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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用等效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重要性 
— — 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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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用模糊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创作手段，从原作者的角度说，采用各种修辞手法可以传达模糊美感；从作品中人物的 

塑造来看 ，人物在言辞方面会采取一些语用模糊方式传达意义。而语用模糊的翻译更涉及两种模糊语言体系和各种不确定文化 

因素的转换。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各种语用模糊现象的定义、区分和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进行讨论，旨 

在探讨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翻译的难题及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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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用模糊及其翻译研究现状 

自1979年和 1980年伍铁平【11 5)以《模糊语 

言初探》和《模糊语言再探》两篇文章开启了中国 

模糊语言学的新里程以来。这是从语言语义层面 

研究模糊学。苗东升I~P'2 在《模糊学导引》也列出 
一 章专门讲解模糊语言。 

关于模糊语言的翻译，多位学者都给予过关 

注，如穆雷13](ee6-．69)，用模糊理论对译文进行评估分 

析。吴义诚 -8．-z3)提出模糊性是文学翻译的一种取 

向。张成柱[510' 对模糊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做 

出了分析，指出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是对原作语 

言的模糊神化。以及后来文旭[6p,5．-8)、赵彦春[7p,8-- 强j． 

语义模糊的翻译对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具体 

的翻译对等原则，如模糊对应模糊、模糊对应实体 

等。另外，在黎千驹[8p,32-4~的著作中也涉及到一些语 

用模糊的翻译问题。专著中还有曾文雄[9IP53．-58)的《语 

用学翻译研究》，对语用学所涉及的内容的翻译做 

了简单探讨，以及希基(Leo Hiekey)[ OlfP 0-24)在其著 

作中也对语用学的相关内容做了翻译方面的探 

讨。这些文章或著作都要么是对模糊语言的翻译 

研究，要么是对语用学的翻译研究。在语用模糊翻 

译这点上还是没有一定的交集。语用模糊翻译主 

要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模糊意义的翻译转换。所以既涉及到语用学翻 

译，又涉及到语言模糊的翻译转换。本文试图在此 

两方面找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 

二、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表达翻译要点—— 

语用等效 

语用模糊一直以来都被当成一种交际手段。 

探讨语用模糊也多限于分析会话中的言外之意。 

有学者认为：言语行为理论不适于用于分析文学 

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话语都是作者精心构造 

的，与日常话语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文学作品为塑 

造人物而采用的精炼语言也是社会交际的一个反 

应。作者为了更好的塑造人物形象，通常会为人物 

安排特定的话语以反应其性格特征，其表达方式， 

选词用句受到一定社会背景制约。不管是原作者 

与原语读者进行的思想交流，还是译者与译语读 

者进行的交际，目的都是为了以一种“艺术来源于 

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姿态来让读者最大限度地接 

受该作品。所以，在这两个交际过程中，语用模糊 

常常被用来拉开生活与艺术美感之间的距离，使 

平常的食物产生一种模糊的距离美。提供恰到好 

处的信息，不管是由于信息源不够准确还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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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信息，利用语用模糊可以让对方 自己揣摩 

信息的质和量的可靠性，避免 自己断言，以减轻自 

己为此将负的责任，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 

在文学作品中，是为了让文学读者最大限度地理 

解和欣赏作品，也展现了作者的文采、幽默和艺术 

境界。 

茅盾讲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 

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 

像读原作一样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1(P353-354)。 

这句话强调的核心是文学翻译的重点在于传达相 

似的艺术效果。而文学语用模糊翻译是集文学翻 

译和语用学翻译为～体 ，还要充分考虑传达模糊 

艺术效果的一种翻译方式。其核心是关注语境，包 

括文化语境 、上下文语境等的前提下，考虑原作 

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干涉的动态过程，将原 

文的文学价值和语用效果尽最大努力传递到译文 

中，追求译文在各个语言层面传达和原文一样的 

相等语用效果。总之，文学语用模糊翻译的核心就 

是语用等效，这种等效体现在语音、词汇、语句和 

文化层面。 

(～)语音层面的等效 

尽管中文和英文在语音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 

别，但语言本身具有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就像音乐 
一 样，传达给人的美感远远甚于字面。比如诗歌。 

在文学作品中，模糊音效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要 

么是像头韵、双关之内的修辞美，要么是传达m来 

的模糊意义。在翻译的时候译者还是应该尽量的 

把原文中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语音转换到译文 

中。例如： 

例 1：张先生道：“德国货总比不一} 美国货呀， 

什么博士![121(P93) 

Mr．Zhang said，’’German goods don’t measure 

up to American ones．Some doctor!’’ 】( ㈣ 

此例中在语音 匕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什么博 

士”四个字传达的言外之意也是模糊的，但是结合 

上文的情景语境得知，张先生对于方鸿渐的表现 

非常不满意，与自己原先期待的博士相差甚远，所 

以才发出“什么博士”的感叹，旨在贬低方鸿渐，而 

不在于疑问。因为张已经确定方是不合格的博士。 

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准确把握了这一点，没有译成 
“

what kind of doctor is he?”这样的问句，而译成 
“

some doctor”一样的断定的话语 ，在一定程度上也 

保留了原文的言外之意。而“什么”和“some”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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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是谐音，可以说音形义三者兼顾了，把原文的 

模糊形式和意义也译的很传神。 

(二)词汇层面的等效 

从词汇层面看，作者会通过一种词性活用或 

者使用一些模糊词汇来传达语用模糊。一般在应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出于传达模糊 

意义的目的。但这种重要的创作手段可以使表达 

显得新奇，延长读者的思考时间，也就是延长读者 

的审美过程，增加作品的深度和吸引力。也可能是 

出于修辞的目的，比如为了传递委婉、含蓄、幽默 

等。下例中： 

例 2：又是一位宝贝!跟那诗人做朋友的，没有 

好货。121(P 541 

Oh，another jerk!If he’S a friend of that poet， 

he couldn’t have much on the bal1．11。 ‘ 5) 

以上一例是一个反语的修辞手法，如果不考 

虑上下文语境 ，“又是一位宝贝”看似在夸奖某人。 

在前文中方鸿渐对于来苏小姐家拜访的曹元朗， 

自称为诗人，还在大家面前显摆 自己的诗作一事 

甚是鄙视，从头到尾讽刺不断。所以这里的宝贝， 

就不是真正的“宝贝”了。“jerk”和后面的“have 

much on the ball”都是英语里面的俚语 ，ierk是白 

痴 、笨蛋的意思。Have milch on the ball本来指棒 

球赛或网球赛中击球有力，这里意指曹的诗没有 

什么艺术可言。这句话在翻译中译者做出了调整， 

将原来的语用模糊明晰化了。将隐含的言外之意 

都翻译了出来。不过俚语本来就带有一种幽默的 

效果，译文和原文在修辞上还是做了一定的互补。 

(j)句子层面的等效 

在传达意义上，句子可能是最完整的一个单 

位了，既能自己提供一定的情景语境，又能一次性 

把意义传达的完成。在语音和词汇层面不能达到 

的相等效果，可以在句子层面做一定的调整。语用 

模糊也可以在句子内部得到体现，而不是体现在 

单一的语音或词汇上。例如： 

例 3：他说的“让她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 

尘” D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②的“j 

分”。02／(P220) 

The‘'three parts”referred to in‘'give in to her three 

parts'’was not the‘'three parts’’of“three parts water， 

seven parts dust．’’but rather the‘‘three parts’’as in 

“There are but three parts moonlight in all the 

world．”which simply means total surrender．_2 ) 



 

在此例中，对“三分“进行了重复。译文也模仿 

其进行。原文比较好理解。两个“三分”意思不同， 

都具有比喻意义；“三分流水七分尘”中，三分占了 

少数，但和七分共同构成整体，说明三分还是有一 

定重要性的。而“天下只有三分月色”则突出了三 

分就是全部。周经理说自己总是让老婆三分，其实 

是为了掩饰自己怕老婆，嘴上却不承认。原句是朗 

朗上口的谚语，而直译到英文中，却传达不出来相 

同的模糊含义，甚至让译文读者理解字面意思都 

困难。所以译者在最后补充了一句话，成了点睛之 

笔，道破了其中隐含的言外之意。虽然在修辞上起 

不到原来的效果，但是这种直译保留原文形式，加 

上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的翻译方法倒是一种有效 

的翻译方法。 

(四)文化层面的等效 

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不同 

民族的文化势必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如果从等效 

的角度来看，人类具有相同的表达世界的能力，或 

许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在一种语言中 

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也同样能表 

达”。虽然并不一定是完全等值，但通过形式和内 

容各方面的得失互补，可以达到一种等效。这也是 

支撑可译论的一个重要依据。语用模糊要达到等 

效，在文化层面就必须寻找一些共同点 ，要么是相 

同的形式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要么是不同的形 

式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如果既能兼顾模糊的形 

式，又能传达相同的语用模糊的含义，那就属于上 

乘之作了。比如下例中： 

例 4：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 ，恨 自己 

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64) 

“He，on the other hand，was waiting for a chaJ1一 

ce to explain that he did not love her，and wished he 

weren’t SO tenderhearted and could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cut the Gordian knot．t~ 65) 

原句中“快刀斩乱丝”是一种模糊修辞，比如 

做事果断坚决，“Gordian knot”则是源出古希腊传 

说的成语 ，用来指“难以解决的、棘手的问题”，具 

有一定的文化含义。而 cut the Gordian knot便指干 

脆利落地解决复杂问题。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化 

含义。在表达意义上也是相同的。“丝”和 knot“结” 

都是具体的东西，但整个成语搭配在一起就产生 

了模糊的含义，让人产生的联想也是形同的。这样 

的翻译无论从形式还是含义上都是达到了等效。 

有时候形式上面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所蕴含 

的意义还是一样的。 

以上从各个语言层面讨论了语用模糊翻译的 

核心等效翻译的表现形式。不管是最小的语音到 

最大的文化层面，语用翻译追求的都是一种等效， 

即把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美感尽量传递到译文中， 

让译文读者也能体会这种模糊美感。 

三、结语 

在文学语体中，模糊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段。 

文学创作具有模糊美，文学翻译就是用 目的要来 

再现这种美，构拟原语的模糊美或再现原语的艺 

术效果。但是由于英语和汉语的模糊美感的价值 

功能和审美效应均存在强烈反差，所以探究模糊 

语言美学效果在翻译中的遗失和补充是翻译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析《围城》中各种语用模 

糊现象的翻译，得出在将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 

现象翻译到目标语中的处理方式，强调了语用等 

效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文本及背景的分 

析，也有助于读者对《围城》英译本的阅读和理解。 

注释： 

①此句出自苏轼《水龙吟》中的诗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 
一 分流水”。意为三分付之于流水；七分归之于尘土。 

②此句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忆扬州》，意为扬州占尽天下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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