其是其翻译四步骤ꎬ即信
任、侵入、吸收及补偿[３]ꎮ 其中信任属译前行为ꎬ是
斯坦纳翻译步骤的第一步ꎬ具有重要意义ꎬ缺乏此

２１１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步ꎬ其后三步都无从谈起ꎮ 而翻译中的侵入、吸收和

补偿可视为译中行为ꎬ其中侵入实际上是理解的过

程ꎻ吸收是翻译表达的过程ꎬ也是关于采用归化还是

异化翻译策略的过程[１２]ꎻ补偿是在翻译中再次修订

整理的过程ꎮ 三者紧密相关ꎬ不可分割ꎮ 正如著名

翻译学家屠岸先生所说ꎬ“这四个步骤有先有后ꎬ却
又可能同时进行ꎬ同时完成” [１３]ꎮ 因此ꎬ我们分析时

要将其看做一个整体ꎬ不可人为将其割裂ꎮ 下文将

结合斯坦纳的翻译观分析 «二马» 中本源概念的

翻译ꎮ
(一)意译

意译是指在词汇及修辞的处理上采用转义的方

法ꎬ以便更为流畅地表达原文的意思ꎬ使译语读者更

容易理解并接受[１４]ꎬ或者说是翻译原文的象征意

义[１０]ꎮ 它是实现归化策略常用的翻译方法ꎮ 在«二
马»的本源概念翻译中使用频率最高ꎮ

(１)ＳＴ:伊牧师连三并四的说ꎮ
ＴＴ:Ｈｅ ｒｅｐｌｉｅｄ ｈａｓｔｉｌｙ.
“连三并四”是汉语中的四字成语ꎬ四字成语中

的数字一般有其深层意义ꎬ而非表层意思ꎬ该成语中

的“三”和“四”是连续的数字ꎬ放在整个成语中有接

连不断之意ꎮ 联系上下文不难理解ꎬ该成语在此处

是匆忙、急忙的意思ꎮ 由于英语属于印欧语体系ꎬ是
由字母组成字符ꎬ因此缺乏此类成语表达ꎮ 译者在

翻译前已对文本有先验的信任ꎬ认为该文本是有意

义和价值的ꎬ必须深入分析原文才能理解含义ꎮ 在

翻译过程中ꎬ其原始信任遭遇抵抗ꎬ翻译过程遇到障

碍ꎬ为了能在最大程度上贴近原文ꎬ译者不可避免地

运用主观认知侵入原文文本ꎬ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

冲突ꎬ形成自己的理解ꎮ 译者理解了“连三并四”在
原文文本中的内涵ꎬ没有简单地将原文译为数字ꎬ选
择了同样表达“匆忙、急忙”之意的 ｈａｓｔｉｌｙ 向译语读

者传达该意ꎬ做到了对该词的充分理解和阐释ꎮ
(２) ＳＴ: 就算她虚砍一刀ꎬ佯败下去吧ꎬ到底

“得胜鼓”是他的ꎮ
ＴＴ: Ｅｖｅｎ ｉｆ ｓｈｅ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ｄｅꎬ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ａ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ｈｉｍ.
“得胜鼓”属于社会类本源概念ꎬ起源于取得胜

利之后的一种舞蹈ꎬ人们会装扮成武士来击鼓以庆

祝取得胜利ꎮ 在中国文化中ꎬ我们将其引申为胜利ꎬ
因为得胜鼓是胜利的象征ꎮ 译者将“得胜鼓”意译

成“ｖｉｃｔｏｒｙ”是在充分理解“得胜鼓”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对原文所做的阐释ꎬ译者运用自己的主观认识ꎬ击
碎“得胜鼓”表层含义的外壳ꎬ剥离出其本质含义即

胜利ꎬ对该词做出了恰当阐释ꎬ成功地传递了该本源

概念的文化内涵ꎮ 该入侵的过程融入了吸收与补

偿ꎬ难分彼此ꎮ
(二)换译

换译ꎬ亦可称之为“套译” [１４]ꎬ是指用目的语的

惯用语如俚语、成语等来替换原文的概念ꎬ是另一个

实现归化策略的典型翻译方法ꎮ 由于各国文化相

异ꎬ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ꎬ人们认知方式不同ꎬ因
此会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传达同一个意象ꎬ如中国人

喜欢用“一箭双雕”ꎬ而西方人喜欢用“一石二鸟”ꎮ
用“一石二鸟”来翻译汉语中的“一箭双雕”便是换

译或套译了ꎮ 换译在«二马»的本源概念翻译中运

用不多ꎬ共 ３３ 条ꎬ占 １３.８％ꎮ
(３)ＳＴ:我哪会作电影呢ꎬ别打哈哈!
ＴＴ:Ｗｈａｔ ｄｏ Ｉ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ｍｏｖｉｅｓ... ｄｏｎｔ ｐｕｌｌ

ｍｙ ｌｅｇ!
此例中的“打哈哈”属于语言类本源概念中的

俗语ꎮ “别打哈哈”在中文中指不要开某人玩笑ꎮ
译者在翻译时ꎬ首先要理解该俗语的深层意义ꎮ 出

于先验的信任ꎬ译者翻译前一定认为原文是有意义

的ꎬ并需要透彻分析ꎮ 译者带着自己的主观认识与

已有的相关知识ꎬ结合上下文ꎬ对该词做了深入的理

解ꎬ这是侵入的过程ꎮ 吸收的过程是选择翻译策略

的过程ꎬ很明显异化策略在此无法使译语读者理解

该俗语的含义ꎬ归化策略是最佳选择ꎮ “ ｐｕｌｌ ｏｎｅｓ
ｌｅｇ!”是英语中的俚语ꎬ有戏弄某人、嘲笑某人、开某

人玩笑之意ꎮ 用该俚语来翻译汉语中的俗语ꎬ不仅

意思符合ꎬ语言风格在此处也极相近ꎬ更有助于译语

读者理解该词的真实含义ꎬ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

阅读感受ꎮ 该翻译算得上译者对原文做了最佳

阐释ꎮ
(４)ＳＴ: 谁管摸住的是小三、小四ꎬ还是小三的

哥哥傻二儿呢?
ＴＴ: Ｉｔｓ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ｗｈｏ ｈｅｓ ｃａｕｇｈｔꎬ ｂｅ ｉｔ Ｅｎｅｙꎬ

Ｍｅｅｎｅｙꎬ Ｍｉｎｅｙꎬ ｏｒ Ｍｏｅｓ ｈａｌｆ￣ｗｉｔ ｂｒｏｔｈｅｒ.
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类本源概念ꎮ 此例中的

“小三、小四及傻二儿”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王麻

子”是同义ꎬ均用于列举一些人名来表明有很多选

项ꎬ并无其它特殊含义ꎮ 译者在侵入、吸收的过程

中ꎬ找 到 与 原 文 意 义 相 近 的 英 语 表 达ꎮ Ｅｎｅｙꎬ
Ｍｅｅｎｅｙꎬ Ｍｉｎｅｙꎬ Ｍｏｅ 实际上是一首英文儿歌的名

字ꎬ表面上指代名为 Ｅｎｅｙꎬ Ｍｅｅｎｅｙꎬ Ｍｉｎｅｙꎬ Ｍｏｅ 的

四个小朋友ꎬ实际上是因为这四个词读起来韵律优

美ꎬ有节奏感才选其作为名字的代称ꎮ 译者在深入

理解原文的基础上ꎬ强势地带着自己的文化知识侵

入原文ꎬ再主观能动地将侵入所掠得的东西吸收到

译语中ꎬ经过修订等补偿措施ꎬ将“小三、小四ꎬ还是

小三的哥哥傻二儿” 译为“Ｅｎｅｙꎬ Ｍｅｅｎｅｙꎬ Ｍｉｎｅ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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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Ｍｏｅｓ ｈａｌｆ￣ｗｉｔ ｂｒｏｔｈｅｒ”ꎮ 译者彻底领会了原文作

者的意图ꎬ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ꎬ创造性地运用著

名儿歌里涉及的人名翻译此句ꎬ一方面向译语读者

准确传达了原文意思ꎬ另一方面这种归化的翻译使

译语读者感到亲切又熟悉ꎮ
(三)直译

直译是指翻译原文的字面意思ꎬ让读者自己去

理解[１０]ꎮ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现异化翻译策略常采

用的方法ꎮ 直译的好处在于有助于让译语读者领会

原文语言风格的同时ꎬ感受原文的语言魅力ꎬ是译者

常采用的翻译方法ꎮ 但直译也不总是可行ꎬ有时会

使译文生硬ꎬ让译语读者难以理解ꎬ在«二马»本源

概念的翻译中ꎬ直译的频率仅次于意译ꎬ占 ２６.７ ％ꎮ
(５) ＳＴ:她点了一碟炸春卷ꎮ
ＴＴ:Ｓｈｅ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ｏｌｌｓ.
“春卷”是中国民间的传统食物ꎬ在其他民族不

存在ꎬ属于物质类本源概念ꎮ 之所以称为春卷是因

为它是用薄面皮加入馅心ꎬ卷成长卷制作而成ꎮ 译

者翻译时经过全面思考后ꎬ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

略———直译ꎮ 根据上下文语境ꎬ 译者不难理解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ｏｌｌｓ 是源语国某种食物ꎬ而且从翻译的名字

还能想象出其基本形状ꎮ 因此ꎬ做这样的阐释是恰

到好处ꎬ简洁却没有让读者不知所云ꎬ同时又避免了

将春卷意译出来而导致的繁琐ꎮ 可见作者在翻译

“侵入”的过程中做了深入地分析和理解ꎬ在“吸收”
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ꎬ此翻译是对原文所

做的恰当阐释ꎬ很好地表达了原文意思ꎬ在此处直译

的阐释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ꎮ
(６) ＳＴ: 你替咱作大媒ꎬ咱帮助你念中国书ꎮ
ＴＴ: Ｙｏｕ ｂｅ ｍｙ ｍ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ꎬ ａｎｄ 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作大媒”是指当媒人ꎬ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ꎬ

使彼此认识ꎮ 这是个社会类本源概念ꎬ也是中国几

千年来婚俗中发展起来、不可或缺的职业ꎮ 译者在

此将其译为“ｂｅ ｍｙ ｍ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属于直译ꎬ直截了

当地表达了此种职业的特性ꎬ既省去了解释中国独

特婚俗的复杂过程ꎬ又译出了原文的实际意义ꎬ也使

得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能够对此种表达方式有相同

的阅读感受ꎮ 不得不说ꎬ译者对原文做了十分贴切

的阐释ꎮ
(四)省译

省译是原文中某些词在译文中未被译出来ꎮ
«二马»本源概念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此现象ꎬ共有

９ 次省译出现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指出:“省略可以

用来以更简洁的方式表达信息ꎮ” [１５] 因此省译并非

删去了原文的某些思想ꎬ而通常是删去一些可有可

无ꎬ或在译文中无其词而已有其义的词汇ꎮ 很多时

候省译是译者有意而为之的翻译策略ꎮ
(７) ＳＴ: 我跟我自己说呢ꎬ少搭碴儿!
ＴＴ: Ｉ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ｍｙｓｅｌｆ.
此例中的本源概念“搭碴儿”并未译出ꎬ“少搭

碴儿”是对前面一句话的补充说明ꎬ可以理解为“让
我一个人待着”或“不关别人的事”ꎮ 由于译文已将

该意思表达清楚ꎬ并且暗含了“少搭碴儿”之意ꎬ若
译文再将其译出ꎬ只会显得重复啰嗦ꎮ 因此ꎬ此处译

者采用省译法ꎬ这是译者在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

基础上ꎬ对原文选择的翻译策略ꎮ 从整句而言ꎬ译者

在侵入、吸收和补偿过程中ꎬ已将“少搭碴儿”融入

到前半句中ꎬ虽省其词却未省其意ꎬ准确地向译语读

者传达了原文信息ꎮ
(８) ＳＴ:于是亲戚朋友全在马威降世的第三十

天上ꎬ吃了个“泰山不下土”ꎮ
ＴＴ:Ｏｎ Ｍａ Ｗｅｉｓ ３０ｔｈ ｄａｙꎬ ａｌｌ ｏｆ Ｍａ Ｚｅｒｅｎｓ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ｈａｄ ａ ｃｏｐｉｏｕｓ ｆｅｓｔ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ｄｓ.
“降世”一词本意形容神仙从天上来到人间ꎬ意

为带来福气好运ꎮ 此处ꎬ原文意在表达马威出生给

马泽仁带来了极大的喜悦ꎬ如同神仙来临一般ꎮ 此

本源概念在译文中没有被译出ꎬ译文“Ｏｎ Ｍａ Ｗｅｉｓ
３０ｔｈ ｄａｙ”虽暗含了马威出生之意ꎬ但似乎并未译出

“马威出生给马泽仁带来的喜悦如同神仙般降临”ꎮ
难道是作者没有理解“降世”所蕴含的文化信息ꎬ对
该词翻译不准确? 其实不然ꎬ这正是作者在翻译过

程中所做的特殊处理ꎬ此处貌似出现文化信息的缺

失ꎬ但在后半句的翻译中ꎬ译者又增译了“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ｄｓ”ꎬ一方面是用来形容 ｔｈｅ ｃｏｐｉｏｕｓ ｆｅｓｔꎬ同时也是

对之前缺失的信息做了补偿ꎮ 因此ꎬ该翻译是作者

在对全句进行全面分析和理解后所作的恰当阐释ꎮ
既表达了原文想传达的文化信息ꎬ同时也使译文更

简洁ꎮ
(五)合译

合译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翻译方法的合用[１０]ꎮ
«二马»本源概念中的合译主要是音译和其它翻译

方法的合译ꎮ 音译在本研究中归入直译的范畴ꎬ是
指将源语的语言文字用译语中与之发音相似或相同

的文字符号表示ꎮ 汉语英译时除了用以上方法音译

外ꎬ如“道”译为“Ｔａｏ”ꎬ还可以用拼音来翻译ꎬ如地

名和人名等ꎮ 合译的翻译方法在«二马»本源概念

翻译中仅有 ３ 条ꎬ占 １.３％ꎮ
(９)ＳＴ: 我在状元楼等你们ꎮ
ＴＴ: Ｗｅ ａｒ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ａｔ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此处的“状元楼”指的是地点ꎬ是属于生态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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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概念ꎮ 其中“状元”涉及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ꎬ
指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中殿试的第一名ꎬ具有很丰富

的文化内涵ꎬ理应将其内涵翻译出来ꎮ 可译者却采

用了音译ꎬ这是因为在此句中“状元”只是个地名ꎬ
原文作者并没有要表达其文化内涵之意ꎬ所以译者

将其作为普通地名用拼音译出ꎮ 而翻译“楼”时译

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翻译了其用途ꎮ 让译语读者一

目了然ꎬ一看便知“状元楼”是用餐的地方ꎮ 译者在

侵入过程中对原文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解ꎬ并没有

机械地采用某种翻译方法ꎬ而是在吸收和补偿阶段

做了审慎的分析和慎重的选择ꎬ采用音译加意译的

方法准确地阐释了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ꎬ简洁

且易懂ꎮ

三　 结　 语

本源概念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ꎬ其翻

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ꎬ对中

国文化走出国门也会产生极大影响ꎮ 阐释学翻译理

论对本源概念的翻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ꎮ 译者在

翻译本源概念时不应拘泥于一味追求归化的翻译方

法而使源语国的重要文化信息在译语中缺失ꎬ也不能

一味追求异化的翻译方法而不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

感受ꎮ 译者有必要深入理解本源概念的文化内涵ꎬ深
刻领会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ꎬ恰当选用一种或多种翻

译方法来阐释和传递本源概念ꎮ 译者只有不断斡旋

于原文与译文间ꎬ使两者在阐释学翻译四步骤过程中

实现最佳平衡ꎬ才能对原文做出最佳阐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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