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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对等视角下汉语特异女性称谓之英译研究＊

□董银秀

［摘　要］　从文化学和语义学视角来看，汉英女性称谓之间存在文化意义相同、文化意义相近

和文化意义空缺三种常态。汉英翻译实践显示，汉语称谓语言生态中诸多特异女性称谓会造成称

谓英译时的文化失语困境。动态对等视角下灵活运用英语中具有广泛描述力的女性性别标记范式

能够化解文化意义空缺情况下汉语特异女性称谓的英译难题，基于归化异化的综合描述译法和拼

音－注解译法能够实现译文对源语文化的充分描述和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

此类意义充分形式得体的动态对等译法能够促成汉语特异女性称谓及其英语译文之间文化语义信

息的最切近对等和最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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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各种语言均有数量庞大名目繁多指称不同性别的称谓，且称谓本身和称谓的使用往往带有文化的烙印。

对不同语言中诸多称谓的理解、运用和翻译更是世界文化交流全球化多元化时代里文化外宣和跨文化交际

中时常遭遇不可或缺的部分。称谓与性别的研究不仅是社会语言学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也是翻译学津津

乐道的研究课题。一些专家、学者、教师如白解红（２０００）、常敬宇（２０００）、陈松岑（２００１）、杨永林（２００４）、包惠

南和包昂（２００４）、龙茜菲（２００５）、董银秀（２０１６）、梁勇和武敏（２００７）、吴华荔（２００９）、梁 晓 鹏（２０１１）、张 琳 琳

（２０１３）、温芳芳（２０１５）、汪利娟和丛迎旭（２０１５）等对此进行过一些研究。就女性称谓而言，从文化学和语义

学视角分析可知汉英女性称谓之间存在文化意义相同、文化意义相近和文化意义空缺三种常态。汉英翻译

中意义相同或意义相近的女性称谓的汉英互译和性别标识相对容易，譬如母亲译作 ｍｏｔｈｅｒ，女演员译作ａｃ－
ｔｒｅｓｓ，女才子译作ｂｌｕ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ｂｌｕ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脾气凶暴的女人译作ｄｒａｇｏｎ，三陪小姐译作 Ｍｉｓｓ　Ｅｓｃｏｒｔ。但

汉语中古时今日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女性称谓是汉语独有英语没有的，笔者称其为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譬

如：黑脸青天包公将含辛茹苦抚育自己长大成人的嫂子恭称为“嫂娘”；成就卓越学识渊博才识过人的女性被

称作“ｘｘ先生”（如宋庆铃先生、冰心先生）；集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四个特点于一身的女性如

今被戏称为“无知少女”；国民闺女关晓彤在《大丈夫》中饰演的欧阳淼淼则用“小妈姐”称呼自己年轻貌美风

华正茂的继母、用“大姨姐”称呼其继母的姐姐。诸如此类的特异女性称谓是汉语纷繁复杂的称谓语言生态

中之奇葩，触及汉语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常常伴随着社会文化语言的发展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层出不穷，

独特奇异别具一格却常常因在英语中无对应词而造成汉语称谓英译（包括笔译和口译）时的中国文化失语困

境，招致汉英翻译的瓶颈和汉英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如何正确翻译该类特异称谓之汉语源语文化意义、如何

在英语译文中准确标识其性别并使其为英语目的语文化所理解所接受是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英译实践无可回

避必需直面的任务和难题。但针对文化意义空缺情况下的汉语女性特异称谓之文化失语困境、英译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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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标识范式的研究未曾出现。本文着力填补这一空白，以期为汉英语言教学、汉英翻译教学、汉英跨文化

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略尽薄力。

二、汉语特异女性称谓之分类
世界文化绚丽多姿种类繁多各有千秋，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常常体现在各自的语

言中，尤其在对应词汇之间凸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王德春（２００２：１９７）认为：“不同语言对应词之间存在

五种模式，即（１）文化意义相同或相似；（２）文化意义部分对应；（３）文化意义大相径庭；（４）文化意义完全不同

和（５）文化意义只在一种语言中和文化中存在。”比照可知，汉语特异女性称谓对应上述第（５）种模式，这类词

语的文化意义独见于汉文化，在英语文化中确无直接对应词。该类词汇按其成因不同可分为普通化汉语特

异女性称谓和专名化特异女性称谓两种。

１．普通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 。普通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指源自汉语普通社会生活用以指称某类女性的

特异女性称谓，古今皆有名目繁杂，蕴含丰富用途广泛，彰显某类女性特定的身份、地位、职业、相貌、性格、嗜

好、能力、品行等。譬如：男子用“弟妹”“弟媳”（男性称谓弟＋女性称谓妹或媳的合称）称呼自己弟弟、堂弟、

表弟的妻子或比自己年幼的朋友、同事、同学的妻子；飞机上已婚的年轻女性乘务员被称作“空嫂”、已婚较年

长的女性乘务员被调侃成“空婆”“空奶”；丈夫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孝敬公婆料理家务的妻子被唤作

“留守妇女”“留守妻子”“留守妈妈”；利用银行信贷提前消费或透支信贷享受生活的女性被称作“负婆”；容貌

甜美素面朝天漂亮可人的女子被称作“甜素美”；精力旺盛能力超强坚韧不拔的女性被称作“女汉子”。诸如

此类的古今普通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还有：红颜知己、红颜祸水、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巾帼英雄、二八佳人、

半老徐娘、软玉温香、名媛、千金、红 袖、红 裙、红 粉、红 妆、粉 黛、花 魁、尤 物、青 娥、佳 丽、佼 人、丽 人、玉 人、素

人、粉领、师奶、师母／师娘、虎妈、快餐妈妈、内人、奴家、贱妾、偏房、妯娌、大姑子、小姑子、大姨子、小姨子、妻

姐、妻妹、大舅妈、小舅妈、后婆婆、嫂夫人、三八红旗手、母老虎、河东狮、金丝雀、解语花、交际花、二奶、小三、

绿茶婊、心机婊、孔雀女、蛇精女、拜金女、奇葩女、闷骚女、轻熟女、肉食女、乐活女、月光女、百合女、杠杆女、

槟榔女、胜女、剩女、优剩女、宅女、御宅女、花瓶女、新花瓶女、花瓶老婆、恐龙、渣女、作女、晒女、腐女、森女、

乙女、没女、暖女、谋女郎、酱油女、蛋白质女、三高女、３７度女、８０分女、润物女、外围女、包租婆、月嫂、护嫂、

房姐、的姐、御姐、大姐大、央视一姐、土豪姐、奶茶妹妹、御妹、软妹、台妹、网妹、正妹、文艺女青年、女钻石王

老五、中国大妈、女神、美眉、美媚、女童鞋、女屌丝、女主播、女博主、女群主、女网红、土肥圆、小清新、嫁碗族、

蜜月保姆、刀下美人等等。

２．专名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专名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指源自于中国历史、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中的女

性形象、用以指称某类女性的特异女性称谓，形象生动数量丰富，且其文化意象和代称意义已约定俗成并为

汉文化背景的人们广而知之耳熟能详。譬如：武则天（代称位高权重独揽大权的女性）、慈禧太后（代称幕后

掌权之人）、秋瑾（代称爱国女英雄）、刘胡兰（代称爱国女英雄）、江姐（代称忠诚坚韧的女共产党员）、观世音

（代称救苦救难经常助人的女性）、王母娘娘（代称破坏美满婚姻之人）、织女（代称忠于爱情的劳动妇女）、嫦

娥（代称仙女）、穆桂英（代称女英雄）、花木兰（代称勇敢孝顺的女子）、西施（代称美女）、婵娟（代称美女）、白

骨精（代称乔装打扮、诡计多端、兴妖作怪的女人；如今又增新义，是“白领、骨干、精英”的缩略语，可指男性和

女性）、狐狸精（代称迷惑勾引男子的女人）、苏妲己（代称狐媚惑主的女子）、王熙凤（代称泼辣刻薄精明能干

的女子）、潘金莲（代称红杏出墙谋杀亲夫的女人）、王宝钏（代称忠于爱情苦等丈夫归来的坚贞女子）、林黛玉

（代称娇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女子）、薛宝钗（代称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秦香莲（代称命运多舛遭夫抛弃的女

子）、祥林嫂（代称贫穷苦命絮絮叨叨的女子）等等。

三、动态对等视角下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语之英译目标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源语文化）借译者之手之口通过译语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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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目的语文化）的转换和传递，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经由译文所产生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可视为一种语言文化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传播和重生。译者在翻译中需首先分析考量所译内容在源语文

化和目的语文化中的异同，之后运用恰当得体的表达形式（译语）把源语文化意义转化成目的语文化意义，形

成得体可理解可接受的译文，完成语言及文化的最切近对等和最佳关联。译文好否与否以其对源语文化的

描述是否充分和其能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理解被接受为两大评判标准。

汉语特异女性称谓富有中国文化内涵，是汉语独有英语没有的。汉语特异女性称谓在英语中文化意义

空缺的客观存在极易造成英译时的中国文化失语困境，简单粗暴的直译必会给目的语受众造成困扰、惊诧和

不解，影响汉英翻译的准确度可信度和可接受度、影响汉语文化的外宣和汉英跨文化交际的交流沟通效力。

美国当代翻译家和功 能 学 派 语 言 学 家 尤 金 奈 达（Ｎｉｄａ　Ｅ　Ａ．，１９６４）创 建 了 等 值 理 论（也 称 动 态 对 等 理

论），提倡翻译中的动态对等：认为译文受众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受众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

基本相同；认为语言翻译需把等值关系建立在原文的动态范围内，不是简单的、静态的形式上的对等；认为语

言翻译应兼顾内容和形式，应关注译文受众的心理期望和实际感受；强调效果对等，主张用最自然贴切的译

文再现原文的文化涵义和表达神韵，强调译文应尽可能地选择译文受众所熟悉、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

式，尽可能地把源语文化内涵纳入译文受众所熟悉的文化范畴里去。该理论为译文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执行依据。此后加拿大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Ｖｅｎｕｔｉｌ　Ｌ．，１９９５）提出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

法：前者强调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目的语受众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力求译文接近目的

语文化背景以方便译文受众对原文的理解、欣赏、接受和运用；后者重视在翻译过程中运用源语表达方式来

传达原文的内容，追求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和原汁原味地呈现源语文化以促成其文化外宣并扩大其外介

影响。归化和异化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翻译原则，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是理想幻想而非现实。在

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往往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实现功能对等的动态翻译境界和最佳翻译

效度，使用好异化和归化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均有较好的理解并懂得二者在具体翻译语境中

的取舍和融合。

１．译文充分描述源语文化内涵。任何词语都包含其丰富特殊的源语文化内涵，有些文化内涵是其独有

而其他文化空缺的。文化是词汇的产生根基、生存土壤和展示舞台，词汇背负的源语文化内涵经由译者运用

译语转达打磨再创产生的译文需充分描述该词的源语文化内涵，才能体现翻译对原文、源语文化的忠实和忠

诚。

汉语特异女性称谓往往含有一种或多种汉文化特有的文化意义，其英语译文需充分描述其全部内涵才

能称之为足量翻译，充分描述其文化意义才能实现翻译中的动态对等。譬如：汉语中男子的第一个妻子被称

作“原配”“结发”“发妻”“正妻”“正室”或“糟糠”，英语译作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ｆｅ方能彰显其位居首位的妻子身份。

又如：汉文化里已 婚 女 子 丈 夫 的 继 母 常 常 被 背 称 为“后 婆 婆”，将 其 英 译 为ａ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　ｗｈｏ　ｉｓ　ａ

ｗｏｍａｎ’ｓ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方能够凸显该类女性在重组家庭中特殊的婆婆身份、是丈夫继母而非丈夫

亲妈这两层涵义。再如，太平公主（Ｔａｉｐ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小女儿，

一生深受父母兄长的宠爱且权倾一时。太平公主后来被赋予新义用以戏称胸小、胸平的女性，需译作Ｔａｉｐ－
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ｔｈｅ　ｆｌａｔ－ｂｒｅａｓｔｅｄ　ｗｏｍａｎ）才能彰显该词戏谑女性发育不良胸部欠丰满魅力差强人意的意味。

还有，月月花光工资享受生活的女性被称作“月光女”，将其英译为ｌａｄｉｅｓ　ｗｈｏ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ｐｅ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才能显示出该类女性有工作有收入不节约不储蓄不防后路肆意消费的任性生活

态度。

２．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可理解可接受。翻译是从原文经由译语形成译文的语言文化文字转换过程。语

言翻译需秉承文化接近性原则，充分重视并靠近目的语受众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顺应目的语受众的思维模

式和语言习惯、竭力消除理解障碍以实现语言文化的有效对接。译文好坏与否准确与否，与其在目的语文化

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密切相关。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和文化规约，能为目的语受众所理解、接受、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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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方能彰显翻译中的最切近原则和最佳关联。

汉语特异女性称谓的英译表达需符合英语文化观念和语言表达习惯，为英语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否则会

谬以千里贻笑大方，阻碍汉语文化外宣和汉英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譬如：古时青春靓 丽 的 妙 龄 女 子 被 称 作

“二八佳人”或“二八红粉”，若将其中的汉英数字对应译作ａ　ｔｗｏ－ｅｉｇｈ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ｏｍａｎ是不妥不准确的，

英语文化没有这种说法，英语目的语受众会如坠雾里不知所云；ａ　ｓｉｘ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ｏｌｄ　ｂｅａｕｔｙ的译文才是英语

目的语受众能理解能接受的表达。又如：寻找有稳定工作（该工作被认为是所谓铁饭碗）的老公的女孩被称

为“嫁碗族”，若将其直译为ｍａｒｒｙ－ｔｈｅ－ｂｏｗｌ　ｔｒｉｂｅ则既不符合英语的文化内涵也与其汉语的所指大相径

庭差之千里；妥当的译文应是ｇｉｒｌｓ　ｗｈｏ　ｗａｎｔ　ｔｏ　ｍａｒｒｙ　ｍｅｎ　ｗｈ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ｒｏｎ　ｂｏｗｌ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ｊｏｂｓ／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　ｊｏｂｓ）。

３．译文具有得体妥当的女性性别标记。英语女性称谓性别标记范式数量丰富形式多样。代词（如ｓｈｅ，

ｈｅｒ，ｈｅｒｓ，ｈｅｒｓｅｌｆ等），名词和名词短语（如ｗｏｍａｎ，ｆｅｍａｌｅ，ｌａｄｙ，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ｇｒａｎｎｙ，ｍｏｔｈｅｒ，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

ａｕｎｔ，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ｇｉｒｌ，ｈｕｓｓｙ，ｎｉｅｃｅ，ｗｉｆｅ，ｍａｄａｍ，ｖｉｒｇｉｎ，ｑｕｅｅｎ，ｎｕｎ，ｍａｉｄ，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ｐｉｎｓｔｅｒ，

ｔａｒｔ，ｗｉｔｃｈ，ｗｅｎｃｈ，ｃｈａｉｒｗｏｍａｎ，ｇｉｒｌｆｒｉｅｎｄ，ｃａｌｌ－ｇｉｒｌ，ｅｘ－ｗｉｆｅ，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ｇｒｅａｔ　ａｕｎｔ，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

ｌａｗ，ｔｗｉｎ　ｓｉｓｔｅｒｓ，ｆｅｍａｌｅ　ｄｏｃｔｏｒ，ｗｏ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ｂｅａｕｔｙ　ｑｕｅｅｎ，ｗｏｍａｎ　ｏｆ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ｌａｄｙ’ｓ　ｍａｉｄ，ｂａｃｈｅ－
ｌｏｒ’ｓ　ｗｉｆｅ，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ｇｏｏｄ　ｔｉｍｅ　ｇｉｒｌ，ｒ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ｓｉｓｔｅｒ，ａ　ｂｕｄ　ｏｆ　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ｄａｍ’ｓ　ｒｉｂ，ｂｌｕｅ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ｇ，ｏｎｅ’ｓ　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等），以－ｅｓｓ，－ｅｔｔｅ，－ｉｎｅ为标记的词语（如ｗａｉｔｒｅｓｓ，ｐｏｅｔｅｓｓ，ｈｏｓｔ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ｒ－
ｅｓｓ，ｍａｙｏｒｅｓｓ，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ｕｓｈｅｒｅｔｔｅ，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ｅｔｔｅ，ｈｅｒｏｉｎｅ等）和称谓组合（Ｍｉｓｓ＋父姓，Ｍｓ．＋
父姓，Ｍｒｓ．＋夫姓）均能标识所指对象的女性身份。如此名目繁多的英语女性标记范式在汉语女性特异称

谓英译过程中不可或缺功不可没，它们是英语目的语受众可理解可接受的女性称谓，是优秀译文建构过程中

的中流砥柱。

汉语女性称谓英译需要选择得体妥当准确的性别标记范式才能体现所指称女性的年龄、身份、相貌、职

业、性格、习惯、嗜好、品行等综合特征；这种性别标记可以由一个女性词语单独承担，也有可能需两个、三个

或更多女性词语联合作用共同完成。譬如：“嫂娘”需译为ａ　ｓｉｓｔｅｒ－ｉｎ－ｌａｗ　ｗｈｏ　ｉｓ　ａｓ　ｋｉｎｄ　ａｓ　ｏｎｅ’ｓ　ｍｏｔｈｅｒ
才能表达出该女性实为嫂子善如母亲的嫂子身份和关爱丈夫弟弟妹妹的善良美德；该译文使用ｓｉｓｔｅｒ－ｉｎ－

ｌａｗ和 ｍｏｔｈｅｒ两个词语作为嫂娘的性别标记。再如：“小姨子”需译为ａ　ｍａｎ’ｓ　ｗｉｆｅ’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方能描

述出该女性是已婚男子妻子的妹妹的特殊身份；该译文用ｗｉｆｅ和ｓｉｓｔｅｒ两个词作为小姨子的性别标记。又

如：“小妈姐”需译为ａ　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　ｉｓ　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ｓ　ｏｎｅ’ｓ　ｅｌｄ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才能显示出该女性的继母身份和与

继子女年龄相差不大的实情；该译文使用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和ｓｉｓｔｅｒ两个词语作为小妈姐的性别标记。

四、等值理论视角下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语之动态对等译法
１．综合描述译法。综合描述译法适用于普通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的英译，是归化翻译原则的有效应用，

能够实现所译称谓蕴含的意义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的动态对等。此译法须分两步完成翻译过程：首

先确定妥当的女性中心词，其次综合运用名词、名词短语、形容词、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定语从句等修饰手

段做定语描述该类女性的特征。譬如：某人姨妈的女儿若比自己年长则被称作“姨表姐”，归化英译为ａｎ　ｅｌｄ－
ｅ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ｕｓｉｎ　ｗｈｏ　ｉｓ　ｏｎｅ’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ｎｔ’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才能描述出该词包含的多重复杂亲属关系。此译文

先确定女性中心词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ｕｓｉｎ，然后用形容词最高级ｅｌｄｅｒ界定其比某人年长的年龄特征，然后用定语从

句ｗｈｏ　ｉｓ　ｏｎｅ’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ｎｔ’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描述其是某人妈妈的姐姐或妹妹的女儿这一特殊身份。再如：家

境良好皮肤白皙相貌出众的女子被冠名“白富美”。若将其简单直译为ｗｈｉｔｅ，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则与意义不

明难与女性直接关联，将其归化英译为ｌａ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ｗｈｏ　ａｒｅ　ｆａｉｒ－ｓｋｉｎ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方能

充分描述该类女性家境好、皮肤白皙、相貌出众这三个显著特点。此译文先确心定女性中心词ｌａｄｉｅｓ，然后用

介词短语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描述其第一个特征（家境好），再用定语从句ｗｈｏ　ａｒｅ　ｆａｉｒ－ｓｋｉｎ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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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描述其另两个特征（皮肤白皙相貌出众）。又如：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的女性被称作“三高女”。若将

其粗暴直译为ｔｈｒｅｅ　ｈｉｇｈ　ｆｅｍａｌｅｓ则不是理想的译文，因为ｔｈｒｅｅ，ｈｉｇｈ所指不明；将其归化英译为３－Ｈ　ｆｅ－
ｍａｌｅｓ　ｗｈ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或３－Ｈ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则能充分描述该类女性学历高、职务高、收入高这三个特征。此译文先确定女

性中心词ｆｅｍａｌｅｓ，然后用定语从句ｗｈ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或介词短语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描述其三个特征。基于归化翻译原则针对普通化汉语特

异女性称谓的综合描述译法既能充分体现汉语源语对此类女性基本特征的界定又能为英语目的语受众所理

解和接受，由此产出的英语译文意义充分形式得体，不失为有效可行的实用称谓译法。

２．拼音－注解译法。拼音－注解译法适用于专名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语的英译，是异化和归化翻译

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名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语源自中国女性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女性

形象，她们是汉语中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意象，英语目的语受众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单纯的拼音

译法会让英语目的语受众不知所云望而却步；直接的归化译法又会使其丧失其在汉语源语中的特定文化意

象。拼音－注解译法则能兼顾汉语源语文化内涵的凸显和英语目的语受众的理解度与接受度，能够实现所

译词语的意义在汉语源语文化和英语目的语文化中的动态对等。此译法也须分两步完成翻译过程：首先遵

循异化翻译原则写出该女性称谓的正确汉语拼音，然后依照归化翻译原则描述该女性的特征。譬如：“武则

天”可译作 Ｗｕ　Ｚｅｔｉａｎ（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其中 Ｗｕ　Ｚｅｔｉａｎ秉承翻译中的异化，把该女性在

中国历史上存留的名字呈现出来，而注解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则实践翻译中的归化，用英语目

的语受众熟知的ｏｎｌｙ，ｆｅｍａｌ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Ｃｈｉｎａ这些关键词解释其 位 高 权 重 中 国 唯 一 女 皇 帝 的 特 殊 身 份。

再如：“王熙凤”可译作 Ｗａｎｇ　Ｘｉｆｅｎｇ（ａ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ｉｓ　ｓｈｒｅｗｉｓｈ，ｓｈａｒｐ－ｔｏｎｇｕ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其中的拼音

Ｗａｎｇ　Ｘｉｆｅｎｇ秉承翻译中的异化，把该女性在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名字呈现出来，而注解ａ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ｉｓ

ｓｈｒｅｗｉｓｈ，ｓｈａｒｐ－ｔｏｎｇｕ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则体 现 翻 译 中 的 归 化，用 英 语 目 的 与 受 众 熟 悉 的ｓｈｒｅｗｉｓｈ，ｓｈａｒｐ－

ｔｏｎｇｕ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三个 词 解 释 这 类 女 性 泼 辣 刻 薄 精 明 能 干 的 性 格 智 力 特 点。又 如：“豆 腐 西 施”可 译 作

Ｄｏｕｆｕ　Ｘｉｓｈｉ（ａｐｒｅｔｔｙ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ｍａｋｅｓ／ｓｅｌｌｓ　ｂｅａｎ　ｃｕｒｄ）；其中的拼音Ｄｏｕｆｕ　Ｘｉｓｈｉ秉承翻译中的异化，把

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名字呈现出来，而注解ａｐｒｅｔｔｙ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ｍａｋｅｓ／ｓｅｌｌｓ　ｂｅａｎ　ｃｕｒｄ则遵循翻译中

的归化，用英语目的语受众熟悉的ｐｒｅｔｔｙ　ｗｏｍａｎ，ｂｅａｎ　ｃｕｒｄ来解释该女性漂亮美丽、制作或销售豆腐的相

貌和职业特征。异化归化翻译原则联合作用下针对专名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的拼音－注解译法同样既能充

分体现汉语源语对此类女性基本特征的界定又能为英语目的语受众所理解和接受，由此产出的英语译文意

义充分形式得体，是又一种有效可行的实用称谓译法。

汉英女性称谓的共性和差异并存。因文化意义空缺的客观存在，普通化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和专名化

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的英译遭遇无对应词可选的尴尬，继而成为汉英翻译和汉英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和瓶颈。

但人类语言共有的交际功能和表达能力使得一种语言文化和另一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以通过灵

活有效的翻译来促成和实现。动态对等视角下灵活运用英语中具有广泛描述力的女性性别标记范式能够化

解文化意义空缺情况下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语的英译难题，基于归化和异化的综合描述译法和拼音－注解

译法能够实现译文对汉语源语文化的充分描述和译文在英语目的语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实现汉英

跨语言跨文化间易懂、得体、顺畅的理解、交流和沟通。综合描述译法和拼音－注解译法这两种意义充分形

式得体的动态对等译法能够实现汉语特异女性称谓词及其英语译文之间文化语义信息的最切近对等和最佳

关联，既忠实于汉语源语文化内涵又能满足英语目的语受众的理解接受诉求，对汉英语言教学、汉英翻译教

学、汉英跨文化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均有重要意义。汉语女性特异称谓的英语口译问题是汉语称谓翻译有

待拓展的另一研究课题。? ［责任编辑　黄世杰］　［专业编辑　郭云涛］　［责任校对　蓝肖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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