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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传播过程不仅受到其内部机制的制约，还受到传播所处环境和条件的综合影响。从翻译传播效果的

产生机制来看，翻译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并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传播效果的内

部动因产生于翻译传播过程内部，是主体、译者、讯息、媒介、受体五个要素所发挥的自身作用和互动作用; 翻译传

播效果的外部动因指翻译传播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差异、民众情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它们对传播

效果起着推动或制约作用，并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使翻译传播效果得以产

生。本文分析了翻译传播内外动因的影响方式和相互作用，提出了翻译传播效果产生的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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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促

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

略，孔子学院，“《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

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中国当

代作品翻译工程”等大型翻译出版项目，来华留学生支持项

目，“汉语桥”活动等，都是我国主动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有力举措。“走出去”战略中的项目大都是异语场景下开

展的翻译传播活动。如此众多的翻译传播项目的实施效果

如何，是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探讨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

制，分析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动因，是提升翻译传播效果的

重要研究课题。
动因即动机、原因，在生物学中指驱动因素或诱发因素，

在哲学上与“效果”相对，是产生效果的驱动力。人类社会的

任何活动都受到某种动因的影响，在动因影响下产生的结果

便是效果。翻译传播效果的动因指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效果

产生的各种因素。对翻译传播效果动因进行全面的分析，有

助于深入了解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帮助我们在推进中

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传播策略，克服传

播障碍，改善传播效果。

一、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
效果即“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1］173，它可以指某一

具体行为实现其特定意图的具体程度，也可以指这一行为对

周围一切人和事物所产生的影响之和。人类传播行为所产

生的有效结果即传播效果，既指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受传者心

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即传播者意图的实现程度，亦指大众

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传播效果是整

个传播理论研究体系中受关注度最高，成果最多的领域［2］1。
影响和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因为传播活动本身就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从传播活动自身内部来说，“从发

出信息到受众接受信息，中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环节和因

素，每个环 节 和 因 素 都 可 能 对 效 果 的 形 成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1］182。从传播活动的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传播过程不仅

受到其内部机制的制约，还受到传播所处环境和条件的综合

影响［3］40。要理解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就要理解影响和制约

传播效果的各种动因。
与一般传播活动不同，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的传播活

动，其内部过程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播过

程内部来说，一般传播具有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反馈

五个要素，翻译传播在上述五个要素之外增加了译者这个要

素; 一般传播具有发出信息、传输信息、接收信息三个环节，

翻译传播在上述三个环节之外，增加了语言转换环节［4］172。
翻译传播活动的上述变化使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具有

特殊性。一般传播活动在同语场景中展开，传播效果受语言

差异、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翻译传播活动发生于异

语传播场景中，传播主体和受体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

景，翻译传播主体发出的讯息要通过译者的语言转换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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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受体，这些变化对于受体的讯息接受必然产生影响。对

于翻译传播效果所受到的文化差异制约，学术界研究相对充

分。然而，无可回避的是，翻译传播大多时候是跨文化的国

际传播，其传播效果除了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外，还会受到

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差异的制约。
因此，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就是翻译传播的内部要

素与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并相互作用的方式，翻译传播效果的

产生是内外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内因
内因即内部影响因素，产生于翻译传播过程各要素自身

和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

( Harold Lasswell) 曾提出对传播界影响深远的“传播过程五

要素理论”，其中五要素指的是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众和反

馈［3］10。翻译传播过程较之一般传播增加了译者，所以包括

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和效果六个要素［4］172。其中，翻

译传播主体、讯息、译者和媒介属于传播行为的主动发出方，

其自身形象、在翻译传播过程中作用的发挥，以及相互间的

互动关系均会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受体

是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接收者，对接收到的讯息产生接受、无
视或排斥反馈。受体的反馈是传播效果最直接的反映，是制

定新一轮翻译传播活动决策的重要依据。翻译传播过程的

各要素自身对翻译传播效果发挥作用，同时各要素之间的互

动也会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 一) 翻译传播主体影响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 Kurt Lewin) 认为，

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

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5］143—153，这体

现了传播者对于讯息具体内容的把关作用。翻译传播主体

就行使着“把关人”的职责。主体是讯息的主动发出者，其在

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于受体认同传播行为、接受译语讯息等

非常重要。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我们信任一个人，则会爱

屋及乌地去相信其所说，支持其所为，甚至追随其做法，这就

是传播效果产生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
翻译传播主体在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他的“把关人”责任与权力不仅仅是把关讯息的内容，

还包括确定译者、译法、讯息的呈现形式、传播媒介、目标受

众等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传播主体在任何一个方

面的决策失误都可能影响讯息的传播效果。比如: 在 3 ～ 6
岁幼儿绘本的翻译传播方面，如果传播主体缺乏对目标受众

群体特征的考察，就可能出现译作外观缺乏童趣、作品内容

不符合该年龄段儿童认知能力和喜好等情况，从而影响传播

效果。同时，翻译传播主体的决定也会受到其他要素的影

响。以受体对主体的影响为例: 译作在正式出版前一般会先

选取部分读者进行“试阅读”，试阅读的反馈会影响翻译传播

主体的决策，促使传播主体在译作进入市场前对内容和形式

做进一步完善。
( 二) 译者影响

译者是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他们所从事的翻译

工作使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成为可能。译者对传播效果的

影响主要通过译者形象、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控制以及译者与

其他要素的互动来实现。
首先，译者的身份和影响力对传播效果会产生影响。如

果译者具有名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译作更容易引起受

众的关注。此外，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控制对传播效果产生直

接影响。译者的控制可分为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两个方面。
主动控制指译者通过自身的知识图式和主体意识来决定翻

译活动的各个细节。如果译者的知识图式不足以完成某项

具体翻译任务，译文质量则会受到影响; 在知识图式能满足

翻译任务的情况下，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将体现译者的个体

审美。译文质量的高低，译者审美是贴近受体还是远离受

体，均会给传播效果带来影响。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根据目标受众的语言和认知习

惯，在风格上对原作进行了一定调整，获得了西方世界的一

致认可。被动控制是指译者受到翻译传播过程其他要素的

影响而做出的翻译决定，并在译语讯息中体现出来。如我国

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其他国家英语教材时，会要求译者去除不

符合我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对译者来说是被动控制

所产生的结果。
当然，译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根据其他要素的反馈对翻

译进行调控，他们可以结合自身丰富的异语文化知识和翻译

工作经验，主动向传播主体、媒介等要素提出自己的传播建

议。在互联网时代，译者与受众的接触渠道日渐增多，译者

可以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翻译策略，从语言转换环节获

取最佳的翻译传播效果。
( 三) 翻译传播讯息影响

翻译传播活动中的讯息包括原语讯息和译语讯息，其对

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形象上。作品形象包括原

作形象和译作形象，原作形象是指作品在同语场传播中受体

心目中的形象，译作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异语场受众心里的

作品形象，由译作的思想内容、文本类型、语言表达、呈现形

式等要素构成。一般而言，原作形象在同语场传播中对传播

效果的影响通常大于在异语场传播中的影响，因为大多数情

况下，异语场受众是通过对译作的兴趣来激发对原作的兴趣

的。因此，贴近目标受众思维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内容更容易

被受众接受。
由此可见，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调节讯息要素来

提升翻译传播效果。首先，在讯息内容的选择方面要注重寻

找与目的语区域文化的结合点，了解目标受众的政治背景、

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在不违背作品中心思想和传播意图的

情况下，尽量与目标受众的喜好和需求相契合。其次，译语

讯息的表述应尽量贴合目标受众的表述习惯，否则译作难以

被受体接受。华裔作家刘宇昆翻译的《三体》( 第一部)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被全球 1149 家图书馆收藏，创造了中国图

书译著有史以来的最高馆藏纪录［6］，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作品译文流畅，表述方式贴合受众语言习惯，在英语世

界树立了《三体》作品形象，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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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四) 翻译传播媒介影响

译语讯息通过翻译传播媒介向受体传播，所以媒介与受

体有大量直接接触的机会。媒介分为媒介技术和媒介组织。

媒介技术指用于传递信息的载体和技术手段，如图书、报纸、
电视、电脑等; 媒介组织指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的社会

机构［1］115。媒介技术的形式和媒介组织的形象均会直接影

响受体对讯息的选择与接受情况。从媒介技术对传播效果

的影响来看，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讯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

大于通过图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这

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媒介组织的形象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更具可控

性。媒介组织的形象一般包括媒介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

力。迄今为止，大众传媒仍然是翻译传播的主要力量。当前

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国际公认的主流大众媒体，如美联

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同样的讯息如果由这些媒体报道出

来，其传播效果是一般媒体报道无法企及的。这些媒体历史

悠久，信息来源广泛，有敏锐的新闻嗅觉，善于抢占舆论先

机，且背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所以长期控制着国际舆

论导向，逐步形成了其自身的权威性。
媒体的公信力一般与权威性成正比，但由于公信力并非

一种完全客观的认知，它强调受体对传播主体和讯息的主观

判断，所以在某一目标群体中享有良好信誉的媒体，在其他

受众群体中有可能毫无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国际传播中非常

普遍。一般来说，国家主流媒体代表该国当权机构的政治立

场，所以如果一国主流媒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其公

信力会随之上升，该国的主张也会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这

对于一个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而言至关重要。我国的主流

媒体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等在国内享有高公信力，但国际公信力还有待增

强，这是制约我国在国际社会发声的因素。同时，翻译传播

媒介的亲和力也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一板

一眼的翻译传播媒介形象已经不能满足信息社会的需求，越

来越多的传播主体开始转向更为亲民的媒介形式，如《人民

日报》开微博，《中国日报》推出公众号，《新闻联播》入驻短

视频平台，都收获了“现象级”传播效果。

媒介类型丰富，各有特点，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

作用［7］1，所以翻译传播主体需要充分结合讯息和受体的特

点来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麦奎尔( Denis McQuail) 曾经提

出“媒介能力”和“媒介效果”的概念，证明媒介具有有意无

意地影响受体心理、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并且所产生的影响

在个人、社会、制度或文化等层面均有可能发生［8］380—381。媒

介与其他要素互动的过程，也是媒介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

过程。
( 五) 翻译传播受体影响

受体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体对讯息的

接收上。受体态度的形成及其对讯息的选择受到三个方面

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体的先验观念，即受体脑海中固有的对

外界事物的印象和观点。这种观念可能形成于潜移默化的

长期经历，也可能产生于刻骨铭心的瞬间经历。不管出于哪

种原因，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二是受体的自身因素，包括

个人属性( 如年龄、性别、家庭地位、学习经历、工作经历、收
入水平 等) 、个 人 需 求、讯 息 获 取 习 惯、获 取 讯 息 的 机 会

等［8］350—351，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三是受体受到的群体影响。群体压力理论( Group Pressure
Theory) 认 为，群 体 压 力 会 对 受 体 接 受 媒 介 讯 息 产 生 影

响［9］233。任何受体都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为了得到团体的认

可与接纳，受体可能倾向于与团队中的“意见领袖”或“大多

数”保持意见一致，即常见的“从众心理”。受体在这些因素

的引导下，对“可得性”讯息产生个人认知与态度，并付诸

行动。

翻译传播活动在异语场景中发生，影响受体认知和行动

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生活状态等因素差异性很大，所以对

同一讯息产生不同认知和行动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也是异域

文化中的认知情感差异。一般而言，受体对于符合自身原有

认识或能满足自身诉求的讯息持喜欢和接受态度，反之则产

生下意识的排斥和拒绝。所以，从受体角度来说，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改善翻译传播效果: 一是提高讯息的曝光率，增

加获取渠道，让受体有机会接触讯息; 二是锁定目标受体，结

合目标受体的个人属性、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开展翻译

传播活动，让讯息以适当的方式、方法接近目标受体，实施传

播学中的劝服性传播［10］2 ; 三是让目标受体中的部分人成为

“意见领袖”，让意见领袖将讯息“从他们那里传达到人群中

不太积极主动的那些部分”［8］389，以此获得更多关注度、点击

量、阅读量、销售量等。

三、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因
从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可知，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

外部因素众多，如传播主体的公众形象和人格结构、传播主

体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环境、受体的自我印象和人格结构、受
体生活的群体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3］40。一般来说，讯息发

出的外部环境与受体所处环境的趋同度越高，越易产生好的

传播效果，反之则会制约传播效果。对于影响翻译传播效果

的外部环境，学术界多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11］43—48。文化差

异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加界定地使用不利于对问题进行深

入分析。本文认为，翻译传播面对的文化差异主要指不同国

家或区域的人群之间在语言、种族、宗教及受教育程度之间

的差别。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有四种: 文化差异、
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们分别从认知、心理、观
念和管理四个层面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这四种外部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是全过程的。虽然

对受体的影响比较直接，因为受体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直

接受到文化差异、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但

这些外部因素对传播主体等其他翻译传播要素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策略、传播技

巧的选择，译者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的选择，讯息文本的生

成，媒介对传输方式和传输时间节点的选择等，同样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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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过来，翻译传播各要素通过翻译传播

行为的实施，又对这些外部因素也会产生影响。这就是翻译

传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内外因素的影响及其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总和就是翻译传播效果。
( 1)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人们由于宗教、种族、群体、阶级、语言、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它影响人们的社

会认知。翻译传播是在异语环境进行的传播，所面对的文化

差异主要是由语言、种族、宗教及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带来的

差别。由于存在文化差异，同样的事物在不同国家或区域的

人们那里唤起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文化差异越小，越容易获

得受体的认同，翻译传播的效果越好。文化差异越大，越不

容易获得受体的认同，也越不容易获得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比如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的封面采用的是黄色，反

映了中华民族的颜色喜好; 当出版汉语和阿拉伯语对照版

《大中华文库》的时候，为了便于阿拉伯地区民众接受，就采

用了伊斯兰文化喜好的绿色。中医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在

国内受到普遍认可。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中医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时在西方国家受到质疑，传播艰难。进入二十一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曾经质疑中医的国家纷纷建起了中医馆，中医典籍

和资料也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COVID － 19) 爆发期间，很多国家接受了中医能有效缓解新

冠症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事实，对中医由质疑与排

斥逐渐转变成信任与接受。
( 2) 民众情感

民众情感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民众对事物的心理感

受。翻译传播活动在原语国家( 或区域) 与译语国家( 或区

域) 之间进行，毫无疑问，两个国家( 或区域) 的民众对对方

国家( 或区域) 的情感影响翻译传播效果。两个国家( 或区

域) 的民众对对方国家好感度越高，越有利于翻译传播活动

的进行，翻译传播的效果越好。反之，好感度越低，越不利于

翻译传播活动的进行，翻译传播效果越差。两个国家( 或区

域) 彼此之间的民众情感的产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也受彼

此在对方的心理感受中的形象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缘于

历史，也可能缘于某种突发事件。国家之间民众好感度与翻

译传播效果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民众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

受会影响其好感度，而好感度反过来又影响民众对翻译传播

讯息的接受。
比如，2019 年 10 月 5 日，美国 NBA 休斯敦火箭队经理

莫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了一张支持港独的英文图片，立即

引起了广大中国网民的愤怒，拥有最多中国球迷的火箭队遭

到了中国球迷的抵制。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及其与相关媒体的接触会影响到民众对华的好感度”，而“美

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立场，认为中

国是美国盟友的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更友善，反之，则更排斥

中国”［12］137。
( 3)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

解，是社会观念的总和。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或主要阶层总

是以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

国家之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趋同，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敌

对。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趋同有利于翻译传播活动开展，

产生较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差异越

大，越不利于翻译传播活动的开展，翻译传播效果越差，甚至

使翻译传播活动不能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社会

观念和社会舆论影响制约翻译传播的环境，间接地影响人们

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另一方面通过外化为内容审查等社

会制度制约翻译传播活动的开展。

翻译传播大多是跨国、跨区域的异语传播，翻译传播受

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是普遍的。比如，美国的反共

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所以“Communist”一词在美国文化中带

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一个体现浓厚冷战思维的政治符

号。“美国人对‘中国的 Communists’一词抱有强烈敌意，其

敌意程度仅略低于对‘基地组织成员’的敌意程度。”［13］173 由

于“Communist”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强烈负面意义，美国的

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媒体人员等“贬低中国的时候，就往

往不动声色地甩出这个词”［13］17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发展和世

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了

日益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但是，“‘作为发展思想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建构理念，它的国际

传播必然遭遇意识形态困境。”［14］112 一方面，全球意识形态

之间的排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国际传播受到阻碍。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处于维护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需要，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进行扭曲。“西方国家的学者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扭曲为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甚至中国主义

等，充满了傲慢与偏见。”［14］113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影响翻

译传播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
( 4) 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传播

活动所处国家的法律、规章、标准、要求等对于翻译传播活动

的实施具有制约作用。具体来说，社会制度对翻译传播效果

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翻译传播内容的审查，二是

对翻译传播活动的社会管理。
在翻译传播内容的审查方面，任何不符合受众国舆论环

境、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的讯息都会受到传播限制，这是由

各国、各地、各行业的制度差异带来的传播障碍。社会管理

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保障在本国开展的翻译传播活

动符合本国社会的利益和需求。《金瓶梅》在 20 世纪英美两

国的官方传播渠道上一直步履艰难，因为“维多利亚时代颁

布的《1857 年色情出版物法案》在 1959 年以前一直有效，因

此在 20 世纪前半叶仍然是英美两国文学审查制度共同的法

律依据，成为高悬在涉性文学作品头上的一把利剑”［15］41。

同样，我国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国外图书的时候，也会进行

内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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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翻译传播活动相关的社会管理复杂多样，如人员出入

境管理、出版物市场准入、卫星电视频道落地许可、广播波段

的管理、电影上映许可、网站建设备案、著作权登记等。以境

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我国为例，我国于 2004 年出台了《境外

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所有申请入境的外国电视频

道都必须接受审核，取得落地许可后才能依法播出。

结语
对翻译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作用以及要素之间互动关系

的分析阐明了传播效果产生的内部影响因素; 将翻译传播活

动置于现实生活中，帮助我们理解外部环境因素对传播效果

所产生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内外因素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生

动的翻译传播效果的动态图景。对翻译传播效果动因的解

析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是对于制定翻译传播规划提供

决策参考; 二是对于翻译传播项目的具体实施提供方法指

导; 三是对于建立翻译传播效果的监测评估体系提供理论支

撑。当前，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理念，与世界分享中国创造，

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翻译传播效果动因研究将会帮助我们寻找“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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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DENG Ying － ling，LI Ying
(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its internal mechanism，but also influenced by its exter-
nal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 － producing － mechanism，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the re-
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 factors ar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se factors refer to the exertion of self － functions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 of subjects，messages，translators，media and receivers in
producing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External factors derive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promoted，and the factors include cultural differences，people＇s emotion，ideology and social system． External factors al-
ways change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y either promote or restrict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interaction of in-
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gives rise to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ode of internal and exter-
nal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 analysis model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put forward as well．

Keywords: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nfluence factor; internal factor; extern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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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传播学视域下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建构/

余承法，万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

摘 要:基于翻译传播学的视角，根据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六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将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发起"翻译"传输"接收四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可针对这四个阶段依
次确立优选优创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和效果评测策略，并以中国(长沙)马栏山文创产业园为文化交
流基地和国际传播平台，建构一个有机统一"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这是讲好湖南故
事"传播湖南声音"弘扬湖南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对形成湖南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具有战略意义
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翻译传播学;湖湘文化;优选优创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效果评测策略

中图分类号: U$)#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 $)$!) )! - )!%) - )#

引言

$)!# 年以来，湖南省提出文创产业发展目标，
旨在以湖湘文化为根基"以数字视频为特色"以#文
化 h$和#互联网 h$为手段，对标看齐中关村，着力
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文创产业发展高地

［!］(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批复设立#中国(长沙)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之后，湖南省力争形成#北有中关村"南
有马栏山$的行业引领格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中国最好的视频基地!!!$中国 _ 谷"’加快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建构新时代湖湘文化#走
出去$策略体系，是讲好湖南故事"传播湖南声音"
弘扬湖南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形成湖南的文化建设

和政治经济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战略意义和现

实价值(
翻译传播学研究#异语场景信息传递的全过

程"，侧重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

效果等六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据此可将翻

译传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发起阶段以主体为中心，

涉及翻译传播的定位"目的"内容"译者和媒介;翻译
阶段以译者为中心，译者跟主体"媒介"受体保持互
动，完成作品 .产品的语际转化;传输阶段以报刊社"
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站等多种媒体为中心，进行
翻译作品 .产品的国内外传播;接收阶段以国外受体
(包括海外受众和境外来华人员) 为中心，完成作

品 .产品的接收和反馈(针对这四个阶段，可分别确
立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优创优选策略"对外翻译
策略"国际传播策略"效果评测策略，并以#中国 _

谷$作为文化交流基地和对外传播平台，根据湖南
省文化建设规划"文艺创作实践"市场需求"受体反
馈，适时调控四个阶段的策略，建构一个有机统一"
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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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体系(见图 !)’具体操作程序如下:先建立湖湘
文化资源总库，确立选择标准和原则，将优选的文化

作品 .产品收入湖湘文化精品资源分库，暂时未选中
的作品 .产品放回资源总库，便于今后重新挑选或改
写;优选策略的标准和原则也可用来指导优创策略，

用汉语创作的作品 .产品进入对外翻译环节，经过翻
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进入国际传播环节，用外语创

作的作品 .产品则直接进入国际传播环节; 翻译作
品 .产品经由不同领域的传播策略操作，进入国外市
场;建立针对翻译传播的效果测评策略，前三个阶段

的策略运用分别进行评价与优化，并开始新一轮的

策略体系建构和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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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
一"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优选优创策略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上古本土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多元文化影响，
先后孕育了屈原"贾谊"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左
宗棠"魏源"黄兴"毛泽东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形成了
一种兼容并蓄"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面对浩如烟
海的湖湘文化，需要厘清源头"摸清家底"系统整理"
优中选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是湖湘
文化作品 .产品优选优创的总体指导原则，据此可确
定优选优创的三个标准: 优秀"精华"特色(所谓#优秀"，是指作品 .产品反映以#经世致用"$实事求
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敢为人先$为特征的
湖湘文化精神;所谓#精华"，主要是指湖湘文化中
包含的哲学"经济"文学"法治"道德"军事等一系列
思想精髓，$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所谓#特色"，是指三湘

大地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以

及对德智体美劳等积极向上的个性化追求，具体包

括: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

合的哲学思想，$文道合一$的文学艺术思想，经史
并重"说古也是为了道今的史学思想，重视学思并重
与知行统一的教育思想

［(］!$ - !#(简言之，湖湘文化
作品 .产品的优选优创标准是体现湖湘精神"蕴藏湖
湘智慧"具有湖湘特色(

(一)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优选策略
优选策略是指对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资源进行

优中选优，确定最适合当下翻译传播的文化作品 .产
品，这是湖湘文化#走出去$中的一项重要前期工
作，也是打造马栏山文化品牌的关键(湖湘文化作
品 .产品的优选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 打造
文化输出精品工程(首先确立湖湘文化的精神内
核，创建湖湘文化资源总库，再运用#把关人$理论
进行优选，创建不同时期和类型的湖湘文化精品资

源分库，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进行翻译传播(
( $)兼顾传统与当代"特色与全面(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出的要求，$把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
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 $)*，

既要翻译传播具有悠久历史的湖湘传统文化，又要

推出在三湘大地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体现时代精
神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采取差异
化路径(在优选湖湘文化资源时需要注意内外有
别"外外有别［"］，广泛听取海外受体的意见，采取针
对不同国家 .区域"不同人群的文化作品 .产品优选
策略’( ’)提升优选主体能力(文化资源优选涉及
政府"机构和个人三个层面:政府是文化翻译传播的
组织者，优选能力主要包括方向引导"宏观调控和整
体把握;机构是文化翻译传播的管理者和协调者，包

括文化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媒介组织"社会团体等，
负责将各级政府的文化优选能力落实为具体行动;

个人是翻译传播的实施者，文化优选能力主要包括

政治修养"文化素养"知识结构"赏鉴能力等(
(二)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优创策略
优创指基于湖湘文化资源库创造出具备历史意

义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品，包括三层含义:对湖湘文

化资源总库中的作品 .产品用汉语改写改编，用汉语
创作新作品 .产品，直接用外语创作新作品 .产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是新时代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方针，也是湖湘文化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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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创的重要指针(优创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
点’( !)提升创作能力(与作品 .产品的优选一样，
优创也涉及政府"机构和个人，提升创作主体的能力
相应地体现在这三个层面:政府应具有对文化资源

进行宏观把握"配置和调控的能力以及对创作进行
方向引领"组织和管理的能力;机构应具备贯彻政府
意志"提倡创作新风"培养创作人员的能力;个人应
具有作品 .产品的原创和再创能力，原创是指用汉语
或外语写作，再创是指基于某一现存文艺作品 .产品
用汉语或外语进行改写改编’( $) 丰富创作形态(
要实现传统文化作品 .产品当代价值的最大化，就需
要做到原本及其改编本在传播中齐头并进，创作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湖湘

经典作品 .产品(用外语创作不同于翻译，不是依赖
某一现存文本，而是基于湖湘文化的某一事件或现

象，为海外受体直接用外语写作(除了传统的文艺
作品 .产品，还可创作动漫游戏"影视节目"短视频"
网络文学以及适应新媒体"自媒体的多模态作品 .产
品’( &)优化创作模式(推进湖湘文化的翻译传
播，应充分发挥海内外一切力量，如汉学家"华人华
侨"知华友华人士"来华人员等，尝试#以我为主"中
外结合"，采取#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既挖掘湖湘
文化的精髓，又满足海外读者需求"实现最佳传播效
果，同时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 ’)提高创作质量(这不仅关涉创作主体的能
力和创作模式，也与传播效果的反馈相关，应在不断

改进创作模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扩大影响(
二"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对外翻译策略
新时代适逢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大数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始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想，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进国际传播(包
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翻译传播一度以海外

译入为主，实际需求激励对内对外的翻译传播平分

秋色，应该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指导原则:
在我国政治"经济"生产"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各
领域坚持以我方主译，鼓励和邀请外方参与，形成本

国 .本土译者 h外国译者的#理想译者$组合模式(
(一)对外翻译核心要素的优先规划序列

就行为而言，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简称#外译")
包含九个核心要素，关涉何时"何人"因何"以何工
具"用何策略"将何对象"向何地"对何人进行翻译传
播"以达何效果的复杂过程(当下的文化外译面临
投资多"数量多"接受少"收效少等窘境，亟须针对文

化输出供给侧问题进行战略规划(较大规模的湖湘
文化外译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通盘

思考文化外译行为各要素的优先规划序列问题，全

面考察译者行为与译内相关要素之间的动态博弈以

及与翻译传播诸要素之间的互动，为湖湘文化外译

制定新规划"探索新路径"选择新模式(为了追求湖
湘文化外译质量的最大化"效果的最优化，首先需要
对湖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一带一部$建设中涉及文化建设的内容进行顶
层设计，其次需要根据湖湘文化外译的实际需求，分

别制定涉及译者"客体"受体"时空"工具"策略 .方法
等方面的优先战略规划(

(二)对外翻译主辅融合的策略

文化外译客体根据所在领域的优先规划序列

为:生活艺术 s经济贸易 s工程技术 s自然科学 s
人文科学 s社会科学($s$表示#优先于"，下同) ;
文化外译层次按照由低到高"由外向内的优先规划
序列为:物质文化 s精神文化 s制度文化［%］#$(文
化外译工具与策略的优先规划构成湖湘文化外译的

硬件与软件，工具主要是指: ( !) 技术，包括数字技
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实时传输技术［*］!$’ - !$(，

以及新媒体和自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 ( $)载
体，如文字"声频"视频"图像等; ( & ) 渠道，包括口
头"文字"报刊"广播"影视等; ( ’) 不同语言(技术
优先战略规划序列为:机器 -云翻译 s移动 -语音
翻译 s外包翻译 s众包翻译［!)］&’ ;载体优先战略规

划序列为:声像文 .声图文 s图文 .声文 .像文 s声 .
像 .图 .文［!)］&#(就文化外译的策略优先规划序列而
言，首先讨论全译与变译，其次关注全译的七种方法

及其组合"变译的八大手段和十二种方法及其组合(
全译策略优先规划序列通常为: 直译 s意译(语言
层面) ，异化 s归化(文化层面) ;人工智能时代的外
译操作策略优先规划序列为:人机互动全译 s人机
互动变译 s人工变译 s人工全译［!)］&*(就国家 .区
域的需求而言，既需要瞄准欧美发达国家，让湖湘文

化#走上去"，又需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瞄准发
展中国家，让湖湘文化#走下去"’就当下的经济主
旋律而言，文化外译需求的优先战略规划序列为:经

济需求 s#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s政治需求，这也同
时决定了外译语种的优先规划序列大致为:英 s法
s西 s俄 s阿 s德 s日 s朝((
三"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的国际传播策略
要实现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真正#走出去"，必

须在传输阶段下功夫，有针对性地提升翻译传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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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过抽样调查"深度采访"案例分析"态势分析
(即 IZS7分析) 等方法，深入了解不同国家 .区域
中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受体对湖湘文化的实际需求，

选取湖湘文化中传统典籍和当代精品进行国际传

播，分析受体对作品 .产品传播样本的了解和接受程
度(通过孔子学院 .课堂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对世
界各地的华人华裔"汉学家"精英人群"普通大众"来
华经商或留学人员进行问卷和采访，通过大数据挖

掘进行舆情分析，根据新闻出版"影视传媒"动漫游
戏"互联网等不同领域的传播客体和受体，确定相应
的国际传播策略(

(一)$出版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出版湘军$走出去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服务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大决
策部署"提升湖湘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需要(这
是一项复杂的跨文化传播行为，离不开政府"企业"
市场三个层面的通力配合与有效运用策略’( !)政
府要坚持政策引导: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

翻译出版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营造#出版湘军$
的良好国际传播环境’( $)出版企业要努力成为国
际传播主体:中南传媒作为具有传播力"感召力"公
信力的国家级新型出版企业，需要坚守出版主业，着

力将自身培育成外向型文化企业，勇于到境外开拓

市场，发挥引领作用;其他出版企业协同创新，形成

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积极参与的国际传播格局(
( &)市场必须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国际传
播中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 _ 谷$的孵化器平台，
走内涵式"多元化的出版模式，创新出版内容和形
式，如推出电子书的发行与销售，提升#湘军$出版
物的国际传播竞争力’( ’) 注重提质增效:充分调
动国内外各界资源，以外译质量而非数量作为当下

主要的效益追求，突出创作和翻译作品 .产品的质
量，追求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广电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广播电影电视作为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发挥重要
作用’$广电湘军$提高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任务是
思考如何贴近湖南乃至全国发展的实际，如何贴近

国外受体对具有湖湘特色的广电作品 .产品的需求，
如何贴近国外受体的思维与收视习惯，这也是打造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的核心内容(在意识形态上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在产业属性上要坚

持#项目为王"$内容为王"$精品至上$等理念［!!］(
借助大数据统计"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

#广电湘军$与国内外广电机构的优势和特色，如比
较马栏山产业园与好莱坞电影巨头"横店影城发展
模式的利弊，并采取以下四个策略: ( !)以传播窗口
建设为龙头，提高广电领域的对外传播艺术，构建对

外宣传的新格局; ( $)以#广电湘军$驻外站点的建
设为基础，提高海外采编能力，抢占中国 .湖南声音
的制高点; ( &)推进#中国 _谷$建设，吸引国内外媒
体入园，抢占新媒体"自媒体市场; ( ’) 搭建国际视
频发稿平台，成为满足国际需求的信息供应者(

(三)$动漫游戏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动漫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其中的图"文"

声"像能够相对轻松地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
障碍，能够潜移默化地直达人的心灵，影响受体的思

维模式和价值观，成为湖湘文化国际传播的另一个

理想载体(湖南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拓
宽国际市场，扩大传播空间，向国外观众展现湖湘文

化的魅力，积极有效地构建湖湘形象和中国形象(
游戏汇集了文学"影视"音乐等诸多文化形式的特
点，具有强大的文化承载能力

［!$］，$游戏湘军$年会
为推动共建湖南文化娱乐梦工厂做出了很大努力，

也是湖湘文化国际传播的理想载体(在游戏的国际
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遵循国际惯例"尊重版权"尊
重本土文化，建立全球性的研发"发行和运营的#一
条龙"，提高了解和运用海外市场的能力以及全球
协同创新的能力(除了将中国技术传播到全世界，
还可以引进国外的优秀技术，将其融入湖湘文化作

品 .产品并进行升级改造，或者将湖湘元素融入高技
术含量的动漫游戏产品，再推向全球(通过数据统
计和比较分析，研究动漫和游戏的版权输出和海外

传播，提出#动漫游戏湘军$拓展海外市场的相应
对策’

(四)$网络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要有效推动湖湘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充分发

挥互联网的巨大作用(湖南是全国 !$ 个互联网发
达地区之一，拥有湘籍背景的#微信之父$张小龙"
(% 同城创始人姚劲波"陌陌创始人唐岩等互联网领
军人物，因而赢得#网络湘军$的美誉(湖南要实现
湖湘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际传播，必须在坚持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前提下，深入研究数字化国际

传播策略，具体包括: ( !)政府引导，加强顶层设计，
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媒体; ( $) 通过新媒
体"自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数据挖掘，又好又
快地推出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 ( & ) 借助大数据分
析，通过#态势感知$方法对文化传播议题快速做出

&%!



响应，制定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 ’) 采用本土化战
略，发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作为#全国媒体融
合新地标$的新使命，贴近受体所在国家 .区域的文
化环境，实现湖湘文化精准"切实"有效的海外传播(

四"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翻译传播的效果评测
策略

借鉴传播学中#传播效果$概念的双重含
义!!!说服性传播和影响性传播［*］!"$，既可具体分

析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翻译传播的微观过程，也可综
合考察宏观过程，因此效果测评策略既可针对具体

阶段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也可针对综合过程产生

的综合效果(
(一)针对优选优创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

评测优选优创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先对单件

作品 .产品进行主客观评价，对于诸多文化作品 .产
品，通过在线调查"借助大数据进行批量统计与分
析，从个别到一般"由点到面地进行优选优创策略的
评价与优化(

评测某件作品 .产品是否属于文化精品，可借助
李克特量表( ^=W89< J;:>8) 进行问卷调查，邀请专家
学者和普通读者作出评价选择，再通过统计分析，进

行相对公正"客观的判断(评测某件作品 .产品是否
兼顾传统与现代"特色与全面，可邀请国外受体进行
主客观评价，了解它是否有助于国外受体#真正认
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评价某件作品 .
产品是否经过了差异化筛选，可对国内外受体分别

进行问卷调查和对话访谈，判断它是否做到了#内
外有别"$外外有别"’评价选择者是否具备或提高
筛选能力，既可对某位选择者进行历时考察，判断其

在不同时期选择的作品 .产品是否适合不同国家 .区
域的受体，也可对一批选择者进行共时考察，判断他

们在同一时期选择的作品 .产品针对同一国家 .区域
的受体是否存在差异，从而判定其筛选能力的高低(
在对某部作品 .产品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可对选择者
的策略运用和筛选能力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然后
基于市场调研"受体反馈"大数据统计和舆情分析，
进行优选优创策略的调整和优化(

(二)针对对外翻译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

评测湖湘文化对外翻译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

最终落实在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先建立湖湘文化
国际传播数据库，随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再借鉴翻

译策略 .质量评价模式或参数体系，如:文本论辩原
则下的参数体系

［! &］"翻译职业视域下的评估模
式
［! ’］"语篇类型原则下的参数体系［! (］"功能 -语

用原则下的参数体系
［! #］
以及等值论"标准论"功能

论"关联论等模式，确立相应的评测策略，逐一评价
翻译策略的优先规划序列及其具体策略与方法;最

后根据汉学家"华人华侨和普通受体的反馈，调整和
完善现有翻译策略的优先规划序列和方法(

(三)针对综合传播效果的评测策略

鉴于每个具体的翻译传播活动都是由主体"客
体"译者"媒介"受体等要素构成，每个要素都对传播
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评测综合传播效果，借

此判断湖湘文化是否真正#走出去"#有效#走进
去"’可充分利用亚马逊"UBBG98:GJ 等图书网站上
真实的读者评价，拓展接受研究的范围和思路，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借鉴通用的传播

学评价指标，尝试建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的效果评

测策略，包括: & 个一级指标(品牌力"影响力"互动
力)#% 个二级指标(媒介知名度"内容集成度"技术
创新度"受体满意度"整体覆盖率"实际到达率"平台
活跃度"受体活跃度)#!" 个三级指标(发行量 .收视
率 .收听率"信息来源"信息数量"信息质量"栏目设
置"个性化服务"用户评价"现有用户数"现有粉丝
数"使用率"活跃用户数"日平均互动量"人均互动
量"社交平台转发次数"社交平台评论次数"好友推
荐次数"主动收藏次数) ，并利用 L::3A 层次分析法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得出相应的指标权重，分别

考察湖南的出版"广播影视"动漫游戏"互联网文化
等领域的国际传播策略的运用效果，进行相应修改

和完善，确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效果测评的优化

机制(
结语

为推进湖湘文化#走出去"，可基于翻译传播过
程的阶段理论，将湖湘文化的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发

起"翻译"输送"接收四个阶段，采用相应的优选优创
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和效果评测策
略，针对前三种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与优化旨在实

现湖湘文化翻译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形成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逻辑链(对外翻译策略既呼应优选优创
策略，更注重与国际传播策略的紧密联系:对外翻译

的直接目的是进行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否成功有

效，依赖于翻译策略的运用效果"译作质量和行之有
效的传播策略，而译作质量除了检验策略运用恰当

与否之外，还可检验策略运用的效果(湖南的出版"
广电"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国际传播策
略依赖于作品 .产品创作"选择和翻译的策略运用及
其效果(以#中国 _ 谷$为文化交流基地和国际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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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平台，通过国外的市场调研"受体反馈"数据统计
与分析，确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的效果评测策略，对

翻译传播过程进行具体和综合的效果测评，进而调

整和完善前三个阶段的策略，最终建构一个有机统

一"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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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读者反馈的«西游记»
英译版海外传播研究

余承法,郑剑委

摘　要:以«西游记»余国藩英译版的读者反馈为研究对象,采用情感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从文学、翻译、传播三

个维度考察该版本的海外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该版本在过去１０年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读者评论热度呈曲中上升态

势,表明其海外传播效果较好,具体表现在:在文学维中,人物维与叙事维的读者评论情感分值相对较低,而格调维和

素材维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人物性格缺乏动态发展,部分情节存在复述,而幽默格调、文化素材是小说的特色和亮点.

在翻译维中,译者的翻译技艺获得读者高度赞赏,大多数读者欣赏诗歌的全译以及增加的副文本.在传播维中,不少

读者反馈,他们是通过«西游记»的多模态作品接触小说英译版,阅读小说带来他们的心理变化、推荐意向、阅读行为甚

至创作行为.翻译传播者应该在遵循译语惯习和诗学范式的前提下尽力再现这些特色,并进行渐进式、多模态的跨文

化传播.

关键词:读者反馈;传播效果;«西游记»余译版;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余承法,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 沙

４１００８１)

郑剑委,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引言

文学传播是指文学语言、文学形象等相关信息通过媒介的传递、接受和反馈[１],包括文学作品的出版、
发行、推广、接受等主要环节,将作家的个人创作成果转化为社会的某种共享资源,但传播方式的改变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其范围和效果,影响文学接受系统的性质与结构.近年来,学界不仅重视文学作品的同语传

播,即某作品在同一语言内部不同时空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开始关注异语传播,即“异语场景中人类

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又称翻译传播[２].翻译界多关注作品选择、翻译模式、翻译策略/方法、译者风

格等,而传播界聚焦传播的方式、内容、渠道和效果等.文学翻译传播不能只关注翻译质量而不考虑传播

媒介和效果,也不能过分强调传播效果而忽视翻译质量,而需要整合翻译和传播“两张皮”,尤其需要通过

收集读者反馈来考察传播效果.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受众反馈的文学

翻译传播研究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翻译质量、提升“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传播效果,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

意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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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游记»海外传播研究概览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传播到东方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在明代传入日本[３],在

１８９５年开始传播至英美,英译版达６４种之多[４].«西游记»的海外传播研究以国内为主,主要包括:不同

语种和模态的版本考述,聚焦地域为欧美和东南亚,如英国[４][５]、美国[５][６][７]、德国[８][９]、泰国[１０][１１]、印度尼

西亚[１２]、缅甸[１３]等,涉及的传播时间从晚清到当代,关注新闻报道、图书、宗教、影视等多种传播媒介.这

些研究充分利用文本、电子、音视频等多种资源,考察«西游记»翻译传播的历程、动机、主体、路径等,分析

«西游记»在海外以不同媒介存在的翻译客体,勾画«西游记»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形象.
然而,以不同媒介形式存在的传播客体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的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既指“带有说服动机

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也指大众传播媒介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

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１４],最真实的表现来自受传者的反馈.反馈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检验传

播效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真实的依据.对于文学翻译传播而言,考察读者反馈有助于深入了解译语世界

的阅读习惯和偏好、反思翻译传播的得失,为文学翻译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为相关决策提供事实依据.目

前国内以读者反馈为对象的«西游记»翻译传播研究较少,仅有三项相关成果:李文婷结合销售量和评论界

反馈指出,«西游记»余译版深受读者好评的原因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受众意识[１５];王镇根

据英美汉学家在译著序跋、论文和著述中的评论以及 Goodreads平台、亚马逊网站的英美读者评论,考察

了专家读者与普通读者对«西游记»的评价[４];Wang、Humblé分析了亚马逊网站英语读者对«西游记»英
译版的反馈[１６].这三项研究关注普通读者群体的反馈,但随意抽取读者评论进行内容分析缺乏系统性,
研究结果缺乏很强的说服力.鉴于此,本文以«西游记»余国藩(AnthonyC．Yu,１９３８—２０１５)英译版(The
JourneytotheWest,以下简称“«西游记»余译版”或“余译版”)为例,基于 Goodreads平台上有关该版本的

读者评论,对反馈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其传播效果,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效果

研究提供新模式新路径.

二、研究方法

«西游记»英译版众多,选取余译版是因为它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伟大人文成就”[１７],“在所有译本中最

具可读性,同时保持了高度忠实性”[１８],以译本忠实、情节完整、注释详实享誉英语世界.若不局限于音韵

特征、字词对应、语句调整等语言翻译层面的讨论,而是以该版本的读者评论为依据考察海外读者的接受

反馈,则更能揭示深层次的文学翻译传播问题,研究结果也将更具代表性、说服力和启发性.
本文选取、收集、整理全球最大书评网站 Goodreads平台(该平台系统呈现读者的自发性评论,可为文

学传播效果研究提供充足的分析数据)上«西游记»余国藩英译版近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读者反馈,统
计、描述读者评论数量的历时变化和维度分布,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该译本的海外

传播效果.
首先,采用爬虫软件收集 Goodreads平台上余译版的读者评论数据,清洗无效的读者评论,获得读者

评论数据库.接着,利用 Nvivo软件对评论文本逐条标注分析维度.采用 Nvivo软件标注维度更加直观、
规范和系统,可避免标注的重复或遗漏,方便校正错误标注,相同内容也可进行多个维度标注(因为同一内

容可能属于不同维度的评价),并自动统计维度条目数.然后,按照各个维度抽取每条评论内已标注的内

容,采用基于Python的 NLTK情感分析工具包,逐一测定每个条目的情感分值.采用 NLTK 情感分析

工具包是因为该工具包经过大量评论语料训练,具有良好的情感分析效度,已被广泛运用于文本情感分

析.最后,结合评论内容,按不同维度进行解析.采用分维度的情感分值而非已有的读者星级打分,是因

为星级打分只是整体的印象打分,无法反映读者对各个具体维度的评价.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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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读者评论数据的传播效果分析

整理在Goodreads平台获得的１０３３条读者打分评论数据,并绘制曲线图(见图１),描述«西游记»余译

版的历时打分评论次数,以反映该版本在英语世界的阅读热度.图１显示,余译版在英语世界近十年的评

论热度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２年达到小高峰,随后热度减缓,２０１７年达到高潮,２０１８年回落,随后又开始

上升.这可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输出活动存在相关性.一方面,中国２０１０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日本,从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活动在文化领域的溢出效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中华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启动了一系列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如２００９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

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２０１３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２０１４年“丝路书香工程”等,中国文学名

著日益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

图１　Goodreads中«西游记»余译版历时(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打分评论数

搜集、清洗、整理«西游记»余译版的读者评论数据,共获得１０９条读者评论文本(因为大多数读者只有

打分,没有文字评论).采用 Nvivo标注了读者对译本的整体评价,即读者从整体上评价阅读体验或感受,
共计５９个评论条目.接着,按照３个一级维度、１０个二级维度、３个三级维度分别标注读者评论,共计１９１
个评论条目(见表１).

表１　«西游记»余译版的评论维度条目分布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论条目(个) 条目小计(个) 内容占比　

文学维

人物 ２０
叙事 ４６
格调 １８

素材

文化素材 １２
成人素材 ３
具象素材 ６

１０５ １６．２６％

翻译维

译者 １１
诗歌 １５
副文本 １３

３９ ４．４９％

传播维
渠道 ５
效果 ４２

４７ ４．２％

如表１所示,我们在标注读者评论的反馈信息时,区分了文学维、翻译维和传播维三个维度.就小说

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情节、人物和故事背景三个方面[１９],而情节和故事背景可以合称为叙事,叙事就

可确定为文学维的一个二级维度.格调反映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素材是文艺创

作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成为作家提炼和加工的现实生活对象,二者可视为文学维的两个二级维度.就«西
游记»而言,素材主要包括三种:文化素材主要指«西游记»反映的佛、道等精神文化,成人素材指书中暴力

和色情描述,具象素材包括兵器、打斗、山水等.因此,文学维包括人物、叙述、格调和素材四个二级维度.
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维是翻译维的一个重要二级维度.将诗歌翻译纳入翻译维是因为诗歌的语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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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附属性极强,具有很大的不可译性[２０],而诗歌翻译水平直接决定译文质量和传播效果.副文本是“在正

文本和读者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２１],包括封面、作者姓名、主副标

题、题词、序言、前言、注释、插图、附录、索引、跋/后记、出版信息等,译作中的副文本还包括译者的姓名、前
言/序言、注释等,为读者理解译作的生成与接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常被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因此本

文将其归入翻译维.在拉斯韦尔的５W 传播要素即主体、客体、受众、渠道和效果中,我们发现读者评论主

要涉及对渠道和效果的反馈,因此提炼出包括渠道和效果的传播维,分别考察读者反馈中提及阅读«西游

记»的途径和感受,而这是现有读者评论研究中往往忽视的内容.
表１显示,英语读者主要关注余译版的文学维,评论条目小计最多(１０５个),内容占比最大(１６．２６％),

这表明英语读者比较注重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和素材三个方面.在翻译维中,诗歌引起的读者关注最多

(１５个评论条目),其次是副文本(１３个评论条目).统计显示,传播维的读者反馈主要为接受效果反馈,共

４２个评论条目,多于翻译维的评论条目(共３９个),这间接反映读者阅读«西游记»英译版时拥有丰富体

验,受到深刻影响,进而在 Goodreads平台上分享其阅读感受.

四、基于读者评论文本的传播效果分析

利用 NLTK情感分析工具测定不同维度每个条目的情感分值,然后综合各条目的情感分值,获得每

个维度的平均情感分值(见图２).情感分值幅度由－１．０到１．０归一化为－５．０到５．０之间,以对比书评网

站的５分制打分.分值越高,情感态度越积极;分值越低,情感态度越消极.为验证情感分析的可靠性,我
们对每条评论的情感分值与其相应的星级打分进行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情感分值与星

级打分的相关性系数为４．５,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０１(p＜０．０１),这表明两者成显著正相关,情感分析方法具有

可靠性.
整体的情感分值为３．８,表明读者对译本的评价较高.通过整体评论文本的词频统计和逐一核实,发

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评价性形容词依次是:great(“很棒”,６次)、best(“最好”,５次)、classic(“经典”,４次)、

enjoyable(“令人愉快的”,４次)、engrossing(“引人入胜的”,４次),均为褒义形容词.这两项统计说明,余
译版的读者认可度较高,传播效果较好.下面从翻译维、文学维和传播维来分析读者评论文本.

图２　«西游记»余译版读者评论文本中翻译维和文学维二级维度的情感分值

(一)翻译维的读者评论文本分析

如图２所示,翻译维的３个二级维度即译者、诗歌、副文本的情感分值均在２以上.
标注统计发现,译者维仅有１个消极评论条目,其余评论条目的情感分值均为正.如读者 Yoshinga

指出,“MyratingforthisbookispurelybasedonthebeautifuljobthatAnthonyYudidintranslatingit．
HedidnotlosetheoriginalsentimentwhilemakingitactuallymakesenseinEnglish．”(我对本书好评完

全是因为余国藩很棒的翻译.他不仅没有丢失原著表达的情感,反而在英语中进行了很好的传达.)这与

文学批评学者JohnMarney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西游记»余译版是翻译技术和艺术的典范[２２].
诗歌翻译维的情感分值为２．２,表明«西游记»余译版的诗歌翻译在整体上获得英语读者的好评.如

Bujold评论道,“Thetranslator’sEnglishproseissmoothandclever,andhedoesanelegantjobonthe
manyinterspersedpoems．”(译者的英译流畅、娴熟,穿插其中的诗歌也翻译得很优美.)Luke认为,“On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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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fthat,thisbookhastheinterestingqualityofdescribingvariouspeople,places,andfightsindeＧ
scriptivepoems．”(最重要的是,本书采用叙述诗歌描写了大量人物、地点和打斗场景,这一特色引人入

胜.)但Cleopatra、Pennybags、Chris等３位读者认为诗歌过多,影响了故事的流畅性.其实,余国藩考虑

过诗歌的存留问题,但他最终选择了全部翻译.他认为,«西游记»威利英译版(即 ArthurWaley的变译本

Monkey,１９４３年由美国 TheJohnDayCompany出版———笔者注)的最大遗憾是删除了原著的７５０多首

诗,而这些诗是原著的基本文学形式,也是原著叙事活力和描述能量的体现,这些文学形式应该翻译出来,
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和鉴赏原著的魅力[２３].诗词全译是余译本的整体价值评判的关键参数,帮助英语读者

在阅读译著时跟主人公一起体验降妖伏魔的奇幻之旅,并通过诗词全译体味这部文学名著的思想内

涵[２４].有些译者因为担心受众缺乏足够的文化理解能力,就一味迎合读者,刻意抹除原著的文学特色,但
这可能导致译本的读者接受度不高、传播效果不佳.

余国藩的副文本策略包括前言、注释和索引表,英语读者称赞余国藩借助注释解释中国文化表达的做

法,如Burgendy评论道,“LuckilythistranslationincludesanextensiveexplanationofcertainChinese
termsalongwithfootnotesthathelpunderstandsomeoftheterms．”(幸运的是,该译本包含对中国特色

术语的大量解释以及有助于理解的很多脚注.)
(二)文学维的读者评论文本分析

文学维的四个二级维度的情感分值依次排序为:格调维(３．７)＞素材维(１．９)＞叙事维(１．３)＞人物维

(１．２).
格调维的读者评价最高,８３％的评论条目的情感分值为正值.读者尤其喜欢«西游记»的幽默格调,这

与上一节传播维中有关心理变化的发现是一致的.MaryS．Lee指出:“Itwasneitherdry,nordense,nor
inscrutable．Tomysurprise,itappearstohavebeenintendedtobefun,and,despitetheintervening
centuries,Ioftenfounditsuch．Althoughthereisagreatdealofviolence,thetoneisverylight．．．Suffice
ittosay,Ididn’texpectaChineseclassictocontainascenewherethreeoftheheroespassofftheirpiss
asholywater．”(该书不干涩、不紧张,也不高深莫测.让我惊讶的是,此书似乎故意采用风趣的格调,尽管

相隔几百年,仍然让我有如此感受.尽管有一些暴力场面,但格调还是很轻松一言以蔽之,我没想到

一部中国经典还有３位英雄将撒尿当做圣水[给妖怪喝]的桥段.)例如,余国藩对原著一段场景的翻译基

本上再现了幽默效果:“那白马认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声:‘师兄!’这呆子吓了一跌,扒起来往外要

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战兢兢的道:‘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
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虽然“兄弟”(brother)“口吐人言”(assuminghumanspeechsuddenly)“吓了

一跌”(soshakenthathefellontheground)的译法稍欠生动,但译者基本上将其中的言语幽默和形象幽

默传达给英语读者,令人捧腹大笑.
素材维的３个三级维度的情感分值依次排序为:文化素材(３．８分)＞具象素材(２．５分)＞成人素材(－

０．６分),文化素材的情感分值在所有维度中最高.英语读者对书中的道教、佛教等文化素材比较感兴趣,
如Liralen评价:“ThejourneyitselfreallyremindedmealotofoldTaoistandBuddhistmythandlegend
andwell．．．feel．．．thatIgotfrom mychildhood．”(«西游记»帮助我回忆小时候学到的道教和佛教知识);

Aubrey评价:“Therewerefurtherintriguingglimpsesofreligiousclashes,includingaveryintenseone
betweenBuddhistsandTaoists．”(“还有一些有趣的宗教冲突,包括佛教和道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具象

素材维的评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提到该书对女性低俗行为的描述(读者 Aubrey),主要是指女妖形象:
她们充满食欲和色欲,作恶多端,负罪累累.其实,作者将这些践踏礼教的行为加在女妖身上,是为了“突
出她们的妖性”,将其区别于凡间良女和天上女神[２５].成人素材的分值最低,可能跟书中的血腥和色情描

写有关,如:第１７回悟空打死苍狼、第３０回黄袍怪饮酒吃人、第７５回狮驼岭死人堆,色情场景如第２７回

白骨精化身凡女、第５４回女儿国国王挑逗三藏、第７２回盘丝洞女妖洗浴描写,等等,几位读者反映这些场

景描写不适宜少年儿童阅读.«西游记»余译版的词汇明晰、语言流畅、可读性高,少年阅读理解并不成问

题,但因为是成人素材,加上诗歌难懂,佛道文化晦涩,的确不适合儿童阅读.
叙事维的评价偏低,消极评论集中在故事结局的可预测性(如Letitia的评论)、降妖模式的重复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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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的评论)、人物对话中的情节复述(如 Hopp、Michael的评论).７位读者反映角色有时复述故事情

节,而未采用诸如“将上项事说了一遍”的手法.如第３０回,三藏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白龙马变成宫娥刺杀

黄袍怪,由于法力不济被砍伤,而后逃脱,八戒回到宝象国都时遇到白龙马,白龙马又繁琐地把前后经过复

述一遍,即“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那妖精变做一个俊俏文人只得化龙身去救把我后

腿上着了一下”.«西游记»原著复述某些情节,原因在于:最初从说书话本整理加工而来,每次说书都有时

间间隔,观众可能不同,有必要重复上次说书相关的故事梗概.书中的很多复述并不在章回的开头,而是

在中间.此处,白龙马战败后的附诗“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凋零.黄婆伤损通分别,道义消疏怎得

成!”属于前文内容,与“且不言三藏逢灾,小龙败战”之类的后文内容可能是两次说书,经吴承恩整理成一

个章回.这种情节复述在余译版中都得到了忠实再现,可能影响读者阅读时的流畅度.
人物维的情感分值最低,主要是因为不少读者认为«西游记»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很小,唯一受到肯定和

欢迎的角色是孙悟空,但其魅力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逐渐减弱(如Sarah和 Bibler的评论).Melanie抱怨

道,“I’mfedupwithSanzang’sstupidity(because,seriously,Iwouldfinditacceptableforapersonto
committhesamemistakestwiceorthriceinabook,butthestupidmonkjustkeepsdoingitalloveraＧ
gain!!),withPig’sillintentionsandwithFriarSand’suselessness．Well,atleastWukongisevolving
intermsofpersonality．InaVERY,VERYsubtleway,butatleastheistheonlyonethatlookslikehe’

satleastTRYINGtobeabetterbeing．”(我受够了玄奘的愚钝(一个人可能犯两三次错误,但这个蠢和尚

一遍遍犯错)、八戒的坏心眼和沙僧的无用.悟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但以极其微妙的方式,至少他是唯一

想变好的人.)
(三)传播维的读者评论本文分析

传播维而言,５位读者反馈他们通过接触«西游记»的漫画书、影视剧或游戏开始阅读英译版,这与«三
国演义»海外网络游戏(DynastyWarriors)的改编传播带动书籍阅读的模式相似,与卢颖桢有关印度尼西

亚受众主要通过影视剧了解«西游记»的研究发现[１２]是一致的.英语读者阅读余译版之后,产生了如下四

种反应.１)心理变化:除了两位读者产生无聊感(如 Melanie和 Kloud),２３位读者表示阅读带来愉悦感

(如Sarah、Timothy的“joy”以及 Allister、YAHR的“amusement”),Wendy认识到团队合作和拒绝诱惑

的重要性,Raditya意识到人们要为过去的错误和罪恶忏悔;２)推荐意向:基于书中的道教文化、中医知识、
冒险故事等因素,７位读者表示会向他人推荐«西游记»;３)阅读行为:Alex、Sturgis、Mcginnity等７位读者

表示将重读或读下一卷本«西游记»,如Burgendy评论道,“Ican’twaittoreadthenextvolumetoit．”(我
等不及要读下一卷);４)创作行为:Sheppard指出,“TheJourneytotheWestinfluencedthecompositionof
myownlatestworkSpiritusMundi．”(«西游记»激发我创作了«世界魂».)总之,英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了解了中国文化知识,体验了精神爽点,获得了心灵感悟,内化为认知的一部分,并借鉴、运用到自己的创

作中,这表明«西游记»给英语读者带来多元价值.

结语

«西游记»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余译版在 Goodreads上的年平均打分评论数为１０３条,詹纳尔(W．J．F．
Jenner)英译版为１０１条,合计打分评论数高于«红楼梦»四个英文全文版的年平均数(１８０条),但两者均远

低于世界经典小说的英译版,如日语名著«源氏物语»的２００３年英译版TheTaleofGenji的年平均打分

数据为７６０条,西班牙语名著«堂吉诃德»的２００３年英译版DonQuixote为２１０００条,俄罗斯语名著«战争

与和平»的１９９８年英译版WarandPeace为２５０００条.这表明«西游记»英译版在英语读者群中的传播范

围有限,这也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必须面临的现实.
郭光华曾指出,国际传播能力评估要综合考虑传播方与接受方,要结合定量与定性测量,不能忽视受

众的传播效果[２６].本文正是基于读者反馈,采用分维标注、情感分析、相关分析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探析中国文学经典«西游记»英译本的海外传播效果,以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科学、客
观、可行的分析路径.在人物、叙事、素材、格调等维度得到再现的前提下,译文的文笔和风格可能显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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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原文;文学作品的受众存在显著差异,译语受众与原语受众的文学审美可能相差甚远.可见,对于相

同的文学作品,异语传播与同语传播的效果可能大相径庭,基于受众反馈的接受效果研究将为揭示文学的

翻译传播效果提供有益启迪和可行路径.
«西游记»余译版中幽默风趣的笔调(格调维)让读者体验到趣味和愉悦(效果维),注释(副文本维)文

化词(文化素材维)以帮助读者理解,全译诗歌并兼顾传意和格律(诗歌维),译者力图以柔性再现而非省略

或明晰化的方式(译者维)将«西游记»所蕴含的文学特色传译给英语读者,诗歌全译、幽默格调再现、副文

本阐释都得到了海外英语读者的高度肯定.还有不少读者反馈说他们通过漫画、影视剧和游戏等多模态

形式接触«西游记».这些至少带来以下两点启迪:１)文学翻译传播必须考虑读者分层,确定翻译传播的主

要内容和价值如«西游记»原著中体现的勇敢、正义、勤劳、善良等普世价值观,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如«西游记»余译版的学术性全译和威利改编版的变译,适时调整传播媒介、路径和方式,以满足特定条件

下特定受众的特殊需要,以便切实提高传播效果;２)文学翻译传播需要尽量保持原著的文学特色,同时适

应译语世界的诗学规范和语言惯习,兼顾原著文化价值与受众体验反馈,并采用渐进式、多模态的跨传播

策略,先引发感官体验,然后引向经典阅读,再推动译本接受,最后缔结文学文化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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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CommunicationEffectofTheJourneytotheWest:

AStudyBasedonReaders’Feedbacks

Abstract:TakingastheresearchobjecttheEnglishreaders’feedbacksofTheJourneytotheWest,AnthonyC．Yu’s

EnglishversionofXiYouJi,thispaperattemptstoexploreitsoverseasreceptioneffectbysentimentanalysisandcontentaＧ

nalysisofthereaders’comments,whicharelabelledintothreedimensionsofliterature,translationandcommunication．Itis

foundthatthenumberofreaders’feedbacksinthepastdecade(２０１１Ｇ２０２０)havebeenontheriseonthewholedespiteoneor

twodownsinbetween,reflectinganoverallgoodoverseascommunicationeffectwhichisdemonstratedasfollows．First,

characterandnarrationinliterarydimensionarevaluedrelativelylowwhereastoneandthemescorehighaccordingtosentiＧ

mentanalysis,duetotherelativelystaticnatureofcharacterdevelopment,partialrepetitivenessofnarrationandtheintrigue

andcharmofitsrichhumoroustoneandculturaltheme．Second,inthedimensionoftranslation,Yu’stranslationtechnique

ishighlypraisedbyreaders,mostofwhomalsoappreciatehiscompletetranslationofpoemsandexplanationofculturalconＧ

tentsintheformofparatext．Third,inthedimensionofcommunication,somereadersattributetheirreadingofYu’sversion

totheirpreviousaccesstothenovel’smultimodalproducts,whichresultsintheirchangeofthinking,recommendationof

thenoveltoothers,reＧreadingorfurtherreading,andeventheirowncreation．Itthusfollowsthat,sinceliteraryfeaturesof

literaryclassicssuchashumoroustone,culturalthemeandcompletetranslationofpoemaretheexactcharmsattractingforＧ

eignreaders,translatorＧcommunicatorsneedtodotheirutmosttoreproducesuchcharacteristicsontheconditionofadapting
tothelanguagehabitatandpoeticalnormsinthetargetcultureandconductprogressivemultiＧmodalcrossＧculturalcommuniＧ

cation．

Keywords:readers’feedbacks;communicationeffect;TheJourneytotheWesttranslatedbyAnthonyC．Yu;crossＧ

culturalcommunication
(责任编校: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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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传播主体控制效应解析

———以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为例

尹飞舟 ，李  颖

摘  要 ：基于异语传播环境 ，翻译传播主体具有不同于一般传播主体的特殊性 ，担负着更多责任 ，因而对传播过程

各个环节的影响和控制表现出特殊规律 。根据所处的语言环境 ，翻译传播主体可分为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 ，对传播过

程的控制表现为原语主体控制 、译语主体控制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三种形式 。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出

版活动展现了翻译传播主体的这些特征 。恰当运用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控制效应的规律 ，能促进当代中国文学

作品更好地“走出去” 。

关键词 ：翻译传播 ；主体 ；控制 ；当代文学 ；英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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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颖 ，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逐步提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英美受关注的程度明显提高 。从

2015年起 ，“在英美世界一直处于翻译文学‘次场’的中国文学”迎来了曙光［1］
。 《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

力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大 ，“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 、民族的人们了解

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
［2］

。莫言 、王蒙 、余华 、苏童 、贾平凹 、麦家 、刘慈欣 、姜戎 、周志浩 、曹文轩 、

沈石溪 、秦文君 、刘震云等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受到海外文学家 、汉学家的青睐 ，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

各国出版传播 。英美的一些文学评论家 、书评家 、汉学家积极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文版撰写书评 ，并在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独立报》《出版人周刊》《加州书评》《今日世界文学》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

电台等影响力较大的大众媒体上发表 。这些群体评论直接影响着“目标读者的阅读选择 、阐释策略及价值

判断”
［3］

。亚马逊英文网站和全球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 Goodreads上的读者评价显示 ，英语世界的大众读

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不一 。截至 2021年 4月 29日 ，《三体》有近二十万人参与评价 ，评论数两万

多条 ，《狼图腾》和《解密》的评价人数也在四千到五千之间 。但美国图书馆馆藏量排名靠前的《爱 ，是不能

忘记的》《流逝》《解约》等作品［4］的评价人数却很少 ，均在两百人以下 。 《狼图腾》《解密》《三体》英文版在英

美读者中引起的现象级轰动令国人为之振奋 ，但我们要清楚地看到 ，与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

响相比 ，中国文学作品仍显寂寥 ，很大一部分译作尚处于“走出去”却没能“走进去”的状态 。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的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解读 ，学术界在积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

的原因 ，并寻找对策 。这既是文学现象 ，也是出版活动和翻译活动 ，所以 ，学者们从文学 、翻译 、出版等多个

角度开展研究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本质上是一种翻译传播活动 ，从翻译传播主体角度来分析这

些问题 ，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有助于促进其对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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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异语传播的翻译传播主体特殊性

传播主体就是传播者 ，“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 ，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 。在社

会传播中 ，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5］

。传播者是传播过程排在首位的要素 ，因为它是

传播活动的发起者 ，对传播活动和传播过程具有控制作用 。传播学先驱之一哈罗德 ·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提出著名的 5W 理论时 ，就曾指出 ：“研究‘谁’的学者查看传播者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因素 ，

我们将这个研究领域的子目称为控制分析 。”
［6］因此 ，分析传播主体就是分析传播活动与传播过程的控制 ，

这是传播学界的共识 。

从语言维度考察传播 ，是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 ，传播学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及传播学教科书中都有相关

论述 。这些论述分析了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和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在传播中的作用 ，却忽略了

一个重要事实 ，即人类的一些传播活动使用不同语言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使用同一种语言传播与使用

不同语言传播有没有区别 ？后者有没有特殊性 ？如果有 ，这些特殊性是什么 ？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 ·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 ）曾论述过语言在传播中的功用与问题 。

他引用艾弗拉姆 · 诺姆 · 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 、本杰明 · 李 · 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等语言学家的理论说明 ：“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 ，是代码化的文化的一部分 ，是人们一致同意

的符号系统”
［7］

，“在每一次传播中 ，我们携带我们的文化参与传播 ，于是 ，我们的文化就反映在我们的语言

里 ，并通过我们的语言表现出来”
［7］

。他的这些论述一般性地分析了语言在传播中的表现 。尽管他提到

“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约有 3 000种”
［7］

，却没有区分使用同一种语言传播与使用不同语言传播两种情况 ，没

有分析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传播的特殊性 。

在人类传播活动中 ，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的传播称为同语传播 ，即一般传播 ，使用不同语言进行的传

播称为异语传播 ，即翻译传播［8］
，这两种传播的过程存在差异 。异语传播必须有译者参与 ，译者要素的增

加使得“传播过程和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殊性”
［8］

。

在翻译传播活动中 ，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具有特殊性 ，其根本原因在于翻译传播主体在异

语传播环境中面对不同语境的作者或读者 。如 ：在翻译出版过程中 ，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一般通过选择译

者来实现对作品翻译的把控 ，同时还需处理翻译版权等相关事务 。所以 ，从事翻译出版的出版机构自身必

须具备跨语言编辑出版的能力 ，或者具有处理跨语言事务的渠道 。以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出版为例 ，

无论是推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推出《解密》英文版的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 、美国精英出版社 FSG （Farrar ，Straus and Gircux ） ，还是推出《三体》英文版的美国托尔出版社

（Tor Books） 、英国宙斯之首出版社（Head of Zeus） ，在译语文本的出版发行运作中 ，都具备上述能力或渠

道 。具备跨语言特征以及基于异语传播环境的特点控制传播过程 ，就是翻译传播主体特殊性的体现 。

二 、翻译传播主体的责任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 ，传播主体处于最优越地位 ，“不但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 ，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

取舍 ，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主动的作用”
［5］

。传播主体的诸多责任中最重要的是对传播讯息的取

舍选择 ，他们有责任和权力对进入传播渠道的讯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因而美国心理学家 、传播学家库尔特

·卢因（Kurt Lewin）称他们为“把关人”
［9］

。翻译传播主体与一般传播主体一样 ，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 ，需

要承担讯息的筛选 、处理加工和发送任务 ，并对讯息传播的时间 、对象 、内容 、形式 、流量 、流向等因素起控

制作用［5］
。作为异语传播活动的发起者和责任主体 ，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不同 ，不仅要决定传播

的讯息 ，还要考虑讯息的语言转换以及相应的传播条件 。由于翻译传播活动发生在异语场景 ，翻译传播主

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具有跨语言的特点 。译者作为传播过程的一个要素 ，它的加入使得翻译传播主体需

要考虑异语文化与制度差异 、译者与译法选择 、异语受众心理等一系列同语传播不会遇到的问题 ，需要协

调 、控制的因素更多 ，互动过程更复杂 。具体来说 ，翻译传播主体“具有五个方面的责任和权力 ：决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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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内容 ，确定呈现形式 ，选择媒介方式 ，挑选译者并与之互动 ，提供实施翻译传播所需的条件”
［8］

。翻译

传播主体的责任既包含了一般传播主体共有的责任 ，也包含了其特有的责任 ，这些责任是翻译传播主体对

传播过程发挥控制效应的基础 。

翻译传播过程由发起 、翻译 、传输和接收四个环节构成［8］
，比同语传播增加了“翻译”环节 。虽然不同

环节以不同要素为中心 ：发起环节以传播主体为中心 ，翻译环节以译者为中心 ，传输环节以媒介为中心 ，接

收环节以受体为中心 ，但翻译传播主体会按照自身的传播意图来引导 、协调甚至控制各个环节 ，同时凭借

自身形象以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来影响传播效果 。所以 ，翻译传播主体基于自身的责任和权力 ，对翻译传

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具有不同于同语传播的控制效应 。

（一）在发起环节 ，基于异语传播环境确定传播内容 ，提供传播条件

翻译传播主体在决定启动一项翻译传播活动的时候 ，会根据自己的传播意图来确定翻译传播内容 ，并

提供翻译传播的必要条件 ，但确定传播内容的因素及需要提供的条件与同语传播有所不同 。

确定传播内容是传播主体意图的直接体现 ，所以翻译传播活动一开始就要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 。虽

然在履行“把关人”责任这一点上 ，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是一样的 ，但由于传播环境不同 ，前者对

内容的把关还需要考虑和适应异语环境 。在出版行业 ，作为翻译传播主体的出版机构必须根据传播地区

或国家的文化与制度差异 、异语环境下受众的文化需求 、自身的出版目的 、文本主题与思想等多方面因素

来把关翻译传播内容 ，分析 、筛选和确定可进入传播渠道的文本 。被选文本不但要有传播价值 ，还必须符

合相关国家的出版规范 ，所以一般要经过传播主体的多轮审读 。如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策划出

版“熊猫丛书”时以对外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宗旨 ，因此要求入选作品在国内曾获文学奖项或具有很

大影响 ，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准 。而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出版机构 ———英国企鹅出版集团 ，在确定

出版《解密》和《狼图腾》时 ，不仅要确认作品与西方主流价值观不发生冲突 ，还要从商业角度考虑作品在西

方读者中的市场 。

翻译传播主体需要为翻译传播活动提供条件 ，包括解决传播内容的使用许可 ，提供活动经费等 。翻译

传播主体首先要取得内容的翻译版权 ，这是翻译传播活动开展的前提 。以“熊猫丛书”的英译出版为例 ，传

播主体致力于向世界推介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作品 ，所以深受国内当代作家的欢迎 ，容易获得有关作家和机

构的版权支持 。畅销文学图书的翻译版权往往会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 。 《狼图腾》和《三体》分别由英国企

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托尔出版社率先翻译出版 ，作品版权拥有者与出版机构实现了双赢 ，实现了商业利益的

最大化 。在提供传播活动经费上 ，由于一些国家出台了鼓励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政策 ，翻译传播较之同语

传播获得此类经费支持的渠道会更多 。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中 ，出版机构除了自身提供出版经

费外 ，还可以争取相关的政府出版资助 。作品英文版的出版投入本身就是出版资本运营的一部分 ，与一般

的商业化大众出版并无不同 ，但在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 ，国内外出版机构可以从中国政府部门设

立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项目中争取经费支持 ，如《三体》就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支持 。

（二）在翻译环节选择译者 ，与之互动

翻译环节是翻译传播区别于同语传播的根本所在 。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前者需要考虑内容的语言转换 ，因此选择译者是翻译传播主体特有的责任和权力 。在图书翻译出版中 ，作

为翻译传播主体的出版机构需要选择译者 ，并与之沟通 ，使图书的翻译符合传播意图 。

大多异语受众在接触译作之前都对原作缺乏了解 。对他们而言 ，译作似乎就是原作 ，所以译作的翻译

出版质量直接影响原作在异语环境的传播效果 。瑞典知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 ）曾说 ：“选材

不当 ，译得枯燥乏味 ，是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障碍 。”
［10］可见 ，翻译是译作进入异语世界的敲门

砖 ，名作佳译能在异语环境中更好地传播 。

由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具有关键作用 ，翻译传播主体会根据自身传播意图 ，结合内容特点和译语受众

的需求来选择“理想译者” 。 “理想译者”需要具备与所译内容相关的知识 ，具有相应的翻译经验 、文化背景

和社会影响 。如“熊猫丛书”的译者团队杨宪益 、戴乃迭（Gladys Yang ） 、王明杰 、沙博理（Sidney Shapiro ）
等 ，都是学贯中西 、中外闻名的翻译家 ；《狼图腾》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 、《三体》的译者刘宇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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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出版机构反复考虑选定的 。

翻译环节是讯息流动的一个结点 ，在语言转换过程中 ，讯息会有某种程度的过滤 。因此 ，译者也是译

作的“把关人”之一 。为了实现传播意图 ，翻译传播主体选定译者后 ，往往会继续与之互动沟通 ，共同把关

内容的翻译 。在一些专业性问题上 ，翻译传播主体一般听从译者意见 ，而在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等重大问

题上 ，传播主体会贯彻自身意图 。在对外翻译出版中 ，牵涉到政治 、外交 、经济 、文化 、宗教等方面文本的翻

译 ，最后需要由出版机构按照程序审定 ，而在文学表达 、语言风格等方面则鼓励译者探索创新 。在翻译传

播活动中 ，译者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和受支配的地位 ，他们也有自身的主动性 。译者是整个翻译传播活动中

最具有跨语言交际能力和素养的成员 。为了实现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译者可以积极地与翻译传播主体

及其他要素互动 ，除了内容翻译外 ，他们还可以在媒介选择 、版面设计 、营销推广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 。美

国翻译家葛浩文谈到翻译出版时曾说 ，很多出版社在封面设计方面会征求译者的意见 ，有些出版社会让译

者帮忙寻找图书推荐人来为译作写推荐语［11］
。

（三）在传输环节 ，根据异语传播环境确定讯息呈现形式和媒介

在讯息传输环节 ，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处于中心地位 ，但传播主体可以通过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选

择来影响讯息的传输 。但与同语传播中传播主体确定原语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不同 ，异语传播中传播

主体确定的是译语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 。因为异语传播中的讯息到达受众会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

段是讯息在传播主体和译者之间的流动 ，生成译语讯息 ；第二个阶段是将译语讯息传递给受众 ，这个阶段

才需要选择讯息的呈现形式和传播媒介 。

译语讯息以哪种外观形式 、在什么时候 、通过什么媒介呈现给受众 ，受到异语环境的影响 ，也会反作用

于异语环境中的传播效果 。翻译传播主体就是译语呈现形式和媒介的决定者 。在翻译出版活动中 ，讯息

的呈现形式就是图书的开本 、封面 、插图 、版式设计等 。纯文字本或是图文对照本 ，传统纸媒或是纸媒配音

视频 ，素色或是彩色封面 ，平装本或是精装本等 ，都是影响受众消费感受和选择的因素 ，受众常常会因为其

中一个因素而做出选择 。如 ：翻译出版阿拉伯文版作品的封面采用清真绿会比其他颜色更受欢迎 ；文学作

品如果配上合适的图片 ，更能为异域受众增加现实感受 ；传统纸媒与电子书 、音频 、影视 、互联网等新媒体

的结合比较适合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等网络普及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受众 。

“媒介”包括机构媒介 、载体媒介和技术媒介［8］
。传播过程中载体媒介与技术媒介的选择受到传播主

体的制约 ，如果机构媒介本身不是传播主体 ，政府或其他组织作为传播主体则有权选择机构媒介 。如中国

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在策划推出《三体》英文版的时候 ，经过精心考虑 ，最终选择了全球知名的科幻小

说出版机构美国托尔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 。

（四）在接收环节 ，利用异语传播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引导受众

接收环节的中心是受众 。使讯息符合受众心理需求 ，为受众接受 ，是传播效果产生的根本 。如何克服

制度 、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播障碍 ，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利用异语传播环境的各种条件来让受

众接收并接受来自异语文化的讯息 ，是翻译传播主体影响控制接收环节的方式 。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卡尔 ·霍夫兰（Carl Hovland）曾经提出关于传播主体公信力的“可信性效果”理

论 ，即 ：信源可信度越高 ，传播效果越好 ；可信度越低 ，传播效果越差［5］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英

国的企鹅出版集团和宙斯之首出版社 、美国托尔出版社都是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的出版机构 ，它们自身的

影响力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同时 ，翻译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提供传播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引导受众关注翻译传播活动 。如

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可以在译语国家开展发布会 、读书会 、赠阅会 ，售卖或赠送主题画报 、书签 、挂件 ，

在网络上成立读书社区 、交流群组等亲民的定向宣传活动 ，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提升传播效果 。翻译

传播主体还可以通过不同受众群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来形成社会舆论 ，扩大译作影响范围 。美国托尔

出版社之所以对出版《三体》英文版产生强烈兴趣 ，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一些杰出人士以及多位美籍华裔

科幻作家的强烈推荐”
［12］

，业界权威人士的“意见领袖”作用让《三体》在美国的出版发行有了好的平台 。

《三体》英文版在英美出版发行后 ，美国科幻作家乔治 · 马丁（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tin）在《华盛

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一些社交网站上多次发表书评 ，不但吸引了马丁的书迷 ，还引起了整个美国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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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群体的强烈反响 ，这也是“意见领袖”作用的体现 。

三 、翻译传播主体控制传播过程的表现形式

区分传播主体类型的标准有很多种 ，其中根据传播主体所处的语言环境进行区分 ，是翻译传播主体的

一个特点 。因为翻译传播是跨语言 、跨文化的传播 ，讯息在传播过程中从原语转化为译语 。翻译传播主体

处于原语环境还是译语环境 ，其传播意图 、传播策略以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会有所不同 。从所处的语言环

境来看 ，翻译传播主体包括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 ，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体现为原语主体控制 、译语主体控制 、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三种形式 。

（一）原语主体控制

原语主体就是处于讯息原语环境的翻译传播主体 。由于处于原语环境 ，翻译传播主体对讯息的内容

与质量有着透彻精准的理解 ，从传播方向来看是由内向外 ，传播的内容是本国或者本土的文化 ，往往容易

获取原语国家或地区的资源 。

出版“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就是原语主体 。作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成员 ，外

文出版社肩负的职责就是“用外文说明中国 ，以图书沟通世界” 。这样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

作品 ，其眼光和抱负自然与一般国外出版机构不同 。根据笔者粗略统计 ，“熊猫丛书”至少收入了 59 种当

代中国文学作品 ，包括了王蒙 、茹志鹃 、汪曾祺 、谌容 、凌力 、张贤亮 、张洁 、张抗抗 、梁晓声 、陆文夫 、邓友梅 、

贾平凹 、冯骥才 、池莉 、迟子建 、霍达 、铁凝 、程乃珊 、古华 、王安忆 、高晓声 、残雪等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代表

作或作品集 。可以看出 ，“熊猫丛书”旨在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正如该丛书再版时外

文出版社在序言中所说 ：“‘熊猫丛书’汇集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主题涵盖广泛 ，包括城市和农

村 、爱情与婚姻 、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等 。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真实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

活 ，并与他们不断变化的精神和社会视野产生了广泛共鸣 。”（笔者译）
［13］

“熊猫丛书”获得很大成功 ，广受

英美文学界 、汉学界关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译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个出版品牌 。该丛书在海

外的发行情况也曾经很好 ，“80年代中期 ，据外文局相关部门的统计 ，‘熊猫丛书’的海外销量良好 ，经济效

益也比较可观”
［14］

。

原语主体往往趋向于选择对原语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译者 ，比如“熊猫丛书”的译者杨宪益 、戴乃迭 、沙

博理就深谙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 。此外 ，原语主体也比较容易获取原语国家或地区的资源 。翻译出版当

代中国文学作品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部分 ，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如“中国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支持了《黄雀记》的英译出版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支持了《推拿》《三体》《解密》的英译

出版 。

然而 ，原语主体对传输和接收环节的控制会表现出一些局限性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的中国国际

图书贸易总公司（前身为国际书店）是国内经营图书进出口业务很有影响的公司 ，也是外文出版社发行对

外翻译图书的主渠道 。该公司在图书对外发行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运作 ，但对英美图书市场的

影响力仍然难以比肩英美图书发行商 。因此 ，“熊猫丛书”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和汉学界 ，不像《狼

图腾》《三体》的英文版 ，其巨大影响产生于大众读者群体 。

（二）译语主体控制

译语主体是处于讯息译语环境的翻译传播主体 。由于处在译语环境 ，所以对目标受众有深入的了解 ，

对译语环境下的传播手段有很好的掌控 。从传播方向来看是由外向内 ，翻译传播的是来自异域的文化 ，往

往是从译语环境的文化需求来确定翻译传播的内容 。

在出版行业 ，译语主体更熟悉当地的出版规则和模式 ，更了解当地受众的文化心理和阅读需求 ，在文

本内容 、翻译策略 、媒介利用 、推广方式上所做的选择往往以市场和受众为导向 。这些传播主体接触引进

作品的途径主要有翻译家和版权代理 ，这两类群体推荐的作品大多是原语国家或地区的经典作品 ，往往是

“世界著名作家和重要人物的新作 、被改编制作成商业电影的作品 、从不愁销路的作品（如惊悚小说 、非常

有才气的纯文学等） ，或者在目的语国家获得重大奖项并开始在其他国家受到关注的作品”
［15］

，一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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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难得到译语主体的关注 。

麦家的《解密》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以这种模式“走出去”的典型案例 。该作品荣获“第六届国家图

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之后 ，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克里斯托弗 ·佩恩（Chris-
topher Payne）慧眼识珠 ，将其译成英文 ，并在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推荐下 ，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

和美国精英出版集团联合出版［16］
。两大出版集团凭借各自丰富的市场推广经验 ，通过制作宣传片 、媒体

报道 、发表书评 、作者全球巡讲等多种营销途径 ，让《解密》英文版成为经久不衰的大众畅销书 ，并入选“企

鹅经典”文库 ，成为收入该文库的唯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

（三）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指的是处于原语环境和译语环境的两个传播主体共同负责某个翻译

传播项目 。在出版行业 ，就是由分别处于原语国家和译语国家的两个出版机构合作完成作品的翻译版权

授受 、翻译 、出版 、营销推广和市场反馈等出版发行全流程 。 《三体》的英译出版是该形式的典型案例 。

2012年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 、《科幻世界》杂志社与《三体》作者刘慈欣签署了《三体》英文

图书版权协议 ，获得了《三体》英文版的翻译版权 ，并选择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担任第一部的译者 。

2014年 ，该公司授权美国托尔出版社在全球出版《三体》英文版［17］
。 2015年 ，托尔出版社又回授该公司大

中华地区英文版的版权 ，《三体》英文版在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上市 。 《三体》英文版的出版发行由中

国和美国的出版机构联合完成 ，既充分把握了《三体》的作品内涵 ，又很好地利用了英美出版社的本土发行

优势 ，因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 《三体》英文版不仅深受英美读者欢迎 ，一度位居亚马逊“亚洲图书首日销

量排行榜”第一 ，同时登上了“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
［18］

，而且得到了英美文学界的认可 ，获得了最具

权威与影响的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
［19］

。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吸纳了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双方的优势 ，展现出良好的前景 ，逐渐被国

内外出版机构采用 。如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在翻译出版张
炜的《古船》时就展开了合作 。 2016年 ，美国波士顿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 Press of Boston Inc .）在翻译出
版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时也与岳麓书社展开合作 。

结语

后疫情时代 ，国际传播环境风云变幻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局面 。为了

获得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需要认识和掌握翻译传播主体控制效应的特殊规律 ，发挥其“把关人”和“传播

者”的作用［20］
。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传播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发挥各种形式翻译传播主体的优势 。

发挥原语主体优势 ，精准把握我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内涵特质 ，谋篇布局 ，规划实施展现当代中国文学

发展全貌的大型项目 。发挥译语主体优势 ，深入了解读者市场 ，积极推介当代中国文学精品 ，让更多当代

中国文学作品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 。尤其要鼓励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 ，发挥多重翻译传播主体在传

播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优势 ，获得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在译语主体的配合下 ，克服中国文学作品在异语

环境的制度 、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的“水土不服” ，让世界听到真正的当代中国文学故事 。只有各

种形式翻译传播主体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当代中国文学成为国内外出版机构高度重视的资源宝库 ，当

代中国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地“走出去”“走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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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gulating Effects of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s a Case

YIN Feizhou ，LI Ying
Abstract ：Fac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 special rules in the influence and
regulation of each link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fall into source language subjects and target language subjects .Their regulationfor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
the source language subject regulation ，the target language subject regulation and the joint regulation of both sides .The Eng-
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ully demonstrates these features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regulating effects toward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will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ce of con -
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 ；regulat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责任编校 ：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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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论新视角: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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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对翻
译传播本质和过程的认识是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础，分别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以及“如何翻
译传播”的问题。翻译传播过程是翻译传播的动态结构，呈现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
模式研究是对翻译传播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化和抽象化总结。基于传播学的过程理论，
结合对翻译传播的本质认知，翻译传播过程具有线性模式、循环模式、系统模式和社会模式。四
种模式具有各自的功能，揭示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和内涵，为翻译传播的历时和共时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 键 词 中华文化;走出去;翻译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尹飞舟，男，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佳娣，女，湖南师范大
学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利玛窦西学汉译中的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项目编号:
17YBA114) 。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 页。

②周加李: 《从四个维度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面升级》，《求索》2020 年第 3 期。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但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艰难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着眼长远，充分把
握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并深刻认识其内在规律，加强传播理论创新。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中华文
化要“走出中华文化区”“走进其他文化区”②就必须借助翻译。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
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相对于同语场景中的一般传播来说具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研究翻译传
播本质及其规律的学科就是翻译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也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新兴交叉学科。
构建翻译传播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翻译传播学，首先要明确翻译传播的本质和过程，本质论与过程论是翻译传播学的两块基
石。本质是对翻译、传播、翻译传播之间关系的厘清，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的问题;过程是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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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环节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呈现，回答“如何进行翻译传播”的问题。模式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理
论化和简约化的表达①，以抽象的方式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翻译传播的过程模式是对其基本结
构和运行规律的模式化表达，为翻译传播过程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传播学的传播过
程理论，结合对翻译传播本质的认知，提出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
体，根据要素与变量的参与程度形成递进的模式序列，逐步揭示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结构、要素互
动、内在机制、外部互动以及社会影响。四种模式的功能分别从不同方面揭示翻译传播的属性与
内涵。

一、线性模式:揭示翻译传播的基本结构与特殊性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提出了著名的 5W 传播过程模式，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
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分析。“5W”模式就是一般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把五个构成要素按
序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链式结构:谁( Who) →说什么( 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
nel) →对谁( To Whom) →取得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 ②。这一模式界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
和基本内容，影响极为深远。翻译传播是通过语际转化实现的传播活动，即讯息发生了从原语到译
语的转化，因此翻译传播过程比一般传播过程多了一个环节，即“翻译”。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
者”( Who translates) 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承担着讯息转化的作用，是原语讯息( Source Language Mes-
sage，简称 SLM) 到译语讯息( Target Language Message，简称 TLM) 的转化者，因此翻译传播的线性模
式包含六个要素，翻译传播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以及效果，简称为“6W”。由于翻译活动的
主要任务是处理语言符号，此处的客体( 讯息) 用原语讯息和译语讯息加以区分。是否有译者参与，
即讯息是否发生语际转化是区分翻译传播与一般传播的标志。

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是高度抽象的模型，展示了翻译传播的六个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与一般传播的线性模式主要区别在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和讯息的语际转化。在翻译传播中，主体发出讯息后，译者接收并进行语际转化，此时受体处于等
待状态，因为受体不是直接从主体处接收原语讯息，而是从译者处接收译语讯息。译者是原语讯息
的接收者，也是译语讯息的发出者。译语讯息经媒介到受体，完成一次单向的翻译传播过程。在此
过程中，翻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译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讯息语际转化的生成者，是翻译
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由译者对原语讯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生成译语讯息，再进入下一环节，
经过媒介的进一步解码和编码之后，到达翻译传播受体。因此，在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中，讯息经过
了两次转码，由原语讯息转化为译语讯息，再通过媒介，由译语讯息转化为受体接收到的讯息。

线性模式体现了最基本的翻译传播结构和过程，为人们理解翻译传播过程的各环节及其内在
关系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在翻译传播六要素中，以传播效果为目的，以讯息为纽带，形成了翻译
传播过程的四个环节: 以主体为中心的发起环节、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环节、以媒介为中心的传输
环节以及以受体为中心的接收环节③。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可用于描述单一翻译传播活动的
环节与要素。例如 1595 年，利玛窦( 译者) 在南昌应建安王朱多 ( 翻译传播主体) 之邀，将西方关
于友谊的格言译成中文，以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形式编成小册子《交友论》( 客体—讯息) ，引得南昌
的士大夫( 翻译传播受体) 争相传阅、摘抄。后来分别在江西、安徽和南京刻印出版，后又被收入《天

54

①

②

③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士·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第 5 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 页。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 页。
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求 索 2021 年第 2 期

学初函》和《四库全书》( 媒介) ，使得这部以“友道”为主题的格言集在中国流传甚广。冯应京在《刻
交友论》序中发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感慨( 效果) ①。运用线性模式对翻译传播过程六要
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翻译传播活动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以及分析各要素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

二、循环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受体并非被动地接受讯息，而是积极理解讯息并做出反馈，其作用体现在
两个方面:从受体角度看，反馈是翻译传播受体的意见、需要、态度等信息的流通方式，受体可以更
积极主动地介入翻译传播过程②，对效果产生影响;从主体角度看，反馈可以检验翻译传播效果，主
体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和规划目前以及未来的翻译传播行为。受体接收到讯息后，可以对媒介、译者
和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但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由于存在语言转换，受体的意见通常要通过译者进行
间接反馈，即译者获取受体的反馈后，将反馈讯息进行语际转化，再传递给主体和媒介。主体在接
收到反馈后，对原语讯息进行及时修正、补充或更新，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转换为译语讯息，经由
媒介再到达受体，形成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反馈是循环模式区别于线性模式的要素，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的反馈体现。受体可以
向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将反馈内容传达给主体，译者在此过程中仍然充当反馈讯息
语际转化者的角色。根据译者是否处于传播现场，翻译传播可分为现场翻译传播和非现场翻译传
播。一般的口译传播活动属于现场翻译传播，而一般的笔译传播活动属于非现场翻译传播。现场
传播和非现场传播中都存在受体的反馈，根据反馈的作用和发生的时间可分为即时反馈和延时反
馈，根据反馈的方式又可分为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

( 一) 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现场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的反馈讯息通过译者的现场翻译传达给主体，主体据此对传播活

动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调整，反馈具有即时性和直接性。现场翻译传播中受体的反馈对译者和媒
介也产生影响，对译者的影响尤为明显。译者会根据受体的反应做出即时判断，不断调整自己的翻
译行为，使讯息传达更加明晰、顺畅，从而实现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这在口译传播实践中很常见，
例如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者与提问者分别承担着翻译传播主体与受体
的角色，记者通过提问获取自己想了解的讯息，答问者根据记者提问回答有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
题，调整回答的方式和内容，他们的讯息交换往往通过译者来完成，是一种典型的现场翻译传播循
环模式。

( 二) 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中，反馈呈现多样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受交流渠道的影响，受体

的反馈往往具有滞后性。受体可以直接向主体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间接反馈，受体的反馈同样对
译者和媒介产生影响。比如一本图书出版后，出版社通常会对图书销量、读者评价等进行调查，根
据结果决定是否加印、重新设计和对内容进行修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霍金的《时间简史》
中文版受到读者欢迎后，出版社多次加印，译者和编辑对内容进行修订，重新装帧设计，使该书成为
出版社最畅销的科普类图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还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得授权的霍金著作中文
版出版机构，接连推出霍金著作 17 种，带动了系列科普图书的热销。由此可见，在非现场翻译传播
活动中，受体的积极反馈，与主体、讯息、译者、媒介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提升翻译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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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在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翻译传播活动引入反馈的概念之

后，激活了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重点是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
译者在此模式中的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循环模式可用于以受体为中心的翻译传播活动考察，研
究受体的反馈对于翻译传播活动各环节和各要素的影响，以及对传播效果影响的研究。

三、系统模式:揭示翻译传播活动的系统性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系统是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①。翻译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常以系统的方式呈现，
是多种翻译传播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在翻译传播系统中，除了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
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每个环节也受到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若将翻译传播视为一个大系统，根
据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因此，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可用以
解释整个过程中子系统、各要素及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单一
系统模式和复合系统模式。前者表现为单一翻译传播活动中各环节、各要素与影响因素之间的互
动关系;后者表现为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不同翻译传播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 一) 单一系统模式
翻译传播的单一系统模式是某一翻译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各要素、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互动的模

式呈现。该模式是在循环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各种影响因素而形成的。在该模式中，除各要素之间
的互动和影响外，在讯息的选择和生成环节，还与作者、原始讯息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进
而影响整个翻译传播过程。

翻译传播单一系统模式中，六大要素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主体控制讯息的翻译
传播过程，与作者、讯息、译者、受体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主体对讯息、译者和媒介具有选择
权，译者、媒介都受制于主体，共同完成翻译传播目的。原语讯息由译者转化为译语讯息，再经过媒
介到达受体，讯息在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流动。原语讯息的选择和加工有时受到原作者和
原始讯息等因素的影响。影响译者的主要因素包括主体、作者、媒介以及受体。主体和作者同时影
响译者的译材选择、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译者在译材选择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取决于主体
和作者的身份及目的。译者的翻译方法可能会受到媒介的制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讯息的传达效
果，进而影响受体的接受与反馈。媒介除了对讯息的解码和编码以及收集受体反馈外，也受到主体
的意志和理念、译者的翻译方法以及受体反馈的影响。受体接收讯息后，对主体、讯息、译者或媒介
做出多种形式的反馈，这是翻译传播效果的体现。

( 二) 复合系统模式
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并非孤立、封闭存在，而是相互交错并产生影响，这就形成了翻译传播

过程的复合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和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前者用以描述某一特定
时期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后者用以描述某一翻译传播系统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演变。

在共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从事翻译传播的媒介机构( 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
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同一媒介机构的不同部门或个体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就某部文学作品的翻
译传播而言，涉及原著的作者和出版机构、译者、译著及其出版机构等，彼此之间涉及版权、内容、形
式等问题的协商，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一部图书的多语种版本翻译出版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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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4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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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翻译标准、对原文术语的理解、译名的统一等均存在对其他语种( 尤其是英语) 借鉴的现象，
因此不同语种的翻译传播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

在历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传播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以《墨子》的英译为
例，首个重要英译本由梅贻宝于 1929 年完成，后来的伯顿·华兹生( Burton Watson) 在重译该书时，
在译本的前言中明确写道从梅贻宝译本“获益匪浅”①。其后出版的汪榕培与王宏译本、李绍崑译
本、伊恩·约翰斯顿译本也都在译者序中指明参考了之前的各种译本，有的还指出之前译本中存在
的错误，并在新译本中加以改正。由此可见，在作品的历时翻译传播中，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的
影响是较为普遍的，尤其体现在讯息的互文性和传播效果的累积性上。

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涉及各种环节、要素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揭示共时性和历时性翻
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规律。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可用于指导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翻译传播活
动的比较研究，如不同媒介机构的翻译传播活动、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传播活动、同一作品在不同
语言中的翻译传播、不同媒介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等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可
用于指导翻译传播史研究，如某部作品翻译传播的历史、主体或翻译传播媒介的发展史、读者期待
的演变史等都属于历时研究范畴。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有助于消除翻译与传播相分离的误
解，充分展示翻译与传播相融合的本质性特征，为翻译过程研究打开新思路，也可以为作品的重译
研究带来新启示。

四、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上述三种模式的探讨是基于翻译传播系统内部环节和要素的考察，翻译传播作为一种社会
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诸如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社会舆论、民众心理、市场规则等各种
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因素是翻译传播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翻译传播置于一定的
社会环境之中，即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交网络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现实中
把握其发展与变化。反之，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
模式就是用来考察各种社会因素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对社会的
反作用( 图 1) 。

图 1 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

( 一) 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社会因素可以对翻译传播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也可以影响其中的某一个( 些) 环节，具体包括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影响主体的决策。翻译传播主体是活动的发起者，是决定总过程的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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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o Di，Mo Tzu: Basic Writings，trans． Burton Wats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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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在决定是否发起一个翻译传播活动，尤其是在选择讯息时，必然会考虑以下问题: 传播行为
本身能否被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接受? 是否符合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 讯息是否符合译语社会
舆论和受体心理的期待? 怎样做才能符合市场规则? 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主体决策的影响
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是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决定翻译效
果，要考虑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和译语受体的心理期待。根据埃文 －佐哈( Even － Zohar) 的多元系
统理论，如果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较高，译者就会倾向于选择异化策略，更多地保留
原作的文化特征;如果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译者则会倾向于选择归化策
略，使译文更符合译语受体的语言和文化习惯①。这些可视为翻译的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传播活动
产生的影响。再次，影响讯息的翻译传播方式。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方式的影响体现在媒介上。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的出现，各种形态的媒介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
响。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都属于大众传媒，其翻译传播活动受国家相关法规制
度的约束。同时，不同媒介也会针对不同的受体采取不同的翻译传播方式。最后，影响讯息的翻译
传播效果。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反馈来决定，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就体现
在对受体的影响上。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及群众心理等因素对塑造受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受体对讯息的接受和反馈。

以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为例，在梁启超的号召和带动下掀起的翻译欧美政治小说热潮，与当时
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译介西方政治小说对启迪民
智、改造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他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极力宣传欧美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
创办报刊，并身体力行进行翻译实践，使翻译政治小说成为晚清翻译的热点。其本意虽然是利用小
说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但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翻译的价值，同时也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②。在此
过程中，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可见一斑。梁启超作为传播主体在选择译介西方政治小说时，
受到其富国强民思想的极大影响，其创办的报刊及发表的文章和译作，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小说在中
国的翻译传播。跟随其后的译者不仅获得报酬，还提升了社会地位，将翻译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
了一起，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带动了其他小说类型的引进翻译。该翻译热潮也被
视为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开端的标志之一，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催生下，中国翻译文学的大幕徐
徐拉开。

( 二) 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翻译传播过程一方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也同样

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对原语社会和译语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翻译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占有重要
地位，也对自身的文学系统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代的诗歌翻译传统是在五四时期的新诗
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量的西方诗歌被译成汉语白话自由体诗，呈现出反诗
学的倾向，并在诗歌形式架构和思想内容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自由体诗在近百
年的诗歌创作史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网络文学通过翻译在海外网站流行，获得读者
追捧，这种现象代表中国网络文学对海外读者的吸引力，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和研究③。同时，
国外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译作，加深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有助于塑造读者心中的“中国
形象”。微观上，翻译传播对译语的文学系统结构带来影响，丰富其文学形态; 中观上，翻译传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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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ven － 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 Lawrence
Venuti，eds．，The Translation Studies Ｒeader，London ＆ New York: Ｒoutledge，2000，pp． 192 － 197．
查明建、谢天振: 《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刘阳: 《中国网络文学对外传播的“在地化”建构:历史、现状和思辨》，《现代传播》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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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 宏观上，翻译传播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
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受到政府、舆论、民众心理、社会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

的影响，同时也揭示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反作用，给翻译传播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
式为研究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理论阐释空间和实践操作规范。历史上不同阶段
的翻译传播活动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历时研究可以分析不
同阶段的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探讨社会因素对某一具体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
以及该翻译传播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而发现存在的普遍规律，为翻译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与
借鉴。

五、结语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逐步深入地形成了自成一体又相互联
动的理论架构。线性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基础，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呈现了翻译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
基本要素，是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循环模式加入翻译受体的反馈，强调讯息的循环流动，是
以受体为中心的模式。系统模式将翻译传播活动视为独立运行的系统，是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
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模式强调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翻译行为
置于翻译传播的全过程，能够为翻译传播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有助于为翻译学与传播学中或模糊不
清、或受到忽视的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进而形成翻译传播学的过程理论。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给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首先，中华文化“走
出去”以跨语言的翻译传播为主，需借助翻译才能完成，因此必须遵循翻译传播的规律。其次，中华
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取决于翻译传播全过程，并非取决于某一个环节，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
要注重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充分互动。再次，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图书、报刊、广播、电
视及互联网等各种共时性翻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注重历时性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
最后，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研究其传播环境，尤其需要研究所面对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
面的传播障碍。唯有深入了解传播障碍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突破传播障碍的策略，加快构建起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良好形象，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

( 责任编校:王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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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大背景下， 由于国家出版政策

的引导与支持， 图书对外翻译出版迅猛增长。 如何评价

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成效， 是社会的期望， 也是管理部

门和出版单位的需要。 同时， “有了完善的翻译评价机

制， 翻译作品的质量才能有足够的保障， 翻译学成为学

术之林中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才有可能” ①。 基

于现实和理论的需要， 笔者提出图书翻译出版的五 R

评价， 试图既满足翻译出版实践的需要， 又助力管理水

平的提升。

一、 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理念与内在逻辑

要建立完善的翻译评价机制， 就要认识翻译的属

性。 翻译与出版都具有传播的属性， 因此必须从传播过

程来认识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理念和逻辑。

1. 基于传播链条

基于传播链条指把图书翻译评价置于图书传播的过

程中， 既对作为图书传播链条中的环节之一的图书翻译

做出评价， 又以图书翻译环节为中心向下延伸， 将它摆

在传播链条中予以判断， 评价其渠道和客户影响、 读者

影响、 媒体影响、 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等。 基于传播链

条不是对图书翻译作为传播环节的弱化， 而是在静态强

化图书翻译在语言转换、 文化传递、 文本呈现等方面创

造的价值的同时， 在动态的传播过程中发现这种价值的

流动与扩散、 增强和放大， 彰显这种价值的基础性、 本

源性和决定性。 基于传播链条是对注重以翻译质量评价

图书翻译的观点和做法的突破， 从理念上将传播学融入

图书翻译评价， 用传播理论指导图书翻译评价； 从方法

论上将图书翻译评价纳入结构和系统中， 体现整体观和

全程观； 从路径上是由对点的图书翻译评价延伸到线

上、 由静态图书翻译评价发展到动态过程考察、 由局部

的图书翻译评价拓展到整体评价。

2. 重在传播效果

重在传播效果指重视图书翻译给渠道、 读者、 媒

体、 社会等带来的效应以及产生的效益， 并把这种效应

和效益作为图书翻译评价的重要标准。 “而翻译， 作为人

类的实践活动之一， 也势必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在合乎

一定的自然或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实现， 并产生一定的价

值。 但其真正的价值主体不是译者本人， 而是译作的读

者。 只有当译作受到社会对象也即读者认可了， 译作才

产生了价值， 译者的劳动也才得以认可， 这时作为翻译

活动的执行者的译者也才能从翻译这一实践活动中受

益。 也就是说， 译者在翻译行动之前就应该对翻译行动

的各种选择 （即各种可能译作） 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进行

预见和权衡， 以使其译作能被社会读者所认可和接受，

由此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协调统一， 从而实现其

翻译行动价值的最大化。” ②当译者的价值判断聚焦在翻

译质量时， 他们笔下是没有或少有读者的， 他们不会充

分意识到他们的翻译行为是传播的组成部分。 强调图书

翻译评价重在传播效果是将目光集聚到读者， 是以读者

为中心的图书翻译出版观， 是以翻译图书对读者的影响

总括翻译图书对传送渠道、 媒体、 文化和社会的整体

影响。

图书翻译出版的五 R评价 *

◎ 尹飞舟 谢清风

摘要： 五 R 指 Rendering （翻译）、 Releasing （发行）、 Reading （阅读）、 Reviewing （评论）、 Recreating （再

造）。 五 R评价是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新标准新体系。 它基于传播链条、 重在传播效果、 强调实用性， 具有独特的

理念和内在逻辑。 它以译作为中心、 以译者和读者为两端构建模型， 是包含多个层次多方面指标的评价体系。 它利

于翻译理论的发展， 促进翻译实践， 助推出版走出去， 具有创新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图书翻译出版 评价指标体系 传播效果 翻译质量

中图分类号： I046

* 本文系 2017 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中国出版沿 ‘一带一路’ 走出去的布局与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17WTA06）、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 2018 年重点课题项目 “中国经典作品在全球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传播与推广研究” （项目编号： 2018-14-1）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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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调实用性

强调实用性指图书翻译评价的可操作性。 这种可操

作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 图书翻译评价的理论容易理

解， 逻辑非常清晰。 第二， 图书翻译评价的指标设置有

效、 合理， 和图书翻译充分匹配， 能充分反映图书翻译

的主要特性。 第三， 图书翻译评价的数据来源确定， 评

价数据能够获取并且可靠， 数据分析处理简便可行。 第

四， 图书翻译评价的过程可控， 结果可信。 在图书翻译

出版过程中， “具体而言， 主要利益相关者既包括译者、

作者以及实现翻译信息接受目标的读者， 也包括管理翻

译及出版活动的出版机构及赞助方； 次要利益相关者包

括翻译评论家、 翻译研究者、 高等院校、 译者培训机

构、 相关政策制定者等， 也包括间接受到该过程影响的

社区、 社会公众、 政府组织等” ③。 着眼于翻译质量，

则翻译评价的主体主要是译者本人， 而在传播视野下评

价图书翻译出版， 强调图书翻译出版的社会性和目的

性， 实际上是看重图书翻译出版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当这种价值既是可预测的也是可实现的， 那么图书翻译

出版的实用性就突显了。

二、 五 R评价的模型和指标

以传播过程理论为指导， 对图书翻译出版的各个环

节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 就可以形成完整的评价

模型。

1. 五 R评价界定

五 R 取自五个英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这五个单

词是 Rendering （翻译 ） 、 Releasing （发行 ） 、 Reading

（阅读）、 Reviewing （评论）、 Recreating （再造）。 从传

播过程看， 图书翻译对应内容， 图书发行对应渠道， 图

书阅读对应读者， 图书评论、 文化再造对应效果。 从传

播效果看， 图书评论和文化再造基于图书阅读， 通过阅

读得以实现， 而图书阅读的结果和效果借助图书评论和

文化再造得以表现和体现。 从五 R 间的关系看， 五 R

评价的基础是图书翻译， 其重点是图书的传播效果， 其

关键是图书发行和阅读。

2. 五 R评价模型

五 R 评价是对图书翻译价值高低的评定。 从主体

看， 出版主体的角色是赞助人， 是作用于图书翻译、 图

书发行、 图书阅读、 图书评论、 文化再造及其组成的整

体的外在力量， 同时接受这些组成部分的反作用； 读者

是图书翻译的受众， 是对图书翻译过程和结果起决定性

作用的评判者； 译者是出版主体和读者之间的中介， 是

图书翻译的直接主体， 理解和接受出版主体的要求并将

这些要求融入图书翻译中， 创造性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

求。 从对象看， 译作既是译者的产物， 也是阅读的客

体。 因此， 作为图书翻译价值的载体， 译作是五 R 评

价模型的中心； 作为图书翻译价值最相关的两重主体，

译者和读者是五 R 评价模型的两端。 译者通过翻译活

动产生译作， 译作通过发行到达读者， 读者通过阅读评

判译作， 翻译是译者和读者的对话， 反馈是读者和译者

的交流。

在五 R 评价模型中， 图书翻译价值包含两大部分：

翻译质量和阅读效果， 阅读效果也是翻译的目的和最终

效果。 冯平将翻译评价分为翻译审美评价、 翻译道德评

价和翻译功利评价。 翻译审美评价， 即译者对原作和译

作的审美能力， 用正确的审美观、 审美标准把握原作和

译作。 翻译道德评价是指译者的翻译职业道德， 判断原

作和译作， 使译作忠实于原作又能被读者接受。 翻译功

利评价指译者迎合目标读者的需要， 对译作进行的判断

和选择。 ④这种翻译评价确立了图书翻译的质量要求和

标准， 值得借鉴。 这种评价涉及了读者需求， 但是没有

把它放在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地位和价值层面予以特

别强调和突出。 五 R 评价模型在图书翻译质量评价成

果的基础上， 把翻译效果作为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予以

强化， 同时把这种评价从翻译过程中提出来， 置于传播

系统的各个环节中， 便形成了新的图书翻译质量的评价

方式。

3. 五 R评价指标

五 R 评价模型以传播过程为内在逻辑， 在传播效

果上表现为依次上升。

第一个 R———Rendering （翻译）， 图书只是完成了

图 1 5R 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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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语言转换， 从传播学来说只是实现了译者自身的

人内传播， 第一个 R 的评价是依据译作对原作的忠实

和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

第二个 R———Releasing （发行）， 翻译图书实现了

发行， 也就是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 第二个 R 的监测

就有实体书店以及电商的销售数据可以作为评价依据。

第三个 R———Reading （阅读）， 翻译图书实现了阅

读， 也就是被读者接受， 进入第三个 R 表明图书真正

产生了人际传播效果， 其监测数据可以图书馆借阅记录

和零售销售数据为依据。

第四个 R———Reviewing （评论）， 翻译图书获得了

传播过程的 “反馈”， 也就是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进入

第四个 R， 表明图书的翻译出版获得了良好的效应， 专

业书评以及电商销售平台的社区留言可作考察的依据。

第五个 R———Recreating （再造）， 翻译图书在译入

语地区获得了极高的接受度， 成为译入语地区文化创新

的元素， 这是图书翻译出版的最佳效果， 这可以由翻译

图书被改编成新的形式产生了二次或多次传播来考察。

五 R 评价指标的确立原则具有科学性、 客观性和

包容性。 科学性指五 R 评价指标具有理念基础、 内在

逻辑清晰， 方法论得当。 在理论上， 它基于翻译学理

论， 引入传播学理论。 在方法论上， 它强调系统性、 结

构性、 整体性， 遵循评价的规律和规则， 特别注重指标

间的关联。 客观性指五 R 评价指标尊重图书翻译的规

律， 与其本质和特性充分一致； 符合国际传播的规律、

逻辑和特点； 指标的内涵、 外延确定， 界定明晰， 数据

测量方法准确。 包容性指五 R 评价指标融合图书翻译

和传播的各因素， 既适应环境和时段的需要对特定的图

书翻译价值予以评价， 又可以根据环境和时段的变化进

行相应的指标增减， 是开放的体系。

五 R 评价指标的确立思路是根据图书翻译出版的

特性， 遵循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规律， 将影响图书翻译质

量和译作传播效果的种种因素， 转化为可测指标， 分别

赋予不同的权重， 形成分部分分层次多指标的量化评价

体系， 实现结果的确定性和得分的可比较性， 具体包括

“软硬并举、 双效并行” “主客结合、 性量兼顾” “部分区

别、 层级差异”。 “软硬并举、 双效并行” 指五 R评价指

标注重发行量、 读者量所显示的硬实力和能力， 也注重

读者阅读程度、 读者和媒体评价、 影响文化和社会发展

等效果方面的软实力； 注重影响读者、 文化和社会的社

会反响和社会效益， 也注重指向经济效益的发行范围和

数量。 “主客结合、 性量兼顾” 指五 R 评价指标以客观

因素为基础、 以量化数据为基本， 也基于实情确定具有

主观性进行定性分析的标准。 “部分区别、 层级差异” 指

五 R 评价指标分为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两部分，

每一部分因为价值差异呈现出不同层次。

五 R 评价的一级指标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各

占 50%的权重。 二级指标中的审美性、 道德感、 阅读各

占 20%的权重， 读者意识、 发行、 评价、 再造各占 10%

的权重。 三级指标中的电商零售销量占 15%的权重， 区

域 （发行国家数）、 发行数量、 收藏图书馆量和收藏数、

平台留言量和好评率、 媒体评论量和好评率、 改编出版

情况、 衍生产品量和现象各占 5%的权重。

五 R 评价的指标中， 翻译质量的评价属于定性评

价， 翻译效果的评价是定量评价基础上的定性分析， 最

终， 将图书置于一定时段的一类书中进行综合分析后得

出所处层次和所具有的价值。

三、 五 R评价的运用

图书翻译出版五 R 评价的直观性， 使它在图书翻

译出版项目的考核评价中能够广泛运用， 同时通过对传

播效果的强调， 可以引导翻译质量的提升。

1. 五 R评价是翻译传播学的组成部分

翻译学引入传播学理论已有较长历史。 20 世纪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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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 将通讯论和信息论融入翻译研究， 使翻译学和

传播学走近。 我国最早将传播学理论与翻译联系起来的

学术文章是 1991 年发表在 《固原师专学报》 第 1 期的

《试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语际翻译的信息转换过程》， 该文

用香农 （Shannon） 的信息传递模式解释翻译中的信息

传递过程。 1997 年， 吕俊发表在 《外国语》 第 2 期的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 一文， 首次在国

内提出了翻译学传播理论， 阐释了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

范畴的理由。 然而， 翻译学和传播学始终没有真正融

合， 翻译学始终没有在既借力传播学又不失学科定位、

特性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这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

但是， 未能尊重翻译的实践特性， 从传播学引入理论和

方法， 提高翻译的价值和地位，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

为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和时代的精神和要求结

合， 才可能彰显其价值、 提升其地位， 而翻译价值的充

分实现必须借助传播， 不但需要以传播的理论指导， 而

且需要在传播中体现。 翻译传播学是融合翻译学和传播

学并建立交叉学科的创新举措， 是针对翻译学、 传播学

的特性， 直面翻译学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五 R 评价以

图书翻译为对象， 是翻译传播学在特定领域的理论应用

和实践深入， 是翻译传播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五 R评价促进翻译实践

五 R 评价同时强调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 以

翻译质量保障翻译效果， 以翻译效果达成翻译目的。 20

世纪 80至 90年代， 在德国兴起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 该理论提出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基础是翻译

活动的各种功能。 显然， 在翻译目的的导引和拉动下，

翻译实践的动力更足。 五 R 评价从图书翻译质量拓展

到翻译传播效果， 将译者的视野从基于文本语言转换扩

大到基于文化传播的更广空间， 这在挑战译者素养和能

力的同时， 用更高的要求促使译者围绕原著和译作做更

多调查研究等准备， 从而提高译作质量和与读者、 社会

的匹配性。 在翻译效果的追求过程中， 译者有更多机会

从后台走向前台， 在读者、 社会等认同和肯定中享受价

值实现带来的成就感。

3. 五 R 评价助推图书对外翻译出版， 提升国际传

播效果

五 R 评价助推出版走出去首先表现在翻译上。 翻

译是出版走出去的瓶颈， 这主要表现在翻译人才不足、

译者动力不足和译作对外传播性不强。 五 R 评价提高

图书翻译的价值获得感， 可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对外翻

译， 可以提高译者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 而图书翻译质

量和传播效果的互推， 既利于提升译作的国际传播特

性， 又利于译者充分参与到对外传播的活动中。 其次，

五 R 评价助推出版走出去体现在解决图书对外翻译出

版的评价上。 缺乏可操作性的评价工具是出版走出去的

障碍。 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 许多力量都在参与，

但是， 绩效评价的不合理不但没有对他们起到促进作

用， 反而挫伤了部分参与者的积极性。 五 R 评价可以

让出版走出去的实践者真实地体会到图书翻译出版的成

就和获得感， 因为投入而收获了价值的实现感； 可以让

出版管理者得到衡量、 评价图书走出去和走进去绩效的

工具， 从科学、 合理的评价理念出发， 以客观真实的数

据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价结果。

注释

①李英垣 . 论多元语境关照下的翻译评价体系建设

[J] . 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6）： 81.

②何雪莲. 翻译评价对学习者翻译能力的驱动 [J] . 浙

江社会科学， 2012 （5）： 137.

③冯全功， 张慧玉. 论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

者的责任与互动 [J] . 中国出版， 2017 （6）： 40.

④冯平. 评价论 [M]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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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英语专业的人文性

———国家级教学团队“读议写”模块课程建设例析＊

湖南师范大学　邓颖玲

　　提要：英语教育中应注重学生的人文教育和人文修养。本文以人文 通 识 教 育 理 念

为指导，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为实例，通过多

维度分析英语听说读写技能课程与学科基础课程的内在关系，从教学 目 标、课 程 设 计、

教学方法等方面探讨了新形势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关键词：人文教育、“读议写”模块课程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４２９（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３６－０６

　　一、引言

“人文”是一个内涵 极 其 丰 富 而 又 很 难 确 切 指 陈 的 概 念，它 与 人 的 价 值、尊

严、人格、个性、理想等密切相关。“人文教育是指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人文学科

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审

美能力等方面得 到 发 展”（杜 时 忠１９９９：７３）。按 学 理 划 分，英 语 当 属 于 人 文 学

科。王守仁（２００１：４２－４３）认为：“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英语学科的基本

要素是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英语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被放到人文学科之外；英语教育越来越忽视其人文性内涵。“在市场经济

的冲击下，外语专业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正在一步步丢失……各类人文课程被

大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这种弱化人文教育的现象在全国各级各类

教育中具有普遍性”（刘伟１９９５：２３）。近年来，忽视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已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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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著名华裔美国教授杨振宁和何炳棣在不

同场合频频呼吁，希望我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重视人文学科和人文修

养。何炳棣甚至认 为，“忽 略 人 文，中 国 势 将 付 出 极 大 的 代 价”（转 引 自 张 中 载

２００３：４５５）。因此，“加强外语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学生的人文修养，已是我们必

须十分关注的当务之急”（张中载２００３：４５５）。

　　二、英语专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胡文仲教授（２００８：１）将新中国的英语专业教学分为两个阶段，即二十世纪

５０至７０年代以培养英语听、说、写、读、译技能为目标的教学阶段和８０至９０年

代以培养英语能力＋某种专业知识为目标的复合型人才教学阶段。

１．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一谈到英语，人们很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工具，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工具性和

实用性，而不是它的学科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０年３月颁

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体现英语工具理念的“英语专业技能

课”和“相关专业知识课”占到了英语专业本科阶段课程的８２％。一、二年级基础

阶段的主干课程是语音、精读、泛读、语法、阅读、听力、口语、写作等。课程设置

完全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高年级阶

段的必修课包括高级英语、阅读、写作、翻译等，再加上少量的文学、文化类课程，

依然属于语言训练，真正可以称之为专业课程的不多。英语专业的不少学生学

了四年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 高，但 与 文 科 其 他 专 业 如 中

文、法律、经济专业的毕业生相比，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思辨和创新能力

方面都出现了差距。这一问题的出现与英语专业以听、说、读、写技能训练为中

心内容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

中国的英语专业教育，语言技能训练不能放松。但过分强调听、说、读、写技

能训练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韩宝成、刘润清（２００８：１５３）指出，英语教育不能

只停留在语言技能训练的层面上。英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其目的应该

是学生通过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为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２．以职业为导向的复合型英语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大量外资和合资企业纷纷建立，社会和用

人单位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外语作为一门工具、只懂语言但缺

乏专业知识的英语人才已不大适应社会需要。新形势下国家对外语人才的培养

重新进行了设 计。２０００年 教 育 部 批 准 实 施 了《高 等 学 校 英 语 专 业 英 语 教 学 大

纲》，对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做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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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

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高

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２０００：１）。《大纲》首次将复合型外语人

才的培养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从此，外语教育的课程设计从以培养单

纯的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加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即培

养英语复合型人才，出现了“英语＋语言文学、英语＋国际经贸、英语＋外交、英语

＋法律、英语＋新闻”等培养模式，其语言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可见一斑。

“复合型人才”教育方式的提出，使外语教育顺应了社会需求，对培养社会急

需人才、优化高校的学科分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需

求和缓解毕业生心理上的就业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过

程中，一些院系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难题，盲目推行“复合型人才”培养，开

设过多的相关专业课 程，忽 略 了 对 学 生 外 语 实 践 能 力 和 人 文 综 合 素 质 的 培 养。

胡文仲、孙有中（２００６：２４６）明确指出，“英语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短期办

学效益的‘复合型’培养模式”。

３．英语专业的人文性

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必要构成，占有基础性地位。早在１９９８年，教育部

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我们所进行

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

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

学方面的教育，以提 高 全 体 大 学 生 的 文 化 品 位、审 美 情 趣、人 文 修 养 和 科 学 素

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１９９８：２）。

除语言技能训练外，英语专业内容应在大文科中与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

相关专业部分交叉互补。作为人文学科的英语专业学生，不仅要操练好用外语

的“五会”技能，还必须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具有融汇中西、跨越中

外人文视野的思辨能力。此外，英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负载着多姿多彩的

人类文化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学习英语就是让学生感受英语国家民族先

贤智者的思想和智慧，领悟他们的情操并从中汲取养分，以塑造个人的品格。秦

秀白指出，“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拋弃人文也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

（转引自庄智象２００９：８９）。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

的人文性。

　　三、人文主义的全人教育观与读议写课程建设

人文主义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以及教育评价等都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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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启示。英语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

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语言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着这个理念，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

团队”的建设与实践中，以人文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从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

学方法等方面对构建新的英语人才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

１．“全人”教育观与课程群建构

对于高度体制化的高校教育而言，课程设置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和

保证，对于学生的素质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００７年，湖南师范大学“英语

听说读写基础课教学团队”获国家“质量工程”项目立项。该团队遵循“人文通识

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按照“人文教育、英语学科特点与教师教育相融合，知识、

能力、素质相协调”的人才培养思路，实施了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的

教学改革实验。首先，我们对传统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将基础阶段的纯技能

训练课程，包括听力、口语、综合英语等课程进行压缩，取消了高年级开设的高级

英语课，将课时和学分用来开设人文性通识课程。其次，我们根据输出驱动假设

理论，将原来分开开设的阅读和写作课进行合并。原来的阅读和写作课过于注

重语言技能训练，课程内容缺乏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通过合理配置各种

教学资源，建构了一系列适合学生综合发展、用英语讲授的具有兼容性的“读议

写”人文通识模块课程体系 （表１）。

　　　　表１．“读议写”人文通识模块课程体系

１．读议写（一） 英语技能导学与学习策略

２．读议写（二） 网络与报刊阅读

３．读议写（三） 古希腊罗马神话

４．读议写（四） 《圣经》

５．读议写（五） 英美历史与文化

６．读议写（六） 中国文化经典导读

７．读议写（七） 西方哲学经典导读

８．读议写（八） 批判性思维

　　该课程群涵盖广阔的文、史、哲领域，是一个多学科的课程组合，与历史、文

学、语言、哲学等相关专业部分交叉互补。它将单一的技能型课程转变为融技能

发展与人文教育、思维能力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它强调研读原典，并基于

这些原典提出原创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不在

于它们的实用价值和专业性，其中心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

思维能力，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原创能力和探索知识的能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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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柏拉图所说：“天文学和地理学一样，并非旨在研究天空或地球的实际状况，而

是我们用它们来解决社会及道德问题，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和训练感官的理性

思维能力”（Ｍｏｎｒｏｅ　１９１４：１３７）。“读议写”模块课程有效增强和拓宽了英语专业

学生的中西文化底蕴，完善了他们的知识构架，提高了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双向文

化交流的能力。

２．以学生为主体的体验教学模式

一提起人文教育，国内高校普遍首先想到的是加开文、史、哲等课程，简单地

寄希望于以人文课程的增加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但人文主义教育观的教育目

的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智力培养，而将其上升到集知识、能力、人格于

一体的全面均衡发展的高度。如果不改革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只注重人文

知识的机械传授，而忽视学生主体自身的人文意义建构，人文教育终将成为一

句空话。基于人文主义全人教育理念，“读议写”模块课程建立了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的体验教学模式，将“议”和“写”重要环节引入教学结构中。

体验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亲身感知、领悟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从而使学生成为真正自由 独 立、情 知 合 一、实 践 创 新 的 完 整 的 人。Ｋｏｌｂ（１９８４）

较早提出体验式学习理论，认为有效的学习应从体验开始，进而发表看法，然后

进行反思，再总结形成理论，最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下图所示：

图１．体验式学习过程（Ｋｏｌｂ　１９８４：４２）

　　他认为这种强调“做中学”的体验式学习，能够将学习者掌握的知识、潜能真

正发挥出来，使语言学习的过程转变成一种创造运用语言的体验过程，成为一种

栩栩如生的 互 动 体 验，是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的 有 效 学 习 模 式。我 们 倡 导 的“读”、

“议”、“写”三结合模式与体验教学的精神实质是吻合的。

“读议写”课程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读写结合，聚焦于写作过程；强调

阅读、写作过程与学习者认知发展的相互作用。教师在围绕主题布置、指导学生

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以保证足够的输入后，在课堂上运用情境式、换位式、多媒

体法、实践法等体验教 学 方 式 精 心 组 织、安 排 教 学 活 动，组 织 学 生 开 展 合 作、思

考、讨论，并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使学生在“议”的过程中体验事实、

体验问题、体验过程、体验合作，真正感受到知识与思想的萌生、形成和交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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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学生通过最大程度的主体活动对研究的主题内容有了较为丰富的感性认

识之后，再以“写”的形式内化相应的人文知识，建构基于主体自身理解的人文意

义，将课堂上的体验表达出来。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通过教师精心组织安排的

活动，参与到教学之中，主动与教师一起进行教学活动，使学生自始至终参与到

知识形成的全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去尝试、讨论、合作，自己去领受、理解知识。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里，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作用在于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

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体验教学模式使英语学习既有利于学生打好英语基

础，又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全人格，更有利于学生去探索、创新。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英语这门学科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湖南师

范大学“读议写”模块课程的建设本着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尝试从传统的纯技

能训练课向学科基础课转型，在技能训练中融入人文专业学习，在人文知识课程

的教学中融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训练，力图将人文教育与语言训练相结合。

这一尝试迎合了当今中国素质教育的要求，我们将继续探索、实践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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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节奏是指小说艺术各要素有秩序、可衡量、有一定节律的交替变化过程，反映小说人物、事件、场面等整体向前

运动变化的速度。小说节奏在小说创作中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性作用。本文主要从调节情感运动、
控制情节发展、揭示小说主题三方面探讨了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并指出: 节奏作为小说审美生命的体现，不但是小说形式美

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事话语带上不同的审美意味和情绪色彩，从而真实、深刻、形象地表现生活的内在意蕴和思想主

题。
关键词:小说节奏; 叙事功能; 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038( 2012) 01 － 0091 － 04

1． 引言

节奏，最初是作为音乐元素出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 1989: 314) 如此解释节奏:“乐音时值的有组织的顺序，是时

值各要素———节拍、重音、休止等相互关系的结合。强弱、快
慢、松紧是节奏的决定因素。其作用是把乐音组织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以体现某种乐思”。可见，节奏的本初意义是指乐

音以不同速度、长度和强度运行的现象。随着适用范围的扩

大，节奏渐渐演变成一种形容事物运行轻重、缓急、行止交替

的泛化概念，在音乐、美术、建筑、文学等各个领域受到广泛

关注。朱光潜( 1982: 110) 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 林

语堂( 1947 /2000: 266) 亦持此论，认为“艺术上所有的问题，

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

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在小说创作中，节奏的存在

同样不容置疑。清代刘大櫆( 1959: 5 ) 就认为: “文章最要节

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小说创作者对叙述

内容的安排同样反映了人们所感知到的事物和情感的自然

律动，体现了小说家的叙事意图。小说节奏在小说创作中已

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性作用。

2． 小说的节奏

提起节奏，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诗歌，而不大会想到

小说，甚至以为小说没有节奏。这是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节

奏主要是指文字音节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和高低起伏的变

化。这种由语音的有规则的出现造成的节奏感在叙事文中

确实不占显著位置。小说主要以“讲故事”为主，不太讲究声

音韵律，纵有节奏，也常被意义掩盖，不易为人们觉察。但不

可否认，小说中同样存在某种节奏，如海明威的快捷、托尔斯

泰的舒缓、康拉德的凝重、奥斯丁的流畅等。我们常说的故

事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就是一种节奏。优秀的小说总是具有

快慢、缓急等错综变化的节奏美感。
小说节奏指的是小说艺术生命的自然律动，它体现了小

说艺术各要素有秩序、可衡量、有一定节律的交替变化过程，

是小说人物、事件、场面等整体向前运动变化的速度。小说

的节奏使小说情节发展呈现出波澜起伏的运动状态，它不仅

仅存在于矛盾冲突、小说结构、小说语言以及小说人物的情

感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小说家具有共时性特征的主

观意象中。苏姗·朗格言简意赅的说法启示我们，小说节奏

的本质是指“一系列相同事件以相当短的、一定的时间间隔

的连续推进”( Langer，1957: 50 ) 。这个定义暗含着，节奏就

是对时间有规律的切割。与诗歌中的语言节奏相比，小说的

节奏更多的是通过叙述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对照表现出来。
在《论节奏》一文中，郭沫若( 1979: 231) 如是论道:“凡要构成

节奏总离不了两个很重要的关系。这是甚么呢? 一个是时

间的关系，一个是力的关系”。很显然，在节奏的形成过程

中，时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现代叙事学理论以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比作为标准，

对小说的叙述运动节奏进行了测定。叙事学把叙事作品划

分为三个层面: 故事、叙述和叙事。故事是叙事内容，叙述的

对象; 叙述是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即讲故事的过程，叙事即

叙事话语或称文本，是故事的语言载体。从这个角度透视小

说，小说存在三种节奏，即故事节奏、叙述节奏和文本节奏。
故事节奏存在于故事层面，是故事本身一波三折、起伏跌宕

的变化; 叙述节奏存在于叙述层面，是叙述运动自身起承转

合、抑扬顿挫而又错落有致的运动曲线性; 文本节奏存在于

叙事层面，是指叙事话语的节奏性。由于语言是故事的载

体、叙述的依托，是叙事话语的物质形式，所以小说的节奏实

际是通过小说叙述语言的轻重缓急来体现的。本文旨在论

述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因此，主要从叙述和文本层面来探

讨小说的节奏。
20 世纪 20 年代，帕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爱·福

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最早关注到小说节奏问题。福斯特以

音乐节奏作类比，认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反复

DOI:10.13458/j.cnki.flatt.0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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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音乐短句就是小说的节奏。卢伯克从“场景”与“间接

的叙述”的对比切入来谈，主张慢吞吞的场景描写应该与加

速描写的概述交替配合使用，相得益彰，节奏感就在两种叙

述运动的运用中得以传达。法国小说理论家热拉尔·热奈

特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集大成式地分析了叙述时间与

故事时间的关系。他将小说时间处理方式分为“概要”、“停

顿”、“省略”、“场景”四种，认为四者的交替运用就是小说节

奏的主宰方式( Genette，1980: 86 － 112) 。叙述时间与故事时

间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叙述称为“场景”，以此为基点，向两端

延伸。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为“概要”; 叙述时间为零，故

事时间无穷大的是“省略”; 叙述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

则是“停顿”。在热奈特笔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

“非等时”现象存在与否，是小说有没有节奏效果的决定性因

素。无论是概要、场景，还是停顿、省略，它们在时间上的跨

度对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极端的

例子是《追忆似水年华》一文，话语的节奏有时慢到以 190 页

的篇幅描述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有时却快到仅仅用三行

文字就概括了 12 年的故事( Genette，1980: 92) 。至于何者用

快节奏表现，何者用慢节奏表现，实际上关系到作品主题和

作者的价值取向。

3． 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

任何一种叙事策略都指向一定的叙事功能，小说节奏的

处理也莫过于此。小说的节奏不但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因

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事话语带上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

值，对于塑造人物的心理形象，编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创

造别具匠心的艺术结构，渲染浓厚的氛围和传达复杂深刻的

感情及思想内涵等，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3． 1 情感运动的调节器

为了保证自己创作意图的充分实现，小说家赋予了节奏

以尽可能多的叙事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调整小说节奏运

行的速度快慢和收放张力大小，控制小说的情感运动，使小

说叙述语言的节奏与人的内在情感节奏、与生活生命的节奏

相契合，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的内在蕴涵和人的情感世界。
情感运动的节奏，是指情感活动起伏交替、强弱张弛的

转折变化等，它是语言节奏审美层次的核心。朱光潜( 2004:

98) 曾说，“节奏是传达情绪的最直接而且最有力的媒介，因

为它本身就是情绪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谈美书简》中也

谈到，“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

它是内心活动的传达媒介，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思想和情趣表

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和节奏里体验或感染到

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引起同情共鸣”( 朱光潜，1980: 79 ) 。
任何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都会在情感的驱动下，通过主体意

识活动，把自己的情感、性格、生命、能力等主观因素外射、移
注到作品里，使原本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文字变成有生命、
有情感的载体，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物我同一的境界。

所谓“文章不是无情物”、“情者文之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英国批评家威尔斯就认为，“几乎所有经过时间考验、跻身于

公认的伟大作品之列的小说，不仅都浸透了作者的人格，而

且还包含着从作者内心进发出来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和情

感”( 殷企平等，2001: 135) 。情感的表达既可直抒胸臆，在直

接的叙述、描写和议论中表达出来，也可以间接抒情，通过叙

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传达出来。
《雨中猫》是海明威系列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为主题的著

名短篇小说，它以其极富海明威特色的简洁语言、精巧的情

节、模糊却又深远的象征意义等广受研究者的关注。小说故

事情节极其简单: 一对美国夫妇投宿在意大利的一家旅馆，

适逢下雨，无处可去。丈夫乔治躺在床上看书; 年轻的妻子

眺望窗外，看见雨中的一只猫后，心生怜悯，决定下楼去把猫

抱上来。可是到了楼下，那只猫不见了，她怏怏而归。旅馆老

板见她爱猫，就派侍女送来一只猫。乍一看，这篇小说故事

情节简单，平淡无奇。但海明威通过独特的节奏处理艺术，

将女主人公在异化了的婚姻中的内心感受和渴望揭示得生

动形象，有血有肉。在女主人公下楼寻猫路过旅店老板时，

小说这样描写道: “这个太太喜欢他。她喜欢他听到任何怨

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庄严的态度。她喜

欢他愿意为她效劳的态度。她喜欢他那觉得自己是个旅馆

老板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睑和那一双

大手”( 海明威，1993: 190 ) 。短短的段落里句子骤然变得短

而促，节奏如鼓点般密集。这与小说开头行云流水般舒缓的

景物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六个简单句中连续出现下

个“liked”，简练精悍，情感凝重，传达出作家丰富的情感和强

烈的心理体验。六个“喜欢”表示出女主人公对旅店老板的

爱慕，将女主人公见到旅店老板时那种奇特又强烈的内心感

受完全展示出来。小说的快节奏应和了此刻女主人公剧烈

的心理变化和期待，将女主人公见到旅店老板时的砰然心动

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让读者听到了这位妻子内心的自然律

动。当女主人公出去寻找那只猫但无功而返以后，想出了许

多改变现状的方式: 改变发型; 要一只猫坐在膝盖上; 用自

己的银器来吃饭; 要几件新衣服……，但都没有得到丈夫的

回应。最后她说:“总之，我要一只猫，”，“我要一只猫，我现

在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有长头发，也不能有任何有趣的东

西，我总可以有只猫吧”( 海明威，1993: 192 ) 。这一段只有

三十一个单词，却有六个句子，大多为四个词构成一个句子。

句子被裁剪得不能再短，形成音乐中的短节拍。高频率的重

复( “我要一只猫”) 将小说语言的节奏推到极速。这种快速、
跳跃式的节奏将妻子对冷酷、麻木、没有热情、没有冲动的丈

夫的愤怒之情以及她由于无力改变现实状况所产生的绝望

至极的心理状态跃然表现于纸上。不断重复所产生的强烈节

奏模拟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呐喊，她需要关爱与呵护，渴望一

种人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一种夫妻之间的默契。这种快节奏

无疑对读者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
3． 2 情节发展的控制器

节奏在小说中的作用，除了情绪上的强弱调控之外，在

情节发展的疾徐和时间进程的长短上，也起着控制作用，正

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说，“节奏是戏剧的‘指令

形式’，它形成于剧作家最初的‘布局’概念，并对戏剧主要部

分的划分起支配作用。节奏决定着戏剧表演风格的轻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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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决定着最崇高与最凶暴戏剧行为的强度，决定着人物

数量的多寡与人物发展的程度”( Langer，1953: 356 ) 。小说

节奏是作家在构造故事情节时的一种律动，体现着作家在表

达意义时所采取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任何优秀的小说，光有精彩的情节内容和深沉的思想内

蕴并不够，它还需要有一种张弛相间的节奏表达机制，以控

制小说情节发展的方向和力度。那么，小说节奏是怎么控制

情节的发展的呢? 阿伯拉姆在给情节下定义时指出，“戏剧

作品或叙述作品的情节是作品的事情发展变化的结构。对这

些事情的安排和处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感情和艺术效

果”( 阿伯拉姆，1987: 256) 。这个定义虽然简单却道出了要

点: 情节就是为了表现和达到“特定的感情和艺术效果”而对

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和处理”。它是叙事主体为了表达某

种叙事意图，对素材进行选择和组织的直接产物。情节作为

对故事的艺术加工，是对故事本身的重构。它既可压缩和扩

展故事，强调故事的某一方面、忽略故事的另一些方面，也可

对故事进行删减和调整。情节节奏决定于小说描写的各种

矛盾。矛盾产生或激化，节奏必然紧促; 矛盾缓和或解决，节

奏趋于缓和。
《诺斯托罗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一

部长篇社会小说。它以史诗般恢弘的场面、独特新颖的创作

手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 20 世纪的经典之作。康拉德在

《诺斯托罗莫》中就采用了起伏有致、动静结合、张弛兼济的

审美节奏。作者并未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故事，把诺

斯托罗莫冒险护银和将银子占为私有的过程一一道来，而是

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将故事“重组”，通过疏密有致的情节处

理，将自己大部分的个人经验和审美观念溶进小说，引导读

者对这部小说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立体解读。《诺斯特罗莫》
第一章是全书场面叙述规模最大、节奏推进最慢者。一开

篇，作者就以几乎是“场景”的慢速度对柯斯塔瓜纳共和国进

行了全景式的纯粹的描述。近五页的文本时间全部用来描

写萨拉科城和它的历史，人物描写和事件的发生在书的开篇

不存在。整个章节看不到叙述的进程和事件的推进，从而造

成了叙述的静态、静止效果。但如果把它当作小说整体情节

的一部分来看，读者会发现第一章慢速度的大量信息呈现内

容都与后面的主要行动相关，实际上是整个故事的提前呈

现，是整部小说情节的一个微缩和概貌。正如雅各布·洛斯

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情节时所说: “尽管小说中有很多重要人

物，但真 正 的 主 角 是 历 史 悠 久 和 动 荡 多 变 的 萨 拉 科 城”
( Lothe，1989: 177) 。在开篇宏观、平稳、细腻的慢板描述之

后，康拉德立即以紧凑的叙事节奏描述了在海关大楼附近发

生的最激烈的暴乱。“门外阵阵喧哗此起彼落，仿佛平原上

的狂风围绕着这幢门窗紧闭的房屋呼啸盘旋; 时断时续的枪

声逐渐压倒沸腾的人声”( 康拉德，2001: 14 ) 。和小说开头

的慢节奏、徐徐推进的静态描述相比，小说这时的故事变得

动态而异常迅疾，节奏骤然变得紧凑而密集，在宏观上形成

了一种明显的动静交替式节奏。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上，

作者以展示里比厄拉政府溃败的场面开始，再从中间返回到

事件开始时的权力之争，然后才是建立里比厄拉政权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人们对它的期待。整个情节安排呈一种螺旋式

的循环状态，有点有面、有疏有密、变化有致，读来颇有节奏

感。这种结构可以避免读者线性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它要

求读者关注于事件本身，在一系列流动变换的事件中去发

现、体验和感悟小说中所揭示的超越时空的历史观( 邓颖玲，

2005a: 77) 。节奏在这里决定着小说各个部分以整体形态向

前推进的速度，也决定着每一个叙事环节的处理和情节的叙

事走向，它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3． 3 小说主旨的解码器

小说节奏不但具有表现功能，而且具有修辞和叙事功

能，是作者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

就认为，小说的节奏不但可以“赋予作品以简洁精练的美

感”，“赋予小说以深度和强度，使作品生动多姿，跌宕流转，

富于变化”，而且还能够“披露作品中的深层意蕴，揭示寓于

故事情节中的人生哲理”( 塞米利安，1987: 19) 。
从叙事的角度上看，小说节奏速度由一定长度文字中所

包含的被叙述故事信息总量的大小来衡量。同一文字长度

的叙述段落所包含的故事时间总量越大，小说节奏的运行速

度越快; 反之，单位文字内所含时间量越小，小说节奏的运行

速度就越慢。快节奏叙述很多时候起着背景介绍、叙述焦点

转换、展开和推进故事以及交待人物最终结局的言说功能;

慢节奏叙述因单位长度文字中的信息容量增大，具有刻画人

物、结集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效果。依据注意力

分配的一般规律，快节奏叙事多与作者认定的价值意义较弱

的时刻重合，而慢节奏呈现往往是意义重大的时刻。由此可

见，不同的节奏表达方式表现出不同的人物事件在作者心目

中的价值地位。何者用快节奏表现，何者用慢节奏表现，实

际上关系到作品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
《间谍》是康拉德小说创作后期的一部政治小说，也是他

所有作品中最幽默、最具反讽意义的小说。英国批评家利维

斯称它为康拉德“给英语小说增添的两部无懈可击的一流经

典之一”( Leavis，1979: 220) 。小说以 1894 年 2 月 15 日在伦

敦格林威治公园发生的一起真实爆炸案为背景，描述了“一

个关于外交阴谋和无政府主义奸诈行为的故事”( 奥伯雷，

1927: 38) 。在小说最具震撼力的第十一章中，康拉德以贴近

生活原生态的节奏速度描写了维尔洛克太太刺杀她丈夫时

的情景:

他仰卧在沙发上，双眼盯住天花板。天花板上和墙上他

都看到一只胳膊的影子越来越近，手的影子里还紧紧攥着一

把切肉刀。那影子上下缓慢慢闪动，闪动得那样缓慢，使维

尔洛克先生看得清楚那是一把刀，而且一个人正用手握着它

( 康拉德，2002: 235) 。
挂钟字盘上所表明的时间是差十分九点。维尔洛克太

太不去注意什么时间了，钟摆却还在滴嗒滴嗒地响个不停。
她断定这不可能是钟摆声，于是转动阴沉的目光向四壁扫

视。她心神不定，眼睛也模糊不清，看不到什么。只好竖起

耳朵谛听，弄清楚到底这钟摆声来自何处。滴、滴、滴……!

( 康拉德，2002: 237)

在这个场景中，“维尔洛被刺杀的缓慢速度显示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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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规则的节奏”( Fincham ＆ de Lange，2001: 42 ) 。作者讲

述这段情节所花费的时间，与该情节实际发生所经历的时间

大致相等，或者更长。“滴、滴、滴”的声音加上细节描写使得

故事的发展进程慢得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一样。这

个场景使人想到哈代的《远离喧嚣》中范妮·罗宾沿着卡斯

特桥公路绝望地爬行五个小时的缓慢场景。这种精雕细镂

般的场景描写似乎将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定格，把读者

的注意力吸引到刺杀场景本身，而不是故事的发展进程。作

者以一种非常形象化、足以给读者强烈印象的方式将温妮的

内心怨恨和复仇以肢解的慢动作展现出来。
在《诺斯托罗莫》中，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驳船离开港

湾的那个夜晚，被英国现代文论家利维斯誉为“文学里最为

生动而具美感的描写之一”( Leavis，1979: 192) 。这一节故事

时间仅有几个小时。比起小说覆盖的百年历史，它只不过是

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康拉德却用了四十页的篇幅去描写这

一场景: 诺斯托罗莫仿佛置身于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漫

无边际的寂寥，既无声又无光，犹如一副强力麻醉剂侵袭了

他的感官。他甚至有时都弄不清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宛若坠入梦乡的人，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把

手举到面前，也不见五指……若不是他仍然保留着思绪，简

直与死亡无异”( 康拉德，2001: 200 － 201) 。在这样一个时间

仿佛停止的空间内，作者花大量的笔墨将记忆、意象、人物甚

至细节一一呈现。这些细部呈现使小说情节进展得非常缓

慢，时间仿佛被凝固起来。在这种静止的叙述中，节奏在行

使它的叙事功能。它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 驳船不再

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背景，而是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的

炼狱; 海湾之行不再是为萨拉科的财富找一个安全的栖身之

地，而是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深入自我、征服自我的

精神航行( 邓颖玲，2005b: 35) 。在这个绝地熔炉里，诺斯托

罗莫得以重生，终于认识到名声在身不由己的命运面前是何

其微不足道; 人类在默然的大自然面前又是多么渺小!

4． 结语

苏珊·朗格曾说:“以我来看，艺术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人

物和情境是如何形成的，而在于在它们之上剧作家赋予那种

‘可感知的生命’的节奏”( Langer，1953 : 350) 。可见节奏之

于小说之重要。节奏作为小说审美生命的体现，无论是在调

节情感、控制情节还是揭示主题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叙事

功能。它不但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

事话语带上不同的审美意味和情绪色彩，从而真实、深刻而

形象地表现生活的内在蕴涵和思想主题。优秀的作品只有

通过引入波澜起伏、往复回环的叙事节奏，使复杂的情节与

简单纯情节有机组合，紧张激烈的事件与富有抒情色彩的事

件彼此交融，快节奏与慢节奏交错相间，才会产生跌宕起伏、
错落有致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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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hythm of novel refers to the orderly，measurable
and rhythmic alternation and variation of novel's elements; it re-
veals the speed of the integral forward movement of characters，
events and scenes in novel． The rhythm of novel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narrative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novel and
played indispensable narrative functi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
ies its narrative func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egulating emo-
tional movement，controlling plot development and reveal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s an embodiment of
novel＇s aesthetic life，rhyth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eauty of novel，but also endows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with
different aesthetic meanings as well as emotional colors． It can
truly，deeply and vividly represent the inner implication and the
theme of novel．
Key Words: the rhythm of novel; narrative function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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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当代著名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于 1989 年获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小说以日

记体形式，叙述了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在英国西部进行的六天旅行。这六天的行程既

是史蒂文斯的西部之旅，也是他的回忆之旅和心灵之旅。史蒂文斯一面享受难得的几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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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记录着沿途见闻，一面回忆达林顿府邸（Darlington）在战前辉煌一时、战后没落易主

的历史命运。回忆是《长日留痕》的主要叙述形式。主人公不仅是在回忆中追述自己的一生，

也是在回忆中追寻自己存在的文化记忆、身份记忆，甚至是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记忆。故事

在史蒂文斯的回忆中不断绵延、迂回往复，使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渗透，完成了小说叙述

形式与主题的同步升华。

一、回忆的不可靠叙述

《长日留痕》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是史蒂文斯对其六天出游行程的记录；二

是他对战前在达林顿府服务岁月的追忆，这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从整部小说来看，

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作者结构情节的主要方式。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体现了

回忆叙述的特点，即叙述的不可靠性。

不可靠叙述最早是由叙事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布斯对

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定义：“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

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Booth 158-159）。很明显，布斯衡量叙述

是否可靠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即作品中“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

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Booth 73-74）。若叙述者

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则不可靠。回忆是《长

日留痕》构架小说的主要叙述形式。小说中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因以回忆的方式呈现，

出现了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与作品本身标准的背离，造成了不可靠叙述。丽贝卡·卡尼也

明确指出“（叙述的）不可靠实际上是石黑一雄小说世界的基底，这一点在他的第三部小说，

也是布克文学奖得主《长日留痕》中尤为显现”（Karni 76）。

亨克在论及回忆的特点时指出：“回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与过去所经历的事

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的‘内心故事’是建立在现实的需求之上，并经历持续不断的改

写与校订”（Henke 80）。可见，回忆总是迎合当前的需要而对过往事件加以重构。出于

意愿的需要，叙述者在回忆时可能有意回避，或有选择地加工重构。而“这种体现回忆扭

曲事实能力的精致重构，可以被看作是石黑一雄全部文学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之一”（Drąg 
2）。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身处“二战”前后的巨大社会变革之中。在新的社会

价值体系下，其当前的需求便是重新确立自身价值，通过回忆来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

的男管家。史蒂文斯认为判断一位男管家是否“杰出”，应当遵循这样的标准：“肯定地

讲，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

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曾服务于全人类”（112）。
①可见，史蒂文斯是否“杰出”直接依赖于达林顿勋爵是否“伟大”；“只有通过其雇主，

史蒂文斯才能建立自身的价值”（Gurewich 78）。因此，在回应战后外界对达林顿具有反

犹太倾向的指责时，史蒂文斯有意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辩护：“在我为勋爵工作的所有岁

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

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139）。然而在试图找出这些“无理指责”的真正来源时，

史蒂文斯叙述了 1930 年初达林顿勋爵事实上的反犹太行为：

比如说，我今天仍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宴上，席间曾提及某家报纸，我偶然听

到勋爵说：“哦，你是说那份犹太人的宣传报刊。” 这之后，在那段时间里的另一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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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他交代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

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 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因为它们当时确

实让我很吃惊，勋爵在此之前对犹太种族可从未表露过诸如此类的敌对情绪。（140）

这里提到的事情与之前史蒂文斯所说显然矛盾，是不实报道，即詹姆斯·费伦所称的“事

实 / 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②史蒂文斯极不愿意承认达林顿勋爵的

反犹太事实，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的行为“犹如过去任何的罪恶那般可恶”

（143），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位“伟大的绅士”，史蒂文斯自己也就不再是位“杰

出的管家”。因此，史蒂文斯在叙述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行为时有意淡化，称这些事件“完

全属于偶然”、“特别微不足道”。然而，他同时却又说：“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

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140）。在史蒂文斯充满矛盾的叙述背后，是其内心的

挣扎与不安。虽然“史蒂文斯知道历史会如何评判达林顿勋爵，但他又无法让自己承认这

一事实”（Wong 61）。因此 , 史蒂文斯一方面因要回应外界对勋爵的指责，不得不道出

事实；另一方面又只能遮遮掩掩以维护勋爵，更是维护自己。通过回忆的不可靠叙述策略，

史蒂文斯在重构事件时便有了回旋的余地，他先断言达林顿府上的犹太雇员从未受到过不

公正待遇，再逐步淡化达林顿勋爵反犹太的事实，从而树立起达林顿勋爵作为伟大绅士以

及他本人作为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回忆叙述中的叙述者，因回忆本身的解释性表征以及模糊性，也往往对事实进行不实

报道或者不充分报道。在描绘府内职员为 1923 年那次国际会议进行准备时，史蒂文斯曾

叙述道：“至于肯顿小姐，我似乎记得那些日子沉沉的重压对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75）。文中“似乎”二字将回忆的模糊性前景化，且与“显而易见”形成矛盾。当时，

史蒂文斯提醒肯顿小姐准备好供楼上使用的亚麻床单。而此刻忙得不可开交的肯顿小姐抱

怨道：“史蒂文斯先生，在过去的两天之中，这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您觉得确有这种必要”

（76）。由此可见，肯顿小姐受到的如此“沉沉重压”并非事实，而是史蒂文斯自身心理

状态的投射，是由史蒂文斯回忆的模糊性引起的不可靠叙述。因为在史蒂文斯心中，杰出

的管家应当时刻带着职业的面具，“他们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

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是令人烦恼”（39）。所以，他的叙述一直保持着矜持而客观的

口吻，回避任何情感的流露。他“只有在谈论别人时才能谈论自己，而一旦直接谈及自己

他便不得不说谎”（Shaffer 80-81）。通过回忆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不可靠叙述，史蒂文斯

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使读者可以窥见一直戴着“非人”面具的他的内心世界，

反映出他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混乱和精神、心灵的残缺不全。

由此可见，不可靠叙述作为作者的一种叙述技巧，它不再仅仅是作为形式而存在，而是已

参与到小说的主题建构之中。

二、回忆的碎片化叙述

回忆，是对过往具体事件进行的艺术重组，正如斯蒂芬·欧文所说：“回忆本身就是

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③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和情感体验方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

不仅是叙事方式和主题呈现手段，而且具有了丰厚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意义。在《长日留痕》

中，管家零散、深沉而缓慢的回忆碎片与现实生活交叉相融，构建起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

形成了《长日留痕》独有的片段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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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储存在人脑中的记忆并非流畅的、不可割裂的信息流，而是一系列可随意

识自由调节的片断。长久占据回忆中心的往往是印象深刻的细部记忆，而且大多是以与其

他事实连续不上的片断式呈现。这些记忆碎片往往因外界事物的触发而被唤醒，再通过心

理刺激点彼此连接起来，因此，它在小说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史

蒂文斯承担了热奈特所说的“指挥功能”，通过对回忆事件的选择和过滤，对文本和读者

进行操控，从而达到他叙述的真实目的。他经常通过这样的表达来进行回忆的选择,如“这

整个事件不由得使我想起……”、“回想起那位常使人恼怒的女仆……”、“我怎么也无

法忘记那一次……”（47）“我至今仍记得”、“据我的回忆”、“据回忆”（202）等。

他甚至在同一段或同一页文本长度内对回忆事件进行高密度、高频率的切换，使文本呈现

出碎片化、跳跃性特征。在小说中，史蒂文斯追忆了父亲早年间在达林顿府服务时摔倒的

事件。引起这段回忆的源头是肯顿小姐信中对某个场景的描述：“倘若这是令人伤感的回忆，

那就请原谅我。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我们俩注视着你的父亲在凉亭前徘徊着，

目光紧盯着地上，似乎希望找到他丢在那儿的珠宝”（47-48）。这段场景发生在他父亲跌

倒之后。因史蒂文斯的父亲在服务时跌倒，达林顿勋爵担心他在两星期后的国际会议上再

次出现纰漏，遂让史蒂文斯找其父亲谈话并缩减其工作。然而史蒂文斯并未直接进入这段

回忆，相反，他先叙述了肯顿小姐将鲜花送到配膳室的情景，再转到两周后肯顿小姐对其

父亲的工作失误不断抱怨，接着跳跃到两个月之后达林顿勋爵找其谈话以及之后史蒂文斯

与父亲的对话，再跳回到与达林顿勋爵谈话之前一周父亲摔倒的情景。直到最后，史蒂文

斯才用自己的口吻，描绘了肯顿小姐信中父亲“寻找失去珍宝”的情景。围绕着父亲的跌倒，

回忆的碎片被组织起来，然而事件与事件之间却留有长短不一的时间空白，回忆的时间顺

序也被打乱。这种迂回、跳跃的叙事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既体现了回忆本身的场景依存性，

也反应了史蒂文斯内心的挣扎。父亲是史蒂文斯心目中具有“尊严”的“杰出管家”的代表，

他曾说：“我希望你会认可，我父亲本人不仅显示尊严，而且他本身几乎就是海斯协会称

之为‘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39）。然而随着年龄增大，父亲已经不能胜任管

家的工作。父亲的跌倒无疑是一直崇拜父亲的史蒂文斯不愿面对的记忆。然而，父亲被免

去一些工作的重要原因，是不久之后达林顿府将召开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史蒂文斯则将这

次会议视作其职业生涯引以为傲的转折点，是史蒂文斯极想叙述的一段回忆。挣扎在说与

不说之间，史蒂文斯便选择了绕开平铺直叙，采用碎片化的、跳跃迂回的方式呈现这段荣

辱参半的记忆，以淡化和模糊父亲的年老和失误、突显父亲“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三、回忆的选择性叙述

人的一生当中会经历无数个或远或近的生活事件，但能够明确记起的却只是其中一小

部分。回忆不是被动无情地对一系列资料片段加以储存和提取，而是根据需求，在已被注

意和理解的信息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有利、有价值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其余信息则往

往被遗忘或留在潜意识里。巴特莱特认为“回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

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向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

的细节有关”（巴特莱特 279）。因此，能够满足需求的信息，记忆程度一般较高，往往

成为人们重构记忆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以回忆为主要叙述方式的《长日留痕》中，作者或

叙事者对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与过滤同样反映出作者的审美需求。

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以回忆的形式，追述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包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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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与纳粹集团的牵扯、他与父亲僵硬的关系以及他对同事肯顿小姐压抑的感情。他一生

痴迷于追求“尊严”，崇拜名誉，把自己最美好的三十五年岁月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雇主。

他对职业尊严和成就的追求使他时时刻刻保持克制矜持的叙述者形象，回避任何情感的流

露。这一点从他作为叙述者所选用的非常正式的语言中可见一斑。他使用的语言语法完全

正确，词汇简单精确，表达逻辑严密，一如“管家式的语言，没有任何文学特点，缺少妙语、

美感和创意”（Parkes 31）。也正是这种“管家式的语言”，建立了他克制、拘谨、容忍

的文本形象。初读文本，读者对史蒂文斯的印象多为冷漠、麻木、不通情理，但仔细分析

叙述者对过往事件的选择性叙述，读者会发现掩藏在表层文本下面的史蒂文斯其实有着一

颗敏感、细腻、温柔的心。

从元故事叙述层来讲，史蒂文斯作为叙述者，反复实施了自己对文本的操纵功能，站

在自己的角度选择性地忘记、回忆事情，或自动删除某些情节，例如，他会经常说“也非

常可能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例，我现在已经忘却了。然而，无论如何，我至今不可

忘怀的是，在一个阴沉而又细雨绵绵的下午，事情达到了某种高潮”（54）；他也会承认：“我

今天虽无法准确回忆起我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曾非常坚定地请肯顿小姐离开”（159）。

亚当·牛顿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史蒂文斯的这种选择性叙述，认为史蒂文斯能“掠过记忆，

时而审视，时而回避，两者交替进行”（Newton 282）。在这种回忆与忘却的选择性叙述之间，

史蒂文斯间接地在文本中勾勒了自己的另一形象。试看下段：

整个上午特别使我关注的是一段回忆——更加准确地说，那只是回忆的一个片段罢了，

可那一刻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些年来一直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至全仍记得，

我曾独自站在后走廊处肯顿小姐起居室那紧闭着的门前；我当时并不曾正面对着那门，

只是站在那儿侧着身子对着它，究竟该不该敲门呢，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在那时，

据我的回忆，我很震惊，因为我确信就在那扇门的后面，离我不过几码远之处，肯顿

小姐确实在哭泣。正如我所说，那一刻曾深深地留在我的脑里，据回忆，当我就像那

样站在那儿时，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体内升腾起来。至于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我就那样站在后走廊处，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了。（201-202）

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小说中出现了多次。史蒂文斯反复强调的是“我至今仍无法记清楚，

那天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会使我直接登上了这幢房子的最高一层楼”，他唯一清

晰地记得的是“肯顿小姐的身影，那是靠在其中一间卧室窗户前的侧影，曾吸引了我的目光”

（64），甚至认为“倘若我当时敲门走进去，我也许会发现她泪容满面，这一点倒是相当

肯定的”（216）。史蒂文斯忘记的是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感受，而深深刻入他脑海中的

是“肯顿小姐确实在哭泣”、“她泪容满面”。由此可见，肯顿小姐的哭泣在史蒂文斯心

中已沉淀为一个心理刺激点，永远定格在他的记忆中。这种回忆的选择凸显了肯顿小姐在

史蒂文斯心中重要的地位，泄露了一直压抑自身情感的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的关爱。德拉

格甚至认为，“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哭泣的高度关注暴露了他对其自身情感的某种不安”

（Drąg 73）。为了实现自己成为“伟大男管家”的梦想，史蒂文斯故意戴上强者面具，克

制陈述自己的情感失落，极度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他经常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因此肯

顿小姐会质问他：“史蒂文斯先生，为什么，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总要装假？”（147）
史蒂文斯的叙述选择暴露了他作为正常人对情感的需求与向往，同时也让读者看清了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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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具的他的精神和心灵的残缺不全和性格悲剧。

《长日留痕》由史蒂文斯的回忆拼接而成，体现了回忆叙述的不可靠性、碎片化以及

选择性特点。史蒂文斯为了证明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下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管家，借由回忆

叙述的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和选择性叙述。过往的历史以碎片的形式，跳

跃式地呈现出来。同时，由于回忆的模糊性，历史事实在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也呈现出不可

靠性。这不仅体现了回忆的组织特点，同时也反应了史蒂文斯叙述时的不直接与遮遮掩掩。

回忆叙述在整个叙事中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一方面凸显了所选择事件在史蒂文斯

心中的地位，使读者看到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肯特小姐的爱，对达林顿

勋爵的判断也趋于客观；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不同事件间的界限，使回忆中弥漫着沧桑的历

史感。史蒂文斯借助对过去时光的回忆，重新构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供作者石黑一雄本人

站在客观角度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世界。

注解【Notes】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下文引用

只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60。

③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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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杨金才教授) 当代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 ( Kazuo
Ishiguro) 荣获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研究者更是好评如潮，竞相

推出各自研究心得，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内把握他的文学精神与艺术风格，在探索何以使其

获此殊荣的问学中更加关乎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内在文化肌理和深邃的主题意蕴，并在历史

的探寻和拷问中追寻其文学书写所内蕴的民族创伤及其历史足迹，进而深化对石黑一雄文学

睿智的理解，更好地领悟其以史为鉴、正视历史、化解创伤的人性张扬和伦理彰显特点。石

黑一雄的记忆书写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邓颖玲一文立足文本，探讨了 “遗忘”的叙

述功能，认为该作品通过“遗忘”叙述启示读者不该忘却 “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

史; 王岚的论文通过深入的文本细节分析，认为石黑一雄在其营造的悠远历史氛围中既重新

诠释经典，又通过丰富的历史隐喻解构了亚瑟王的形象，表达了某种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与

族裔认同; 梅丽从历史的角度观照文本，并结合当代英国发展的历史际遇，认为石黑一雄的

《长日留痕》通过营造一个半虚构的田园牧歌式的英国，引导人们去正视英国所遭遇的社会

现实与文化困境，很好地论述了小说的主题内涵; 陈婷婷、孙妮的论文侧重小说叙事层面的

分析，认为该小说发挥了隐喻的多重指涉功能，可以引导读者参与文本想象和历史重构，再

度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性与创伤性问题。这里遴选的 4 篇论文各有重点，

特色鲜明，希望引起国内同仁对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更多思考。

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

邓颖玲

(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石黑一雄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对奇幻小说文类进行了惊人大胆的改编。作者不

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遗忘”的叙事框架之上。小说以“巨

人”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创伤经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

血腥屠杀历史，探讨了具有当下意义的主题: 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 民族创伤以何种

方式愈合? 本文在细察小说描述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探讨了“遗忘”的叙述功能，

指出“遗忘”不仅具有治愈、修复和宽恕功能，而且具有一种解放的再生性力量。石黑一雄通过

“遗忘”叙述启示读者: “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不该被遗忘; 只有以史为鉴，正视历

史，化解创伤，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分歧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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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石黑一雄 ( Kazuo Ishiguro) 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日裔英籍作家，与奈保尔 ( V. S. Naipaul) 、
拉什迪 ( Salman Ｒushdie) 并称为 “英国文坛移民三雄”，曾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英

国皇室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201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强烈

的情感、精妙的叙事手法和宽广的文化视野受到文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经过十年的

精心酝酿和打磨，2015 年石黑一雄推出了新作《被掩埋的巨人》 ( The Buried Giant) ，小说出

版后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称它“具备了所有巨著该有的品质，让人读后回味无穷，爱不释

卷”( Gaimanfeb 2015); 《卫报》认为: “在这部创作周期长达十年的小说中，他 ( 石黑一雄) 对

文类做了最为惊人大胆的改编”( Holland 2015)。这种惊人大胆之处首先体现在小说采用的魔幻

叙事模式上，作者不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 “遗忘”的叙

事框架之上。“遗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推动着小说主题向纵深拓展。
1． 被遗忘的记忆

石黑一雄一直钟情于记忆主题的创作，是书写记忆的圣手 ( 钟志清 1994: 34 － 35)。德拉

格 ( Drag 2014: 1) 认为，“回忆”是石黑小说叙事的 “情感内核”。石黑一雄本人在采访中

也多次谈到，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人物 “与个人记忆所做的斗争”( Wood 2015)。从结构精

巧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 ( A Pale View of Hills，1982) ，到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

的 《长日留痕》 ( The Ｒemains of the Day，1989) ，再到曾轰动一时的《别让我走》 ( Never Let
Me Go，2005) ，他的小说无不选取了特定的历史背景，细微地展现了记忆的模糊特质以及

记忆与遗忘的交互作用。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被掩埋的巨人》聚焦于记忆的另一面，即

遗忘，用遗忘来构造小说，透过遗忘的视角来细察记忆，对记忆主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继承

与拓展。
记忆与遗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母题。遗忘存在于记忆的过程之中，是记忆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剑桥大学科学家芭芭拉·威尔逊 ( Barbara A. Wilson) 将“遗忘”定义为

“当记忆失败的时候”( Fara ＆ Patterson 1998: 113)。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 ( Paul Ｒicoeur) 也认

为，“遗忘是记忆的组成部分”( Teo 2014: 5)。在石黑一雄的笔下，记忆和遗忘更是成了他孜孜

以求的表达对象，它们共同构成了《被掩埋的巨人》的叙事张力。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因时，

石黑一雄本人就明确指出: “在我笔下那个简化了的神话背景中，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

地之上的迷雾，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就是能够使人遗忘”( Crum 2015)。
《被掩埋的巨人》讲述了公元 6 世纪之初英格兰的撒克逊移民和不列颠土著的生活与战

争故事。当时不列颠人与撒克逊移民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数十年。与此同时，一片

奇怪的“遗忘之雾”笼罩了英格兰的山谷，使村民们患上了一种群体性失忆症。主人公埃

克索 ( Axl) 和比特丽斯 ( Beatrice) 为了赶在记忆完全丧失之前找回多年前失踪的儿子，踏

上了艰辛的寻子之旅。途中，他们得知母龙魁瑞格 ( Querig) 是迷雾的罪魁祸首，正是它吞

吐的气息使“这块土地中了魔咒，被遗忘的迷雾笼罩住了”( 石黑一雄 2016: 43) ①，于是他们

加入了屠杀母龙的行列。最终，撒克逊武士维斯坦 ( Wistan) 打败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武士

高文 ( Gawain) ，杀死了母龙，成功驱散了迷雾，使集体失忆的人们最终恢复了记忆。标题

“被掩埋的巨人”是统领整部小说的一个隐喻，喻指被埋葬的记忆和历史，具体指不列颠老

夫妇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个人记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血腥屠杀的集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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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始就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被 “遗忘之雾”笼罩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很少谈论

过去。……过去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就像沼泽地上的雾气一样”( 7) ，甚至连刚刚发生的

事情都会忘记。没人知道、也无人关心个中原因。小说的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连自己的

儿子长得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不记得他的脸或者声音”，不记得 “他是什么模样，在哪里

住”( 24) ，甚至连儿子失踪的原因也无从记起。遗忘的伤痛时刻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为了寻

找被“遗忘之雾”遮蔽的往事，找回被埋葬的记忆，他们开启了艰难的寻子之旅。
在寻子途中，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先后遇到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老武士高文爵士、被恶龙

咬伤的撒克逊男孩埃德温 ( Edwin) 和意欲屠杀母龙的维斯坦武士。为了避免埃德温再遭村

民残害，老夫妇和维斯坦便带着他一同走上了屠龙之旅。在是否屠龙这个核心问题上，老夫

妇之间发生了分歧。比特丽斯坚持屠龙找回记忆，她担心: “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

我们的爱会不会慢慢枯萎、死亡”( 44)。与妻子的决绝态度相反，丈夫埃克索则对屠龙迟疑

不决，陷入某种恐惧之中。在他看来，“有些事情藏起来，不放在心里，难道不是更好吗?”
( 157)。随着记忆在寻子途中被逐步唤醒，困扰他们多年的儿子失踪之谜也渐渐露出水面。
原来他们曾经背叛对方，年幼的儿子目睹了父母之间的不忠而负气出走。离家后没多久，儿

子就死于肆虐全国的瘟疫，被埋葬在海岛上。因此，小说描绘的屠龙之旅实际上是记忆与遗

忘的交锋之旅。对他们来说，恢复记忆既意味着恢复对甜蜜爱情的记忆，也意味着恢复了对

欺骗、背叛、不忠等不堪往事的记忆。
“遗忘之雾”不仅导致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失去了对儿子的记忆，也造成了他们对自我

身份的遗忘。埃克索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谦卑的农民，与妻子及族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农耕生活。但随着记忆的慢慢苏醒，他发现自己曾经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曾代表

不列颠人与异族撒克逊人和解。他曾主张以和平友好的政策安抚撒克逊人，还制定了 “无

辜者保护法”，因此被百姓亲切地称为 “和平骑士”。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的残暴屠城行为

让埃克索觉得自己成了骗子和屠夫。所以，在不列颠人庆祝胜利的时刻，他毅然离开宫廷，

带着妻子隐姓埋名于乡野。但由于笼罩一切的 “遗忘之雾”，他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武士身

份，同时也忘记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巨人”是贯穿小说的一个核心隐喻，它喻指被埋葬的不仅仅

是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记忆和创伤经历，而且 “暗喻着被埋葬的战斧，暗喻着压

抑的仇恨以及对血腥复仇的渴望”( Sanai 2015)。具体来说，喻指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

血腥屠杀历史。在小说中，遗忘并非少数个体的遭遇，而是一种集体病症，正如比特丽斯所

说: “大家都在忘记昨天和前天的事情”，就像是 “得了什么毛病一样”( 17 )。在这种集体

失忆的状态下，人们丧失的不仅是关于个体生命、个体历史的记忆，也是关于集体生活、集

体历史的记忆。小说通过人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回忆刨开了那段被埋葬的不列颠人血腥

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作者对这段历史并没有采用白描的手法直接表达出来，而是以记忆慢

慢复苏的形式间接陈述。
在“高文的第一次浮想”这一章中，读者随着高文的记忆捕捉到了那段被埋葬的历史:

“那些衣衫破烂、饱经风霜的妇人，以前也都是清纯的少女”“晚上来抓他的人都死了，很

多都成了焦黑的骨头”“每天他手上流的血，都要让塞文河泛滥啦!”( 205 － 207)。不列颠人

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愤怒和仇恨可见一斑。这种仇恨在埃克索的回忆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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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我们正式允诺不伤害他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所以他们留在村子里，没人保护。但

是，现在他们都被我们的人杀了，包括最小的婴儿”( 215)。寺院地道里的白骨也时刻提醒

着人们那段“被掩埋”的屠杀历史: “这都是人的头骨，我不否认。这儿一条胳膊，那儿一

条腿，……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翠绿的山谷。春天里怡人的小灌木丛。可是，你往土里

挖，雏菊毛茛下面，就是死者的尸骨”( 171)。“被掩埋”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被

掩埋的巨人”终将复活。在小说的最后，维斯坦武士要埃德温记住: “屠杀我们族人的，是

亚瑟王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了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

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 247)。
2． 遗忘的救赎功能

《被掩埋的巨人》无论在构思上还是在表达上，都贯穿着某种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

些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又通过 “遗忘”的叙事框架表达出来。正如克拉克 ( Clark 2015 ) 所

言，“遗忘”的迷雾是 《被掩埋的巨人》一书的主旨所在。遗忘建构起整部小说的文学秩

序，担负起小说的言说功能和救赎功能，成为小说主题表达的理想之径。
首先，遗忘具有治愈和修复功能。在记忆恢复之前，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一直相亲相

爱、相濡以沫地生活着。当比特丽斯担心遗忘会让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枯萎时，埃克索马上向

她保证: “我们的爱怎么会枯萎呢? 和年轻时候傻傻的热恋相比，现在我们的爱不是更深

吗?”( 44)。可见，遗忘在这里 “发挥了双重功能———忘记罪孽的人和忘记罪孽” ( Clark

2015) ，是遗忘使他们忘记了失子之痛和欺骗之痛而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但是，遗忘带

来的只是一种当下的、无根的短时亲密; 被遗忘掩盖的夫妻之间的共同记忆才是 “关爱的

构成性要素”，是维系夫妻间 “浓厚关系”②的重要因素 ( 阿维夏伊 2015: 8)。因此，小说中

老夫妇俩才会因为遗忘而备受煎熬，才会不顾一切地开启艰难的寻子之旅，追寻被 “遗忘

之雾”所遮蔽的记忆。正如小说开端处埃克索对比特丽斯的劝慰: “我们的记忆没有永久丢

失，不过是被这邪恶的迷雾放到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我们会找到的，哪怕是一件事一件事去

想。我们出门，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44 － 45)。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 2015: 5 － 6 ) 在谈论

真相对共同记忆的治疗效果时指出: “在制造创伤的同时，被压抑的共同记忆被公开、被言

说、被感知也具有治疗效果。”是遗忘引发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寻子之旅，寻子之旅不仅

恢复了夫妻俩遗忘的关于儿子的共同记忆，也复原和修复了夫妻俩产生隔阂、互生怨恨的过

往历史。
当母龙被杀死后，夫妻俩对先前的不忠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埃克索之所以拒绝屠

龙，拒绝探寻遗忘的真相，是因为内心之中 “潜伏着的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是渴望惩罚”
( 322)。他希望通过掩埋真相来惩罚妻子对他的不忠。最后，埃克索终于意识到，妻子的不

忠，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 “如果她认为前面的事情是她的错，那么

后面的事情，我就要负很大责任了。因为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她曾对我不忠，这是真的。
……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把她赶到了另外一个人怀里。或者是因为我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

做?”( 322)。他意识到自己禁止妻子去祭祀儿子的坟茔，“真是件残酷的事情。……那可是

更加阴暗的背叛，甚于妻子一两个月的小小的不忠”( 322)。很明显，是遗忘以及遗忘带来

的记忆复苏抹平了夫妻间的隔阂，修复了夫妻间的关系，使夫妻俩灵魂得到救赎，感情得到

新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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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斯坦战胜母龙后，埃克索无限感慨地说: “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

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 也许有了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 327 )。比特丽斯

也认同道: 也许“遗忘”的迷雾退去，“会给这块土地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对于我们来说，

消退得正是时候”( 327)。因此，探寻遗忘之旅也成了夫妻之间的反省、忏悔之旅。最终，

夫妻俩历尽千辛万苦，把吃了毒草的山羊牵到母龙跟前，他们心中被埋葬的记忆也得以修

复。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些事情我们宁愿拋诸脑后，不再提

及; 总有些令人不舒服的阴暗旅程。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埋葬”
( Crum 2015)。这与赵静蓉在论述创伤记忆时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她 ( 2015: 94) 认为: “记

忆创伤或治愈创伤恰恰需要忘记创伤来实现”。迷雾散去后，夫妻俩忆起了创伤的根源。面

对难以抚慰的丧子之痛和不堪往事，他们选择相互宽容和原谅，不离不弃，共同走向未来。
由于能勇敢对待过去的创伤，共同经历磨难，他们心中 “最后一片黑暗”也已经离去

( 323) ，心中的创伤得以愈合。
其次，遗忘与“宽恕”联系在一起 ( Teo 2014: 5)。小说人物在对遗忘历史的探寻与追

忆中，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对真相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客观

公正的心态对待历史，直面真相，最终使创伤得以抚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遗

忘”开启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救赎之旅。亚瑟王派人施咒并保护母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埋葬

那段不列颠人血腥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从而让人们遗忘过去，让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能够

和平共处。对于这段被埋葬的历史记忆，小说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态度: 一是以高文爵

士为代表的遗忘派。高文对他的态度做了如下解释: “我知道我的神为我们那天的行为感到

不安。但事情过去很久了，死者安息于地下，地上早已覆盖着怡人的绿草。年轻一代对他们

一无所知。我求你离开这个地方，让魁瑞格的作用再发挥一段时间。她还能活一两个季节

吧，最多了。可是那么长的时间也许就足以让旧伤口永远愈合，让永久的和平降临在我们中

间”( 294)。高文认为是对战争的遗忘才让整个国家拥有了长久的和平，才让两个敌对的民

族能够和平共处。因而，他们暗中喂养魁瑞格，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确实，在

遗忘之雾被驱散之前，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相安无事地混居生活，甚至有融合成新民族的迹

象，就像高文爵士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爱着的亚瑟在这儿给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带来了持

久的和平，虽然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地方发生战争的消息，但我们这儿，大家长期以来都是

朋友和亲人”( 110) ，以至于维斯坦都向高文爵士发问: “你们伟大的国王用了什么神奇的本

领，治愈了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创伤，以至于今天在这儿旅行的人，几乎看不到任何疤痕或阴

影?”( 110)。显然，这种 “神奇的本领”就是遗忘，是遗忘让他们忘记了相互的仇恨和战

争，弥合了征战及大屠杀引发的裂痕。另一派则是以维斯坦武士为代表。维斯坦认为历史必

须铭记，被埋葬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针对不列颠人的复仇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同样，在“是否遗忘”的问题上，修道院内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修道院住

持为代表的很多修士认为，遗忘是最好的疗伤之道。因而，他们主张继续保护恶龙，借失忆

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他们通过折磨、惩罚自我肉身，以求获得上帝的宽恕，获得内在

良知的安宁。也正是出自这个善的初衷，当得知维斯坦一群人将去屠龙时，他们才会百般阻

挠。但是以乔纳斯神父 ( Jonus) 为代表的一些修士却意识到，通过惩罚肉身来减轻罪孽的

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欺骗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遗忘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正如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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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神父所说: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不会获得宽恕。我们必须揭开隐藏的事情，直面过

去”( 153)。大屠杀的痕迹难以被彻底清除，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的和平注定脆

弱而不持久。消除遗忘、拾起记忆才是唯一选择。由此可见，小说中围绕遗忘之源 “恶龙”
所展开的较量，实质上是记忆与遗忘、恢复与埋葬历史真相、强权与抵抗强权的较量。

石黑一雄在谈到《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机时曾说: “我做了一件至少 15 年来我一

直想做而未做的事，就是写一部围绕这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

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 社会、民族、共同体层面”( Crum 2015) ，并且强调该小说所

关注的重点在于记忆的 “社会层面”( Wood 2015)。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 民族创

伤以何种方式愈合? 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 小说在维斯坦等待族人开展报复行

动中就此搁笔。但小说在结尾中似乎向我们暗示了答案: 高文已经风烛残年、衰老不堪，无

法胜任保护恶龙的使命; 内讧让修士们慢慢从内部瓦解，他们已经无法承担养护恶龙的任

务; 恶龙已经奄奄一息，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可见，维护遗忘势力的一方已经日薄西山。相

反，担负杀死恶龙、还原历史真相使命的维斯坦则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当高文恳求维斯坦

“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时 ( 294) ，维斯坦则认为高文的想法很愚蠢: “蛆虫越活越肥，

旧伤口怎么可能愈合? 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 ( 294 )。显

然，恢复记忆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简单的恢复记忆就是平复民族创伤的有效途径吗? 遗忘能够维持的只是暂时的和平。

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已暗示读者: 新一轮的战争、仇恨及宗派暴力，被遗忘却未被原谅的冤屈

威胁着要再次出现，“多少古老的仇恨将在这块土地上复活，……人们会在夜间烧掉邻居的

房子。清晨将孩子们吊死在树上。河水发臭，河上漂着泡了很多天的肿胀尸体”( 305 － 306)。
这种危言耸听、触目惊心的描述向读者提出了索古探幽却直指当下的、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状

况的严肃问题: 关于民族的创伤历史，我们是该遗忘，还是该铭记? 故事结尾处，不列颠老

夫妇请求撒克逊小男孩埃德温将来一定要记住孩童时期与他俩建立的友谊。虽然仍清晰记得

“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

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 247) ，但埃德温 “没打算把这对好心的夫妇

也包括在内”( 310) ，埃德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不列颠老夫妇的仁爱与慈善。老夫妇恳请小

男孩记住他们以及埃德温对 “敌人”显露出的原谅和宽恕，其实隐喻着过去对未来的忠告:

只有铭记过去，尊重历史，学会宽恕与原谅，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正如徐贲 ( 2008: 1) 所指

出的那样: “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 ‘不计’前嫌，不是 ‘不记’前嫌。
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

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石黑一雄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传递了

具有当下意义的信息: 通过盲目强制的遗忘是不可能遮盖邪恶、平复创伤、解决民族矛盾

的，只有恢复记忆、正视历史，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关系的良策。
3． 结语

美国学者大卫·格罗斯 ( David Gross) 指出: “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

种再生性的力量。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 ( 赵静蓉 2015:

119) 遗忘的这种再生性力量在 《被掩埋的巨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小说中，石

黑一雄站在人性的高度，以其对历史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通过 “遗忘”的主题和叙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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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带领读者重访了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英国 “初创时期”的历史，提出了伤痛记忆和历

史是该记起还是该遗忘的问题，深刻阐明了记忆和历史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意义。小说启示

读者: 伤痛的记忆和历史不该被遗忘，“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终究会被唤起。只

有通过追忆创伤往事，才能真正达成对他人的宽恕。因此，对于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我们

的态度不应该是压抑或遗忘，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过去，承认历史，化解创伤，并以

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释:

① 文中所有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参考文献 ［2］，以下只标明页码。

②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 Avishai Margalit) 是以色列哲学家，他在《记忆的伦理》 ( The Ethics of Memory)

一书中指出，浓厚关系指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际关系，包括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是建立在过

去的共同记忆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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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A Study on the Theme of Forgetting in Kazuo Ishiguro’s Newly-Published Novel The Buried Giant，by

DENG Ying-ling，p. 1

With the employment of superna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frame of“forgetting”，Kazuo Ishiguro’s

newly-published novel The Buried Giant has made a startling and audacious adaptation to fantasy literature． The novel

depicts Axl and Beatrice’s personal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sketches the history of the Britons’bloody slaughter

to the Saxons． It probes into a theme of current significance，that is，should the forgotten history be forgotten or

recollected? In what ways should a nation’ s traumas be heal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memories，the paper studie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forgetting”． It points out that“forgetting”plays not only a

function of healing，restoration and forgiveness，but also a role of lib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forgetting”，Kazuo Ishiguro intends to enlighten the reader that the“buried”personal and social memories and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only through learning from history，facing up to reality as well as curing the traumas can

we 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History as Metaphor—A Thematic Study of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by WANG Lan，p. 8

In The Buried Giant，Kazuo Ishiguro revisits some of his favorite topics，such as the uncertainty of memory，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an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The novel is a portrayal of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Britons and Saxons following the latter’s invasion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y． Despite elements of fantasy，the

language as a whole is plain，unadorned，and restrained． Using history as metaphor，the novel urges people to view

the memory of history through proper lenses，to follow the moral law within oneself instead of following any authority

blindly． The implied message is that people should learn to cherish and tolerate． Deeply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nd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western canon，the novel suggests that readers should rise above

egoism and ethnic identity，build harmonious family and ethnic relations，and guard against killings caused by hatred

and reveng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 s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human beings a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a call for peace．

The Cultural Dilemmas in Britain after World War II as Ｒeflected in The Ｒemains of the Day，by MEI

Li，p. 15

Kazuo Ishiguro’s novel The Ｒemains of the Day is a reminiscent tale of Stevens，a British butler who dedicates

his lifetime to serving the owner of Dalington Hall． It excavat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fate，and reveals three cultural dilemmas in Britai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when Britain declined in its

power and influence，namely，the hypocritical nostalgia of the England myth，the anachronistic Victorian virtues，and

the otherness of British culture caused by the diverse cultures and new world order．

Stance of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in Academic Writing—A Corpus-Bas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y ZHANG Ying，LEI Lei，p. 39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ance of Noun that，Noun to-infinitive and Noun of-prepositional complement

structures in academic writing across disciplines． Ｒesults showed that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mainly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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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视角下的历史再现 
——《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双重批判 

 

邓颖玲，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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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上海孤儿》选取英、日帝国主义相遇的上海租界作为历史背景，透

过流散视角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为

历史洪流所夹裹的个体，同时也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在细读小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班克斯、

戴安娜及山下哲的个人遭遇，认为小说从人物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出发，审视了那段被西方学者压抑的

中国殖民历史，批判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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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英国文坛走红，并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

一。生于日本、长在英国的他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

为当代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擅长从流散视

角出发，以优雅细腻的语言叙述回忆历史、个人与社

会的交互关系，被誉为“寻觅旧事”的圣手。[1](34)他

的小说以反思英、日历史为主题，继承了英语文学的

隐忍节制和日本文化的“物哀”“幽玄”[2](92)，充满了

对历史问题的深切思考。石黑一雄的大部分小说都是

关于日本或英国历史的，尤其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的历史。《浮世画家》反思了二战时期日本所犯

的罪行及战后日本普通民众经历的伤痛；荣获布克奖

的《长日留痕》批判了二战前英国针对德国法西斯主

义的绥靖政策；而《上海孤儿》则综合发展了前两部

小说的主题，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英、

日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时空交点，从流散的视角对英、

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做了双重批判。 

在这个“英国文学国际化”的时代[3](1)，石黑一雄

的日裔英籍双重身份尤为引人注目。石黑一雄于 1954

年生于日本长崎，5 岁时随父母迁居英国，在家接受

日本文化的熏陶，在学校受着纯正的、典型的英式教

育。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使得他对两种文化既有部分

认同，又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

“我认为我是一个无根的作家。我既不是真正的英国

人，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在我身上没有明显的文化

身份。”这也是他坚称自己是“国际主义作家”的原   

因。[4](58)正是这种既认同又疏离、既居于其内又处于

外部的流散身份使他“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看

待事物稍显不同的视角”[5](35)。独特的双重身份让他

看待历史、反思过去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因为他

“没有要为之代言、抑或作为写作对象的社会或国  

家”[4](58)。 

流散，英文 diaspora，源自希腊语，意指植物通

过花粉的传播而繁衍生长。《圣经》中用来指上帝有意

将犹太民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

之后，经过文学文化研究派的语义重构，流散一词的

内涵从流离失所的凄苦扩展至跨越文化的喜悦，其外

延也随之从散居的犹太民族推至任何离开故土的民族

和个人。童明教授据此认为，“任何跨民族的”“跨界

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形式”都具有“飞散    

性”。①[6](89−91)《上海孤儿》从多方面体现了石黑一雄

看待事物的流散视角，反映了他流散的历史观。小说

的背景上海租界，是多文化杂存、英日势力冲突的典

型流散空间。小说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都

是旅居国外的流散人物。特别是通过生于上海租界、

长于英国的主人公班克斯追寻民族“原罪”、解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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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形象以及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石黑一雄表明了自

己流散的历史观。流散的历史观，不以单一民族的意

志来篡改、美化历史，而是透过人道主义精神，通过

客观的叙述，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提供复现

的途径。在《上海孤儿》中，作者表现了罕见的正视

历史的勇气，不仅向人们揭示了英国向中国运送鸦片

牟取暴利的历史, 而且对日本的武力侵华行径进行了

无情批判。 

 

一、班克斯的“原罪”：英国对 
华鸦片贸易 

 

在西方及日本学者普遍遗忘甚至歪曲历史的背景

下，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

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显得弥足珍贵。《上海孤儿》讲述了

侦探克里斯托夫·班克斯在“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

界的大漩涡中心”，试图解开历史迷案的离奇经    

历。[7](147)男主人公班克斯的父亲是英国一家鸦片贸易

公司的职员。9 岁那年，他的父亲从家中消失。后来，

他母亲也失踪。他被送回英国抚养，最终成了著名的

大侦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揭开父母失踪

之谜，班克斯回到了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上海租界。上

海这一流散空间重叠了他的记忆与现实，也成为他醒

悟自己民族“原罪”的起点。 

动身去上海之前的班克斯对鸦片贸易不明就里，

他一直认为父母是反对英国在华鸦片贸易的斗士，所

以一直以父母为“榜样”，“与罪恶作斗争”。下面是班

克斯记忆中母亲因鸦片贸易而责骂公司卫生检查官的

描述： 

接下去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语气激烈但又不失

克制地指责起来。[……]正是因为整个英国[……]向中

国大量进口印度鸦片，才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度

痛苦和堕落。[……] 

“先生，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身为一名基督教

徒，身为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

良心不安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

吗？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得

良心不安吗？”[7](56−57) 

在接下来的回忆中，班克斯却“不再有十分把握

她是不是真的一字不差地对检察官说了那些话”[7](63)。

他认为可能自己“把她说那些话的时间、地点、人物

整个记错了。换句话说，那些言辞针对的根本不是卫

生检查官，而是父亲，并且是在另外一个早上”[7](64)。

显然，班克斯母亲激烈言辞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意义

就会截然不同：若是针对卫生检查官，那么她则是在

公开场合批判鸦片贸易；若是针对父亲，那么不过只

是私下的反对罢了。根据班克斯的叙述，针对卫生检

查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我看来，就算她情

绪再激动，也该能想到这些话多么不合时宜，多么容

易招来耻笑。我不相信妈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7](64)。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班克斯的模糊叙述正说明他批判

鸦片贸易的观点不过是内心想法的投射，因为他们家

“‘赖以生存’的公司竟专门经营十恶不赦的行当”，

对他的心灵“是个十足的折磨”[7](64)。 

事实上，直到小说结尾处了解到事实真相之前，

班克斯一直都是个主观性极强的人。从儿时开始便坚

信父母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雄，长大后重返战火频仍

的上海依旧“刻舟求剑”般地坚信父母多年来一直被

关押在以前的一所房子里，甚至将自己视为能够解决

眼前这场世界大战危机的不二人选。透过自己模糊的

主观叙述，班克斯将服役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公司服

役的父母摆在正义的一边。这样模棱两可、甚至时而

颠倒是非的叙述，一方面为班克斯对故事(或者说历史)

的主观性论断找到了开脱的理由，另一方面，这种似

是而非的模糊叙述使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意蕴，向

读者表明了对鸦片贸易的尖锐批判。 

小说中班克斯母亲对检查官或父亲的质问，“身为

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良心不安

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吗”[7](57)，

不禁让人联想起班克斯在战场上对那位日本上校的质

问。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同班克斯一起从菲利普叔叔

那里得知，班克斯在伦敦的地位和优裕生活源于鸦片

贸易所得的“肮脏财富”[7](321)。因此，班克斯母亲的

质问“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

得良心不安吗”[7](57)同样也适用于班克斯自身，同样

是对班克斯自己的辛辣反讽。班克斯在对往事模糊回

忆的过程中，一直站在母亲一边。所以，正如上文论

及的，母亲的话其实是班克斯自己的心声。在小说结

尾处得知自己的“原罪”时，他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

了自己。其实，从隐喻意义上来讲，班克斯象征了整

个大英帝国。正如班克斯受益于英国在华鸦片贸易，

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靠的也是对中国等众多国家的殖

民、侵略以及鸦片贸易。透过班克斯探寻自己“原罪”

的心路历程，读者领会了隐含作者的反讽用意，跟随

作者一起重访了那段帝国主义罪恶的侵略历史。 

但西方人却往往没有班克斯(或石黑一雄)的这种

“原罪”意识，他们通常刻意遗忘甚至美化自己的侵

略历史，正如小说中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罗兰∙巴尔

特就曾指出，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与吸食鸦片相联  

系[8](84)，将中国人视作“东亚病夫”。但他们却从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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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自问，不曾追责自己。千万中国人成为“病夫”

的根源不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吗？历史表明，中

国也正是由于深受鸦片的毒害，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

侵略军有了可乘之机。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及其

对日本侵华所实施的绥靖政策，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

日军的铁蹄之下。小说中班克斯对自己罪恶的反省，

实际上是对整个英国民族的批判。在上海租界这一流

散空间内，结合日本侵华战争的亲身经历，班克斯追

问了自己(象征意义上则是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原

罪”。从小说开始时表现出的主观模糊、不可靠的狭隘

民族主义视角，到结尾处渐变为流散的国际主义视角，

班克斯最终醒悟到了自己民族的“原罪”，从而实现了

精神上的成长。 

 

二、戴安娜的遭遇：上海外国 
租界的兴衰 

 

从叙事空间来讲，《上海孤儿》故事发生的背景是

在英国的伦敦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上海，但小说主

要的故事空间却是上海。这里的“上海”主要有两层

涵义：一是班克斯通过回忆描述的儿时生活的“国中

之国”上海租界，二是班克斯成年后为了寻母而重返

的“孤岛”上海②[9](27)。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

《上海孤儿》看作是一部上海租界的兴衰史。同时，

班克斯对上海租界的回忆与对母亲的回忆相互交织。

上海是他的出生地、“母”国，母亲失踪后班克斯便不

得不被迫离开上海，多年后为了寻找母亲他又只身重

返上海。可以说，对母亲的回忆就是对上海的回忆。

母亲的人生际遇随着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或沉或浮，

或风光无限或流离失所。鉴于此，母亲戴安娜的遭遇

与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因此也带有了象征色彩。 

正如班克斯象征着英国对帝国主义“原罪”的主

观歪曲和美化，我们也可以说，戴安娜的遭遇影射了

英租界及英国势力由盛而衰的过程。最初，戴安娜随

同丈夫来到上海租界，代表英国在华经营鸦片，英国

在华势力盛极一时；之后她因丈夫失踪而被迫做了中

国军阀的姨太太，此时英国只能借助军阀之手进行鸦

片贸易；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又跟随国民党流

落重庆、转而被遣送香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此时

英国势力完全退出中国。 

从戴安娜的生命历程与地理位置的转变，可以反

观上海租界英国势力的衰落与日本势力的兴盛。纵观

她的生命历程：从贩卖鸦片到反对鸦片，再到重新做

了贩卖鸦片的同谋(军阀的姨太太)；纵观她的地理位

移轨迹：从上海租界到战时陪都，最终回归到英国殖

民地香港。戴安娜轮回的命运暗示，个人与社会、个

人与历史密不可分。作为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的一

员，她始终逃脱不了自己的英国身份与罪恶历史。同

时，她的颠沛流离和精神失常也象征了英国在华势力

的彻底衰落，其中最直接的历史原因便是日本发动的

侵华战争。 

从小说叙述层面上来讲，戴安娜从未成为一个独

立的角色。她一直存在于主人公班克斯的回忆里。小

说对她的描述都是透过班克斯的主观叙述完成的。她

的形象由班克斯回忆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最终

转变为扭曲而痴呆的丑。这种美—丑的根本性转变所

具有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从小说首尾两处班克斯对

她的描写中窥见一斑：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以一种客观冷静的

态度认为妈妈很“美”。人们总是这么说她，而在我看

来，“美丽”不过是张贴在妈妈身上的标签[……]。如

今每当我凝望她的相片[……] 我总会被她那种传统

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所震撼。[7](53) 

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两边肩膀弓得厉害。

[……]她的脸皱纹虽不是很多，但眼睛下面却又深深

的两道眼袋，仿佛刀刻一般。可能因为某种伤病，她

的脖子已经深陷入体内[……]。[7](277) 

说母亲有着“传统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

表明母亲是英国的象征，她的美正是班克斯对英国文化

的期许。而小说结尾处“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则暗

示着她并非班克斯回忆或者想象中那么伟大。班克斯对

“母亲”形象的解构，也即对英国文化的质疑。他从回

忆返回现实，寻到母亲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原罪”的

真相。母亲的“美”原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自己

能够独自解决大战危机的幻想，也成了对自身的辛辣反

讽。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保护，何谈拯救整个世界？ 

《上海孤儿》横跨的时段(除了1958 年班克斯在香

港与母亲最终见面之外)是 20世纪初至 1937年日本侵

华战争爆发。这个时段正上演着日本与英美激烈较量

的历史。上海租界的兴起源自于英国为首的欧洲帝国

主义的贸易侵略，而它衰落于 1937 年日本的武力侵

略。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上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因

此，可以说，日本的侵华战争直接改变了上海租界的

命运，也改变了戴安娜的命运，导致二者的衰落。戴

安娜后来之所以几易其主，颠沛流离，是因为作为个

人，她势必与英国的在华势力、与历史的洪流一起沉

浮。她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正是日本对华侵略，而她

的大本营——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以及由英帝国

始作俑的上海租界，正是由日本侵华战争画上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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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因此，上海租界成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行径

的交点，也成了批判两国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流散  

空间。 

 

三、山下哲的忏悔：英国人眼中的 
日本侵华战争 

 

《上海孤儿》有两大场景，前半部是静谧安逸的

伦敦，后半部是战火频仍的上海。西方评论家们大都

把前半部视作现实主义，而把后半部看成与《无可慰

藉》相似的超现实主义。笔者认为，小说后半部即使

是班克斯的心理超现实主义想象，也是基于小说对日

本侵华战争(更确切地说是淞沪战役)的现实主义描

写。不管战场上的日本士兵是否是班克斯的儿时伙伴

山下哲，小说对于他和班克斯一起经历的战争以及他

对战争的忏悔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胆战心惊。 

对于中日淞沪战役的惨状，小说通过英国人班克

斯中立的流散视角这样描写到： 

事实上，我常常感觉自己并非走在贫民区里，而

是走在某个有无数房间的大厦废墟里。尽管如此，我

还是会时时想到，脚下的碎片中不知埋藏了多少传家

之宝，孩子的玩具，以及虽然简陋却备受家人珍爱的

生活用品。每当这时, 我内心便会顿然愤慨万端，越

发气愤那些给无辜民众带来如此厄运的罪魁祸    

首。[7](220) 

这一段描述了正遭受战争摧残的上海，读起来令

人震撼, 激起读者对侵略者罪行的愤慨。被战火“夷

为平地”的贫民窟其实点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双重

罪恶：先是英国的贸易侵略造就了这些贫民窟；继而

日本的武力侵略毁灭了这些贫民窟以及里面的无数生

命。班克斯在这里还只看到了被毁的房屋，接下来的

经历却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带给生命的残酷。

在寻找他自认为关押父母的房子的路上，班克斯亲历

了中、日两个士兵的死亡过程： 

一阵沉默之后，一个奇怪的声音穿过重重围墙传

到我们耳边。它先是悠长、无力，像荒野中野兽的嘶

鸣，最终变成放声大哭。随即又转为尖叫抽泣。接着

那位伤者开始喊叫什么，听起来和起先那位濒死的日

军士兵一模一样。由于处在极度疲倦的状态中，我恍

惚觉得肯定是同一个人。正想开口对哲说这个人真是

倒霉透顶，却突然意识到那人说的是中文，而不是日

语。 想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令我不寒而栗。[7](235) 

“没有国别民族的差异”的“死前号啕”体现了

班克斯(和石黑一雄)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

他居于两个民族之间流散的双重视角。在他看来，侵

华战争给中国和日本带来了同样的伤痛。不同的是，

中国人民是受害者，而日本士兵却是咎由自取的侵  

略者。 

亲历了残酷战争并身负重伤的山下哲在战役间隙

和班克斯聊起了“恋旧”的话题。当听到班克斯说“人

千万不可过于恋旧，老是怀念童年时光”的时候，山

下哲反驳道：“能恋旧真好。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怀

旧，意味着回忆过去。那个世界比我们长大面对的世

界美好得多。回忆会促使我们向往美好世界重回身

边。”[7](240)他还请班克斯帮忙转告他远在日本的儿子：

“告诉他，我为国身亡。告诉他，好好对待妈妈。捍

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7](239)在这里，山下哲在

这里所说的恋旧其实不仅仅是回忆童年，而是要回忆

“过去”。从个人角度来讲，过去是记忆，而从社会层

面来讲，过去是历史，历史就是通过每个人的记忆得

以保存的。让儿子记住父亲是“为国身亡”，或许不是

将自己视为民族英雄，而是要儿子记住，侵华战争是

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记住惨痛的历史，

目的在于憧憬美好的未来，而这也正是山下哲对儿子

“捍卫，创造一个美好人间”的殷切期望。通过同样

是流散人物的山下哲的反思，小说不仅从历史角度描

述了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从现实角度警醒人

们不要遗忘已成过去的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有美好

的未来。正如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纐缬厚所言，

“妨碍[中日]两国人民自由沟通的最大问题还是历史

问题。”[10](35)而作为“步入了现代国家的日本，应该

对这场战争不断地进行检讨和反思”[10](10−11)。其实，

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历史，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作为侵略

和被侵略双方的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思，更需要

《上海孤儿》这样流散、客观的人道主义反思。 

 

四、结语 

 

《上海孤儿》带我们重访了 1937 年正遭受英国鸦

片贸易和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作为日裔英

籍作家，石黑一雄透过自己独特的流散视角，选择从

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上对帝国历史进行审视

和批判，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相似的侵华罪行。历

史表明，英、日对中国不同方式的侵略，不仅相互抗

衡，而且相互纠缠、并形成因果联系：由英国牵头霸

占的上海外国租界与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紧密相关，

而上海租界的兴衰则体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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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弱对比。小说中的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

哲)一方面是历史潮流中的个体，透过个人视角回溯社

会历史，但另一方面却都带有象征色彩：通过渐渐接

近鸦片贸易真相，流散人物班克斯揭开了一直被英国

学者掩藏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原罪”；戴安娜的命

运则与上海租界这一流散空间密切相关，她的遭遇反

映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较量以及英国势力的

衰落过程；山下哲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强调，从反省日

本侵华罪行上升到了流散的人道主义高度。另外，同

石黑一雄一样，班克斯和山下哲都有生在上海、长在

各自国度的流散经历，他们对两种文化既熟悉又疏离，

正是这一有利视角让他们能够更加公允客观地再现、

反思被遗忘和歪曲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曾经有过的辉煌与苦难、荣耀与耻辱、成功与失败。

反思和批判历史的目的在于教人以史为鉴。正如西班

牙小说家乔治·桑塔亚纳所言，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

蹈覆辙[11](21)；不尊重历史或歪曲历史，必将遭到历史

审判和淘汰。 
 
注释： 
 
① Diaspora 一词有流散、离散、散居等多种译法。童明教授新译

“飞散”，因为他认为其他译法只传达了该词社会学、人类学

范畴中的涵义，而飞散却能兼顾 diaspora 一词社会学派与文学

文化学派的双重涵义，“唤醒词源的寓意，符合重构的新意，

又可借比喻和犹太历史经验保持关联”(2007：91)。本文选择

了“流散”这一更为学界熟知的译法。 

② 陶菊隐认为“孤岛”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租界的行政管理 

权握在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列强手中，这个嵌在中国领

土上的“国中之国”，在中日战争时期成了一个“中立国”，

但并不是中国人的“孤岛”(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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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We Were Orphans,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born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is set in the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 where the imperialist Britain and Japan met. Through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the novel reconstructs the 1930s China under the double invasion of British opium trade and Japanese 

military aggressio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a close-read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vel,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Banks, Diana 

and Akira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from the characters’ relative positions of being the center as well as the marginal, the 

novel reproduces the colonization history of China repress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criticizes the UK and Japan’s evil 

invas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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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honglian et al. (2019). Fanyi Fangfalu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p. XIV+302, RMB 63. ISBN 978 7567585027. 
 

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has enjoyed popularity “in large measure due to its clear 
presentation and generous exemplification of a succession of 
methods of translation” (Vinay and Darbelnet 1995: viii). However, 

fundamental concepts such 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ion procedures and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re still debated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witnessed 
systematic studies o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 pioneer instance of which 
is Fanyi Fangfalu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henceforth TM1) by 
Zhonglian Huang et al. (2009). This is Huang’s perseverant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after a constellation of publications.  
 
TM1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So far, it has received four book reviews and 3987 article 
citations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gateway of knowledge. It also won the 
3rd prize of the 6th National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authors revised the book in 2019 (henceforth TM2) so a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its advantage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rec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M2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nd six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in Part I, 
“Outline”, contains an insightful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method, 
methodology and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nd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in terms of behavior, purpose 
and result of translating.  
 
Chapter 1 in Part II, entitled “Translation Law”, argues that similarity rather 
than equivalence exists between source texts (ST) and target texts (TT), 
especially between unrelated languages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 Complete 
Translation aims to achieve maximum similarity between an ST and a TT in 
meaning, form and style, whereas Translation Variation aims to achieve a 
TT’s “three particular effects” as another kind of similarity, i.e. to meet a 
particular readership’s particular needs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Chapters 2 and 3 constitute Part III, entitled “Complete Translation”. 
Chapter 2 expounds three aspect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sublimation (quantitative change of ST), and strategies. Chapter 3 
establishes a methodology for Complete Translation as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our levels: a category (Complete Translation), two strategies (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 seven methods (correspondence, addition, omiss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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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sition, conversion,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and 30 techniques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units and/or varied expression 
modes.  
 
Chapters 4 and 5 constitute Part IV, entitled “Translation Variation”. Chapter 
4 addresse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extraction, 
accommodation (qualitative change of ST) and strategies. Similarly to 
Chapter 3, Chapter 5 formulates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Variation as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our levels: a category (Translation Variation), one 
or two strategies (accommodation with or without a strategy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12 methods (selective translation, transediting, translated 
narration, condensed translation, summaris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lus 
review, translation plus comment, translation plus writing,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imitated translation), and 59 
techniques applicable to specific situations for specific purposes.  
 
TM2’s first striking feature is its exhaustive study on translation proper. It 
combines interdisciplina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y drawing on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outlooks on 
accommodation and sublimation as well as definitions and categorisations 
in the Western systemic argumentation. It also draws from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linguistics, aesthetics, 
cognitive science, cultural studies and studi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oing so, it reexamin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divides 
transl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 with new definitions, and establishes a binary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by applying “a clause-pivoted approach to Chinese 
grammar”, “a clause-pivoted approach to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a 
sentence-group-pivot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Variation”.  
 
Secondly, TM2 differs from TM1 in its distinct logical thinking. TM2 generally 
follows the research process from translation outlook to translation law and 
to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nd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fic. Part I 
explores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and proposes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outlook and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and inquiry in the book.  
 
Thirdly, TM2 outshines TM1 in its improved content. For instance, besides 
redefining three core concepts, Chapter 2 renames two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echniques. Also, Chapter 3 
rearranges and discusses the seven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similarly, in Chapter 5, the 12 methods of Variation Translation are revisited 
and rearranged. 
 
Last but not least,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M2 is its target group. Based on 
readers’ feedback and the authors’ own reflections, the revision is intended 
firstly for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with guiding principles and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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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secondly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e.g. with examples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However, TM2 also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A clarification of the grey 
areas between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may help 
reader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may conduct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o demonstrate 
how often the seven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re used in English-
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since they are 
dependent on language pair and translation direction.  
 
In sum, TM2 is an integration of pract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proposed in the book will be useful 
to countless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t will also enjoy 
continued popularity for its considerable applicability, symmetrical layout, 
succinct clarity and forceful exemplification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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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by Claire
Scammell,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98 pp., $54.99 (hardcover), ISBN-13: 978-
3-31974-023-2, ISBN-10: 3319740237

A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news 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news translation has been a popular trend and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JTR) a
heated interdisciplinary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share common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Valdeón, 2015). Holland (2013: 335)
argues that Venuti’s proposal of domestication does not make sense in the case of news trans-
l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that any source news text undergoes when render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is
context, Claire Scammell’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introduc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prac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in translating global news. It will
capture readers from a myriad of areas in making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journalists to report foreign news events to the home audience, which
will be justified in Valdeón’s (2020) claim that together with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publications by European researchers, authors from North America, South Af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also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rans-
lation studies.

The books in Palgrave Studies i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ies ‘examine the crucial
role whic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ir myriad forms play at all levels of communi-
cation in today’s world,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Scammell, 2018, p. i). To fulfil this go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aims to: (1) highlight the responsibility of global news
agencies as authors of widely-reproduced translations; (2) examine ways in which the journal-
istic ideals of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can be compromised by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3)
illustrate how culture-specific meaning may be lost when foreign cultural concepts and quo-
tations are domesticated; (4)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introduc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 fresh strategy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Asian communities, Eur-
opeans, peop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even among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and
(5) propose for The 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andbook) a
set of five updates that helps journalists to counter accuracy issues of translating reported
speech and increases readers’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ource news. As Scammell (2018, p. v) puts it in the prefa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is book will appeal to a broad range of readers, in particular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translation, media, culture and journalism studies.’

The book under review is composed of 8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case study –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in 2005 and how his comments were reported in the British
press and Reuters in particular,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discourses in the following chap-
ters. Beginning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veral key French words,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impact of translation process on the accurate conveyance of the source news quotations and
the target readers’ interpretations of foreign news events. On the basis of Venuti’s domesti-
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he proposes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prac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conducted by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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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investigat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Big Three’ global news agencies – Reuters,
Agence France-Presse and Associated Press – as providers and translators of foreign news
information. By constructing a case-study corpus of Reuters news reports Sarkozy’s speeches
concerning crime policies, security, and thugocracy,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evidences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despread reproduction of news content: ready-to-
publish nature of agency content, a lack of original foreign reporting and news aggregators
republishing agency content for a growing online audience. Sh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advantage of the value attached to quotations in agency news reports; that is, news is what
is said by someone, as the agencies translate it, because quotations in foreign news reports are
usually translations written by news agencies.

Chapter 3 argues that news translation practices have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ranslation,’ since such terms as ‘transporting,’ ‘translating,’ ‘transposing/transediting’ and
‘transmitting’ are interchangeabl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or media studies (Baumann, Gil-
lespie & Sreberny, 2011). Scammell points ou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ranslation in news-
writing is ‘relatively limited and localized to parts of a news report where the journalist
needs to translate foreign language’ (Scammell, 2018, p. 22), because translation occur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journalist’s newswriting task, ‘a complex,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 translating, selecting, reinterpreting, contextualizing and editing’(van
Doorslaer, 2010, p. 181). After a review of researchers’ criticisms of Venuti’s advocacy for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nd some guidelines in Handbook, she illustrates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adopt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domestication
nor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news translation.

Chapter 4 focuses on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s two key sites in the trans-
lation of global news and analyzes how translation process undermines the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of reporting quotations. She 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journalist and translator
as a double cultural mediator in news translation, especially his/her important role in
finding methods for home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foreign realities. She shows that domes-
tication norm as a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problematic because it obscures the voice and role
journalist as translator, limits the audience’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ajor linguis-
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eprives them of access to foreign culture. This chapter also
describes news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of Reuter’s news reports
corpus with an aim at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viable alternative to domestication norm.

Chapter 5,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strategy’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sets
out the book’s focus on the lo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foreign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so as to reflect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volved in
Reuter’s global news reporting. The author reviews two common research methods regarding
new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traditional text-based method (comparison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and a currently prevailing empirical method (asking the translator to talk
through his/her decision-making while translating a text, such as Think-aloud Protocol).
By borrowing Pedersen’s taxonomy of strategies for rendering culture, she suggests three
models for strategies utilized in Reuter’s corpus: a model for looking at cultural-specificity,
a model for assessing degrees of domestication or foreignization, and a model considering
constraints.

By adopting Pedersen’s ‘Venutian scale’ and conduc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Chapter 6
examines current strategies and methods used to translate French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in the Reuters corpus: SL-oriente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and direct translation, and TL-oriented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generalization
and substitution. The analysis finds a much higher incidence of domestica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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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guidelines inHandbook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instructed to trans-
late quotes in an idiomatic way in general and try to avoid using foreign language. Therefore,
some updates in Handbook are likely to be an impetus for Reuters to introduce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ng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nd increase potentials
for translation as a tool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news.

In Chapter 7, the author proposes five updates for Handbook: (1) reten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2) reten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quotations; (3) para-
phrase for accuracy in translated quotations; (4) showing deletions in translated direct quota-
tions; and (5) signalling the foreign context of quotations. All updates aim to foreignize
Reuter’s overall translation principles so as to increase readers’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sourc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help journalists to counter accuracy issues when translating
reported speech, with Update 1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nd
Updates 2-5 as individual on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quotations. These five updates are dis-
cussed with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examples of the impact on Reuters newswriting.

Chapter 8 summarizes the main findings on curren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global news
and proposes the foreignized approach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It also highlights the book’s contribution a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scope for for-
eignizing new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oints to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relevant fields.

The book is worth reviewing and reading. First, it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ves-
tigation of the two much-discus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edia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hallenges the time-hon-
oured conclusion in the new translation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non-relevance of foreigniza-
tion in the global news reporting. Second, it is well organized and logically connected between
and within chapters. It takes the case study of the Reuter’s news report on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throughout the volume and centers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ith
the preceding chapter foreshadowing the following on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t is the
author’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her experienced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and
years of deep reflection of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issues, which enables her to draw innovative
and tenable conclusions like proposal of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rather than ‘absolute
foreignization.’

However, some demerits deserve mention. For one thing, JTS in the book, although
coupled with a corpus-based method, is mainly conducted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Valdeón, 2020). For another, the book emphasizes foreign-language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s the two key sites of news translation, which limits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lacks in multi-dimensional insights into the observation of translating and
news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ontinually developing digital news landscape. Besides,
the author obsc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translation terms as ‘approach,’ ‘strategy,’
and ‘method.’ For instance, she uses ‘a foreignized approach’ (which is usually related to
research, similar to ‘methodology’) 37 times, ‘foreignizing strategy’ (a commonly accepted
expression) 7 times, and regards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and direct translation as ‘SL-oriente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which might be changed into ‘methods’).

All in all, this book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ialectic investigations of domesti-
cating an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translating global news. Since JTS has gone truly global,
from Canada to China, from the US to the Arab world, from Finland to Spain (Valdeón,
2020) and beyond translation studies to communications, media studies,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 the book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above academic fields, as well as journalists, editors, translators and
those who show interest in translating, news reporting, editing and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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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umi Mitsui (Ed.),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Asian Companies: Its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Global Era,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0, 155 pp., $78.65 (hardcover). 
 
Reviewed by 
Chengfa Yu1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n important theme that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era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digitalized society, and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Linguistic barrier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lso 
aris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company’s domestic 
headquarters and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at have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thics has been a prevailing topic 
(Mitsui, 2013; Nakamaki Hioki, Mitsui, & Takeuchi, 2016, Nakamaki, 
Hioki, Sumihara, & Mitsui, 2019).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Asian Companies: Its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Global Era is a timely investigation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lobal 
transmis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havior studies,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volume consists of nine chapters, or nine papers by 12 Japanese researchers. Chapter 1 

proposes a conceptual/analytic framework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in the rest of the book. Editor Izumi Mitsui holds that “cultural translation” is not 
simply a transfer of language but also is part of the “language—recognition—action triangle” (p. 3) and that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a spatial-and-temporal diffusion of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philosophy, 
including its generation, continuation in a temporal fashion, and transmission in a spatial way (p. 5). There 
are two methods in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of culture: translation (practical cognition or cognitive practice) 
and displacement (practical action) (p. 3). The transmission of Panasonic’s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its 
overseas expansion is a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fac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culture. 

 
Chapters 2, 5, and 6 focu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four Japanese 

companies. Chapter 2 examines the efforts and translations involved in transmitting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Honda Motor Co., Ltd.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Honda maintains the 
core of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with partial revision and modification so as to adapt to the overseas 
expansion. It propagates and practices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rough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ersonnel 

 
1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Grant No. 
18YBA291) and the Think Tank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Grant No. 19ZWB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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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o that the transference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enables employees to realize the corporate 
dream. Chapter 5 conducts four case studi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patched managers 
and local employees in Japanese companies. Due to educational peculiarities, young Chinese employees, 
unlike their middle-aged colleague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inertia of the former system and accept without 
resistance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s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cludes not only the manifest function and instruction of local employees but also 
the latent function––the growth of dispatched managers as international citizens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Yakult Group, chapter 6 describes Yakult Lady’s evolution from simply selling 
products to embodying the foundation of corporate philosophy with its overseas expansion. Besides Yakult 
Group’s company philosophy, other ideas like “popularization” and “delivery” are communicated and 
cherished among those engaged in the Yakult business. In the Yakult Lady Dealer System, a unique sales 
method deployed by the group, Yakult Lady’s role varies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each 
country, so sales companies need to appoint those ladies as regular employees on a consignment sale 
contract. 

 
Chapters 3 and 7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corporate philosophy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Rakuten, a 

Japanese e-commerce company, regards “Five Principles for Success” as a code of conduct for employees 
in 1999, defines “Brand Concepts” in 2006, and establishes “Rakuten Basic Principles” in 2008 (p. 36). 
Rakuten changes the sense of time and emphasizes “Speed!! Speed!! Speed!!” as one of its Five Principles 
for Success. With its new goals of English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gradually bases its corporate philosophy 
on its mission, practices, and two core values of “empowerment” and “merchant first,” present through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pany. Ningbo Fotile Group, 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develops its Confucianism-based management philosophy during China’s shift from a high-growth 
economy to a low-growth one. After several ups and downs, Fotile stipulates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composed of mission (“to make our home better”), vision (“to be a world-class company respected by 
everyone”), and core value (sanpinheyi, namely,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characters: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character of the company, and character of products; pp. 113–115). It practices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by having built Confucius Hall and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read Confucian classic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structural weakness,” Fotile attempts to control 
its excessive pursuit of profits, foster a cooperation-like sense of unity, and fulfill its CSR. 

 
Chapters 4, 8, and 9 expound the penetr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to three Asian 

companies’ overseas branches against changing contexts. In chapter 4, Olympus Corporation is proved to 
be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book’s main focus—“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lympus’s corporate philosophy is not regarded as unchangeable and continuous but regularly re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company growth.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porate philosophy is related to and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ive significant stages of the 100-year-old company. Chapter 8 investigates Samsung’s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contribu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pursuit of rationality” (p. 126) as 
well as its core values of five elements: people, excellence, change, integrity, and coprosperity (p. 129).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enetrating and diffusing Samsung’s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ors’ “message-driven management,” suggestive parables, and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and 
the employee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messages to their everyday work. 
Chapter 9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G Electronics’ management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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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for customers” and “human-centered management.” LG’s management strategy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ndergoes a shift to its global strategy, a shift to a high value-added strategy, and a shift 
from a strategy of business expansion to that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The 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remarkable features. First, it adds a new frontier chapter to 

Springer Nature’s Translational Systems Sciences Series by providing a conceptual/analytic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21st-century socioeconomic systems in translational, transi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ntexts. Second, it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volume is 
the aggregation of intercultural participants’ wisdom, as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company leader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have joined rounds of in-depth discussions on CSR as a small step towar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in the global era. Third, it is a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ecause the team is made up of 12 researchers from a wide scope of subject areas like 
management stud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and the nine chapters study the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of Asian companies’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from various academic aspects. 
Finally,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multiple methods. By applying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philosophy, the nine chapters adopt su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review, diachronic analysis, interview, field 
research,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However, the book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layout, it would be better organized if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introduction (chapter 1), emergency (chapters 3 and 7), transmission (chapters 2, 
5 and 6), and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chapters 4, 8 and 9) rather than in the order of Japanese, 
South Kore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e volume would form an echo with chapter 1 if a 
concluding chapter were added to summarize common principles and successful strategies of transmitting 
and diffusing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based 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15 case studies. In 
terms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view more people and conduct more survey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study on Yakult Lady in chapter 6 so as to further the 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repetition of those findings. In terms of key concepts, “cultural translation,”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company/corporate philosophy” need a stricter definition and clearer differentiation. 

 
All in all, the volume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of the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global compani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is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for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in management studies,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etc., and practically valuable for entrepreneur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global companies as 
well as bi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people engaged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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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访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外‘钱学’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 19AWW003 ) 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承法，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翻译学和翻译传播学研究。

李亚舒，男，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资深翻译家，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许渊冲，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主要从事翻译理论

与实践研究。

译艺谱美曲，译论写华章
———百岁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访谈录

余承法1 李亚舒2 许渊冲
3

( 1．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 中国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北京 100864;

3．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许渊冲教授在访谈中回忆了自己的翻译人生和翻译艺术，强调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的辩
证关系，阐述了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源流和内涵，并展望了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
的前景。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①文学翻译者需要夯实内功，从学习、模仿、借鉴中体悟翻译艺
术之美;②翻译实践先于并高于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应该来源并运用于翻译实践，同时服务中华
文化“走出去”战略;③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可进一步概括为“美化之( 艺术)”，即“三美”本
体论、“三化”方法论、“三之”目的论，这是源于实践经验总结、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受益于先
哲前贤的学术思想;④典籍外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中国文化梦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外
译理论和实践人才应该尽早培养，形成梯队，以便又好又多地为世界传达中华文化之美。
关键词:许渊冲教授;文学翻译;译艺;译论; 美化之艺术

Composing Beautiful Songs Through Translation Art and
Writing Brilliant Chapters with Translation Thought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Yuanchong
YU Chengfa LI Yashu XU Yuanchong

Abstract: In the interview，Prof． Xu Yuanchong recalled his life as a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1

4.2.9 余承法、李亚舒、许渊冲. 译艺谱美曲，译论写华章——百岁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访谈录，英语研究，
2021（13）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第十三辑)

scholar，emphasized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reinterpreted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his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posed hi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ivation of capabl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His major viewpoin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①Literary translators
sh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ranslation art and gain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beauty of translation by
reading，comparing and imitating others fine versions; ②Translation practice precedes and outweighs
translation theory，with the latter derived from and applied to the former and at once serving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going global”; ③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including
triple beauty as ontology，triple transformation as methodology and triple ability as teleology， is
originated from translation practice，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sages academic thoughts;④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an arduous long-term
project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so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as to disseminate the beautiful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better and faster．
Key words: Prof． Xu Yuanch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rt; translation theory; art of beauty;
transformation and ability

［访谈者按语］许渊冲( 1921． 4． 18—2021． 6． 17 )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
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从事翻译工作 80 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出版中、
英、法著作和译作 160 余部，发表文章 160 多篇。1999 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
选人，2010 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 年获国际译联“北极
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2015 年被评为“中华之光”
年度人物。2020 年 7 月 4 日，许老在家中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回答了有关翻译
艺术、翻译实践、翻译思想、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

余承法、李亚舒( 以下简称“余、李”) :许老，您好! 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
的访谈! 首先热烈祝贺您的新著《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于年初出版! 这是您百
岁生日最有价值的献礼。您在 1939 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
自己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回望您的
百年人生路，您最成功的选择是什么?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许渊冲( 以下简称“许”) :我这辈子最成功的选择就是结外语缘、做翻译梦。
我自幼就喜欢历史故事和诗词歌赋，喜欢美的、不同寻常的事物。表叔熊式一的翻
译成就彻底改变了我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并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初中时喜欢中国
文学，后来背诵了很多英语名篇，这些为我的外语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我高中时
喜爱鲁迅的杂文，相信他主张的“直译”。大学期间诸多良师益友对我的翻译和人
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吴宓、钱锺书两位先生在课堂上的理论讲解和译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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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让我豁然开朗。钱先生更是我的翻译恩师，多次跟我通信，交流文学翻译心得。
抗战期间，我报名参军并担任翻译，在欢迎美国“飞虎队”的招待会上，将“三民主
义”脱口译成“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第一次感受到沟通中西
文化的喜悦，于是将外语学习的重心转向翻译。

我此生无憾! 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译作都是精华，也有平庸之作甚至糟
粕。精华受到前人启发，可以传给后人，糟粕则需要大家批评和超越。我一直在努
力超越自己，追求翻译艺术之妙，传播中华文化之美。

余、李:您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译著是什么? 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许: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译著是 1956 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切为了

爱情》，译自英国 17 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 John Dryden，1631—1700 ) 的经典剧
作 All for Love。1951 年，我从法国留学归来时，被分配到北外法文系任教。我在随
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经过据理力争和停职反省，最后得到宽大处理:“个人英
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不荒废自己的英语能力，并度过那段
艰难岁月，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这个小剧本。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
被批判为思想“右倾”，译著也跟着受批。1994 年，漓江出版社再版时，我将书名改
为《埃及艳后》。将“all for love”直译为“一切为了爱情”也是可以的，但不够文气。
书名副标题“the world well lost”的字面意思是“这个世界损失得很好”。若将
“world”译成“世界”，则显得太重，而“江山”既指代国家，又有人情味、书卷气。将
“lost”直译为“失去、丢失、牺牲”，都不可取，显得俗气。我后来意识到“殉”字能准
确表达“为爱情而弃江山”的含义，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爱江山更爱美人”。因
此，改译名《江山殉情》既能兼顾主副标题的含义，又能概述剧中安东尼( Antony)
和克丽奥佩屈拉( Cleopatra) 的殉情故事，既富有韵味和余味，又体现文化品位。我
由此感到:美的事物需要不断发现，妙的文字需要仔细体悟，翻译艺术永无止境。

余、李:您在 2017 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期《朗读者》中接受董卿采访时说道:“如
果我活到 100 岁，我计划把莎士比亚翻译完。”您也希望有人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并
能超越您。请问您现在的翻译进展如何? 您觉得何人具备何种素养才能完成这项
艰巨任务?

许:我目前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一半。我每天都在坚持，但进度不快，无
法实现百岁译完莎士比亚的梦想。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包括你们的学生、学生的学
生，都可以接上这根翻译“棒”。年轻人有时间和精力，加上现在设备先进、资源丰
富，应该比我们这代人翻译得更快、更好。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要坐得住冷板凳。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掌握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全面了解英
国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尤其需要了解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背景，准确分析剧中人物
的性格和心理，查阅词典、上网搜索、机器翻译并非解决翻译问题的万能钥匙。总
之，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功力、智力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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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我翻译的莎士比亚有一个从不好到好、再到更好的过程，关键是要
不停地理解和思考原文，不断地追求美妙的译文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切
为了爱情》和《江山殉情》，通过比较可以辨识高下。翻译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人生如果只有美好，“美”就不那么“好”了。他人的作品在进步，我的翻译在慢慢
进步，我们的人生也在慢慢进步，于是才有“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的佳句。

余、李:提到翻译艺术，我们惊叹于您的译果累累，受益于您的理论洞见。您的
翻译实践和理论一直是双轨驱动、相得益彰。您在参与《上海科技翻译》2003 年组
织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实践第一，理论第二”( 许渊冲，
2003) ，是否意味着“翻译实践高于翻译理论”? 您现在如何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 您自己是如何处理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的?

许: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仍然坚持“实践第一，理论第二”，包含三
层意思: 第一，在时间上，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理论是对实践的经验思考和理性提
升;第二，在重要性上，实践高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
理论，而不是实践”，“理论要服从实践”( 许渊冲，2003 ) ; 第三，翻译理论应该是双
向的，来源并适用于翻译实践。一个人没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外
互译问题的理论。我翻译实践的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翻译论著。我的翻译之路
是:实践—理论—再实践—完善理论—回到实践。具体说来，先领会原文之美，再
创造译文之美，通过比较译文和原文，产生译感之美，悟出道理，将经验和体会上升
为翻译理论，再用理论来检验翻译实践，在思考中借鉴他人理论，在实践中完善我
的翻译理论，再次回到实践加以检验。我 1956 年公开发表译作，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发表论文，而且大多是反思和研究我和他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包括讨
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经过较长时间的成果积累和经验总结，我开始思考“译
文能否胜过原文”“如何发挥译文优势”等问题。我曾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一文
中借助毛泽东诗词翻译的不同版本，解释严复的“信、达、雅”，借助已有的翻译经
验重新审视“形似”“意似”“神似”( 许渊冲，1984) 。我一直坚持实践先于理论，在
实践中积累、反思，为我的经典名著翻译撰写了一些前言后语，逐渐形成了中国学
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当然，理论思考不能止步于翻译实践，尤其是在理论建构和学
科建设方面，翻译理论还必须从哲学、文论、美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追求翻译理论
的逻辑性、体系性、自洽性以及对翻译现实的关怀。

余、李: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
对于其中每个字的来源和界定，您给出了不同解释: “三美”“创造美”是本体论，
“三化”“发挥优势”是方法论，“三之”“神似”是目的论，“艺术”“竞赛”是认识论;
“信”是翻译的本体论，“达”是方法论，“雅 /优”是目的论( 许渊冲，1999 ) ; 中国学
派的译论来源于老子的“本体论”和孔子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 许渊
冲，2012) 。令人困惑的是:同一个翻译理论中怎么会出现多种来源和解释?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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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什么关联? 您现在对这十字译论有新的解释吗?
许:我在不同场合对这十个字有不同表述，表明我对翻译艺术的认识有一个深

化过程，这也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总结前人理论提出来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
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现在认为“美化之艺术”更重要，“创优
似竞赛”内涵也包括在其中，因此我的翻译理论可进一步简化为“美化之”，这基本
概括了我提出的翻译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
“美”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借自鲁迅:“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

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 意
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鲁迅，2018: 5-6) 这启发我
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美论”: 意美、音美和形美。我已有一些阐述，这里就不再赘
述。但要强调一点，作为本体论的“三美”包含“三似”，这是我对孔子“从心所欲，
不逾矩”( 杨伯峻，1980: 13) 的理解和挪用，也是总结朱光潜和钱锺书的观点，“‘从
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 朱光潜，2014: 156) ;“盖艺之至者，从心
所欲而不逾矩”( 钱锺书，2001: 197) 。我将其运用于文学翻译，形成了中国学派文
学翻译理论的依据:“从心所欲”是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最好的译文
表达方式，追求“美”的自由王国，着眼于积极方面;“不逾矩”指不违反翻译的客观
规律，坚持“似”的原则，停留在艺术的必然王国，强调消极方面。译者要在“不逾
矩”、不违背“求似”规律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原文的“美”。“似”体现译文跟原文的
关系，包括低级的“形似”、中级的“意似”、高级的“神似”;“美”表面看是指创造的
译文之美，实则蕴含原文之美，分为意义之美、声音之美、形式之美，在翻译中的优
先序列是依次递减。文学翻译虽然创造美，但我不主张牺牲原文内容，也不过分强
调译文形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方式并非完全相同，但传达的内容应该基本相同，
至少需要做到“意似”、追求“意美”。“三美论”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是将原语
之美转化为译语之美，解决形似和神似的矛盾，亦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总之，我
基于鲁迅的“三美”，根据朱光潜和钱锺书解读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提出了“三
美、三似补论”，或曰“新本体论”。
“美”需要借助具体手段、运用恰当方法加以实现，此为“三化”方法论。“化”

源于钱锺书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
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漏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
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2002: 77) 他站在原语和译语的
角度，提出了“欧化”和“汉化”，我进一步提出了“三化”: 浅化、等化和深化。译文
首先需要做到跟原文“等化”，如不“等化”，则会更优或更劣，不得已采取“浅化”，
能做到“深化”当然是求之不得。如:

原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5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第十三辑)

译文 A: Three blacksmiths equal Solomon．
译文 B: Three cobblers equal Zhuge Liang．
译文 C: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译文 A将中国读者熟知的“臭皮匠”和“诸葛亮”分别换成“blacksmiths”和
“Solomon”，这是在力图扭转英语劣势，以方便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却失去了汉语
的特有意象，译文比原文差一点、隔一层，属于“浅化”;译文 B 保留了原文意象，采
用“等化”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却可能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不明深意; 译文 C
增加了背景信息“with their wits combined”和“the mastermind”，还形成了韵律和节
奏，这是充分发挥译语优势采取的“深化”。我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基于钱先生
的“化境”，将“化”明确为可操作的三级，认为“三化”应该力求“优化”。如果译文
不仅似于原文，而且胜过原文，效果就会优于原文，跟原文“竞赛”，可谓“以创补
失”。此为我的“三化补论”，或曰“新方法论”。
“之”来自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第十二

章) 。文学翻译至少需要让人“知之”，即译文忠实得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进
而令人“好之”，即译文通顺得使读者喜欢“说什么”，如使人“乐之”，即译文精彩得
使读者对“说什么”和“怎么说”感到愉快，则进入最高境界。此为文学翻译目的
论。将“三之”“三化”结合起来，即“浅化”是扭转译语劣势，可以使人“知之”，如
上例中让英美人知道中国有类似“三个铁匠的智慧等于所罗门”的说法;“等化”是
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可以使人“好之”，如例中增添英语中没有的“臭皮匠”“诸
葛亮”，让英美读者喜欢这种说法;“深化”是发挥译文优势，可以使人“乐之”，如例
中再增添对“臭皮匠”和“诸葛亮”的相关解释，使英美读者乐于接受该新奇说法及
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这是我总结孔子言论提出的“三之论”，即文学翻译目的论。

余、李:您多次深情回忆恩师钱锺书先生对您翻译人生的影响，谈及他赞赏您
的诗歌翻译。您如何继承并超越他的译论和译艺?

许: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终生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才智过人，
妙语惊人，嘉勉后人。“才智过人”的经典例子是他对成语“吃一堑，长一智”的翻
译:“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音形义三美具备，真了不起! 当时，金
岳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文，就去问钱先生，没想到钱先生脱口而出，折服了当场
所有人。钱先生的这种博学睿智，跟他深厚的家学渊源、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勤奋
的读书笔记、不停的思考和领悟是分不开的。他除了急中生智、幽默风趣，还经常
妙语如珠，真的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例如，他在课堂上讲到“skepticism”( 怀疑
主义) 时，用简洁的英语解释:“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
( 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 。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将人分为三种类型:“笑的”“愁
的”“怒的”。钱先生就属于第一种，他经常原谅学生，主张“to understand all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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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on all”( 理解就是谅解) ，不断勉励后学，对我而言，他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
清芬”。

20 世纪 70 年代，我拜读了钱先生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不太满意这种无
韵译文，进行了重译，并请他斧正。他在给我的回信中称赞我的译文“戴着音韵和
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许渊冲，2017a) 。他总体上认为“诗是不
可译的”，但他对我译诗的肯定增添了我“以诗译诗”的信心，引导我理性思考如何
才能既不得罪“诗”又不得罪“译”。20 世纪 80 年代，我几次寄去新译请他指正，都
收到了他的鼓励和赞誉。他评价我翻译的《苏东坡诗词》是“壮举盛事”，《唐诗一
百五十首》《翻译的艺术》“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征非知者不能行，
非行者不能知;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 许渊冲，2017a) 。他阐述
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激发我深思，鼓励我继续从事翻译实践和研究。
我在翻译唐诗宋词时，遇到疑惑就向他求教，他总是一语中的，让我茅塞顿开，既肯
定我的妙译，也指出不足，如他认为我翻译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不忠的美人”。
我很满意自己用 lovesick和 silk来处理“丝”这个字的双关义。学生在老师面前不
能过于谦虚，要有自信，要有敢于挑战的决心和勇气，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钱先生对我的《李白诗选》英译本和《唐宋词选一百首》法译本比较满意，开
玩笑说“太白能通夷语……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并戏称为“译才”“有双枪
将、左右开弓手矣”( 许渊冲，2017a) 。这些溢美之词对我是勉励，也是鞭策，坚定
了我走文学翻译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余、李:您近年来发表的多篇论文紧随时代脉搏或针对译学热门话题，如:您论
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梦的重要性”( 许渊冲，2014 ) ; 您基于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六性”，在论述
翻译的矛盾论时认为“航行自由≠横行霸道”( 许渊冲，2016 ) ; 您通过具体的译例
对比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中国经典外译只能靠汉学家”之类的说法( 许渊冲，
2017b) 。请问您在 90 岁高龄如何做到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许:我其实刚才也提到过，翻译研究来源于并服务于翻译实践，既要学习继承
先哲前贤的学术思想，又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翻译理论才有实际用处，
才有针对性、时代感和生命力。我人老心不老，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花大约
一个小时读报纸、看电视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尽可能跟
上翻译界新动态。例如，有人在翻译“道可道，非常道”时，把“道”音译为“Tao /
Dao”，但外国人无法“知之”，更不能“好之”“乐之”，而译成“truth”就易于理解。
这句话也可用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个别西方大国一直批评中国不民主，在
新冠疫情爆发后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不民主。但现实是中国在短
短几个月内就基本上控制了疫情，而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居全球前列。试问它
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 美国前总统林肯早就说过，民主政府是“of the people，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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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for the people”的政府。“of the people”( 民有) ，说明民主的性质，这是本体
论，中国跟美国的国体不同，中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by the people”( 民治) ，
说明民主的方式，这是方法论，由人民来治理国家，涉及选举制度和方法，中国有适
合自己的国情和做法;“for the people”( 民享) ，说明民主的宗旨，这是目的论，中国
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目的与方法之间，目的更重
要，因为目的决定方法和手段。中国政府努力控制疫情、为人民治病，结果感染和
死亡人数很少; 西方某国政府不考虑为老百姓治病，而放任病情扩散，并且为了赢
得选举，不惜一切代价转移国内矛盾并攻击中国。西方标榜得再多、再好也没有
用，不仅要看现象，还要看结果、看本质。这时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批驳
美国政府的错误言行，价值就非同一般。因此，翻译实践要关注现实，翻译研究要
懂得实际需求;不然译文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研究成果会落后于时代。

余、李:您刚才谈到的《道德经》翻译涉及中国典籍的外译传播问题。有人认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译介模式是“中西合璧”，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作在国
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您一直赞同徐志摩的观点: “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译
好。”( 许渊冲，2020-12-31) 像您那样精通中外语言、能做好典籍外译的人，实在是
凤毛麟角，西方人一直不主张将母语译成外语，所以中国人的翻译作品在国外不受
待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您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怎样快速有效地走出去?

许:首先，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典籍作品不一定胜过中国人，有时根本不如中国
人! 他们翻译的唐诗、宋词、毛诗，不是理解错误，就是表达不准，传达不出原文之
美。例如，毛泽东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美国文学教授兼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
通( Willis Barnstone ) 译成“( Daughters of China with a marvelous will，) you prefer
hardy uniforms to colorful silk．”( Mao，1972b: 97) 。原诗中，“武装”是诗人赞美女民
兵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富有意美;“爱”和“不爱”有正反的意美、重复
的音美、错落的形美;“红装”“武装”还有对仗的形美。这三种“美”在译文中消失
殆尽，而且第三人称改成了第二人称，回翻成汉语就是“你们喜欢耐穿的制服胜过
彩色的丝绸”，根本没有传达原诗中赞美的意义和口吻，只剩下干瘪瘪的陈述。美
籍华人作家聂华苓( Hua-ling Nieh) 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 Paul Engle)
的“中西合璧”译文是“they like uniforms，not gay dresses”( Mao，1972a: 82) 。回翻
成汉语是“她们喜欢制服，不喜欢花哨的衣服”。这是典型的形式对等，没有意美
和音美，更难以传达诗人对女民兵的欣赏。我译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她们爱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 ) ，巧妙运用“face”和
“powder”的双关义，通过换位形成一种俏皮的“回文”，兼具意美、音美和形美，远
远胜过以上两个外国译文，也好于钱先生等人的集体译文“they love their battle
array，not silks and satins”( Mao，1976: 38) ，更是超越了原文。这个“超越原文”的
大胆译法，在当时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批评。抚今追昔，通过比较，我坚信

8



译艺谱美曲，译论写华章———百岁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访谈录

自己的译文还是略胜一筹，这是我长期积淀、不断思考的结果。
西方人认为，译者应该始终将外语译成自己的母语，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这反映了他们的欧美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主义，就像美国派飞机、军舰来南海
就是“自由航行”，而我国的填海固岛工程就是“军事威胁”。部分中国人认为，只
能靠汉学家从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这是盲目跟风、不自信的表现。大量的中译
外实践表明，中国人采用优化译法创造的译作，不仅能够传达原文意义，还能基于
原文创造意义，不仅能够达意，还能传情。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完全经
得起考验，我们有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得练好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功，读懂、吃透祖辈
传承下来的经典，学习、模仿、借鉴我们已有的佳译精品，再将我们形成的翻译理论
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我在钱先生成绩的基础上前进，也希望大家在我的基础上再
前进，就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将中华典籍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一代一代地往
下传。

余、李: 2016 年，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了“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以学
术至尚、艺术至臻的理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建立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民
间学术团体，确立如下目标:研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思想，分享先生的丰富成果; 提
供创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培养和指导优秀的翻译人才。四年来，
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您对研究院的运行满意吗? 您还有什么
期许?

许:一些翻译同仁当初成立研究院时，我和夫人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创作和翻译更多优秀的作品，为翻译事业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
研究院围绕办院宗旨和目标，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和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了三届“许渊冲翻译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踊跃
参加。我对此非常满意，也希望研究院越办越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认为，
除了在大学生中间开展翻译大赛之外，还可以让典籍外译走进大学课堂，让更多的
年轻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他们从事文化典籍外译的兴趣，让他们对中华
文化及其典籍外译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同时，也可以从中小学生抓
起，培养他们从小阅读双语诗词的习惯，让全社会意识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
梦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继承前人的翻译理论，更要敢于突破和创新，这样才能培
养更多优秀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和研究人才，为辉煌灿烂的世界文化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余、李:您历经坎坷，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白寿之年仍笔耕不辍，一直都
在为挺起中国文化的脊梁而不懈努力，努力实现“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
的理想。您投身翻译事业的家国情怀、执着信念，以及为推动文学翻译发展和世界
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学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想用一首小诗表
达对您的崇高敬意:“风范耀千秋，译艺传万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再次

9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第十三辑)

祝您健康长寿、喜乐平安!
许:谢谢《英语研究》编辑部! 谢谢你们! 祝你们再结学术硕果!

( 本访谈系作者 2020 年 7 月 4 日在许老北大家中采访实录。以此纪念许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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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官 与 审 美

审美的世界体验

［德 ］沃尔夫 冈 ？ 韦 尔施 著

余承法 译

“

审美的世界体验
”

是一个很有挑战 的题 目 ， 赋予审美行为 比 以往

更多的赞誉 。 审美体验被认为不只是体验方式之一种——也 因 而 与

其他类型的体验一样有局限性 ： 审 美体验侧重 于美和愉悦之类 的特

定审美价值 ， 政治体验局 限于权力和正义之类的 问题 ， 经济体验则关

注金钱 、财产 、劳 力 等方面
——相反 ， 审美体验被认为超越 了 传统的审

美领域 ，超越 了 上述局限 ， 延伸到世界的各个方面 ， 包括政治 、 经济 、科

技等领域 ， 能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 。 简言之 ， 审美体验可 以 发现世界 ，

形成新的 世界观 ， 认识世界的未知的面 向 。

一

、 艺术打开了认识世界的视野

让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 清楚地表 明 审美体验可 以提供认识世 界 的

新经验 。

第一个例子是俄国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 、 几何抽象派画家卡西米

尔 ． 马 列 维 奇 （ Ｋ ａ ｚ ｉｍ ｉ ｒＭ ａ ｌ ｅｖ ｉ ｃｈ ，
１ ８ ７ ８

—

１ ９ ３ ５ ） 的 经 典作 品 《 黑 方

块 》 ， 黑色方块画在灰色 的石膏板上 。 这件作 品 给观众带来一种特殊

的体验 。 众所周 知 ，纯黑色 （只要不被环境反射所掩盖 ） 不会被看作是

有色的表面 ， 而是纯粹的深度 。 因此 ， 当 观众的眼睛集 中在黑方块上 ，

而且黑色被真正 当 作黑色时 ， 观众的视线就会长久停 留在表面上 ， 就

① 本文 为德国耶拿大学 哲学 系教授沃 尔夫 冈 ？ 韦 尔施在
“

中 华 美学 的传承 与 创新
”

国

际学 术研 讨会 暨 中华美学学会 ２ ０ １ ７ 年年会外 国美学 圆 桌会 议上 的 主 旨 发 言 。 诚 挚 感谢 韦

尔施教授的细心解答和高建平教授 的慷 慨指导 ！

——译注 （ 以 下未标明 的均为原注 ）

4.2.10 余承法译. 审美的世界体验，外国美学，2020（32）



审 美 的 世界体验 ／ １ ２ ９

像通过一个正方形隧道 ，视线被快速 引 向无穷的远方 。 这的确不是一

次愉快 的 经历 ， 而是令人烦恼和可怕 的 ， 但它恰好传达 了 马列维奇想

要让我们体验的东西 ：

一个宇宙维度 ， 不是按照星座 （ 如大熊座 、仙后

座等 ）有序组织起来的普通意义上的星空 ， 而是作为
一个绝对的 、黑暗

无限的世界 。

图 １ 卡西 米 尔 ？ 马 列 维 奇 ： 《 黑 方 块 》

（ 约１ ９ ２ ３ １ ９ ３ ０ ）

这就是马列维奇借助他提倡的
“

至上主 义
”

（ Ｓ ｕ ｐ ｒｅｍａ ｔ ｉ ｓｍ ） 想要表

达的意图 。

？ 他想将我们带进一些维度——既不能被人类标准预期 ，

又不能缩 小 到 人类 的 标尺 的 维度 。 他 认 为 至 关 重 要 的 是 ， 这件 作

品—— 当 然是人类创造的
——只是一个场合 ， 可 以 由 此体验超越人类

世 界中 的某种东西 ，

一个更大的 、非人类的世 界 。 因此 ， 他明确反对将

这件作品 （

“

图标
”

，
ｉ ｃｏ ｎ ） 与 实际的绘画 （

“

图像＇ ｐ ｉ ｃ ｔ ｕ ｒｅ ）联系起来 ：

“
一

个方块并不是一幅图 像 ， 就像开关和插座不是 电流
一样 。 将图标 当 作

①
“

我没 有 发 明 任何东西 ， 只 有我 感受 到 的 那个夜 晚 ， 在 那里我 看 到 了 一 种 新 东 西 ，

我称之 为
‘

至 上主 义
’

的新 东西 。 它通过黑色 的 表面显现 出来 ， 先形 成
一个 正 方 形 ， 然 后 形

成一个圆 形 。

”

参 见 卡 西 米 尔 ？ 马 列 维 奇 ： 《 至 上 主 义 》 （ Ｓｕ ｐ ｒｅｍａ ｔ ｉ ｓｍ ｕ ｓ ） ， 《 欧 洲 年 鉴 》

（ ＥＭ ｒｏ ｐａ Ａ ／ｍａｍｚ ｆＡ ）  （ Ｐｏ ｔ ｓｄ ａｍ
，

１ ９ ２ ５ ） 。 引 自Ｗ ａ ｌ ｔ ｅ ｒＨ ｅ ｓｓ
： Ｖ

＇

ｅ ｒＷｄ ｗ ｔ／ｍ、 ｄｅｒ

ｍ ｏ ｃｌｅｍｅｎＭａ ｌｅ ｒｅ ｉ ，Ｒ ｅ ｉ ｎｂ ｅｋ ：Ｒｏｗｏｈ ｌ ｔ ， １ ９ ５ ６  ？Ｓ ．９ ８ ．

原注 。 中 译本参见瓦 尔特 ？ 赫斯 ：

《 欧 洲 现 代 画 派 画 论 （ 插 图 珍 藏 本 ） 》 ， 宗 白 华 译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 ０ ０ １ 年 版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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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错误的 ， 因为这是将开关和插座 当 作 电流的再现 。

”
０马列维奇

不希望这件作品被看作一种 自 足的 图像 ， 而是作为
“

电流的触发器＇

正是基于 此 ， 他宣 称 ：

“

我 最 终摧 毁 了 图 像 ， 并且 揭 示 了 对 世 界 的

感觉 。

”？

第二个例子是歌德提 出 的
“

通过艺术看世界
”

。 他在 《诗 与 真 》

（Ｐｏｅ ｆｒ
ｊｙ

ａ ｗ ＜ｉ中 描述 了 艺术体验如何 以 一种不太惊奇的方式

塑造我们的世界观 。 他在德累斯顿参观画廊时 ，欣赏 了荷兰风俗画家

阿德里安 ． 范 ． 奥斯塔德 （ Ａｄｒ ｉａｅｎｖａｎＯ ｓ ｔａｄｅ ，１ ６ １ ０
—

Ｉ ６ ８ ５ ） 的一幅

绘画作品 ， 然后 回 到他居住的鞋匠家里 。 他进入房子时 ， 突然觉得 自

己看 到 了 眼前有
一张奥斯塔德画的照片 ，

“

太完美 了 ， 只能挂在画廊

里 … …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天賦的巨大价值 ，我后来用很大

努力去实践这种天賦
一－

用我刚 刚 特别关注的某位艺术家的眼睛来

观看 自 然
”

。

？

也许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经历 。 观众离开展览时 ，突然用艺术家

的眼睛 ，透过艺术品的玻璃来观看世界 。 艺术品展现的是一个特定的

世界观 。 如果展品呈现的是几何形状 ，观众会突然用敏锐的眼光将整

个城市看作水平和垂直的房屋 、道路网络 、冲压成型的汽车 ， 甚至人群

的形状 。 这正是尚未惯坏 的 审美行为 ： 对艺术的感知也应用于对现

实的感知 。 从根本上来说 ， 重要的 审美体验并不是说艺术封 闭于 自

身 ， 而是它让我们睁开双眼观察世界中 陌生的一面 。 艺术品往往产生

—种强化的感知 ，并辐射到现实世界 中 。 我所举的第一个马列维奇的

例子是关于如何将我们带进另
一个世界 ，歌德的例子则是有关我们如

何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

第三种可能性是伴随审美的敏感性 （ ａｅ ｓｔｈｅｔ ｉ ｃｓ ｅｎ ｓ ｉ ｔ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去发

现世界中 的新东西 。 电子音乐的先驱 、美国生物声学家伯尼 ？ 克劳斯

（ Ｂｅｒｎ ｉ ｅＫ ｒａｕｓｅ ，１ ９ ３ ８
一

）最先在合成器上开发 了新的音乐形式 ， 并提

①汉斯 ？ 贝尔廷 （ Ｈａｎｓ Ｂｅ ｌ ｔ ｉｎｇ ） ： 《看不见 的杰作 ： 现代艺术的神话 》 （ Ｄａ ｓ

Ｍｅ ｉ说 ｒｗｅｎｆｅ  ：ｍ ｏｄ ｅｒｎｓ”ＭｙＡ ｅｎ ｔ／ｅｒ Ｋｗｎ ｓ ｆ ， Ｍｕｎ ｉ ｃｈ ：Ｃ ． Ｈ ．Ｂｅ ｃｋ ， １ ９ ９ ８ ） ，第 
３ ４ ２页 。

② 同上 。

③ 歌德 （ ＪｏｈａｎｎＷｏ ｌ ｆｇ ａｎｇｖｏｎＧｏｅ ｔｈｅ ） ： 《 诗 歌 与 真理 Ｘ Ｄｉ ｃ ／ｕ ｉ ｉｒｔｇＷａＡｒＡ ｅｈ ，

１ ８ １ １ ， Ｉ ．Ｔｅ ｉ ｉ ，８ ．Ｂｕｃｈ ， Ｐｏ ｔ ｓｄａｍ ：Ｒ ｉｉｔ ｔ ｅｎ＆Ｌｏ ｅｎｉｎｇ ） ， 第５ ２ ０页 。 他在 《 意 大 利 游 记 》

Ｖｏｙａｇ ｅ ） 中提到 我刚刚抓住 画家 的
一些 画 ， 获得用他的眼 睛看世 界 的 旧 天陚

”

。

参见 《歌德作品 》第 １ １ 册 Ｗｅｎｆｅ ｅ ，Ｖｏ ｌ ． １ １ ，
Ｍ ｕｎｉ ｃｈ ：Ｂｅｃｋ ，１ ９ ７ ４ ） ， 第７

—

３ ４ ９页 ， 这

句 话 引 自 第 ８ ６ 页 ， １ ７ ８ ６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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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飞鸟乐队 （ＴｈｅＢｙｒｄｓ ） 、 大 门乐队 （ ＴｈｅＤｏｏ ｒｓ ） 、鲍勃 ？ 迪伦 （ Ｂｏｂ

Ｄｙ ｌａｎ ，１ ９４ １
一

）和乔治 ． 哈里森 （Ｇ ｅｏｒｇｅＨ ａｒｒ ｉ ｓｏｎ ，１ ９４ ３
—

２ ００ １ ）等流

行乐队或歌手 。 有一天 ，他将录音设备从工作室搬到 了一个 自 然保护

区 ， 目 的是录制这片荒野 中 的声音 。 他通过麦克风 ， 第一次注意到 以

前从未听到的东西个生物群落产生的异常丰富的声音 。 对他

来说 ，这是一种令人惊醒的体验 。 他发现 了 生物界的音乐 ，从此致力

于探索这种令人如醉如痴的 自 然界音乐及其众多
“

交响乐
”

。

？ 在这个

意义上 ， 审美敏感性指 向 了世界的全新一面的发现 ， 这是它在美学上

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克劳斯甚至认为这就是音乐的起源 。 这里的艺术

创造力不是创造艺术 ，而是发现世界的新方面 。

二 、 艺术超越现实

第四种可能性是 ： 艺术也可 以吸收现实世界 ， 仿佛可 以摧毁它 。

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平淡无奇 消失在它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之 中 。 奥

地利指挥家 、作曲家古斯塔夫 ？ 马勒 （ＧｕｓｔａｖＭａｈ ｌｅｒ ，
１ ８ ６ ０

—

１ ９ １ １ ）提

供 了 一 个很 好 的 例 子 。 １ ８８ ６ 年 ， 指挥 家 布 鲁诺 ？ 沃 尔 特 （ Ｂｒｕｎｏ

Ｗａ ｌ ｔｅ ｒ ，１ ８ ７ ６
—

１ ９ ７ ２ ） 去 阿 特 湖 畔 施 泰 因 巴 赫 （ Ｓｔｅ ｉｎｂａｃｈａ ｔｔｈｅ

Ａ ｔ ｔｅｒ ｓｅｅ ）拜访马勒 ， 当他们 向海尔 山 的 悬崖望去时 ， 马勒说 ：

“

你没必

要再看这些 山 ，我已经把它们去掉 了 ，谱进 了我的 曲 子 。

”？马勒的 《 第

三交响 曲 》删除了这些 山 。 现实中 的海尔 山 看起来就像是这首交响 曲

第
一

乐章爆发后形成的一堆矿揸 。

？ 马勒通常认为 ， 艺术可 以 以 自 然

出发 ，但不能仅仅复 制 自 然或赞美 自 然 ， 而是必须改善 自 然 、 升华 自

然 ； 艺术必须创造一个更加完美 的现实 ， 而不是 日 常生活 中 平庸 的

现实 。

马勒在 《第三交响 曲 》中打算创造一个更加全面和更真实的 自 然

①参见伯尼 ？ 克劳斯 （ Ｂｅｍ ｉ ｅ Ｋ ｒａｕ ｓｅ ） ： 《 伟大的动物管弦乐队 ： 在世界荒野之地寻访

音乐的起源 》 （ Ｔｈ ｅ Ｇｒｅａ ｔＡｎ ｉｍ ａ ｌＯｒｃｈｅ ｓｔｒａ 
？

？Ｆ ｉｎｄ ｉｎｇ ｔｈ ｅＯｒ ｉｇ ｉｎ ｓｏｆＭｕ ｓ ｉ ｃ ｉｎ ｔｈｅＷｏ ｒｌｄ
’

ｓ

ＷＶＷ Ｐ／ａ ｃ ｅ ｓ ，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ｉ ｔ ｔ ｌ ｅ ， 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 １ ２ ） 。

② 延斯 ？ 马尔特 ？ 菲舍 尔 （ Ｊ ｅｎｓＭａｌｔｅＦｉｓｃｈｅｒ ） ： 《古斯塔夫 ？ 马 勒一熟悉的外国 朋

友 》 （Ｇ？５ｆａｖ ＭａＷｅｒ
＿Ｄｅｒ＃ｅｍ办Ｖｅｒｔｒａｕｆｅ ， Ｖｉｅｎｎａ

：Ｐａｕ ｌ Ｚｓｏ ｌｎａｙ 
Ｖｅｒ ｌａｇ ， ２００ ３ ） ，第 ２ ８ ９页 。

③ 马勒说他本来可以将第一乐章称作
“

山脉告诉我什么＇ 同上 ， 第 ３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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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 而不是资产阶级世俗风格 的 自 然景 观 。 他想展示
“

这个 自 然所

包含的一切 ： 恐惧 、庄严和甜蜜
”

。 马 勒说 ：

“

我总觉得很奇怪 的是 ， 大

多数人在提到
‘

自 然
’

时 ， 只想到 了 花 、鸟 、森林的气味 ， 等等 ， 没有人知

道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伟大 的牧神 潘 （ ｔ ｈ ｅｇ ｒ ｅ ａ ｔＰａ ｎ ） 。

” ①
另
一方面 ， 马

勒希望让我们听 到 自 然 中 可怕 的 特征和永恒 的生产 力 。 他相 信 ，

“

这

个世 界 ， 作为一个整体 的 自 然界 … … 被唤醒 了 ， 意识到 周 围 的声响和

铃铛
”

？
。 顺便说一下 ， 自 然界 实际上 似乎 像 马勒所说的 那样 ， 在持续

不断地生产和创造 。 海尔 山 的最近一张图片 （ 图 ２ ） 显示 ， 它 已 经从马

勒
“

删除
”

的景观 中恢复得很好 。

图 ２ 阿特 湖 畔 施 泰 因 巴 赫 海 尔 山 的图 ３ 海尔 山 最近 的 图 片

酒吧 （ １ ９ ０ ０ 年左右 ）

像马勒那样将世界作为
一

个整体加以表达的 主张是很明显的 。 马

勒指 出 ， 系 列 交 响 曲 的 目 的 是
“

用 所 有现存 的 技术 手 段 创 造一个世

界
”

？
。 汉斯 ． 沃 尔施莱格 （ Ｈａｎｓ Ｗｏ ｌ ｌ ｓｃｈｌＳｇｅｒ ， １ ９ ３ ５

—

２００７ ） 曾 写道 ：

“

要

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只需要知道马勒的音乐所讲述的 内 容就够了 。

” ？

①② 古斯塔夫 ？ 马 勒 １ ８ ９ ６ 年 １ １ 月 １ ８ 日 写 给理 查德 ？ 巴 特 卡 （ Ｒ ｉ ｃ ｈ ａ ｒ ｄＢａ ｔ ｋ ａ ） 的 信 ，

见 《 古斯塔 夫 ？ 马勒的 信件 》 Ｖｉ ｅｎ ｎ ａ
：Ｐ ａ ｕ ｌ Ｚ ｓｏ ｌ ｎａ ｙ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８ ２ ） ，

第 １ ８ ０ 页 。

③ 赫 伯特 ？ 基 利安 （ Ｈ ｅ ｒｂ ｅ ｒ ｔＫ ｉ ｌ ｌ ｉ ａ ｎ ）编 ：
《 娜塔莉 ？ 保 尔

－列赫 回 忆 中 的古斯塔夫 ？ 马

勒 ｝  （ Ｇｕ ｓ ｔａ ｖＭａ ｈ ｌ ｅ ｒ ｉ ｎｄ ｅｎＥｒ ｉ ｎｎ ｅ ｒｕ ｎｇｅ ｎｖｏ ｎＮａ ｔａ ｌ ｉｅＢａ ｕ ｅ ｒ
－

Ｌ ｅｃｈ ｎ ｅ ｒ 
■

，Ｈ ａｍ ｂ ｕ ｒｇ ：Ｋ ａ ｒ ｌ

Ｄ ｉ ｅ ｔ ｅ ｒＷ ａｇ ｎ ｅ ｒＶ 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８ ４ ） ， 第 ３ ５页 。

④ 汉斯 ？ 沃 尔施莱格 （ Ｈ ａ ｎ ｓＷｏ ｌ Ｌｓ ｃ ｈＵ ｇ ｅ ｒ ） ： 《 从 多 比 亚 科到古斯塔夫 ？ 马 勒近 期作品

的 注释 》 （ Ｎｏ ｔ ｉ ｚ ｅ ｎａ ｕ ｓＴｏ ｂ ｌ ａ ｃ ｈｚ ｕ Ｇ ｕ ｓ ｔ ａ ｖＭ ａ ｈ ｌ ｅ ｒ ｓＳｐ ｇ ｔｗｅ ｒｋ ， １ ９ ８ ６ ） ， 《 另外一种物质 ： 古 斯塔

夫 ？ 马勒的碎片 》 （ Ｄｅ ｒ Ａｍ／ｅ ｒｅ汾〇／／

＊

： ＦＶａｇＴｗｅ ／ ｉＭｚｗＧ ｉ ｔ ｓ ｆａ ｉ ； ＭａＡ ／ｅ ｒ ， Ｇ６ｔ ｔ ｉｎｇ ｅ ｎ ：Ｗ ａ ｌ ｌ ｓｔ ｅ ｉ ｎ

Ｖｅ ｒ ｌ ａ ｇ ，２ ０ １ ０ ） ， 第３ ３ ６
—

３ ４ 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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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世界的关系 问题上 ， 马勒甚至走得更远 ， 他颠倒 了通常 的视角 。

艺术家作为 自主的创造者是世界的建造者甚至是创造者吗 ？ 马勒 回

答道 ：

“

不是 。

”

艺术家创造世界时 ，是作为世界的媒介 ：

“

可以说 ，人只

是被宇宙演奏的一种乐器 。

”？“

我越来越意识到 ： 人并不创作乐 曲 ， 而

是被谱了进去 。

” ？其实可以这样说 ： 即使拥有 自 主的想象力 ， 艺术家

实际上是世界的施为者 （ ａｇｅｎｃｙ ） ， 因 为他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 为

其所孕育 。 无论如何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创造 了一幅画面 ，形成对世界

的感知 ，世界通过这部分进行 自 身再现 。 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世

界的媒介 。

到 目前为止 ，我们 已经讨论 了 艺术与 世界发生关系 的 多种方式 ：

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观 （马列维奇 塑造或改变我们对世界的 习

惯性认知 （歌德 ）
； 发现以前未知的世界 （克劳斯 超越 当 下的现实 ，提

供对世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马勒 ） ；试图将我们理解为世界的代

理人或媒介 （马勒 ） 。

三 、 转化与类比

我们现在转向美学结构的另外一种辐射模式 。 当 然 ，这次不是将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 而是特指社会 。

荷兰几何抽象派画家彼埃 ？ 蒙德里安 （ Ｐ ｉ ｅｔＭｏｎｄ ｒ ｉａｎ ，１ ８ ７ ２
—

１ ９ ４４ ） 的作品完全是 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组成 ，基本色调是黄 、红 、蓝 以

及 白 与黑 ，看起来相当形式化 ， 是完全抽象的 ， 但它们同 时体现和表明

了社会结构的原则 。 蒙德里安的权衡艺术不仅是指绘画的时刻 ， 同 时

也代表 了平衡生命权重的模式——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 中 必须完

成的任务 ， 也同样是社会结构所需要的 。 看着蒙德里安绘画的那些观

众 ， 你可 以研究他们如何通过再现蒙德里安的绘画平衡术 ，来逐渐平

衡 自 己的 身体姿势 。

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基于不统一的那些不平衡 ，而是在尊重多样

①古斯塔夫 ？ 马 勒 １ ８ ９ ６ 年 ６
—

７ 月 间 写 给 安 娜 ？ 冯 ？ 米 尔 登 伯 格 （ Ａｎｎａｖｏｎ

Ｍ ｉ ｌｄ ｅｎｂｕ ｒｇ ） 的信 ， 见 《古斯塔夫 ？ 马勒的信件 》 ， 第 １ ６４ 页 。

② 同上 ， 第 １ ６ １ 页 。



１ ３ ４ ／ Ｃ 外 国 美 学 》 第 ３ ２ 辑

图 ５蒙 德 里 安 ： 《 红 、 黑 、 蓝 、 黄 构

图 》 （ １ ９ ２ ８ ）

性的 同时得到协调 的那些不平衡 。 蒙德里安将 自 己 的绘画理解 为平

衡社会力量的模式 ， 这在民主社会是必要的 。 这些绘画也可以被看作

人们平衡 自 己不同 身份和阶层的模式 。 只有 当 人 们认识到 他 们跨越

出来去接触实践的不 同 维度时 ， 这些沉默 、 不做作的作品才能得到充

分感知 。

以类似的方式 ， 人们将意大 利 著 名 画家 乔治 ？ 莫兰迪 （ Ｇ ｉｏ ｒｇ ｉ ｏ

Ｍｏ ｒａ ｎｄ ｉ ， １ ８ ９ ０
—

１ ９ ６ ４ ） 的静物 当 作社会 图 像进行 阅 读 。 人 们 看 到玻

璃 、瓶子 、饭碗 、罐子和杯子等 日 常物品并排堆在一起 ， 紧紧压在一起 ，

部分重叠在一起 。 这些物品放在一起 ， 显然就像家庭成 员 聚在一起 。

人们可以看到 等级 制 度 、 倾 向 、 胆怯 、 回 避策略 、 自 我主张和关联性 。

可以说 ， 作为艺术家 ， 蒙德里安在宏观社会学领域进行创作 ， 而莫兰迪

是在微观社会学领域创作 。

很可能每种美学理论都可 以 由相应 的伦理学进行详述 ， 而每种伦

理学理论都可 以 由 相应 的美学加 以 写作 。 物体合在一起 的 方式——

无论是蛮横 自 大的 、 有机的 ， 还是开放系 列 的——同 时 体现艺术风格

和社会形式 。

？ 美学 的任务通常在于坚持一致性 ， 这在 个人 生活 、 家

庭和社会 中 也是如此 。

一致性意 味着 ：

一方面是 多 样性 ， 另
一方面

？ 因此 ， 伟大的美 学理 论 可 以 同 时对道德哲学和社会哲 学 产 生影响 ， 阿多 诺 已在 《 美

学理论 》 中 证明 这
一

点 ， 参 见 阿多诺 ： 《 美学理论 》 （Ａ ｓＭ ｅｈ ｓ ｃＡ ｅ７７ ｉ ｅ ｏＷ ＜

＊

， Ｆ ｒ ａ ｎ ｋ ｆ ｕ ｒ ｔａｍＭ ａ ｉ ｎ ：

Ｓｕ ｈ ｒｋａｍ ｐ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７ ０ ） ．

—原注 。 中 译本参 见 阿 多诺 ： 《 美学理论 》 ， 王 柯 平译 ， 四 川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８ 年版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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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持共性和连贯性 ， 在两 者 中 找 到 一个平衡点 。 审美修养和伦理

修养之 间 的这种对等情况 ， 使得人们很容 易理解 为什 么 艺术作品 同

时能够预示正确 的 生活 ， 这就是 为什 么美学往往被认 为 是恰 当 的伦

理学 指 南 。

图 ６ 乔治 ？ 莫兰迪 ： 《 静物 》图 ７ 乔治 ？ 莫 兰迪 ： 《静物 》

这个观点往往是 由诗人提出来的 。 例如 ， 奥地利著名诗人赖 内 ？ 马

利亚 ？ 里尔克 （ Ｒａ ｉｎｅ ｒＭａｒｉａＲｉ ｌｋｅ ，１ ８７ ５
—

１ ９ ２６ ）在 《古老的阿波罗躯干雕

像 》 （Ａ ｒｃ／ｉａ ｉｃＩｂｒｓ〇〇／ Ａｐ〇？〇
， 
１ ９０８ ） 

—诗的结尾提出从美学认知转变到伦

理需求的著名观点 。 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通常关系是相反的 ，

“

从内

部熠熠生辉
”

的躯干以其全部的辉煌向 观众讲话 ， 要求他改变生活 。

？ 主

① 斯蒂芬 ？ 米切尔 （ Ｓ ｔ ｅｐ ｈ ｅ ｎＭ ｉ ｔ ｃｈ ｅ ｌ ｌ ） 的英译和本文 的 汉译对照 如下 ： 译注

Ｗ ｅｃ ａｎｎｏ ｔｋ ｎｏｗｈ ｉ ｓ  ｌ ｅｇ ｅ ｎｄ ａ ｒｙ
ｈ ｅ ａｄ我们无从得知他传说中 的 头部

ｗ ｉ ｔ ｈｅ ｙ ｅ ｓ ｌ ｉ ｋ ｅ ｒ ｉ ｐ ｅｎ ｉ ｎ ｇ ｆ ｒｕ ｉ ｔ ．Ａ ｎｄｙｅ ｔ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ｓｏ以及成熟水果般 的双眼 。 但他的躯干

ｉ ｓｓ ｔ ｉ ｌ ｌｓ ｕ ｆ ｆｕ ｓ ｅｄｗ ｉ ｔ ｈｂ ｒ ｉ ｌ ｌ ｉ ａ ｎ ｃｅ ｆ ｒｏｍ ｉ ｎ ｓ ｉ ｄ ｅ ，从 内 部 ：

ｆｃ習煙生辉 ，

ｌ ｉｋｅａ  ｌａｍｐ ， ｉ ｎｗｈｉｃｈｈｉ ｓ
ｇ ａｚ ｅ

，ｎｏｗ ｔ ｕ ｒｎ ｅｄ ｔ ｏ ｌｏｗ ， 像
一盖 明灯 ， 隐藏着他低垂 的 目 光 ．

ｇ ｌ ｅａｍ ｓ ｉ ｎａ ｌ ｌ ｉ ｔ ｓ
ｐｏｗｅ ｒ ．Ｏ ｔ ｈｅ ｒｗｉ ｓ ｅ

ｔ ｈ ｅ ｃｕｒｖｅｄｂ ｒ ｅａ ｓ ｔ ｃｏｕ ｌ ｄｎｏ ｔｄａｚｚ ｌ ｅ
ｙｏｕｓｏ ，ｎｏｒ  ｃｏｕｌｄ

ａｓｍ ｉ ｌ ｅ ｒｕｎ ｔ ｈ ｒｏ ｕｇｈ ｔ ｈｅｐ ｌ ａ ｃ ｉｄｈ ｉｐ ｓａ ｎｄ ｔ ｈ ｉｇ ｈ ｓ

ｔ ｏ ｔ ｈ ａ ｔ ｄａ ｒ ｋｃｅｎ ｔ ｅ ｒｗ ｈ ｅ ｒ ｅ
ｐ ｒｏ ｃ ｒ ｅ ａ ｔ ｉ ｏｎｆ ｌ ａ ｒ ｅｄ ．

倾其全 力依然闪烁 。 否则 ，

扭 曲 的胸膛不会让人眼花缭乱 ， 也不会

有
一

丝微笑穿过平静的臀 部和腿部

直到生殖器突起 的黑暗 的 中心 。

Ｏ ｔ ｈ ｅ ｒｗ ｉ ｓ ｅ ｔ ｈ ｉ ｓ ｓ ｔ ｏ ｎ ｅｗｏｕ ｌ ｄｓ ｅ ｅｍｄ ｅ ｆａ ｃ ｅ ｄ否 则 ， 这块石头看上去有点 污损

ｂ ｅｎ ｅ ａ ｔ ｈ ｔ ｈ ｅ ｔ ｒ ａ ｎｓ ｌ ｕ ｃ ｅｎ ｔｃ ａ ｓ ｃ ａｄ ｅ ｏ ｆ ｔ ｈ ｅｓ ｈｏｕ ｌ ｄ ｅ ｒ ｓ在他肩膀半透明 的瀑布般的下方

ａｎｄｗｏｕ ｌｄｎｏ ｔ
ｇ ｌ ｉ ｓｔ ｅｎ ｌ ｉ ｋ ｅａｗｉ ｌｄｂｅａ ｓｔ

＇

ｓ ｆｕ ｒ
：它不会如野兽的毛皮 闪 闪 发光 ：

ｗｏ ｕ ｌ ｄｎｏ ｔ ， ｆ ｒｏｍａ ｌ ｌ ｔ ｈｅｂｏ ｒｄ ｅ ｒ ｓ ｏ ｆ  ｉ ｔ ｓ ｅ ｌ ｆ ，也不会从所有的边 界处

ｂ ｕ ｒ ｓ ｔ ｌ ｉｋｅａｓ ｔ ａ ｒ
：ｆｏ ｒｈ ｅ ｒ ｅ ｔ ｈ ｅ ｒ ｅ ｉ ｓｎｏ

ｐ ｌ ａ ｃ ｅ像星星那样迸发 ： 因 为他的每个部位

ｔ ｈ ａ ｔｄｏ ｅｓｎ ｏ ｔｓ ｅ ｅ
ｙｏｕ ．Ｙｏ ｕｍｕ ｓ ｔ ｃ ｈ ａ ｎｇ ｅ

ｙｏ ｕ ｒ ｌ ｉ ｆｅ ． 都凝视着你
迫使你改变你 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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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学 与 伦理关 系 密切 的 诗 人还有 弗 里德 里 希 ？ 席 勒 （ Ｆｒｉｅｄｒ ｉ ｃｈ

Ｓｃｈ ｉ ｌ ｌｅｒ ，
１ ７ ５ ９

—

１ ８０ ５ ） 和美籍俄裔诗人 约瑟夫 ． 布 罗 茨基 （ Ｊｏ ｓｅｐｈ

Ｂｒｏｄｓｋｙ ，１ ９ ４ ０
—

１ ９ ９ ６Ｋ 席勒提 出 了 美学从艺术作品 的通常关注转

向
“

生活的艺术
”

的新视角 ： 常识 中 的 艺术 向更加 困 难 同 时也更加重

要的生活的艺术提出建议 ，

０
而 约瑟夫 ？ 布罗茨基甚至 认为美学 即 为

“

伦理学之母
”？

。

四 、 机遇一￣关于现实的另一个教诲

在讨论美学与社会设计 、艺术流派之间 的转换之后 ， 我们再次转

向世界关系 。

艺术有时通过展示通常被人忽略的现实特征来改变我们对世界

的看法 ，其中一个例子是马勒坚持 自 然 中狄俄尼索斯式 的一面 ， 而不

是资产阶级世俗风格 的 自 然观 。 有关艺术影响 世 界观 的 另 一个很

好的题 目 是机遇 。 这种 改变 始 于 １ ９ １ ３ 年 ， 当 时 法 国 艺术 家 马 塞

尔 ． 杜 尚 （ Ｍａｒｃｅ ｌＤｕｃｈａｍｐ ，１ ８ ８ ７
—

１ ９ ６ ８ ） 非 常 巧合地 创 作 了 音乐

（ 《 错误 的 音 乐 》 ，
？Ｅｒｒａ ｔｗｗＴＷ Ｍ ｓ ｉ ｃａ Ｚ

， １ ９ １ ３ ） 和绘画 （ 《三个标准 的 终

止 》 ，
Ｔｒｏ ｉ ｓｓｆｏＡｐｆｌｇｅ ｓ ＆ａ Ｚｏｒａ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９ １ ４
？

）方面 的 艺术实验作 品 。 在

他看来 ， 最初 的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 但他采用这种方法 的 时 间

越长 ， 他就越来越意识到机遇的艺术潜力 ， 直到 他最 终完全踏上这

①席勒 （ Ｆ ｒ ｉ ｅｄｒｉ ｃｈＳｃｈ ｉ ｌ ｌ ｅｒ ） ： 《 美 育 书 简 》 （ ＯｎＭ ｅＡ扣Ａ ｅＨｃ ｊＥＶ／ｕ ｃａ ｆ ｉ ｏ ｎ〇／
Ｍａｎ ｉ ｎａ

Ｓｅ ｒ ／ｅ ｓ ｏ／ Ｌｅ？ｅ ｒｓ ） ，雷金纳德 ？ 斯奈尔 （ Ｒｅｇ ｉ ｎａ ｌｄＳｎ ｅ ｌ ｌ ）译 （ Ｂｒ ｉ ｓ ｔｏ ｌ ：Ｔｈｏｅｎｎｎ ｅ ｓ ， １ ９ ９ ４ ） ， 第 １ ５

封信 ， 第 ８ ０ 页 。

一原注 。 中译本参见席勒 ： 《 审美教 育 书 简 》 ， 冯至 、 范大灿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３ 年版 ｎ
—译注

② 约瑟夫 ？ 布罗 茨基 （ Ｊｏ ｓ ｅｐｈＢｒｏｄ ｓｋｙ ） ： 《表情独特的脸庞 》 （ １ ９ ８ ７ 年诺贝 尔文学奖授

奖词 ） （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Ｖ ｉ ｓａｇｅ ， ＴｈｅＮｏｂ ｅ ｌＬｅ ｃ ｔ ｕ ｒｅ ， １ ９ ８ ７ ） ， 见 约瑟夫 ＊ 布罗茨基 《 悲 伤与理智 》

（Ｏｎａｍｉ，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 ｒｒａｒ ，Ｓ ｔ ｒａｕ ｓ ， Ｇ ｉ ｒｏｕｘ ， １ ９ ９ ６ ） ，第 

４ ４
＿

５ ８页 ，本文 引 自

第 ４ ９ 页 。

“ ‘

好
’ ‘

坏
’

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 … …伦理学 中之所 以并不是
‘
一切都被允许

’

，

正是因 为美学 中
‘

并不是一切都被允许
’

， 因 为光谱 中颜 色 的 数量是有 限 的 。 不谙世事 的婴

儿哭 闹时 ， 陌生人向他 ／她伸手 ，却遭到拒绝 ， 婴儿是 出 于本能这样做 ， 做 出 的是一个美学 的

而非道德的选择 。

”
——原注 。 中译本参见 约瑟夫 ？ 布罗茨基 ： 《 悲伤与理智 》 ， 刘 文飞译 ， 上

海译文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５ ０ 页 。

一译注

③ 杜尚从一米高处落下三根一米的细线 ，并将随机的结杲 固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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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艺术旅程 。

？ 因此可 以说 ， 杜 尚是偶然发现 了这种新方法 ， 才逐渐

认识到这是一条黄金之路 。

同样 ，杜尚说公众只有经过很长时 间才能接受这条道路 ， 而后才

真正意识到这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道路 ： 人们
“

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有

目 的 、有意识地去做 。 随着时 间 的推移 ， 他们终将接受机遇作为生产

事物的一种可能方式 。 事实上 ， 整个世界是以机遇为基础的 ， 或者说 ，

机遇至少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中 发生事情的一个定义
”

。

？ 事实上 ，今天

的宇宙论和进化论证明 了杜尚
“

机遇是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
”

？这个观

点是正确的 ，但我们人类通常不愿相信这一点 。 我们宁愿把 自 己看作

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 而导致我们现实存在的很多决定是完全巧合的 ！ 我

们真的应该在 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上对机遇给予更多的空间和承认 ，认

识到它的生产力或生产效率 ，把它 当作朋友和同伴 。 我们不应该坚持固

执的 目标导向 ，而应该在 目标导向和随机性之间取得平衡 。 在很多情况

下 ，人们能够容易地认识到机遇的益处 。 人们只需要阅读一些名人传记

就会知道巧合经常决定他们选择人生道路 ，这最终帮助他们获得认可和

成功 。 例如 ，在图书馆里找书的任何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在他寻找

的这本书旁边的那本书更有意思 。 （又如 ，在咖啡馆里 ，坐在隔壁桌子上

的人可能会比约会的人更有前途 。 嗯 ，旁边的那本书更容易理解 。 ）

在杜尚 的开创性工作之后 ， 机遇的重要性成为 ２ ０ 世纪五六十年

①杜尚 自 己用
一种有 启发性的方式描述了这个过程 那种 实验 的确是我未来主要致

力开发的部分 ， 它本身并不是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 ， 但是对我来说 ， 它 开辟 了一条道路一

一

条逃离长期 与艺术相关的传统表达方式的道路 。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自 己偶然 发现 了什

么 。 你拍打的时候 ，并不总能辨认出这种声音 ， 这种情况很容易在之后发生 。 对我来说 ， 《三

个标准 的终 止 》 是 将我 从 过 去 解放 出 来 的 第 一 个 信 号 引 自 阿 图 罗 ？ 舒 瓦 兹 （ Ａｒｔ ｕ ｒｏ

Ｓｃｈｗａｒｚ ） 编 ： 《 马塞尔 ？ 杜尚全集 》第
１
卷 （ ＴＴｉ ｅ Ｃｏｍ ｐ Ｚｅ ｆｅＷｏ ｒｈ ｏ／ Ｍａｒｃｅ Ｚ ＤｗｃＡａｍｐ ， Ｖｏ ｌ ．

１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 ， １ ９ ６ ９ ） ， 第 
１ ２ ８页 。

② 马塞尔 ． 杜尚 （Ｍａ ｒｃ ｅ ｌ Ｄｕｃｈａｍｐ ） ： 《著作 ： 他一生发表的文章 》 ＳｃＡＷ力ｅｎ ：

ＴＶｒｆｅ ） ，赛尔奇 ？ 史托福 （ ＳｅｒｇｅＳ ｔａｕ ｆ ｆｅ ｒ ） 编 （ Ｚｕ ｒ ｉ ｃｈ ：Ｒｕｆ ｆ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４ ） ， 第 
９ ７页 。

③ 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 在大爆炸之后 的 第一个千分之一秒之后 ， 有关我们宇宙 的性

质 出现 了
一

个关键点 。 大部分夸克和反夸克 已 经相互摧毁 ， 但碰巧只剩下很小 的一 部分夸

克 （大约十亿分之一 ） 。 从这个微小的剩余 中形成 了质 子和 中子 ， 最终形成 了我们宇 宙的全

部物质 。 这就是我们的宇 宙是物质世界而不是反物质世 界 的偶然原 因 。 第二个例子 ： 在寒

武纪一■所有现存的生物谱系 的形成年代 ， 皮卡 虫 （ Ｐ ｉｋｄａ ）
种非常小 的动物一－幸存

下来 ，这是所有脊椎动物 （ 包括所有哺乳动物和人类 ） 的祖先 。 如果没有皮卡 虫的 意外生存 ，

进化将会采取完全不同 的方向——我们将不会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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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美术和音乐的一个主要话题 。 非定形艺术派 （ ＴｈｅＡｒ ｔＩｎｆｏ ｒｍｅ ｌ ） 的

主要代言人包括法 国 存在 主义 画 家 让 ？ 弗 特里 埃 （ Ｊ ｅａｎＦａｕ ｔｒ ｉ ｅｒ ，

１ ８ ９ ７
—

１ ９ ６ ４ ） ，德国画家 、摄影师沃尔斯 （ 即 阿尔 弗雷德 ？ 奥托 ？ 沃 尔

夫冈 ． 舒尔策 ［Ａ ｌ ｆｒｅｄＯ ｔ ｔｏＷｏ ｌ 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ｕ ｌｚ ｅ ］ 的笔名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９ ５ １ ） ，

法国画家 、雕刻家和版画家让 ． 杜布菲 （ Ｊ ｅａｎＤｕｂｕ ｆｆｅ ｔ ，１ ９ ０ １
—

１ ９ ８ ５ ） ，

美 国 抽 象 表现 主 义 绘 画 大 师 杰 克 逊 ？ 波 洛 克 （ Ｊ ａｃｋ ｓｏｎＰｏ ｌ ｌｏ ｃｋ ，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 ５ ６ ）等人 ，他们在画布上给机遇 留 下空 间 。 音乐机遇派 （ Ｔｈｅ

Ｍ ｕ ｓ ｉ ｃａ ｌＡ ｌ ｅａｔｏｒ ｉｃ ｓ ） 包 括美 国 先锋派古 典音乐 作 曲 家 约 翰 ？ 凯 奇

（ Ｊ ｏｈｎＣａｇｅ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 ９ ２ ） ， 法国 指挥家 、前卫作 曲 家皮埃尔 ？ 布列兹

（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ｌｅｚ ，１ ９２５
—

２０１ ６ ） ，德国 ２０ 世纪伟大的前卫作曲家 、钢琴家 、指

挥家 、音乐学家卡尔海因兹 ？ 斯托克豪森 （Ｋａｒｌｈｅ ｉｎｚ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 ，
１ ９２８
—

２００７ ）等 ，他们创作了故意隐含随机因素的乐曲 。 在这种情况下 ， 艺术也

让我们睁开眼睛 ， 去观看世界 中 经常被忽视 、 被压抑 的基本特征 。 艺

术使得我们被人 了解 ，也受到我们与通常不合时宜的巧合青睐 。

五 、 作为多元化流派的审美体验

让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话题 。 到 目 前为止 ， 我们的 问题是 ： 单部作

品或单
一范式如何传达特定的世界体验 ？ 我们用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例子包括 ： 马列维奇的黑方块 、 马勒 的交响 曲 、 蒙德里安和莫兰迪的

画 、机遇音乐 ， 以及最后将音乐作为一个整体 。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 问

题扩展一下 ，试问 ： 多种不同作品和范式的体验教给我们什么 ？ 在整

个广度上的审美体验对我们看待世界有哪些影响 ？

将艺术作为整体而言 ， 需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艺术多元 ， 事实

上 ，是激进的多元 。 这并不是简单地说 ，艺术领域有很多作品 ，

一个人

喜欢这个 ， 另
一个人喜欢那个 。 关键在于 ， 艺术构成 了 （在每个流派

中 ） 各种不同 的范例 ， 而这些不 同类型的作品要求完全不同 的感知类

型和标准体系 ，不能用 同一个尺度来衡量 。

？

① 关于范式的概念和结构 ，详见沃尔夫冈 ？ 韦 尔施 ： 《现代理性批判 和横 向理性 的概

念 》 Ｄ ｉ ｅｚｅ ｉ ｔｇｅｎｏｓｓ ｉ ｓｃｋ ｅＶｅｍｕｎｆｔｋ ｒｉ ｔ ｉｋｕｎｄｄａ ｓＫｏ ｔｔｚｅｐ ｔ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 ｌｅｎ

Ｆｒａｎｋ ｆｕ ｒ ｔａｍＭａ ｉｎ ：Ｓｕｈ ｒｋａｍｐ
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５ ） ，

２ ０ ０ ７
年第 

４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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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国 写 实 派 、 印 象 派 画 家 爱 德 华 ． 马 奈 （ ６ｄｏｕ ａ ｒｄＭａｎｅ ｔ ，

１ ８ ３ ２
—

１ ８ ８ ３ ） 的 画 作做 简 要 说 明 。 在 马 奈 的 《 水 晶 花 瓶 里 的 鲜 花 》

（Ｆ Ｚ ｏｗｅｎｓ ｆ ＭａＣｒｙｒｆａ ＺＶａｗ ） 中 ，眼睛必须 扫描画布的表面 ， 特别是要

欣赏和享受油画 ， 但在 马 列维奇 的 作品 中 ， 什 么 都没有 。 我们 的 感 知

必须透过表层而延展到宇宙 中 。

图 ８ 爱 德 华 ？ 马 奈 ： 《 水图 ９ 老彼得 ？ 勃 鲁盖尔 ： 《农 民 的婚礼 》 （ １ ５ ６ ７ ）

晶花瓶里 的鲜花 》 （ １ ８ ８ ２ ）

在荷兰风俗 画 中 ， 例 如老 彼得 ？ 勃鲁盖 尔 （ Ｐ ｉ ｅ ｔ ｅ ｒＢ ｒ ｕｅ ｇｈｅ ｌｔ ｈ ｅ

Ｅ ｌｄｅ ｒ
， 约 １ ５ ２ ５

—

１ ５ ６ ９ ） 的 《农 民 的婚礼 Ｋ Ｆａ ｒｗ ｅ ｒＶ叹 ） ， 表面也

很重要 ， 但并不是因 为表面 的 油漆 ， 而是 因 为很多 客观细节需要我们

去阅读和解码 。

一个完全 不 同 的 例子是爱德华 ． 蒙克 （ Ｅｄ ｖａ ｒｄＭｕｎ ｃｈ ，１ ８ ６ ３
—

１ ９ ４ ４ ） 的 《尖叫 》 （ 丁心 Ｓ ｒｍｉｍ ） 。 只要人们没有听 到 画 中 展 示 的尖 叫 ，

就没有真正看懂这幅画 ， 因为视觉感知必须成 为听觉感知 。 美国 抽象

表现主义绘因大师杰克逊 ． 波洛克的 《 第三十二号 》 （ Ｎ Ｍｗ ６ｅｒ３ ２ ） 则

需要运动知觉 。

简言之 ， 审美体验属于一系列不 同 的感知模式 。 审美体验原 则 上

是 多元的审美 ， 而不是单
一

的 审美 。 观众必须弄清哪种感知类型对单

件作品是相关的 、必要的 ， 必须认识到一部作品独特的 言语方式 （真实

的语言 ） 。 否则 ，作品仍然不被人们认知 ， 反而受到误解 。 用来评判 各

种作 品 的 不 是 一 个 通 用 标 准 ， 就 像 奥 地 利 作 家 罗 伯 特 ？ 穆 齐 尔

（ Ｒ ｏ ｂｅ ｒ ｔＭ ｕ ｓ ｉ ｌ
，

１ ８ ８ ０
—

１ ９ ４ ２ ）所批评 的那种标准——
“

用来建造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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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０爱 德 华 ？ 蒙 克 ：图 １ １ 杰克逊 ？ 波洛克 ： 《第三 十二号 》 （ １ ９ ５ ０ ）

《尖叫 》 （ １ ８ ９ ３ ）

大厦的万能砖
” ？

。 不能用奏鸣 曲 的标准评判 凯奇 ， 也不能用机遇的标

准评判 贝 多芬 。 用
一套不相关的标准评判 一件作品 ， 或者 用一套单一

标准评判所有作品 ， 都是随意 的做法 。 审美体验是一个 多元化 的流

派 ， 审美能力在于能够走向多元化 。

？

六 、 有关虚拟的感受

除了 敏感性之外 ，还必须提到审美能力 的 另一个而且具有 同样社

会重要性的功能 ： 审美体验提升 了 我们关于虚拟 （ ｐｏ ｓ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的感受

（穆齐尔语 ）
？

， 甚至可能首先唤醒它 。 艺术 内在的多元性也意味着 ，人

们不仅可 以 用一种方式 ， 而且可 以 用 多种不 同方式制造 、看见或创造

一切事物 。

①罗 伯特 ？ 穆齐尔 （ Ｒｏｂ ｅ ｒ ｔＭ ｕ ｓ ｉ ｌ ） ： 《 日 记 》 （ Ｔａｇ ｅＭ ｃＡ ｅｒ ） ， 阿 尔道夫 ？ 弗 里斯 （ Ａｄｏ ｌ ｆ

Ｆｒ ｉ ｓ ６ ） 编 （ Ｒｅ ｉｎｂ ｅｋｂｅ ｉＨ ａｍ ｂ ｕ ｒｇ ：Ｒｏｗｏｈ ｌ ｔ ， １ ９ ７ ６ ） ， 第 
４４ ９页 。

② 顺便提一下 ， 这 种情 况不仅发生在现代社会 （ 充 其量是增加 了 ） ， 在传统 中 也存在 。

西塞 罗 早就指 出 ， 人们 必须承认和欣赏 各种流派 和风格的 独特性 ：

“

如 果存 在 几 乎难 以 统计

的 言语群体和风格 ， 各 自 特性完全不 同 ， 但 其本 身 又令人称 赞 ． 那 么 ， 因 为 它 们彼此不 同 ， 就

不能再讲解相 同 的规 则 、 传授 同
一 体 系 。

”

（ 西 塞 罗 ： 《 论 演 说 家 》 ［ Ｃ ｉ ｃ ｅ ｒｏ ， Ｄ ｅ ｏ ｒａ ｔｏ ｒ ｅ ， Ｉ Ｉ Ｉ ，

３ ４ ］ ） 。 同样 ，

“

虽 然 只有
一种绘画艺术 ，但泽克西斯 、 阿格拉奥丰 、 阿佩勒斯是完全不 同 的 ， 不

应责难其 中任何一个作品
”

。 （ 西 塞 罗 ， １ １ １ ， ２ ６ ） 。

③ 参见 罗 伯 特
？

穆 齐 尔 （ Ｒｏ ｂ ｅ ｒ ｔＭ ｕ ｓ ｉ ｌ ） 《 没 有 个 性 的 人 》 （ ＩＴ ｉ ｅＭａ ｎＷ ／ ｒ ／ ｉ ｏ如

， 第 ４ 章 ：

“

如果有现实感 ， 就
一

定也有虚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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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毕加索 ： 《公牛头 》 （ １ ９ ４ ２ ）

毕加索的 《公牛头 》非常有名 ， 他只是简单地把一辆 旧 自 行车的车

座和车把组装起来 ： 车座是垂直 的 （尖端 向 下 倾斜 ， 靠背部分 朝上 ） ，

车把在后面 ， 把手朝上 ， 就这样完美地产 生一个 印 象 ： 带有威胁 的两

个角 的公牛头 。 如果这是可能 的
个 自 行车车把和车座可做成

一个公牛头 ， 那么还有哪 些改变我们 自 己和我们的感 官 的可能性呢 ？

艺术唤醒了我们的选择 、 开放 、 追求疯狂事物 的 感觉 。 任何事 情都可

以 用不 同 的方式去做 ， 可 以 重新组织 。 艺 术唤醒 了 我们进行 思考 的

意愿 。

（ 作 者 单 位 ： 德 国 耶 拿 大 学 哲 学 系 ）

（ 译 者 单 位 ：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

学 术 编 辑 ： 刘 卓



《围城》海外旅行 70 年
*

余承法
(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提 要: 基于 WorldCat，Google Scholar，Amazon 和 CiNii 等网络资源，通过文献阅读和史料爬梳，回顾《围城》70 年的

海外旅行旅程，考察 9 种外文版本的出版发行情况，总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馆藏的规律，探究对多元文化的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刻启迪。这是我们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出版 70 周年的最好纪念，将对海内外“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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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verseas Journey of Wei Cheng
Yu Cheng-fa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Based on WorldCat，Google Scholar，Amazon and CiNii，as well as a wide read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ine foreign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novel Wei Cheng ( or Fortress Besieged in English) ，summarizes the common laws guiding
their dissemination and collec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sheds light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s“going global”in a globalized
era of multi-culturalism． It argues that revisiting Wei Cheng's 70 years of overseas journey，which is the best commemoration of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47，will be of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Qian Zhongshu studi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literary studies，cross-cultural studies，textual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Wei Cheng( Fortress Besieged) ; overseas journey; version

1 引言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记录人生

旅行、描摹人情世态、暗示人生困境、反思中国传

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围城”的小说，其外文

译本之多、图书馆收藏数量之众、传播力度之大、
影响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是中外现当代出版

史上浓重墨彩的篇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举

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本文借助 WorldCat，Google
Scholar，Amazon 和 CiNii 数据库回顾《围城》70 年

的海外旅行历程，总结它在全球范围内译介、传播

和馆藏的一般规律，是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发表

70 周年的最好纪念，将为海内外“钱学”研究挖掘

史料，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提供有益启迪。

2 《围城》的外文译本
《围城》问世之初即受到广泛关注，法国来华

传教士秉善仁等人 ( Schyns et al． 1948: 182 ) 在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中肯定钱钟书

创作中的幽默艺术，但站在宗教立场否定小说的

价值。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

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

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

部小说”，在中国所有的战时战后小说中“最能捕

捉到旅 行 中 的 喜 剧 和 苦 难”( Hsia 1961: 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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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

传播的序幕，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
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

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经历过多次域外旅行。
2． 1 英译本

继夏志清之后，珍妮·凯利( J． Kelly ) 1974
年在香港《译丛》( Ｒenditions) 杂志上发表《围城》
第一章的英译，美国出现两篇研究《围城》的博士

论文: 胡定邦( Hu 1977) 的《钱钟书三部文学作品

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胡志德( Huters 1977) 的

《传统的革新: 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79
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

译本 Fortress Besieged，以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年的

《围城》版为底本，凯利译出初稿，美国华裔学者

茅国权( N． K． Mao) 完善，收入美籍华人学者罗郁

正、刘绍铭和李欧梵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的英译”
(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 丛 书。《译 者

序》指出: 虽然钱钟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但

“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钟书

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 Chi'en 1979: xi) 。《译者导

言》除简介作者生平和著作外，着重将《围城》作

为一个完整艺术品进行讨论，认为这既是一部带

有幽默风格的喜剧，又是一部讽刺爱情婚姻、评论

和研究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小说，其最高

艺术成就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成功塑造( 同上:

xiii-xxix) 。
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 1980 － 1981 年

“杰出学术著作”，3 年内至少有 8 篇书评发表于

《图书馆杂志》《纽约图书评论》《国家评论》《泰

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今日世界文学》《亚

洲研究杂志》和《中国文学: 散文、论文和书评》等

英美主流期刊杂志。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题为

《永恒的玉石》的书评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才

华横溢、技艺精湛、趣味横生的小说，文笔高雅，结

局带有浓浓的悲观色彩”，“富有活力、结构严谨

的英译本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

某些看法”( Spence 1980: 20) 。胡定邦认为，文学

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钱钟书这位

文学大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围城》英译本令人肃

然起敬，但在文化负载词、句法语义和原著风味等

方面存在不足，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胜任翻译

( Hu 1978: 427 － 443) 。
1989 年，英译本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重

印，在中华大地开启“出口转内销”的历程: 台湾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89 年被授权出版; 国立中央

图书馆台湾分馆 1995 年发行该版本的有声图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汉英对照本，增加杨

绛撰写的中文前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出版英译本，收录杨绛作、凌原译的《记钱钟书

与 ＜ 围城 ＞》汉英对照本。2004 年，美国纽约新

方向出版公司推出经杨绛授权、两位译者同意的

修订本，收入“新方向经典系列”( Qian 2004 ) 。
该修订本除将钱钟书姓名的威妥玛拼音 Ch'ien
Chung-shu 改为汉语拼音 Qian Zhongshu 外，书中

人名、地名的拼写和其他内容都未做变动。史景

迁在《前言》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构思非常奇巧

的喜剧性传奇小说，充满创造力、机智和正直，无

疑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在全球范围内也

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 Spence 2004: vii-x ) 。
英国企鹅出版社 2004 年再度出版，收入“企鹅现

代经典”，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 2005 年再版，

企鹅出版社 2006 年再次印刷。美国亚马逊官方

网站评论《围城》是“中国 20 世纪最优秀的一部小

说，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仿拟西方文学传统

与哲学、描写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一部杰作”。至

少 7 篇关于该修订本的英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

志》《对抗》《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

时报》《纽约图书评论》和《独立报》等期刊上。
2． 2 日译本

日本 汉 学 家 荒 井 健 1956 年 开 始 接 触《围

城》，多次尝试翻译未果。1975 年前后，他听到钱

钟书去世的传言，怀着悼念的深情翻译《围城》前

四章，连载于? 飙风?杂志( 1977 － 1981 年) 。他

与学生中岛长文( 翻译第 5 至 7 章) 、中岛碧夫妇

( 翻译第 8 至 9 章) 合译的? 結婚狂詩曲? ( ? 囲

城? ) 上、下册由岩波书店 1988 年出版，列入专收

外国文学名著的“岩波文库赤系列”，2002 年再版

( 銭鐘書 1988 /2002) 。日译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本为底本，略去“重印前记”，并参考英

译本。钱钟书( 1981: 97 － 98 ) 应邀作序，回忆他

与荒井健的文学因缘，相信原著“会在日语里脱

去凡胎、换成仙体”。荒井健在“跋”中写道: 该小

说在日本最初以“被包围的城堡”为题名出现，日

语中找不到“围城”的准确译法，只好选取作品的

一个主题———“结婚”，因此将书名改译为“结婚

狂诗曲”，并将直译的“围城”附在其后( 荒井健

1996: 155 － 159 ) 。荒井健还指出，《围城》是“中

国独一无二的好作品”，针对有人批评书名的改

译，他觉得问心无愧，因为钱钟书本人并不在意

( 同上 1988) 。中岛长文以跟钱钟书通信的形式

写成《＜ 围城 ＞ 论》，提出一些不同于我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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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见解，如:“围城”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

记会注考证》( 钱钟书指出) 或蔡文姬的《悲愤诗》
( 这一猜测未得到钱钟书回应) ; 夏目簌石的《我

是猫》与《围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都市

幽默方面;《围城》明显继承西欧小说的血统，在

现代中国小说中是罕见的，也表明西欧文学很好

地移植到中国文学的土壤( 中岛长文 1990: 189 －
209) 。《围城》日译本为日本 157 家图书馆收藏，

帮助日本读者意识到现当代中国竟有这样了不起

的小说，至少有 5 篇日语文章研究《围城》。
2． 3 俄译本

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在 1980 年出版前苏联汉学

家、翻 译 家 符·索 罗 金 ( 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 的《围城》俄译本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以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年版本为底本，收入“中国文

学文库”( Цянь 1980) 。前苏联杰出的中国文学翻

译 家 和 研 究 专 家 艾 德 林 ( 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
Олдрин) 在题为《作家和学者钱钟书的〈围城〉》的

序中着重分析小说的社会意义，指出该小说吸收中

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精华。俄译本的内容简

介指出，小说以幽默笔法描写 1930 年代末期中国

知识分子对前景悲观失望、忧郁苦闷、动摇不定的

性格，表现出作者的社会批评精神和人道主义倾

向。俄译本首印5 万册很快售罄，1989 年再版时印

刷 10 万册。符·索罗金( 1996: 160 － 177) 根据原

著修订本作过部分改动，将书名改为 Осажденнaя
Крепость: рoмaн; расскaзы( Цянь 1989) ，收入《上

帝的梦》《灵感》《纪念》3 部短篇小说和杨绛的《干

校六记》，用《＜围城 ＞俄文版再版前言》取代艾德

琳的序言，回顾钱钟书和《围城》相互交织的命运

以及中西方对《围城》的主要评价，解释未收录

《猫》却收录《干校六记》的原因，提及杨绛的文学

创作以及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社会活动，最后指

出: 钱钟书小说创作时间虽然不长，却引起遥远国

度读者的极大兴趣，足以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

地位。《围城》俄译本对苏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

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人民文学出版社

组织力量发行《围城》新版本。
2． 4 法译本

巴黎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 1987 年出

版 西 尔 维·塞 尔 望 － 许 来 伯 ( Sylvie Servan-
Schreiber) 和华人记者王鲁 ( Wang Lou ) 合 译 的

《围城》法译本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收入“东亚丛

书系列”，1997 年再版( Qian 1987 /1997 ) 。跟英

译本一样，法译本也是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的成功

范例，但王鲁的名字一度被忽略，连钱钟书在《围

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第四次印刷本的

“重印本前记”中也只提到西尔维的名字。法国

汉学家毕仰高在序中评价钱钟书是“中国 20 世

纪古 典 文 学 研 究 的 知 名 专 家”( Bianco 1987 /
1997: I-VII) ，分析《围城》的创作艺术和法译本的

翻译技巧。美国学者贝缇娜·纳普( Knapp 1988:

332) 在法译本的书评中指出，“钱钟书不具体描

述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破坏，而是借助人物角色

来叙述战事，以一种全新方式来处理战争话题”，

华人学者马森认为，《围城》是与传统偏见不同、
反映人类厄运的一部长篇小说，法译本难免存在

少许瑕疵，但非常忠实原著，“是一部杰出译作”
( Ma 1988: 305 － 306) ，它的出版为钱钟书这位中

国重要作家和学者的声誉增添“一顶皇冠”。
2． 5 德译本

1978 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汉学家会议

上，钱钟书流利的英语演讲为德国著名汉学家莫

宜佳( Monika Motsch，曾译为莫妮克，莫芝宜佳)

打开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门，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

转折点。她决心跟德籍华裔学者史仁仲( Jerome
Shih) 合译《围城》，并跟钱钟书保持书信往来，到

北京向他求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以人民文

学出版社 1983 年印刷本为底本，将书名改译为

Die Umzingelte Festung: Ein Chinesischer Gesell-
schaftsroman，1988 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

( Qian 1988 ) ，2008 年慕尼黑施尔默—格拉夫出

版社再版时将书名定为 Die Umzingelte Festung:

Ｒoman( Qian 2008 ) 。莫宜佳为译本作注并撰写

后记，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围城》定位为

“社会小说”，指出它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中西文

学合璧的小说: 钱钟书借用法国哲学家蒙田的一

句名言，既暗射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讽刺那些自私

的人———中国人、西方人以及全人类，因此发现中

西文化的不少共同点。钱钟书欣然为德译本撰写

前言，称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传播做出突

出贡献( 钱钟书 1982: 108) 。《围城》德译本迅速

跻身于畅销书之列，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

翻译奖，《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

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有人甚至认为钱

钟书完全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德国著名汉

学家顾彬高度评价到: “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

深度而言，《围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

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 顾彬

2008: 209 ) 。龚刚认为，《围城》德译本“对于德国

汉学界及德国文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

值发挥重要作用”( 龚刚 2010) 。2016 年，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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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围城》汉德双语版，中文本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本为底本，德文本即为

莫宜佳和史仁仲的译本( 钱钟书 2016) ，这是中国

文学作品外译中“出口转内销”的另一成功案例。
2． 6 西译本

1992 年，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围城》西班牙语译本 La fortaleza asediada，

收入“叙事全景丛书”( Qian 1992 ) 。译者是西班

牙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塔西娅娜·菲萨克( Ta-
ciana Fisac) ，1986 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时，

她担任随行翻译，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和中西

关系的教学与研究。据钱钟书透露，该译本“译

笔其实寻常，聊胜于无而已”( 陆文虎 2007 ) 。西

译本于 1996、2009 和 2011 年多次印刷，不像英、
法、德译本那样有很大影响，西语世界目前分别只

有一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该译本。
2． 7 韩译本

随着中韩两国 1992 年正式建交，《围城》开
始走向韩国读者。1993 年，韩国的李惠兰(

1993) 将《围城》从英 译 本 转 译 成 韩 语，书 名 为

? ? ( 黄河的晚霞) ，由韩国皇帝出版社

出版。1994 年，吴允淑( 1994) 将《围城》直
接从中 文 译 成 韩 文 ? ? ( 被 包 围 的 城 )

( 上、下册) ，由韩国实录出版社出版，再次向韩国
读者译介这部优秀小说。责任编辑在后记中记述

译者从翻译到成书的过程，给读者带来不少启发。
韩国学者对《围城》中的现实主义描写和讽刺手法

颇感兴趣，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韩国至少有 4 篇

硕士学位论文和6 篇期刊论文研究《围城》，内容涉

及小说的批判意识、讽刺手法、主题内涵和人物性

格等方面。
2． 8 其他外文译本

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 1996 年出版黎金坦( Lê
Kin? h Tm) 的《围城》越南语译本 Trongvòng vy
tình yêu，收入“中国文学”系列( Tiên 1996 ) ，河内

作家协会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智闲王、山黎 ( Trí
Nhàn Vu'o'ng，So'n Lê) 合译的另一译本 Vòng ?ò'i
vy bua? : tiêu thuyêt ( Tiên 2004 ) 。阿姆斯特丹雅

典娜—波拉克和范根纳普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荷

兰汉学家林恪( Mark Leenhouts) 的译本 Belegerde
Vesting( Qian 2013) ，以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本为底本，受到很高评价。钱钟书曾提到，1980
年代还出现过《围城》的捷克语和波兰语译本，目

前尚未搜集到具体信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海

外“钱学”的进一步传播和研究，《围城》的中外文

本必将旅行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3 《围城》外文译本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

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

的数量，代表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

小，这种影响力包含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

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 何明

星 2016) 70 年间《围城》的不同中文版在世界各

地图书馆收藏的数量依次为: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本( 200 家) ＞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版本( 58 家) ＞
华语出版社版本( 51 家) ＞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

本( 47 家) ＞ 台湾辅新书局版本( 46 家) ＞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本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本

( 33 家) ＞香港基本书局版本( 31 家) ＞ 厦门音像出

版社版本( 26 家) ＞香港文教社版本( 21 家) ＞ 台湾

大地出版社版本( 18 家)。根据《围城》外译本在世

界各地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统计可知:

( 1) 按收藏《围城》外译本的图书馆数量依次

为: 英译本( 873 家) ＞ 日译本( 159 家) ＞ 荷译本

( 52 家) ＞法译本( 49 家) ＞ 德译本( 42 家) ＞ 越译

本( 22 家) ＞ 西译本( 18 家) ＞ 俄译本( 2 家) ＞ 韩

译本( 0 家) 。
( 2) 美国是《围城》外译本的馆藏大户( 636

家) ，通常译本为出版社所在国的图书馆收藏最

多，其次是以译语作为( 半) 官方语言的其他国家

或地区，但 俄 语、越 南 语、韩 语 译 本 例 外，因 为

WorldCat 和 CiNii 中没有这 3 个国家图书馆系统

的收藏信息。
( 3) 英译本先后在美国、中国、英国的 5 家出

版社出版过 6 个版本，被收藏的图书馆数量最多

( 873 家) ，传播范围最广( 包括全球 6 大洲 23 个

国家和地区) ，影响力最大，再次印证英语图书的

强势地位。“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

家的英译本也同样在英国传播开 来”( 王 洪 涛

2016: 146 － 151) ，《围城》即是典型一例。
(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英对照本( 2003) 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译本( 2003) 早于纽约

新方向出版公司( 2004) 和企鹅出版集团( 2004) 的

版本，因而在欧美等地也有收藏，属于出口转内销

之后的再出口，而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英

译本( 1989) 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

在北美图书馆几乎没有收藏信息。

4 《围城》“走出去”70 年的传播规律和深

刻启迪
4． 1《围城》“走出去”70 年的传播规律

《围城》堪称“曾经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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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流行始于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以及其他美国

学者的译介与研究，凯利和茅国权的英译本在中

国是一部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文学经典。借鉴美

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

斯韦尔( 2003: 35 － 36，65 － 66 ) 的 5W 传播模式:

who ( 什 么 人———传 播 主 体 ) 、says what ( 说 什

么———传播客体) 、in what channel ( 通过什么渠

道———传播渠道) 、to whom ( 对谁说———传播对

象) 、with what effect ( 达到什么效果———传播效

果) ，总结出《围城》外译本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 5
个共同规律:

( 1) 传播主体: 译者无一例外都有译语所在

国的学者，或是知名汉学家、“钱学”专家，或是文

学家、翻译家，或独译或主译，华人华侨学者参与

英、法、德 3 个译本的合译，体现出外国学者在译

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享有的优势、采取的主动和发

挥的主导，表明《围城》是外国人的主动引进而非

中国人的主动输出。
( 2) 传播客体: 所有译本都是全译本，除李惠

兰的韩译本转译自英译本、日译本参考英译本之

外，其他外译本都直接译自汉语，都有序言或前

言，德、日译本邀请钱钟书作序，英译本再版、俄译

本初版、法译本由著名汉学家作序，书末附有译者

注，英译本再版、德译本、吴允淑韩译本还有译者

后记，通过简介作者生平、概述主要内容、评价艺

术价值来吸引读者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译

本在译语所在国的接受和传播。
( 3) 传播渠道: 这些外译本或在出版前已有

相关评介，或在出版后有书评发表于主流期刊杂

志，英语报纸还有对钱钟书和《围城》的相关报

道。《围城》被拍成电视剧上映后，美国加州南海

有限公司 1990 年发行家庭影院版，在海外华人界

掀起“《围城》热”。除了传统纸版，1979 年英译

本也 有 电 子 版 收 藏 于 美 国 谷 歌 公 司 总 部 和

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
( 4) 传播对象: 基于 WorldCat 和 CiNii 的统

计和分析发现，外译本都有再版或多次印刷，韩译

本和越译本都有两个，英译本先后在多个国家和

地区出版发行，在世界各地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

馆、社区图书馆都有收藏，可见读者群体不限于专

家学者，也有普通读者。
( 5) 传播效果:《围城》的中文本、外译本、相

关书评、媒体报道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助推这部小

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

播并获得高度评价。英译本的版次、发行量、收藏

的图书馆数量、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版

本，中文本( 被 421 家图书馆收藏) 以及德、法、西
等语种的译本也取得一定传播效果，外译本的海

外旅行反过来促成《围城》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在

中华大地的传播。
4． 2《围城》海外旅行 70 年的深刻启迪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热议话题是: 谁是

主译者，是我国译出还是他国译入。结合莫言作

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刘慈欣科幻小说获得第 73 届雨果奖的成功案例，

《围城》70 年的海外旅行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

来 5 点深刻启迪。
( 1) 前提: 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翻译需要，只有明确输入国的现实需要，才能挑

选适合外译的中国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厘定相应

的翻译原则，培养翻译人才，在输入国寻找合作伙

伴，即如梁启超百余年前的呼吁: “择当译之本”
“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梁启超 1984: 11) 。

( 2) 出发点: 必须以服务于翻译产品的需求

方为出发点，考虑译语受众的语言习惯、文化传

统、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等因素，并根据译语读者

的特定需求决定采取全译还是变译。
( 3) 保障: ( 主) 译者必须是以译语为母语者，

同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或者是长期生活、工作在

译语国家的双语双文化的华人华侨学者，中外译者

合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理想译介模式。
( 4) 核心: 译作必须既能传达原作风味，又满

足译语受众需求、符合译语的审美接受。“化境”
是中国文学作品全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变

译是解决中国文学作品的语际文化供求矛盾的有

效策略。
( 5) 关键: 必须实现中外文学界、翻译界、编辑

界、出版发行界、传播界、图书馆界等领域的通力合

作，确保作品的“评介———翻译———出版发行———
市场策划———媒体宣传———读者反馈”的一条龙

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被积

极“引进去”、主动“走出去”、成功“走进去”。

参考文献

符·索罗金． 《围城》俄文版再版前言［A］． 钱钟书研究

采集( 2)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龚 刚． 谈钱钟书小说的德译本［J］． 澳门文献信息学

刊，2010( 2) ．
顾 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第七卷) ［M］． 上海: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 北京:

021

2018 年 余承法 《围城》海外旅行 70 年 第 1 期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何明星．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N］． 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2016 － 08 － 23．
荒井健． 机智幽默，绰乎有余———《围城》译后记［N］． 文

艺报，1988 － 09 － 24．
荒井健．《围城》日译本跋［A］． 钱钟书研究采辑( 2)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梁启超． 论译书．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 － 1948)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陆文虎． 我所见到的《围城》诸版本［N］． 深圳晚报，2007 －

07 －16．
钱钟书．《围城》日译本序［J］． 读书，1981( 10) ．
钱钟书．《围城》德译本前言［J］． 读书，1982( 12) ．
钱钟书． 围城( 汉德双语)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6．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

诠释［J］． 外语学刊，2016( 3) ．
王友贵． 从 1949 － 1977 年中国译史上的翻译需要审视

“中华学术外译”［J］． 外文研究，2013( 1) ．
中岛长文．《围城》论［A］． 钱钟书研究( 第二辑) ［C］． 北

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Ch'ien，C． -S． The Besieged City ( Chapter 1 ) ( J． Kelly

Trans) ［J］． Ｒenditions，1974( 1) ．
Ch'ien，C． -S． Fortress Besieged ( J． Kelly， N． K． Mao

Trans． ) ［M］．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Hsia，T． C．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1917 －

1957)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Hu，D． -T． A Linguistic-literary Study of Ch'ien Chung-shu's

Three Creative Works［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1977．

Hu，D． -T． A Linguistic-literary Approach to Ch'ien Chung-
shu's Novel Wei-ch'eng［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
dies，1978( 3) ．

Huters，T． D． Traditional Innovation: Qian Zhong-shu and
Modern Chinese Letters［D］． Stanford University，1977．

Knapp，B． L． Ｒeview of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J］． 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8( 2) ．

Ma，S． Ｒeview of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J］． The China
Quarterly，1988( 114) ．

Qian，Z． -S． Fortress Besieged( J． Kelly，N． K． Mao Trans． )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

tion，2004．
Schyns，J．，Su，X． -L．，Chao，Y． -S．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C］． Peiping: Scheur，1948．
Spence，J． Forever Jade — Ｒeview of Fortress Besieged［J］．

The New York Ｒeview of Books，1980( 6) ．
Spence，J． Foreword［A］． In: Qian，Zhongshu，Fortress

Besieged［M］． Tr． by J． Kelley and N． K． Mao．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4．

Bianco，L． Préface［A］．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M］． Par
Qian Zhongshu，traduit du chinois par Sylvie Servan —
Schreiber et Wang Lou．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diteur，1987 /1997．

Qian，Z． -S．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M］．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ylvie Servan-Schreiber et Wang Lou． Paris: Chris-
tian Bourgois diteur，1987 /1997．

Qian，Z． -S． Die Umzingelte Festung: Ein Chinesischer Gesell-
schaftsroman［M］． bs． v． Monika Motsch und Jerome
Shih． Frankfurt am Main: Insel，1988．

Qian，Z． -S． Die Umzingelte Festung: Ｒoman［M］． bs． v．
Monika Motsch und Jerome Shih． München: Schirmer
Graf，2008．

Qian，Z． -S． La fortaleza asediada［M］． Trad． de Taciana
Fisac． Barcelona: Anagrama，1992．

Qian，Z． -S． Belegerde vesting［M］． Vertaald door Mark
Leenhouts． Amsterdam: Athenaeum-Polak ＆ Van Gen-
nep，2013．

Цянь，Чжун-шу．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 Фе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слав Сорокин) ［M］．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
дательство，1980．

Цянь，Чжун-шу: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роман; руссий
рассказы ( Федорович，Владислав Сорокин) ［M］．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89．

Tiên，Chung Thu'． Trongvòng vy tình yêu［M］． Ngu'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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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参译研究

———以钱钟书《谈艺录》为例

余承法，万光荣

(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考察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的翻译实践可以发现: 他采用的变译多于全译，变译中
以参译为主，其他方法为辅。他的参译实践有助于我们明确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指导我们遵
守学术参译“为研究参考，跟写作协调”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从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地遵
循参译规范。

关键词: 变译; 参译; 学术参译; 钱钟书; 谈艺录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 2018) 04-0011-05

0． 引言
参考文献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引用非写作语言

的文献时涉及的翻译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黄忠廉等人在变译范畴中提出了 “参译”概
念，阐述了其基本内涵、操作方法和主要原则 ( 黄忠廉 2000: 337－353; 黄忠廉等 2009: 205－211;

黄忠廉、李明达 2014)，尝试建构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参译方法体系 ( 王丽娜 2016)。截至 2018
年 2月 4 日，中国知网中篇名含 “参考文献”“引用文献”“参译”字眼的论文分别为
14 052篇、1176篇、1篇，摘要中含 “参译”的论文只有 23 篇。由此可见，参译现象虽然
由来已久，参译在学术研究中也有较多的实际运用，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钱氏的译论与译文，以少少胜多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举一反三。”( 罗新璋 2013:

80) 在翻译范畴上，钱氏的变译多于全译，外译汉多于汉译外，散见于不同著作中。在变译
方法上，其参译多于摘译、编译、缩译、译述、译评、改译，少用或不用综述、述评、译
写、阐译和仿作。他在 50余万字的《谈艺录》 ( 1984) ①中，摄取英、法、德、西、意等西
方语言 680余种著作中近千条例证，翻译成与写作风格一致的文言，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尤
其是参译树立了典范。故此，本文以黄忠廉等人提出的 “参译”为出发点，以 《谈艺录》
中的参译实例为对象，探究学术参译的性质、功用、原则和规范，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 学术参译的性质
根据黄忠廉、李明达 ( 2014: 89) 对参译的最新定义 “译者摄取外国文献中部分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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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入创作，引译为据的变译方法”，可将参译分为两大类: 文学参译和学术参译。“学术参
译”兼属动词和名词，可按 “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义方法进行义素分析。第一，学术参译
的主体是人而非机器 ( 机器在短期内不能代替人工进行学术研究) ，是学术研究中顺带进行
翻译的学者，而非普通译者。第二，学术参译的客体不限于外国文献，也包括外族语的文献
以及用外语写作时参考的本族 /国语的文献，统称为 “非写作语言的文献”。第三，学术参
译的动作是摄取，包括移植、摘取、压缩、转述、改换、融入等手段，以母语为主，外族语
和外国语为辅。第四，学术参译的目的是参考和引证，既服务学术研究的宗旨，又忠实参引
文献的内容及其作者的意图。第五，学术参译作为一种参译类型，既是一种借助语言的变译
行为，也是学术研究的呈现结果。基于此，可将学术参译界定为 “研究者撰写论著时摄取
非写作语言文献中的文化信息作为参考和引证的变译行为及其结果”。

2． 学术参译的功用
学术参译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积”( 38) ，具体包括参

考、引证、互文、打通。
1) 参考。学术参译中，“写”是目的，占主导地位，“译”是手段，处于次要地位，作

为“写”的参考，并为之服务，正所谓“有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 就工具而改换目的，
终事也”( 39)。参译作为学术论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作者立论
立言提供依据，为同仁批判思考提供参照，为读者温故知新提供来源。钱氏在 《谈艺录》
中参译西方文献的若干片段时，常用 “参观”“参印”“相参”“参释”等词，作为评论中
国古典诗话的参考。例如，他为了阐述 “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
( 3) ，参译席勒、福楼拜、李高洁等人的观点，指出与苏东坡、吴雨僧的观点相吻合，从而
作为自己立论的参照。

2) 引证。参译作为学术引用的一种，是为了进行古今中外相关内容的引用与互证，既
证实又证伪，既为文本中的某一论点提供理论支撑或事实证据，又针对某一观点提供批驳意
见或反面材料。钱氏在学术活动中践行“互相发明”“连类互证”“不谋而合”“理足相参”
“亦资印证”“可以比堪”等，如其所言: “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
考镜”( 1)。这类例子在钱氏《谈艺录》等著作中比比皆是，在中西互证互识互释互补的对
话中寻找超越于同异的普适性理论话语，实现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 ( 季进 2002: 194－195)。

3) 互文。学术参译使得研究者与其引用的原文作者、写作文本与引用文本、文本读者
与不同作者之间能够进行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学术对话，彰显在写作文本与其他文本
之间的“互文相足”。钱氏在论及炼字时依次参译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
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人的观点，旨在阐明 “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
即熟见生”( 320－322)。这些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文字之间具有高度互文
性，与钱氏提到的俄国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的“使熟者生”、梅尧臣的 “状难写之境，含不
尽之意”互文见义。他在学术著作中参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片段，在文学创作中参译学术文
章的观点，有时进行多语种多文献的互文性写作，将参译融入写作，实现更高境界的互文，
表明科学研究与现实生活、文学创作实虚相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4) 打通。《谈艺录》“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 1)，《七缀集》是打通中西、连贯
古今的比较文学文集，《管锥编》是参译了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腊等语种众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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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辉煌巨著，《钱钟书英文文集》荟萃了他在不同时期用英文写就的有关中西文学关系的
多篇论文。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实现了他追求的 “打通”理想: 古今之间、
中外之间、文字文学文化之间、文史哲之间、创作与研究之间的打通，“打通而拈出新意”。
参译文本不仅是钱氏学术著作中添砖加瓦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成为西方文学文化在中国现当
代接受和传播的佳译，是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以不同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的文字记录，
助推人类语言墙壁的凿通、中西文化藩篱的贯通、人文科技信息的联通和人类文明的会通。
正如乐黛云 ( 2004: 152) 所言: “‘打通’二字，即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
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

3． 学术参译的原则
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决定了它“为研究参考，跟写作协调”的合作原则，包含忠诚、

适度、切合、简练 4个准则。
1) 忠诚准则。这是对研究者兼译者的伦理要求，也是对译文之质的要求。一方面，作

者在写作中参译其他语种文献时，必须遵守《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 1971) 、《世
界版权公约》 ( 1971)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2010) 等相关规约、法律，以恰当
的方式注明原文出处。对他人成果引而不言，既违背学品，更有辱人品。另一方面，无论作
者采取哪种摄取手段，参译文本必须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信息，不能为了追求所谓 “六
经注我”而误解原文作者的观点或采用的例证; 否则，参译会失去参考和引证功能，写作
会失去论证力度和学术影响。钱氏的诸多求“化”佳译可为后世垂范，试举一例窥斑见豹:
他在论及《随园诗话》中 “诗虽新，似旧才佳”时，分别引用尹似村语 “得句浑疑是旧
诗”和陈古渔语“得句浑疑先辈语”，指出“此境即济慈 ( Keats) 与友论诗第一要义 ( axi-
om) 所谓 ‘好诗当道人心中事，一若忆旧而得者’” ( Poetry should strike the reader as a
wording of his own highest thoughts and appear almost a remembrance．) ”，随后标明详尽的引文
出处，还引用方德耐尔、柏拉图、约翰生、圣佩韦、德·桑克提斯、海涅、霍姆士等人的语
句加以印证 ( 255、573－574)。他采用繁化 ( 增加词语 “好”“而得者”) 、简化 ( 减译 word-
ing、his own、highest) 、换化 ( 名词 remembrance换译为动词“忆旧”) 3种全译求化单一机
制，出神入化地再现了济慈的观点，并将其无缝融入写作之中。

2) 适度准则。这是对译文之量的要求。学术参译的初衷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辩证扬弃和
推陈出新，适当引用是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要求 ( 吴汉东 1996: 14)。学术参译或参
译式写作中，“写”是主体、主导，“译”是次体、次要，参译的内容数量必须适度，合理
引用部分通常不超过写作的 10%。学界普遍认为钱氏论著中的参译比例较高，但统计后发
现，《谈艺录》中参译文字 ( 包括背景介绍、译文和原文、注释、简评等) 与其他文字之比
为 45 433 ∶ 500 000≈9. 1%。如果引用过度，译文超量，作者的观点会淹没在引号之中、消
解在他人论据之间，不仅谈不上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有滥引或抄袭之嫌。

3) 切合准则。这是对译文与正文间关系的要求。学术参译中引用的证据要与研究论题
切合，与文本观点吻合，与行文步调一致。一般而言，参译文本前面需有交代或过渡，后有
简评或按语，做到边写边译、夹译夹议。钱氏 《谈艺录》中参译的西方文献片段，都是用
来观照中国古典诗话，主题完全切合，逐一译成典雅文言，既保留原文风格，又与正文和谐
共融。学术研究为了跟上人文、科技的最新进展，不仅需要参译经典著作，还要引用最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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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如钱氏在《谈艺录》1986 年补订本中，增添了 83 则补正文字，其中包括 1985 年、
1986年出版的最新外文文献。

4) 简练准则。这是译文数量要求在呈现方式上的反映。写作要求言简意赅，其中参译
更是如此，条目必须适可而止，文字必须尽可能简练流畅，参译例子必须针对性强、表达力
准。引用太多会喧宾夺主，言语繁琐往往失其所用。作者在摄取原文的相关信息时，对于句
式繁冗、篇幅较长的内容，可舍弃全译而采用编译、译述、缩译等变译式参译 ( 黄忠廉等

2009: 210)，做到例少证足、言简意赅。
4． 学术参译的规范
研究有范式，写作有章法，参译有规范。钱氏成功的参译实践为我们遵循参译规范树立

了一座丰碑，至少要做到二“精”、二“区”、二“注”。
1) 二“精”: 精选原文，精求译文。学术研究 ( 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 注重厚积薄发，

参译是撰写学术论著的必由之路。作者需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积淀，学会用 “他者”
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研究领域，就像钱氏在 《谈艺录》中参译西方文学文化著
作中的相关片段来证明清代学者对我国文学传统的误会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或偏
见。在信息爆炸、资源共享的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对林林总总的文献进行甄别、精选，考
虑原文材料的权威性、代表性、切合性，翻译时必须忠实再现原文信息及其作者的真实意
图，以保质定量、精益求精的译文服务于学术研究和写作。

2) 二“区”: 区别人己，区分引译。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将自己和他人的研究
成果区分开来，并且向读者做明确交代 ( 邢福义 2002)。学术参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引用，借他
人之言表达作者之意，摄取、翻译他人观点并融入写作之中，故尤其需要区别他人与自己的
论点和论据，同时还要区分引用和参译。引用多为原封不动的照搬，不仅包括他人的思想观
点，还有其语言表达形式; 参译作为一种变译式写作，体现了作者兼译者选取材料时的思维
批判性和翻译时的语言创造性。钱氏在 《谈艺录》等论著中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多用一
手文献，避免二次引用可能存在的以讹传讹，多用自译，少用他译 ( 除非是为了译评之
需) ，确保译文与正文的语言表达贴近、文体风格贴合。作为信息时代的学术参译，作者少
用他译，既是为了彰显语言的创造性，更是为了合理避免“查重”。

3) 二“注”: 注重格式，注明出处。学术参译除了遵守国内外知识产权、著作权的相
关法律法规之外，中文著述还应遵循《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2015) 以及出版
社、期刊杂志的具体规定，外文写作还应参照 APA、MLA 或 Chicago Manual 等文献格式。
钱氏在《谈艺录》中采用的主要参译格式为: 介绍语 ( 原文作者国籍和姓氏) +言说类动词
( “曰、写、谓、言、告、云、以为”等) +汉译 ( 直引式汉译用引号，转述式汉译无引号) ±
原文+注明出处的夹注 ( 采用正文小号字体，用 “按、见、参观、于……参观”等标识) ±
简评②。具体包括直引、转述、压缩、融入、对照等 5 种类型。其参译特点是: “译”融于
“作”，随文而注; “译”“作”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参互参观，侧重以西证中，旨在阐明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1)。无论采取哪种参译格式，钱氏都详细
注明原文出处，注明出处的实质是 “保护作者精神利益”，标准是 “防止读者混淆”( 牛强
2014: 15)。一方面，作者遵循学术参译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既区分人己成果，又分清翻译
与引用，方便今后自查自校; 另一方面，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把握作者的主要论点、论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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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容易判定作者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
5． 结语
学术参译是研究者主动汲取域外知识、严谨从事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是跨语言、跨文

化、跨社会学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钱氏追求 “打通”理想的成功尝试。他的参译实
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认真遵守学术参译的原则和规范。在当下的
翻译研究中，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还有待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也有
待进一步拓展 ( 李琴、王和平 2018)。因此，钱氏的参译实践也为未来的学术参译研究指明了
方向: 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与深度，通过文本比读和统计分析，系统建构学术参译的方法论
体系; 从翻译学与写作学的互动角度考察学术参译中的主体、客体、行为、方式、效果、属
性等诸多因素，探讨如何在参“入” ( 外译中) 和参“出” ( 中译外) 中助力学术的推陈出
新; 加深翻译学与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之间的融通力度，深究学术参译在引
进外来科技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打通中西的使命中如何发挥独特的价值与作用。

注释:
① 以下引用该书时只在括号中标明页码。

②“+”表示有其后内容为必选，“±”表示其后内容为可选。

参考文献:
［1］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黄忠廉，李明达． 变译方法对比研究 ［J］． 外语学刊，2014，( 6) : 88－91．

［4］季进． 钱钟书与现代西学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李琴，王和平． 国内翻译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现状与展望———一项基于 CSSCI 源刊的共词可视化

分析 ( 2007～2016)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1) : 134－141．

［6］罗新璋． 译艺发端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7］牛强． 论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兼评我国《著作权法 ( 第三次修订草案) 》相关条款 ［J］．

知识产权，2014，( 5) : 15－22．

［8］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9］王丽娜． 俄汉参译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10］吴汉东． 论著作权作品的“适当引用”［J］． 法学评论，1996，( 3) : 14－19．

［11］邢福义． 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管约 ［J］． 语言文字应用，2002，( 4) :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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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A Reflection on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of Bibl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f China，by FU Jing-

min，p. 1

Based on both the documentary reading and the symptomatic reading，this paper has reflected on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practic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iming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Why hav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been adopted? What kinds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s been

adopted? What norms have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conformed t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variations are

actual facts in any translation，and they are feasible and necessary approaches for a new culture fusing into another

culture．

Category，Contribu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by LAN Hong-jun，p. 7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made in China，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which has

already had a history of about 20 years，has been exerting great academic influence． The theory，as a new endeavor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existence． The major contribution of the theory to the

discipline is that it conceptualizes and categorizes new ideas of translation，and thus develops a new dimens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future，the theory needs to better its definitions of some key terms，and to clarify its

theoretical goals and orientations．

A Study on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Qian Zhongshu's On the Art of Poetry，

by YU Cheng-fa ＆ WAN Guang-rong，p. 11

An investigation into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On the Art of Poetry indicates that his translation

variation far outweighs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hat reference transla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ly adopted method by

Qian． Qian's translation practice helps us g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its functions． He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us to observe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 of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corresponding axioms so as to follow appropriate formats and norms on rational grounds，to our advantage and with

restraint．

On Extracted Translation，by REN Dong-sheng，p. 16

The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 of extracted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xtracted translation

of 8 novels． Extracted translation refers to a series of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at aim at enhancing the general reading

effect by deleting the trivial characters and minor plots that might be unacceptable to the target read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work，the basic plot-line，the style of the works，and the overall narrative structure．

It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the abstra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abstracted tex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harmonized text．

The Relational Property of the Mediator of Metaphorical Categorization，by GONG Yu-miao ＆ WANG

Yu-liang，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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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 ？ 比厄斯利 、阿瑟 ？ 丹托 、

诺埃尔 ？ 卡罗尔的艺术批评
°

［ 美］柯蒂斯 ？ 卡特 著

余承法 陈 敏 译

内容提要 在三位 美 国 批评 家 、 美 学 理论 家 门 罗 ？ 比厄 斯 利 、 阿

瑟 ？ 丹托 、诺埃 尔 ？ 卡 罗 尔 的 论著 中 ， 艺 术批评 与 美 学 密切相 关 。 他

们在 各 自 的 实 践 中 有 着 不 同 的 关 注 焦 点 ：
比 厄 斯利认 为 艺 术批评的

主要 角 色是描述 ， 丹托认为 艺 术批评 的 主要任务是 阐 释 ，卡 罗 尔并 不

否认艺 术批评 中描述和 阐释的 作 用 ，但认为 艺 术批评 的 首要任 务是评

价 。 艺术批评 家对于一件 艺 术 品 的知识 ，在 某些重要 方 面 不 同 于 艺 术

家赋予作 品 的 知识 。 视觉 艺 术 家 、演 员 和 舞蹈 家的 知 识既 包括 在 艺 术

创作过程 中 获 得 的 内 在体验 ，也 包括从艺 术品 本 身 得到 的 经验 。 批评

家不 直接参与 在场 的 实 际 艺 术创 作过程 ，也不 具备创作 者和表 演 者的

亲 身 经历 ，视觉 艺 术 家 和表演 家 拥有 的 知 识只 能通过 实 际 的 艺 术创 作

过程获得 。 艺 术 家将 实 际创 作和 表演 过程 中 的 丰 富 体验融 入作 品 之

中 ，
而 这种丰 富体验丧 失在批评 家的 外部 观察或者对 于 某件作品 的预

判 断之 中 。

关键谓 门 罗 ？ 比厄 斯 利 阿瑟 ？ 丹托诺 埃 尔 ？ 卡 罗 尔 艺

术批评

本文 旨 在 评 析 三 位 美 国 哲 学 家 门 罗
？ 比 厄 斯 利 （

Ｍｏ ｎｒｏ ｅ

Ｂｅａｒｄｓ ｌ
ｅｙ ，

１ ９ ５ １
－

１ ９ ８ ５ ） 、 阿瑟 ？ 丹托 （Ａ ｒ ｔｈ ｕ ｒＤａｎｔｏ ，
１ ９ ２ ４

－

２０ １ ３ ） 、

诺埃尔 ？ 卡罗 尔 （ Ｎｄｅ ｌＣａ ｒｒｏ ｌ ｌ
，１９４ ７

－

） 的艺术批评 。 他们在 各 自 论

① 本文为美国马凯特大学 哲学 教授柯提斯 ？ 卡特 （Ｃｕ ｒｔｉ ｓＣａ ｒｔ ｅｒ ） 在
“

中华美 学的传承

与创新
”

国际学术研 讨会暨中华 美学学会 ２ ０ １ ７ 年年会 （ 中南 民族大学 ， ２ 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２ ０
—

２ ２

曰 〉外国美学圆桌会 议上 的主 旨 发言 。 诚挚感谢 卡特教 授的细心解 答和高建 平教授的慷慨

指导 ！

一译注 （以下未标明 为
“

译注
”

的注释均为原注 ）

4.2.13 余承法、陈敏译. 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的艺术
批评，外国美学，2018（28）



门 罗
？

比 厄斯 利 、 阿 瑟
？

丹 托 、诺 埃尔
？

卡 罗 尔 的 艺 术批 评 ／ １〇 １

著 中涉及 了２０ 、 ２ １ 世纪艺术批评 ，取得 了
一

系列突出成绩 。

？

近年来 ， 艺术批评吸 引 了众多美学家的关注 ， 在考察艺术批评和

美学理论的关系上 ， 比厄斯利 、丹托 、卡罗尔做 出 了卓尔不凡的贡献 。

他们在艺术实践和 哲学美学 方面拥有广博的知识 ： 比厄 斯利从新批

评视角研究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 ， 丹托侧重视觉艺术 ， 卡罗尔则主攻

电影和先锋派戏剧 与舞蹈 。 他们都因 对美学理论的突 出贡献而 闻名

于世 ， 同时也都从事艺术批评 ： 比厄斯利进行文学艺术批评 ， 丹托长

期担任美国 《国家 》杂志 （ ＴＡｅＮａｔ ｉｏｎ ） 的视 觉艺术评 论人 ， 卡罗 尔是

《艺术论坛 》 （Ａ ｒｒＦｏｒ ｔ？ｗ ） 、 《戏剧批评Ｋ Ｄｒａｗａ、《苏豪周刊艺

术新闻Ｋ Ｓｏ ／
ｉｏＷｅｅ ／ｆｅｂＮｅｗｓ ）等刊物的评论人 。

？

本文讨论的 批评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 描述 、 阐释和评价 。 批评家

也可能探讨诸如某位视觉艺术家 、作家或表演家的风格特点等更加宽

泛的 问题 ，也可能研究某一特定艺术媒介 的整体特征 。 艺术批评的一

个总体 目标是 ，提髙我们对于视觉 艺术 、文学艺术和表演艺术 的理解

或认识 。 随着大众传媒和数字艺术的兴起 ， 艺术批评正 向这些新的艺

术形式以及更多传统艺术延伸 。

批评家对一件艺术品 的描述包括哪些内 容 ？ 这基于 作品本身给

①本文评析的三位批评家 门 罗 ？ 比厄斯 利 、阿 瑟 ？ 丹托 、诺 埃尔 ？ 卡 罗 尔的 艺术批

评 ，不包括基于后现 代理论 、政治理 论和意识形态理 论 的艺术批评 方法 ， 因 为这些方 法在本

雅明 ？ 布赫 洛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 ｎＢｕｃ ｈ ｌｏｈ ， １ ９ ４ １ 

－

） 、哈尔 ？ 福斯 特 （ Ｈａ ｌＦｏｓｔ ｅ ｒ ，１ ９ ５ ５
－

） 、 罗莎琳 ？ 克

劳斯 （ Ｒｏｓａ ｌ ｉｎｄＫ ｒａ ｕｓ ，１ ９ ４ １
－

）等人参与的圆桌讨论已经讨论过 ， 见《 圆桌会议 ： 艺术批评 的

目 前状况 》 （

“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 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 ｓｅ ｎｔＣｏｎｄ ｉ ｔ ｉ ｏｎｏ ｆＡ ｒ ｔＣｒ ｉ ｔ ｉｃｉｓｍ
”

〉 ， 《 十月ＭＯｃｆ ｏＡｅｒ ） ，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００ 期 ， 第 ２ ０ １

—

２ ２８ 页 ＃ 比厄斯利 、丹 托 、卡 罗尔等美 国学者进 行艺术批评时 ， 除 了简

单提及各 自 他们的方 法之 外 ，并没有运 用基 于神经的 、 受到弗洛伊德学说影 响的 新马克思主

义或者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等批评方 法 。 本文涉及 比厄斯 利三位 学者的艺术批评 ， 不包括

在更广泛的全球场景 （如在 中 国 、 印度和 其他非 西方文 化的国家 、地 区 ） 中进行批评 实践的方

法 ，也不包括哈 罗 德 ． 罗森 伯格 （ Ｈ ａｒｏ ｌｄＲｏｓ ｅｎｂｅ ｒｇ ， １ ９ ０６
－

１ ９ ７ ８ ） 、 克 莱 门特 ？ 格林 伯格

（ Ｃ ｌｅｍｅ ｎ ｔＧ ｒｅｅ ｎｂｅ ｒｇ ， １ ９ ０９
－

１ ９９ ４ ） 、 苗 苗拉 ． 罗 丝 （ Ｂａ ｒｂａ ｒａＲｏｓ ｅ ， １９ ３ ８ 
－

） 、 琳达 ． 诺克林

（ Ｕ ｉ ｉｄａ Ｎｏｃ ｈ ｌ ｉｎ ，１９ ３ １
－

） 、康 奈尔 ？ 韦斯特 （ Ｃｏｒｎｅ ｌ
ｌＷ ｅ ｓｔ ，１ ９ ５３ 

－

） 等 美国批评 家的观 点 ，他

们从 艺 术 史 或 其 他 文 化 基 础 的 视 角 从 事 艺 术 批 评 ， 见 威 尔 ？ 芬 斯 特梅 克 （Ｗ ｉ
ｌ ｌ

Ｆｅｎ ｓｔ ｅｒｍａｋｅ ｒ） ： 《十 篇 永远 改 变 了 艺术批 评 的文 章 》 （

“

Ｔｈ ｅ１０Ｅｓｓ ａｙｓＴｈ ａ 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ｒ
ｔ

Ｃｒ ｉ ｔ ｉｃｉ ｓｍＦｏｒｅ ｖｅｒ
”

） ， 《 艺术 空间 》 （Ａｒｔ
Ｓｐａｃ ｅ ） ， ２〇 １ ７年 ６月 １

４日 。

② 大ｆｔ证据表 明 ， 丹托和卡罗尔从事 过艺术批 评 《 审美 观点论文集

Ｐ ｏ／ ｎ ｉ ｏ／ Ｗ ｅｕ＞

：ＳＷｅ ｃ
ｚＷ Ｅ ｓ ｓａｙ ｉ ，比厄斯 利著 ） 的编者迈克 尔 ？ 辦 （Ｍ

ｉ
ｃｈａ ｅｌ

Ｊ ．Ｗ ｒｅ ｅｎ
＞在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与 另
一编者唐纳德 ？ 卡伦 （

Ｄｏｎａｌ ｄＭ．Ｃａ Ｕｅｎ）的个人访谈时指 出 ，比厄斯 利的论著涉

及艺术批评和审美理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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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感官的印象 ： 它的外观 、声音和感觉 。 批评家的描述 中涉及的艺术

品特性 ，部分是可以被直接 观察到 的 ， 但并不是所 有 。 例如 ， 作者意

图 ，文学作品 的情感基调 ，视觉艺术品 的色彩 、形状和线条以及身体在

运动中 的造型和动作 （包括速度 、持久 力 、强度等属性 ）
， 都很容易 被经

验丰富的批评家观察到 。 在戏剧表演 中 ，服 装 、灯光 、布景设计 、 音乐

类型以 及声音和运动的样式等 ，也同样得 以观察 。 对于体验艺术非常

重要 的其他特征 ，不 易被一般意义上 的视觉和听觉实证直接察觉 ， 而

是根植于批评家的身心 。 但这些特征对批评家描述一件作品 的艺术

价值和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 ： 动觉性 、表现性 、形式性三个特征相

互作用 ， 为作品创造一种整体的风格感 。 因 此 ， 批评家既关注
一 些突

现的 、整体的属性
——这些属性将作品 界定为

一

个整体 ， 也关注 作品

各部分的特性 。 描述作品 中更加微妙的 内容时 ，需要敏锐的观察技能

和创造性的语言运用 。

跟描述不同 ，阐释和评价要求批评家依据 自身的经验和知识来阐

述 自 己对于作品 的观点 。 在 阐释中 ，批评家可 以从总体上阐 明与 作品

相关的 内 容 ， 并参照其他 同 类作 品对整 体意 义和贡献提出 意见和建

议 。 阐释是把某件艺术品 的主要特征与
一

个 观念或信念框架和作品

外部的社会环境相联系 。 面对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 》 （ １９ ３ ７ ） ，批评家可

能指 出欧洲现代艺术的艺术革命 ，包括毕加索对立体派风格的独特贡

献 ， 以及 １ ９ ３０ 年代西班牙内 战时期的 一系列社会 、政治事件 。 谈到现

代舞蹈 ，批评家可能 引 导观众联系 到现代舞创始人之
一

的多丽斯 ？ 韩

福瑞（ ＤｏｒｉｓＨ ｕｍｐｈｒｅｙ ，
１８９５
—

１ ９ ５８
年 ）的 《震荡教徒 》 （

“

Ｔ ｈｅＳｈａｋｅ ｒｓ
”

，

１ ９３ １ ）与 ２０ 世纪美国现代舞的运动风格转变 ，
１ ９ 世纪宗教团体

“

震荡

派
”

的信念和实践 。

作为批评的三种形式之
一

，评价需 要批评 家具备与所评艺术形式

相关的批评专业性知识 。 例如 ，评价需要对
一

件艺术品进行价值评判 ，

必须考察诸多因素 ，诸如所评作品的独创性 ，概念展示的重要性 ，表演者

的技巧性 、生动性或枯燥性 ，以及表演风格的 创造性 、社会关联性 ，批评

家的品位及其感知和解释技能 。 在最佳意义上 ， 批判性评价来源于这

些因素是在场还是缺席 ，是优势还是劣势 ，并为这些因素所制约 。

然而 ，艺术批评家的 任务必然依赖 另外一些概念工具 ， 这些工具

由艺术史 、艺术理论 （如再现 、 表现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 ） 提供 。

一

位优秀的批评家会利用来 自深入的专业经验的 感知技能 ， 同时考虑



门 罗
？ 比 厄斯利 、 阿瑟 ？

丹托 、
诺埃 尔 ？

卡 罗 尔 的 艺术 批评 ／ １ ０ ３

某件艺术品 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关系 。 比厄斯利 、丹托 、卡罗 尔还

运用 了各 自 的美学理论为他们的艺术批评提供哲学框架 。

艺术批评家对于作品的 知识 ，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艺术家赋予

作品的知识 。 视觉艺术家 、演员 、 舞蹈家的知识既包括在艺术创作过

程中获得的 内在体验 ，也包括从艺术品 中得到 的经验。 批评家不直接

参与在 场的实际艺术创作过程 ， 也不 具备创作者和 表演者 的亲身经

历 ，视觉艺术家和表演家拥有的知识只能通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获

得 。 因此 ，
艺术家将 实际创作 和表演过程 中的丰富体验融入作品之

中 ，而这种丰富体验丧失在批评家 的外部观察之中 ， 或者对于某件作

品的预判断之 中 。

１ ． 比厄斯利 的 艺 术批评

比厄斯利的批评思想在其著作中 占有很大篇幅 ， 以他与 Ｗ ．Ｋ ． 温

姆萨特 （Ｗ ．
Ｋ

． Ｗ ｉｍ ｓａ ｔｔ ，
１ ９０ ７

－

１ ９ ７５ ） 的合撰论文 《意图谬误 》 （ １ ９４ ６ ）

为开端 ，他相继出版了 有关艺术批评的众多著作 ， 包括 ： 《美学 ： 批评

哲 学 中 的 问 题 》 （ Ａｅ ｓｔＡ ｅ ｆｉ ｃｓ
：ｉｎｆＡ ｅＰＡ ｉ Ｚｏｓｏｐ／ｉ

；ｙ 〇／

Ｃｒ ｉｔ ｉｃｉ ｓｍ
，

１ ９５８ ） 、跟赫伯特
．

舒勒尔 （ Ｈ ｅｒｂｅｒｔＭ ． Ｓｃｈｕ ｅ ｌ ｌｅｒ ）合编 的

《美学研究 ： 艺术批评与艺术哲学 论文集 》 （４ ？５？／１＾ ＜： ／？＾＾〇／
： ￡ ５？ １３？

〇？ＡｒｔＣｒｉ ｆｉ ｃｉ ｓｗｉａｎｄ ｔＡｅＰ／
ｉ
ｉ ／ｏｓｏｐ／

ｉｙ 
〇／


Ａｄ ，

１ ９６ ７ ） 、 《批评的可能性 》

（ ＴＶｉ ｅ ｉ

３
。饥Ｗｉ ｔ

ｙ ｏ／ Ｃｒ出 ｃｉ ｓｗ ， １ ９ ７０ ） 等 ， 以 及在 １兆０ 年 代发表 的一

系列期刊论文和专著章节 。

？

比厄斯利和温姆萨 特反对阐 释和评价 艺术品时与作者意 图进行

任何关联 。

？ 他们的论文《意图谬误 》
一直被 各种期刊广泛转载 ，

经 常

被文学理论家热烈 讨论 ， 因 而奠定了 比厄斯利在艺术批评领域的 突出

地位 。 他在随后的论文 《意图 与 阐释 ： 重新抬头的谬误 》 （

“

Ｉｎ ｔｅｎ ｔ ｉｏｎｓ

ａｎｄＩｎｔ ｅｒ ｐｒｅ ｔａ ｔ ｉ ｏ ｎｓ
：ＡＦａ ｌ ｌａｃｙＲ ｅｖ

ｉ
ｖ ｅｄ

”
， １ ９８ ２ ） 中 ， 并没有放弃早 期

否认作者意图的观点 ，但将作者称为
“

任何有意创作 由 口 头或书面 的

①比厄斯利有关艺术批评的论著 ，详见 《 门 罗 ？ 比厄斯利美 学著作 目 录 》 （

“

Ｂｉ
ｂ ｌ

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Ｗｒ
ｉ ｔ ｉ

ｎ
ｇ
ｓ
 ｉ
ｎＡｅｓ

ｔ
ｈｅ

ｔｉ
ｃｓｂｙ Ｍｏ ｎｒｏｅ Ｂｅａｒｄｓ ｌｅｙ

”

） ， 门罗 ？ 比厄斯利 （ＭｏｎｒｏｅＢｅ ａ ｒｄｓｌｅ ｙ ）著 ，迈

克尔 ． 琳 （
Ｍ

ｉ
ｃｈａｅｌ Ｊ ．

Ｗ ｒｅｅ ｒＯ和唐纳 徳 ？ 卡伦 （ Ｄｏｎａ ｌｄＭ
．
Ｃａ ｌ ｌｅｎ ）编 ： 《 审美 观点论 文 集 》

｛ ＴｈｅＡｅｓ
ｔｈ ｅ

ｔ
ｉｃＰ ｏ

ｉ
ｎ

ｔｏｆＶ ｉ
ｅｗ －

．Ｓｅ
ｌ
ｅｃｔｅｄＥｓ ｓａ ｙｓ ） （ Ｉ ｔｈａ ｃａ

，
ＮＹ ：Ｃｏｒｎｅ ｌ ｌ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８ ２ ） ， 第３ ７ １

—

３ ７８ 页 。

② 门罗 ？ 比厄斯 利 （ Ｍｏｎ ｒｏｅＢｅ ａ ｒｄｓｌｅ ｙＫＷ ．
Ｋ

． 溫 姆萨特 （Ｗ． Ｋ
．
Ｗ ｉｍ ｓａ ｔｔ ） ： 《 意 图谬

误 》 （

“

ＴｈｅＩ ｎ ｔ ｅ ｎｔ ｉｏ ｎａ丨Ｆａ ｌ ｌａ ｃｙ
”

）
，
《 塞万尼评 论 》 （ Ｓｅｗａｎ？ｉ ？ｅｚ？＞ｗ ）

，
１ ９ ４６ 年第３期 ， 第４６ ８

—

４ ８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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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语言文字组成 ，按照句 法规 则安排的单词序列 的 文本的个人
”？

。

他
一

贯反对 的追 问艺术家 意图 的 实质在于 ， 他将艺术品 视为
一种象

征
，

一种施为行为或再现 ，

？
正如他在坚持

“

新批评
”

实践时 的主张 ： 重

点在于艺术品本身 ，而非艺术家创作艺术品 时的 想象活动 。

？ 尽管比

厄斯利最初反对在批评中运用艺术家意图 ，但他在后期 的美学论著中

承认艺术家意图发挥的作用 。 他在学术生涯晚期发表的论文 《艺术的

美学定义 》 （

“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 ｔｉ ｃＤ ｅｆ ｉｎｉ ｔ ｉｏ ｎｏｆＡ ｒｔ

”

， １ ９ ８３ ） 中 ，认 为艺术家

意图似乎起 着关键作用 ，

“
一件艺术品是为 了 让它满足审美 兴趣而产

生的
”？

。 在这里 ，他的关注重点 已经转向为获得审美体验而走向艺术

家创 造的产品 （即艺术品 ）的审美兴趣 。

虽然比厄斯利 对艺术批评的 突出 贡献源于他对艺术家意 图 的 看

法 ，但另
一

个 中心主题 ， 也许是他研究中 更重要 的一个主题 ，是关于艺

术批评和美学的关系 。 他在 《美学 ： 批评哲学 中 的 问题 》的 导 论中 写

道 ：

“

尽管美学 和批评有 各 自 不 同 的任务 ，但它们无法脱离对方而存

在 。

”￥他在继续阐述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关系时指出 ：

“

对于
一

位优秀的

批评家 ，积累跟艺术相关的大量信息和丰富经验是远远不够 的 。

”
＠优

秀的批评家必须学会呈现艺术经验 ，并将艺术经验与 其他方面的世界

经验 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美学所运用的概念相联系 。 当 然 ，美学概念

指向除描述以外的两个重要艺术批评 问题
——

阐释和评估 ，例如 ：

“

批

①门 罗 ？ 比厄斯 利 （
Ｍ ｏｎｒｏｅＢｅａ ｒｄ ｓ 丨ｅｙ ） ：

《意 图与阐释 ： 重新抬头的谬误 》
（

“

Ｉｎ
ｔ
ｅｎ

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ｄ Ｉｎｔ ｅ ｒｐ ｒｅｔａ ｔ ｉｏｎｓ ：ＡＦａ ｌ ｌａｃ ｙ Ｒｅｖ ｉｖｅ ｄ
”

）
，迈克 尔 ？ 琳 （Ｍｉ ｃ ｈａ ｅｌＪ ．Ｗ ｒｅｅｎ ）

、 康纳德 ？ 卡伦

（
Ｄｏｎａ ｌｄＭ．Ｃａ ｌ ｌｅｎ ）编 ： 《 审美观点论文集 》 （ Ｔ

＂

Ａｅ 〇／Ｓｅ
／
ｅｃ＆ ｃ＾ Ｅｓ ｓａ

ｊｙｘ ）

（
Ｉ
ｔ
ｈａｃ ａ

，
ＮＹ ：Ｃｏ ｒｎｅｌ ｌ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 ８ ２ ） ，第 １ ８ ９页 。

② 在英国哲学家约翰 ？ 奥斯 汀 （ Ｊｏｈ ｎＡｕ ｓｔ ｉｎ ， １ ９ １ １ 
－

１ ９ ６ ０ ） 和 美国哲学家 约翰 ？ 赛尔

（ ＪｏｈｎＳｅ ａ ｒ 丨ｅ ， １ ９ ３ ２
－

） 的著作中 ，

“

施为行 为
’ ’

（ ｉ ｌ ｌｏｃ ｕｔ 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 ｔｓ）是包括宣告类 、 指令类和表达

类 （ｄ ｅｃ ｌａ ｒａｔ ｉｏｎｓ ， ｄ ｉ ｒｅ ｃｔ ｉｖｅ 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 ｓｓｉ ｖｅ ｓ） 在内 的言语行为 （ ｓｐｅｅ ｃｈａｃ ｔ ｓ） 。

③ 同 ① ，第 １ ９４ 页 。

④ 门罗 ． 比厄斯利 （ Ｍｏｎ ｒｏｅＢｅ ａ ｒｄｓ 丨ｅ ｙ ） ： 《艺术的美学定 义 》 （

“

Ａｎ Ａｅｓｔｈ ｅｔ ｉ ｃＤ ｅｆ ｉｎ ｉ
ｔ

ｉ
ｏｎ

ｏ ｆ Ａｒｔ
’ ’

） ，见休 ． 梅 塞 ？ 科特 勒 （ Ｈ ｕｇ
ｈＭｅ ｒｃｅ ｒＣｕ ｒｔ ｌｅ ｒ ） 编 《 艺 术是什 么 ？ 》 （ＷＡａ ｆ

ｈＡｒｉ ？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ａｖｅｎＰｕｂ ｌ
ｉｃ ａ ｔｉｏｎｓ ，

１ ９ ８ ３ ） ，第１ ５
—

２ ９页ｔ彼得 ． 拉马克 （Ｐｅ ｔ ｅｒＬａｍａ ｒｑｕｅ ）
、斯

坦 ？ 郝髙姆 ？ 奥 尔森 （
Ｓ

ｔ ｅｉｎＨａ ｕｇｏｍＯ ｌ ｓｅ ｎ ）编 ： 《 美学 与艺 术哲 学研究 文集
——分析 的传

统 ｝ｉ
Ａ ｅｓ ｔｈｅ ｔ

ｉ 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 ｉ
ｌ ｏ ｓｏｐｈ ｙｏｆＡｒｔ

—Ｔｈ ｅＡｎａｌｙ
ｔ ｉ ｃＴｒａｄ ｉｔ ｉ ｏｎ

：ＡｎＡｎ ｔｈｏ ｌ ｏｇｙ ）

（ Ｍａ ｌｄｅｎ
，
ＭＡ ：Ｂ ｌａ ｃｋｗｅｌ ｌ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 ｎｇＬｔｄ ．

，
２００４ ）

，第５ ８页 。

⑤ 门罗 ＊ 比厄斯利 （ ＭｏｎｒｏｅＢｅａ ｒｄｓｌ ｅｙ ） ： 《 美学 ： 批评哲学 中 的问题 》 ａ ｍｉ

Ｐ／ｕ

．

Ｚｏ ｓｏ
ｊ
＆Ａ

ｊｙｏ／ ＣＷ＂ｃ：

＇

ｓｍ ） （Ｎ ｅｗ Ｙｏｒ ｋ ：Ｈａ ｒｃｏｕ ｒ ｔ
， Ｂｒａ ｃｅ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ａｎ ｙ ， １ ９ ５ ８ ） ， 第４页 。

⑥ 同上 ，
第 ５ 页 。



门 罗
？

ｌｂ 厄斯 利 、阿 瑟
？

丹 托 、诺埃 尔
？

卡 罗 尔 的 艺术批 评 ／ １〇 ５

评家究竟如何看待审美对象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 

”？

比厄斯利在论著中
一

再强调美学与艺术批评密不可 分 。 批评 家

该说什么仍然是哲学美学感兴趣的主要话题 。 在这个方面 ，批评家 的

普遍实践是
“

为检验假定的美学理论的真实性提供重要证据
”

？
。 不过

他也承认 ， 他二十多年前提 出 用元批评来界定美学 的建 议可能有点

偏激 。

２ ． 丹托的 艺 术批评

丹托在艺术批评方面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许是 《寻常物的 嬗变 》

（ ＴＶｉｅＴＶａｎ ｓ／ｉ

ｇｗｒａ
Ｈｏｎ ｏ／ ｆＡｅＣｏｍｍｏｎ

夕 ／ａ ｃｅ ， １ ９ ８ １ ） 。

③ 他在书中阐述

了有关艺术 与哲学关系的观点 ，提 出 了
一种艺术哲学理论 ，其中包含

被认定为艺术品所必需的条件 。 他认为 ，这本书促使 了他决定 当
一

名

艺术批评家 。

出于对艺术批评的兴趣 ，丹托在 １ ９ ８４ 年 １０ 月应邀担任《 国 家 》杂

志的艺术评论人 （直 到 ２００９ 年 ） ， 开始 了新的职业道路 。 他在选择从

事艺术 批评 时 ， 加 入 了 由 美 国 画 家 费 尔 菲 尔 德 ？ 波 特 （ Ｆ ａ ｉ ｒｆｉ ｅｌ ｄ

Ｐｏｒｔ ｅ ｒ ，１ ９ ０７ 
－

１ ９７ ５ ） 、美 国极简主义 艺术 家唐纳德 ． 贾德 （ Ｄｏｎ ａｌ ｄ

Ｊ ｕ ｄｄ ，
１ ９ ２８

－

 １９ ９４ ） 和诗人 约翰 ． 阿什伯里 （ Ｊ ｏｈ ｎＡ ｓｈｂ ｕ ｒｙ ，１ ９２ ７
－

２０ １７ ）等人组成的行列 。

在某种程度上 ，丹托艺术研究的
一

个中心问题始于对安迪 ？ 沃霍尔

（Ａｎｄｙ
Ｗａｒｈｏ ｌ

，
 １９２８ 

－

１ ９ ８７ ）的 《布利洛盒子 》 （ Ｂｎ７ＺｏＢｏｏ：
，

１ ９ ６４）而产生

的有关艺术品身份的困惑 。 他的 系列思考最终解决 了美学如何区分艺

术品与具有类似感性特征的非艺术品这
一

间题 。

？
他在《美学与艺术批

评 》 （

“

Ａｅｓ ｔｈｅ ｔｉ ｃｓａｎｄＡ ｒｔＣｒ ｉ ｔ
ｉ
ｃ

ｉｓｍ
”

，
１ ９ ９ ４ ）

一

文中 ， 再次探讨了 这
一

①门 罗 ？ 比厄斯 利 ： ＜美学 ： 批评哲学中的问題 》
，第 ４ ５ 页 。

② 门 罗 ？ 比厄斯利 （ Ｍｏｎ ｒｏｅＢｅａ ｒｄ ｓ ｌｅｙ） Ｉ 《 审美观点论 文集 Ｋ ＴｆｃｅＡ ｅＪ
Ｚ
／ｉ ｅ

ｉ
ｉ

＇

ｃ〇／

迈克尔
？ 琳 （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Ｗ ｒｅ ｅｎ）
、唐纳德

＊

卡伦 （Ｄｏｎａ ｌｄＭ．Ｃ ａ ｌ ｌｅｎ ）

编 （ Ｉ ｔ ｈａｃ ａ ， ＮＹ 丨Ｃｏｒｎｅ ｌ 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８ ２ ）
，第３ １ ７页 。

③ ［美 ］阿瑟 ？ 丹托 ： 《 寻常 物 的嬗 变 》
， 陈 岸瑛 译 ， 南 京 ： 江 苏 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译注

④ 阿瑟 ？ 丹托 （ Ａｒ ｔｈｕ ｒＣ．Ｄａ ｎｔｏ ） ： 《 安迪 ． 沃 霍尔 》 Ｗａ ｒＡｏ ／ ） （ ＮｅｗＨａ ｖ ｅｎ
，

ＣＴ ｔＹａ ｌ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

，２０
０ ９ 〉

，
第６ １页 。 丹 托在 《美学 与 艺术批 评 Ｍ

“

Ａｅ ｓｔ ｈｅ ｔ
ｉ ｃｓａｎｄ

Ａ ｒｔＣ ｒ ｉ ｔ ｉ ｃｉ ｓｍ
”

）

一文中 详细阐述 了艺术的本体 论地位 ， 这与 沃翟 尔的 《布 里洛 盒子 》 （ Ｂｎ７／〇

Ｂｏｘ ， １９ ６ ４ ） 相 关 ， 见 阿 瑟 ？ 丹 托 《 被 呈 现 的 意 义 ： 批评 论 文 与 美 学 沉 思 》 （ Ｅｍｆｔｏｄ ｉｅｃｆ

Ｍｅａ ｎ ｉｎｇ ｓ ｉ Ｃｒｉｔ ｉ ｃａｌＥ ｓｓａｙ ｓａｎｄＡｅ ｓ ｔｈｅ ｔｉ ｃＭｅｄｉ
ｔａｔ ｉ ｏｎｓ ）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

Ｆａ ｒｒａ ｒ ，Ｓ ｔ ｒａｕｓ ＊Ｇ ｉｒｏｕｘ ，

１ ９ ９ ４ ） ，第３８ ２
—

３ ８４ 页 。



１ ０ ６ ／ ＜外 国 美学 》第 ２ ８ 辑

主题 ， 并且指出 ： 沃霍尔艺术品 《布里洛盒子 》和设计师史蒂夫 ？ 哈维

（ Ｓｔｅｖｅ Ｈ ａｒ ｖｅ ｙ ，
１ ９ ５ ６

－

）广告作品 《布里洛盒子 》之间的差异 ，实质上是

与两个对象相适应的艺术批评的 差异 ：

“

史蒂夫 ？ 哈维的盒子是有关

布里洛的 ，是有关速度和清 洁之类的价值
…… 沃霍尔 的 肖像画更为

复杂 ，与 这些价值奄无关联 ， 它在某种意义上是 哲学的 ，是关乎艺术

的 … …
，
， ①

丹托将艺术批评家 的 工作 简括为 一个双重任务 ：

“

确定艺术品 的

意义 ， 阐明该意义如何体现于作品 之中 。

”？他对艺术品 的形式特征没

有兴趣 ，除非 它们在 阐 明艺术
“

被体现的意义
”

方面发 挥作用 。 这里

“

被体现 的意义
”

不是艺术家的发明 ，而是源于艺术家生活在其中并 与

更大群体分 享 的世界 ， 这可能包括艺术世 界和社会的 其他方面 。 因

此 ， 阐释是丹托理解艺术批评的主要兴趣所在 。 他不否认他的 艺术批

评也可能包括评价 ，但坚持认为评价是次要的 ， 而且只 有服务于 阐释

时才有意义 。

？

他在 《从美学到 艺术批评再回 到美学 》 （

“

Ｆ ｒｏｍＡｅｓｔｈｅｔ ｉ ｃｓ ｔｏＡ ｒｔ

Ｃｒｉ ｔｉ ｃ ｉ ｓｍａｎｄＢａｃ ｋ
”

，
１ ９ ９ ６ ）

—

文中 ， 十分推崇黑格尔关于
“

艺术 的内

容
”和

“

艺术品的表现手段
”

的智力判断 ，并评论道 ：

“

批评别无所需 ，只

需要确定意义和表现方式… … 基于
‘

艺术品是被体现的意义
’

这
一论

点 。

”

这实质上相当于将艺术定义为从观察者
“

旨 在把握艺术品蕴含的

意图而做的解释行为
”

中 引 出的
“

被体现的意义
”

。

？

①阿瑟 ？ 丹托 ： 《 安迪 ？ 沃霍尔 》 ， 第 ６ １ 页 。 丹托在 《 美学 与艺 术批 评 》 （

“
Ａｅ ｓｔｈｅｔｅｓ

ａｎｄＡ ｒｔＣｎｔ ｕｎ ｓｍ
”

）

一文中 详细 阐 述 了 艺术 的本 体 论地 位 ， 这 与 沃霍 尔的 《 布 里洛 盒子 》

１ ９ ６ ４ ）相关 见阿瑟 ？ 丹托 《被呈现的意义 ： 批评论文与 美学沉思 》 （ＥｍｆｒｏＡＭ

Ｍｅａｎｉ ｎｇｓ ： Ｃｒ ｉｔ ｉｃ ａ ｌＥ 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
ｉｃ Ｍｅｄ ｉｔ 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ｉＮｔｗＹｏ ｒｋ ＊Ｆ ａ 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Ｇ ｉ ｒｏｕｘ ，

１ ９ ９４ ）
，第３８ ６ 页 。

② 同上 ，
第 》 １ １ １ 页 １＞

③ 诺埃尔 ？ 卡罗尔 （ Ｎｂ ｅｌＣａ ｒｒｏ ｌ ｌ ） ： 《 阿瑟 ？ 丹托 的艺 术 哲学 与批评 实践 ； 彭锋编 ：

《美学 与 当 代 艺 术 》 （ Ａ？认衫 丨ｃｓ ａｎｄＣｏｒｔｆ ｅｍ／ｗａｒｙ Ａ ｒｔ） （ 《 美 学 国 际 年 刊 》 ，

Ｙｉ ｅａ ｒ６ｏｏＡ〇／
ＡｅＷ／ｔｅｎ ｔ ｓ ， ２〇 １２年第１ ６期 ）

，第４ ８
—

６ ８页 。

④ 阿瑟 ？ 丹 托 （
Ａｒｔｈｕ ｒＣ＿Ｄ ａｎ

ｔ
ｏ ） ： 《 从 美 学 到 艺 术 批 评 再 回 到 美 学 》 （

“
Ｆ ｒｏｍ

Ａｅｓ ｔｈｅ ｔ ｉｃ ｓｔｏＡ ｒ
ｔ
Ｃｍ 丨ｃｉ ｓｍ

”
）

，
《 艺术 的终结之后 》 （ Ａ

．
Ｗ

． 梅隆美术讲座 ，
１＂ ５ 年伯林根系列

第３ ５ ：４ ４讲 ）
（ Ａ／ｆ ｅｒＭ ｅＥｎｄ〇／ Ａ ｒｔ ，Ｔｈ ｅＡ

．
Ｗ＿Ｍｅｌ ｌｏｎＬｅｃ ｔｕ ｒｅ 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ｍｅＡ ｒ ｔｓ ， １９ ９ ５

Ｂｏｌ ｌｍｇｅｎＳｅｎｅｓ
，第 ９ ８ 页 。 不同于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美学包括艺术的感 知方面和艺术哲学 ，

丹托对美学和艺 术哲学做 了 明确 区分 ， 这在一 系列 著作 中 都 有体现 ， 包 括他 的最 后一本

书 《艺术是什么 》 （Ｎ ｅｗＨ ａ ｖｅｎ ， ＣＴ ：Ｙ ａｌ ｅＵｎ 丨ｖｅｒ ｓｉ ｔｙＰ ｒｅｓ ｓ ， ２ ０ １ ４ ） ？ 他在该书中指 （转下 页 ）



门 罗
？

比 厄斯利 、 阿瑟
？

丹托 、 诺埃 尔
？

卡 罗 尔 的 艺术批 评 ／ １〇７

尽管丹托在 《寻常物 的嬗变 》 中 指出 了某物被 认定为艺术品 的条

件 ，但他坚持认为 ，就其艺术批评实践而言 ， 他乐于接受传达艺术之哲

学本质的任何艺术 。

？ 作为批评家 ， 丹托愿意接纳在多元艺术世 界中

可能出 现的任何艺术变体 。 有些艺术家希望其作 品代表某种历史性

突破 ， 但丹托对这些艺术家没有兴趣 ， 因为 艺术史上的这些进展 已经

终结了 。 某个固定议程或某些审美特质对于艺术批评实践都不是必

要的 。 在这
一

点上 ，丹托感兴趣的 艺术 品范围不 同 于比厄斯 利 ， 后者

并未将法国艺术家杜尚 的现成品 和沃霍 尔的布里洛盒子之类的东西

纳入其艺术品范围 。 在丹托看来 ，批评家实践的重心是审美特质或其

他艺术元素对艺术品进行最佳解释的方式 。 丹托继承 了黑格尔 的美

学精神 ， 认为艺术的发展
“

是
一

个不断发展的 整体 …… 看不到这
一

点

的任何批评都不会有什么价值
”？

。

３ ． 卡 罗 尔 的 艺 术批评

卡罗 尔作为艺术批评家的早期经历主要是关于 １ ９ ７ ０
—

１ ９８０ 年代

纽约下城区剧院舞蹈 、 电影和演 出 的艺术世界的研究 。 他的批评对象

主要是下城区的 艺术家 ，不同于丹托艺术批评中的纽约上城区的 艺术

世界 。
？ 卡罗尔的 艺术批评记录了某

一

特定场所中
“

丰富而活泼
”

的先

锋派艺术的新动 向 。 他和同时代的年轻批评家实际上构成了 艺术场

（接上 ］〇 出 ，美学为事物 的感官动作 （ 感性 ）提供 支持某种观点的辩论 ， 艺术哲学则聚焦 于区

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问题 ？ 见约瑟夫 ？ 唐克 （ Ｊｏｓ ｅｐ ｈＴａｎｋ ｅ） ： 《艺术的 艺术 性 ： 阿瑟 ？ 丹

托 〈 艺术是什 么〉评介Ｍ 美国艺术 Ａｍｅｒ ｉｃａ ）
，
２ 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① 丹托对
“

什么构成艺术
”

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形成于 《艺术是什 么 》之 中 。 他在 书中

指出 ，艺术哲学是
“

试图区分艺术 与世 界上的其他事物
”

，是
“

试 图回 答这 个问题 ： 什么 让艺

术成为艺术 ？

”

引 自 约瑟夫 ？ 唐克 （ Ｊｏ ｓｅｐｈＴ ａｎｋｅ ） 《 艺术 的艺术性 ： 阿瑟 ？ 丹托 〈 艺术是什 么 〉

评介 》
，
《美 国艺术ＫＡｒｔｉ 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 ）， 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３ ０ 日 。

② 阿瑟 ？ 丹托 （ Ａ ｒ ｔ ｈｕ ｒＣ ．Ｄａｎ ｔｏ） ： 《艺术的终 结和艺术批评家 》 （

“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Ａｒｔａ ｎｄ

Ｉｔ ｓＣｒ ｉ ｔ ｉｃｓ
”

） ， 见《绞车与 弓 ： 艺术哲学与艺 术理 论丛书 》 （Ｌ ｉ

＇

ｅｒ ｅ ｎＢｏ ｏｇ ：Ｓｅｒ ｉｅｓ 〇／
Ｐ／ｎ７〇 ５〇抑； ｙ

〇／ Ａｒｔ ａｍｉＡｒｆ ＴＶｉ ｅｏ ｒｙ ） ， １ ９ ９ ８年第１ ３卷 ，第５ ４觅 。

③ 这个纽 约艺术世界在 Ｉ９ ６ ０ 年代 出现 ，在 １ ９ ７ ０ 、
１ ９ ８０ 年 代进一 步发展 ，相关 图片 详

见萨利 ？ 贝 恩斯 （ Ｓａ ｌ ｌ

ｙ
Ｂａｎｅ ｓ ，１ ９ ４ ９

—

）的著作《
１ ９６ ３ 年 的格林尼治村 ： 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

身 体 ｝（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Ｖｉ

ｌｌａｇｅ ：Ａｖａ ｎ
ｔ
ｒＧａｒｄｅＰ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
ｈｅＥｆｆｅｒｖｅｓ ｃｅｎ ｔＢ ｏｄｙ ）

（
Ｄｕ 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ｓｓ
， １９ ９ ３ ） 和《颠覆性的期望 ：

１９ ７６
—

１９ ８ ５ 年间纽约的表

演艺术与 准 剧 院 》 Ｐｅｒ／ｏｒ／ｎａｎ ｃｅＡｒｔａ ｒｕｉＰａｒａＭＭ
ｉ
ｅｒｉｎｉＶｅｕ；

Ｙｉ ｏｒＡ ： １９ ７ ６
－

８５ ） （ Ａｎ ｎＡ ｒｂｏ ｒ
，
ＭＩ ：Ｔｈｅ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 ｙｏｆＭｉ ｃｈ ｉ

ｇ
ａｎ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 ９ ８ ） 。 中译本参见

［美 ］萨利 ？ 贝恩斯 著 ， 华明 等译 ： ＜ １
９ ６３ 年 的格林尼治村 ： 先锋 派表演和欢 乐的身体 》 ， 桂

林 ： 广西 师范大学出 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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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 活生生的
一 部分 。 在这个场景中 ， 他看到 了创新艺术在徐徐展

开 ，后现代舞蹈编导跟画 家和雕塑 家 （经常将其艺术品演变为表演艺

术 ）保持互动交流 。

？

卡罗尔后来对艺术批评的 观点在专著 《 论批评 》 （ Ｏｎ

２００８ ）中得到 了强化 ，并在最近的系列文章 中做 了详尽阐述 ，尤其是他

回应丹托和比厄斯利 艺术批评的 那些论文 。 他艺术批评 的核心概念

是评价
——

用事实证据支持艺术判 断 的严密推理过程 。 根据卡罗 尔

的规范性观点 ， 批评家的 角色就是展示
一

件艺术品具有价值并阐明理

由 ，诸如艺 术家 意图 、 艺 术品相 关艺术范 畴 中 的 划 分 、 相关 历史 背

景等 。

卡罗尔的一篇相关论文《艺术欣赏 》 （

“

Ａ ｒｔ Ａｐｐ ｒｅｃ ｉａ ｔ ｉｏ ｎ
”

，
２ ０ １ ６ ） ，

虽然不是艺术批评 ，但他着重探讨 了艺术批评的
一

个中心 目标——提

升艺术欣赏 。 他在该文 中区分 了艺术欣赏的 两种形 式 ：

“

喜欢
”

和
“

估

量
”

。 就批评而 言 ， 他认为
“

喜欢
”

的艺术欣赏少有或根本没有 价值 。

另
一

方面 ，他发现了估量与艺术批评之间的 密切联系 。 卡罗 尔眼中 的

艺术批评过程 ，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哲学家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特别是

价值问题时可能采取的逻辑分析过程 。

４ ． 简评比厄斯利 、 丹托和 卡 罗 尔 的批评方法

对于什么是批评家感兴趣的 批评对象 ， 比厄斯利 、 丹托和卡罗尔

三人没有达成最终共识 。 在 比厄斯利 看来 ，艺术批评重在艺术品 自 身

的审美特质 。 对丹托而言 ， 艺术批评 的重点是联系更广 阔 的艺术 、 文

化背景来阐释通常 出现于展览环境中 的艺术品 的意义 。 卡罗 尔 则认

为 ，艺术批评的重点是特定艺术品或者其主体部分以及批评家参考某

个艺术时期或类型对作品进行的恰 当定位 。 这些元素 ，加上对艺术家

意图 的理解 ， 在某种可以 认知的程度上 ， 为批评家进行评估提供了理

性依据 。 三位哲学家 中 ， 也许卡罗 尔对
“

什么是批评家感兴趣的 批评

对象
”

做了最贴近的界定 。

① 诺埃尔 ？ 卡罗尔 ＜ Ｎ６ｅｌＣａｒ ｒｏ ｌ ｌ） 有关艺术批评的系列研 究收录 于论 文集 （生活在 艺

术世界之中 ： ］ ９ ７ ０ 、 １９ ８ ０ 年 代 舞蹈 、 表 演 、 戏 剧 和美 术 的评 论 与论 文 》 ｈａ ｎＡ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Ｅｓ ｓａｙｓｏｎＤ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 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Ｆｉ ｎｅ Ａｒｔ ｓ ｉｎ ｔｈ ｅ

１ ９ ７ ０ｓ ａ ｎｄ１９８０ ｓ ） （Ｌｏｕ ｉ ｓｖ ｉ
ｌ ｌｅ ， ＫＹ ：Ｃｈ ｉ ｃａ ｇｏＳ ｐｅｃ ｔ ｒｕ ｍＰ ｒｅｓ ｓ ， ２ ０ １ ２ ） 。 他将后现代舞蹈 、 后现

代绘画等术语的特征概括为风格标记 ， 最终汇聚为
Ｈ

后现代主义
”

这个更加包容 的概念 ， 见第

３ ３ ８
—

３ ５ １页 。



门 罗
？

比 厄 斯利 、阿 瑟
？

丹托 、 诺埃 尔
？

卡 罗 尔 的 艺术 批评 ／ １ ０ ９

艺术批评的 三个方面即描述 、 阐释和评价不时受到挑战 ，例如 ，被

自 然科学所建构的认知意义进行标准评判 时 。

一般说来 ，正如美国学

者约瑟夫
？ 马戈利斯 （ Ｊ ｏｓ ｅｐ ｈ

Ｍａ ｒｇｏ ｌ ｉ ｓ ， １ ９ ２４
—

）所言 ，需要核实对作

品 的描述是否符合事实时 ，描述意味着
一个稳定的 、 定义明 确的 、 可供

检査的对象 。

？
是否符合

“

稳定艺术品
”

的必要条件取决于媒介 ， 例如 ，

物理媒介在包括绘 画 、 电影和数字艺术 品在 内 的几乎所 有艺术 实践

中 ， 都因 为特定作品可能受到 损害 ，或是 由 于媒介处理技术 的淘汰而

发生
一

些变化 。

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
一场表演的描述性事实来核査 ，

批评 家

和读者都应该在上述限制范围 内做到这
一

点 。 另外 ，有时可能对一件

艺术品给出不止
一

种可以接受的解释 ，而不要求达成
一

致 。 阐释不会

为 了具有认知意义而被判 定对错 。 阐释或许是有趣的 、合理的 、 可能

的 ，但仍然具有认知意义 ， 尤其体现在 由 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知识构成

的专业背景中进行批评的情况之 中 ，或者 由 训练有 素的观察者进行批

评的情况之中 ， 因为他们在作为批评家的定期实践中培养 了髙超的感

知技巧和表述能力 。

评价 ， 即对一件艺术品 的 意义进行评估或价值 判断 ，在 长期的 艺

术批评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 虽 然批评性评价无法在任何简单意义上

被判 定对错 ，但能够 帮助我们更仔细观察并反思艺术品 的 意义 ，从 而

增长我们的 知识 。 评估似乎是描述过程和阐释过程的 一个 自然结果 ，

但在某些方面评估是最有 问题的 。 上文提到 的 艺术家意图在艺术批

评中 的作用 ， 引起人们对艺术家意图在评估艺术 品 中作用 的争论 ，美

国美学家对此讨论得尤为激烈 。 例如 ， 不妨 回顾一下 ， 比厄斯利 在早

期论著和后续研究中都回避了艺术家意图 ，他认为 ：

“

在判断
一

部文学

艺术作品是否成功时 ， 作家意图既不是
一

个适用标准 ， 也不是
一

个理

想标准 。

” ？对于艺术家意图 ，卡ｆ 尔 的看 法跟比 厄斯利不同 ， 他认为 ：

仔细审视艺术品 ，借助艺术家的

＊

日 记或传记等外部资源 ，可 以充分认

①约瑟夫 ？ 马戈利斯 （ Ｊ 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ｇｏｌ ｉ ｓ） ： 《艺术与哲学 ： 美学中的概念 问题ＫＡｒｔ ａｍ／

Ｐ ｈｉ
ｌｏ ｓｏｐｈｙ 

？

．Ｃｏｎｃｅｐ ｔ ｕａｌ ｈ ｓｕｅｓ ｉｎＡｅｓ ｔｈ ｅｔ ｉｃｓ ）（．

Ａ ｔ ＼＆ｎ ｔ ｉ ｃＨ ｉｇｈ ｌａ ｎｄ ｓ ＊ＮＪ ：

Ｈ ｕｍａｎ ｉ ｔ ｉｅｓ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 ８ ９ ） ，第１ １ １ 页 。

② 门罗
？ 比厄斯利 、 Ｗ． Ｋ ． 温姆萨特 ： 《意图谬误 ＞

，
《 塞万 尼评论 》

，
１９ ４ ６ 年第 ３ 期 ， 第

４ ６ ８
—

４ ８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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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艺术家 意 图 ， 以 及艺 术家 意图 在理性评估艺 术品 中 扮演 的 重要

角色 。

（作 者单 位 ： 美 国 威 斯康 星 州 马 奎 特大 学

译者 单位 ：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外 国 语学 院

中 南 民 族大 学 文 学 与 新 闻 传播 学 院 ）

学 术 编辑 ： 刘 卓



图像显示了什么
？

［徳 ］斯蒂凡 ？ 马耶夏克 蕃

余承法 陈 敏 译

一

、 图像 ： 凝视的现象

图像吸 引 观众凝视的 能 力一直令人着迷 。 在 自 然主义流派 的 图

像 中 ， 图 像的再现有时 与我们在现实 中 感知 的 内 容非常接近 ， 以 致我

们几乎被骗 了 。 不知为什 么 ， 我们倾 向 于说 ， 图像 中 显现的 内 容如 同

真 的一样 ， 并且远比只能借助词语 、 句子等任意语言符号所做 的描述

更贴近 、更直接 。 让刻 画对象如在眼前 的这种体验 ， 导致历史上不断

发生两种现象 ： 经常归 因 于 图 像 的 神话般 的 ， 甚至是神 奇 的特质 ； 对

于图像的强烈情感反应——介于 宗教偶像 崇拜和破除偶像迷信主义

之间 的一种反应 。

？ 我们看照片时 ， 如 图 １
， 美国摄影师理査德 ？ 艾维

顿 （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Ａ ｖｅｄｏｎ ，
１ ９ ２ ３

—

２ ０ ０ ４ ） １ ９ ６ ３ 年拍摄的 《 生而为奴的威廉 ．

卡斯比 》 （

“

Ｗ ｉ ｌ ｌ ｉ ａｍＣａ ｓｂ ｙ ，
ｂｏ ｒｎ ｉｎｓ ｌ ａｖ ｅ ｒｙ

”

， １ ９ ６ ３ ） ， 不仅仅是在辨认

各种化学成分固定在相纸上的灰度关系 ， 而且就像我们在直视主人公

① 本文为德 国 卡 塞 尔 大 学 艺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哲 学 教 授 斯 蒂 凡 ？ 马 耶 夏 克 （ Ｓｔ ｅ ｆａｎ

Ｍａ
ｊ
ｅ ｔ ｓｃ ｈ ａ ｋ ）在

“

中 华美学 的传承与 创新
”

国 际学术研 讨会 暨 中 华美学 学会 ２ ０ １ ７ 年年会 （ 中

南 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２ ０
＿

２ ２ 日 ） 外国美学圆桌会议上的主 旨 发 言 。 诚挚感谢马耶 夏克

教授 的细心解答和高建平教授 的慷慨指导 ！

——译注 （ 以 下未标 明 为
“

译 注
”

的注释均 为原

注 ）

② 阿瑟 ． 丹托 （ Ａ ｒ ｔ ｈｕ ｒ Ｃ ＿ Ｄａｎ ｔｏ ）  ｔ 《刻 画与描写 》 （

“

Ｄｅｐ ｉ ｃ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ｓ 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ｎ
”

） ， 见 《 哲

学 与现象学研究 》 （ ＰＡ ｉ ／ ｏ ｓ ｏ
／

ｉ ／ ｉ ｙ 
ａ ｎｄＰＡ ｅｎ ｏｍｅｎｏ Ｚ ｏｇ ｉ ｆａ Ｚ ＞ ， 第 ４ ３ 卷第  １期 （ １ ９ ８ ２年 ） ，

第 １
一

１ ９ 页 。

4.2.14 余承法、陈敏译. 图像显示了什么，外国美学，2018（28）



１ ２ ２ ／ Ｃ 外 国 美 学 ）第 ２ ８ 辑

的眼晴 。

？

借用文艺复兴早 期 的 意大 利人文主义者莱 昂
？ 巴 蒂斯塔 ？ 阿尔

伯蒂 （ ＬｅｏｎＢａｔ ｔ ｉ ｓｔａＡ ｌ ｂ ｅｒｔ ｉ ，
１ ４０４

—

１ ４ ７ ２ ） 的著 名 比喻ａ ｐ ｅ ｒ ｔ ａｆｅｎｅ ｓ ｔ ｒａ

（打开的窗户 ）
？

， 图 １ 这样的 图 像仿佛让我们通过一 扇 打开 的 窗户 看

见事物 ； 换言之 ， 图 像不仅显现具体形状和颜色 的星丛 ， 而且使刻 画对

象显而 易 见 。

图 １ 理査 德 ？ 艾维 顿 ： 《 生 而 为 奴

的威廉 ？ 卡斯比 》 （ １ ９ ６ ３ 年 ）

观看 图 像 时 ， 我 们 所 体 验

到 的 事 物变得 可 见 ， 图 像 的 这

种 力 量 令人 着 迷 ， 有 时 几乎 令

人难 以 抗拒 ， 但很难对 图 像 的

本体论地位 以 及决定其可视化

能 力 的 诸 多 规 则 进 行 概 念 阐

明 ， 因 为 图 像 是 凝 视 的 现 象 。

不同 于 其 他存在 类 型 ， 如 物 质

的东西 、 数字 和 想 法 ， 图 像在本

体论上不外乎是人类感知 的 一

些现象 ， 即 看 见 事 物 以 特 定 形

状和颜色显现于 画面有限连续

区域之 中 。 这 种 情 况 发 生 时 ，

就意味着 图 像 制 作者在技术或

艺术上成功地 以这种方式安排

了标记网络 ： 使得一 些物质 因 素 ， 诸 如 图 像平面 的 形状和质 量 、 颜料

的性质 、笔画的视觉质量等 ， 不会或至少不会主要成为感知 的对象 ， 而

是对图画显现的事物打开一个视角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说眼前有一

①罗 兰 ？ 巴 特 （ Ｒ ｏ ｌ ａ ｎｄＢａ ｒ ｔ ｈ ｅ ｓ
 ） ： 《 明 室

摄 影 纵 横 谈 》 （ Ｃａｍｍ ｉ ：

ｏｎＰＡｏ ｉ ｏｇｒａ
／

） ／＾ ） ， 理 査 德 ？ 按 华德 （ Ｒ ｉ ｃ ｈ ａ ｒｄＨ ｏｗ ａ ｒｄ ） 译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Ｈ ｉ ｌ ｌａ ｎｄ

Ｗ ａ ｎｇ ，１ ９ ８ １ ） ， 第 ３ ４
—

３ ８ 页 。 中译本参见 ［法 ］ 罗 兰 ？ 巴特 著 ， 赵克非译 ： 《 明 室
一摄影 纵

横谈 》 ， 北京 ： 文化艺术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２ 年 ， 第 ５ ５
—

５ ６ 页 。

一译注

② 莱 昂 ？ 巴蒂斯塔 ？ 阿尔伯 蒂 （ ＬｅｏｎＢａ ｔ ｔ ｉ ｓ ｔ ａＡ ｌ ｂ ｅ ｒ ｔ ｉ ） ： 《 论 绘画 》 （ Ｄｅ Ｐ 丨

？

ｃＭｍ ） ， 见奥

斯卡 ？ 贝奇 曼 （ Ｏｓｋ ａ ｒＢ＾ ｔ ｓ ｃ ｈｍａｎ ｎ ） 、 克 里斯 多夫 ？ 绍布林 （ Ｃ ｈ ｒ ｉ ｓ ｔｏ ｐ ｈＳｃ ｈＳ ｕ ｂ ｌ ｉ ｎ ） 编辑 、 介 绍 、

翻译和评论 ， 克里斯 汀 ？ 帕茨 （ Ｋ ｒ ｉ ｓ ｔ ｉｎ ｅＰ ａ ｔ Ｚ ） 参 与 ： 《 雕 刻 、 绘 画艺术 、绘画基础 ： 拉丁语一德

语 ｝ （ Ｄａ ｓＳ ｔａ ｎｄｂ ｉ ｌｄ ？Ｄ ｉ ｅＭａ Ｌｋ ｕｎ ｓ ｔ ．Ｇｒｕｎｄ ｌａｇｅ ｎｄｅ ｒＭａ Ｌｅｒｅ ｉ  ？Ｌａ ｔ ｅ ｉｎ ｉ ｓ ｃｈ
一Ｄｅｕ ｔ ｓｃｈ  ）

（ Ｄａ ｒｍｓ ｔ ａｄ ｔ
：Ｗｉ ｓ ｓ ｅｎ ｓ ｃ ｈａ ｆ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Ｂｕ ｃ ｈｇ ｅ ｓ ｅ ｌ ｌ ｓ ｃ ｈ ａ ｆ ｔ ， ２ ００ ０ ） ， 第２ ２ ４页 。 中译本参 见 ［意 ］阿 尔贝

蒂著 ， 胡捃 、辛尘译 ： 《 论绘画 》 ， 南京 ： 江苏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一译注



图 像 显 示 了 什 么 ／ １ ２ ３

幅
“

图像
”

。

当 然 ，对于大多数图像 ， 观察者对于什么是可见物 的视角并不是

纯粹的 。 因 为很显然 ， 图像也通常被 当 作颜色和形状的 星丛来看待 ，

或者至少可以这么来看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 ？ 波姆

（Ｇｏ ｔ ｔ ｆｒｉ ｅｄＢｏｅｈｍ ） 和 美 国 著 名 哲 学 家 、 艺 术 批 评 家 阿 瑟 ？ 丹 托

（ Ａ ｒ ｔｈ ｕ ｒＤａｎ ｔｏ ）都强调 ， 涉及 图像时 ， 必须在原则 上 区分 为某物打开

视角 的时刻 和关闭视角 的时刻 ， 基于图像 自 我呈现的方式 ， 即波姆所

强调的
“

透明和不透明
＂

（ ｔ ｒａｎ ｓ ｐａ 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ｏｐａｃ ｉ ｔ ｙ ）

这两者属于 同

等的
“

构成时刻
＂

（ ｃｏ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ｖｅｍｏｍ ｅｎ ｔ ｓ ） 。

？ 在很大程度上 ，每幅图 像

既透明地显现某物 ， 与此 同时又以不透明 的方式只显现 自 身 。 从照相

写实主义到 单色场绘画的范围 内 ，每幅图像都介于纯粹透明地呈现其

他东西和纯粹不透明地 自 我呈现的可能性之间 ，这种可能性最终决定

图像呈现的语义范围或空 间 。

？

如果我们撇开图像的本体论地位 问题 ， 而讨论如何从理论上解释

事物在图像 中 可视的过程 ， 情况几乎不会变得更简单 。 从柏拉图 （ 《 智

者篇 》 ， ２ ４ ０ ａ ）直到现在 ，欧洲思想界在努 力寻找这个问题

的恰 当 答案时 ，

一直聚焦于
“

相似性
”

概念 。 其基本观点是 ，在 图画标

记的 星丛 中 ， 有些事物变得可见 ， 是 因 为这个星丛相似于现实 中形状

和颜色的可视星丛 。 这个观点 自 柏拉图提出 以来 ，就 自 然而然地以不

同方式确立下来 。 但事实上 ，

“

相似性
”

概念的任何解释能真正帮助我

们理解事物在 图像上可视的过程吗 ？ 我们所观看的理査德 ？ 阿维顿

拍摄的这张照片之所以是一幅真正的图像 ， 难道就是因 为它与一个名

①戈特 弗 里 徳 ？ 波 姆 （ Ｇｏ ｔ ｔ ｆｒ ｉ ｅｄＢｏ ｅｈｍ ）  Ｉ 《 从 媒 介 到 图 片 》 （

“

ＶｏｍＭｅｄ ｉ ｕｍｚｕｍ

Ｂ ｉ ｌｄ
”

） ， 见根多 尔夫 ． 溫特 （ ＧｕｎｄｏＵＷ ｉ ｎ ｔ ｅ ｒ ） 、伊 冯 ？ 斯 皮 尔 曼 （ ＹｖｏｎｎｅＳｐ ｉ ｅ ｌｍａ ｉｍ ） 编 ： 《 图

像
一媒介一艺术 ＞ （历Ｗ ， 必 “ｍ ， ｉＣ ｉｍｒｆ ） （ Ｍ Ｕ ｎｃｈｅｎ ｔＷ ｉ ｌ ｈ ｅｈｎＦ ｉ ｎ ｋ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９ ） ， 第１ ６ ７

页 。 另 见 戈 特 弗 里 徳 ． 波 姆 （ Ｇｏ ｔ ｔ ｆｒ 丨 ｅｄＢｏ ｅｈｍ ） ： 《 图 像 的 返 回 》 （

“

Ｄｉ ｅＷｉ ｅｄｅ ｒｋｅｈ ｒｄ ｅ ｒ

Ｂ ｉ ｌｄ ｅ ｒ
”

） 、 《 图像 的 问题 》 （

“

Ｄ ｉ ｅＫ ｌｄ ｅ ｒ ｆｒａｇ ｅ

”

） ， 见戈特弗里徳 ． 波姆 （ Ｇｏ ｔ ｔ ｆ ｒ ｉ ｅｄＢｏｅｈｍ ） 编 ， 《 图

像是什么 ？ＫＷｈ ｓ Ｉ

’

对ｅ 丨

’

ｎＢ 丨以 ？ ＞ （ ＼１ １ １ １１ ＜ ： １ １〇１ １Ｗｉ ｌ ｈ ｅ ｌｍＦ ｉ ｎｋＶｅ ｒＵｇ ， １ ９ ９ ４ ） ， 第３ ３ 、 ３ ３ ８页 ； 阿

瑟 ． 丹托 （ Ａ ｒ ｔ ｈ ｕ ｒ Ｃ ． Ｄａ ｎ ｔｏ ） ： 《寻常物的嫌变 ：

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 ＴＶａ ｎ ｓ／ｉｇｗａ ｆ ｉｏｎ

ｏｆ 
ｔｈ ｅ Ｃｏｍｍｏｎｐ ｌａ ｃ ｅ  ｉＡＰｈ ｉ ｌ ｏ 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ｔ ）  （ Ｃａｍｂ ｒ ｉｄｇ ｅ ＊ＭＡ ：Ｈａ ｒｖ ａ ｒｄ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 ８ ２ ） ， 第 １ ５ ９ 页 。 中译本参见 ［美 ］阿瑟 ？ 丹托著 ， 陈岸瑛译 ： 《 寻常物 的嬗变 ：

一种关于 艺

术的哲学 》 ， 南京 ： 江苏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一译注

② 伯恩哈特 ？ 瓦尔登菲 尔茨 （ Ｂｅ ｒｎｈ ａ ｒｄＷａ ｌｄｅｎ ｆｅ ｌ ｓ ） ： 《 可视性顺序 》 （

“

Ｏ ｒｄｎｕｎｇｅｎｄ ｅｓ

Ｓ ｉ ｃｈ ｔ ｂａ ｒｅｎ
”

） ， 见 戈特 弗 里 德 ． 波 姆 （ Ｇｏ ｔ ｔ ｆｒ ｉ ｅｄＢｏｅｈｍ ） 编 ： 《 图 像 是 什 么 ？ 》 （ Ｗ ｉ ｔｗ ｉ打

Ｂ＂ｄ ？ ） （ Ｍ Ｕ ｎ ｃ ｈ ｅｎ ｔＷ ｉ ｌ ｈ ｅ ｌ ｍＦ ｉｎｋＶｅ ｒ ｌａｇ ，

‘

１ ９ ９ ４ ） ， 第 
２ ３页 。



１ ２ ４ ／ （ 外 国 美 学 Ｊ 第 ２ ８ 辑

叫 威廉 ？ 卡斯比 的人相似吗 ？ 产生直视他眼睛 的这种感觉跟这幅图

像与威廉 ？ 卡斯比相似有什 么关系吗 ？ 我们实际上知道这张照片跟

任何人 （或任何事物 ）相似吗 ？１ ９ ６ ３ 年 ，艾维顿拍这张照片时 ， 人们普

遍认为每张照片都预设 了 一个外部参照 。 鉴于 当 下计算机制作图像

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只能确信 ， 面前的这幅 图像看起来像是一张跟参

照物有关联的 、机械的照片 。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感觉许多 图 像与 其呈现对象相似 ， 这是无可

争议 的 。 德 国 著 名 哲 学 家 伯 恩 哈 特 ？ 瓦 尔 登 菲 尔 茨 （ Ｂｅｒｎｈａ ｒｄ

Ｗａ ｌｄ ｅｎｆｅ ｌ ｓ ，１ ９ ３ ４
—

）说得对 ：

“

如 果古希腊画家 宙克西斯 （ Ｚｅ ｕｘ ｉ ｓ ） 画

的葡萄看起来跟食用 的葡萄完全不同 ， 就没有人会说 ，他画的是葡萄 ，

并用来诱惑鸟儿 。 如果图像 中 出现的 东西不能看起来像描绘的对象 ，

柏拉图和其他研究者就不会对绘画 的魔 力产生如此敌意 。

”
？尽管如

此 ， 我 认 为 美 国 著 名 哲 学 家 纳 尔 逊 ？ 古 德 曼 （ Ｎ ｅ ｌ ｓｏｎＧ ｏｏｄｍ ａｎ ，

１ ９ ０ ６
—

１ ９ ９ ８ ） 的下述观点 是对 的 ： 要解释事物在 图 像 中 可视化 的 方

式 ，我们必须放弃用
“

相似性
”

对代表性现象进行实例化的想法 。 我认

为 ， 古德曼不仅能够解释诉诸图像与呈现对象之 间 的 客观相似概念是

无意义 的 ， 而且能够表明 ， 代表性现象通常来源于我们在特定情境中

的 阐释性决定——将视野 内 的 可视标记网络 当 作 以语义和句法 的 密

度 、饱和度为特征的符号系统中 的元素 。

？

鉴于上文提到计算机制作图像的技术可能性和古德曼对相似性

概念 的根本批 判 ， 相似性概念是否应继续在图 像理论 中扮演主要 角

色 ， 事实上已 引 发争议 。 我不 打算在下文 中 细究相似性这个 问 题 ， 而

是试图在完全避谈相似性概念的情况下概述对图像的理解 。 为此 ，我

将首先认为 ， 图 像大体上可 以理解为
“

可视性的定义
”

。 然后 ， 我将 以

①伯恩哈特 ？ 瓦尔登菲 尔茨 （ Ｂｅ ｒｎ ｈ ａ ｒｄＷａ ｌｄ ｅｎ ｆｅ ｌ ｓ ） ： 《 镜子 、轨迹 与凝视 ： 关于图 像的

起源 Ｋ Ｓｐ ｉｅｇｅ ／ ， Ｓ／
ｗｒ ｉｍｄＢ ／ ｉｄＺｕｒ Ｇｅｎｗｅ 山 ｓ Ｂ ｉＷｅ ｓ Ｋ Ｋｆｌ ｌ ｎ

：Ｓａ ｌｏｎＶｅｒ ｌａｇ ， ２００ ３ ） ，第 
７页 。

② 关于古德曼对相似性概念 的 批 评 ， 见 斯蒂凡 ？ 马 耶夏 克 （ Ｓ ｔ ｅ ｆａｎＭａ
ｊ
ｅ ｔ ｓ ｃｈａｋ ） ： 《 图

像与 可视性 ： 对跨越不 同学科 的 图像概念的思考 》 （

“

Ｂ ｉ ｌｄｕ ｎｄＳ ｉ ｃｈ ｔ ｂ ａ ｒｋ ｅ ｉ ｔ
：ｌｉ ｂ ｅ ｒ ｌ ｅｇ ｕ ｎｇ ｅｎｚ ｕ

ｅ ｉ ｎｅｍ ｔ ｒａｎ ｓｄ ｉ ｓｚ ｉｐ 丨 ｉ ｎ 自 ｒ ｅｎＢ ｉ ｌ ｄ ｂ ｅｇ ｒ ｉ ｆ ｆ

”

） ， 见 《美学 与艺术史杂志 》 Ａ ｓ ｆ ／ ｒ ｅ沿ｕ ｎｒｆ

Ｋ ｗｎ ｓｒｔｍ ｓ ｓｅｎ ｓｃＡａ ／ｉ ） ， 第 ４ ８ 卷第 １ 期 （ ２ ０ ０ ３ 年 ） ， 第 ３ ０ 页等 。 另 见斯 蒂凡 ？ 马耶

夏克 （ Ｓ ｔ ｅ ｆａｎＭ ａ
ｊ
ｅ ｔ ｓ ｃｈ ａ ｋ ） ： 《 图 像 转 向 ： 关 于 图 像 理 论 现 状 的 批 评 性 修 改 和 一 些 论 文 》

（

“

Ｉ ｃｏｎ ｉ ｃＴｕ ｒｎ ．Ｋ ｒ ｉ ｔ ｉ ｓｃ ｈ ｅＲ ｅ 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ｅｎｕ ｎｄｅ ｉ ｎ ｉｇｅＴ ｈ ｅ ｓ ｅｎｚｕｍｇ ｅｇ ｅｎｗａ ｒ ｔ ｉｇ ｅｎＳｔ ａｎｄｄ ｅ ｒ

Ｂ ｉ ｌ ｄ ｔ ｈ ｅｏ ｒ ｉ ｅ
”

） ， 见 《 哲学 研究 》 （ Ｐ ／？７ ｏ ｓ ｏ奸 丨

＋

ｓ ｃ ／ ｉ ｅ Ｒｕ ｎ山 ｃＡａ ｕ ） ， 第４ ９卷 第 １期 ＜ ２ ００ ２年 ） ， 第５ ０



图 像 显 示 了 什 么 ／ １ ２ ５

此为基础 ， 探讨艺术图 像和非艺术图像之间 的差异 。 因 为 ， 即使我们

大致 了解像艾维顿的照片这样的图像如何与所描绘的可视性相关 ，我

们仍然不知道面前的 图像是何种类型 。

二 、 图像 ： 可视性的定义

如上所述 ， 图像是可视 的 ， 是作 为 由颜色和形状构成 的不透 明物

体而可视的 ， 但 同 时也透 明地使某 些本身不可 见 的物体变得可 见 ，

如果这个定义没有反映 出对图画性现象 的完全误解 ， 那么必须 由 恰 当

的 图像理论来 回 答的这个问题就很 明显 ， 即 ： 图 像 的可视性如何与 图

像 中可视内 容的可视性 （ 即 图 像指代物体 的可视性 ）相关 ？ 有关 图 画

相似性的主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假定 ， 图像的 内 部可视性与 图像指代

物体的可视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模仿或反映而形成的一种固定 、 明确

的关系 ， 并 以相 同方式呈现给所有观众 。 因 此 ， 就有可能 比较图像 的

可视性与从外部视角 客观描述物体的 可视性 ， 然后确定描绘的可视性

在图像上被充分再现的程度 。 但真是这样吗 ？ 对每位观众而言 ， 是否

真的有一个 明确的 、清晰 的 可视性顺序 ， 无论是在 图像 中 还是在现实

中 ？ 图像或现实 中 的任何可视性顺序难道不是本质上取决于观察者

从特定角度 、在特定条件下 由视觉所感知到 的东西 吗 ？ 难道图像 中 的

可视性顺序 与现实 中 的 可视性顺序之 间 的关系不 也是依赖这些 吗 ？

如果对这些 问题做出 肯定 的 回答 （我 认 为是必然 的 ） ， 那么 ， 谈及图像

中 和现实 中 能被看到 的 东西之 间存在任何客观上 固定 、 明确的关系 ，

也就 自 然毫无意义 。 相反 ， 我们必须承 认 ， 任何观众往往只能够 比较

自 己
“

所看到 的图像和图像所呈现的对象
”？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任何恰 当 的 图 像理论都必须解决 以 下 问题 ： 观

众看到 了什么 ？ 我们必须如何设想图 像 中 和现实 中 的可视性 ？ 观众

是否掌握一些可靠的 、 明确的可视性顺序 ？ 本文不可能为 了 回答这些

①试 比较莱因哈特 ？ 勃兰特 （ Ｒ ｅ ｉ ｎｈａ ｒｄ ｔ Ｂｒ ａｎｄ ｔ ） ： 《 图像 的真实性 ： 观看和辨认——从

镜子 到 艺 术 形 象 》 ＳｅＡ ｅ ｎｗｎｄＥｒＡ ｅｎｎ ｅｎ
—

ＶｂｍＳｆ ｉｅｇｄｚｗｍ

Ｋ “ｎ ｓ ｆ６ ｉＷ ） （ Ｍ Ｕ ｎ ｃｈ ｅｎ ：Ｃａ ｒ ｌＨ ａｕ ｓ ｅ ｒＶ 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９ ） ， 第  １
０页 。

② 格诺
＊

伯梅 （ Ｇ ｅ ｒｎｏ ｔ Ｂｄｈｍ ｅ ） ： 《 图像理论Ｋ ＴＴ ｉ ｅｏ ｒ ｉ ｅ ｄ ｔ ｒ ｓ Ｂ ｉ

＇

Ｗ ｅ ５ ） （Ｍ Ｕｎ ｃｈｅｎ
：Ｗｉ ｌ ｈ ｅ ｌｍ

Ｆ ｉ ｎ ｋ Ｖ 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９ ） ， 第３ 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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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去回顾欧洲哲学和学术史 中不 同范式的视觉理论 ，

？诉诸如下

的广泛共识就够了 ， 即 ： 观众视野 中 作为 既定顺序 出 现 的事物 ， 不仅

是 自 然过程 的 产物 ， 即通过投射在视 网膜上 的光线对现实顺序 的反

映 ， 而且往往是观众的主观性阐释性行为带来的结果 。 牛津大学艺术

史家马丁
． 坎普 （Ｍａ ｒ ｔ ｉ ｎＫ ｅｍｐ ，

１ ９ ４ ２
—

）说道 ：

“

每个感知行为都必然

是具有髙度定向性和选择性 ，无论指导原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

我们对周 围现实的观察 ，都建构于现有的感官经验 、预先确定的 阐释标

准 、新旧 的命名和分类行为 、感知器官的物理参数 ， 以及最重要的 （或者

最根本的 ）

——操作于预先或潜在的言语行为的深层结构 。

”＠正是 由 于

这些过程 ，我们似乎无法 了解任何
“

客观的
”

、非 阐释性的可视性 。

因此 ，我们所看 到 的 ，

一方面包括光反射的 自 然过程 中 形成 的视

觉数据 ， 另
一方面包括认知 阐释的 各种要 素 。 如果这点是正确的 （ 而

且普遍认为是这样的 ） ，

？我们就允其需要标记观众视野中所感知到 的

顺序和结构 ， 即从提供给眼睛的视觉数据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 中挑

选出来 ， 作为认知 阐释产物 的顺序和结构 。 因 为
“

我们 的视野部分地

由 阐释行为形成
”

的这个观点 ，根本不是赞成主观主义或唯我主义 （后

者认为每个人与独特的可视世 界形成唯一联系 ） 。 相反 ， 它势必意味

着可视现实被 当作一种光学潜力 ，基于生理上可描述的光学过程和不

确定的先验 内 部组织而存在于主体之间 。 在这种潜力 中 ， 许多视觉秩

序原则 上可 以得到 阐释性强化 ， 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 、视觉定位

①总体 回顾见拉尔 夫 ？ 科纳斯 曼 （ Ｒ ａ ｌ ｆＫｏｎ ｅ ｒ ｓｍａｍｉ ） 编 写 的 文集 《 视觉批评 》 （ ＫＷｈ Ａ

心 ｓＳ ｅＡ ｅｎ ｓ ） （ Ｌｅ ｉｐ ｚ ｉｇ ：Ｒｅ ｃ ｌ ａｍ 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７ ） ０

② 马 丁
？ 坎普 （Ｍ ａ ｒ ｔ ｉ ｎＫ ｅｍ ｐ ） ： 《 可视化 ： 艺术 与科学 的 自 然 书 》 （Ｖ； ５如仏 了心

Ｍ ｚ ｆ“ｒｅ Ｂｏｏ ｉｆｅ〇／ 
Ａｒｔ ａｍｉＳ ｃｉ ｅｎ ｃ ｅ ） （Ｏｘ ｆｏ ｒｄ ：Ｏｘ ｆｏ ｒｄ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 ｓ ， ２ ０ ０ ０ ） ， 第 １页 ，

③ 除 了 马丁
？ 坎普 （ Ｋ ｅ ｔｎ ｐ ， ２ ０ ０ ０ ） 之外 ， 还 可 参 见 以 下 文 献 ： 冈 特 ？ 阿 贝 尔 （ Ｇ Ｕ ｎ ｔ ｅ ｒ

Ａｂ ｅ ｌ ） 《 语言 、符号 与途释 》 （ Ｓ 户ｒａ ｃｈ ， Ｚｅ ｉ

’

ｃＡ ｅ” ， Ｊ ”ｋｒ
／

＞ ｒｅ＾ｍ
’

ｏ” ） （ Ｆ ｒａｎｋ ｆ ｕ ｒ ｔ ／Ｍ ａ ｉ ｎ
：Ｓｕ ｈ ｒｋ ａｍ ｐ ，

１ ９ ９ ９ ） ， 第 １ ３ ０ 页等 ； 阿瑟 ． 丹托 （ Ａ ｒ ｔ ｈ ｕ ｒ Ｃ ． Ｄａｎ ｔｏ ） ： 《 寻常物的嫿变 》 （ ７７ ｉ ｅ Ｔｍｎ ｓ／ｉｇｕｍ ／ ｉ ｏｎ〇／

Ｍｅ Ｃｏｍｍｏｎ
／

＞ ／ａ￡ｒ ） （ Ｃ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 ：Ｈａ ｒｖａ 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 ８ ２ ） ， 第  １ １ ５页 ；纳尔逊 ． 古德

曼 （ 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 ） ： 《艺术的语言 ： 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Ａ ｒｔ ：

ｔ ｏ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ｍＡｏ／ ｓ ）  （ Ｉｎｄ ｉ ａｎａｐｏ ｌ ｉ ｓ ，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

—Ｍｅｒｒｉ ｌ 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 ９ ６ ８ ） ， 第 
７ 页 ； 戈特弗

里德 ？ 波姆 （Ｇｏ ｔ ｔ ｆｒ ｉ ｅｄ Ｂｏｅｈｍ ） ： 《视觉 ： 阐释学的思考 》 （

“

Ｓｅｈｅｎ ：Ｈｅ ｒｍｅｎｅ ｕ ｔ ｉ ｓｃ ｈｅ Ｒｅ ｆ ｌｅｘ ｉｏｎｅｎ
”

） ，

见 《 国际哲学杂志 》 （ ／ｎ ｆ ｅｒｎａ ￡ ｉｏｎａ ／ ｅ Ｚｅ ｉ ｆ ｓ ｃＡ ｒ ｉ／ｉ
／＆ ｒ， 第 １期 （ １ ９ ９ ２ 年 ） ， 第 

５ ０
—

６ ７

页 ［另见① ， 第 ２ ７ ２
—

２ ９ ７ 页 ］ 。 还可列 出更多相关参考文献 。

Ｌａ ｎ尽 〇／ 
Ａｒ ｉ ：Ａ ｎ Ａ

／
）夕 ｒｏａ ｃＡ ？ 〇ａＴＴ ｉｅｏ ｒ＾

〇／ 
Ｓ

＾ｙ
ｍＡｏ Ｚ ｓ有两个中译本  １［美 ］尼尔森 ．

古德曼著 ，褚朔维译 ： 《艺术语言 》 ， 北京 ： 光明 日 报出版社 ， １ ９ ９０ 年 》 ［美 ］纳尔逊 ？ 古德曼著 ， 彭

锋译 ： 《艺术的语言 ： 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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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认知模式等 。

我要强调的是 ， 图像体现和代表 了在可视现实 的未确定潜 力 中 ，

在某一特定时间 能够或可能被感知 的 可视顺序 。 如果我们无法脱离

我们的视野说出这些秩序应是什么 ， 那么将它们看作对世界的客观既

定的可视顺序的模仿 （例如通过相似性 ） 显然没有多大意义 。 正 因 为

如此 ， 把图像看作
“

可视性 的 定义
”

， 即借助图 画标记顺序创造性地决

定如何从某种视角理解可视现实的顺序 ， 似乎更有意义 。

？图像通过强

调 目 光在可视现实永不枯竭 、 尚 未确定 的光学潜 力 中 可能感知 的顺

序 ， 而在 其 内 部标记 网络 中 实现和 固定 了 可视顺序 ， 这种可视顺序在

时空上并非以与 自 然凝视相同 的方式获得 ， 因 为 自 然凝视的视野内所

感知的顺序是不断变化的 。 实际上 ， 它们只会在图像 中获得某种稳定

性和恒常性 。

用绘画的例子可 以 阐 明 图 像 的这个概念 。 绘画通常被认为借助

轮廓线再现现实本身 的 客观可视性顺序 ， 但 即使是一幅画 ， 也并未在

其线条网络中反映任何预先确定于画家视野中 的东西 。 相反 ， 至关重

要的是 ，

一幅画是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看过的一种形式轮廓的创造性表

现 。 这点 可能 启 迪 了 法 国 哲 学大师 、

“

解构主义之父
”

雅克 ？ 德里达

（ Ｊ ａｃｑｕ ｅ ｓＤｅ ｒ ｒ ｉ ｄ ａ ，１ ９ ３ ０
—

２ ０ ０ ４ ） 用夸张手法谈到 的一个观点 ： 画家在

绘画 中 呈现 了他本人并未 以这种方式看到过的某种事物 ， 即所谓艺术

家 的构成性
“

失明
”

。 从绘画 的例子可知 ， 艺术家不能看见事物 ， 用德

里达的 话说 ，

“

并非缺 陷或失败 ， 反 而 为绘画经历提供 了 准超验的来

源
”？

。 在 １ ９ ５ ０ 年 代 ， 德国 作 家 、 文 学评论家 阿 尔布雷希特 ？ 法布里

（Ａ ｌｂｒｅｃｈ ｔＦａｂｒｉ ，
１ ９ １ １
—

１ ９ ９ ８ ）也表达过类似观点 ，但他说得更简单 ：

“

绘

画… …盲人的艺术 。

”

他还强调 ， 在凝视的视野中 ，

“

除了 十几个例外 ，并

不存在绘画所描摹的 、被普遍 当 作某个客观物体轮廓的任何线条
”

。 换

言之 ，

“

虽然笔画似乎 由物体决定
”

， 但笔画还是笔画 ，

“
一定是被发 明

①另 见斯蒂凡 ？ 马耶麗克 （ Ｓ ｔ ｅ ｆａ ｎＭ ａ
ｊ
ｅ ｔ ｓ ｃ ｈ ａ ｋ ） ．

■

《 图像 与 可视性 ： 对跨越不 同 学 科的

图 像 概 念 的 思 考 》 （

“

Ｂ ｉ ｌ ｄｕｎｄＳ ｉ ｃ ｈ ｔ ｂ ａ ｒｋ ｅ ｉ ｔ ：Ｄ ｂ ｅ ｒ ｌ ｅｇｕ ｎｇｅｎｚ ｕｅ ｉ ｎｅｍ ｔ ｒａｎｓｄ ｉ ｓｚ ｉｐ ｌ ｉｎａ ｒｅｎ

Ｂ ｉ ｌ ｄ ｂ ｅｇ ｒ ｉ ｆ ｆ

”

） ， 见 《 美 学 与 艺 术 史 杂 志 》 （ Ｚｅ＆ ｓｃ ／ ｉ Ｗ／ｆ／ｉ ｉ ｒＡ对Ａｅ沿ｗｎｄ

Ｋｕｒｔ ｓ Ｚｕｒｔ

’

ｓ ｓｗｉ ｓ ｃＡａ ／

＇

ｆ 〉 ， 第 ４ ８ 卷第  １期 （ ２ ０ ０ ３ 年 〉 ， 第 ４ ０页  Ｂ

② 雅克 ？ 德里达 （ Ｊ ａ ｃｑ ｕ ｅ ｓ Ｄｅ ｒ ｒ ｉｄａ ） ： 《 盲人 回 忆录 ： 自 画 像 与 其他遗迹 ＫＭｅｍｏ ｆｒｓ 〇／

ｔｈ ｅ Ｂ ｌ ｉｎｄ  ：Ｔｈ ｅ Ｓｅ ｌｆ
—

ｐｏｒｔｍｈ ａ ｎ ｃ／ Ｏｚ ／ ｉ ｅ ｒ ｉ？ ｕ ｉ ｎ ｓ  ） ， 帕 斯 卡一安 妮 ？ 布 劳 特 、 米歇 尔 ． 纳斯

（ Ｐａ ｓ ｃ ａ ｌ ｅ
—Ａｎｎ ｅＢｒａ ｕ ｌ ｔａ ｎｄＭ ｉ ｃｈ ａ ｅ ｌＮ ａａ ｓ ） 译 （ Ｃｈ ｉ ｃａｇｏ ：Ｕ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Ｃｈ ｉ ｃ ａｇｏ Ｐｒｅ ｓ ｓ ，１ ９ ９ ７ ） ，

第 ４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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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画
”

。 在法布里看来 ，

“

画一个物体
”

因 此总意味着
“

通过肌 肉 想象

物体
”

艺术家 用手发明物体的视觉形状 ， 并将它 固定在线条上 。

当 然 ， 想象和发 明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 同 的 图像类型 。 事实上 ，

只有少数图 像是真正的新发 明 ， 真正对事物视觉形状的新定义 ， 大多

数图像都采用传统 的 图 画外观模式 。 但是 ， 对于一切图 像 ， 无论是创

新的还是传统的 ， 这些 阐释性决 定都至关重要 的 ， 即 ： 怎样把眼睛能

够 自 然获取的可视数据转换成图 画数据 。 在图 画或绘画 中 ， 有些转换

方法属于传统风格 ， 有些则属于个人的代表性风格 。 这里涉及的范围

包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 习 的 用来挑选
“

图形＿背景
＿星丛

”

的传统

方法 ， 到在图画艺术中表现 出来的个人的 、 但相对稳定的风格 ， 图画艺

术使得我们能够通过风格特征来识别艺术家 。

这 当 然不仅仅适用于传统和艺术手法的产物 ， 如 素描和油画 。 正

如坎普强调 ：

“

任何视觉产品都具有我们称之为
‘

风格
’

的特质
”

， 因 为
“

设计和表现中 总有诸多选择 … … 即使选择的风格是 自 动 的 、无意识

的
”

。

？照相机拍摄的 图像和计算机生成的 图像被理解为将 自 然可视性

转换为图 像可视性时所做的 阐释性决定 ， 它们 同样具有风格 ， 因 为 它

们是 以实现可视物在某些方面的
“

光学一机械
”

原理或计算法则 为基

础的 。 因 为这些图像来源于机械过程 ， 以可预知 的恒常性来实现它们

的可视性顺序 ，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能够在没有 实际参照物的情况下

制作 出像照片一样的 图像 。 但是 ， 随着可视物的部分风格得 以 呈现 ，

其他方面往往被抑 制 了 ： 例如 ， 在摄影 中 ， 我们视野秩序 的 内 在瞬时

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冻结的 。 法国哲学家 、文化理论家保罗 ？ 维利里

奥 （ Ｐａｕ ｌＶ ｉ ｒ ｉ ｌ ｉｏ ，１ ９ ３ ２
—

）告诉我们 ，在法国雕塑艺术家罗 丹 （ Ａｕｇｕ ｓ ｔ ｅ

Ｒｏｄ ｉｎ ）看来 ， 这个理 由足 以怀疑普通摄影 的
“

真 实性
”

。

？ 我们现在接

①阿尔布雷希特 ． 法布 里 （ Ａ ｌ ｂ ｒｅ ｃ ｈ ｔＦａ ｂ ｒ ｉ ） ： 《 你 闭 着 眼 睛 画画 … … Ｋ
“

Ｍａｎｚ ｅ ｉ ｃｈｎ ｅ ｔ

ｍｉ ｔ ｇｅｓ ｃｈ ｌｏ ｓ ｓ ｅｎ ｅｎＡ ｕｇ ｅｎ
…

”

） ， 见 英 格 堡 ？ 法 布 里 （ Ｉ ｎｇ ｅ ｂｏ ｒｇＦａ ｂ ｒ ｉ ） 、 马 丁
？ 万 曼 （ Ｍａ ｒ ｔ ｉ ｎ

Ｗ ｅｍｍａｎｎ ） 编 ： 《 航脏的姆指 ： 研究文集 》 （ Ｄｅｒ ．？ ｃＡｍＭ ／ ｚ ｉ

．

ｇ ｅ Ｄａ ｕｍｅ ｎ
：Ｇｅ ｓａｍｍＡ ｅ Ｓ ｃＡＨ／ｆ ｅ ｎ ）

（ Ｆ ｒａｎｋ ｆ ｕ ｒ ｔ ／Ｍａ ｉ ｎ
：Ｚｗｅ ｉ ｔ ａ ｕ ｓ ｅｎｄｅ ｉ ｎ ｓ Ｖ ｅ ｒ ｌ ａ ｇ ，２ ０ ０ ０ ） ， 第 ５ ０ ４页 。

② 马丁
？ 坎普 （ Ｍａ ｒ ｔ ｉｎＫｅｍｐ ） ： 《 可视化 ： 艺术 与 科学 的 自 然书 ＫＷ ｓｗａ“饥以似 ：

丁Ａ ｅ

ｉＶａ ｔｕ ｒｅ Ｂｏｏ ｉｆｅ〇／ 
Ａｒｔａ ｎｄＳｃ ｉ ｅ ｎ ｃ？ ） （ 〇ｘ ｆｏ ｒｄ

：Ｏ ｘ ｆｏ ｒ 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 ｅ ｓ ｓ ，２ ０００ ） ， 第 ４页 。

③ 保罗 ？ 维 利 里 奥 （ Ｐａｕ 丨 Ｖ ｉ ｎ ｌ ｉ ｏ ） ： 《 视 觉 机器 》 （ ＴＡ ｅ 朱 莉 ？ 罗斯

（ Ｊ ｕ ｌ ｉ ｅＲｏ ｓ ｅ ）译 （ Ｌｏｎｄ ｏｎａｎｄ Ｂ ｌ ｏｏｍｉｎ
ｇ

ｔ ｏ ｎ
： Ｉ ｎｄ ｉ ａ ｎ ａ Ｕｍ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 ９ ４ ） ， 第 
２页 ９中译本

参见 ［法 ］保 罗 ？ 维利 里奥著 ， 张新木 、魏舒译 ： 《 视觉机器 》ａａ ｍａ ｃ ／ＨＭ 心 ＷＷ ｔｒｎ ） ， 南京 ： 南

京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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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照片作为可视现实的权威定义 ，作为我们文化上认 同 的对现实的 客

观可视面的 定义 。

三 、 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

“

不 同 类型 的 图 像 如 何 在风格 上 实 现对 于 可 视世 界 的 可 能视

角
”

这个 问题 ， 也包含 了 区 分 艺 术 图 像和 非艺 术图 像 的 问题 。 权威

的艺术概念不能做 出 这种区分 ， 因 为 并不存在被普遍接受 的 这个艺

术概念 。

在阿瑟 ？ 丹托看来 ，

一个与之相关的难题是 ，通过任何特定的
“

感

知特性
”？将艺术品 与所谓 的 普通物 品 区 别 开来 ， 似乎是不可 能 实现

的 。 诚然有纳尔逊 ？ 古德曼所说的
“

美学症状
”？的东西 ， 比 如

“

密度 、

饱满度和范例性
”

， 但经过漫长的 图像史 ， 这些症状作为
“

美学特征
”？

服务于我们训练有素的眼睛 。 在面对某一特定物体时 ， 它们经常帮助

我们确定该物体作为一件艺术品 的特征 ， 但它们只是一些标志 ， 不足

以作为定义艺术的标准 。 这是因 为 ， 正如现代艺术史突 出地表明 ： 在

模棱两可 的 情况下 ， 日 常品和艺术品可能是无法区分的 。 正如安迪 ？

沃霍尔的 《布里洛盒子 清楚展现的那样 （这件作 品成

为丹托反思艺术概念的 出 发 点 ） 。

？ 这个困难也影响到在对艺术图像

和非艺术图像的区分上所做的探究 。

因此 ， 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 像的 区分 ， 不 能通过一个特殊 的艺术

概念迂回地进行 。 在我看来 ，只能借助描述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中

实现可视性的不 同方法 。 这 两种类型 图 像 的主要 区 别在于 ： 不 同 于

①阿瑟 ． 丹 托 （ Ａ ｒ ｔ ｈ ｕ ｒＣ ．Ｄａｎ ｔ ｏ ） ： 《 寻 常 物 的 嬪 变 ：

一 种 关 于 艺 术 的 哲 学 》 （ ＴＡ ｅ

Ｔｒａ ｎ ｓｆｉ ｇ ｕ ｒ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ｍｍｏ ｎｐ ｌａ ｃｅ  ｘＡ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 ｙｏｆ

Ａ ｒ ｔ ）  （ Ｃ＆ｍｂ ｒ

＇

ｉｄｇｅ ，ＭＡ ：Ｈ ａ ｒｖａ ｒｄ

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 ８ ２ ） ， 第 ４ ３页 。

② 纳 尔逊 ？ 古 德 曼 （ Ｎ ｅ ｌ 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 ） ： 《 艺 术 的 语 言 《 通 往 符 号 理 论 的 道 路 》

（ 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 ｓ ｏｆ 
Ａ ｒｔ  ：Ａ ｎ Ａｐｐ ｒｏａ ｃｈ ｔｏ ａＴｈ ｅｏ ｒｙ 

ｏｆ 
Ｓｙｍ＾ｏ ／ ５ ＞ ＜ Ｉｎｄ ｉ ａｎａ ｐｏ ｌ ｉ ｓ ＊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ｂｂ ｓ

—

Ｍ ｅ ｒ ｒ ｉ ｌ ｌ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 ９ ６ ８ ） ， 第 ２ ５ ２页 。

③ 阿瑟 ？ 丹 托 （ Ａ ｒ ｔ ｈ ｕ ｒＣ ．Ｄａｎ ｔｏ ） ： 《 寻 常 物 的 嬗 变 ：

一 种 关 于 艺 术 的 哲 学 Ｍ Ｔｈ

Ｔｒａ ｎ ｓｆ ｉｇｕ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ｍｍｏｎｐ ｌａ ｃｅ 

？

．Ａ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 ｙ
ｏｆ

Ａ ｒ ｔ ）  （ Ｃ ａｍｂ ｒ ｉｄｇｅ ｆＭＡ ：Ｈ ａ ｒ ｖａ ｒｄ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 ｓ ，１ ９ ８ ２ ） ， 第２ ５ ４页 。

④ 同 上 ， 第 ｖ ｉ 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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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图 像 ， 非艺术图 像通常只是 复制传统的 观看方式 ， 重复熟悉 的视

觉再现风格 ， 至少没有有意识地尝试在未确定的光学潜 力 中 创 造观看

某物的一些新可能性 。

这种情况在来 自 自 然科学 的 图 像 中 尤其 明 显 ， 这些 图 像 ， 借 用 马

丁
？ 坎普的话 ， 经常 以一种

“

绝对客观的修辞
”？来表现所指 ， 但实际上

使用 了
“
一种属于 自 己 的风格

”

， 即坎普所说 的
“

自 相矛盾地
”

成为
“

无

风格
”

。

？ 虽然这种
“

无风格
”

声称只是呈现纯粹的客观性 ， 但它绝不会

驱动于被呈现物体的 可视外表 ， 而且从美学 角度来看 ， 它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非常传统的 。 坎普所举这类例子 的 其 中之一 ， 是伽利 略号飞

船和麦哲伦号飞船执行任务时拍摄的木星和金星的 图 像 ， 曾 被美国宇

航局 （ ＮＡＳＡ ）在互联网上挂 了
一段时 间 。

图 ２ 美国宇航局 麦哲伦号
”

飞船提供的金 星埃斯特拉西部地区

火 山 的透视图 （ １ ９ ９ １ 年 ）
？

①马丁
？ 坎普 （ Ｍ ａ ｒ ｔ ｉ

ｎ Ｋ ｅｍ
ｐ ） ： 《 可视化 ： 艺术 与科学 的 自 然 书 ＴＡ ｅ

〇／ 
ＡｗａｍｉＳｄ ｅ？ ｃ ｅ ） （ Ｏｘ ｆｏ ｒ ｄ ：Ｏｘ ｆｏ ｒ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 ｅ ｓ ｓ ， ２ ０ ０ ０ ） ， 第３页 。

② 阿瑟 ． 丹 托 （ Ａ ｒ ｔ ｈ ｕ ｒＣ ．Ｄａ ｎ ｔｏ ） ： 《 寻 常 物 的 嬪 变 ：

一 种 关 于 艺 术 的 哲 学 ＞ （ ７７ｕ ｆ

Ｔｒａ ｎ ｓｆｉｇ ｕ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ｍｍｏｎｐ ｌａ ｃｅＡ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 ｒｉ  ） （ Ｃ ａｍ ｂ ｒ ｉ ｄｇ ｅ ＊ＭＡ ：Ｈ ａ ｒｖ ａ ｒｄ

Ｕ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Ｐ ｒ ｅ ｓ ｓ ， １ ９ ８ ２ ） ， 第 ４页 。

③ 同 上 ， 第 １ ３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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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的独有特征在于 ， 它们纯粹 由 测量数据建构而来 。 不可

否认 ， 它们看起来确实 像是
“

在正常视野被看 到 的
”

， 但坎普指 出 ：

“

金

星上的大气特征是这样 的 ： 它 不能 被正 常 的 可视光谱 中 的 光线穿

透 。

” ？使用一种特殊的雷达系统 ， 图 像生成才变为可能 。 庞大数据 因

此通过计算机的 计算 ， 以这种方式确定某个事物的可视性 ， 这个事物

自 身对人眼和现在所有 的摄影系 统实际上是不可视 的 。 下一张图片

显现 了伽利 略号飞行任务所提供的木星上 的大气环境 。

图 ３ 美 国宇航局 ： 伽 利 略号 飞船提供的木星上大气的 图 像 （ １ ９ ９ ７ 年 ）
？

图 ４ 威廉 ？ 特纳 ： 《 暴风雪一蒸汽船驶 离港 口 》 （ １ ８ ４ ２ 年 ）

“

当木星的图像从伽 利 略号飞船 … … 发送 回来时 ， 《独立报 》 １ ９ ９ ７

年 ６ 月 ７ 日 的 报 道 这 样 开 头 ：

‘

它 可 能 看 起 来 像 是 特 纳 的 一 幅

①马丁
？ 坎普 （ Ｍ ａ ｒ ｔ ｉ ｎＫ ｅｍ ｐ ） ： 《 可视化 ： 艺术与科学 的 自 然书 》 ＴＡ ｅ

ｉＶａ ｉ ｕ ｒｅ Ｂ ｏ ｏ 走〇／ 
Ａ ｒ ｆ ａｍ／Ｓ ｃ ｉ

．

ｅｍ ： ｅ ） （ Ｏ ｘ ｆｏ ｒｄ
：Ｏｘ ｆｏ ｒｄ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Ｐ ｒ ｅ ｓ ｓ
， ２ ００ ０ ） ， 第  １ ３ ８页 。

②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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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
’ ”？请注意 ： 这里提到特纳并非巧合 。

事实上 ， 伽 利 略号和 麦哲 伦号飞船发送 回 来 的所有 图 像都 明 显

倾 向 于欧洲 绘画史上 的 再现风格 。 坎 普评 论道 ：

“

为 了 捕 捉 美 丽 的

风景 ， 运用 侧面扫 描和 高度 测 量 合成 图 像 时 ， 需 要做 出
一 系 列 明 显

的 图 画选择来影响 显现过程 的 每个方面 ， 这些选 择包括 ： 从 使 用 传

统的视 角缩放来测 绘数据 的基本决定 ， 到 使 用 那些
‘

错误颜 色
’

以 及

如何通过距 离修改这些颜色 的 一些具 体选择 。

”
？从测量数据 到 图形

数据的风格转换所做的这类选择 ， 绝不是
一种预先确定的可视性的 必

然结果 ， 因 而 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 这从美国宇航局提供 的 同 一数据

库的替代图画结构 中 就看得很清楚——这些结构产 生 了 完全不 同 的

大气印象 。

图 ５ 使 用 其他颜色再现木星 上的大气环境

①马丁
？ 坎普 （Ｍａ ｒ ｔ ｉ ｎＫ ｅｍ ｐ ） ： 《 可视化 ： 艺术与科学 的 自 然书 》 （Ｖｉ ｓ ｕ ａ Ｚ ｉ ｚａ ｉ ｉ ｏ ｎ ｓ

 ：ＴＶ ｉ ｅ

ｏ／ Ａｄａ ｗｄＳ ｃ ｉ ｅ ／ ２ｃｅ ） （ Ｏ ｘ ｆｏ ｒｄ
：Ｏ ｘ ｆｏ ｒｄ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 ｓ ， ２ ０ ００ ） ， 第 １ ３ ８页 。

②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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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展示的例子都倾向于欧洲绘画传统的再现风格 ，坎普讽

刺地形容它们
“

主要是匿 名 的星系风景画大师 的杰作
”

？
。 当 然 ， 这些

“

大师
”
一直匿名或不 出 名是理所 当 然的 ， 因 为他们的绘画风格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传统的 。 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是多 么奇怪 ， 他们确实没有

表达真正的新意 ， 因 为他们试图借助一些熟悉的风格重新联系所显现

的事物和熟悉的可视性 。 虽然我们可 以把这些图像理解为艺术图 像 ，

即使是相 当传统的 图像 ，

？但正是这一点给它们打上非艺术图 像的标

记 。 这类图像不期望观众接触太多 图 画 的 、 审美的创新 ， 因 为 这些创

新 ， 正如我们从艺 术史 中 得知 ， 很容 易 引 起观众对绘画正确性和 审

美合理性形成保守 的标准 。 相反 ， 正如坎普正确指 出 的 ：

“

如果太空

探索 的 巨 大 预 算 需 要 给 出 正 当 理 由 ， 如 果 这 个 事 业 要 继 续 的

话 … … ， 那就需要某种
‘

壮观 的 ４ 尽管是按照 保 守 的 审美愉悦标 准

来判断衡量 的 ） 公共 产 品 … … 因 为 有 了 这些 电 子数据 汇 聚 的 图 像 ，

我们就成 为 在 精彩 的 星 球探 索之旅 中 扶手椅 上 的 游 客 和 审 美 探

秘者 。

” ？

另
一方面 ， 艺术图像使得我们往往不能在传统可视的宇宙 中进行

一次舒适的旅行 。 艺术图像不是仅仅试图复制传统的 图 画再现风格 ，

而是试图质疑 、批判这些传统风格 ， 颠覆性地破坏它们 ， 甚至偶尔重新

定义 它们 。 在现代艺术 中 ，这经常成为一个有意为之的计划 ，

？我想在

结语中对此加以简评 。

在艺术理 论 中 ， 德 国 哲 学 家 康拉德 ？ 费 德 勒 （ Ｋ ｏｎ ｒａｄＦ ｉ ｅｄ ｌｅ ｒ ，

１ ８ ４ １
—

１ ８ ９ ５ ） 、英国 著 名 艺 术史 家 、 美 学 家 罗 杰 ？ 弗 莱 （ Ｒｏｇｅ ｒＦｒｙ ，

１ ８ ６ ６
—

１ ９ ３ ４ ） 、 德 国 艺 术 史 家 、 哲 学 家 马 克 斯 ． 拉 法 埃 尔 （ Ｍ ａｘ

Ｒａｐｈａｅ ｌ
，１ ８ ８ ９

—

１ ９ ５ ２ ）等人从理论上反思这个方案 ， 但他们碰巧都是

互不相识 。 费德勒和弗莱认为 ， 普通人 （ 因 而也是普通观众 ） ， 比如喜

欢坎普分析的星系风景画这类图 像的人 ， 事实上并不真正知道是一些

什么事物——不仅包括那些在我们视野之外 的 、 距 离遥远 的 星系 物

体 ， 也包括我们身边的事物 。 在菲德勒看来 ，

“

观看事物时 ， 人们的 沉

①马 丁
？ 坎普 （ Ｍ ａ ｒ ｔ ｉ ｎＫ ｅｍ ｐ ） ： 《 可视化 ： 艺 术 与 科学的 自 然书 》 （ Ｖ丨

：ＴＡ ｅ

／Ｖａ ｉ ｕ ｒｅ Ｂｏｏ ｊｆｅ〇／ 
Ａ ｒＹ ａ ｎｄ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 （ Ｏ ｘ ｆｏ ｒｄ

：Ｏ ｘ ｆｏ ｒ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 ｅ ｓ ｓ ，２ ０ ００ ） ， 第  １ ３ ９页 。

② 正如坎普所报道的那样 ， 这些图片事 实上是作为
“

艺术品
”

展示在
“

画廊
”

里 。 同① 。

③④ 同① ， 第 １ ３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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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尚未到达抽象 思维 的 阶段
”？——把可视物纳入抽象概念 的 阶段 。

此后 ，观众停止仔细观看 ， 而满足于对事物可视性 的浅层次 认识 。

＠弗

莱在 《 论美感 》 （

“

ＡｎＥｓ ｓａｙ
ｉ ｎＡ ｅ ｓ ｔｈｅｔ ｉ ｃ ｓ

”

，
１ ９ ０ ９ ）

—文 中表达 了类似观

点 ：

“

我们用令人羡慕的省钱办法 ，学会看到只符合 自 身 目 的 的一些东

西 ，但这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 ， 只能看到和辨别每个物体或个人 ； 物体

或个人一旦被看到或辨别 ， 就会成为我们心理 目 录 中 的一个 ， 不再被

真正看到 … … 几乎所有有用 的东西 ， 都或多或少地戴上这顶不可视性

的帽子 。

”？相对于这种表面 的 、 日 常生活 的 视角 ， 上述两位学者都相

信 ， 艺术能在艺术品 中对可视形式形成一种清晰 、稳定的视角 。 因 为 ，

菲德勒认为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 ，

“

手虽然没有做到眼睛所见 到 的 ，

却创造 了
一些新东西

”
——仅凭眼睛无法获得的新东西 ： 图 像具有艺

术价值时 ，眼睛就获得 了 一个对于艺术家所指物体的清晰 、脱离常规 、

新颖的视角 。 在创新艺术 中 ， 这类艺术品 因 而成 为 以新鲜 、脱离常规

视角去呈现对象的积极来源 。

正如马 克 斯 ？ 拉 斐 尔 在 评 析 法 国 杰 出 风 景 画 家 柯 罗 （ Ｊ ｅａｎ

Ｂａｐ ｔ ｉ ｓ ｔ ｅＣａｍ ｉ ｌ ｌｅＣｏ ｒｏ ｔ ，１ ７ ９ ６
—

１ ８ ７ ５ ） 的一幅画时所言 ， 艺术家创造艺

术品 的 过程 ， 就 是 将 日 常 视 野 中 不 具 体 的
“

被 感 知 的 图 像
”

Ｕ心

“

ｐｅ ｒ ｃ ｅ ｉｖｅｄ
ｐ ｉ ｃ ｔ ｕ ｒｅ

”

） 翻译成艺术性的
“

被实现的

图像
”

咖７山
“

代 ３ １＾ （１ 卩 丨 （ ： １ ： １１代
’ ’

）

（＾
。 他还强调 ：

“

服务于 实

①相关文献参见斯蒂凡 ？ 马耶夏克 （ Ｓ ｔ ｅ ｆａｎＭａ
ｊ
ｅ ｔ ｓｃ ｈ ａ ｋ ） ： 《 视觉 的现代化 ： 关于现 代

艺术 早 期 视 觉 的 动 因 问 题 》 （

“

Ｄ ｉ ｅＭｏｄ ｅ ｒｎ ｉ ｓ ｉ ｅ ｒ ｕｎｇｄｅ ｓＢ ｌ ｉ ｃｋ ｓ ．ｌｉ ｂ ｅ ｒｅ ｉ ｎｓ ｅ ｈ ｔ ｈ ｅｏ ｒｅ ｔ ｉ ｓｃｈ ｅ ｓ

Ｍｏ ｔ ｉｖａｍＡｎ ｆａ ｎｇ ｄ ｅ ｒ ｍｏｄ ｅ ｒｎ ｅｎＫ ｕ ｎ ｓ ｔ

”

） ， 见迈克尔 ？ 豪斯凯勒 （ Ｍｉ ｃｈ ａ ｅ ｌＨ ａ ｕ ｓｋ ｅ ｌ ｌ ｅ ｒ ） 编 ： 《 感

知的艺 术 ： 对 感 性 知 识 哲 学 的 贡 献 》 （ Ｄｉ ｅＫ ｕ ｎＷ ｃ／ ｅｒ Ｂ ｅ＆ ｒｄｇ ｅｚｕ

ｄｅｒ ｈｎｎ ／ ｉｃＡ ｅ” （ Ｚ ｕｇ／Ｋ ｕ ｓ ｔ ｅ ｒｄ ｉ ｎｇ ｅ ｎ
：Ｇ ｒ ａ ｕ ｅ 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２ ００ ３ ） ， 第

２ ９ ８
—

３ ２ ８ 页 。

② 康拉德 ？ 费 德勒 （ Ｋｏｎ ｒａｄＦ ｉ ｅｄ 丨 ｅ ｒ ） ： 《 对视 觉 艺术 作 品 的 评价 》 （ １ ８ ７ ６ ） （

“

Ｏ ｆｅ ｅ ｒｄ ｉ ｅ

Ｂｅ ｕ ｒ ｔ ｅ ｉ ｌ ｕｎｇ
ｖｏｎＷ ｅ ｒｋｅｎｄ ｅ ｒＢＵｄ ｅｎｄｅｎＫ ｕ ｎ ｓ ｔ

”

， １ ９ ７ ６ ） ， 见 戈 特 弗 里 德 ？ 玻 姆 （ Ｇｏ ｔ ｔ ｆ ｒ ｉ ｅｄ

Ｂｏ ｅｈｍ ＞编 ： 《关于艺术的文章 （ 第二 卷 ） ＞ （ Ｓｃ ／ ｉＷ ／Ｖｔｆ ｎ ｚｗｒ／Ｃ ｕｎ ｓ ｆ ， ２ｖｏ ｌ ．  ） （ Ｍ Ｕ ｎｃｈ ｅｎ
：Ｗｉ ｌ ｈｅ ｌｍ

Ｆ ｉｎｋ Ｖｅ ｒ ｌ ａｇ ，１ ９ ９ １ ） ， 第 ２ ２页 。

③ 罗杰 ？

弗莱 （ Ｒｏｇ ｅ
ｒＦ ｒｙ ） ： 《 论 美 感 》 （

“

Ａ ｎＥ ｓ ｓ ａ
ｙ ｉ ｎＡ ｅ ｓ ｔ ｈｅ ｔ ｉ ｃ ｓ

”

） ， 见 罗 杰 ？

弗 莱 ：

《视觉 与 设 计 》 （Ｗｈｏｎａ ｎｄＤｅ ｓ ｉｇｎ ） （ Ｌｏｎｄ ｏ ｎ ：Ｃｈ ａ ｔ ｔ ｏ＆ ？Ｗ ｉ ｎ ＜ｌ ｕ ｓ ？ １ ９ ２ ０ ） ， 第 １ ８
—

２ ４页 。

有两个中译本 ： ［英 ］ 罗 杰 ？ 弗莱 著 ， 房英 译 ： 《 视 觉 与 设 计 》 ， 南 京 ： 江 苏

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５ 年版 ， 《 论美感 》在 第 １ １

－

２ ４ 页 ； ［英 ］ 罗 杰 ？ 弗莱 著 ， 耿永强译 ： 《 视觉与设

计 》 ，北京 ： 金城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 论美感 》在 第 １ ６
—

３ １ 页 。

一译者注

④ 康拉德 ？ 费 德 勒 （ ＫｏｎｒａｄＦ ｉ ｅ ｌｄｅ ｒ ） ： 《 关 于 艺 术 活 动 的 起 源 》 （ １ ８ ８ ７ ） （

“

ｔｊｂｅｒｄｅｎ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ｋ ｌ ｉｎｓ ｔ ｌ ｅｒｉ ｓｃｈｅｎ ＴＳ ｔ ｉｇｋｅ ｉ ｔ

”

， １ ８ ８ ７ ） ， 见戈特弗 里德 ． 玻姆 （Ｇｏｔ ｔ ｆｒｉｅｄＢｏｅｈｍ ） （ 转 下 頁 ）



图 像 显 示 了 什 么 ／ １ ３ ５

用导向 的 普通视觉 由这个 目 的决定和限制 ， 而且变得模糊不清 。

”￥被

感知的 图 像依赖眼睛在空 间 的任意移动 ， 没有形成稳定性或 内在统一

性 。 在艺术过程的 结果 中 ， 被感知 的 图像
“

随观众的 身体而被 固 定
”

，

先被转换成长方形面板 ， 再被刻 成 与 图 像呈现一致的 几何结构 系统 ，

于是被感知 。 因 此 ， 我们在艺术 中 感知 的
“

被实现的 图 像
”

， 在我们视

野 内 的 自 然 图 景 中 有 它 的起点 ， 但正如拉斐 尔所言 ， 这样的 图 像与 自

然界或我们视野中 的 图像并不类同 。

？就这样 ， 艺术家将 日 常生活 中 感

知的任意一幅 图 像 ， 转换 为 图 像

被实现的可视性 （亦 即 清晰和必

要的可视性 ） ， 这 种被 实 现 的 可

视性通过具体的绘画手段 （如运

用
“

黄金比例
”

等 ） 使我们按照图

像的 内 部规律来观看事物 。

如果 一位 艺 术 家 在 这个过

程 中成功地做到 了独创性 ， 那么

新获得 的 可视性有 时 会 遭遇公

众的不理解 ， 至少在欧 洲现代主

义早期经常 出 现这种情况 ， 因 为

早期现代 主 义 创 新 绘画 中 的 再

现风格似乎是陌生的 ， 至 少在某

种程度 上 不 符合观 众 的 视 觉 期

待 。 但这并 不 奇 怪 ， 因 为 ， 用 弗

莱的话说 ，

“

奇怪 的是 ， 对于绘画

的流行批评标准 ， 即 ： 绘画看起来

是否 自 然真实 ， 大多数人未能正
＿ 克＿

？ 莫奈 ： ＿ 昂 大教堂 》

（ １ ８ ９ ２
—

１ ８ ９ ４ ）

（接上 页 ） 编 《 关于艺术的文 章 （ 第二卷 ） 》 （ ＳｃＡ ｒ ｉ／／ ｅｎ ｚＭ ｒＫ “加 ，
２ｖｏ ｌ ． ） （ Ｍ ｉ ｉ ｎ ｃ ｈ ｅｎ

：Ｗ ｉ ｌ ｈｅ ｌｍ

Ｆ ｉ ｎ ｋＶ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９ １ ） ， 第 １ ６ ５页 。

① 马克斯 ？ 拉 法埃 尔 （ Ｍ ａ ｘＲ ａ ｐｈ ａ ｅ ｌ ） ： 《 图片 专 论 ： 柯 罗 的 〈 罗 马 风 景 〉 》 （ １ ９ ３ ７ ／ ３ ９ ）

（

“

Ｍｏｎｏｇ ｒ ａｐｈｉ ｅ ｅ ｉｎｅｓ Ｂ ｉ ｌｄｅｓ ：Ｃｏｒｏ ｔ

‘

Ｒｄｍｉ ｓｃｈｅ Ｌａｎｄ ｓｃｈａ ｆ ｔ

’ ”

， １ ９ ３ ７ ／ ３ ９ ） ， 见 马克斯 ？ 拉法埃尔《工

人 、艺术和艺术家 》 ｆＣＭｎｓ ｒ ｅｍｄＫ＾”５ ￡ ／ｅｒ ） （ Ｄｒｅｓｄｅｎ ：ＶＥＢＶｅ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７８ ） ， 第
７ １页 。

② 康拉德 ？ 费德 勒 （ Ｋｏ ｎ ｒａｄＦ ｉ ｅ ｌｄｅ ｒ ） ： 《 关 于 艺 术 活 动 的 起 源 》 （ １ ８ ８ ７ ） （

“
ｌＱ ｂ ｅ ｒｄ ｅｎ

Ｕ ｒｓｐｒｕｎｇ 
ｄｅ ｒ ｋＵｎｓ ｔ ｌ ｅｒｉ ｓｃｈｅｎ Ｔａ ｔ ｉｇｋｅ ｉ ｔ

”

， １ ８８７ ） ， 见戈特 弗里德 ？ 玻姆 （ Ｇｏ ｔ ｔ ｆｒ ｉ ｅｄＢｏｅｈｍ ） 编

《关于 艺 术 的 文 章 （ 第 二 卷 ） 》 （ Ｓｃ ／ ｉ ｒ ｉ／ｋｎ２ ： “ ｒｆＣ ｕ ｎ ｓ Ｚ
， ２ｖｏ ｌ ．  ） （ Ｍ ｉ ｉ ｎ ｃ ｈ ｅ ｎ

：Ｗ ｉ ｌ ｈ ｅ ｌ ｍＦ ｉ ｎ ｋ

Ｖ ｅ ｒ ｌ ａ ｇ ， １ ９ ９ １ ） ， 第  １ １ 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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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运用
”

，

“

那些
‘

批评家
’

真正看过的实际上是其他图像 ； 观察过大 自 然

的艺术家 向批评家如实
‘

汇报
’

自 己的亲眼所见 ，批评家会 以这幅图不酷

肖 自然的真实而愤怒
”

。

？事实上 ， 他们不满 的真正原 因 只是这幅 图看

起来不像他们 已经 习 惯的传统图像 。

弗＃用法国 印象派画家克劳德
？ 莫奈的画 阐 明 自 己 的 想法 ：

“

莫

奈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杰 出成就在于 ， 他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能 力 忠实再

现 自然界的某些方面 ， 但他的天真无邪和真心诚意被公众 当 作最大胆

的欺骗 。

”？在现代艺术初期 ， 许多艺术家 ， 如法 国 著名 画家 塞 尚 ， 都有

类似境遇 ， 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只有那些突破传统绘画风格老路的艺

术家 ， 比如我们所说的匿 名 星系风景画画家 。

（作 者 单位 ： 德 国 卡 塞 尔 大 学 艺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译 者 单位 ：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文 学 与 新 闻 传 择 学 院 ）

学 术 编 辑 ： 张 强

① 马克斯 ？ 拉法 埃 尔 （ Ｍａ ｘＲａ ｐｈ ａ ｅ ｌ ） ： 《 图 片 专 论 ： 柯 罗 的 〈 罗 马风 規 ＞ 》 （ １ ９ ３ ７ ／ ３ ９ ）

（

“

Ｍｏｎｏｇ ｒａ ｐ ｈ ｉ ｅｅ ｉ ｎ ｅ ｓＢ ｉ ｌｄ ｅ ｓ
：Ｃｏ ｒｏ ｔ

‘

Ｒｂｍ ｉ ｓ ｃｈ ｅＬａｎｄ ｓ ｃｈ ａ ｆ ｔ

’
”

，
１ ９ ３ ７ ／ ３ ９ ） ， 见 马克斯 ？ 拉法埃

尔 《工人 、 艺术和 艺术 家 》 （Ａ ｒｆｔＷｋ ｒ ，山 ｒＫ Ｄ ｒ ｅ ｓｄ ｅｎ
：ＶＥＢ Ｖ ｅ ｒ ｌ ａｇ ， １ ９ ７ ８ ） ， 第

７ ７ 页 。

② 罗杰 ？ 弗莱 （ Ｒｏｇ ｅ ｒ Ｆ ｒｙ ） ： 《 论美感 》 （

“

Ａ ｎＥ ｓ ｓ ａ ｙ
ｉ ｎＡｅ ｓ ｔ ｈ ｅ ｔ ｉ ｃ ｓ

”

） ， 见 罗 杰 ． 弗 莱 《 视

觉 与 设 计 》 ａｎｄＤ⑶
’

＾７ ？ ） （ Ｌｏ ｎｄｏｎ ：Ｃｈ ａ ｔ ｔｏＷ ｉ ｎｄ ｕ ｓ ， １ ９ ２ ０ ） ， 第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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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跨文化研究:中国与世界———庆祝张隆溪教授学术成就文集》(Cross-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hang Longxi )由博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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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出版社(Brill)2015 年出版，属于旗下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之六。文集以张

隆溪的学术成就为经，以跨文化研究为纬，荟萃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研究领域

的学者撰写的 12 篇论文，从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电影学等方面展示了张

隆溪的国际学术影响及其与这些学者之间的学术情谊，旨在庆祝他为中国与世界之间

的跨文化研究开辟一座里程碑而作出的卓越贡献。文集是博睿在推出《中国的文学世

界主义者:钱钟书、杨绛和文学世界》之后的又一扛鼎之作，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又一典范，是追求“中外联通、东西摆渡”的又一见证。

二、内容概述

文集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中国学教授钱锁桥担任主编，他在引言中梳理了晚清以

来的中国学术，简评张隆溪在汉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做的突出贡献认为钱钟书、张隆溪

学贯中西、一脉相承。张隆溪亲自作序，深情回忆了感人肺腑的学术之旅，字里行间流

露出一位中国学者的学术情怀和感恩之情。英籍华人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作跋，

他回顾了几千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评述了两类中间人或翻译者:圣人和罪人，他深

知西方文化对中国 /东方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认为当今世界需要像张隆溪这样的大学

者和思想家进行中西文化的摆渡和沟通。这篇跋“堪称文集的精彩华章，虽不是加注的

学术论文，可是感性很强”(引自钱锁桥与笔者的邮件)，令读者掩卷深思、回味无穷。
正文包括三大部分 12 章，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 “汉学研究: 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者’”包括 4 章。
第一章 “汉族官员任职于女真族:赵秉文对敌对政权和不同文化的诗学反思”。

艾朗诺(Ｒonald Egan)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剖析了任职于女真族政权的汉族官员赵秉

文在系列诗歌中屡屡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心理挣扎:他是谁? 与汉族是什么关系? 应该

继续履职还是归隐逃避? 如何游离于政治忠诚、民族认同和文化完整之间? 这些是艾

朗诺在汉学研究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也与张隆溪从事本族文化认同和跨文化研究的宗

旨与思路相通。
第二章 “聚焦文本:朱熹和道学的民族志诗学探究”。詹森(Lionel M ． Jensen)指

出，朱熹思想的集大成《朱子语类》和重要著作《楚辞集注》透露了对神的敬畏和依赖，

与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论述“身体是神秘自然”的心理物理学表现相似，是一种跨文

化存在;解译者需要认同人、世界和文本的共存以及人的身体和情感的互文，克服中国

哲学长期以来牺牲文本涵义的做法，透彻理解朱熹文本对儒家学说的巨大贡献，这正

是在努力贯彻张隆溪倡导运用全球视阈解译文本的跨文化研究理念。
第三章 “对书写中国思想史的思考”。罗多弼(Torbjrn Lodén)主要探讨了 3 个

问题:1)“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否为相同概念? 2) 西方概念能否用来分析中国传统

思想? 3)中国思想在构建全球道德观时有何重要意义? 胡适、钱钟书、张隆溪等学者

对西方文化的娴熟把握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思想，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中西文化表面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有诸多相似，在

全球道德观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书写中国思想史具有深远意义。因此，跨文化阐释和

交流不仅可能，更有必要，这也是张隆溪为探讨这个问题作出的深邃思考。
第四章 “中国和日本:日本文学史上的二分和双言”。林德伯格(Gunilla 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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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Wada)认为，中日关系一直是从二分角度进行描写和解释，但用“双言”概念作为

分析和解释工具更能准确把握日本文学史书写和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全章分为 4
节:第一节讨论 19 世纪后期日本的文本世界和国民文学标准的形成，第二节考察日本

文学的中国性和日本性二分，第三节分析日本传统文学史中语言的性别区分，第四节

探究“双言”概念作为有效分析工具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比较文化研究:东方与西方”包括第五至八章。
第五章 “中国和欧洲的古典学:对莫米利亚诺的反思”。罗泰(Lothar von Falk-

enhausen)在开篇指出，本文献给贤友张隆溪，激赏他为东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

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自莫米利亚诺创建古典学以来，西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逐渐意识

到古典学已成为中国思想史和物质文化史的重要元素。欧洲的古典学家关注地方历

史和传统，形成地方身份的认同感，而中国古典学家在政府授意下完成与某地相关的

纪念碑文的研究，不利于把物质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第六章 “宇宙学、占卜学和符号学:中国与希腊的比较”。瑞丽(Lisa Ｒaphals) 在

题注中写道，她应张隆溪之邀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完成了研究项目并出版了专

著，该文即由此压缩而成，虽然其标题不足以表达她对张隆溪 25 年情谊的感激。全章

分为 4 节:解释“占卜学”，探讨占卜术在中国天文学和宇宙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希腊人对占卜术不断变化的观点及其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和

希腊哲学都有形而上学，但对神人关系和对占卜术的认识不同。
第七章 “利玛窦:一位洋道士”。苏源熙(Haun Saussy) 在开篇指出:张隆溪近乎

一位“乌托邦主义者”，一贯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和沟通，其学术实践展现了文化同

化和传播的双重机制，这在意大利传教士、中国文化传递者利玛窦身上得到了印证。
利玛窦说汉语、写汉字、穿汉服、守礼仪，引用《诗经》和《尚书》，认为汉语写作有助于

确立他在中国文人中的地位。他被当作道家传人，但其道家身份不完全被认同，因为

他是以道教教义中的一个形象、以常人意想不到的一种方式回归到基督教的根。“西

国去中州十万里，［……］通之自利子始”(王家值 38)，正是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
第八章 “‘平静下面的喧嚣’:比较《红楼梦》与《米德尔马契》等西方小说名著”。

罗纳德·斯通(Ｒonald Stone) 在题注中提及写作背景和意图，感谢张隆溪的鼓励和帮

助。作者认为，《红楼梦》可与《追忆似水年华》《米德尔马契》《战争与和平》等西方名

著媲美，在很多方面比较接近，如:曹雪芹采用心理描写，塑造了不断遭人误解的主人

公，激发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大量运用讽喻和象征，从主要人物的不同视角观察整个世

界。张隆溪一再为歌德的著名论断鼓与呼:“世界文学的新纪元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

该努力加速这一进程。”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像他那样强调中西文学文本的联系性和

普适性。
第三部分 “文化理论:中国与世界”包括第九至十二章。
第九章 “张隆溪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中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一篇颂词”。郑

和烈(Hwa Yol Jung)在开篇提到，其学术研究受益于张隆溪的代表作《他者的神话:西

方眼中的中国》。本章分为 4 节:第一节阐述歌德“世界文学”的含义;第二节论述张隆

溪在文学阐释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其文学理论深深植根于东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是

“作为哲学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哲学”的有机统一;第三节考察费诺罗萨在文学 /文
化阐释学领域所作的汉学词源学研究尝试;第四节是结语，揭示横贯性之“道”，指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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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文学与比较哲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第十章 “纪念真理的语言:对尼采、比亚利克、陈寅恪和张隆溪的反思”。舒衡哲

(Vera Schwarcz)讨论了 4 位学者面临的共同困境———追求永恒真理，却一再绊倒在谎

言上面。尼采讽刺狂妄自大的宇宙中心主义者，批评无知和不敢面对怀疑的人;比亚

利克认为语言是物质宇宙的主要反映，对自然的畏惧可以唤醒内心;陈寅恪认为中国

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坚持用传统方法研究语言，大胆追求“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张隆溪挑战认知虚无主义，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澄清疑问与自大，明

白语言和真理，主张探究不同文本以及自身单一的道德意识，呼吁全世界文人都加入

追求真理的互动过程之中。
第十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出口和再转内销’:一个跨文化二幕喜剧”。郭建将

全章分为 5 部分。序幕指出，西方左翼和中国新左派都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合理性，赞

成“文革”，尽管意识到它的危害。第一幕认为，3 位法国哲学家萨特、阿尔都塞、福柯

都信奉毛泽东思想，欢迎“文革”是“唯一批判斯大林”的历史存在，3 位美国哲学家詹

姆逊、德里克、裴宜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 1960－1970 年代最丰富的新思想。而拉康怀

着对另一种中国的浓厚兴趣再次出场，潜心研究道教，坚决捍卫孔子，认为儒教是世界

上最伟大的一种哲学。第二幕认为，“文革”虽然已结束 30 多年，被定性为毛泽东犯下

的错误，但余音未散，留学海外的学生学者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训练，生活

在西方的华人华侨学者能够把握中国人不知道的中国革命之精髓。作者在尾声感激

张隆溪的鼓励和帮助，认为他是最早批判中国新左派的人士之一，对毛泽东思想作了

理性评价。
第十二章 “记忆、根茎和后现代敏感性:王家卫和巴西电影”。丹尼兹·克蕾

雅·阿劳茹(Denize Correa Araujo)运用根茎理论和互文性理论，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巴

西 3 位电影导演的 4 部作品: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若奥·莫雷拉·萨勒斯

(Joao Moreira Salles)的《一球成名》(Santiago)、鲁伊·古雷拉(Ｒuy Guerra)的《埃伦迪

拉》(Erendira)。4 部影片运用非传统的时空概念，借助片段式、省略式记忆，具有克里

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符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关联德勒兹的根茎结构，带有后现代敏

感性特征。3 位导演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崇尚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新媒体应用下的网

络信息导致电影创作主题和方法的融合，形成了 21 世纪基于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也

是张隆溪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三、简要评价

总体而言，文集至少体现了以下四个鲜明特色。
( 一) 主旨明确

各章紧紧围绕跨文化研究这一主旨，秉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理念，始终贯穿

张隆溪的学术思想，注重对以往研究的理性反思，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地展现张隆

溪作为中西方文化牵线人和思想摆渡者作出的卓越贡献，记载了他跟不同国籍、文化

背景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学术情谊。该书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中架起了

一座联通中西的友谊之桥、学术之桥和文化之桥，是一部拓展学科宽度、彰显学术力

度、体现研究深度、传递人情温度的学术文集。

·212·

中国比较文学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108 期)



( 二) 思路新颖

全书的编写思路新颖、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围绕跨文化研究这根主线，采取中国

与世界两个视角，正文分为汉学、比较文化学和文化理论三大范畴，收录 12 篇精彩纷

呈的论文。全书除主体之外，还包括钱锁桥的引言、张隆溪的序、毛翔青的跋、各位作

者的基本信息，以及 5 页 369 个汉字列表和 34 页 660 条参考文献。包括书名在内的

15 篇文章都采取主副标题配对的形式，既突出研究主题，又表明研究方法，巧妙突出了

艾朗诺、罗多弼、苏源熙、罗泰等知名汉学家的佳作，既统筹兼顾，又重点突出。
( 三) 领域广泛

文集涵盖比较文学、哲学、文化学、翻译学、电影学、汉学、古典学、考古学、宇宙学、
占卜学、符号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跨学科

性、跨时间性、跨地域性、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为相关领域的各国学者提供了研

究的新范式、新思路、新视角、新材料和新切入点，有望成为比较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必

读书目、从事汉学研究的案头必备。
( 四) 启迪深刻

15 位作者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典、巴西、德国、韩国、罗马尼亚等国，曾在欧美

(主要是美国)接受学术训练或从事学术研究，娴熟掌握几种语言，具有国际学术视野，

掌握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的能力。他们成功的学术合作，跟张隆溪卓越的学术贡献、浓
厚的学术情怀、巨大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这一成功案例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带

来了深刻启迪，张隆溪为华人学者发出中国声音、扛起中国旗帜树立了典范:只有像他

那样具备国际化的学术背景，植根中国土壤，放眼全球语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学术

声誉，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国际友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才有可能助推中国学

术积极“走出去”，真正“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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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全译的新定义，基于钱锺书对“化”的独到诠释，将“化”定义为：译者

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

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

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因此，“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髓，更是

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主题词：全译；本质；化；原文；译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6）00-0090-06

11  引言
全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是“人或/和机器

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

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2012），旨在

转移原文的语义内容，更换或保留原文的语言

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

言多意”式矛盾。全译是原文内容渐化、译文

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行为的落脚点在“化”

上。该“化”与哲学之“化”有何关系？哲学

之“化”如何用作译学范畴？如何体现为全译

的本质？本文试图做出回答，以求教于方家。

22  “化”的内涵诠释
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是化生、变

化，有贯通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神用，

体现于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构成文

艺学的一个独有审美范畴。钱锺书（2002：

77）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揭示

翻译所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

（“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用着墨不多的文字道出译艺之“化”的基本内

全译本质“化”论①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余承

法，中南民族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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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中外语

言比较。E-ma i l : 

victoryu2006@

126.com。

涵：“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

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

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

境’。”译艺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去痕、存

味”，这正符合“化”的基本含义。就“变

化”义而言，全译首先表现为语形的有形变化

（更换原文形式），其次表现为语义和语用的

无形变化（转移原文内容、保存原文风味），

前者是外在、次要的，后者是内在、根本的。

钱先生提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

文字”时，使用了“化”的“有形变化”之

义，在谈到入于“化境”时，使用了“化”

的“无形变化”之义。他赞同荀子对“化”

的哲学解释：“状变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

‘化’”，并从形与神的关系提出对“化”的

独到见解：“盖状变形改之‘化’，是处即

有，夫人尽睹⋯⋯；且佥就形论形，亦未尝思

出其位，旁及于形与神智离合也”（钱锺书，

1979：472）。就“化生”义而言，原文经过

译者的原语理解、语际转化和译语表达三个阶

段，发生语形的有形变化和语义、语用的无形

迁移，生成“状变实无别”的译文，即“躯体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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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同时参与译语

文化的生命构成，即“化生”译文。

钱锺书（2002：77-79）标举“化”为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时，也坦言“彻底和

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

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化”“讹”同源同根，“化”加“言”即

为“讹”，“讹”去掉虚假之“言”即为

“化”。《说文解字》中无“讹”有“吪”，

“吪”即“动也”，“讹”为俗字，“化”有

变化、变动之义，变动可能导致虚假和不实。

钱先生悬出“化”的最高理想，从艺术审美的

高度为译者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认为

有些“讹”尤其是译者创造性的“讹”能起一

些抗腐作用，译文因此得以免于全被淘汰（同

上：87）。译者通过引诱、避讹、求化、打

通一系列过程，帮助原文获得生命的丰富、拓

展和延续，此种“讹”更是另一境界之“化”

（余承法、黄忠廉，2006）。因此，“化”中

有“讹”，“讹”中显“化”，二者“背出分

训”，共存、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33  “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
全译忠实原文内容，再现其语用价值，化

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帮助译

文读者逐渐理解和接受异质事物，求得译文与

原文最大程度的“似”，即信息量极似，包括

意似、形似和风格似（黄忠廉等，2009：10-

12）。结合全译的新定义，顺着钱先生的思

路，本文将“化”定义为：译者为消除语际内

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

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行

为。这一定义跟“化”的文字学原解（教化、

变化）、哲学通解（渐化、化生）、美学专解

（物化、化境）和钱先生自解（去痕、存味）

一脉相通，落脚于化解双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

矛盾，贯穿于全译行为的始终。下面将从全译

的理想与标准、目的与手段、主体与客体、

内容与形式、价值与使用价值五个方面论证

“化”如何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3.1“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

通约

钱先生在1964年将“化”标举为“文学

翻译的最高标准”，1979年之后改为“文学翻

译的最高理想”，这一改动导致译学界对“化

（境）”持有四种主要观点：“标准说”“理

想说”“理想/标准模糊说”和“理想兼标准

说”（余承法，2013：55），争论的焦点在于：

“化”能否兼作全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境

界与最高标准之间究竟是否具有可通约性？

钱先生的相关表述清楚表明“化”属于最

高理想/境界范畴，这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即

使是“标准说”支持者也无异议。有学者认为

“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如：许建平

（1997）认为钱先生不在为文学翻译提出一

个标准模式，而是揭示译者追求的理想境界；

陈福康（2000：419）认为“化”的本意并非

将其视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而是指出了翻译

艺术的极致；朱宏清（2001）、欧阳利锋、尚

敏锐（2002）、黄汉平（2003）等认为化境

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葛中俊（2007）区分

了“翻译的理想”和“理想的翻译”，指出前

者是翻译实践追求的极限高度，是超乎标准以

上的目标，后者是可以达到的客观现实，是标

准本身。“标准说”论者如周煦良（1982）、

许渊冲（1982）、张今（1987）、朱志瑜

（2001）等直接引用《林纾的翻译》早期版本

中的相关陈述，将“化”当作最高翻译标准，

论证它作为标准的功用、评析译文的依据、指

导批评的尺度。辜正坤（2005：105-106）认

为“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需要构成一

个标准系统才能有助于翻译实践。

翻译标准归根结底来源于翻译的定义，二

者是流和源的关系（黄忠廉、李亚舒，2004：

228）。翻译分为全译和变译之后，翻译标准

也相应地分为全译标准和变译标准。判断全译

求“化”成功的标志是“译本对原文应该忠实

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锺书，2002：

77），这是“化”的审美要求，因此可视为全

译的最高标准。“化”的可操作性在于译文对

原文“得意忘言”“形变实存”“量变质保”，

有众多出神入化的译文作为事实证据，也有些研

究“化（境）”的论著作为理论依据。

对于“化”是全译的最高理想还是最高

标准，有些学者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

刘靖之（1981：1-15）、罗新璋（1984：

1-19）、郑诗鼎（1997：70）、王宏印

（2003：177-193）有时将“化境”当作翻译

标准，有时视为理想境界，或者交替、并列使

用“境界”和“标准”。少数学者认为“化

（境）”可兼作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

如：余承法（Yu，2006）认为：“化”既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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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求的理想，又可看作翻译实践和批评的标

准；王秉钦（2004）、佘协斌等（2004）指

出：“化”既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

求的最高目标；陈大亮（2006）强调“化”作

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之间具有不可通

约性；杨全红（2008）明确“化境”既是文学

翻译的最高理想，又兼作最高标准，但他没有

回答二者之间能否通约的问题。

辜正坤（2005：83）指出，不仅有多层

次读者，也存在多层次译者，每个层次对译

文都有特定的评价尺度，因而导致翻译标准多

元化。基于翻译艺术的高低，可将译者大致分

为翻译家（翻译大师）和普通译者（包括高级

译者、中级译者和初级译者）。翻译家以深厚

的职业素养、广博的知识结构、高超的双语功

力、成熟的转换艺术创造名篇佳译，在他们妙

笔生花的译文中，既能达到作为最高标准的

“化”，也能实现作为最高理想的“化”，标

准和理想成功地合二为一。普通译者以“化”

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尽力消除三种距离，

即：译文与原文在语言、文字、文化方面存在

的距离、译者的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之间的距

离、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之间的距离，从而达

到人与译同化、心与手一致。尽管全译的理想

追求和实际操作之间还存在一段很长距离，创

造由“讹”向“化”的译文尚需不懈的艰辛

努力，但“化”的最高理想并非海市蜃楼，

“化”的最高标准绝非高不可攀，译者的不断

实践是通向“化”之理想的不二法门，众多高

质量的译文是实现“化”之标准的试金石。

总之，“化”字“并行分训”，兼含全

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双重功能，既指向全

译实践，又指向全译批评，具有实践指导性和

示范性，能够提高译文质量、推动译才培养。

“化”作为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通约性

体现在从初级译者向中级译者、中级译者向高

级译者、高级译者向翻译家的角色嬗变历程之

中，体现在从误译到正译、从普译到佳译的精

益求精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二者存在理论上

的关联性和实践中的递变性。

3.2“化”是全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翻译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一

种复杂活动”（Nord，2001：13），翻译目

的可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

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的暂时目的。

目的论者除运用skopos（总目的）之外，还

使用了aim、purpose、intention、function等

几个相关概念：aim（目标）是翻译行为要达

到的最终结果，purpose（目的）指达到目标

过程中的阶段和结果，function（功能）指译

文受众心目中文本意在传达的意义，intention

（意图）是有目标的行为计划，包括译者有目

标地化生译文和受众有目标地理解译文。这五

个概念中，skopos是类概念，指翻译行为的总

目的，其余四个是属概念，指翻译行为的子目

的，总目的控制和支配子目的，子目的为总目

的服务。

全译的总目的是“化”，为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具有不同思维模式、运用不同语言的

  人们消除隔阂甚至冲突，构建译者与原文及其

作者、译者与译文及其读者、译文与译文读者

之间圆通共融的和谐状态。全译的直接目的是

忠实原文，尽可能保存其信息内容和宏观形

式，求得译文与原文极似，通过消除译文和原

文微观的语言层面上的差异，确保原文的量变

质保。全译的终极目的是“打通”，即：中西

打通，古今打通，文字、文学、文化、学科打

通，实现语言壁垒的凿通和人类文化的互文，

最终建造人类文明的“巴别塔”。“化”作为

总目的，是全译行为的统领和核心，决定整个

活动中的诸多因素，既关涉全译标准的厘定和

理想的追求，又体现战略的部署和机制的确

立，最终落脚于决定策略、选择方法和运用技

巧，是全译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是

一切全译行为的起点和归宿。

求“化”手段指译者为实现译文“去痕、

存味”的目的而运用的工具、操作程序、方法

技巧的总和，工具是指甲乙两种语言（即原语

和译语），操作程序即为原语理解—语际转

化—译语表达，操作方式是指对原文基本单位

如词、短语、句、段、语篇等的处理，包括直

译和意译（处理语言差异）或归化和异化（处

理文化差异）两大全译策略，以及对译、增

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七种全

译方法，以及针对不同语境中不同语言单

位的具体处理而采用的三十余种全译技巧，

从而构成完备的全译方法论体系（余承法，

2014：16）。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既是一个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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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哲学命题。一方面，全译的求“化”

目的和手段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化”之目

的和求“化”手段以其独立形态存在，二者不

容混淆。“化”作为目的是译者根据原文内容

和读者需求主观设定的，必须依靠现实条件作

为前提，其总目的和终极目的是长期的，但具

体目的或直接目的是短暂、易逝的，因人、因

时、因地而异。与之不同，求“化”手段是客

观存在和实际运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长期运

用的。另一方面，“化”之目的和手段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目的决定方法”，“化”之

目的必须借助一定的求“化”手段才能实现，

具体目的决定相应的求“化”手段，设定目的

是为了考证其实现途径和手段的可行性，没

有不采取求“化”手段就能达到的“化”之

目的，正如诺德（Nord，2001：15）所言，

“翻译是一种受目的驱动、以结果为导向的人

类互动行为”。与此同时，求“化”手段首

先是为了实现“化”之目的，没有不为实现

“化”之目的而采取的求“化”手段，即使偶

尔存在这样的手段，也是极个别情况下特殊的

运用手段。因此，“化”之目的和求“化”手

段均以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共处于全

译实践之中，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

互转化。

3.3“化”是全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

全译主体是指参与全译实践的人，有时

也包括作为人类智力延伸的机器，分为直接参

与者（译者）和间接参与者（原文作者和译文

读者），核心主体是译者。一方面，译者是求

“化”的主体，兼任原文读者、原文和译文的

中介者和协调者、译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所

有本领都体现在循规蹈矩而又游刃有余地施展

“化”术：消化原文、变化形式、化解矛盾、

化生译文、物（原文和译文）我（译者）同

化。在从隔到不隔、不化到化的颠顿风尘中，

译者既可能承受“叛逆者”的恶名，又可能赢

得“创造者”的美誉，于是“创造性的叛逆

者”是其受之不甘的尴尬形象。“译者若能如

学者般独立的学术思考理解原文，兼有作家沉

着的艺术创造再现原文，以评论家敏锐的洞察

力审视译文，则有可能进入自由的审美之境、

凝神冥想的创造之境和至善至美的翻译之境”

（余承法，2006），这是求“化”主体的译

艺追求。另一方面，译文读者是悟“化”的主

体，既是求“化”艺术的感受者，也是译文的

评判者，高悬“化”之宝剑，对入“化”译文

赞叹有加，对食而不化、化而不合的译文口诛

笔伐。既然译者是一类特殊读者，读者对译文

的审美要求也就自然体现在译者的求“化”过

程之中。

全译客体是全译实践的对象，包括作为

认识客体的原文和创作客体的译文。原文是全

译活动的起点，首先进入译者的认识世界，译

者必须跨越时空，进入忘我境地，融自身于原

文的创作语境，透彻理解原文语形所体现的语

义、语用及其反映的语言现实、文化背景和主

客观世界。译文作为全译活动的终点，是双语

转化之后的化生对象，译者必须实时调整角

色，从用原语  思维转化为用译语表达，融入译

语反映的文化图景、思维模式、风俗人情、社

会百态，用适当的译语形式表达对原文的准确

理解，力争译文成为了无痕迹的文本生态。

“化”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阶段，

表现为认识差异、创造不已和诚明以信（彭发

胜，2006）。在求化和打通的过程中，文本意

义呈现非线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译

者必须让原文意义融化在其意识之内，尽量做

到忘我以充分理解文本意义，这种行为即为西

方哲学中的“悬置”，与孟子《万章上》的观

点不谋而合：“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

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中国诠释

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

据自己对文本的充分解读，去逆推作者的心理

状态及其相关语境因素。

因此，在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

译文读者的全译主客体链条中，译者跟原文作

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循环互动，以译者跟原文作

者对话、转化表达原文为主，以原文作者间接

参与和读者赏析译文为辅，共同推进全译艺术

尽善尽美。译者穿梭于原文和译文，融原文于

其意识之内，以内心空无的状态化出译文；读

者充分解读、完全融入译文，在清明透彻的不

隔译文中逆推作者的心境和原作反映的原语世

界，进入主客融合、物我同化的艺术高境。

3.4“化”是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全译求“化”的首要条件是求“信”：

“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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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79：1101）。入“化”的译

文，必须求信于原文内容，求真于原文风格，

跟原文处于一种不隔、透明的状态，自身必须

具备透义性，确保一个语言世界中的读者借助

译文认识另一个语言世界时，并不感到译文的

存在。同时，求“化”也是为了造美。译者忠

实原文并不是要亦步亦趋、矫揉造作，而是在

对原文融会贯通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审美

判断和选择，对原文进行艺术再创造。“化”

强调译作的审美艺术效果，认为译作是原作的

“投胎转世”或“脱胎换骨”。许渊冲、许

钧（2001：46-59）认为：“求真是低标准，

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

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

有”。真与美的统一即为“化”，既能不因语

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

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既能解决译文与原文在内

容与形式上的 “一意多言”式矛盾，又能解决

译文跟原文“信言不美”与“美言不信”的矛

盾，因而成为原文在译语世界中内容求信与形

式造美的结晶。

3.5“化”是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

再现

原文价值是作者凝结在艺术创作中的无差别

劳动，其使用价值是原文能够满足读者阅读、欣

赏和使用的属性；译文价值是凝结在译文中的

无差别劳动，既包括作者的原创性劳动，也包

括译者的二度创作行为，其使用价值是指译文

能够满足译语读者阅读、欣赏和使用的属性。

因此，译文价值包含并再现原文价值，译文的

使用价值折射并近似原文的使用价值。

全译行为中，求“化”主体与客体的和谐

共融，使原文经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在译

语世界获得“来世”，确保译文原原本本、不

折不扣地输入原文的价值，并彰显自身的使用

价值，帮助译文读者获得跟原文读者相同的感

受、满足相同的需求。既然全译之“化”旨在

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求得译文与原文

的极似，缔结文字、文学、文化姻缘，那么全

译行为的最终社会效应就是让原文与译文的价

值和使用价值共同体现于作者和译者的创造性

劳动以及读者需求的艺术追求之中，体现于原

文内容渐化和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与结果

之中，成为价值的和合体。

44  结论
钱先生意识到“化”字本身“并行分

训”，挖掘出哲学之“化”的科学内涵，体

悟到艺术之“化”的无穷魅力，对文字学之

“化”做出独到的译学界定，完成了对“化”

的理性提升、概念移植和范畴转换。基于此，

本文将全译之“化”定义为：译者为消除语际

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

作之意、存原作之味、成译作之形的双语转换

行为过程与结果。“去痕、存味”是译艺之

“化”的总体特征，这与文字学之“化”的基

本含义吻合，与哲学之“化”的内涵一致，与

文艺之“化”的追求相同。宏观上，坚持全译

观念追求“化”，转移原文意义实施“化”，

再现原文价值体现“化”；微观上，全译目的

决定“化”，全译手段展示“化”，译者实践

促成“化”，读者审美需要“化”，全译过程

贯穿“化”，全译结果验证“化”。总之，

“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目

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

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

值的再现。因此，“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

髓（余承法、黄忠廉，2006），更是体现为全

译的本质。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

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和中南民

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基金项目“语言类型学

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CSY15015）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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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blimation” 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efini t ion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Qian Zhongshu’s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the present paper defi nes 

“hua”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a bilingual 

transformational activity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tries 

to maintain the meaning and fl avor of the source text 

(ST) and create the target text (TT) by handl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ame ST meaning and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TT forms. It then elaborates 

the fiv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at is, “hua” as the commensuration 

between the ultimate ideal and highest standard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e unity of end and mean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ursuing faithfulness to the ST and 

creating beauty in the TT,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T value and TT value in use.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essence;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source text; targe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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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不易 译钱更难：《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

Duncan M. Campbell  著      余承法  译

摘 要：钱锺书《七缀集》英译本由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于

2014 年推出。译者邓肯（Duncan M. Campbell）呕心沥血近 30 年 , 完成这一异常艰巨的翻译任务。他在《译者导言》

中探究钱先生学术品格，考订七篇文章的版本细节，阐明如何再现原著风格、追求“化境”，回忆翻译过程中的酸

甜苦乐，为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钱学研究、翻译研究带来深刻启迪。

关键词：钱锺书；《七缀集》；英译；导言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16）02-0066-04

诚如布里尔出版社（Brill）“东亚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书”（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主编张隆溪教授在拙译《七缀集》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序

言中所说，学者、小说家和诗人钱锺书是 20 世纪最

伟大的人物之一。钱先生的学风、文风颇似清代著

名的考证派学者，融会贯通中国的人文传统（包括

文言和白话），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忆力，终生勤

勉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是一位语言天才和博学

鸿儒，遍览博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娴熟

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文学、

学术传统，其学术思想跨越时空，涵盖不同学科，创

作体裁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为中国文学

作出了卓越贡献、树立了光辉典范。

广义而言，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归属到他本

人和其他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的范畴，但他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家。他总是避免那些似乎能够

概括当代文学话语、实际上歪曲而不是加深解读古

代文本的宏大系统理论。相反，他经常关注以往论

著中的一些细节，挖掘被人遗忘或忽视的书籍中蕴

含的真知灼见，并置古今中西韵文、诗歌、随笔、小

说中的一两句话，旨在建立跨越时空的某种联系。

事 实 上，钱 锺 书 的 治 学 特 征 与 爱 德 华 · 摩 
根 · 福斯特（E. M. Forster）提出的“惟有连接”（“Only 
Connect!”）存在某种契合，这种理想即是他主张的

文、史、哲之间的“打通”（“to strike a connection”），
“打通而拈出新意”。郑朝宗认为，“打通”一词有助

于我们理解钱先生“真学力、真本领”的真谛①。

在《七缀集》的这些文章中，钱先生指出一

名学者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成为他终生追求的学术

使命。例如，他在《读 < 拉奥孔 >》（On Reading 
Laokoon）中指出：要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就必须穷

尽占有各种文献，不管这种方法获得的见解是多么

“零星琐屑”。“……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

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

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

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引

用的钱锺书原文用小五号楷体标明，下同——本文

译者注）。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 
（Chinese Poetry and Chinese Painting）中，他强调应

该发挥广泛阅读的作用，因为文艺批评史并不是要

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终还是为了批评自身。

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

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

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

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

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

……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

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

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

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

究竟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

风的姿态。

翻译之难，人所共知。尝试翻译像钱锺书那样

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一位大家的作品，近乎是一种

草率之举。他本人经常运用“出发的语言”（langue 
de départ）和“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ée）机

智、优雅、娴熟地写作，也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史发表

独到见解，如本书中就有两篇文章透彻阐明翻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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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艺业的诸多方面。在《林纾的翻译》（Lin Shu’s 
Translations）中，他高度评价清末民初大翻译家林纾

的翻译作品，开篇的几段文字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和

批评家的治学风格：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

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囗》部第二十六字：

“囮，译也。从‘囗’，‘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

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

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

对“禽鸟”的引“诱”，“譌”、“讹”、“化”和“囮”

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

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

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

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

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翻译，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贯穿了钱锺书的一

生。他出生于清朝即将灭亡的前夕，经历了一系列

重大甚至血腥的事件，如：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26-
1927；1927-1937；1946-1949）、抗日战争（1937-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三反”、“五反”运

动（1951-195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②， 
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父亲钱基博为他取名“默存”，

希望他沉默少言，他在上述重大场合中基本上都听

从了父亲的教导。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
在《< 管锥编 > 英文选译本导言》（Introduction to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中，隐约

意识到钱锺书“暗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了其学术品格。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

指出，为了最准确地评判一位作者，应该了解他创作

时代的文艺风气，这也提示我们，他本人是如何认识

到时代背景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我们会自然想到

他在《诗可以怨》（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中阐

述的“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是他对自己战

胜不幸、走出逆境的一种含蓄表达。

如 果 说 钱 先 生 的“ 化 境 ”（“realm of 
transformation”）是我作为一名译者无法企及的境界，

那么我希望翻译的《七缀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

免对原作的“讹”，引“诱”读者对这位杰出学者的

学术著作及其关注的事物产生新兴趣。钱先生有两

部辉煌巨著：《谈艺录》（On the Art of Poetry）研究

唐宋诗歌，完成于 1940 年代早期，1948 年出版；《管

锥编》问世于 1979-1980 年间，关注范围扩大到了“中

国的整个人文传统”，包括书法和美术在内的视觉艺

术③。这七篇论文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但在一定范

围内探讨了上述两部巨著中涉及的一些主要论题，

可认为是他“打通”二者之间的一根主线。因此，《七

缀集》是带领我们走进钱锺书学术世界的起点。

《谈艺录》和《管锥编》用难懂却灵活的文言写

成，《七缀集》中各篇文章基本上采用流畅、细腻的

白话，同时繁征博引中国古典诗文。中国在 20 世纪

早期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导致了文言和白话的分离，

钱锺书试图努力打破文字体系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界

限，写作中交替运用文言和白话。1948 年他在评价

好友杨宪益翻译的《老残游记》（The Travels of Old 
Decrepit）（他在《通感》中也提到了这部小说）的

一篇英语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奋斗理想，在分析书中

王小玉说鼓书那一段描写（这是非常有名且被经常

引用的一段）之后得出结论：“换言之，在这段音乐

描写中，没有继承文言传统的一位现代作家可能尝

试将散文提升为诗歌，而像刘鹗那样接受家学熏陶

和古文教育的一位文人，显然是想试验让诗歌适应

散文。从白居易到王以敏都是用文言作诗，刘鹗却

用白话写散文，并大获成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新

瓶装旧酒，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竞赛和体裁转换。”④

钱锺书谦虚地将第二部巨著取名为《管锥编》，

“管锥”语出《庄子》等书，意指有人试图“用管窥

天，用锥指地”，并谦虚地为艾朗诺的英文选译本取

名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

的观察：关于观念和文学的札记》）。关于《七缀集》

的取名，他在序中解释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

成”，可见他也同样出于自谦。我在英译这个标题时，

尽可能忠实作者的本意，同时将艾朗诺的《管锥编》

英文选译本视为楷模。

我翻译的《七缀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出

版、1988 年二次印刷的版本，书中附有钱先生多次

手抄的“修订和反复思考”——这是他 1998 年 5 月

2 日给我信中的原话，他赠送给我的即为该版本。他

在《七缀集》序言（落款时间为 1984 年 11 月，我

也译成英语）中提到，前四篇文章收入 1979 年 9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旧文四篇》（Four Old 
Essays）。这些文章写于 1948-1963 年间，再版时进

行了大量修订。他在《旧文四篇》原序中还提到这

些文章第一次结集出版的部分细节，我翻译了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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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录在书后。后三篇跟翻译相关的文章发表于

1980 年代初期，其中《汉译第一首英语诗 < 人生颂

> 及有关二三事》的早期英语版本 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发表于南京

国立中央图书馆《书林季刊》（Philobiblon）1948 年

第 2 期第 10-17 页，他后来接受张隆溪的建议，将

其改写成了一篇较长的中文。这三篇文章收入 1984
年香港广棱镜出版社出版的《也是集》（This Also 
Collection），书末提到出版细节，我将译文附后。

《七缀集》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曾由法国汉学家

郁白（Nicolas Chapuis）译成法语，收入克里斯蒂

安 · 布格瓦（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 1987 年出

版的《诗学五论》（Cinq Essais de Poétique）。另外，

《林纾的翻译》由香港学者高克毅节译为 Lin Ch’in-
nan Revisited，发表于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

志 1975 年第 5 期第 8-21 页。《诗可以怨》的早期

版本由香港翻译家黄兆杰译成 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发表在《译丛》杂志 1984 年第 21、22 期

第 21-40 页，后来收入宋淇主编的《诗中情意：中

国诗歌与诗学》（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译丛》丛书，1985 年版）。黄

先生同意我将其译文收入本书。董存曾将这篇文

章译成 Poetry Can Vent Resentment，发表于《文

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Cowrie: A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广西大学比较文学研究

中心主办的英文期刊，广西少数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6 年 第 3 期 第 1-15 页。 有 人 将《 通 感 》 译 成

Synaesthesia，发表于《文贝》1983 年第 1 期第 1-20 页。

我在本书中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尽可能做到译文

通畅、信达，保留钱先生原作中的散漫（偶尔出现的

迂回）风格，同时尽量将各篇文章的标题及其相关

内容跟艾朗诺《管锥编》英文选译本保持一致。集

中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单篇阅读。钱锺书旁征博引中

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笔记、写

作、修改、发表、再版的过程中，一些小错（主要是

各种形式的排印错误）在所难免。我注意到这些错

误时，悄悄予以更正。毫无疑问，错误仍然难免；也

毫无疑问，我可能新增了一些错误。钱先生的参考

书目通常比较简略，我没有补充诸如出版地之类的

细节而给读者增添麻烦。

作为作家，钱锺书留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是创作

于 1930-1940 年代中国的最优秀长篇小说《围城》

（Fortress Besieged）以及充满睿智、博学的短篇小说

和随笔；作为学者，他的上述两部辉煌巨著代表了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美学传统的最高成就。我衷心

希望这本译文集能够为更多非中国的学者了解和欣

赏。在学科分类日益专门化却毫无新意的当下，钱

锺书及其学术方法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多年来，为翻译这部论文集，我欠下了很多人情。

钱先生最初得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时，他心里多

少有些疑虑。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7 年 12 月上

旬的一个下午，我带着部分译稿登门拜访，他和夫人

杨绛先生（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接待了我，他

们的热情大方、温文儒雅果然名不虚传。他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招待”了我——给我讲述了这些文章

的写作背景和相关细节。我临走时，他真诚地问我

是否读过戴维 · 洛奇的《小世界》（David Lodge’s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当时我还没有

看，后来一弄到这书本就及时拜读了，书中的日本译

者晃坂辉（Akira Sakazaki）在翻译的过程中问了小

说作者罗杰 · 弗洛比舍（Roger Frobisher）无数细节

问题、让他不堪其扰，只有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钱先

生问我那个问题的良苦用心！虽然他博学多才，却

总是富有童趣，快意于欣赏人生的多种讽刺。

此后这些年，我无数次修改译稿，这次出版时得

到杨绛先生的授权。

包括那次北京之行在内，我多次受到好友、时

任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艾伦 · 杨（Alan Young）

的热情款待，在此对他深表感激之情。

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是我在新

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同事，最早建议我翻译这本文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白杰明

（Geremie Barmé）教授是我现在的同事，早在 1987
年就将我打算翻译《七缀集》的请求信转交给钱先生。

多年来，两位教授非常关心我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

宋淇认为我的翻译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而又极

其艰巨的任务”，非常慷慨地跟我在香港见面，探讨

钱先生及其作品。已故的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花费了很多时间阅

读我的译稿，用准确无误的小号字体手写了几页修

改意见，因此我的英译得以避免更多增删错误。我

对他感激不尽！朋友兼同事庞秉钧和张静清审阅了

我的译稿，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博

士曾打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中心担任研

究员，最近几年将钱先生的短篇小说和部分散文译

成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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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这是研究和翻

译钱锺书的一部典范之作，鼓舞我重新开始这项搁

置多年的翻译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 2012
年受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时，决定

将我的《七缀集》英译本作为他和波士顿大学魏朴

和（Wiebke Denecke）教授共同主编的“东亚比较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两位主编对译作

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张教授还精审拙译，确保译

文尽可能准确、流畅。我在翻译中不断遇到新问题

时，他总是给出良好建议，这也促使我重新拜读钱锺

书作品，能够更准确地体味其中蕴含的机智和细腻。

张教授还慷慨为本书作序，阐述对钱先生著述的真

知灼见，让本书大为增色。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编辑

姜琴（Qin Higley）女士为人和蔼可亲，给予了大力

支持。

我无限感激这些朋友和同事给予的帮助和鼓励。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是对他们慷慨热情的一种报答。当

然，由于我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

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多年来为完成这

部译著，我未能分担家务，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

意和诚挚的谢意！

致谢：《〈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的中文翻

译，经由布里尔出版社授权，征得邓肯教授的首肯并

赞同添加中文标题，多次得到他极为严谨的审校和

异常耐心的答疑。同时感谢张隆溪教授给予的鼓励

和指教，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

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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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 660 (Boston: Twayne, 1982); Christopher Rea,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G. Rea, ed.,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三部文献提供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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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传记先后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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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墨尔本：麦克菲 · 格里布

尔出版公司，1989 年版。

③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5.

④	 钱锺书，《〈老残游记〉英译本第二章注释》，《书林

季刊》（C. S. Chi’en, “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Philobiblon），1948 年 9 月。该文发表

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电子期刊《中国遗产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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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世界主义研究的最新力作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 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述评

余承法

一、引言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 钱锺书、杨绛

和文 学 世 界》( 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
tans: Qian Zhongshu，Yang Jiang，and the World
of Letters) ①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亚洲研究系举行的“钱锺书和杨绛: 百年透

视”国 际 研 讨 会 (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A Centennial Perspective，二〇一〇年十

二月) 的论文集，②由活动发起者、该系教授、
中华研究中心主任雷勤风( Christopher Ｒea)

博士担任主编，是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

( Brill) “雷登中国研究”( Sinica Leidensia) 系

列的第一百二十五卷。正如雷勤风在导言中

所说，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小说、散文、诗歌、
翻译、文艺批评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他

们作为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杰出代表

的明证，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生涯正好反

映了中国文学追求“世界主义”的艰难历程。
因此，论文集的出版将助力海内外学者重新

审视这两位学者型作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

学的重大贡献，助推他们的作品在西方的译

介、传播与研究。

二、内容概述

除序言和结语之外，全书正文分为九章，

收录北美学者的九篇论文，分述如下。
第一章: 杨绛抗战时期的喜剧，换言之，

婚姻是一场交易( Yang Jiang’s Wartime Com-
edies; or，The Serious Business of Marriage) ，作

者艾米·杜丽( Amy D． Dooling) 是美国康涅

狄格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

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女性作家。该章通过研究

杨绛抗战时期的四部喜剧: 《称心如意》《弄

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揭示了这些

作品反映的共同主题———物质贫乏时期人们

以婚姻为跳板、企图通过嫁娶富贵来改善生

活，总结了杨绛喜剧创作的一贯风格: 运用幽

默手段、注重安排情节、善于创新手法、探讨

哲学问题，分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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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作家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杨绛的

这些作品，既是清华求学期间耳濡目染的结

果，又受西方喜剧传统如奥斯卡·王尔德的

影响，更是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

通事件。她选择以轻松幽默的喜剧探讨婚姻

的重大课题，直面荒谬与残酷，避免直接涉及

战争，无疑引起读者的好奇和学界的探究。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成功在于时尚

的语言、智慧的对话、跌宕起伏但组织严密的

情节，以及对物欲横流社会中扭曲的金钱观

的讽刺;《风絮》因战争接近尾声、剧院萧条

而没有上演，但其主题———自私、虚伪、浪漫

爱情的无用、理想的破灭———同样表达了作

家当时的人生感悟。
第二章: “夜来无梦过邯郸”: 钱锺书诗

歌与诗学中的激情与自制( “Passing Handan
without Dreaming”: Passion and Ｒestraint in
the Poetry and Poetics of Qian Zhongshu ) ，作

者是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王宇根 ( Yu-
gen Wang) ，主要研究中国文学。该章考察

了钱锺书的三部跨越时空、不同类型的诗歌

作品:《槐聚诗存》( 诗集) 、《宋诗选注》( 诗

选) 和《谈艺录》( 诗评) ，引用例子评价了他

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的才智，分析了他创

作风格和学术风格的深度与厚度，总结了贯

穿这些著作中的情感和智力动因: 作为一名

文学世界主义者，钱先生毕生追求打通中西、
古今、学科的界限，在现代社会中继承古典诗

歌传统拥有无限的激情与一定的自制。钱锺

书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中的成就不仅与二十世

纪的文学和人文背景有关，还与中国古代文

论的旧传统相关，更是因为他精通新旧两种

文学体裁，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进取的现

代精神。他钦佩宋诗理论和实践的成就，也

批评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谦虚

又中肯地评论杜甫和元好问倡导的论诗绝

句。他采用宋诗的规则和形式进行诗歌创

作，但不完全同意宋人的诗歌创作技巧，因而

在追求韵律形式标准和纯意义、古典传统和

现代文论之间寻找平衡，既保持诗歌创作和

评论的激情，又形成诗学视野的自制。
第 三 章 : 杨 绛 小 说 中 的 自 欺 与 自 知

( Self － Deception and Self － Knowledge in Yang
Jiang’s Fiction) ，作者是《洗澡》和《小阳春》
的合译者梅珠迪( Judith M． Amory) 。本章通

过回顾杨绛的人生经历、梳理其早期作品，分

析她如何将十八世纪英国文艺理论的原则、
自身所处的环境融进小说创作。钱锺书和杨

绛都只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并且都是关于

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很多人误解《围城》和

《洗澡》是姊妹篇。尽管钱氏夫妇都认为小

说像一面镜子，揭露人类的愚蠢和欺骗，鼓励

人们通过反省加以提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钱锺书创作《围城》时很年轻，书中充满智慧

与讽刺，重在暴露人性的劣根; 杨绛创作《洗

澡》时已有阅历，更多关注个人提高。杨绛

感兴趣的是十八世纪洞察人性弱点、崇尚正

义诚实、追求自知自改的文学，如亨利·菲尔

丁的“喜剧史诗”、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

见》。《洗澡》《洗澡之后》《我们仨》《璐璐，

不用愁》和《小阳春》等都带有喜剧色彩，寓

说教于娱乐，在笑声中抑恶扬善;《春泥》《关

于小说》《倒影集》《大笑话》《玉人》《鬼》和

《事业》形式多样，以平静的方式叙述特殊政

治背景下的生活，理性揭示人性中深层的悖

谬，提倡美德和自我提高。
第四章: 如何用语言行事: 杨绛与翻译的

政治 (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Yang
Jiang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作者是

杜克大学亚洲及中东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罗

鹏( Carlos Ｒojas) ，主要研究女性、动漫艺术

和中国文化。该章考察了杨绛在特定政治环

境中的文学翻译实践，探讨她如何利用原语

和译语的间隙插入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阐

明她提出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杨绛的翻译活

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贯穿于“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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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因此打上了政治烙印。她的第一部译

作是从英语转译成汉语的西班牙经典作品

《小癞子》，具有反教权性质，一度遭禁; 第二

部译作是直接从法语译成中文的《吉尔·布

拉斯》，问世后颇受欢迎，第二年她便应邀翻

译《唐吉诃德》。她仔细比读《唐吉诃德》的

几个英、法译本，发现差别不仅是语气，还有

意义，于是决定学习西班牙语，认为从原语翻

译可减少迂回和错误。她借用其中的一个情

节形象地说明翻译过程: 原文好比《圣经》，

译文好比佛经; 店主读账本好像在念经，念的

是他不信的佛教内容，祷告内容却来自《圣

经》。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运用语言传达信

息，还产生言后的行为效果，经过从死译到硬

译、再到直译的三个阶段，译者只有不断与不

可避免的局限和失败做斗争，才能追求译作

的完美和透明。
第五章: 《管锥编》、西方文献引用和文

化革命 ( Guanzhuibian，Western Citations，and
the Cultural Ｒevolution)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

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艾朗诺( Ｒonald Egan) ，

主要研究中国诗歌和文人文化。该章以《管

锥编》这部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锋之作为研究

对象，分析钱锺书的创作特色及其时代背景。
《管锥编》的写作特色体现在: 在修辞方面，

他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段，引用

中国诗词时总在外文文献中找到对应或类似

的内容; 在诗歌技巧方面，他使用交错法、比

喻、喜剧效果、幽默等中西诗歌创作中的共同

点，达到最佳表达效果; 在主旨方面，他联系

西方浪漫主义风格; 在观点方面，他总结中西

文学表达和文学理论观点。《管锥编》是有

关中西文学、哲学的一部辉煌巨著，是大量引

用中国古文和西方文献的一本笔记: 引用英、
法、德、意、希等多种语言，包括一百多个欧美

诗集、小说、文艺批评、美学、历史、哲学等，且

多有扩展和论述; 引用古代历史、哲学、诗歌、
戏剧、散文、童话、文学批评、日记等，但没有

引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

钱锺书故意使用古文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因

为红卫兵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读不懂古文，也

似乎在借此影射“文化大革命”。
第六章: 以低调为荣: 杨绛和中国革命文

化( The Pleasures of Lying Low: Yang Jiang and
Chinese Ｒevolutionary Culture ) ，作者是俄勒

冈大学 东 亚 语 言 文 学 系 教 授 文 迪·拉 森

( Wendy Larson) ，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电
影和文化。该章通过研读杨绛的四部作品

《洗澡》《干校六记》《称心如意》和《弄假成

真》，阐述了包括艺术家、作家、学者、科学家

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下放期间遭受身心折

磨这一主题。《洗澡》记录了京津地区三千

多名大学教职工集中一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思想改造运动，讽刺了这场运动的荒谬，

暗含着文人的情感痛苦。《干校六记》以冷

静、轻松的口吻回忆知识分子在艰难政治环

境中的生活琐事，避免描写他们与权力的接

触。在这方面杨绛与王小波有相似之处，但

是后者笔下的主人公不关心政治，以纵容自

己的性爱得到快乐，而杨绛作品中的知识分

子颇像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布林( Philippe
Burrin) 研究中提到的纳粹入侵法国时期的

知识分子，面对压迫，有反抗、有合作，但以妥

协居多。拉森指出: 杨绛以“低调”为荣，描

述了革命时代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直具备的道

德和智力素质: 独立、远见、荣誉、超然和纯

洁，表现了这位文学世界主义者洁身自好的

精神。
第七章: 制度心态: 钱锺书和杨绛论婚姻

与学院( The Institutional Mindset: Qian Zhong-
shu and Yang Jiang on Marriage and the Acade-
my) ，作者雷勤风认为，钱氏夫妇的婚姻忠贞

和学术成就是现代中国文人的典范，他们的

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有诸多共同之处: 第一，

善于嘲讽，揭露知识分子卑劣的行为，《围

城》记叙方鸿渐的婚姻失败和学术造假，《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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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记录余楠婚姻不忠、巴结领导、排挤同

事; 第二，追求真实，《弄假成真》的主人公周

大璋伪装自己是海归，以博得富家女子的青

睐，《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伪造学历找到体

面工作，这些都是虚伪、欺骗，遭人唾弃; 第

三，崇尚独立，在政治环境中保持文人的超然

和独立，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写在人生边

上》和《我们仨》都强调恋爱、婚姻期间保持

智力独立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杨绛并

没有困于婚姻，钱锺书去世后她仍然坚持写

作，不仅回忆了她与钱锺书的学术友谊和情

感生活，也显示了她在学术方面的独立; 第

四，注重专一，强调对妻子或丈夫的智力和情

感奉献，《围城》中方鸿渐缺乏对事业的奉

献，《小阳春》记录俞太太对丈夫的过渡奉

献，《玉人》和《上帝的梦》分别暗示，奉献不

够或者奉献过度都值得深思。钱氏夫妇在这

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美满的婚姻中既互相奉

献，又有独自的学术专长。
第八章: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

新的贴心读者( “All Alone，I Think Back on
We Three”: Yang Jiang’s New Intimate Pub-
lic) ，作者杰西·菲尔德 ( Jesse Field) 是《记

钱锺书与〈围城〉》和《我们仨》( 第一、二部)

的译者。本章考察读者对杨绛后期作品的关

注和喜爱。他们因为阅读《我们仨》对杨绛

倍感亲切，开始关注她的人生，关注她和钱锺

书如何深爱对方、度过艰难时世。杨绛在女

儿和丈夫去世之后，着手翻译柏拉图的《斐

多》，与其说是在选择翻译，不如说是在逃避

现实，寻求一种忘记自我、冷静对待死亡的态

度。《我们仨》中记叙钱瑗的内容不多，讲述

了一个没有名门光环的真实的钱瑗: 一个多

病但很听话的战争时代的孩子，是可造之才，

但栽培不够，不像父母那样人文素养高、知识

面宽，这是该书畅销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

因是她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肯定，她和风细雨

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婚姻、葬礼的小故事，预

示意识形态对人类情感和物质生活的深远影

响，为中国政府寻求未来的道德教育提供了

有益借鉴。此外，她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

的先河，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贴心读者”，

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

刊载有关女性的文章。
第九章: 世界主义的当务之急: 钱锺书和

“世 界 文 学”( The Cosmopolitan Imperative:

Qian Zhongshu and“World Literature”) 。作

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荣

休教授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 。该章通过

重新审视钱锺书的《围城》这部被视为文化

包容的经典作品，考察中国社会对文学世界

主义的执著追求。胡志德指出，钱锺书认为

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文学的某些共性，致力于

运用自身的博学、借助共同的主题、娴熟并置

中西美学的文本，来追寻现代的表达方式，但

中国力图加入“世界文学”的理想追求，是钱

锺书的同龄人和后继者难以实现的。钱锺书

本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目标:

一方面，他在小说中广泛使用文字游戏，这很

难译成他国语言，从而令国际性读者望而却

步;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对他不轻

易下结论的文学研究感到茫然，很多问题亟

待回答并澄清。胡志德认为，《围城》是描写

中国战争期间城市精英堕落的众多小说之

一，但它记录了与欧美接近的生活方式，反映

了与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间的英国著名小

说相同的主题，因而深深扎根于世界文学的

营地，具有独特的核心文化价值。《围城》作

为一种可能的安慰方式，它嘲讽了中国的过

去，但同时也代表了对现代性的不满，处处批

评他人( 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 的价值观，却

没有标明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逃避了美

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除了一概否认，还有什

么值得肯定呢? 因而，它又是一部“自我吞

噬的作品”，是英国小说风格在中国的冷试

验，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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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三、简要评价

纵观全书，这部文集体现以下四个鲜明

特色:

( 一) 第一次将钱锺书、杨绛定位于“文

学世界主义者”，从全新的角度评价他们对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雷勤

风曾指出，钱锺书的世界观和文学风格体现

为“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本书几乎所有章

节( 包括序言和结语) 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讨论，将两位作家置于世界文坛的高度，与同

时期海内外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进行

比较，分析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主

义思想或品质。
( 二) 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相对完整地研

究杨绛的作品，是海外杨绛研究的扛鼎之作。
集中探讨贯穿钱锺书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的

原动力。全书比较全面地勾勒了杨绛的创作

与人生，系统地研究了杨绛的战时喜剧 ( 第

一章) 、文学翻译实践 ( 第四章) 、小说 ( 第六

章) 、回忆录( 第八章) 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

就，视角新颖，材料充分，论证合理，观点明

确，将推动杨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和

传播。
( 三) 第一次荟萃北美学者对钱锺书、杨

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海外钱学研究五十

年来的一部最新力作。全书借鉴海外学者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当下中国读者的评价，有力

度、带温度地研究钱氏夫妇相互交织的创作

和人生，重新评价他们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

价值和深远文化影响，有利于学界追踪海外

钱锺书、杨绛研究的前沿动态。
( 四) 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别出心裁地出

版钱锺书、杨绛研究的论文集，给海内外钱锺

书、杨绛研究吹来一缕清风。以往的钱锺书、
杨绛研究，以译介居多，研究较少，多为单篇

论文，少见系统性专著或文集，缺乏学界的沟

通与交流。该书作为国际性会议的论文集，

经过与会学者的充分讨论和自由交流，加上

四年多的编选、成书和沉淀，可以弥补上述缺

陷。别具一格的编排方式令读者耳目一新、
受益匪浅: 各章内容虽侧重不同、视角各异，

但都紧扣主题，贯穿办会理念和成书主线

( 参见主编立意深远、首尾呼应的序言和结

语) ; 每章伊始都引用名人 ( 包括这两位作

家) 名言，概括本章主要观点; 书后附录了两

位作家用英语创作和被译成英语的作品，方

便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习。
尽管这次研讨会及其文集是针对非汉学

家的大众读者，但毕竟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因

此个别章节对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介绍稍微从

简。第一、三、四、六、八章研究杨绛，第二、
五、九章研究钱锺书，第七章研究钱氏夫妇，

偏重杨绛研究，这是对以往较多关注钱锺书

而忽视杨绛的一次矫正，值得赞赏。全书更

多论及二人的文学成就，对钱锺书的学术成

就涉及较少，编者对此作了相关解释，但这毕

竟凸显了海外钱学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失衡

点: 重视钱氏的文学成就，忽视其学术贡献。
全书按照钱氏夫妇发表作品的时间顺序排列

九章内容，但似乎难以贯穿始终，仅以钱锺书

的作品为例: 第二章中，《槐聚诗存》收录钱

锺书一九三四至一九九一年间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旧体诗歌，《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分别

首次出版于一九四八、一九五七年，经过多次

修订和重印，很难用某部作品的某个版次来

界定发表时间; 第五、九章对《管锥编》和《围

城》研究的安排也存在作品发表时间上的错

位。

四、结语

自从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 ( C． T． Hsia)

高度评价《围城》以来，①钱锺书在海外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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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杨绛也一直受到

关注和译介。尽管他们的一些作品业已整

理、翻译并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走进去”作出了

杰出贡献，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还没有得到

应有的全面认识。②“人生是一部大书”，诚如

雷勤风在这部文集的结语中所言: 钱锺书、杨
绛的故事远没有结束，许多档案机构决心继

续挖掘新材料、提供新信息，世界主义仍将成

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我

们有理由相信: 钱氏夫妇的世界主义文学视

野将会对当下读者和研究者产生巨大吸引

力，将会有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 目

“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 13FYY008) 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承法，文学博士，中南民

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州立

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 责任编辑 高海涛)

① 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er-

sity Press，1961，p432 － 460．

② Christopher Ｒea，“Introduction”，in Christopher Ｒea ( ed．

and tr． ) ，Humans，Beasts，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by

Qian Zhongshu，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 － 19．

( 上接第 29 页) 悯情怀。因为以童年视角为

主，成人视角巧妙退居幕后，甚至自然隐蔽，

让作品生成了一种“另类”的美感，类似于

“反串”、逆向审视。又因成人视角的存在，

从而填补了纯粹童年视角的“空白”———毕

竟，许多人情的冷暖、是非的曲直乃儿童无法

彻知的秘密。两种视角的交相辉映生成了文

本恢弘的艺术时空，

总之，文学书写“中间地带”的诸多悖论

无疑需要相当的洞察力和巨大的勇气，更需

要与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约保持距离，甚至

保持永不合作的姿态。作家绝对不能充当道

德评判家，绝对不能以全知全能的圣人情怀

去消解矛盾。需要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勇毅直指问题所在，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迷

惑和悖论，即或仅仅是现象呈现，亦能促发思

考，必然会迎来启迪心智的契机。“中间地

带”之于中国儿童文学书写可谓真空地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写“真空地带”为中国儿

童文学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天空，是中国儿童

文学巨大的增殖空间，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书

写具有了多种可能性，甚至是医治“片面的

单纯”等沉疴的良方。

二○一四年十月三日北京寓所初稿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寓所终稿

【作者简介】张国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

( 责任编辑 韩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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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余承法

(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全译的本质是化，旨在转移原文的信息内容，变换其表达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

盾。由于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汉文与外文互译很难实现等值、等效，只能追求译文

和原文在意似和形似基础上的风格似，遵循全译求化的内在规律，反映以求化为核心的全译观，遵循以语用价值为

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关键词: 全译; 化; 求化; 三位一体原则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33X( 2014) 03-0176-05

一、全译及其本质

全译是“人和 /或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

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1］，其

核心与精髓是转化，包括转换和求化，即转移原文的

信息内容，变换表达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

式之间的矛盾，转换成功即为求化，求化的外在表现

是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信息量极似。结合“化”的文

字学原解( 教化、变化) 、哲学通解( 渐化、化生) 、美

学专解( 物化、化境) 和钱锺书自解( 去痕、存味) ，可

将全译之“化”定义为: 人和 /或机器为解决语际内

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采用对、增、
减、移、换、分、合等手段传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
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行为。“化”作为原文内容渐

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和结果，是全译最高理

想和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

体的融合、求信与造美的结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再

现，因而体现为全译的本质特征［2］。
二、全译求化的内在规律

全译忠实传递原文的语义内容，完整再现其语

用价值，通过保留或改变原文微观的语言形式来化

解“一意多言”式矛盾，使原文表达的异域事物逐渐

为译文受众理解和接受。由于中西语言文字、思维

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受到行为主体( 原文

作者、译者和译文受众) 、客体 ( 原文和译文) 、媒介

( 时空距离和信道噪音) 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汉文与

外文互译不可能实现翻译界曾经主张的“等值”或

“等效”，只能追求译文和原文最 大 程 度 的 相 似。
“似”是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接近程度，在内涵上可

分为近似和胜似［3］，近似是指译文跟原文相近或相

像的程度，即“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4］，是

全译的常态追求，应用全译中更为常见; 胜似指译文

胜过或超过原文的程度，即“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

地”［5］，多为文学全译追求的妙境。
例 1 For men who are fortunate all

life is short， /but for those who fall into
misfortune one night is infinite time．

幸 运 者 一 生 忽 忽，厄 运 者 一 夜

漫漫［6］。
例 1 两行原诗为并列结构，形式比较接近，意义

形成对照。钱锺书汉译时完整保留这一特色，用

“幸运 者”和“厄 运 者”分 别 译 出 for men who are
fortunate 和 for those who fall into misfortune，用四字

词语“一生忽忽”和“一夜漫漫”分别译出两个小句

all life is short 和 one night is infinite time。译文既对

仗工整，又朗朗上口，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更加明显，

表达手段近似原文，表达效果胜似原文。
任何文本都包括形式、意义和风格三个要素，因

此，全译求化的“似”在结构上可分为形似、意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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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似［7］。
1. 形似。形似，指译文与原文语言形式的相近

或相像，是“似”的外在表现，既包括保留原文的文

体语体、篇章布局、行文方式等宏观结构，又特指尽

可能贴近原文的遣词造句、韵律节奏、修辞手段等微

观结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内容，不同内容需

要作出相应变化，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内容的表达，因

此译文在准确传达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必须尽可能

追求形式上的逼真，以期再现其语言特征。
各民族对文学体裁的划分大体一致，互译时大

多可在双语中找到对应形式，全译行为通常不改变

原文的宏观结构，只是调整微观形式，即话语的表层

结构，包括遣词造句、安排段落、运用修辞等。同一

内容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而同一形式

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内容，但没有无形式的

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形式有时不单纯表现

内容，而是对内容的表达或再现起着有力的推动作

用。文学作品如诗歌的全译，如果过分偏离原文形

式，很难保证完全忠实原文内容; 如果片面拘泥于原

文形式，必然导致译文词不达意、不可接受，最终也

会损害原文内容。我们不能强求所有译文的形式时

时处处与原文完全一致，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原

文内容和译语表达规范找到相应的语言手段和表现

手法。形似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和服从内容传递这

一基础，既非刻意也非任意为之，否则这样的形似跟

原文只是貌合神离。
例 2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

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

Are young brides in the setting sun; /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shimmering waves / Always
linger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宏观结构上，例 2 中的原文和译文都是四行诗

歌。微观结构上，原文和译文都是两行组成一句的

主谓结构，译文保留原文的比喻( 金柳是新娘) 和拟

人( 艳影在荡漾) 。译文在保持与原文内容一致的

基础上，尽可能追求形似，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根

据英语的表达规范，后移定语“河畔的”、“夕阳中

的”、“波光里的”和状语“在我的心头”。当然，由于

汉英不同的文字类型，原诗中由 6、7、6、7 个汉字构

成的节奏和“娘”、“漾”形成的押韵没有也无法体现

在英译中，这表明全译只能追求“极似”，而非“等

值”或“等效”。
2. 意似。意似，指译文与原文信息内容的相像

或相符，是“似”的内涵和基础，因为全译所追求的

译文与原文的信息量极似，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

传递原文内容，帮助译语读者了解异域文化。
内容是指文本所包含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

是文本反映的客观现实以及人们对客观现实所作的

认识、感受、评价和态度，包括题材、主题、人物、事件

等客观要素及人物心理、受众反应等主观要素。原

文内容在语际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遗失，即“译

必失”，译文内容相对于原文，或过之，或不及，都是

无限接近，是信息量的极似而非等同。译者通过转

移原文内容，帮助译语受众了解域外文化信息，有时

实现意似即可实现跨文化交际。为此，译者除了斟

字酌句之外，还需借助上下文和共享知识，采用恰当

的译文形式，否则可能导致言不尽意、意非所言。
例 3 It was important to dispel the

myth that AIDS was a gay disease．
译文 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是同性恋

人的疾病这种错误认识。
译文 I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只发生在

同性恋人身上这种错误认识。
译文 II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是由同性

恋引发的疾病这一错误认识。
例 3 译文 I 将原文中的 a gay disease 简单译为

“同性恋人的疾病”，似乎做到了形似，但原意在传

递过程中损失较多，容易让汉语读者产生歧义: 艾滋

病是只发生在同性恋人身上的一种疾病，还是由同

性恋行为引起? 译者只有借助上下文才能进行精准

理解和恰当表达，如译文 II 和 III，否则可能导致形

“似”而意“非”的硬译或伪译。
3. 风格似。风格似，指译文与原文风格的相

像，是似的最高层次和理想追求，因为全译追求“去

痕存味”，其中的“味”即风味、风格，既涵盖信息内

容，又外化为信息形式，既要求准确传递原文的语义

信息，又要求完整再现其语用信息。
“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 στ，本义为长度大于宽

度的一个固定的直线体，引申为“木堆”、“石柱”、
“雕刻刀”等，进一步演化为“书体、文体”之意，英

语、法语的 style 和德语的 stil 皆由此而来。汉语

“风格”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代，特指人的作风、风度、
品格，《文心雕龙》移指文章的风范格局，唐代用于

品评绘画艺术。近代以来，该词广泛用于文学、艺

术、美学、评论等领域，除了表示人的气度、作风之

外，还泛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

术特点，可分为时代风格、民族风格、流派风格、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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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等四种主要类型。
风格的形成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主观上，创作者

由于生活阅历、思想观念、艺术素养、情感态度、人品

学识、审美情操的不同，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区别于

他人的相对稳定和显著的创作个性; 客观上，创作个

性的形成必然受到创作者所处的时代、民族、社会、
阶级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受到所选择的题材、体
裁、形象及语言、手法等外在因素的制约。文艺风格

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因人、因事、因时而

异，作为二度创作的翻译风格亦是如此。由于“一

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

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

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

有距离”［8］，无论译者采取归化或是异化的手法，译

文在文体或风格方面都会存在“讹”，有所遗失或遭

受损伤。信、达、雅中的信有一个幅度，包括意义与

功用、见次频率、必具范畴、体裁、音调、场合等方面

的幅度［9］，都涉及译文的风格问题，风格的可译性

也有一个幅度，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风格只能是一

种理想追求。一般而言，文学全译对风格似的要求

更高，尽可能做到在意似基础上的形似，非文学全译

重在意似，形似有时是可遇不可求。既然风格是内

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再现原文的风格就必须先求

意似然后求形似，而内容必须通过形式加以外化，因

此，风格似的核心是意似，主要手段是形似，体现在

微观语言结构上的“似”。
例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译文 I: With money you can make the

devil turn the millstone．
译文 II: Money can make the mare go．

例 4 的译文 I 为典型直译，做到跟原文形意兼

似，是可接受的译文。但谚语翻译不仅仅重在传意，

还需再现表达效果，在意象选择、修辞运用、句式安

排等方面尽可能跟原文相符。译文 II 直接套用英

语谚语，将汉语意象“鬼推磨”改换为英美读者熟悉

的意象 the mare go，符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也遵循语

言的经济性原则: 6 个单词的简洁译文，既朗朗上

口，又跟原文异曲同工，实现了风格似。
三、全译求化的原则

全译求化的原则是全译实践遵循的标准和全译

批评依据的尺度，体现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归根结

底取决于全译的定义。既然全译是人和 /或机器用

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

和符际活动，通过在乙语中保留或改换甲语的形式

来转移其内容、再现其价值，体现“去痕存味”的求

化要求，就必然反映求化的内在规律。全译以小句

为中枢单位，而小句集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

值于 一 身，三 者 构 成 了 全 译 三 个 阶 段 的 周 转 要

素［10］146，全译行为中的“一意多言”式矛盾也体现在

这三者之间，因此必须遵循语用价值优先、语里意义

次之、语表形式第三的三个准则［11］，分别反映风格

似、意似、形似三个结构上的内在规律，体现在译味、
译意、译字三个层面上的艺术追求。就重要性或追

求层次而言，风格似﹥意似﹥形似( “﹥”表示大

于) 。意似是求真，是“似”的基础和内涵，是译文必

须追求的基本和首要层次; 形似是造美，是对意似的

补充和外化，是译文可遇不可求的次要层次; 风格似

是求真和造美的结晶，基于意似寓于形似，居于统帅

地位。相应地，全译求化的三个准则中，语值( 语用

价值) 优先，表明风格似属于译文努力追求的完美

和理想层次，以意似( 语里意义的相似) 为基础和前

提，以形似( 语表形式的相似) 为必要非充分条件，

制约语义传达的方式和效果，间接( 通过语义) 或直

接决定语表形式的选择。因此，求化原则构成以语

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

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即理解原语时，“由

表及里求语义”、“语值离形求风格”; 语际转化时，

“语里转换求意似”、“语值转换风格似”; 表达译语

时，“由 里 及 表 句 成 型”、“语 值 驱 附 句 成

活”［10］150 － 186。
1. 语用价值优先准则。语用价值，指文本的各

种语言表达形式体现或蕴含的价值，可简称为“语

值”或“值”，包括因不同文化背景、上下文语境和修

辞手段而产生的相应价值，分别称为文化值、语境值

和修辞值。语用价值优先准则，是指译者必须首先

考虑如何实现译文跟原文在语用价值方面的极度接

近，尽可能追求在意似和形似高度统一基础上的风

格似。全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渐化原文、化生译文，

帮助译文受众理解原文作者表达的内容，确保跨语

言、跨文化交流的成功，终极目的是通过缔结一场文

字、文学、文化姻缘，从而实现语言壁垒的凿通和人

类文化的互文，因此，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成为译者

必须遵循的第一准则。由于文化差异、时空变迁、修
辞手段等影响，原文的语用价值可能在译语中发生

细微变化，呈现与之不同的文化值、语境值或修辞

值，译者必须尽可能得原语文化之精华，融入译语文

化，根据具体语境选择恰当、规范的译语表达形式。
例 5 谭嗣同捐躯赴国难，却依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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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归，得到人们尊敬。
译文 I: Tan Sitong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national crisis，but he was still fearless of
death，so he won his fellow － countrymen’s
respect．

译文 II: Tan Sitong ( 1865 － 1898 ) ，a
well － known Chinese politician，thinker and
reform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1636 －
1911) and one of the“Six Gentlemen of the
Hundred Day’s Ｒeform”，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then endangered country，and his
undaunted spirit won respect his fellow －
countrymen’s respect．
原文中“谭嗣同”虽为人名，实际上是一个文化

负载词，单纯音译不能帮助英美读者准确完整地理

解这一历史人物。因此，译文必须适当增加注释，跟

原文的语表形式虽有一定出入，但添形未加义，更好

地传达该词的信息内容及其蕴含的文化值: 晚清著

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赴国难”和“视死如归”都表现出谭嗣同的勇敢和

无畏，连词“却”在深层语义上并非表达转折而是顺

承，译文 I 未能完整再现其特定的语境值。另外，

“视死 如 归”也 不 能 简 单 理 解 其 字 面 意 思，译 为

consider death as going home，而应传达其内涵意义:

fearless of death、undaunted spirit。鉴于此，译文 II 完

整地再现了原文几个词表达的特定含义和价值，跟

作者借古喻今、提醒当代青年热爱生活的写作意图

不谋而合，很好地遵循了语用价值优先准则。
例 6 A: Are you OK?

B: I’m sorry，but I wonder whether I
could find a place for my son at your school．

译文 I: 甲: 你还好吗?

乙: 很抱歉，我不知能否为我儿子申请

在贵校上学?

译文 II: 甲: 你有什么事吗?

乙: 抱歉打扰，我不知能否为我儿子申

请在贵校上学?

例 6 的语境是: 英国某小学门口，一位教师 A
见到前来为儿子报名的一位中国父亲 B，脱口而出

“Are you OK?”。A 并不是简单跟 B 打招呼，而是在

看到 B 略显忧虑的表情、犹豫是否该走进校门时，

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因此，译者应结合这一特

定语境，透过 Are you OK 的语表形式理解其语里意

义，尤其是从 B 的疑虑反推 A 的交际意图: Do you

need any help? 跟译文 I 相比，译文 II 更好地再现了

原文特定的语境值。
2. 语里意义次之准则。语里意义，是指文本的

语言形式表达的信息内容，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或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可简称为“语

里”或“里”。文本的表达形式包括音位 /字位、词

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段落、章 /节、篇 /书等

语言单位［12］，其语里意义分别对应为音位 /字位义、
语素义、词义、短语义、小句义、复句义、句群义、段落

义、章 /节义、篇 /书义。语里意义次之准则，是指译

者在完整再现原文语用价值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

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确保译文追求意似。原文语

用价值在译语中的再现，通常以准确传递语义内容

为前提和基础，非文学全译中更加突出，其文体风格

不甚明显，实现意似即可追求风格似，因此语里意义

是译者遵循的第二准则。单语内部的形义之间并非

总是一一对应，语际转换中可能存在矛盾或冲突，为

了解决双语之间的形义矛盾，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意

似，译者有时必须变换原文形式，否则造成词不达

意、误解作者、误导读者等情况。
例 7 She always has to stick her nose

into matters that do not concern her．
译文 I: 她总是要把鼻子触到跟自己

无关的事情。
译文 II: 她总是要插手跟自己无关的

事情。
例 7 中 stick her nose 为固定短语，属于比喻用

法，意为“多管闲事; 插手与自己无关的事”( become
involved in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concern you，in a
way that annoys people) 。汉语中，鼻子通常只是单

纯指嗅觉器官 ( 除“鼻祖”比喻为“创始人”之外) ，

“多管闲事”的固定表达则是“插手”而非“插鼻子”
或“用鼻子触摸”。译文 I 追求机械的形似，令汉语

读者不知所云，属于劣译; 译文 II 将英语意象 nose
改为汉语意象“手”，确保跟原文同样的语里意义，

属于佳译。
3. 语表形式第三准则。语表形式，是指任何文

本都具备的外在表达形式，包括拼音和书写，可简称

为“语表”或“表”。在全译活动的语表形式 － 语里

意义 － 语用价值即“表 － 里 － 值”三角中，译文语表

的选择取决于原文语义的传递，归根结底由语值决

定，有时处于最次要地位，因而成为译者遵循的第三

准则。每种语言都有相应的语表形式，表意文字和

拼音文字之间在语表上的对应关系相对较少，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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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若能追求风格似、意似和形似，自然是三全齐美，

否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为了保值、存意而变形、借形

乃至舍形，真正做到“去痕存味”。
例 8 冯家祥恭恭敬敬向林菀之一揖

到底，一边说: “请恕我迟到，小生这厢有

礼了。”
译文 I: He bowed to her deeply and

respectfully，saying，“I’m awfully sorry I’
m late．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译文 II: He bowed deeply to her with an
expression of great respect and said in the
manner of an actor in opera: “Madam，that I
should late arrive，your pardon now I humbly
crave．”
原文引自小说《上海的早晨》，冯家祥与徐义德

的姨太太林菀之关系暧昧，他这次为了博得红颜一

笑，故意在林菀之面前作忸怩之态，用“恕我”、“小

生”和“这厢有礼”等古文戏腔加以自嘲。译文 I 几

乎照搬原文语表，似乎也能传达其语义，但没有形象

刻画冯家祥的矫揉造作之态，也未能再现作者嘲讽

和挖苦的意图，属于形相似而意不全、值不保的欠佳

译文。译文 II 为了再现原文其特定的语境值，准确

传达“一揖到底”的具体内含，增添了语表形式 in
the manner of an actor in opera，还增加 Madam 表现

冯家祥对林菀之的阿谀和奉承之情，借助古文戏腔、
运用倒桩结构刻画他的矫揉造作和取宠之态。译文

II 增添词语和变换语序，虽然没有跟原文形似，但较

好地传达了原文作者隐含的意义和蕴含的意图，更

加贴近原文的风格，更容易为英美读者理解和接受，

堪称入化的佳译。
四、结论

由全译的定义和本质可知，全译活动必须反映

求化的内在规律即全译极似律，包括意似、形似和风

格似，分别体现译文与原文在语里意义、语表形式和

语用价值三个角度上的相似。三“似”中，风格似居

于统帅地位，由意似这一基础和前提决定，通过形似

这一外化手段加以体现，包括两个实现途径: 一是从

语用价值驱动语里意义，再由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

式，即值→里→表。二是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式，再

附之以语用价值，即里→表→值。因此，全译求化过

程中，译者应该优先考虑完整再现语用价值，其次重

视准确传达语里意义，同时兼顾语表形式，形成以语

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

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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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ting“Accommodation”a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ublimation”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Yu Cheng-fa
(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Applying a pair of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laborates“accommodation”a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ublimation”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rule，purpose，contradiction，method，unit and value based upon contrasting two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a Chinese-health-
product advertisement so a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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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译与变译作为新立的翻译范畴，经历了概

念的厘定、对偶范畴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翻译

变化观的形成 4 个阶段。译学界对变译研究，从

最初排斥到随后质疑，从逐渐接受到广泛探讨再

到冷静反思，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感

性，再从感性回归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周领顺

( 2012) 考察变译的名与实，对翻译、全译和变译

的定义及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也有值

得商榷之处。这既是对变译研究的最好推进，也

是引发笔者思考的契机。他认为黄忠廉等关于全

译、变译的定义有待完善，但总体上不影响我们认

识其本质属性，今暂且沿用。“全译，指人或机器

将甲语文化信息转化为乙语以求风格极似的思维

活动和语际活动”; “变译，指人或机器根据特定

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变通手段摄取

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黄忠廉

等 2009: 3) 。转换是全译的核心，转移原文内容，

更换原文形式，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以化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化”是全

译转换的精髓; 摄取是变译的核心，改变原文的内

容、形式乃至风格，以期满足特定读者的特殊需

求，“变”是摄取的精髓。基于此，本文以广告的

全译和变译为例( 均为笔者试译) ，以全译之“化”

为背景加深认识变译之“变”，以期廓清周领顺

( 2012) 认为变译研究存在的“一些模糊不清的

认识”。

国氏全营养素

科学减肥新概念

( 1) “国氏全营养素”把调节脂肪代谢，补充

全面营养的独到理论应用于控制体重，以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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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苗条身材，保持充沛精力的目的。( 2) 相信
曾为肥胖困扰烦恼的你，因为服用了全新口味的
“国氏全营养素”，不久也能体态轻盈，充满活力。

( 3) “国氏全营养素”是著名营养学家国敏元
教授从中国传统调养理论出发，针对多数肥胖者
的基本成因，以调节体内营养平衡，改变脂肪代谢
为目的，精选配置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多种氨
基酸及微量元素的全天然、全营养保健品，充分调

动体内多种酶的活性，迅速分解体内多余脂肪，使
体态恢复健康苗条。( 4) 国氏理论以其科学性、
实效性为减肥领域开创了一条新路，“国氏全营
养素”被中国女子体操队指定为控制体重营养
品。( 5) 减肥的同时，轻松愉快，精力充沛，体重
正常之后，不会轻易反弹。( 6) 所以，更多的体操

运动员，都钟情于“国氏全营养素”。( 359 字)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A New，Scientific Concept of Weight Control

( 1)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applies the original theory of regulating
fat metabolism and supplementing all nutrients to the control of body weight so as to
help maintain a slim figure and plenty of vitality． ( 2 ) It is believed that you，once
plagued by obesity，will soon have a supple and vigorous body by taking this brand
new weight-control product．

( 3) Guo’s is a completely natural，all-nutrient product rich in various nutrients
such as proteins，vitamins，amino acids and trace elements，manufactured by Prof．
Guo Minyuan，the famous nutritionist，who，basing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Ｒecu-
peration Theory and the major causes of most obesity，aims at regulating the nutrient
balance of human body and altering fatty metabolism． ( 4 ) The product can help re-
gain a slim and healthy figure by effectively regulating polyenzyme activity inside the
body and quickly decomposing the excess fat． ( 5 ) Guo’s theory has initiated a new
way for weight loss with its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so Guo’s All-nutrient Slim-
ming Extract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authorized nutritious weight-control product for
the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 Team． ( 6) While losing weight，you may feel relax-
ed，pleasant and energetic，and furthermore，you will not regain lost weight． ( 7 )

Therefore，more gymnasts are fond of taking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 全译，213 words)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 1) Thinking about losing weight? ( 2 ) Drea-

ming of keeping slim and fit? ( 3 ) All you need is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 4) Guo’s is a 100% natural product rich in
various well-balanced nutrients，such as proteins，
vitamins，amino acids and trace elements．

( 5) Want to lose weight without losing vitality?

( 6) Take Guo’s． ( 7 ) It regulates your fat metabo-
lism and decomposes the surplus fat．

( 8) No sufferings． ( 9 ) No side-effects． ( 10 )

No weight regains．
( 11) Guo’s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authorized

nutritious weight-control product for the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s Team． ( 12) It is a new，sci-
entific concept of keeping fit and slim．

( 13) Why hesitate? ( 14 ) Taking is believing!

( 变译，99 words)

2 “化”与“变”的区分
2． 1“化”遵循量变规律，“变”遵循质变规律

化、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较早出现的范

畴，经历了从单一概念向对偶范畴演变的历史进

程，其内涵逐渐与量变、质变的内涵相接近，与译

学范畴中全译、变译的实质相吻合，反映了全译的

量变规律和变译的质变规律。
《荀子·正名》指出: “化”即“状变而实无别

而为异者”，张载认为:“化，言其渐”，朱熹提出的

“渐化”概念即量变，是指事物数量的变化，表现

为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动，是一种微小的、不显

著的变化，是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延续和渐进

( 张 立 文 1988: 424 ) 。钱 钟 书 ( 2002: 77 ) 曾 对

“化”作过精辟论述: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

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

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即去

痕存味。“去痕”是指译者不知不觉地化解双语

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渐渐消磨其间语言形式

的差异，使原作发生不显著、无痕迹的渐化; “存

味”是指译作在相似度的范围内保留原作内容，

尽量追求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确保译作成为

原作的“投胎转世”。在这一量变过程中，“事物

数量的增减”表现为原作中语素、词、短语等语言

单位的增减，如例中全译减去原文句( 1) 中的“达

到”和“目的”，增加原文句( 5) 中隐含的代词 you

和关联词 and furthermore; “场所的变动”表现为

原作中语言单位在译作中的移位、切分、合并和重

组等情况，如例中全译将原文句( 1 ) 中“独到理

论”的前置定语进行后移等。这些微调只涉及对

原文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其意义的准确传达，没有

001

2014 年 第 1 期



超过原作的度的范围，是一种形变而实不异的渐

化结果。
“变”是指一事物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另一事

物，张载指出:“变，言其著”，朱熹提出的“顿变”
概念即质变，是区别于他物的、事物内部固有规定

性的变化，表现为根本性的、显著的突变( 张立文

1988: 424) 。译作一旦有意不忠实于原作内容，就

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原作在渐化过程中的

截取，正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 《周易·系辞上

传》) 。正如“度”是体现事物质和量对立统一的

限度，相似度是区分全译和变译的临界点，在临界

点的左端是全译，右端是变译，二者不仅存在表面

上的差异，体现在信息的“量”上，更存在本质差

异，体现在信息的“质”上，因此从全译到变译形

成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发生质变的内容虽

然“摆脱了原文的限制”，但还是以原作为参照，

并没有置原文于不顾。无论“相似度”突破到什

么程度，临界点移到什么位置，它仍然是从全译到

变译所形成的翻译连续统上的点，仍然属于“译”
而不是“非译”的范围。这个连续统应视为一条

线段，有起点和终点，即周领顺( 2012) 认为的“从

‘译’到‘创’的过程”或区间，全译和变译是被临

界点分开的更短的两条线段，但比喻为“圆心”和

“圆周”似有不妥( 该比喻跟周文提到的“译文连

续统”是自相矛盾) 。例中的变译之“变”主要表

现在: ( 1) 内容上大变: 译者增添了英语消费者关

注的 信 息 如 without any sufferings 和 side-effects
等，删减了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如“著名营养学

家国敏元教授”等，以及一些冗余信息如“国氏全

营养素”等，改换了原文的相关信息如句 6，代之

以 Why hesitate 和 Taking is believing，因而译作跟

原作和而不同; ( 2) 结构上大变: 原文的 2 个段落

变成 6 个，复句变成单句或非完整句，长句变为短

句，这些结构的调整也导致风格的改变，书面体被

口语体代替; ( 3 ) 数量上大变: 通过译者采取摘

取、压缩、合并或添写等变通手段，变译在数量上

明显少于原文和全译( 原文 359 字，全译 213 词，

变译 99 词) ，信息从原作到译作由量的改变引发

质的飞跃。
2． 2“化”旨在忠实原文，“变”旨在服务读者

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是为实现特定目的

而进行的一种复杂活动”( Nord 2001: 13) ，全译和

变译的分野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全

译求“化”是为了忠实原文，力求保存原作的信息

内容和宏观形式，化解微观形式的差异。当然，求

“化”也是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需求，但毕竟这是

退而求其次的目的。例中全译在内容上完整地再

现了原文中的产品信息，包括名称、性质、产家、原
理、功效等，在篇章布局和段落安排上跟原文几乎

如出一辙，只是在局部做了微调，如将原文句( 3) 切

分为译文句( 3) 、( 4) ，个别句子的语序稍作改变。
变译求“变”是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

者的特殊需求( 简称“三特”) 。首先，特定读者是

变译的原动力。近年来，“读者中心论”在全译中

盛行，在变译中得到极度彰显。例中变译译者考

虑到中英消费者不同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突

出“您”( You) 的存在，强化广告的情感传递功能，

激发潜在顾客的购买欲望。其次，特定条件是变

译的外在因素。原语文化信息要在译语中生存下

去，就必须适应新环境，Verschueren( 2000 ) 的“语

言顺应论”和胡庚申( 2004) 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为变译提供了理据。译者可根据不同的传播媒介

确定译文的形式和风格，如例中变译属于口语体，

用于广播、电视、网络的音频或视频资料，译者也

可创造用作包装说明书的书面变译。再次，特殊

需求是变译的试金石。变译是否为读者接受，最

终必须接受现实需求的检验，读者的分层和多元

决定了对译文需求的动态多变，译者必须将原作

视作一种信息来源，汲取并改造合理的、满足读者

特殊需求的成分，并根据读者的需求反应重新审

视和修改译作。例中变译保留了英语消费者关注

的主要信息，删除了他们不感兴趣或难以理解的

次要信息，并增加了相关新信息，以满足他们的身

心健康需求。
2． 3“化”解决言意矛盾，“变”解决供需矛盾

“在不同的翻译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翻译

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也会有异”( 许钧 2003:

260) 。根据全译观，“化”所要解决的是同一语义

内容与不同语言中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即一意

多言式矛盾。“一意”是指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内容是确定不变的，译者不能有丝毫的误读、误

译，“多言”是指同一思想内容在不同语言中有不

同的表达形式，同一译者用同一译语表达时也可

能采取不同的言语形式。例中的全译译者只聚焦

于英译广告的词语选择、单位转换、语序调整、句
子分合等微观形式的变更，而没有调整原文的宏

观结构。因此，周领顺( 2012 ) 中“全译可分为宏

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看，但主要是宏观上的”这

一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根据变译观，“变”所要解决的是原作与译语

中特定情况下特殊读者的特殊需求之间的矛盾，

是一本多需( 译) 式矛盾。“一本”即是原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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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由此产生的“多译”
在内容、形式甚至风格上既跟原文相异，彼此之间

也存在较大不同。这种供需矛盾既包括共时矛盾

( 原作与同时期不同译语读者需求之间的矛盾)

和历时矛盾( 原作与不同时期不同译语读者需求

的之间矛盾) ，也包括同体矛盾( 原作与译语读者

需求在同一载体即同一语篇之间的矛盾) 和异体

矛盾( 原作与译语读者需求在不同载体即不同语

篇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像全译

那样简单地改变微观的语言形式，而要从宏观上

进行大改大调，还需要处理文化背景的差异、考虑

译文的预期功能、汲取原语内容并由译语内容决

定译语形式。“变”需要解决的是宏观的文化层

面的大矛盾，尽管也包含“化”需要解决的微观的

语言层面的小矛盾，但微观包含于宏观，小矛盾寓

于大矛盾之中，因此变译也不可能并重宏微两个层

面。例中变译译者正是抓住了大矛盾，坚持委屈原

文、求全读者的原则，汲取了英语消费者关注的信

息重心，大幅调整了原文的篇章布局，重组了其句

子结构，使得译文的预期功能更突出，效果更优化，

传播速度更快，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了供需矛盾。
2． 4 求“化”7 法以小句为中枢单位，求“变”

12 法以句群为中枢单位

为解决翻译矛盾，译者必须有效运用各种策

略和方法。全译力求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兼顾

原作形式，包括直译和意译两种求“化”策略，衍

生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和合译 7 种

求“化”方法，在例中都有运用: 标题和句( 6 ) ( 原

文序号，下 同) 为 对 译; 句 ( 4 ) 、( 5 ) 为 增 译; 句

( 1) 、( 2 ) 、( 3 ) 为减译; 口号、句( 1 ) 、( 2 ) 、( 3 ) 、
( 4) 为转译; 句( 3) 为转译和分译; 句( 5 ) 为合译。
全译求“化”的基本单位包括词、短语、小句、复

句、句群，小句为中枢单位，这是因为: 词的翻译受

控于小句，短语翻译从属于句，复句翻译依赖于小

句，句群翻译寄托于小句( 黄忠廉 2008: 22 － 27) ，

而且译语小句都可与原语的词、短语、小句、复句

和句群互换。原文句( 2) 中的“相信”一词转换为

译文小句 it is believed 等，句( 6 ) 与译文句( 7 ) 直

接对应转换，复句( 1 ) 浓缩为译文小句，复句( 3 )

分化为译文句群，复句( 4 ) 、( 5 ) 转换成译文并列

句，等等，都是以小句为轴心展开，这表明小句在

全译转换中最自由、最灵活，负载的功能也最多。
“变”要解决供需矛盾，运用增、减、编、述、

缩、并、改、仿 8 种变通策略，可构成 12 种求“变”
方法: 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
写、改译、阐译、参译、仿作。“变通”不应借辞书

释义“作非原则性的变动”，也不应与全译之意译

混淆，而应有其特定内涵，即“变通是为了满足特

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而对原作较大的灵

活变动的行为”( 黄忠廉等 2009: 98) 。“变”之

增、减不同于“化”之增、减: 前者同时增减内容和

形式，引起质变; 后者只增减形式不增减内容，只

引起量变。如上所述，解决供需矛盾也包括解决

言意矛盾，所有“变”法可能需要用到“化”法，反

之并不然。就翻译方法而言，全译、变译之间的关

系是“变”中有“全”，“全”中无“变”，并非有人

( 徐朝友 2006; 周领顺 2012 ) 主张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二者虽在临界点上存在模糊地带，但

总体上区分明显。例中变译主要用了缩译和编

译，也用了其他的变、化方法: 摘译，如译文句( 3 )

摘取 原 文 的 词 ( 也 对 译 保 健 品 名 称) ，句 ( 4 ) 、
( 7) 、( 11) 分别摘取原文句( 3 ) 、( 4 ) 的部分内容

( 也用了转译) ，句( 12) 摘取原文口号，兼用译评;

译评，如句( 8) 至( 10 ) ; 译写，如句( 13 ) ; 改译，如

句( 1) 、( 2) 、( 5) 、( 6) ; 仿作，如句( 3) 、( 14) 分别

仿英语广告词 All you need is Bayer Aspirin 和谚

语 Seeing is believing 而译。
变译求“变”的语言单位包括词、短语、小句、

复句、句群、段落、篇 /章、书等，最小的求“变”单

位是词，如阐释某个词的含义，与通常认为的求

“化”单位不同，最大的求“变”单位是书，如以故

事梗概缩译一部畅销小说，与求“化”的最大单位

不同。句群是求“变”的中枢单位，因为它所包含

的变译单位较多，在所有单位中处于中心联络位

置，并对其它变译单位具有控制约束作用。例中

原文由两个句群或段落构成，产品的性质、产家、
原理、成分、功能等融于第二句群，符合汉语行文

习惯。变译将语篇调整为 6 个句群或段落，原文

第一个句群分解为译文的一个句群和一个小句，

原文第二个句群分解为译文的 3 个句群，并增加

了一个新句群。原文句群变一为多，变长为短，是

为了遵循英语广告“一个段落( 句群) ，一个主题”
的行文要求，使得变译广告层次清晰、主题鲜明。

2． 5“化”重在输入原作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变”重在凸显原作的使用价值

原作的价值是作者凝结在作品创作中的无差

别的劳动，其使用价值是指作品能够满足读者阅

读和使用的属性。译作的使用价值是指译作能够

满足译语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属性。
“化”旨在忠实传递原作内容，求得译作与原

作的极似，全译文的最终社会效应是输入原作的

价值和使用价值，输入是原原本本的，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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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够帮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

受，满足相同的需求。例中全译尽力再现原文内

容，力保结构不受损益。
“变”旨在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

需求，变译文的社会效应就是摄取原作的价值，凸

显其使用价值。摄取意味着选择、消化、吸收和改

易，使原作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读者的

接受意识和审美需求，而成为一种变量，其因为

“读者对译作的评价是如何地不以专业批评的意

志为转移而直接影响译作实现其价值”( 杨晓荣

2005: 46) 。凡有助于实现“三特”目标，译者就容

易作出选择和变通，就容易凸显原作的使用价值;

反之，即使原作价值连城，若与目标实现无关，也

会被认为毫无“价值”。例中的广告原文侧重于

产品介绍和宣传，其潜在的使用价值蕴涵于吸引

顾客的眼球之中，而变译基于消费者而不是企业

本身，侧重于顾客的精神需要而非单纯的生理需

要( 即 keep fit and slim，对 fit 的 追 求 优 先 于

slim) ，其使用价值在冲击消费者的耳膜中得以凸

显，在他们强烈的共鸣中得到深度开发。

3 结束语
由全译之“化”反观变译之“变”，加深了对变

译、全译和翻译本质的认识: 分而观之，“变”是变

译的本质属性，是译者运用增、减、编、述、缩、并、
改、仿 8 种策略变通原作内容和形式以满足特定

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并凸显其使用价值的

行为，“化”是全译的本质属性，是译者采用对译、
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 7 种方法化解

语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消除译痕、保存风味、再
现原作价值的行为; 合而观之，变化是翻译的本质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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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自 1964 年发表以来，因

其中著名的“化境”翻译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学

术影响，被数次解读和引用。该文虽以《林纾的翻

译》为题，但论述的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还包括训

诂学、考据学、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等学科

领域的一些问题，如：翻译与古文（创作）、修辞的

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古文与文言的区别，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史实挖掘与考据，人品、学品

与学风的关系等，体现钱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

想，即：古今、中外、文字、文学、文化和学科的打通。
这是钱先生经营最善、考据最详、修订最勤的一篇

力作，在中国大陆出现多个版本，导致学界引用时

出现版本不一、提法不同、用新本引旧言、以讹传

讹等乱象。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些版本进行全面梳

理、考辨和比读，便于在出版发行界正本清源，澄

清学术界解读该文、诠释钱先生学术思想时出现

的种种误区。

二、《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考略

《林纾的翻译》发表 50 年来，在中国大陆先后

出现 10 个主要版本，既发表于专业性学术期刊，

又被出版社收入不同文集，还被编者选入以“钱钟

（锺）书”命名的集子（总体情况见下表），惠及读者

之多、援引频率之高、社会效应之大、学术影响之

深，由此可见一斑。这十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

订，凝聚着作者的心血、编者的汗水和读者的期

待，现依次考略如下。

史论

万光荣 李泽旭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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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写于 1963 年 3 月，发表于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64 年 6 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

册 (1)。当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世界文学》等报刊发表

了多篇研究林译小说的文章，翻译界掀起了关于

翻译标准的讨论。钱先生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

训诂出发，揭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分

析林译小说中的“媒”或“诱”“讹”“化”，考察林纾

对待翻译和古文的态度，考证一些文学史实。第

一版问世于学术氛围不太浓厚的特定年代，发表

于文学类专业集刊，因而较少受到关注。
第二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

版的《旧文四篇》(2)，以第一版为底本，修订内容主

要包括：1）调整注释，新添脚注和夹注，将有些注

释融入正文，根据史实更正或补充观点，在文末增

加附记，删除个别内容；2）锤炼语言，修改第一版

中不够简洁或精确的表达，订正不合规范的汉字

和外文单词；3）修改标点和格式，如采用简体字、
将第一版正文中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等。适值

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迎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

天，随着钱先生皇皇巨著《管锥编》在中华书局的

出版，以及《围城》的重印出版，“钱学热”在学术界

悄然兴起，《林纾的翻译》第二版在学术界产生了

很大影响，被收入多部文集，如刘靖之编《翻译论

集》(3)，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4)，薛绥之、张俊才

编《林纾研究资料》(5)，等等。
第三版：收入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1 月出版的

《林纾的翻译》(6)。该文集收录研究林译的四篇论

文，《林纾的翻译》是第二篇，被选为文集书名，并

标明“钱钟书等 著”。第三版以第二版为底本，经作

者修订 18 处，包括在文中和文后附记增加内容。
第三版在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被罗新璋收入《翻

译论集》(7)，他在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中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案本———
求信———神似———化境”，从而确立了“化境说”在
中国翻译理论中的重要地位(8)。此后，翻译界人士

在论及“化境”时常常转引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

译》，而作为其源本的第三版少有人问津。第三版

的前两段内容还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入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以《文学翻译的最

高标准》为题(9)，可见其学术影响之高。遗憾的是，

《林纾的翻译》被断章取义地当成了一篇纯粹探讨

翻译的论文，学者们围绕“化”字大做文章，对其中

比“化”谈论更多的“诱”和“讹”视而不见，有人甚至

一笔勾销了文中跟翻译相关的其他学术观点，正

所谓“不懂钱钟书，是国人的悲哀；同样，不识钱氏

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10)。
第四版：发表于《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工作者

协会会刊）1985 年第 11、12 期(11)。编者按：“本文原

是作者《旧文四篇》（1979 年）里的一篇……最近我

们走访钱钟书先生……向他索取了《林纾的翻译》
的新本，又征得同意，在本刊分两期发表。”这里提

到的“新本”，即为《林纾的翻译》第四版，以第二版

为底本，修订 375 处，主要包括：1）修改个别重要观

点、语言表达、注释格式及其内容、断句和标点、行
文排版等；2）增加例证、史实、注释等；3）删除文字

表述、史实和注释。所有版本中，第四版修订的内

容最多、幅度最大，引人注目之处是将“文学翻译

的最高标准是‘化’”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

以说是‘化’”，提出“欧化”和“汉化”两种翻译方法，

从而引起了译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化”究竟是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还是最高境界？

第四版作为学术论文分期发表于《翻译通讯》，该

杂志从 1986 年第 1 期起更名由钱钟书题名的《中

国翻译》，因而在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五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出

版的简体字版《七缀集》(12)。《七缀集》是由全部《旧

2015/12·文艺争鸣·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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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 和半

部《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4 年 3 月出版）

的合并，收入其中的第二篇即是《林纾的翻译》第

五版，以第二版为底本，跟分期发表于 1985 年 11、
12 月的第四版几乎同时问世，有人认为两者是同

一版本。经过比读发现，第五版 25932 字，比第四版

少 14 字，有 24 处不同，主要包括：1）调整了部分内

容，减少了一个尾注，调换了两个尾注的顺序；2）
简化了第四版中尚存的繁体字，修改了个别错别

字，更正了几处不当表达；3）修订了几处断句和标

点。第五版收入经过作者大大修订的论文集，在翻

译界、文学界都产生深远影响。
第六版：收入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

版、署名“钱钟书著、舒展选编”的《钱钟书论学文

选》第六卷(13)。第六版是文选第六卷“文论选”之下

的第五篇，以第五版为底本，修订 17 处，包括：1）增

加某些尾注中的考证文字；2） 删节部分外语引文

和出处的注释；3）对长引文使用引号、小号楷体，

与正文隔行；4）改变繁简字体，将个别阿拉伯数字

改为汉字。编者当时宣称《钱钟书论学文选》是钱

先生学术著作比较完备的一个选本，将翻译归为

“写作篇”之下，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译》格外引

人注目，经常为文学界、翻译界人士参阅和引用。
第七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

版的《七缀集》(14)。据编辑回忆，钱先生当时向出版

社寄去了《七缀集》校改本和花城出版社《钱钟书

论学文选》中的《七缀集》修订本，并主张以花城版

的文字为准(15)。第七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修改内容

包括：1）调整注释，改脚注为尾注，新增、合并尾注；

2）修改部分断句和标点；3）繁简字体的变化，既改

简为繁，又改繁为简。第七版收进经过钱先生修订

的《七缀集》中，在文学界、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八版：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 月出

版的《钱钟书散文》(16)。据文集编者交代：当时钱先

生卧病，未能亲自编选和校订，散文集中所有篇目

都由杨绛先生审定，其中的人名、地名、书名采用

钱先生统一的译法，汉字拼写尊重其本人的习惯，

原文篇末注脚统一为脚注。从收录的《〈七缀集〉
序》来看，《林纾的翻译》第八版似乎以第五版为底

本，但在内容上更接近第七版，修订了 85 处，主要

是将尾注改为脚注，注释中涉及年、月、日、册、章、
页等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还修改了少数标点。

作为谈文论艺的《林纾的翻译》第八版被收入普及

性文集《钱钟书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在

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影响，如中国知网中以

“《钱钟书散文》”为参考文献的 238 篇论文中，大多

数论及文学，涉及翻译的只有 36 篇。
第九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 月出版的繁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

集》(17)。“《钱钟书集》由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

供文稿和样书，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红时和

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出版说明中这段文字

的落款时间为 1999 年 12 月 1 日，当时钱先生已经

作古，修订工作由杨绛先生跟上述人士和出版社

编辑合作完成。从该集的“修订本前言”可知，它是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七缀集》（修订本）为底本，因

此《林纾的翻译》第九版以第七版为底本，而且这

是所有版本中最近接的两个版本：第九版减少了

43 字，修改了 8 处，除繁简字体不同之外，主要是

修订了注释中参考文献的版本、卷册和页码以及

两处标点符号。
第十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 6 月出版的简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

集》(18)。该书出版后记中提道：《七缀集》繁体字版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为底本，但删削了

《钱钟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的部分修订内容，

为了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的内容，经杨绛先生同

意，简体字版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

出。比读《林纾的翻译》第十版与第六、七、八、九版

后发现：第十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两者在长度、行
文、排版、注释等方面几近一致，只是在个别繁简

字体、标点符号、汉字与阿拉伯数字之间稍微有所

不同。第十版作为最终定版，收入三联书店简体字

版《七缀集》，在学界的影响呈后来居上之势，如中

国知网中以“《林纾的翻译》三联书店”为参考文献

的论文达 188 篇。

三、《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带来的启示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上采取先增后删

再补，以 1985 年的第四、五版为界：一、二、三版是

旧版，特点是注释较多、格式不统一、语言不够精

炼；六至十版是新版，特点是观点与时俱进（如对

“化”的表述、译作优于原作的认识）、内容进行调

万光荣 李泽旭·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版本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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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将某些注释融入正文，增加考证文字）、语言

表述更加精准（如对有些字词的反复推敲）、行文

格式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和编排要求 （调整注释格

式和内容）。每个版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标
点或排版问题，新版本往往优于旧版本（或底本），

三联书店的第九、十版本无疑是讹错最少、排版最

美、体例最好的终定版。这十个版本先后发表于两

家学术期刊，由九家出版社出版或再版（更不用说

多次印刷了），体现了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

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给当下学术界、文化界

出版发行界和广大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一）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文章不厌百回改，璞玉雕琢可成器！”《林纾

的翻译》问世之初便是一块“浑金璞玉”，钱先生

几十年来字斟句酌、反复考证、不断修订，将其打

造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旷世力作。从不同版本的

修改痕迹，可揣摩他对某些学术观点的一再深

思，对语言表达的多次锤炼，甚至连不太起眼的

标点符号和数字也再三推敲，体现了他著述的一

个鲜明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自己的著作

不断修改，除改正误排的，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外，

也有改正自己发现或别人指出的误引或不恰当

引用的。”(19)此外，他在收入《林纾的翻译》的《旧文

四篇》和《七缀集》的历次版本中，认真撰写“卷头

语”“附记”“序”“修订本前言”等文字，介绍对书

（文）所做的修订，并通过与编辑的多次通信和交

流，表达了他对出版社和编辑的谢意和敬意，体现

了他的虚怀若谷和从严治学。他曾自嘲自谥为“钱

文改公”，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严谨负责的学

术态度，给“喧哗与骚动”的当下中国学术界、知识

界敲响了警钟：求量不重质的著书立说只会产生

文字垃圾；过分追求标新立异、一味鼓噪所谓理论

创新只会污染原本健康的学术生态；盲目引进的

外国理论、生吞活剥的欧化句式、文白夹杂的行文

表述只会让编辑敬而远之、读者憎而恨之。目前很

多核心期刊都面临一种“两难”矛盾：投稿作者抱

怨发表文章太难，编辑部感叹选择优质稿件太难，

除了选题不新、内容不实不精之外，文字功底不扎

实、文学修养不深厚也是一大原因(20)。钱钟书的一

部《围城》便享誉中外文坛，被译成英、俄、法、德、
日、西、韩等多种外国文字，两部巨著《管锥编》《谈

艺录》和一部文集《七缀集》足以震撼中外学术界，

继《管锥编》被美国学者 Ronald Egan 节译城 Limit-
ed Views: Ideas on Ideas and Letters 之后，《七缀集》
最近也被译成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因此，作为当下的中国学者，当务之急是

要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要对自己从事的学

术研究负责，要对自己完成的论著从内容到形式

负责，要对论著的发表期刊或出版社、读者群体、
成果应用及其社会影响负责。

（二）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

从钱钟书和诸位编辑就《林纾的翻译》《七缀

集》的成文、书过程的信件往来可知，作者背后永

远有一支服务意识强烈、学术视野开阔、业务知识

扎实的编辑队伍，这是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展的

核心力量(21)。首先，编辑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和高度的奉献精神。他们服务于作者和读者两类

群体，生活在学术追求和市场开拓的夹层之中，必

须甘于坐冷板凳、争当无名英雄，这在出版社实行

企业改制、部分期刊采取自负盈亏的大环境中更

显得难能可贵。担任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钱

钟书著作的几代编辑，无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

次，编辑必须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业务

知识。为人作嫁衣的编辑，不仅要学会做“裁缝”，
还要当“设计师”，还必须介入论著的策划、写作乃

至市场推广。从钱钟书在“卷头语”“序”“修订本前

言”中充满感激的文字可以看出，魏忠贤、辛广伟、
栾贵明、马蓉、施咸荣等编辑不仅在“编”上花了苦

工，也在选稿、设计上费了一番心思；从钱钟书不

同名称文集的出版说明、编后记、出版后记中可

知，花城出版社《随笔》编辑部在“钱钟书研究”成
为一个范行为的研究课题时，旨在为读者提供一

个普及性选本而承担了一个“宏大工程”———《钱

钟书论学文选》；杨绛、钱媛、舒展等诸多学者为参

与编辑《钱钟书散文》而费心尽力；三联书店组织

精兵强将编辑出版了一套十部《钱钟书集》（繁体

字版和简体字版），并邀请陆谷孙、罗新璋、董衡

巽、薛鸿时、张佩芬、陆文虎、马蓉等一批“钱学”专
家担任编辑，从而确保书集的质量和品位。

结 语

《林纾的翻译》不同版本的考证和修订，体现

了钱钟书从严治学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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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及几代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和默默无

闻的奉献精神，钱先生跟出版社和编辑之间的多

次友好通信和坦诚交流成为学术界、知识界、出版

发行界的一段佳话，为市场经济冲击波和大数据

时代中的学术界和出版发行界做出了表率，值得

学习和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

料库的化境研究”（13 FYY 008）和中央高校专项资

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
（CSY1500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1964 年第

1 期。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旧文四篇》，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62-95 页。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

港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 302-332 页。
（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

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67-295 页。
（5）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薛绥之 张俊才主编：《林

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92-323 页。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

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18-52 页。
（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

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696-725 页。
（8）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见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1-19 页。

（9）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见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1983 年版，第 125-127 页。
（10）罗新璋：《钱钟书译艺谈》，《中国翻译》，1990年第 6期。
（1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通讯》，1985 年第 11、

12 期。
（1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銭锺書著：《七缀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7-100 页。
（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

钟 书 论 学 文 选》（第 六 卷），花 城 出 版 社 ，1990 年 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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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为化解译文和原

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增加必要的译文语表形

式，以期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其语

用价值。繁化机制遵循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余承法 2014），符合信息冗余规律，将原文不需要

或隐含的语表形式以恰当方式在译文中增补出来，

确保成功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主要操作于双语

的语素、词、短语、小句四个语言单位，分为语素繁

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主要类型，在

不同语境中呈现出更加具体的类别。

2.繁化机制的内涵

按照观察充分、解释充分和描写充分的“三个

充分”研究要求，遵循“语际对比—思维转换—文化

交流”（语—思—文）大三角和“语表形式—语里意

义—语用价值”（表—里—值）小三角的“两个三角”

研究思路（黄忠廉等 2009），借鉴钱钟书对“化”的界

定，即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Yu 2006），繁化

机制可定义为：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

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增补原文缺失而译文必须的

语表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

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

繁化机制符合语言表达的信息冗余规律，通过

增补译语形式，实现译文文化求真、语里求准、语值

求美，体现原语单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到长

以及原语信息表达从减省到繁复的量变过程。

繁化机制的主要手段是增补，包括两大策略：

一是增加原文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语言单位，或

增加原文中承前或蒙后省略的语言单位；二是补充

原文不言自明的信息内容或原文受众熟悉而译文

受众陌生的文化背景信息。

其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语

的语表形式在译语中有所繁复，但语义不添加，语

用不增值，增加的语言单位必须是最小限度的，补

充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因无

端增补使译文信息无限膨胀，导致全译成为变译。

3.繁化机制的理据

从“语—思—文”大三角考察，繁化机制的理据

在于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的差

异；从“表—里—值”小三角考察，汉英语言文字系

统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运用语言形式、传达语里意义

和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

3.1 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由于中西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地理环

境、风俗习惯，导致汉英中特定的表达习惯，如习

语、俗语、谚语，典故、神话中的罕见人名、地名等，

全译繁化机制的内涵、理据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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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承载着本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本族读者

是众所周知的，译语读者却难以理解。直译势必造

成文化信息缺省，让译语读者望词兴叹，译者必须

增补必要的背景信息，或随文译出，或加于文后，或

辅以注释，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词语的文化

内涵，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

3.2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汉英互译不仅是语言形式和文化体系的转换，

也是深层思维方式的转换。连淑能（2002）总结出中

西思维方式的十大差异：伦理型与认知型、整体性

与分析性、意向性与对象性、直觉性与逻辑性、意象

性与实证性、模糊性与精确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后

馈性与超前性、内向性与外向性、归纳型与演绎型.

其中大部分影响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伦理性特征，往往从自我

出发观察和描写世间万物，表现在语言实践中的

“人治”倾向，句子多用人称，常常隐含或省略人称

主语。西方认知型的思维方式，从自然界说明事物

产生、发展、灭亡的原因，导致语言表达中的“法治”

倾向，句子常用物称，多用名词充当句子的主语。中

国传统思维用模糊方法和工具把握事物的总体特

征，有些概念范畴缺乏界定，不太注重逻辑推理

过程。

反映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一词多义、形散神聚，

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弄清词语、小句和句子之间的

逻辑关系。相反，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

大特征，概念严密，判断明确，推理严谨，注重思维

的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语言表达中很少用笼统

词语指称不同对象，小句内部各成分之间、小句之

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一目了然。中西这种模糊性与准

确性的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决定了英汉

互译时需要适当增加词语。

3.3 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由于中西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形成不同的文

字系统（表意文字VS拼音文字）和语言类型（分析型

语言VS综合-分析型语言），表现在运用语表形式、

传达语里意义和反映语用价值时的巨大差异。

3.3.1 汉英在运用语表形式上的差异

汉民族形象性、整体性、和谐对称的思维方式，

使得汉字注重形象、直观、对称，大多可以见形知

义；英美民族抽象性、个体性、分析性的思维方式，

使得英语单词抽象、综合，一般不能听音或见形

知义。

在词类运用上，汉英都有各自独特的词类，如

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词等。汉英相同词类的

使用频率不同：表动作时，汉语惯用动词，英语可用

名词、形容词或介词；指称人物时，汉语多用名词，

英语惯用代词；连词成句时，汉语少用介词或连词，

英语多用介词、连词、副词、关系代词等加以连接。

这些词法差异决定了汉英互译时必须增加译语的

特有词类，结合原语词义和译语构词方式增加必要

词语。

汉语注重意合，以小句、短句见长，连词成句往

往没有外部形态，而是借助语义关系，承前或蒙后

省略句子主语；英语注重形合，以复句、长句居多，

连词成句大多通过显现的外部形态，通常不省略句

子的主语。因此，汉译英时必须依据逻辑语义关系

增加关联词语，英译汉时需要根据汉语连词对出现

的情况加以增补。英语句子习惯承前省略某些句子

成分，汉译时必须适时补出，以使意义显豁，结构

畅通。

汉语语篇呈螺旋式，习惯运用叠加、排比、反复

等手段，英语语篇呈直线式，多用省略和替代，英汉

全译时需要增补必要的词。汉语语篇强调悟性和意

合，通过语境和语用等无形的衔接方式来领会语篇

单位之间的逻辑意义关系，英语则强调理性和形

合，多用词汇、语法等有形的衔接手段，汉英全译时

就需要增加必要的介词、连词或副词，确保译文语

篇的连贯。

3.3.2 汉英在传达语里意义上的差异

单语内部的语表形式和语里意义并非总是一

一对应，语际转换中的非对应性更加明显。

原语有独特的传情达意方式，将语里意义隐含

于语表形式，或者依据语境需要省略某些形式，但

在译语中必须加以明示或补充，才能帮助译文受众

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时某些语表形式

传达的信息在原语中属于赘余，但在译语中是必要

的信息冗余，因此译者增添解释性短语或添加连接

词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易解性，导致译文往往采

用比原文更明确的形式表达信息（Shuttleworth &

Cowie 2004），借助译语形式将原文的语里意义显化

或外化，传达原文词义时进行概念性增补，传达原

文句义、语篇义及其语用义时增添语言单位。

3.3.3 汉英在反映语用价值上的差异

汉英反映修辞值、语境值、文化值的差异表明：

译者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语义，只是尽了部分职

责，最终还要判断译文是否再现原文语值，是否讲

究修辞、富有文采。为此，译者必须适当增添语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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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符合语值再现的译语规范，确保译文成型成活。

汉语经常用各种语气助词表达情态，运用语形重

叠、语义重复实现对称美和音韵美，善用对偶、排

比、顶针等修辞手段丰富表达形式。相反，英语力避

重复，多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用代词替换名词，用助

动词替换动词，几个并列词语共用同一成分。因此，

英译汉时，在不增损原文语义的前提下，译者可以

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适当增添词语，使译文韵律

和谐、结构匀称、语势强化、语篇优美，真正做到既

求信、又造美。

4.繁化机制的类型

繁化机制按其运用理据分为三种类型：语法性

繁化，因双语语法结构的差异而运用的繁化；语义

性繁化，因原文表意之需而运用的繁化；语用性繁

化，因再现原文语用价值和满足译文修辞达意之需

而运用的繁化。

一般而言，语法性繁化和语义性繁化是强制性

的，否则译文无法准确完整传递原文语义，也不符

合译语表达规范；语用性繁化是选择性的，在不影

响传递原文语义的前提下适当增添，可确保译文准

确、鲜明、生动、形象。繁化机制的操作手段是增补，

主要涉及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因而分

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类

型，运用频率依次递减，难度依次加大。

4.1 语素繁化

语素繁化，指根据表意需要将原语语素增译为

译语词或短语，是原语语素在译语中的词化或短语

化。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构词的语言单位，

在实践中单独全译的可能性很小，没有词、短语、小

句层面那么普遍，因此经常被人忽略。但是，语素繁

化直接涉及词汇层面以及语法形态，在力图建立完

善、全面的全译求化机制时，不能忽略语素繁化。

汉英语素在形式、构造、功能的较大差异，决定

了双语词汇无法在形式上形成完全对应，必须采取

相应手段和方法追求意似。汉语语素的实现形式是

汉字，英语语素是一定的字母组合，词缀和词尾数

量众多，绝大多数全译时必须增译成汉语的词甚至

短语。

4.1.1 英语词缀汉译时的词化或短语化

英语词缀的词化或短语化，指用汉语的词或短

语传达英语词缀所表达的意义。学者们界定词缀时

存在分歧，数量也未达成共识。英语词缀的种类多、

数量大，相当一部分在汉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只能

用实词素表示。

4.1.2 汉语词缀英译时的处理

汉语的词缀数量有限，一部分可对译成英语词

缀，一部分则没有对应形式，只能通过单词表达，

如：老婆 — wife，阿姨 — auntie、nurse等。这些词

缀的意义已经完全虚化，对应的英译并不是译“老”

而是其后的语素。

4.2 词繁化

词繁化，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递语义的需要在

译语中增加语言单位，从而将原语词增译为译语短

语或小句，即原语词在译语中的短语化或小句化。

一个词表达的语义内容，有时既可以用一个短语表

达，也可以用一个小句表达。语际转换时，要保全原

文语义，就要确保其信息守恒、思维内容等量不变，

但等量的思维内容可以借助译语中不同级别的语

言单位进行储存，出现原语单位和译语单位的跨级

转换，即将原语词表达的概念内容替换为译语词表

达的简单概念，或转换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

念，或转换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译语表达时，译

者将储存于大脑中的概念内容，既可用译语中对应

的词表达，也可换用译语中复杂的短语，即原语的

词繁化为译语短语，还可换用译语的小句，即原语

词繁化为译语小句。

4.2.1 词的短语化

词的短语化，指用译语短语传达原语词所表达

的语义信息，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原语语素在译语

中词化或短语化之后，原语词就自然而然地增译为

译语短语；英语中有些复合形容词由相应的定语短

语压缩而来，汉译时可直接还原成短语形式，译成

“XX的”；在译语中增加原语无其形却含其义的词，

将原语词增译成译语短语，从而将原语词表达的简

单概念扩展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

原语单词中的语素扩展成译语的词语之后，该

词在译语中短语化，或直接通过增词实现原语词在

译语中的短语化。增词首先表现在增加原语没有而

译语特有的词类，如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

词、表达时态的助动词等，其次表现在增加原语无

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词，或补充原语中省略的某些

词。一般而言，实词增译多用于英译汉，虚词增译多

用于汉译英。

4.2.2 词的小句化

词的小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从而

形成小句，或者将原语词扩充为译语小句。新增词

语表达的语义内容经过重新组合，形成带有特定语

气、相对独立的小句。思维转换中，是将原语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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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分解为几个译语词或短语表达的概念，再

进行概念组合，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形成一个完整判

断，外化为译语小句。

原语词在译语中的小句化既涉及语言单位的

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也涉及思维单位的跨级转

换，包括五个步骤：原语词转换为简单概念→简单

概念转换为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

象→简单组象转换为简单命题/判断→简单命题转

换为译语小句。（黄忠廉 2008）

英语中有些分词位于名词之前，语表上跟名词

之间形成定心关系，可将其扩展为定语从句，从而

将分词还原成动词，跟名词之间形成主谓关系。分

词实现语内的小句化，译成汉语时即可对译成前置

的定语短语，形成分词汉译时的短语化，也可跟所

修饰的名词重新组合成为一个主谓短语，带上语

气、独立出来即为小句，形成分词汉译时的小句

化。如：

(1)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protest相当于短语to express one ’ s disagree-

ment, feeling of unfairness, annoyance etc，表达一个

复杂意象（或意象组合）。现在分词protesting修饰

chair，将人的抗议声引申到椅子上，意象发生了转

移，即：a protesting man →a protesting chair，重组为

protesting → producing a protesting sound，a pro-
testing chair →a chair that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表达判断a chair produces a protesting sound。
原文一个小句就分解为两个小句：he crashed down
on a chair和the chair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用
汉语表达为：

译文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发出抗

议声。

经过概念合并、意象重组，两个小句可合并为

一个，即：

译文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发出抗议声的椅

子上。

“他撞倒在椅子上”和“椅子发出抗议声”存在

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为了发挥汉语善用小句的优

势，尽可能做到既传达原意，又模拟声音，译文还可

润色如下：

译文I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压得

吱吱作响。

4.3 短语繁化

短语繁化，指根据语值再现和语义传达之需,

在译文中增加原文虽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短语，从

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充为译文的较长短语甚至

小句。短语繁化以词繁化为前提和基础，增词不一

定增短语，但增短语肯定会增词，短语繁化比词繁

化的难度较高、频率较低。

4.3.1 短语扩充

短语的扩充，指在译文中增加必要的短语，从

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展为译文的较长短语，以便

准确、清晰地传达原文语义，有效、完整地再现原文

语用。常见的增加短语包括：概括性短语、列举性短

语、替代性短语、省略性短语、注释性短语和修辞性

短语等。

(2)If it is to be defended, its defenders must ei-
ther argue that the market system is morally preferable
because it promotes human freedom, regardless of the
resulting situation of society, or that the market sys-
tem will produce results which the individual making
the judgment finds morally preferable.

如果得到辩护，那么辩护人必须从两方面进行

争辩：其一，从道义方面，市场体制更受欢迎，因为

它可以促进人类自由，不管社会的结果情况如何；

其二，市场体制必将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的个

人判断在道义方面令人喜欢。（http://202.204.128.82/
CEO）

原文用either argue that…和or that…指出辩护人

必须进行辩护的内容，译文先增加“两方面”进行总

概，然后增加“其一”、“其二”分别叙述，层次分明，

逻辑清晰。

4.3.2 短语小句化

短语小句化，指在译文中增加短语并带上某种

特定语气，将原文短语扩展为译文小句。原语短语

表达的复杂概念，既可扩展为译语中更长短语表达

的概念，也可扩展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其操作

程序包括以下六个步骤：原语短语转换为复杂概

念→复杂概念转换为复杂意象→复杂意象分解为

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象→简单组象

转换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转换为译语小句。（黄

忠廉 2008）如：

(3)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

割的意思。（http://202.204.128.82/CEO）

原译："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vesting the
crops as soon as they are ripe.

原文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可转换为由

“粮食”和“成熟”这两个简单概念组合成的复杂概

念，经过译者的大脑思维活动，形成一个复杂意象，



语言与翻译 2015年第1期

·56·

可分解为两个简单意象：“谷物类、豆类和薯类”和

“植物的果实完全长成”，聚合成两个简单组象：谷

物类、豆类和薯类等的果实完全长成（状态），果实

完全长成的谷物类、豆类和薯类（结果）。考虑到原

语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强调“粮食成熟”的状

态，而非“成熟的粮食”的结果，于是放弃组象聚合

the ripe crops，选择the crops are ripe。经过一系列概

念—意象—组象—命题之间的转换之后，原句分解

为两个小句：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早日收割粮食的

意思（独立小句）；粮食成熟时（非独立小句），对译

成两个英语小句，重组如下：

试译：Here "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
vesting the crops as early as possible when the crops
are ripe.

英语的独立主格结构由各种从句压缩而来，可

增译为汉语小句；英语句首的名词短语有时充当原

因状语，可扩展为原因状语从句，汉译时需繁化为

原因分句（例4）；英语简单句中的有些主语，实际上

是一个表达含蓄条件的概念，可扩展为if引导的虚

拟从句，汉译时需要繁化为假设分句（例5）；英语中

有些名词短语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虽为主语的补

语，实际上相当于省略主语和系动词的小句，可繁

化为汉语并列复句的后分句（例6）。

(4)The heir to a fortune, he did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his future life.（章振邦、张月祥 1997：

382）

试译：他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因而不必担忧

未来的生活。

(5)A true friendwould have acted differently.（同

上：417）

要是真朋友，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6)They returned aware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ll accurately self-conscious and political people.
（http://202.204.128.82/CEO）

他们回来时才知道自己的文献，这是一个具有

强烈自我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民族。

4.4 小句繁化

小句繁化，是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达语义的需

要在译语中增加必要的小句，或者将原语词和短语

表达的意义用译语小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将原

语单句扩展为译语复句甚至句群，即原语小句在译

语中的复句化和句群化。小句繁化以词和短语的繁

化为前提，增加小句必然增加词和短语，反之不必

然，因此小句繁化的频率低于短语和词的繁化。有

时增加词语不足以传达原文语义，还必须借助译文

小句才能挖掘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或者通过增加

小句再现原文中隐含的文化背景信息，同时符合译

语的行文习惯，满足修辞达意的需要。

4.4.1 小句的复句化

小句复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几个

短语化或小句化的结构组合成复句；或者在译语中

直接增加小句，原语小句自然扩展为译语复句。

小句的复句化，从语表形式看，是原语小句扩

展为译语复句的过程，从语里意义看，是原语的简

单命题扩展为译语的复合命题的过程，包括六个步

骤：原语小句对应为命题→命题分解为命题成分/

概念/意象→复杂命题成分组合为简单命题（或：简

单概念/意象组合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外化为

译语小句→几个译语小句联结为复句。（黄忠廉

2008）

(7)①A confined triangle,perhaps fifty miles its
greatest length, and thirty its greatest breadth; ②two
elevated rocky barriers, meeting at an angle; ③three
prominent mountains commanding the plain —
Parnes,Pentelicus, and Hymettus; ④an unsatisfactory
soil; ⑤some streams not always full; — such is
about the report which the agent of a London company
would have made of Attica. ("Athens, the Eye of
Greece" by John Henry Newman)

原文独立小句为such is about the report，看似是

一个简单命题，但主语such前面带有五个名词短语

充当其同位语，可分解为五个一级复杂概念：短

语①带有两个并列短语作后置定语，可分解为三个

二级复杂概念：“一个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

50英里”、“最宽处约30英里”；短语②为一个名词短

语带上一个作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可分解为

两个二级复杂概念：“两堵耸立的岩石屏障”、“在一

处相交”；短语③为一个名词短语带上包含一个充

当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和一个同位语，可分解

为三个二级复杂概念：“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俯

临平原的这三座高山”、“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

伊米托斯山”；短语④、⑤都是定心短语，分别表达

一个复杂概念：“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几条终年

不涨水的溪流”。

因此，整个小句表达的命题课分解为上述六个

一级复杂概念和十一个二级复杂概念，这些复杂概

念既围绕命题成分，又相对独立，分别组合为简单

命题，外化为以下6个译语小句：有一处与世隔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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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带；该三角地带最长约80公里；（该三角地

带）最宽近50公里；有两堵挺然耸立的岩石屏障；

（它们）相交于一角；有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它

们）俯临平原；（它们）是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

伊米托斯山；有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有几条不是

终年涨水的溪流。

于是，由一个原语小句扩展而成的六个译语小

句，可根据语义关系联结为复句，根据表达习惯调

整顺序，并进行必要的增删，最终繁化为一个汉语

复句：

有一处与世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80公

里，最宽处近50公里；两堵挺然并耸的岩石屏障，相

交于一角；三座突兀的高山，即帕奈斯山、彭特利库

斯山、伊米托斯山，俯临平原；土壤不如人意；几条

溪流并非终年涨水——— 这便是伦敦任何一家旅游

公司的导游对于阿提卡所作的报道。（杨自伍译，笔

者略加修改）

4.4.2 小句的句群化

小句的句群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之

后，对原语的词进行短语化或小句化、短语进行小

句化，或者增加独立小句，从而将原语小句扩展为

译语句群。跟小句的复句化过程一样，小句的句群

化也采取六个步骤，与之不同的是，在最后一个步

骤中，先将某些小句独立为单句，再跟其他小句（单

句）或小句组合（复句）一起联结为句群。

如：

(8)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

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http://202.204.128.82/

CEO）

We must be aware that China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will remain so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e well-off life we are leading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it is not all-inclusive and is very uneve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is still one
between the ever-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produc-
tion.

原文单句省略了主语，宾语由三个并列的主谓

短语充当，第二个主谓短语带有三个并列的定语短

语，形成短语套短语的复杂格局。译者先将“必须看

到”增译为小句wemust be aware，三个主谓短语增译

为四个小句，再将第一小句转换为wemust be aware
的宾语从句，第二、三小句组合为并列句，第四个小

句独立为单句，将这三个句子依次排列成为一个

句群。

5.结论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操作原则是繁

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文的语表形式在译文中看

似有所繁复，但语里意义不改变，语用价值未变动；

在操作语言的运用中，汉译英多于英译汉；在操作

单位上，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

化，运用频率依次递减；在词繁化的使用中，英译汉

以实词增译为主，汉译英以虚词增译为主。繁化机

制既可在某一语言单位上单独操作，也可在不同语

言单位上逐层操作，通过在译文中增添原文形式上

缺失或省略的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准

确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原文

的语用价值，成功实现思维转换，共同推进译文尽

善尽美，追求精妙超凡的求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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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翻译实践既运用全译，也运用变译，

二者是并列互补的关系，构成了科技翻译活动
的“一体两翼”［1］。变译是 “人或 /和机器用
乙语摄取甲语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
读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全
译是“人或 /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
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2］。
全译是量变质保的转化行为，转移原语内容，
更换原语形式，化解原语和译语内容和形式之
间的矛盾［3］，转换的目的是求化，转换成功即
为求化。因此，全译的本质是 “化”，核心是
建立求化机制［4］。科技翻译中的全译求化机制
旨在帮助译者明确处理原文语言形式时应该遵
循何种原则、执行什么程序、运用什么策略、
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对联合国网站上 “生物多样性”
一文英汉对照版［5-6］的实例分析，探究科技翻
译中如何处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 “一意多形”
式矛盾，主要涉及处理语素、词、短语、小
句、复句、句群等基本语言单位，总结出等
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七
种求化机制。这七种机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
组合使用，单用是合用的前提和基础，合用是
单用的综合和扩展。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求

化机制的单用情况，重在弄清每种机制的内涵
外延、运用理据、操作类型，以期建立科学、
完整的全译求化单一机制体系。
1 等化机制

等化机制，是指译者为实现译文与原文的
语用趋同、语义相等而采取语形对应时所运用
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及其相互之
间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等化机制的运用理
据相当严格: 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
性和兼容性、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具
有同构的思维顺序和表达顺序，符合语言表达
的象似性规律［7］。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语形
对应、语义相等、语用趋同，语形对应是外在
前提，语义相等是内在基础，语用趋同是核心
要素。等化机制采取双语语言单位对应的手段，
运用直译策略，选择对译方法，在科技翻译中
的具体技巧就是对原文单位的不增不减、不移
不换，多操作于小句及其以下语言单位。如:

例 1 Scientists reckon that there are actual-
ly about 13 million species， though estimates
range from three to 100 million.

科学家认为实际上有大约 1300 万种生物，
尽管估算范围从 300 万到 1 亿。

例 1 汉译的每个词语都可在原文中找到原
形、回 复 原 位，如 “科 学 家”和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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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 reckon、“实际上”和 actually、“尽
管”和 though 等，属于词汇层面的等化; 短
语“大约 1 300 万种生物”和 about 13 million
species、 “从 300 万到 1 亿”和 from three to
100 million 等也逐一对应，形成短语等化; 在
词和短语对应的基础上，双语中的两个分句在
结构和语序上也保持对应，形成小句等化，进
而形成双语复句的整体对应，即复句等化。

等化机制是基于词汇层面的 “级阶受限翻
译”［8］，操作于以小句为核心的全译单位，向
上延伸到复句和句群，向下覆盖词和短语，包
括五个类型: 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
复句等化、句群等化，受限程度随单位增大而
递增，运用频率依次递减，大单位的等化以小
单位为前提和基础。在词等化的基础上，可实
现短语等化，进而达至小句等化，在小句等化
的基础上实现复句等化甚至句群等化，因此操
作程序通常是: 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
→复句等化→句群等化。等化机制的运用受制
于文体类型，科技翻译比文学翻译运用较多。
2 繁化机制

繁化机制，是指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语
义、完整再现其语用、成功实现思维转换而增
补译文语言形式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
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
为。繁化机制的运用理据是: 中西文化背景、
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三方面的差异; 语言
差异又体现在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繁化
机制符合信息冗余规律，体现语言单位从原文
到译文的无到有、少到多、短到长的渐变过
程，以及语义表达从原文减省到译文繁复的量
变过程，通过增补原文语形，实现译文语义求
准、语用求美、文化求真。科技翻译中的繁化
机制主要采取增补手段，增补原文中无其形但
包含其义的语言单位，包括语素、词、短语和
小句，以增补词和短语居多。繁化机制的原则
是: 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原文语形在译文
中有所增补，但语义不添加，语用不增值，增
加的语形必须是最小限度的，补充的语义必须
适可而止，否则会因无节制的增补导致译文的
信息扩张，全译成为变译，因此科技翻译中必
须慎重运用。

例 2 Biodiversity also includes genetic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species—for example，be-
tween varieties of crops and breeds of livestock.

原译: 生物多样性还包括各物种内部存在
的遗传差异，比如，农作物种类和牲畜品种里
就存在这种情况。

试译: 生物多样性还包括各物种内部存在
的遗传差异，比如: 农作物种类和牲畜品种内
部都存在遗传变异这种情况。

例 2 中译者根据原文语义增加动词 “存
在” ( 词繁化) ，以确保译文结构完整; 增加
语气副词“就” ( 词繁化) ，突出原文作者隐
含的强调语气; 增加动词短语 “存在这种情
况” ( 短语繁化) ，准确传递原文为避免重复
而承前省略的短语 genetic differences 的含义。
为了使原文语义更加显豁，还可重复动词短语
“存在遗传变异” ( 如试译) ，进而将省略型名
词短语 (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of
crops and breeds of livestock 扩展为小句 “农作
物种类和牲畜品种内部都存在遗传变异的情
况”，即短语繁化。

繁化机制根据运用目的可分为三个类型:
语法型繁化 ( 因语法结构之需) 、语义型繁化
( 因语义表达之需) 、语用型繁化 ( 因语用效果
再现之需) 。语法型繁化和语义型繁化通常是强
制性的，否则译文无法准确完整传递原文语义，
也不符合译语表达规范，语用型繁化多为选择
性的，在不影响原文语义传递的前提下适当增
添语形，可确保译文准确可信、生动可读。

繁化机制根据操作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
1) 语素繁化，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词或短
语; 2) 词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
义的 词 ( 如 英 译 汉 中，增 加 汉 语 量 词、助
词) ，或将原语的词扩展为译文短语; 3 ) 短
语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短
语，或将原语短语扩展为译语小句; 4 ) 小句
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小句，
或将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复句或句群。四个繁
化类型既可在某一语言单位上单独操作，如:
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的词，或将原语的词增
译为译语短语或小句，或将原语短语增译为译
语小句; 也 可 在 不 同 语 言 单 位 上 逐 层 操 作，
如: 在将原语的词或短语增译为译语小句的基
础上，原语小句可增译为译语复句甚至句群。
英汉科技翻译中多采用语法型繁化和小句繁化。
3 简化机制

简化机制，是指译者为高效再现原文语
用、精准传达其语义而删减译文语形式时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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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
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简化机制的运用理据
与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动力源
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通过减省原文语形实现
译文语义精准、语用高效，体现语言单位从原
文到译文的有到无、多到少、长到短的渐变过
程，以及语义表达从原文繁复到译文减省的量
变过程。简化机制符合冗余信息理论，遵守合
作原则中量的准则和方式准则，即: 译文表达
基于原文的同时，必须满足译语受众所需的信
息，不应超出所需的信息; 译文表达必须清楚
明了，避免晦涩和歧义 ，必须简洁洗练、井井
有条。科技翻译中的简化机制主要采用删减策
略，包括对原文基本单位如词、短语、小句、
复句和句群的删除、省略、替换、合并。简化
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简形、不损义、不贬值，
删减的信息内容及其表达形式必须在原文内容
“渐变”的量度范围之内，否则会因过度删减
导致原文信息受损，科技翻译中更需把握全译
之“化”与变译之“变”的界限［9］。如:

例 3 Biological diversity — or biodiversity
— is the term given to the variety of life on Earth
and the natural patterns it forms. 生物多样性指
的是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以及形成的自然模式。

例 3 中译者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将原文
中的冠词一律省略，属于词简化。名词短语
biological diversity 简化术语为 biodiversity，以
破折号连接，译者只需译出 “生物多样性”，
属于短语简化。译者采用汉语中下定义的方
式，将 the term given to 简化为“指的是” ( 还
可进一步简化为 “是指”) ，是为了追求译文
简洁连贯，也属于短语简化。原文的定语从句
it forms 压缩为前置的动词短语 “形成”，属于
小句简化。

简化机制根据运用目的可分为三个类型:
语法型简化、语义型简化和语用型简化。前二
者属于强制性简化，后者属于选择性简化，根
据操作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 词简化、短语简
化、小句简化、复句简化，使用频率依次递
减，大语言单位的简化以小语言单位为前提和
基础。译学界以往在探讨科技翻译中的省译或
减译时，大多停留在词和短语层面，忽视了小
句和复句层面，这需要我们立足丰富的全译实
践，深入挖掘简化机制的类型和操作规律。汉
英科技翻译中多采用语法型简化和小句简化。

4 移化机制
移化机制，是指译者在完整再现原文语

用、准确传达语义的前提下，为遵循译语的表
达习惯和规范而转移原文单位时所运用的一系
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
系的全译行为。移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移
形、不易义、不变值，即原文的语形发生空间
位置移动，但不易动其语义，不改变其语用价
值。根据运用目的和原文单位的移动方式，移
化机制可分为三个类型: 1 ) 原形移化，将原
语语形原封不动地移到译语，原语中某些专有
名词和缩略语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词，只能将其
拼写和发音完整移植过来，多用于亲属语言之
间，在外汉全译中的运用多于汉外全译，科技
翻译中运用移化机制大多为了表达公认的某个
科学概念 ( 如 DNA) 或公式 ( 如 E = MC2 ) ;
2) 有形移化，指根据译语句法结构和表达之
需对原文单位进行显而易见的转移，这是因为
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
方式和顺序上的差异，包括四个次类: 语素移
位、词移位、短语移位、小句移位; 3 ) 无形
移化，指原文单位在译文特定的语境中获得新
意，无法直接套用词典释义或字面意思，必须
进行一定程度的引申，其运用理据在于: 人类
思维的相通和语言的共性、原文和译文的词语
处于相同或近似语境、译语特定的表达习惯和
规范，包括四个次类: 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
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申。

汉英句子中的定语有不同位置: 汉语句中
的定语通常由词或短语充当，大多位于中心词
之前; 英语句中作定语的不仅是词和短语，也
可以是小句 ( 即定语从句) ，可位于中心词的
前后。因此，科技翻译中有时需要对原文句子
中的定语进行恰当移位，以符合译语的表达习
惯，避免“译而不化”的翻译腔。如:

例 4 Nature’ s products support such di-
verse industries as agriculture，cosmetics，phar-
maceuticals，pulp and paper，horticulture，con-
struction and waste treatment.

原译: 大自然的产物为包括农业、化妆
品、制药、纸浆和造纸、园艺、建筑以及废物
处理在内的各种行业提供着支持。

试译: 大自然的产物支持包括农业、化妆
品、制药、纸浆和造纸、园艺、建筑和废物处
理在内的各种行业。( 定语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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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中 industries 的后置定语由一长串名
词短语充当，原译将其前移，即成分移位。如
果不将定语前移，必须将其与中心语断开，以
补充形式置于其后。原译将动词 support 扩展
为动词短语“为……提供着支持”，并将动词
短语后移，似有不妥，试译则稍作调整。
5 换化机制

换化机制，是指译者为完整再现原文语
用、准确传达语义而交换双语语形式时所运用
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
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与移化作为一种单向行
为不同，换化是一种双向行为，旨在交换双语
单位的表达方式，但二者有时共同操作于同一
语言单位，既转移其位置，也变换其表达方
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确保译文语义求
真、语用求美。换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换
形、不改义、不动值，即交换原文和译文的语
形，力求不变换其语义，不更动其语用价值。

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换
化机制可分为六个类型: 1 ) 词类换化，指双
语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交换，这是因为双语词
类的划分依据、词汇的使用频率和词汇的意义
对应关系都有所不同; 2 ) 成分换化，指双语
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交换，这是因为中西不同
的思维模式导致句法结构和成分存在较大差
异; 3) 句类换化，指双语不同句子类型之间
的互换，包括单句与单句、单句与复句、复句
与复句及复句内部不同分句之间的互换，首先
是因为单语内部存在不同句型互换的现象，是
人类思维共性在语言中的反映，其次是因为双
语单复句的划分不尽相同，是不同民族的思维
特性在语言中的反映; 4 ) 动静换化，指双语
在动静表达方式上的互换，表现在双语中动词
与其他词类之间的互换，根源于中西两种不同
的思维认识模式和文化背景，反映中西哲学对
物质运动和静止的不同观察和描写角度; 5 )
正反换化，指双语中肯定和否定两种表达方式
的互换，是中西不同思维模式在语言层面的反
映，同时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 6 ) 主
被换化，指双语中主动和被动两种表达方式之
间的互换，是因为汉英不同的语言类型导致被
动语态在使用范围和频率上的诸多差异，也是
中西主体意向性思维与客体对象性思维的不同
在语言中的反映。科技翻译多涉及词类换化、
成分换化和主被换化。如:

例 5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is in our self-in-
terest.

保护生 物 多 样 性 符 合 人 类 自 身 的 利 益。
( 词类换化、成分换化)

例 6 This diversity is often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wide variety of plants，animals and
microorganisms.

我们从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
角度理解这种多样性。( 主被换化)
6 分化机制

分化机制，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值再
现、语义传达和译文表达之需，拆分原文语形
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
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分化机制的运
用不是任意为之，而是基于汉外两种语言类型
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反映中
西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符合逻辑思维转换的
规律。

分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分形、不断义、
不损值，即语形分离，但语义不断裂、语值不
损耗，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英
汉科技翻译中运用比较普遍，多操作于小句及
其以上语言单位，主要包括四个类型: 1 ) 词
分化，指将原文词语从句中分离出来，成为译
文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短语甚至小句，能够从句
中分离的多为副词，其次是形容词、动词和名
词; 2) 短语分化，指将原文短语从句中分离
出来，重组为译语小句，多用于处理英语句中
的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介词短语、形容词
短语、名词短语、独立主格短语等，或汉语句
中的主谓短语、并列形容词短语等; 3 ) 小句
分化，指将词或短语从原文小句中分离、重组
为译文小句之后，原文小句就自动分解、扩展
成为译文复句或句群，以词和短语的分化为前
提和基础，包括原文的单句分化和复句中的分
句分化; 4) 复句分化，指将分句从原文复句
中分离、重组为译语单句或复句之后，该复句
就分解为译语中更复杂的复句甚至句群。分化
机制常用于英汉科技翻译，以短语分化和小句
分化居多。如:

例 7 In each ecosystem，living creatures，
including humans，form a community，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air，water，and soil
around them.

原译: 在每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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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形成一个生态群落。这个生态群落不光
会与其他生态群落互相影响，还会与周围的空
气、水和土壤互相影响。

试译: 在每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
的众多生物形成一个个生态群落，群落之间互
相影响，每一群落与周围的空气、水和土壤互
相影响。

例 7 中译者先将分词短语 interacting with…
从句 中 分 离 出 来，补 充 主 语 “这 个 生 态 群
落”，从而将这个分词短语结构分解为汉译中
的并列句，最终将英语单句分化为汉译句群。
试译则将原文单句分化为汉译复句，并准确传
达了 creatures 和 community 的复数含义。
7 合化机制

合化机制，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再现、
语义传达和译文语法规范之需，整合原文语形
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
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合化机制的理
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
是: 合形、不漏义、不变值，即语形合并，但
语义不遗漏，语值不变动，译文符合译语的表
达习惯和规范。合化机制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
和融合的策略，多用于汉英科技翻译，根据操
作的语言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 短语合化、小
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大语言单位的
合化以小语言单位为前提和基础，短语合化、
小句合化多见于小句内部，复句合化以复句中
小句和短语合化为前提，原文句群中单句、复
句的合化最终导致整个句群的合化。如:

例 8 The biodiversity we see today is the
fruit of b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

我们今天所见的生物多样性是数十亿年进
化的成果。

例 8 中 we see today 是定语从句，汉语中
无此分句类型，译者直接将其整合为作前置定
语的主位短语 “我们今天所见的”，从而将原
文复句合化为汉译单句。
8 结 论

科技翻译中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运用必须
以完整再现原文语用和准确传达其语义为目
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形。以科技翻译
事实为依据，以求化原则为准绳建构的全译求

化单一机制体系包括等化、繁化、简化、移
化、换化、分化、合化七大类别。一方面，七
种机制可根据对原语单位的处理方式进行归
类，繁化和简化涉及对原文单位数量的增减，
可归为繁简机制，移化和换化涉及对原文单位
的位置移动和相互交换，有时甚至操作于同一
语言单位，可归为移换机制，分化和合化涉及
对原文单位的结构调整，可归为分合机制; 另
一方面，每类机制还可根据运用目的、处理单
位和操作方式划分为不同类型，每个类 型 还
可往下细分，从而形成层次化、范畴化的全
译求化单一机制体系 ( 如下) ，以指导科技
翻译实践和翻译人才培养，推动科技翻译理
论建设。

一级范畴 ( 1 个) : 求化单一机制; 二级
范畴 ( 4 个) : 对等机制、繁简机制、移换机
制、分合机制; 三级范畴 ( 7 个) : 等化机制、
繁化机制、简化机制、移化机制、换化机制、
分化机制、合化机制; 四级范畴 ( 30 个) : 词
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句群
等化，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
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小句简化、复句简
化，原形移化、有形移化、无形移化，词类换
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
化、主被换化，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
化、复句分化，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
化、句群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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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也有惊讶范畴，由具体的词汇或 /和特定的句法结构表达，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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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惊讶范畴是英语 mirativity 的汉译，指言语交际者没有预料或感到吃惊的信息，最明显的语法形式

往往是表达吃惊时的高声调( DeLancey 1997; Aikhenvald 2012) 。此前，学者们用 mirative 或 admirative
表达类似概念: mirative 源于拉丁语动词 mīror，意为“吃惊、惊讶、羡慕”，派生词是 admīror，相应的英语

动词是 admirative，意为“羡慕、惊讶、想知道”( DeLancey 1997; Elena 2010) 。目前西方语言学界一般认

为，mirativity 是语义范畴，mirative 是跨语言的语法现象，mirative construction / form 指的是某一语言中

惊讶表达结构。在 DeLancey ( 1997) 之后，惊讶范畴受到广泛关注，已在诸多语言中得到证实，成为类型

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一直没有系统地引入汉语学界。鉴于此，本文旨在介绍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试

图在汉语中找到惊讶范畴的语言事实支撑，以求教于大方。

2 惊讶范畴在类型学视域中的内涵

惊讶范畴的研究源于传信范畴( evidentiality ) 。研究土耳其语族的学者们注意到传信范畴的标记

形式不完全是传信的，如动词后缀-mi爧 既表示传信，又带有非传信成分，用术语 admirative 标识非传信

成分。DeLancey ( 1997) 专门研究隶属于传信范畴的这个分支，使用术语 mirative。例如:

( 1) a． Kemal gel-di b． Kemal gel-mi爧 ( Slobin ＆ Aksu-Ko1982: 187; DeLancey 1997:

37)

Kemal 来 － 过去时 Kemal 来 － 传信 /惊讶

Kemal 来了。 Kemal 竟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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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a，说话人有直接的信息来源，亲眼看见 Kemal 走进房间，使用表示动词过去时态的后缀-di; 例

( 1) b，说话人只有间接的信息来源，只看见 Kemal 的外套挂在门厅上，或者有人告诉他 Kemal 来了，就

用标记传信范畴的动词后缀-mi爧。-mi爧 也可以用于说话人有直接的信息来源，但通常读成高声调，表达

说话人的惊讶: 说话人本来不知道 Kemal 要来，开门时看到门口站着的竟是他，因而非常吃惊，意为

“Kemal 竟然来了”，于是-mi爧 成了惊讶范畴的语法表达形式。
惊讶范畴研究信息内容，关注的是出乎意料的信息，具体包括下面五个方面( Aikhenvald 2012:

473) 。
1) 表达言语交际者突然发现或者意识到的信息

阿锡坤语( Ashkun language，阿富汗库纳尔省省会阿萨达巴德市西北小镇瓦马镇佩赫谷地区的一种

语言) 用 sɑg-séi 表达说话人突然意识到的信息。例如:

( 2) zmás bɑtú: “ohō， yek to son sɑg-séi”( Elena 2010: 7 － 8)

女婿 认为 啊 这个 如此 金子 是 － 是

他的女婿心想:“啊，原来真的是金子( 像传言的那样) !”
例( 2) 的背景是: 传言女婿房间有一个金罐，岳父前去查看，找到了一个满是烟灰的罐子，就叫女婿把罐

子给他，女婿同意了。岳父拿着罐子来到河边，用沙子洗掉烟灰时，发现罐子闪闪发光，紧随而来的女婿

突然意识到罐子是用金子做的，印证了此前的传言，于是用 sɑg-séi 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之情。
2) 表达言语交际者吃惊的信息

加洛语( Galo language，藏缅语族的一支，为印度加洛人使用) 用 lɑ( ɑ) kɑ 表达言语交际者吃惊的信

息。例如:

( 3) ɑzèn = g jesì t＇-dùu lɑ( ɑ) kɑ( Post 2007: 626)

朋友 = 所有格 尿 喝 － 未完成体 惊讶

( 那头猪) 正在喝其他猪的尿液，那是多脏的东西!

例( 3) ，说话人当时看到一头猪在喝其他猪的尿液，对这种恶心的事情感到非常吃惊，觉得不可思议，于

是用 lɑ( ɑ) kɑ 来表达“竟然有如此荒唐的事情”。
3) 表达言语交际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信息

土耳其语中动词后缀-mi爧 标记言语交际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信息，如例( 1 ) 。Slobin ＆ Aksu-Ko
( 1982) 指出-mu爧 也表达这种意义。例如:

( 4) kiz-iniz ok iyi piyɑno ɑl-iyor-mu爧 ( DeLancey 1997: 38; Slobin ＆ Aksu-
Ko1982: 197)

女儿 － 你的 非常 好 钢琴 演奏 － 现在时 － 惊讶

你女儿的钢琴弹得真是好!

例( 4) ，说话者本来就认为朋友的女儿钢琴弹得很好，但现场的演奏效果远远超出了其预期，于是用动

词加后缀的 al-iyor-mu爧 表达对朋友女儿高超弹奏技艺的惊叹和赞美。
4) 表达与言语交际者预期相反的信息

傈僳语( Lisu language，藏缅语族的一支，中国云南、缅甸北部、泰国和印度部分地区傈僳人使用的

一种声调语言) 用 γε55表达跟说话人预期相反的信息。例如:

( 5) ɑ55 sɑ33mi55 guɑ33 tho21γγ21 so33 tiɑ55 si21 γε55 mɑ55 do21 ( Aikhenv-
ald 2012: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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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mi( 第三个女儿) 那 书 学习 延续体 仍然 惊讶 可见的 报道义虚词

Asami 还在学习［说话人认为 Asami 已经学完了］。
例( 5) ，说话人以为 Asami 已经完成了学业，不会再学习了，事实上她还在学习，就用 γε55表达与自己期

望相反的信息。
5) 表达对言语交际者而言的新信息

Akatsuka( 1985) 注意到日语和英语中有些条件句并非一定表达条件，有时也用来表达全新信息，如

日语中:

( 6) konnɑ ni yorokonde kureru no nɑrɑ，motto hɑyɑku kite ɑger-ebɑ yokɑttɑ． ( Akat-
suka 1985: 630)

因此 方位格 高兴 给 名词化 如果，更加 早 来 给 － 如果 好． 过去时

［说话人到医院看望朋友之后，自言自语: ］“早知道他这么高兴见到我，我应该早点来的。”
例( 6) ，说话人原来不知道生病住院的朋友非常乐意自己前去探望，直到他在医院看到朋友高兴的心

情，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用虚拟条件句 ɑger-ebɑ yokɑttɑ 表达这一新的信息。

3 惊讶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语法表达形式

惊讶范畴表达的上述意义，既可以由表达听见的、推断的或者某些现行的传信形式兼任，也可通过

独立、专门的语法形式表达，主要包括: 词汇手段，如副词、句末表评价的小品词等，以及某些固定的语法

结构，如英语和日语中的条件句、英语的( It) turns out + that 从句等。有些语言中，不同的惊讶意义有

不同的实现形式，如“吃惊”由一种语法形式表达，“突然的发现”则由另一种语法形式表达。下面逐一

举例分析。
1) 动词的复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东北高加索语、塔利亚纳语( Tariana language，巴西亚马逊流

域阿拉瓦克语族的一支) 都借助动词的复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但不同语言表达惊讶意义的

动词复杂屈折变化形式不一样，如马加尔语( Magar language，尼泊尔部分地区、不丹南部、印度大吉岭市

和锡金邦马加尔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用动词词根加名词化屈折形式 o 再加上语法化屈折形式 le 一起作

谓语，表达惊讶意义。
( 7) boi-e chituɑ-ke ɑp-o le ( Aikhenvald 2012: 441)

父亲 － 作格 豹子 － 与格 射击 － 名词化 未完成体． 惊讶

［我很吃惊地意识到］父亲居然射中了那只豹子!

例( 7) ，动词词根 ɑp + 名词化屈折词缀 o + 非完成体助词的屈折形式 le 一起充当句子的谓语，表达惊

讶意义“居然射中了”。这种动词的屈折变化组合其实是动词的名词化形式，出现在口语交际中，表达

惊讶意义。用动词的名词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情况还出现在一些喜马拉雅语言中，如: 康巴语( Kham
language，藏缅语族的一支，尼泊尔境内罗尔帕高地、鲁孔区、巴格隆区马加尔部落使用的一种语言) 、尚
特尔语( Chantelle language，藏缅语族的一支，尼泊尔境内巴格隆区和莫雅格迪区尚特尔人使用的一种

语言) ( Grunow-Hrsta 2007) ，以及察胡语( Tsakhur language，东北高加索语系的一支，阿塞拜疆西北部和

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西南部的察胡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 Tatevosov ＆ Maisak 1999) ，等等。
康巴语中惊讶意义的表达形式较为复杂，主要由系动词 le 的动名词形式和第三人称单数一起表

达，句中另一主要动词也要以名词化形式出现。动词的一般用法和惊讶用法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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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 mɑ-hu-ke b． o-mɑ-hu-wo o-le-o( Aikhenvald 2012: 442)

否定 － 来 － 完成体 单三 － 否定 － 去 － 完成体 － 名词化单三 － 是 － 名词化

他没有来。 他竟然没有来!

例( 8) a，动词 hu 有否定屈折形式 mɑ-和过去时屈折形式-ke，分别置于其前后，陈述“他没有来”这一事

实，属于动词的一般用法; 例( 8) b，前半部的主要动词是 hu，前面添加了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o-和否定屈

折形式 mɑ-，后面添加了名词化屈折形式-wo，后半部的主要动词是系动词 le，前面添加了第三人称单数

屈折形式 o-，后面添加了名词化屈折形式-o，两部分共同表达说话人的惊叹:“他竟然没有来!”
用系动词( 相当于英语的 be、become) 和 /或动词的名词化形式作句中谓语表达惊讶范畴，是动词复

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主要形式。Hyslop ( 2011) 认为，科托普语( Kurtp language，藏缅语族

的一支，主要为不丹人使用) 中系动词是惊讶范畴标记的来源。
2) 动词词缀和小品词表达惊讶意义

有些语言中，动词词缀和小品词也用来表达说话人吃惊的态度: 词缀一般是动词后缀，放在动词词

根之后; 小品词主要包括助词( 位于句中或句末) 和叹词( 位于句首) 。
察胡语的动词后缀-ēx 表达惊讶意义，既可以用在现实形式中，也可以用在非现实形式中，既可以用

在亲眼看到的传信信息中，也可以用在未亲眼见到的传信信息中。例如:

( 9) a． dɑk̄-ē čol ez-u-ēx = d
父亲 － 作格 田地 犁地 － 完成体 － 惊讶 = 连贯

父亲已经犁了地。
b． dɑk̄-ē čol ez-ɑs-ēx = d( Tatevosov ＆ Maisak 1999: 289 － 291)

父亲 － 作格 田地 犁地 － 未完成体 － 惊讶 = 连贯

原来父亲打算 /必须去犁地!

例( 9) a，说话人亲眼所见的现实信息是: 地已经犁好了，使用动词完成体 ez-u( = ploughed) 加上后缀-
ēx 陈述既成事实:“父亲已经犁了地”，对父亲的这一行为表示惊讶; 例( 9) b，说话人尚未亲眼所见的非

现实信息是: 地还没有犁，使用动词将来时 ez-ɑs 加上后缀-ēx，表达“原来父亲打算 /必须去犁地”，对尚

未见到父亲将做的事情表示惊讶。
讯语( ! Xun language，北科伊桑语系的一支，是一种单一的方言簇) 中助词 kohà 用在传信语之后、

时态标记词之前，将一个中性陈述句变为表达惊讶的陈述句。试比较:

( 10) a． hɑ má hɑ è b． à má kohà à è( Aikhenvald 2012: 448)
名词 1 话题 名词 2 指示代词 单二 话题 惊讶 单二 指示代词

他在这儿。 哦，原来你在这儿!

例( 10) a 为中性陈述句; 例( 10) b，助词 kohà 用来表达惊讶意义。
卡多语( Caddo language，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阿肯色州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

等地卡多民族部落的一种语言) 中叹词 hús-总是和非现实状态一起出现，如例( 11) ，表达说话人没有料

到的、非常吃惊的情况。例如:

( 11) hús-bɑ-ɑ = sɑ-yi-k’ɑwih-sɑ ( Melnar 2004: 90)

惊讶 － 第一人称受格． 非现实 － 名字 － 知道 － 进行体

天哪，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某些语言有几种表示惊讶意义的语法标记，互补使用。塔波语( Tabo language，居住在印度喜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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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邦斯皮提谷的人群使用的一种藏方言) 有两种惊讶范畴标记: 后缀-sɑ 用在非自主动词和情感动词

之后，表达说话人突然发现或者意识到的信息; 后缀-tɑ 用在目的动词或者自主动词之后，表达预先没

有想到的信息。试比较:

( 12) a． ndɑ g : mō khō mindītɑ -ne: su nil-sɑ-nuk
昨天 晚上 他． 通格 床． 话题 － 夺格 落下 － 惊讶( 非可控) － 推断可见

哦，他昨晚一定从床上掉下来了。
b． ndɑ g : mō khō mindītɑ -ne: su nil-tɑ-nuk ( Hein 2007: 210)

昨天 晚上 他． 通格 床． 话题 － 夺格 落下 － 目的． 惊讶 － 推断可见

哦，他昨晚一定是故意从床上掉下来了!

例( 12) a，说话人看见他穿着睡衣和被子躺在地上，推断他从床上掉下来之后还在地上睡觉，将后缀-
sɑ 用在非自主动词 nil( = fall) 表达自己的惊讶; 例( 12) b，后缀-tɑ 用在目的动词 nil 后，带有“故意

的、有目的”的意味，表达说话人的惊讶。
3) 人称代词的特定形式表达惊讶意义

某些语言中人称代词可用来表达惊讶意义，如希鲁克语( Shilluka language，西尼罗语的一支，南苏

丹希鲁克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用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 gì 表达“没有料到的事情”。试比较:

( 13) a． á-kōbbì kīnnì k̄l gε＇ ká gε＇ k̄̄l-ε＇

过去时－说－第三人称受格 补语 拿．位移．未完成体 复三．中性 和 复三．中性 拿．位移－单三

她 /他说:“拿走”。于是她 /他真的拿走了( 意料之中) 。
b． á-kōbbì kīnnì gε＇ kó

过去时 － 说 － 第三人称受格 补语 复三． 中性 否定情态词

k̄̄l ká gì k̄̄l-ε＇( Aikhenvald 2012: 456)

拿． 位移． 未完成体 和 复三． 惊讶 拿． 位移 － 单三

她 /他说:“别拿走。”她 /他竟然拿走了( 没有预料到地或错误地) 。
例( 13) a，第三人称代词复数的中性形式 gε＇ 表达与预期相同的意义; 例( 13) b，第三人称代词复数的原

始形式 gì 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同的意义。
候恩语( Hone language，贝努埃 － 刚果语系的一支) 中，同一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用连词 bé ( =

with) 连接，字面意思是“我和我”“你和你”“他和他”，实际表达的是“我没想到……、你没想到……、他
没想到……”。例如:

( 14) n-tì-i-é kyèr-u ［n-kyèr b＇mìì］( Aikhenvald 2012: 456)

单一 － 否定 － 完成体 － 知道 － 否定做饭 － 名词化 单一 － 做饭 惊讶． 单一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做饭，却居然把饭做好了。
例( 14) ，第一人称主格 n 和宾格 mìì 由连词 b＇ 连接，主格 n 在动词 kyèr 之前，b＇mìì 在动词之后，表达第

一人称意想不到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称代词仅仅与动词的完成体组合，且带有强调意味。
4) 传信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语法标记表达惊讶意义

其他一些范畴，如时、体、语气、人称、方式、传信等，在特定上下文中也可表达惊讶意义。下面重点

介绍时范畴和传信范畴的语法标记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情况。
时范畴的标记形式表达说话人吃惊或者没有想到的情况。印第语 /乌尔都语( Hindi /Urdu) 陈述句

中的典型动词过去时用在口头交际中，带有半感叹的语调，表达说话人的吃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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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Kitnɑ̂ bɑＲɑ̂ ho gɑyɑ̂! ( ?* ho gɑyɑ̂ hɑi) ( Montaut 2006: 82)

嘿! 多么． 很 高 是 走［变成］－ 过去时 ( 是 走 － 完成体)

天哪! 他长这么高了!

例( 15) ，一对夫妇带着 15 岁的孩子拜访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孩子变化太大，老朋友竟然没有认出来，于

是用动词的过去时 gɑyɑ̂ 表达对孩子体型变化的惊讶。
南孔丘科斯克丘亚语( South Conchucos Quechua) 的过去完成时或者进行时标记“-ykɑ:”与一般过

去时标记“nɑ:”连用，表达说话人的惊讶。例如:

( 16) … I = tsɑy-pitɑ-qɑ cruz-kɑq-pɑ ko: rri ko: rri tumɑ-ski-nɑ-: -pɑ: -qɑ
和 = 那 － 夺格 － 话题 穿过 － 限定的 － 所有格跑 跑 转向 － 完成体 － 名词化． 我 － 第一

人称 － 故意的 － 话题

Chi: nu muntɑ-sh @ witsɑ-ykɑ: -tsi-mu-nɑ: ( Hintz 2007: 171 － 174)

Chino 骑着鹿 － 分词 走． 往上 － 进行时 － 使役格 － 由近及远的 － 过去时． 名词

当我走到十字路拐角处时，Chino 正骑着鹿朝这边走来。
例( 16) ，说话人沿着山路寻找鹿，认为鹿很可能朝那个方向去了，可是当他走到拐角处时，惊讶地发现

Chino 找到了那只鹿，骑着它朝这边走来。
传信范畴表达惊讶意义。若把传信语分为直接传信语和间接传信语，则间接传信语更容易表达惊

讶意义，尤其是在表达推断和听说的传信信息中( Slobin ＆ Aksu-Ko 1982; Aksu-Ko ＆ Slobin 1986) 。
马普切语( Mapudungun language，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中西部安第斯地区的马普切人使用的一种孤立

语) 的传信表达标记-rke-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 例( 17) a，-rke-指听说的信息，意为“据说”; 例( 17)

b，-rke-指根据现实情况推断的信息，意为“一定是”; 例( 17) c，-rke-表达说话人对于没料到事情的惊讶，

意为“真让人吃惊!”。
( 17) a． kuyfi miyɑw-ürke-y mɑwidɑ mew

很久之前 走 － rke － 直陈句森林 通过

很久以前他 /她闲逛到这片森林［据说是这样］。
b． wewe-pe-rke-lɑ-y

疯狂 － 最近的 － rke － 直陈句 － 第三人称

他一定是疯了［他一直在雨中行走］。
c． miyɑw-pɑ-rke-ymi( Aikhenvald 2012: 465)

走 － 周边方位 － rke － 单二． 直陈句

所以你就在这附近! ［真是奇怪! ］

推断的传信语最易表达惊讶意义。纳梅德语( Mamaindê language，巴西北纳母比夸拉语族的一种古老语

言) 有六种传信表达方式，其中推断传信标记基本上都表达惊讶意义。例如:

( 18) wɑ-sen-nɑ-sɑ -lei-tu mɑmɑ insɑ-ɑ-hɑiki
单二 － 说 － 复一 － 名词化: 声音 － 过去时 － 限定 纳梅德语 － 所有格 － 语言

set-thahta-nu-sɑ -lei-tu nakajuannu n-na-je-le--n-sihin-wa( Aikh-
envald 2012: 468)

说 －宾一． 复数 －主二 －名词补语: 声音 －过去时 － 限定忘记 － 宾二 － 强调 － 第一人称． ． 过去时 － 主三

－ 否定 － 过去时 /推断 － 陈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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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过去跟我们说话用的纳梅德语，很显然你还没有忘记!

例( 18) ，说话人认为一位外出很久的青年回到出生地之后，不会使用当地古老的纳梅德语，当他得知该

青年竟然还没忘记这种语言时，感到非常吃惊。句中推断传信语-sihin 一方面表推断: “很显然你没有

忘记纳梅德语”，另一方面表惊讶:“你居然还会使用纳梅德语”。
听说的传信语一般表达“吃惊”或者“事后的发现”。Floyd( 1996) 指出，在克丘亚语的谜语中，惊讶

意义和事后明白相联系，惊讶的语调也是基于说话人延迟意识到某件事情时产生的。

4 惊讶范畴在汉语中的事实支撑

汉语中惊讶意义包括 Aikhenvald ( 2012) 列举的五个方面，每种意义都有明显的语法表达形式，这

些语法形式也都在 DeLancey( 2012) 提到的所有形式中，主要包括: 1) 词汇形式: 语气副词，如“居然”
“竟”“竟然”“竟自”等; 动词短语，如“没想到”“没料到”“没料想”“想不到”“料不到”等; 叹词，如“啊”
“哎”“哦”“噢”“喔”“呀”“嗯”“咦”等; 2) 特定的句法结构，如“啊，原来……”“早知道……”等。

1) 汉语多以叹词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一致而产生的惊讶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中以“口”为偏旁的叹词: 啊、哎、哎呀、哎哟、欸、嗯、咳、嗬、嘿、嚄、嚯、哦、
呃、嘻、咦、噫、哟，等等，都可以在具体上下文中表达惊讶义。

以常见叹词“啊”为例: 放在句首，借助不同的声调表达不一样的意义，下面的几种声调里表达惊讶

意义:

啊 ā，表示惊异。例如:

( 19) 啊，出虹了!

啊 ǎ，表示惊疑。例如:

( 20) 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

啊 à，表示惊异( 音较长) 。例如:

( 21) 啊，真没想到他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啊 à，表示明白过来( 音较长) 。例如:

( 22) 啊，原来是你，怪不得看着面熟哇!

例( 19) ，“啊”表达说话人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彩虹，现场看到彩虹时，非常吃惊; 例( 20) ，表达说话人没有

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说话人有点不相信，于是既“惊”又“疑”; 例( 21) ，“啊”与“没想到”连用，加强了

说说人吃惊的程度; 例( 22) ，“啊”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一致，明白过来之后很惊讶。
由“啊”构成的双音节叹词表示各种惊讶。“啊哈”既表示惊喜，如例( 23 ) ，也可表示恍然大悟，如

例( 24) ;“啊呀”表示单纯的惊讶，如例( 25) ;“啊哟 /啊唷”表示情绪激动或惊讶，如例( 26) 。
( 23) 啊哈，我看见他了。 ( 24) 啊哈，我明白了。
( 25) 啊呀，他跑得真快呀。 ( 26) 啊哟，吓死我了。

2) 汉语用语气副词表达说话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汉语中有的副词只有惊讶意义，如“竟自”“竟然”“居然”; 有的副词有多种意义，其中一种意义是

惊讶，如“竟”。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中的“竟”竟1 有 4 个义项: 完毕; 从头到尾; 终于; 姓。竟2 只有 1 个义

项: 表示出于意料之外。例如:

( 27) 都以为他一定不答应，谁知他竟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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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与“竟2”完全相同:“副词，出乎意料”。例如:

( 28) 这样宏伟的建筑，竟然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竟自”与“竟然”完全相同:“副词，出乎意料”。例如:

( 29) 虽然没有人教，但他摸索了一段时间，竟自学会了。
“居然”表示出乎意料; 同“竟然”。例如:

( 30) 真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3) 汉语也用动词短语表达说话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想不到”和“没想到”表达说话人没有想到的事。《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里“想不到”表示“出

乎意料; 没有料到”。例如:

( 31) 一年没回来，想不到家乡变化这么大。
与“想不到”意义相反的动词是“想得到”，表示在意料中; 其否定形式“没想到”，表示在意料之外。

( 32) 我以为她不过说了一句气话，没想到辞职后她却真的离开了我。
“没想到”可以和副词“更”“真”“竟”连用，加重出乎意料的程度。

( 33) 我没想到我还能见到赵雅芝，更没想到我还会与她发生一段难忘的故事。
有时动词和副词结合使用，加强惊讶的语气。例如:

( 34) 真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4) 汉语用特定句法结构表达说话人突然发现新情况之后的惊讶

汉语里表达说话人吃惊的句法结构主要有:“叹词 +‘原来( 是) ’……”“早知道……”。
“叹词 +‘原来( 是) ’……”表达说话人明白事情后的一种吃惊，叹词主要是“啊”和“哦”。例如:

( 35) 哦，原来，他就是末代皇帝的御弟呀!

( 36) 啊，原来是这样!

( 37) 啊，原来他也是英雄呀!

“早知道……”表示说话人一直不知道某件事情，现在才知道，说明对说话人而言是全新信息。这

种情况下，“早知道……”的主语是第一人称“我”，有时“我”不出现，后面接从句。例如:

( 38) 早知道是中国货，今天就不约你来了。
例( 38) ，说话人不知道“是中国货”，直到看见了才知道。“是中国货”对说话人而言是新信息，表达的

是惊讶。英语和日语中的条件句表达类似惊讶意义，汉语的类似例句有:

( 39) 如果早知道要交这么多钱，我也就不会打了。
( 40) 如果早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成绩，当年不该对你太狠了。

汉语中一些表达惊讶的语言形式一般单独使用，也可以选择性地连用，加强惊讶。
( 41) 真没想到，原来你们画家这么穷!

Hengeveld ＆ Olbertz ( 2012) 指出，“在许多语言里，惊讶和传信有相同的表达模式，因为惊讶和传信

在历史上都是源于同一个结构。”但我们的初步观察发现，汉语的传信语不能表达惊讶。在张伯江

( 1997) 分类的三种传信语中，表达对事件确信程度的传信语气助词“嘛、呗、的、吧”都没有“惊讶”这一

义项; 表达对信息来源交代的传信语，如插入语“据说、听说”等也不表达惊讶; 表达对事实真实性态度

的传信语，如副词“肯定、准保”等也不表达惊讶。因此，汉语中的惊讶范畴尚待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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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惊讶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多以上升语调、句首叹词为标记。但是不同的语

言中，惊讶的词汇和语法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屈折形式丰富的语言，如马加尔语，惊讶范畴主

要由动词的屈折形式表达; 屈折形式缺乏的语言，如汉语，惊讶范畴主要通过负载惊讶语义的词汇表达。
传信语表达惊讶是共性，而人称形式表达惊讶是少数。

惊讶范畴是世界诸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类型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近 20 年来，学者们从

世界诸多语言的角度研究了该范畴，发现它在语言描写和分析中非常有用。《语言类型学》杂志 2012
年第 3 期“编者案”指出，惊讶范畴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帮助学界明晰其真正含义，有利于研究者准确观

察和细致研究它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惊讶范畴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形式和意义研

究，还需扩大到与其他语法 － 语义范畴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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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xurskogo jazyka v tipologičeskom osvečenii ［Elements of the Tsakhur Language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ed． by Alek-
sander E． Kibrik ＆ Jakove G． Testelec，289 － 292． Moscow: Nasledie．

Zhang，Bojiang ( 张伯江) ． 1997． Ｒenshiguan de yufa biaoxian 认识观的语法表现 ［The coding of epistemology in grammar］．
Guowai Yuyanxue 国外语言学 ［Linguistics Abroad］1997． 2: 15 － 19．

作者简介

万光荣，女，1972 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语言类型学。出版专著

1 部、编著 3 部，发表论文 25 篇。

Mirativity: A New Category in Typological Study

Wan Guang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Mirativity is an uprising cross-linguistic category recently researched across world languages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he core meaning of mirativity is surprise and unprepared
mind of the speaker，and the range of mirative meanings may be expressed through different ways，mainly
complex verbal constructions，verbal affixes，particles，pronouns，and evidentials． This article offers a prelim-
inary description of mira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and finds that mirativity is encoded with unique lexicons
and /or mirative constructions．

Keywords mirativity; unexpected; typology; Mandarin Chinese

746

万光荣 惊讶范畴: 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



DOI: 10． 19503 / j． cnki． 1000－2529． 2019． 02． 014

惊讶程度的多模态研究
①

万光荣

摘 要: 惊讶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事实与说话人认知或心理预期值偏差的大小，有语音、句法和身态等多种表达手

段，语音、句法和身态的多模态综合研究能较为准确地判定言语交际者的惊讶程度。单一形式表达惊讶程度时，身态

特征最可靠，其次为语音特征，最后为句法特征。惊讶语流的声音越大、音调越高，惊讶程度就越高。与“惊”组词的另

一语素的程度意义越高，该词的惊讶程度就越高; 在“惊讶”后面作补语的词语的程度意义越高，该结构的惊讶程度就

越高。言语交际者的身态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关键词: 惊讶程度; 多模态; 语音; 句法; 身态

作者简介: 万光荣，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湖南 长沙 410081)

惊讶，是喜、怒、哀、乐、惊、恐、思等七种人类基本情绪中的一种，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受到较多关注，

成果颇多。近年来语言学界把它单列为一个语义范畴，国外研究成果较多、学术影响较大的是 Scott DeL-
ancey［1］和 Alexandra Aikhenvald［2］，他们指出惊讶是一种跨语言现象，有五种主要意义和三种主要语法手

段，惊讶的本质是出新和出乎意料。国内的惊讶研究除了探讨它的表达手段以外［3］，还分析了它产生的原

因，如普通话口语情感标记词“只是”表达低于说话人的预期，强调说话人因感到意外而吃惊［4］;“怎么”表

达的信息与预期差距不大时，心理反应是意外; 信息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差很大时，心理反应是惊异［5］。
惊讶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惊讶的描述都可以采用四个维度: 效价( valence，情感的正负程度) 、效

力( power，情感的强弱程度) 、激励( arousal，情感的平静与激动程度) 和新奇( novelty，情感的意外程度) ［6］。
可借助口头和非口头表达，通过提高声音响度、加快语速、突然移动身体、上扬眉毛、紧闭嘴唇、张大嘴巴等

实现程度不同。惊讶面部表情的效价有六种: 极端正惊讶、中等正惊讶、轻微正惊讶、轻微负惊讶、中等负

惊讶、极端负惊讶［7］。人们对事情的惊讶程度，会运用特定词汇，或在普通词汇上加上超高的音调，或有特

殊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但惊讶是显性的、可查的。惊讶本身已经是一种程度较高的情绪，还可细分吗?

如何区分?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还没有充分论述。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需要识别人类情

感，但人机情感互动还不能令人满意。鉴于此，我们从惊讶入手，从模态的视角认识惊讶及其程度。

一、远离参照点越多，惊讶程度越大

惊讶之所以产生，在于言语交际者心理事先有一个参照点，接受的信息与这个参照点相反或者不同。
远离参照点的多少基本对应惊讶程度的大小。这个参照点有两个: 认知参照点和心理预期值。

1． 认知参照点与惊讶程度

认知参照点，是人类在现实世界的体验中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成为人类判断概念或采取行动的依

据。如果说话人 /听话人获得的信息在他对世界的认知范围之内，就不会产生惊讶; 如果获得的信息在他

对世界的认知范围之外，就会产生惊讶。“为什么惊讶? 因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黄怒波不把他的财富

挥霍于销金窟，而是用来从事于艰危的登山运动、探险事业。”［8］在说话者屠岸的认知中，有钱的企业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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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挥霍金钱，而黄怒波拿着金钱去做艰危的探险，他因此感到惊讶。由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同一

件事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人惊讶，有人不惊讶，或者惊讶的程度不一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表现了

说话人对其他人惊讶的不屑。
惊讶与个人知识储备和社会阅历有关。《雷雨》中，周冲对事情的反应普遍直白，因为他年轻，又接受了

新思想，敢毫不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情绪，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就产生惊讶，在言语、表情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朴园老沉，见过世面，表达情绪时会顾忌到他的身份，可能掩饰，即便是非常惊讶也可能极力表现平静。
2． 心理预期值与惊讶程度

心理预期值，是人类在交往中获得的相关知识，也成为判断概念或采取行动的依据。某一信息出现

时，偏离预期便产生惊讶。一般来说，偏离得越多，惊讶程度越高; 与心理预期完全相反时，惊讶程度最高。
( 1) 不料，他没考上大学!

( 2) 啊? 他没考上大学? !

例( 1) 中的说话人对他很了解，预期他考大学没问题，用否定词“不”否定预期“料”，产生惊讶。例

( 2) 中的说话人事先非常肯定他能考上大学，当得知他没有考上大学时，与自己的期望完全相反，就非常

吃惊。比较而言，“没考上大学”这件事偏离说话人的心理预期值，( 2 ) 比( 1 ) 大，所以( 2 ) 的惊讶程度比

( 1) 高。
超过预期产生惊讶，不及预期也产生惊讶。超过预期或者不及预期的值越大，惊讶程度越高。心理预

期值可以是个人的心理预期值，还可以是社会预期值。
( 3) 这款瑞士手表才五十块? !

( 4) 这款瑞士手表要十万块? !

例( 3) 为不及预期，例( 4) 为超过预期，这个判定是针对社会预期值而言的。社会预期值是特定社会

背景下大众对某一事件普遍认可的一个值，比如瑞士手表根据配置一般认为两千至五千元，例( 3 ) 和例

( 4) 与这个值都相差很远，说话人对实际价格都很惊讶。理论上来讲，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差越大，惊讶程

度越高，例( 4) 表达的惊讶程度比例( 3) 高。
惊讶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不同的词法句法形式表达出来; 如果没有显性的词法句法形式，可以通过语

流中语音的变化识别出来; 如果这些语言都没有，那么言语交际者的面部表情或者肢体动作能确定惊讶程

度。下面就从词法句法、语音和图像三方面剖析惊讶程度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多模态分析方法。

二、惊讶的句法使用特点反映惊讶的程度

惊讶程度在句法上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它的组词方式、前后修饰语的程度意义、标点符号的连用等。本

小节的用例来自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1． 与“惊”组词的另一语素的程度意义越高，整个词表达的惊讶程度就越高

从构词方式来看，在与“惊”构成的词中，另一语素的程度意义决定惊讶程度。《现代汉语词典》中，

“震”意为“震动”“情绪过分激动”，“震惊”是“大吃一惊”，所以“震惊”比“吃惊”的惊讶程度高;“骇”意为

“惊吓、震惊”，“惊骇”形容“惊慌害怕”;“魂”意为“灵魂”“精神或情绪”，“惊魂”是指“惊慌失措的神态”。
比较而言，“惊魂”把灵魂都震惊了，“惊骇”是震惊、害怕，还没有入内心，因而“惊魂”比“惊骇”的惊讶程

度更高。如此分析来看，惊讶程度的极差排序为: 惊魂＞惊骇＞震惊＞吃惊。
“惊”通常与其他情绪并存，分为三组: A． 惊+疑: 惊疑; B． 惊+叹: 惊叹、惊异、诧异、惊诧、惊喜、惊奇;

C． 惊+恐: 惊慌、惊恐、惊愕、惊骇、惊悸［9］。粗略地看，C 组比 B 组的惊讶程度高，B 组又比 A 组的高。
《雷雨》的作者使用“略惊”“惊”“惊愕”“更惊愕”等词语来区分惊讶程度，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 5) 繁漪: ( 略惊) 你来做什么?

繁漪: ( 惊) 什么?

繁漪: ( 惊愕地) 侍萍? 什么，她是侍萍?

繁漪: ( 更惊愕) 什么? 求婚? ( 这两个字叫她想笑) 你跟她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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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惊讶”类词汇前面作状语的副词的程度义越高，整个结构的惊讶程度就越低

CCL 语料库中表达惊讶意义的词汇中，“诧异”“吃惊”“惊讶”三个词的使用频率最高。我们就从这三

个词入手，分析它们能否被程度副词修饰，如果能，又是什么样的程度副词，以此来观察惊讶的程度。
“诧异”作谓语时，前面可以没有程度副词，也可以有程度副词，程度副词主要是“愈发、颇为、很、好

生、好不、不禁、不免、不觉、暗暗、更加”等。“吃惊”作谓语时，前面必须出现程度副词，主要有“很、十分、
非常、大为、一点也不、暗暗、别”等。“惊讶”作谓语时，前面一般有程度副词，常用的有“非常、很、大为、好
生、颇为、略显、极为、有些、十分、有些、一点都不、特别”等。

就惊讶程度而言，诧异＞吃惊 /惊讶。“吃惊”和“惊讶”前面修饰的高程度副词丰富，“诧异”前面修饰

的高程度副词较少。“吃惊”“惊讶”前面受“特别”修饰，“诧异”前面一般不受“特别”修饰。“吃惊”“惊

讶”前面“极为”用例较多，“诧异”前面“极为”用例很少。这些都说明“诧异”本身的程度高，不需要其他

副词来提高程度，而“吃惊”和“惊讶”本身的程度稍低，前面还可以添进程度副词加强惊讶程度。另外，

“吃惊”和“惊讶”前面受否定义的程度副词修饰，并且通常是双重否定，如，这不由得我们不惊讶了。而

“诧异”前面否定义的程度副词很少，说明“吃惊”“惊讶”和一般动词、形容词一样，可以否定，与之对应的

肯定意义在语言里存在; 而“诧异”的否定受限，因为它已是程度高的极限形容词，否定极限词产生对应的

肯定极限形容词在语言里也受限。
3． 在“惊讶”后面作补语的结构的程度意义越高，整个结构的惊讶程度就越高

( 6) a． 当石榴知道她和世纬根本不是“兄妹”时，惊讶得眼睛睁了好大好大。
b． “啊? !”苏淳惊讶得眼珠都掉出来了。

例( 6) a、b 两句中惊讶后面都接了补语，b 中“眼珠都掉出来了”比 a 中“眼睛睁了好大好大”程度要

高，b 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比 a 句高。
( 7) a． 黑泥鳅惊讶得叫出了声，铁汉这回才点了点头。

b． 当他踮起脚尖，把玉米送入鸽房时，惊讶得大叫起来。
例( 7) a、b 两句中惊讶后面都接了补语，b 中“大叫起来”比 a 中“叫出了声”多了一个“大”字，程度要

高，因此 b 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比 a 句高。
惊讶各程度之间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个连续统。如果“惊”组成的词连用，排序则反映了程度差别。

《中国青年报》2017 年 7 月 10 日第 8 版新闻标题《中超联赛避险唯靠“足球自救”，一波三折有惊讶有惊奇

有惊喜》，作者连用三个带有“惊”的词语，“惊讶”“惊奇”“惊喜”这种排列在此语境中表现为惊讶程度的

递增。这种受语境影响的惊讶程度，甚或语言中没有类似上面 2． 2 和 2． 3 中的修饰语，都给惊讶程度的判

定造成了一定困难，那么惊讶程度又如何界定呢?

三、语音特征值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对于词汇句法手段不好区分的惊讶程度，考察小句的语音特征是一种有效方法。情绪的声学表现一

般体现在强调、节奏、语调等韵律特征上，通过基频、强度、语速等表达出来，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可以解析

上述域值。它是一款语言学研究的免费下载软件，用作基频分析、强度分析、共振峰分析、语音标注、语音

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强大、操作界面友好［10］。
我们首先用语音编辑软件 Cool Edit Pro2 截取表示惊讶的一段语音，将截取的语音输入 Praat，点击强

度分析( To Intensity) ，输出强度图谱( Down to Intensity Tier) ，再点击音高分析( To Pitch) ，输出频率图谱，

根据图谱上标识的分贝数值和赫兹数值的大小来判定惊讶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表达惊讶的语音特征主

要有音强、音高、音色、音长等，本小节通过控制音色和音长两个变量，观察音强和音高的数值，即声音的大

小和高低，分析小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本小节采用电影《雷雨》音频为语料。
1． 疑问句和感叹句容易附载惊讶，且惊讶程度高

惊讶一般附着在小句上，小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我们就从句类入手。疑问句和感

叹句容易附载惊讶，陈述句和祈使句不易附载惊讶。一般来说，感叹句上的惊讶程度比疑问句的惊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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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较例( 8) 和( 9) 。
( 8) 周冲: 妈，您下楼来了!

( 9) 周冲: 怎么啦，四凤?

例( 8) ，周冲看见母亲下楼来了，觉得很突然、很吃惊，也很高兴，感叹句带上惊讶，音强约为 96 分贝

( 8a) ，音高约为 400 赫兹( 8b) 。例( 9) ，周冲关窗户时，四凤“呀”地一声，他很疑惑，很惊讶，疑问句带上惊

讶，音强约为 90 分贝( 9a) ，音高约为 300 赫兹( 9b) 。

疑问句内部，如果除了疑问、惊讶之外，还带有其他情绪，那么这个疑问句的惊讶程度就高。比较例

( 10) 和( 11) 。
( 10) 四凤: 您看见什么?

( 11) 四凤: 太太要她来?

例( 10) ，鲁贵给四凤讲客厅发生的鬼故事，四凤完全没想到有这等事，很是惊讶，但又很疑惑，更多的

还是害怕，因此她问“您看见什么”时，是惊、疑和恐三种情绪的混合，音强约为 93 分贝( 10a) ，音高约为

320 赫兹( 10b) 。例( 11) ，鲁贵告诉四凤她妈妈要来，四凤很惊讶，同时充满了疑惑，她说“太太要她来”
时，带有惊和疑两种情绪，音强约为 90 分贝( 11a) ，音高约为 280 赫兹( 11b) 。三种情绪的惊讶程度比两种

情绪的惊讶程度高。

惊讶本身是个瞬时过程，持续不过几十秒。用陈述句表达时，惊讶已经消失。如“我很惊讶”并不表

达惊讶，而是在陈述有过惊讶这种心理经历，因此陈述句一般没有惊讶语气。祈使句是请求、要求、命令、
劝告、叮嘱、建议别人做或不做某件事，说话人把握十足，与惊讶产生的条件相反，因此祈使句不易带惊讶

语气。真正表达惊讶的，多是疑问和感叹这两种句类。
2． 问号 /感叹号叠用或连用比问号 /感叹号单用表达的惊讶程度高

( 12) a． 他要来? aa． 他要来? ?

b． 他要来! bb． 他要来! !

c． 他要来? !

一般来说，“?”表示疑问，“??”表示疑问和惊讶;“!”表示感叹，“! !”表示感叹和惊讶; 表示疑问、感叹

和惊讶。例( 12) ，小句的惊讶程度排序为: aa＞a，bb＞b，c＞bb /aa。
( 13) “怎么回事? ! 有谱吗? ? ! ! 不说好我唱吗，为什么换高跷了? ? ? ! ! !”

例( 13) 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能说明惊讶情绪的发展及与其他情绪的交织。“?”和“!”连用，说话人对

获得信息的本能反应是惊、疑和叹; 两个问号和两个感叹号连用，说话人惊、疑和叹的情绪上升，重在疑; 三

个问号和三个感叹号连用，说话人惊、疑和叹的情绪持续上升，重在叹。
3． 一般来说，振动频率越高，且振动幅度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前文论证了同一个人说话时音高上升、音强增大，惊讶程度就高。这里说明不同的人对相同或类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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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惊讶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惊讶表现外显，有些人则含蓄。
( 14) 周冲: 四风，你在这儿!

( 15) 周朴园: 是你们!

例( 14) ，周冲意外地发现四风在客厅，很惊喜。例( 15) ，周朴园意外地发现两个儿子在客厅，很惊喜。
同是惊喜，周冲表现很自然，感情毫无顾忌地外露，音强约为 91 分贝( 14a) ，音高约为 420 赫兹( 14b) ; 周朴

园本能的父爱，自然流露出惊喜，但他表达得克制些，音强约为 84 分贝( 15a) ，音高约为 200 赫兹( 15b) 。
根据图谱值，仍然可以说周冲的惊讶程度比周朴园高。

同一个人的惊讶程度在语音图谱值上容易分出高中低三档，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惊讶程度不一，但

都可以通过分析语音数值获得。如果控制音色和音长，惊讶表达程度遵循以下规律: ( 音高频率大+音强

振幅大) ＞( 音高频率大+音强振幅小) 或(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大) ＞(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小) 。但这只

是一个粗略概率，( 音高频率大+音强振幅小) 和(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大) 相比，哪个惊讶程度更高? 大

和小都只有两个极端值，大当中的小和小当中的大之间的临界点是多少? 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

四、身态表现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如果惊讶的表达既没有词汇，也没有声音，一定有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 纯表情 /动作表达的惊讶及其

程度能够看出来。单模态识别情感中，面部表情比语音信息更准确［11］。图像传达信息，从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图像论［12］，到文艺界的文学图像论［13］，甚至传播学的图像传播，都说明图像能再现文本、附载大量信

息，一系列图像的对比分析可以展现惊讶程度的高低。
1． 惊讶的共同图像特征

惊讶在图像上一般可以从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进行判断。面部表情包括: 眼睛睁得大、嘴巴张得开、
眉毛上扬、下巴拉长。肢体动作包括: 用手盖住嘴巴、双手放进嘴里、双手摊开且手掌向上、耸肩、身子后

退、猛地站起来或倒下去。面部表情基本上可以判断“惊”的种类或者“惊”与其他情绪组合的种类，这些

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下面四张图片分别表示: 人惊疑时，皱眉，睁大眼睛; 人惊愕时，睁大眼睛，张开嘴巴;

人惊呆时，皱眉，张开嘴巴; 人惊骇时，皱眉，睁大眼睛，张开嘴巴［14］。

2． 同一类型的惊讶，身态表现的特征越多，惊讶程度越高

以惊疑为例。一般而言，人惊疑时，身体前倾，眉头皱起或紧锁，眉毛上有凹陷，眼睛紧盯着说话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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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息的来源。本小节的八幅图片来自《雷雨》话剧截图。

以上图片从左到右的语境为: 图 1，鲁大海惊疑。他说大少爷打了他一巴掌，是要算账的，可是母亲不

准他伤害周家的人，“和周家的关系完了”，一向不是这样处事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说，他问“这是为什

么?”图 2，鲁侍萍惊疑。她很奇怪，四凤似乎不愿意跟自己一起离开这儿，转而又担心她是否与周家少爷

有什么隐情，于是问“孩子，你怎么啦?”图 3，周萍惊疑。四凤和鲁贵在家里安分做事，父亲突然要辞掉他

们，周萍问“他们怎么啦?”图 4，鲁贵惊疑。他半夜三更听到敲门声，心想: 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人来? 他身

体转向敲门声。比较图 1 和图 3: 鲁大海和周萍都身体前倾，眼睛盯着说话人，但图 1 中鲁大海面部表情比

图 3 中周萍的更丰富，他眉头紧锁，眼睛张大，下巴拉低。图 1 的惊讶程度比图 3 高。比较图 2 和图 4: 鲁

侍萍和鲁贵都眉头紧锁，眼睛盯着引起惊讶的来源，但图 2 中鲁侍萍身体前倾，图 4 中鲁贵没有，图 2 比图

4 的惊讶程度高。
3． 同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以繁漪为例。她是周家悲剧的串线人，她面对控制不了的意外和冲突，表现出措手不及。

以上图片从左到右的语境为: 图 5，周萍说要娶四凤时，繁漪惊讶，她没想到她爱的周萍要娶佣人四

凤。图 6，周萍一把抢过繁漪手里的信，说“你给我滚开”，她惊呆了: 一向懦弱的周萍，竟然这么厌恶她。
图 7，周朴园宣布眼前妇人是侍萍，繁漪惊诧了: 她以为侍萍早就死了的。图 8，繁漪反应过来，发现眼前妇

人真是侍萍时，她惊恐了。比较这四张图片中的下巴，图 8 中下巴拉得最低，惊讶程度最高。再比较四张

图片中的眼睛，眼睛张得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五、多种模态综合分析中的惊讶程度

惊讶有程度之分，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事实与说话人认知或心理预期值偏差的大小。惊讶表达有三种

手段: 句法形式、语音形式和身态形式。一般而言，单一形式表达惊讶程度中，身态特征最可靠，因为面对

惊讶事件，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是最本能的反应; 其次为语音特征，最后为句法特征。惊讶及惊讶程度的表

达往往是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惊讶程度确定的最理想状态是综合语音、句法和身态的多模态特征，特征

越明显或数量越多，惊讶程度越高。但如果不在场，就看不到身态，只表现为语音、句法形式; 如果在场，语

音形式和身态更直观更有效反映惊讶和惊讶程度; 如果是阅读或写作一本小说，书中人物的惊讶及惊讶程

度只能通过句法形式呈现。叹词表达惊讶，语音特征明显，表情和动作夸张，这是三种模态的综合体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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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惊讶程度较高。面部表情表达惊讶，可能是无声的，没有语言形式; 相对于有声的面部表情，有声的惊

讶程度更高。不使用“惊”类词汇，仅对非“惊”用语赋予惊讶语音，语音阈值高，则惊讶程度高。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人机交互的情感识别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惊讶作为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在

机器识别过程中，单模态情感的识别率较低、可靠性不好，计算机专家们一方面改进单模态算法提高识别

效果［15］，另一方面更注重双模态混合算法，把语音和文本特征相融合［16］，或者探索语音和人脸表情双模

态情感识别方法［17］，部分解决了情感误判问题。但是关于多模态算法的情感识别还在起步阶段，目前少

数人工智能公司如竹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s: / /www． bilibili． com / ) 致力于将文字、语音、面部表情和肢

体动作的表达综合考量，研发“多模态综合情感识别”，仍然显得比较粗糙。我们希望学术界加强情感识

别的理论性研究，为其应用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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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WAN Guangrong

Abstract: Surprise is expressed by syntactic，acoustic forms or body language．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ct and the
interlocutor's cognition /expectation that leads to surprise．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is，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is．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is best revealed by a combined analysis of syntactic，acoustic features and features of body language． Generally
speaking，the lexeme collocating with jing ( 惊) or the adverbial modifying jing ( 惊) before or after has a stronger denotation，then
the expression has a higher degree of surprise． The bigger the value of the pitch or intensity of a voice is，the higher degree of sur-
prise the language has． The body language，especially facial changes unveil the interlocutor's emotion; the more opened mouth，the
wider opened eyes，the raised eyebrow，the lowered jaw and others bear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Key words: intensity of surprise; multimodality; words; sounds; images
( 责任编校: 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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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研究》 年第 期 总第 期

语气助词对复句中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影响 '
万光荣 ” , 储泽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 , 湖北 武汉

摘 要 语气助词是汉语语气的重要表现形式 陈述 、疑问、祈使 、感叹四种语气两两异类组配成二合复句

时, 分句句末语气助词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将影响语气组配的使用倾向性 语气助词传信度高 , 或者时间完句功能

强的, 其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频率就高 语气助词传疑度高 , 或者对分句语气强化作用大 , 或者感情完句功

能强的, 其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就低 。语气助词的特点使其所表达的语气按 “前弱后强” 的规律异类组配。

关键词 语气助词 复句 语气 异类组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一

引言

语气助词是汉语语气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直受到学

界的重视 。对语气助词的研究,不仅研究范围有大有小,

如有对单个语气助词的研究, 〔 一有对某一句类的所

有语气助词的研究, 〔还有对整个语气系统的语气助词

的研究, 〔, 明̀而且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 , 包括对其

句法 、 〔川, 一 功能 、 〔, 一来源 、 〔引 一̀, 与̀其他语言语

气助词的对比〔,,等的研究, 目前的成果已十分显著 。

汉语小句都带有特定语气 , 语气相同的小句组成

复句 , 是同类语气的组配 , 语气不同的小句组成复句 ,

是异类语气的组配 。 〔 一对于汉语语气的组配研究,

至今仍比较薄弱 。袁明军将陈述 、祈使 、疑问 、 感叹

四类语气排列组合 , 列出了组配的 种类型 , 并探讨

了这些类型所能表达的小句之间语义联结的类别 〔
朱斌 、伍依兰不仅详尽描绘了 种语气联结表达的语

义关系 , 还归纳了语气联结的各种语法形式 〔 一

曾常年就因果句群的语气组合, 探讨了 种同质语气

和 种异质语气组合类型的频率, 并确定了因果句群

中语气的优势和非优势组合 。「, 一这些对语气组配

模式的探讨深化了汉语语气的研究 , 但都集中在描写

语言现象的层面 , 没有对语气组配的原因和制约语气

组配的因素加以分析和解释 。

只由两个分句组成 , 并且句末有一个统一全句的

终止性停顿 、以句号 问号憾 叹号收尾的复句是二合复

句 。 〔 '一二合复句中分句语气同类组配是主要的, 分

句语气异类组配是次要的 。 〔同类语气组配中语气助

词的表现形式相对简单 , 异类语气组配中分句的句末

语气助词却丰富多样 , 其中的典型语气助词与语气总

体上构成对应关系 , 如 “了,,' 的 ”表达陈述语气 , “吗 ”

“呢 ”表达疑问语气 , “吧 ”表达祈使语气 , “啊 ”表

达感叹语气 , 非典型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不高 , 统计

学意义不大 。

分句语气组配关系可以影响语气助词的选择 , 而

语气助词的使用也可以影响分句的语气组配模式 , 从

而影响所在分句的前后位置 。本文只关注后一种情况,

尤其是语气助词的使用对复句中异类语气组配频率的

影响 。鉴于此, 基于以往的研究 , 本文借助语料统计,

着重探讨 “了 、的 、 吗 、 呢 、 吧 、 啊 ”等 个典型句

末语气助词的使用对二合复句中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

影响情况 。文中语料, 除少数来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

语料库 简称 外, 主要使用自制的 多万字

的语料 , 其中戏剧 万字 曹禺 《雷雨 》、吴祖光 《风

雪夜归人 》和张爱玲 《情场如战场 》各约 万字 小

说 万字 钱钟书 《围城 》的第一 、二 、三 、四和第

九章共约 万字, 余华 《活着 》 万字 。统计出分

句句末使用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共 例 。

语气助词的表义特点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语气助词的传信传疑对异类语气组配频率的

影响

齐沪扬 研究了语气助词的表义功能 , 指出

语气助词可以 “传信 ”和 “传疑 ”, 个语气助词呈离散

状态分布在从传信到传疑的连续统中 的、 了 、呢 、

啊、 吧 、呢 , 、 吗 ' 越是往左边的语气助词 , 传信

度越高 、传疑度越低 越是往右边的语气助词 , 传信度

越低 、传疑度越高 。他对语气助词的语义解释很有说服

力, 可以借用 。我们认为, 既然 ,' 巴”主要用于祈使语

气 , 其次用于疑问语气 , 因此 “吧 ”也需要分成表疑问

的 “吧 ”和表祈使的 “吧 ”, 加入到传信传疑的连续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科 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项

目编号 的资助 。感谢 《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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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即为 的 、了 、呢 、 吧 、啊 、吧 、 呢 , 、 吗 。

传疑度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

率低 。

将带有传信和传疑语气助词的语气分别替换在前分

句时, 前者大多可以接受, 而后者的接受度很低 。如

后悔没有用, 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情鱼

《风雪夜归人

后悔没有用丝工, 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情鱼

后海没有用竺 当,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嘴丝
例 中, 前分句的陈述语气中没有语气助词 。如

果替换成由传信语气助词 “的 ”和 “了 ”表达的语气,

句子是合法的, 如例 。如果替换成由传疑语气

助词 “吧 , ”和 “吗”表达的语气, 则句子不合法 , 如例

。。这是因为 传信是已知信息, 传疑是未知信息,

而信息总是按照从己知到未知的顺序加以组织的 。

传疑语气助词表达的语气 , 即使可用在前分句,

也只能是传信成分多的 “吧 ”或者 “啊 ”, 如例

和 , 而不能是传信成分极少的 “呢 ”和完全不传
信的 ,'吗 ”, 如例 和

你找长军竺 , 他上县城了。

你是不是找长军啊 , 他上县城了。

你为什么找长军鱼 , , 他上县城了。

,你找长军鱼 , 他上县城了。
传疑语气助词 “呢 ”和 “吗 ”表达的语气一般不

用在前分句 ,用在后分句却很自然 。如例 和例 。

你就知道说我 ,你自个儿不也是光棍儿一个人鱼

《风雪夜归人

另外 , 语气助词的传疑度越高 , 所在分句在语气

组配中越靠后 。三个或更多异类语气组配时, 传疑度最

高的语气助词所在的分句通常出现在句末 。如

我一听就傻工 , 我可不是什么名模生 , 这样的演

出不是欺世盗名吗

例 中有三个语气助词, 第一分句用 “了 ” , 第二

分句用 “呀 ” , 第三分句用 “吗 ” 。从传疑特点上看,

“了 ”不传疑 , “呀 ”是 “啊 ”的变体 , 基本不传疑 ,

“吗 ”传疑度最高, 它们的组合格局是 不传疑十基本

不传疑 传疑 。

传信度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组配频

率高 。

传疑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一般只能在后分句 ,

如例 , 而传信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 , 既可以在

组配的前分句 , 也可以在组配的后分句 。如

哥总是瞎说八道丝一州池跟您说了什么 雷雨

爸爸 , 您别又穷疯 了, 胡说乱道的 。 同上

传信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有时可以和另一语气

调换顺序 , 如例 和 , 说明它所表达的语气在

位置上受限的可能性较小 。

爹, 你快躲起来 , 爷爷要来揍你二 。 活着

爹 , 爷爷要来揍你 , 你快躲起来

传信度越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

就越高 。我们检验了 例二合复句 , 发现前分句使

用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为

陈述 疑问祈使感叹 例 祈使 陈刘汀疑问憾 叹

例 感叹 陈述疑问祈使 例 疑问十陈述

祈使撼 叹 例 。分析后可以得知, 这个顺序其实是

语气助词传信度从高到低的顺序 表陈述的语气助词

“了 ” “的” “呢 ”传信度最高, 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最

高 表疑问的语气助词 “吗 ”“吧 ”“呢 ”传信度最低,

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最低 。

传信语气助词表达的语气在后分句的使用频率也

较高, 和传疑语气助词在后分句的使用频率基本持平 。

在 例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中, 后分句使用传

信语气助词的有 例 疑问祈使 感叹十陈述 例

陈述 疑问感叹 祈使 例 陈述 疑问祈使 感

叹 例 , 使用传疑语气助词的有 例 陈述 疑

问 例 祈使 疑问 例 感叹 疑问 例 。

语气助词的弱化强化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大多语气助词对所在小句的语气可以起到强化作

用 , 如陈述语气助词 “了 ” “的 ”可以加强肯定程度 ,

疑问语气助词 “吗 ” “呢 ” 可以加强疑问程度 , 感叹

语气助词 “啊 ” 可以加强感叹程度 , 这些语气助词具

有强化小句语气的功能, 属于强化语气助词, 而祈使语

气助词,' 巴 ”具有缓和祈使的功能, 属于弱化语气助词 。

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 围城

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鱼

韩太太真丑 《围城

韩太太真丑啊

姑妈方面, 我自然会解释 。 《围城

姑妈方面, 我自然会解释丝 。
` 快回来 。 《围城

快回来竺二

语气助词加强语气程度的大小 , 可以根据听话人

的反馈来判断 。如果听话人必须对说话人的话语做出

反应, 表明语气程度较大 如果听话人不必做出反应 ,

表明语气程度较小 。如例 可以是自问自答 , 但

例 是向听话人询问, 要求给出答案 。这就是说 ,

“吗 ”的使用加强了疑问, 而且使疑问程度达到了最

大 。例 是尸种命令, 听话人必须执行, 例

是一种建议或乞求 , 听话人不一定执行 。这就是说 ,

“吧 ”的使用弱化了祈使语气 。语气助词按照加强语

气作用的大小可以依序排列为 吗 呢 吧 啊 、呢 、

了 、的 吧 , 即越往左, 语气助词的强化功能越强 越

往右, 语气助词的弱化功能越强 。

弱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前

置频率高 。

考察发现, 越是能弱化语气的语气助词, 其后才

越可以用逗号 , 这为其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前置创

造了条件 。祈使句中的 “吧 ”表建议 、劝阻语气 , 比

命令 、禁止的语气弱化 , 前者句末通常用逗号, 后面

紧跟一个分句 , 构成前果后因的异类语气组配, 如例



(12), 而后者虽说句末没有语气助词, 但因命令 、禁

止语气强烈 , 句末几乎不能用逗号, 只能用感叹号 ,

因而与后分句构成的是句群 , 如例 。就疑问语气

而言 , “吗 ”的疑问语气最强 , 后面多用问号, 与后分

句构成句群 , 如例 “呢 ”和 “吧 , ”的疑问语

气较弱 , 后面可以用逗号, 如例 。

好 , 你走竺 , 我也想睡了。 雷雨

别胡说 怎么是偷的 围城

看清楚了鱼 这可都是你签字画押的。 活着

巧 这样不好竺 , 害了人家一辈子

同一语气助词, 弱化语气的功能越强, 见于前分

句的频率就越高 。“吧 , ”表疑问, 强化语气 , “吧 ”

表祈使, 弱化语气 , 因而 “吧 ”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

率 共 例 高于 “吧 ”前置的频率 例 。同理,

“呢 , ”表疑问, 强化疑问语气 , “呢 ”用在陈述语
气中表夸张 , 强化陈述语气, 但两者相比, 前者比后

者更强化 , 也就是说后者弱化成分多些 。我们自制的

语料显示, 它们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都较低 “呢 ”

例, “呢 , ” 例 。在 中我们也只找到 “呢 ”在

前分句的用例 , 没找到 “呢 ”在前分句的用例 。

全世界除了闹灾荒, 剩下的人就都在闹离婚丝公,

多么幼稚的人们啊

我还摸不着头脑鱼』, 能写出来吗 同上

弱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 , 在异类组配中也可

以后置, 但通常情况下 , 弱化语气助词后置时, 前分

句不再有语气助词 。如

那 , 那我也不知道, 你来说竺 雷雨

弱化语气助词前置的频率高于强化语气前置的频

率 , 这符合人类情绪的发展规律 先是缓和的语气 ,

随着情绪的高涨 , 这种缓和的语气慢慢加强 , 达到顶

峰 一旦语气特别强烈 , 到达顶峰之后 , 相应的话语

就终结了, 这种强烈的语气就成了最后位置 。

强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后

置频率高 。

强化语气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不能靠前 , 如

例 和 , 而是通常居后 , 如例 和 。

我们的语料也显示 异类语气组配中, 前分句无语气

助词 、后分句有语气助词的用例共 例 , 用得最多

的语气助词是最具强化功能的 “吗 ” 例 , 其他强

化疑问语气的语气助词为 “呢 ” 例 和 “吧 ”

例 , 但因为它们强化功能不如 “吗 ”强大 , 因而频率

低些 , 这说明语气助词的强化功能越大 , 所表达的语

气越容易在语气组配中后置 。

两个或多个语气助词出现在语气组配中时, 强化

功能大的语气助词往往出现在后分句 。如

人家有王寿南的儿子二 , 还要你兰 情场如

战场 》

你说得对极二 ,干这行是真苦立 。 风雪夜归人

例 中 “吗 ”的强化功能大于 “了 ”, 因而出现在

“了 ”之后 例 中 “啊 ”的强化功能大于 “了 ',,

因而出现在 “了 ”之后 。齐沪扬的观点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句子中有两个句末语气助词,一般来说表示疑问

和感叹语气的语气助词居末 。” 【' 但是, 表疑问和感

叹的语气助词同现时,疑问语气助词因为强化作用大而

居后, 如例 。最有说服力的是两个 “啊 ”在 “感

叹 疑问 ”组配中同现时, 表感叹的 “啊 ”在前, 表疑

问的 “啊 ”在后 , 顺序不能颠倒 , 如例 。

多聪明的一句话立 , 此话难道不耐人寻味鱼

多好的工人啊 , 这可咋办啊 同上

语气助词的句法特点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语气助词的完句功能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一个不能独立的句子 , 通过添加句末语气助词 ,
成了独立的句子 , 说明语气助词具有完句功能 。如

二 他又上这儿来

他又上这儿来工 。 情场如战场

莲生你十点钟还有事情 。

莲生你十点钟还有事情些 风雪夜归人

语气助词的完句功能有两种 时间完句功能和感

情完句功能 。如例 不自足 , 添加语气助词 “了 ”

后 , 成了自足的例 。“了 ”的这种完句功能与时

间因素有关 , 表现动作在时间上的变化 , 称为语气助

词的时间完句功能 。例 自足性较差 , 即使勉强

接受, 也存在两解 一为祈使 , 告诉听话人还有事情

要做, 句末用句号 一为疑问, 询问听话人是否还有

事情要做 , 句末为问号 。而例 添加了语气助词

“吧 ”, 不仅句子自足了, 语气也变得单一, 表疑问 。

“吧 ” 的这种完句功能表明了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一

种估计态度或感情 , 称为语气助词的感情完句功能 。

齐沪扬认为时间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有 “了 、呢 、

的 、 吧 ”, 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有 “呢 夸张 、

吧 揣测 、啊 、 啦 、哪 、叹 ”。 〔〕瑰一 洲 门通过分析

认为, 语气助词都有感情完句功能,不过程度不同 “了 ”

的时间完句功能最强, 感情完句功能最弱 “呢 , ” “的 ”

“吧 ”的感情完句功能较 “了 ”强 “呢 ”“吧 , ”“啊 ”
的感情完句功能最大, 时间完句功能最弱 。

走得漫吞吞丝, 怕我们听见, 是不是 围城

你说翌匕, 你预备怎么样鱼 雷雨

例 中 “的 ”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 主要起时间完

句功能, 同时还表达对动作行为的肯定 , 具有感情完

句功能 。例 中 “吧 ”减缓了祈使语气 , 体现了

对听话人的尊重, “呢 ”表达了对听话人的关切 , 它们

的主要功能是感情完句 。

时间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

组配频率高 。

在我们的语料中, 时间完句功能最强的 “了 ”,

在前分句的有 例, 后分句的有 例 , 其表现的语气

在组配中频率最高 时间完句功能居中的 “吧 ”, 在前

分句的有 例 , 后分句的有 例 , 其组配频率居中

时间完句功能最弱的 “啊 ”, 在前分句的有 例 , 后



分句的有 例 , 其组配频率最低 。

当多个语气助词共现时, 时间完句功能越强的语

气助词, 表现的语气越是靠前 。如

去年毕业工, 你鱼 情场如战场

同志们 , 山上不能停留, 坐下去就起不来二 , 不

活动就会冻僵兰, 加油立

例 中语气助词 “了 ”的时间完句功能强于 “呢 气

所以 “了 ”所在的分句在前 , “呢 , ”所在的分句在后 。

例 中三个语气助词 “了 、的 、啊 ”也是按照时间

完句功能的强弱依次排列的 。

具有时间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所表现的语气置后

时, 前分句一般没有语气助词 , 如例 。即使有 ,

也是表示弱化语气的 “吧 ” “啊 ”, 如例 , 此时两

个分句可以调换顺序 。

我好心交个朋友 ,难道又是我错工 《风雪夜归人

听爸爸的话些』,爸爸的脾气你是知道丝 。 雷雨

感情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

在组配中一般置后 。

使用具有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 , 既是句子自

足的需要, 更是表达感情的需要 。感情越强烈 , 感情

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越倾向于出现在组配的后分

句 。如

一件事做错工 ,你难道不后悔鱼 风雪夜归人

你们给我找立 , 我的大儿子鱼 雷雨

两个语气助词连用时的感情完句功能比单用时表达

的感情更强 , 连用的语气助词所在的分句同样居后 。如

听说你们中间党员不少立 ,公开工鱼

听说你们中间党员不少立 , 公开二

咱们先走里少, 没看见爸爸正忙着鱼 鱼 同

上

咱们先走翌 , 没看见爸爸正忙着鱼

例 和 的 的后分句都是两个语气助词连

用, 其疑问语气都比 强烈 。在特定语境中, 中的

两个分句可以换位 , 但 中的两个分句无论如何都不

能换位 , 语气助词连用的分句必须居后 。

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或 和特定表达语气的句式

连用时 , 表达的语气或感情也相当强烈 , 承载语气的

分句也往往是在后位 。如

我们的事你不懂, 鱼别垂操心二 。 雷雨

我们的事你不懂 , 别操心二

就别再操心了, 我们的事你不懂 。
别操心了, 我们的事你不懂 。

例 中使用了语气助词 “了 ”, 同一分句里还有副

词 “就 ”和 “再 ”, 祈使的语气或感情较 要强得多,

传达了说话人非常厌烦的情绪, 即强烈要求听话人不要

“操心 ”。因此 , 带有祈使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在

后位 。如果祈使语气置前,句子的接受度就会大大降低,

如 。比较而言, 没有语气副词的 , 只用

了语气助词 “了 ”, 就能较自然地出现在组配的前分句 。

语气助词的单用和配对使用对异类语气组配

的影响

语气助词在小句中可以单用, 也可以连用 。 〔〕绷仰

在二合复句中, 只出现一个语气助词 , 并且在分句末

的, 是语气助词的单用 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气

助词, 并且一起置于分句句末的, 是语气助词的连用

几个语气助词分别位于不同分句句末 , 各自传达所在

分句语气的, 是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 。如

别走 , 话还没完鱼 。 雷雨

巧 您留几句回家说翌公, 这是人家周公馆 同上

凤霞死了也有些日子二 , 能忘就忘掉她些 。 活

着

急坏二 , 咱们心里不就消停工鱼

例 和 都是语气助词的单用, 例 中的

语气助词在后分句, 例 中的语气助词在前分句 。

例 和 都是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 例

中每个分句末都只有一个语气助词, 例 中前分句

是语气助词的单用, 后分句是语气助词的连用 。

单用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组配频率高 。
单用的语气助词在语气组配的前后位置都大量

存在 , 但是居后位的多于居前位的, 在我们的语料中

的使用频率是 前分句无 、 后分句有语气助词的用例

巧 个, 前分句有 、后分句无语气助词的用例 个 。
在 个置后的语气助词中, “吗 ” “呢 ” “吧 ”共

例 , , 巴 ” 例 , “啊 ” 例 , “了 ”和 “的 ”共

例 , 疑问语气助词置后的用例最多 。在 个置前的语

气助词中, “了 ”和 “的 ”共 例, “吧 ” 例, “啊,,

例, “吗 ” “呢 ” “吧 ”共有 例, 陈述语气助词置

前的用例最多 。

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顺序对异类语气组配

频率的影响 。

表 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对异类语气组配的选择

语语气助词所在位置置 异类语气组配及频率率

前前分句句 后分句句句

了了 例 了了 陈述 祈使 、 陈述 感叹 、、

祈祈祈祈使 陈述

的的的的 祈使 陈述

吗吗吗吗 陈述 疑问 、 感叹十疑问

吧吧吧吧 陈述十疑问 、 陈述十祈使

呢呢呢呢 陈述 疑问

啊啊啊啊 陈述 疑问 、 陈述 祈使

的的 例 吗吗 陈述 疑问了了了了 陈述 疑问 、 祈使十疑问 、、
疑疑疑疑问十陈述

吧吧吧吧 陈述 祈使 、 感叹 疑问

吗吗 例 啊啊 疑问 陈述

呢呢 例 了了 祈使十陈述
的的的的 陈述 疑问

吧吧 例 呢呢 祈使十陈述 、 祈使 疑问
的的的的 祈使 陈述

啊啊 例 吗吗了了了了 祈陈述使十疑陈述问 、 感叹 陈述

呢呢呢呢 祈使十疑问

从上表可以看出, 语气助词配对使用时, 表示陈



述的语气助词置前的用例最多 。当 “了 ”在前时 ,

个语气助词都可以与之组配 , 使用频率最高, 其中,

“了……吗 ” “了……吧 ”配对使用频率相对较高, 表

达的语气更容易形成相应的组配模式 。具体而言, 就

是 “了 ”表陈述 , “吗 ”表疑问, “吧 ”表祈使 , “陈

述 疑问 ” “陈述 祈使 ” 的组配模式使用频率相对较

高 。,' 巴 ” “啊 ” “呢 ”表达的祈使或感叹的语气在

前后分句的频率大致相同, “吗 ” “吧 ” “呢 ”表达的

疑问语气通常在后分句 。表中的数据还显示 , 配对语

气助词表达的语气遵循着 “前弱后强 ” 的规律 , 也就

是说 , 后面分句的语气程度强于前面的分句 。

异类语气组配没有遵循上述规律的, 分句的顺序

基本可以调换 , 使语气按 “前弱后强 ” 的规律在复句

中组配 。如

二您留着自己用竺 , 我走二 。 雷雨

我走工 , 您留着自己用些 。

好热的天立 , 别热着二

别热着工, 好热的天立 。
同一语气助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意义时, 前分句

一般表陈述 , 只有少数表祈使或感叹 , 后分句多表疑
问。如

我早饱工 , 今天莱太丰盛工 围城

一 你太贫工 , 你是不是喝多工

例 中前后分句都使用了语气助词 “了 ”,

但例 中前一个 “了 ”表陈述 , 后一个 “了 ”表

感叹 例 中前一个 “了 ”表感叹, 后一个 “了 ”

表疑问。同样 , 上节例 中的前后两个语气助词

“啊 ”, 前一个 “啊 ”表感叹, 后一个 “啊 ”表疑问 。

语气助词的这种配对顺序显示了它们所表现的语气

在 例异类语气组配中的使用倾向性 “陈述 ”在前的

组配 例 “祈使 ”在前的组配 例 “感叹 ”

在前的组配 例 “疑问”在前的组配 例 。

结论与余论

汉语复句中, 当分句语气异类组配时, 语气助词

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 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的句

法语义特点呈连续性状态 。从传信度来看 , 个典型句

末语气助词从高到低可以排列为 的 、了 呢 吧

啊 吧 呢 吗 从强化分句语气的作用角度看,

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从大到小可以排列为 吗 呢

吧 啊 、呢 、 了 、 的 吧 从时间完句功能 同时

也是感情完句功能 角度看 , 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

从强到弱可以排列为 了 呢 、 的 、 吧 呢 、吧

啊 。总的来说, 语气助词 “了 ” “的” “呢 ”的传信度 、

强化分句语气的作用及时间完句功能都在最前面, “吧 ”

“啊 ”为其次 , “吗 ” “吧 ” “呢 , ”在最后面 。传信
度高 、能弱化分句语气 、时间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

所表达的语气在异类组配时频率高, 传疑度高 、能强

化分句语气 、感情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 , 所表达的语

气置前频率低 。语气助词位置使用的倾向性导致了它们

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使用上的倾向性 “陈述 ”在前的

组配 “祈使 ”在前的组配 “感叹 ”在前的组配 “疑

问 ”在前的组配 , 使异类语气按 “前弱后强 ” 的规律

组配 。

以上我们讨论了影响异类语气组配的语气助词的

两个语义因素和两个句法因素 , 这几个因素可以单独

起作用 , 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 共同起作用时更能显示

语气助词在异类语气组配中的影响作用 。

应该说明的是 , 复句中分句异类语气按 “前弱后

强 ”的规律组配 , 只是总体上的 、倾向性明显的规律 ,

也有例外

你怎么不想好工生, 等会些七

你身体到底吃得消鱼 不行就回来竺公。 同上
例 中连用的语气助词 “了呀 ”表达的语气强于

单用的语气助词 “吧 ” 例 中 “吗 ”与副词 “到

底 ”一起加强了疑问语气 , “吧 ”弱化了祈使语气 。

它们都违反了 “前弱后强 ”的语气组配规律 。这些反

例恰恰说明 影响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因素多种多样 ,

不仅仅是语气助词在起作用 ,还包括语气自身的特点 、

复句的语义关系 、关联标记的位置 、分句主语的缺省 、

语体 、主观性 、 象似性等因素的影响 。语气助词在这

些因素中究竟有多重要的作用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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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主从同时复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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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时复句细分为点与点的同时、点与段的同时、段与段的同时,同时关系在整个时间系统中的特殊性在于它

比前时、后时的语言表达更加复杂多样。 英汉同时复句都以带从属关联标记 when 或“(当)……(的)时”的从属形式

为主要表达形式。 英汉同时复句也采用复合形式:英语用连词 and;汉语用连词“而”或者并置两个无连接标记的分

句。 英语同时复句中时间从句可在前可在后,汉语时间分句往往前置。 制约分句语序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整句平衡美

感、信息组织结构、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语篇连贯性、大脑加工信息难易度、语言与认知的象似性,它们的竞争与合作

形成同时复句中分句间的顺序。
关键词:同时复句;比较研究;when;(当)……(的)时(候)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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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ultaneity
 

in
 

a
 

complex
 

or
 

composite
 

clause
 

is
 

divided
 

into
 

that
 

of
 

point-to-point,
 

point-to-period
 

and
 

period-to-
period.

 

To
 

express
 

simultaneity,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use
 

subordination
 

as
 

a
 

major
 

way
 

and
 

coordination
 

as
 

a
 

minor
 

way.
 

In
 

subordination,
 

the
 

English
 

conjunction
 

“when”
 

and
 

Chinese
 

“(当 dang) . . .
 

(的 de)
 

shi
 

(候 hou)”
 

are
 

frequently
 

used.
 

In
 

coordination,
 

the
 

English
 

conjunction
 

“and”
 

and
 

Chinese
 

“er”
 

are
 

used.
 

The
 

subordinate
 

clause
 

can
 

stand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a
 

simultaneous
 

complex
 

sentence
 

in
 

English
 

while
 

the
 

temporal
 

clause
 

generally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a
 

simulta-
neous

 

composite
 

sentence
 

in
 

Chinese.
 

This
 

order
 

is
 

determined
 

b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ix
 

factors,
 

namely,
 

prefer-
ence

 

of
 

a
 

balanced
 

sentence,
 

principle
 

of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
 

of
 

clauses,
 

coherence
 

and
 

cohesion
 

of
 

a
 

discourse,
 

difficult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by
 

the
 

human
 

brain,
 

and
 

iconicit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simultaneous
 

temporal
 

clauses;
 

comparative
 

study;
 

when;
 

“(dang)
 

. . .
 

(de)
 

shi
 

(hou)”

1.
 

引言
  

时间是人类的基本概念,用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

发生的过程,每种语言都有相应的时间表达法。 句中任

意两个时间,或者一前一后,或者同时,两个时间内发生

的事情用分句表达出来,构成时间复句,分为同时、前
时、后时和永时四类(黎锦熙

 

1998)。 一般来说,用先发

生事情说明后发生事情的时间的句子叫前时复句;用后

发生事情说明先发生事情的时间的句子叫后时复句;以
一事说明另一事时间的句子叫同时复句,即只要两个事

件在时间域中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同时复句,带有时间

标记的分句叫时间分句。 与前时复句和后时复句相比,
同时复句的表达更加复杂多样。 不同语言本族语者潜

意识中对时间信息表达方式不同(何清强
 

2020:
 

10)。
英语中前时复句常用连词 before,后时复句常用连词 af-
ter、till / until;汉语中前时复句常用“在……之前”,后时

复句主要使用“在……之后”。 英语同时复句使用连词

when / whenever、while、as、as
 

soon
 

as 等,还可使用 the
 

in-
stant、the

 

moment、directly、immediately 等特殊连词;汉语

同时复句主要使用连词“当……的时候” “当” “时”以及

“刚”“一”“正”“恰好”和与之匹配的“便”“就”。
  

同时复句的已有研究集中在形式标记上,如:when
的多义性(Declerck

 

1997)、when 和 while 的区别与联系

(Vega
 

et
 

al.
 

2007)、表达同时关系时“正” 出现的位置

(王志
 

1998)、“当”的语法化(王耿
 

2014)、“时”的语法

化( 江蓝生
 

2002 )、 “ 的时候” 的意义和作用 ( 黄敏
 

1999)、“正在 VP1,VP2”句式特点(龚琼芳
 

2018),等等。
还有研究聚焦复句内两个分句的语序,如:when 从句可

位于复句的前、后分句(Quirk
 

et
 

al.
 

1985)、“当……的时

候”“ …… 时候” “ …… 之时” 分句只能居前 ( 陈春华
 

2004)。 也有研究探讨古汉语中同时复句的特点和功能

(匡鹏飞
  

2010)、古代汉语“当 X 时” 结构(王耿
 

2014)
等。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同时复句,构拟同时复句

的基本概貌,但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同时复句表

达哪些具体的语义关系? 从属和复合形式是否为英汉

语同时复句的主要表达形式? 复句内分句的优势语序

是什么? 这些语序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本文尝试回

答这些问题。

　 　 2.
 

英汉同时复句表达的语义关系
   

同时性是指事件发生在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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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件在时间域中有重合部分。 根据没有“先后之分”
的时间长短以及动作的重复性和时序性,可分为点与点

的同时、点与段的同时、段与段的同时。 英汉两种语言

表达同时语义关系存在较多共性。
2. 1

 

点与点的同时

两个分句表达的事件同时发生,而且是一次性、短时

的,称之为点与点的同时。 句中两个动词都是非延续性动

词,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瞬间存在,又同时消失。 如:
(1)a.

 

I
 

saw
 

him
 

yesterday
 

when
 

he
 

came
 

out
 

of
 

the
 

church.
b.

 

他昨天从教堂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①

例(1b) 是例 ( 1a) 的中文翻译。 came
 

out
 

of、 saw、
“出来”“看见”都是非持续性动词,表明这两个事件同

时发生、不持续、不重复,在一个时间点上重合。
2. 2

 

点与段的同时

甲事件发生在乙事件的过程之中,通常情况下,甲
事件无延续性或只有较短的延续性,使用非持续性动

词,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乙事件具有延续性,使用持续性

动词,持续一个时间段。 甲事件的时间点与乙事件的时

间段中的某一点重合,称为点与段的同时。 英语同时复

句中,表达甲事件的动词用非进行体,表达乙事件的动

词可用进行体或非进行体,连词可用 while、when、as。 汉

语同时复句中,连词多用“(正 / 当)……的时候”。 如:
 

(2)a.
 

They
 

arrived
 

while
 

we
 

were
 

having
 

dinner.
b.

 

他们来时,我们正在吃饭。 (《朗文当代高级

英语辞典》第四版)
  

例(2b)是例(2a)的中文翻译。 arrived、“到达”是非

持续性动词,表达的事件发生在某一个时间点上,were
 

having
 

dinner、“在吃饭”是一个持续性动词的进行体,表
达的事件持续在一个时间段上,arrived 发生在 were

 

hav-
ing

 

dinner 之中,二者在时间域中有短暂重合,但 arrived
结束时,were

 

having
 

dinner 还会持续。
2. 3

 

段与段的同时

两个分句表达的事件同时发生,都有延续性,而且

延续时间大致相等,称为段与段的同时。 句中两个动词

都是持续性动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发生。 英语用时态

标记和连词 when、while 等,汉语用“(正)(当)……(的)
时(候)”,或者使用对照式并列复句。 如:

 

(3)a.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while
 

he
 

was
 

playing
 

the
 

piano.
 

b.
 

我在做饭时,他在弹钢琴。
        

c.
 

我做饭,他弹琴。
例(3b)、例(3c)都是例(3a)的中文翻译。 was

 

cook-
ing(在做饭)、was

 

playing(在弹钢琴)都是两个持续性动

词的进行体,都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域中重合。 译文(3b)
带有同时性的标记词“时”,译文(3c)则用对照式复句,
都能传达原文中“做饭”“弹琴”两个事件的同时性。

   

值得注意的是,英汉同时关系在实际运用中都是相

对的。 两个事件可能完全同时发生,也可能是其中一个

稍早,然后两个事件同时持续,在时间域中重合,直至结

束,所以本文仍然理解为同时关系。 如:
(4)a.

 

黄灯亮时,门开启。 (Door
 

opens
 

when
 

yellow
 

light
 

glistens. )
     

b.
 

红灯亮时,门故障。 (Door
 

malfunctions
 

when
 

red
 

light
 

glistens. )
例(4)为地铁提示语。 例(4a)中,黄灯先亮,门随后

开启,这时,黄灯仍然在闪烁。 黄灯亮起,是为了给乘客

信号,但实际上,两个动作在时间域中有重合。 例(4b)
中,门有故障,智能系统识别之后就发出红灯信号,故障

的状态在持续,而红灯也继续在亮,是同时关系。

　 　 3.
 

英汉同时复句语法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英汉同时复句有从属和复合两种语法表达形式,绝
大多数“以一事为另一事的时间背景,就是说拿甲事来

指乙事发生的时间”(吕叔湘
 

1982:370),这种从属关系

理所当然由从属形式表达。 因此,同时复句主要表现为

从属形式,其次为复合形式,再次为其他特殊表现形式。
3. 1

 

从属形式的典型标记

英语同时复句的典型表达形式是用连词 when 引导

时间状语从句,修饰主句,二者构成主从复合句。 有时

为了突出强调从句中动作发生的时间,when 前面可以添

加介词短语 at
 

the
 

time / break / moment 等, 译为 “ 正在

……(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在介词短语之前加上程度

副词 exactly、just 等,形成 exactly / just
 

at
 

the
 

time / moment
 

when,强调两个事件高度同时,译为 “正在 / 就在……
时”。 如:

  

(5)Please
 

take
 

your
 

rings
 

off
 

when
 

you
 

work
 

with
 

food
 

by
 

hand. (当你用手操作食物时,请把戒指摘下来。)(美

国国家语料库)
  

(6) The
 

officers
 

were
 

seeking
 

to
 

prevent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assault
 

took
 

place. (在袭击发生时,警官们

正在设法阻止那种情况的发生。)(英国国家语料库)
  

(7)It
 

happened
 

just
 

at
 

the
 

time
 

when
 

the
 

Tuscan
 

peas-
ants

 

were
 

abandoning
 

their
 

land
 

to
 

go
 

and
 

work
 

in
 

the
 

facto-
ries. (就在托斯卡纳农民弃地去工厂打工的时候,那件

事情发生了。)(英国国家语料库)
  

例(5)中,when 引导后置的时间状语从句,是典型

的英语同时复句表达。 主句中的非延续性动词 take
 

off
发生在从句中的延续性动词 work 过程中,二者几乎同

时发生,是点与段的同时。 例(6)和例(7)中,在后置的

时间状语从句引导词 when 前增加了强调同时的表达

just
 

at
 

the
 

time,根据动词的时态标记和意义,可以判断:
例(6)表达点与段的同时,例(7)表达点与点的同时。

  

汉语界普遍认为“(当)……(的)时(候)”是同时复

句的代表性标记② 。 “当……的时候” 所在分句说明另

一分句发生的时间,“当……的时候”所在分句相当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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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复合句中的时间状语从句,另一分句相当于主句。
“当……(的) 时(候)” 前面可以添加副词“正” “每”。
“正 / 每当……(的)时(候)”与英语 at

 

the
 

time
 

when. . .
的用法和意义接近,表示强调。 如:

(8)当孔雀忘乎所以开屏炫耀羽毛的时候,身体上

最污秽的部位也就一览无遗了。
  

(9)正当大家撤离水库休息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坝

基底部有松软的泥沙层。
  

(10)每当我一闻见花香,无论是清新的,还是浓烈

的,都很舒服。 (以上三例均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复

句语料库)
  

例(8)表示“开屏”和“一览”同时发生,“开屏”是为

了说明“一览” 发生的时间,孔雀“开屏” 时会有人“看

见”,“开屏” 多长时间,观众就可以“一览” 多长时间,
“开屏”结束,“一览”也就结束。 例(9)中“正当……的

时候”分句中的动作是一次性行为,而例(10) 中“每当

……(的时候)” 表示多次重复的行为。 与英语不同的

是,“正当……(的)时(候)”“每当……(的)时(候)”前

面不能再增加任何副词。
3. 2

 

复合形式的典型标记

英语中 and 连接两个分句,形式上是并列关系,实
际上是同时关系。 与 and 表示纯粹并列关系不同,同时

关系一般要满足两个条件:两个事件在语义上具有反义

性,在时间上存在同时性。 如:
  

(11)a.
 

The
 

phony
 

war
 

has
 

finished
 

and
 

the
 

real
 

refer-
endum

 

campaign
 

has
 

begun. (D’Souza
 

&
 

Ng
 

2013:
 

922)
b.

 

冷战已经结束,真正公投运动已经开始。
例(11b) 是例( 11a) 的汉译。 has

 

finished (已经结

束)和 has
 

begun(已经开始)是反义关系,一个动作的结

束和另一个动作的开始在时间域中有短暂重合,因此

“结束”和“开始”同时发生。
  

汉语中也有复合形式表达同时关系,典型标记是

“而”,与 and 一样,连接两个相反事件且具有同时关系,
如例(12a)。 汉语比英语还多两种情况:一是还可以使

用副词“却”,放在后分句的主语之后,除了表达同时,还
兼有对照,如例(12b);二是配套使用“而”和“却”,分别

放在后分句主语的前后,如例(12c)。
(12)a.

 

座位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领座员朝客人

们鞠躬,而他在一边温和殷勤地看着。
     

b.
 

我在向左走,你却在坐电梯。
     

c.
 

我在向左走,而你却在坐电梯。 (北京语言

大学 BCC 语料库)
  

汉语同时复句的复合形式也可以是无连接标记的

两个并置小句。 英语分句之间通常必须有连词,没有连

词的两个小句是两个单句,二者构成一个句群而非复

句。 汉语两个分句意合,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但也必须

满足两个事件是反义或对照关系且存在同时性,如例

(13);或者两个事件是平列关系且存在同时性,如例

(14)。
(13)王老师教一班语文,何老师教二班语文。
  

(14)一大早,妈妈在厨房炖肉,爸爸在室外劈柴。
  

3. 3
 

同时复句表达形式的互补性

从属形式和复合形式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互换,体
现了语言表达概念的手段多样性,但一般可以形成互补关

系,共同表达同时关系。 在从属形式内部,多个从属连词

之间也形成互补,一起表达同时关系。 英语同时复句常见

的连词有 when、while、as,表达的侧重点不同:when 多用来

表达点与段的同时,while 强调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持续

时间较长,多用于表达段与段的同时;as 强调两个动作行

为碰巧同时发生,多用来表达点与点的同时。 如:
(15)His

 

wife
 

and
 

two
 

kids
 

were
 

forced
 

to
 

lodge
 

with
 

friends
 

while
 

they
 

searched
 

for
 

new
 

digs. (他们寻找新的地

块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迫住在朋友家里。) (英国

国家语料库)
  

(16)I
 

saw
 

Peter
 

as
 

I
 

was
 

getting
 

off
 

the
 

bus. (我下公

共汽车的时候看见了彼得。)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

典》第四版)
  

例(15)中,lodge、search 两个动作同时发生、同时延

续;例(16)中,saw、getting
 

off
 

the
 

bus 表示瞬间发生的两

个同时事件。
  

汉语同时复句中“(当)……(的)时(候)”的各种变

体形成互补分布:在时间分句之首,使用“当 A,(就) B”
格式;在时间分句之后,使用“A 时,B”格式;分置在时间

分句的首尾,使用“当 A 的时候,B”格式(王缃
 

1985)。
除了常用标记 “ 当 …… 的时候”,还有 “ 正 ( 在) VP1,
VP2”结构,通常包含“忽然、突然、蓦地”等表示意外的

词语(王志
 

1998;龚琼芳
 

2018),这些关联标记互补使用

的时候多,互换使用的时候少。 如:
(17)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忽然棉布门帘被撩开

了,伸进一个年轻姑娘的头来。 (马烽《结婚现场会》)
  

英语同时复句的关联标记还可以由连词 as
 

soon
 

as、
名词短语 the

 

instant、the
 

moment 或副词 directly、immedi-
ately 充当,都表示复句中的两个事件紧密相连,间隔极

小,译为汉语的“一……就……”,属于其他词类扩展充

当同时复句的连词。 如:
 

(18)As
 

soon
 

as
 

she
 

entered
 

the
 

room,
 

she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她一踏进房间就知道有什么不对

劲了。)
 

(19)Jen
 

burst
 

out
 

laughing
 

the
 

instant
 

she
 

walked
 

in.
(她一走进来,珍就大笑起来。)

 

(20) I
 

came
 

directly
 

I
 

got
 

your
 

message. (我一得到你

的消息就来了。)
 

(21) Immediately
 

you
 

begin
 

to
 

speak,
 

he
 

gives
 

you
 

his
 

full
 

attention. (你一开始说话,他就会全神贯注地听。)
(以上四例均来自《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

  

汉语中名词短语和副词不能充当连词,不能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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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复句中。 “一……就……”构成紧缩句,表示两个事

件在时间域中重合,几乎同时发生,除了逻辑上的条件

关系之外,还有时间上的同时关系。 部分复句可以看作

同时关系,属于其他语义关系扩展充当同时关系。 如:
(22)父母如果心一软,一迁就,事情就进行不下去

了。 (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复句语料库)
  

　 　 4.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语序及其制约条件
  

如果两个物质同时运动,或者两个事件同时发生,
用于表达这种同时关系的分句该如何排序? 英汉同时

复句是否存在相同理据? 下面将进行对比探讨。
4. 1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优势语序

4. 1. 1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不同优势语序

英语时间从句在前在后都是常态,汉语时间从句严

格控制在前分句。 跨语言研究结果显示,时间从句主要

有两个位置:前后均可和只能在前。 汉语时间分句通常

只能前置,英语时间分句前后均可(Diessel
 

2005)。 但细

究起来,英语 when 从句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略少于在

后分句。 Diessel(1996)统计了英语时间从属连词的出

现频率,when 从句在前分句 52 例,占比 45%,后分句 65
例,占比 55%。 陈春华(2004)统计了英汉语时间分句的

语序:when 从句在前、后分句分别有 15 例、35 例,分别

占 30%、70%;汉语中时间分句前置 49 例,占 98%,后置

1 例,占 2%。
4. 1. 2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位置存在差异的语言类

型解释

Diessel(2005)调查分析了 40 种语言之后指出:OV
语言中,时间分句在前,标记词通常在时间分句句尾;VO
语言或者极少数 OV 语言中,时间分句在前、后都常见,
标记词位于时间分句句首;这两种情况各占一半。 英语

是 VO 语言,同时复句中时间分句在前、后都很普遍,连
词在分句句首,符合上述规律。 但是,汉语同时复句内

分句语序不完全符合这条规律。 时间分句在前,标记词

可在时间分句句首, 也可在句尾。 “ 当 …… ( 的) 时

(候)”是汉语同时复句的典型标记,“当” 和“(的) 时

(候)”分别位于分句的首尾;若“当” 省略,则“(的) 时

(候)” 不能省略,且“(的) 时(候)” 位于分句句尾;若
“(的)时(候)”省略,则“当”不能省略,且“当”位于时

间分句句首。
  

汉语时间分句在前,但汉语主要是 VO 语言,与

Diessel(2005)总结的语言共性不一致。 现有研究表明,
汉语(及其大多数方言) 是 VO 和 OV 并存的语言(方

言),但以 VO 型为主。 桥本万太郎(2008)认为中国南

部的汉语以 VO 结构为主,北部的汉语以 OV 结构为主。
刘丹青(2013)在语料中发现,吴闽方言是最弱的 VO,官
话是温和的 VO,粤语是强烈的 VO。 金立鑫、于秀金

(2012)调查了 10 组相关语法组配发现,普通话有 4 组

兼有 OV 和 VO 组配,3 组倾向于 OV 组配,3 组倾向于

VO 组配。 如果 Diessel(2005)的总结规律考虑汉语的情

况,就需要修改,将“只有 OV 语言” 改为“绝大多数是

OV 语言”。 这一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2

 

英汉同时复句中制约分句位置的因素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之间的相对位置一般受六个

因素的制约。
  

1)整句平衡美感:从句子平衡的角度来看,前分句

稍微简短,后分句稍微繁长,否则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

“失重感”。
  

2)信息结构安排:一般而言,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

后;英汉同时复句中,承载旧信息的分句在前,承载新信

息的分句在后。
  

3)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这是决定分句顺序的最重

要因素。 同时复句中分句的语义关系是同时,但具体语

义关系是点与点、点与时、时与时的同时,如何识别这种

关系? 姚双云(2012:11)认为,“言者的主观视点对句子

的语义起主导作用”。 英汉语关联标记 when、as、while、
“(当)……(的)时(候)”所在的时间分句定位另一分句

中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言者通常先定位再叙述事件。
因此,充当话题 / 预设 / 背景 / 共识等功能的时间分句在

前,充当焦点 / 重心功能的另一分句在后。
  

4)语篇连贯性:从语篇连贯的角度来看,前分句承

上,后分句启下。
  

5)大脑加工信息的难易度:关联标记出现越早,大
脑加工起来就越容易,时间分句带有关联标记,时间分

句在前的句子就容易加工。 具体而言,时间标记词提示

大脑,该分句是背景信息,往后是焦点信息,在背景信息

的基础上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焦点信息( Hawkins
 

1994)。
反之,不带标记词的分句在前,大脑扫描完成对它的加

工之后,再遇到标记词,会认为带标记词的分句说明前

句,那么它会返回到前句,再结合背景信息理解一遍,就
有些费时费力。 因此,大脑更倾向时间分句在前、另一

分句在后。
  

6)语言与认知的象似性:从语言、人脑、世界三者的

关系来看,与人类认知世界规律相似的语言顺序更受欢

迎。 Greenberg(1966)认为语言的顺序遵从实际经验或

知识的顺序,Comrie(1986)认为句间顺序遵循时间指示

上的顺序。 同时复句,即使是早一秒发生,也是先发生,
两个事件的发生存在严格的一先一后。 “象似性”解释

主句、从句的顺序,主张先发生的先说,后发生的后说。
  

上述六个因素都对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位置产生影

响,最终呈现的语序就是这六个因素竞争的结果。 如:
  

(23)a.
 

When
 

we
 

arrived
 

in
 

Berlin
 

it
 

was
 

dark.
      

b.
 

It
 

was
 

dark
 

when
 

we
 

arrived
 

in
 

Berlin. ( Dies-
sel

 

2005:
 

450)
c.

 

我们到达柏林的时候,天黑了。
例(23c)是例(23a)和例(23b) 的汉译。 从整句平

衡美感来看,例(23b) 是优势语序;从信息组织结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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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例(23a) 是优势语序;从分句之间逻辑语义关系来

看,例(23a)是优势语序;从语篇连贯来看,选例(23a)或

例(23b);从大脑处理信息的难易度来看,选例(23a);从
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来看,选例 ( 23b)。 综合来看,例

(23a)符合更多制约因素,比例(23b)更具优势。 该结论

得到语料库的检验:在英国国家 BNC 语料库中检索

when
 

we
 

arrived,共计出现 128 例,在复句前后分别有 74
例、54 例,比例分别为 58%、42%。

  

这六个因素对同时复

句中分句顺序的影响有大有小,最重要的是分句之间的

逻辑语义关系,最不重要的是句子平衡美感。 至于它们

各自所占比重,我们将另外撰文。

　 　 5.
 

结语
  

同时复句中分句所述的事件同时发生,这种同时性

体现为点与点的同时、点与段的同时、段与段的同时,主
要以带从属关联标记的从属形式表达出来,英语最常用

的关联标记是 when,其他关联标记与之互补共同表达同

时语义;汉语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当) ……(的) 时

(候)”,其变体“当……” “ ……(的)时(候)”也可互补

使用。 英汉也都用复合形式表达同时关系:英语用连词

and;汉语用连词“而”或者并置无连接标记的两个分句。
英语同时复句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 when,但 when 还有

其他意义;汉语同时复句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当)
……(的)时(候)”,只有一种意义;when 和“当”都位于

分句句首。 英汉同时复句的优势语序是:英语时间分句

在复句的前、后都是常态,汉语时间分句严格在前。 这

种顺序受六个因素的制约:整句平衡美感、信息组织结

构、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语篇连贯、大脑加工信息的难

易度、语言认知象似性,这六个因素竞争的结果就是同

时复句中分句顺序的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同时复句中分句的顺序与语言

类型 VO / OV 不完全一致,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个制

约因素对同时复句中分句间顺序影响的权重,尚需细致

考察和深入探究。

注释:
①

 

本文例句未标注出处者,均为笔者自省例句且给出译文。
②

 

汉语学界对“当……(的)时(候)”有三种看法:“当”是连词,“时 /
的时候”是时间助词,参见秦旭卿“‘当’ 和时间复句”,《吉首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第 82-87 页; “ 当” 是介词,
“时 / 的时候”是名词,参见陆俭明“现代汉语时间词说略”,《语言教

学与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24-37 页;“当”是连词,“时 / 的时候”
也是连词,参见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3 年,第 148 页。 本文倾向将“当……(的) 时(候)” 界定为

框式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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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Lihua Jiang, Chong Han, Jinlin Jiang, and Yue Feng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complex activity that involves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all participant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oday’s global-
ized world. A focus on sociolinguistic questions and on considerations as-
sociated with the interpreter’s presence and actions has led to opposing views 
ranging from that of “verbatim” interlinguistic reproducer or “conduit” to that 
of “advocate,” “cultural broker,” or “coordinator.” Still,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rarely mode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on-site decisions during a specific communication ev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in a given communi-
cative situation within a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by means 
of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hich show the interplay of static and dynamic 
TRIM parameters. Thus, the interpreter’s role is no longer defined by the 
verbatim-mediation dichotomy but rather reflects a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that evolves as the communication develops and off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reter’s complex and important social role.

Keywords: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filtered messages

Introduction

With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increase in transnational migra-
tion,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urt and police 
interpreter’s role, as well as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
terpreter’s presence and actions. This discussion has led to opposing views on the 
interpreter.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preter may be viewed as an interlingual 
messenger who is expected to render utterances verbatim while remaining “neu-
tral” or “invisible” (e.g., Berk-Seligson 1990/2002; Goffman 1981; Morri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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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preter acts as a cultural mediator and may be expect-
ed to actively manage communication and render services that can be described 
as advocacy, cultural brokering, or coordination (see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araldi and Gavioli 2012; Davidson 1998, 2000; Metzger 1995, 1999; Roy 2000; 
Rudvin 2007; Wadensjö 1998).

Within the realm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the most widely acknowledged 
demand on interpreting with regard to quality is that it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message and style” (Gile 1992: 189; 1995: 26). Several studies on quality in inter-
preting (Bühler 1986; Kurz 2001; Moser 1996) consider accuracy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high-quality interpretation.1 Language interpreters are, therefore, of-
ten portrayed as “conduit” language facilitators (Reddy 1979).

However,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interpreter’s role has described medi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preter as “involvement” (e.g., Gentile et al. 1996; Opraus 
2003; Pöllabauer 2004; Foley 2006), which differentiates it from the “content-ori-
ent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Gile 1995; Kalina 2002; Moser-Mercer 1996). 
Interpretation’s involvement has been researched (e.g., Wadensjö 1998) and posi-
tioned within discourse analysis (e.g., Roy 2000). Roy claims that a number of fac-
tors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potential interaction and medi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competence in a specific domain area,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ferred to as “people skills” (Bowen 2000) or “discourse manage-
ment skills” (Roy 2000: 6; Pöchhacker 2004: 187).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interpreting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research in-
terpreting as active discourse manage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er’s medi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dentity, role, and power of the mediator 
in the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and “culture.”(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araldi and Gavioli 2012; Davidson 1998; Mason 2001, 2004, 2012; Roy 
2000; Wadensjö 1998). These researchers have devoted attention both to socio-
profess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nd to the elemental level of interac-
tion in social processes, that is, the way interpretation is organized in any given 
sociocultural context. To date, academic studies have discuss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preter’s conflicting role from ethical (Metzger 1995; 
Roy 2000; Wadensjö 1998), linguistic (Meyer 2004; Apfelbaum 2007) and didac-
tic points of view (Brunette 2003; Carr et al. 1997; Hale 2007; Pöchhacker 2004; 
Roberts et al. 2000).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social factors’ influence on 

1. Bühler’s (1986) research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shows that criteria for interpreting quality 
includes not only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but also a “pleasant voice, native accent, 
and fluency of delivery.” Moser-Mercer (1996: 50) also suggests that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riteria such as team discipline, adaptability, flexible scheduling and availability may be part of 
the quality of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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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er’s role (see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ut little interest has been 
shown in modeling the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or determine the interpreter’s 
role in actual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ve events. In the past decade, 
sociolinguistic questions and discourse considerations have been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Still, many authors associate the interpreter’s various role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n which the interpretation takes place, claiming that the 
interpreter’s role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discourse con-
siderations have increasingly gained prominence within this view over the past 
decade (e.g., Berk-Seligson 1990/2002; Wadensjö 1992, 1998; Tebble 1996, 1998; 
Meyer 2000, 2004; Pöllabauer 2003, 2004; Sauerwein 2006).

The interpreter’s conflict, however, remains unresolved today, as the research 
of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and Shlesinger (2008) vividly illustrate the inter-
preter’s challenge of responding to two interlocutors simultaneously. The debate 
regarding the community interpreter’s role questions whether and, more specifi-
cally,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the interpreter may “mediate” communication 
by rendering a novel, non-verbatim utterance. Even though a general Code of 
Ethics establishes collective conduct guidelines, in an actual situation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are often at a loss as to how involved they should be.2 Nevertheless, 
a general code of conduct cannot anticipate every possible situation that arises 
for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and a general code of ethics cannot account for every 
possibi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model a set of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and to describe how these parameters’ interaction de-
termines the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in any given interpreter-me-
diated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It is suggested in the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system (Jiang 2011), 
that static and dynamic parameters interact in a triadic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when an interpreter produces a target message. This interplay is here assumed to 

2. Code of Ethics (also called Code of Conduct) is a set of rules requiring interpreters to trans-
late closely and accurately to the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It first appeared in court 
interpreting scenarios and differs from one district or country to another (U.S. Code, Australian 
Code, UK Code, etc.).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see Angelelli (2007), Berk-Seligson 
(1990), Hale (2004) and Mikkelson (2000).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277

take place in the form of a number of interpreting filters through which a source 
message (M) is rendered as a target message M’.3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texts” are not considered “as 
static objects, but as dynamic means of expressing intended meaning” (Brown 
and Yule 1983: 24). Sinc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re traditionally responsible 
for uncovering implicit meanings in the coherence-establishing process, the inter-
preter is a cooperative partner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continuity of meaning. 
To achieve this aim, the interpreter includes his/her own assumptions and infer-
ences in the communicative event during which the interlocutors cannot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interpreter’s responsibility is to use 
the means he/she deems appropriate to ensure sense continuity (coher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herence, then, in an interpreted message sequence will be para-
mount in discuss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TRIM identifies and describes static parameters for the analysis of interpre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atic parameters describe knowledge parameters, first, 
as the holistic structures that relate content and functional elements in reflection 
of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er’s, assumed world knowledge. 
This assumed world knowledge encompasse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domain 
elements necessary for communication. Moreover, situation-specific knowledge 
particular to the discourse situation is included, such as type, time, and place 
characterizations,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mutual attention (from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topic emanates),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and the interlocu-
tors’ interest in the discourse.

Dynamic parameters in TRIM show the interplay of these parameters in a 
tetradic speech act sequence of turns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in Sunwoo 2008). The original tetradic speech acts model shows the interac-
tion of communicative partners in a monolingual situation in its four dimensions: 
communicative partner A’s utterance; communicative partner B’s reacti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B’s reaction by A; the acknowledgement of A’s acknowledge-
ment by B. In the sequence, each turn influences the following turns. The reac-
tions and acknowledgements can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Negative reactions and 
acknowledgements may stem from one partner’s un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s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directly and therefore may not be aware of this prima facie, but the inter-
preter must recognize these underlying dimensions of meaning. As an example, 

3.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 is proposed by Jiang (2008, 2011) to encompass the interpreter’s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ion decisions during the formulation of a target messag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essage’s adequacy and coherence, these decisions may lead to variation in the 
source language utt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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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wareness is important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preter in order to detect a com-
municative partner’s “double bind”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tetradic 
sequence interaction of an interpreter as a “third party.” All possible other turns 
or turn exchanges — that is,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interpreter’s clarification 
or corrections — can be explained within this recursive tetradic cycle, but these 
elements will not be shown in exhaustive detail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n interpret-
er-medicated communication, the primary speakers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an interpreter; the interpreter, therefore, assumes responsibil-
ity for understanding an utterance and making an acknowledgement with primary 
speakers.

Within the tetradic exchange, dynam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parameters in-
volve understanding and reproducing a message.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inter-
pret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ssage and his or 
her decisions regarding what source information to transfer and how to transfer 
the source message.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o be interpreted is assumed here 
to be determined by discourse objectives and coherence criteria depending on 
what the interpreter is able to qualify as coherent, a-coherent, and non-coherent 
(Mudersbach 2004: 250), both “locally” (ibid:260)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
ously interpreted actual discourse.4 Further criteria assumed in the interpreting 
filters are: (1) the general communicative goal and the discourse purpose; (2) the 
coherence of the source message as understood by the interpreter and measured 
by topic or isotopic continuity; (3) potential knowledge differentials, which the 
interpreter needs to balance; and (4) the partners’ interest, as perceived by the 
interpreter in reaching the specified discourse purpos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ithin TRIM,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are defined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source message M is rendered from its original state into its interpreted message as 
target message M’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everal interpreter-applied interpret-
ing filters. The interpreted message M’ reflects the interpreter’s own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may differ from the primary partner’s understanding 

4.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herent,” “incoherent,” and “a-coherent” messag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elements of a turn exchange are explicitly related (coherent), are incompatible (in-
coherent), or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a-coherent). This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in the inter-
preter’s manipulation of a message through deletion, addition, or condensation. Coherence is 
here understood as depicting the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es and rhemes in a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urn exchange (Mudersba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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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riginal message M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preter. Wadensjö 
(1998) first developed a scale, which Rosenberg (2001) later adopted, to categorize 
these types of messag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nterpreter’s role. This scale is: 
zero (totally deleting the original message); partially invariant, comprised of the 
restructured partially invariant 1 (substituted — expanded or reduced — render-
ing) and the clarifying partially invariant 2; variant (coordinated or mediated) 
and invariant (verbatim rendering). This scale reflects the continuum of the inter-
preter’s scope of action which can now be described as being motivated by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interpreter decisions.

Classification of filtered messages (M’)

TYPE I: Zero target message M’ (zero rendition)

Zero target message refers to a message that is not reproduced in the target dis-
course, that is, the deletion of a source message in both content and function. 
The term derives from Wadensjö’s understanding of “zero renditions” as “cases 
when ‘originals’ are left untranslated” (1998: 108). According to Rosenberg’s re-
search (2001), certain utterances, such as banter, phatic expressions, repetitions, 
and anything unrelated to the interview goals, can sometimes be omitted without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 interpreted speech event.

TYPE II: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ategory 1 (restructured)

Most interpreted messages are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1 messages, which may 
include any lexical, syntactic, or stylistic modifications made as necessary when 
interpreting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is category encompasses reduced, 
expanded, paraphrased, and summarized renditions that may be necessary for 
coherence and that derive from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domain knowledge dif-
ferences. These modifications serve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and include 
“expanded renditions,” “reduced renditions,” “summarized renditions,” and “sub-
stituted renditions” (Wadensjö 1998: 107–108); “qualifier[s]” and “elaboration ad-
ditions” (Barik 1994: 125–126); and “explanat[ions]” (Jakobson 1990: 75).

TYPE III: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ategory 2 (request for 
clarification)

Partially invariant 2 target messages appear when a message presents the interpret-
er with coherence problems, that is, an implicit, isotopic meaning that is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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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ither the interpreter himself or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5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discourse purpose, the interpreter may request that the original 
message producer clarify the unclear meaning so as to secure proper coherence in 
communication.

TYPE IV: 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mediated)

The term variant target message includes all interpreter interventions under 
Wadensjö’s (1998: 107–108) “zero rendition,” “non-renditions,” “expanded rendi-
tions,” “reduced renditions,” and “summarized renditions” categories, which strive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despite the discourse partners’ potentially con-
flicting interest.

TYPE V: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lose and verbatim renderings)

Lay pers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ing areas tend to value 
invariant interpretation. The general code of ethics and many community inter-
pretating guidelines demand invariance — “accurate” or “verbatim” interpreta-
tion — and invariant interpretating is particularly common among and relevant 
to police hearings and court interpreting discourse although court representatives 
openly concede that an interpreter, of course, needs to make sense of a message 
before interpreti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s agree that requests 
for invariance are naïve. Indeed, renditions that do not deviate from the source 
utterance cannot be provided;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erpreter’s 
coherence-building strategie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hypoth-
eses, world knowledge interactions, and the verbalized contents of a message, have 
not been clearly documen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refore, here a verba-
tim rendition will not be assumed to be realistic and will refer to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s instead of the idea that invariance exists only as far as meaning is con-
cerned. Invariance refers to all meaning dimensions included in Schulz von Thun’s 
communication model (1981), as well as in Wadensjö’s “close rendition” category,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found explicitly expressed in the 

5. Isotopy is a firmly-established text linguistics concept indicative of text coherence. It is from 
this discipline, specifically from text analysis, that the concept of isotopy enter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mostly as a means of ensuring full source text comprehension (Thiel and Thome 
1988, 1996). Nevertheless, isotopy transfer conditions, including potential invariance in trans-
lation, have hardly been discussed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see Mudersbach and Gerzymisch-
Arbogast 1989).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281

‘rendition’ must be equally found in the preceding ‘original,’ and the style of the 
two utterances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Wadensjö 1998: 107).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During the interpreter’s filtering process, a number of filters operate on the origi-
nal message and influence the target message’s content and function. These filters 
are described herein as purpose, coherence (in the sense of topic and isotopic con-
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and are activated in that ord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verifies whether a messag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agreed-upon discourse purpose. This first filter presupposes the cooperation of 
all discourse partners by means of Herbert Grice’s maxims (1975) in the form of 
a “contract” (Tebble 1996) that the interpreter has clearly defined and targeted 
skopos in mind as a base from which to adopt and ada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6

The following question guides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as he filters the origi-
nal message M in view of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 sourc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achieving the overall communicative goal and the specific discourse purpose?

The following example is taken from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terpreting at 
an international auto mechanics fair in Frankfurt am Main (Jiang 2011: 120). In 
the course of a Brazilian purchasing manager introducing his factory to a Chinese 
supervisor, the purchasing manager stares at the interpreter and says, “You’re a 
beautiful woman.” The male Brazilian client’s remark about the female interpret-
er’s looks fall und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category. Therefore, utterances 
similar to those expressed in this example can be left out by the interpreter due to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general communication goal and discourse purpose.

The coherence filter

The coherence filter contextualizes an individual message exchange, that is, it links 
an individual message to its topical continuity and it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
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isotopy dimensions in previous and successive tetradic 
exchanges. Thus, the coherence filter allows overall continuity of the discourse. 

6. Skopos is Greek for “purpose.” Vermeer’s skopos theory (1978: 100) postulates that, in general, 
it is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the target text that must determin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
gies. From this proposal, Vermeer derives the skopos rule: Human action (and its subcategory 
of transla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purpose (skopos) and is, therefore, a function of its purpose.



282 Lihua Jiang, Chong Han, Jinlin Jiang, and Yue Feng

Moreover, coherence influences the target message by requiring judgments as to 
whether the many dimensions of a message are mutually comprehensible and, 
thus, relevant in the light of the entire interpreted event.

The coherence filter po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o the interpreter:

1. Are the topic and the source message’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
indicative dimensions compatible with the overall discourse purpose?

2. Are there signs that indicate that one of these dimensions is characteristic of 
a particular message (and thus may be negligible and result in zero rendition) 
or that it is a continuously- and coherently-developed dimension that is co-
herent with previous or anticipated discourse exchanges such that it must be 
interpreted?

The coherence filter is a powerful filter for the interpreter and involves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restructure (summarization, expansion, or reduction) or deletion 
(zero rendition) of messages. In the reproduction dimension, a coherence filter 
also verifies the local meaning dimensions to be transferred (separate isotopies) 
against global coherence. Coherence in the reproduction filter focuses on message 
transfer that closes gaps between different isotopies while including the top-level 
isotopy. Thus, interpreters may downplay a message by omitting th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s (see Schultz von Thun 1981), by structuring a message 
in order to be fully comprehended by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 and by 
us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message.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uses topic development in discourse as an indicator of 
coherence. Explicit or implicit theme progression may establish topic continuity. 
Explicit theme continuity develops via recurrent or derived topics and implicit 
theme continuity by establishing thematic progression via textual or world hy-
pothesis with the recipient or analyst. Topic identification derives from the Fan 
Fix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FFCM) and integrates the interpreter who, with 
his/her on-site decisions about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shared focus and per-
spective, establishes coherenc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7

Shared focus, therefore, is a vital coherence-establishing element in all phas-
es of the interpretating process. This shared focus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7. Fan Fix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shows the components of a message and the message’s 
themes and rhemes from both the speaker’s and hearer’s points of view. Gerzymisch-Arbogast 
(1987, 2003) and Gerzymisch-Arbogast and Will (2005) have applied this model to monologic 
texts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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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er when preparing for or reworking a particular assignment as Martin 
Will (2009) suggests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milarly, this focus is an ori-
enting element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it helps prevent unethical exten-
sions of the interpreter’s job, as in lawyer-plaintiff interactions outside the court-
room (Hale 2007: 79), and rejects working condition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coherent discourse, as when courts allow only part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o-
ceedings that undermine coherence (Kadric 2000: 162).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itself, a shared focus limits distractions, sudden topic changes, or uncon-
scious linguistic mistak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guide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1. Is there a change in the original message that must be reproduced in the target 
message?

2. Is there a shift in theme, shared focus, or perspective in the original message 
that must be made explicit or that requires clarification?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pplies Schultz von Thun’s (1981) assumption that any 
message contains at least four dimensions: a factual, an appellative, a relational, 
and a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 which are equally applicable to a hearer (“four 
ears”) and a speaker (“four tongues”).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complements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s it establishes continuity of meaning dimensions, rath-
er than informational units, that may be implicit from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lthough isotopic continuity does raise contrastive language and cultural 
problems, its factual dimension may seem to be the least problematic dimension; 
in contrast, the appellative dimens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interpreter-medi-
ated communication because question-answer turns (such as in court situations or 
asylum hearings) usually contain a strong appellative component. The relationship 
dimens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because interpreting environments frequently 
involve asymmetric discourse partners — such as in doctor-patient or barrister-
defendant relationships — that require the interpreter to carefully balance the un-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And while the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 
may seem less crucial, it does aid the interpreter in judging a discourse partner’s 
credi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between discourse partner interests or 
styles. The interpreter, therefore, has to ensure that s/he comprehends the source 
message in it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potentials and that 
s/he filters the target message by deciding (a) which of the abovementioned iso-
topic dimensions are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target message, (b) to wha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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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 in which form they are to be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neglect 
the comprehension dimension of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will 
assume that the interpreter fully understands all four dimensions involved and 
that dimension decisions rela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ly. I 
will therefore concentrate on the decisions that fall within the interpreter’s action 
latitude in reproducing a target message M’.

The following question guides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1. Can the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s of a 
message be reproduced in a target message?

The knowledge filter

The knowledge filter proceeds from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ir 
holistic description (Mudersbach 1991). Elements of relevant knowledge systems 
are “concretized” in message exchanges a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anifesta-
tion, see Floros 2003) or as domain knowledge systems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omain knowledge systems, see Will 2009).

The interpreter must bear in min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filter:

2. Is th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communicative partner B’s linguistic and cul-
tural system, norms, and conventions?

3. Does B have sufficient cultural, domain-specific, norm-related, and commu-
nicative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ithout clarification or expli-
ca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ay lead the interpreter to make message restruc-
turing decisions, such as restructured renditions and clarification interventions. 
Assumed cultural knowledg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ediating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s; patients from European and African cultures find reception of in-
formation empowering and believe that obtaining illness-related information is 
positiv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western physician’s con-
cern for the Chinese patients’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conflicts with 
Chinese patients’ family-centered culture (Hsieh 2004: 19). Without understand-
ing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western physicians may be troubled by a Chinese 
family’s controlling behaviors and by the patient’s indifferent attitude, whereas the 
Chinese patient and family members may be angered by a healthcare provider’s 
insensitivity in delivering bad news to the patient. The interpreter thus assum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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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ole in transferring the information in a culturally-appropriate way so 
as to ensure effective medic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est filter

The interest filter is paramount to the interpreter’s filtration of the original message 
and answer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1. Is the sourc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discourse 
partners A or B?

If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No,” the interpreter will have to balance the diver-
gent interes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discourse purpose, coherence (topic continuity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a source message M will be 
interpreted into M’ as a zero,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1 or 2), variant, or in-
variant message.

Interplay of parameters: Filtered message flow and types

The discourse interpreter’s filtered M’ can now be positioned on a scale from zero 
to invariant M’, with scalar values of partially invariant M’ and mediated M’ as 
determined by the discourse purpose, coherence (topic continuity and istopic con-
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The assumption of filters makes it possible 
to specif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 comes about.

A zero M’ presupposes an original message M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or is incoherent. A 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 M’ (re-
duction, expansion, or summarization)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that they are incompatible regarding knowledge dif-
ferentials; that they involve a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 and B that can be balanced by reduction, expansion, or summariza-
tion of M in the filtering process; and that they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
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A category 2 partially invariant M’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that they are incoherent due 
to a lack of explicit or implicit topic continuity, isotopic continuity, or implicit 
meaning; and that they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
ests. Downplaying or emphasizing a message M in M’, therefor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bu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filters, a vari-
ant message. A variant M’ (mediation) requires that the original message M and 
M’ be within the discourse purpose; be coherent in topic continuity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be characterized by a manageable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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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ve partners; and involve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An invariant M’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global communicative 
and specific discourse purpose; are coherent in all implied meaning dimensions; 
involve a knowledge differential that can be balanced by reducing, expanding, or 
summarizing M in the filtration process; and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muni-
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Figure 1, below,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inter-
preter renders the messages.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M (I)

Yes

Yes

Yes

Yes YesYes

Zero M’
e.g. deleting

Type I

Partially Invariant
M’ (Category 2)
e.g. asking for 

clari�cation

Type III

Variant M’
e.g. mediating

i.e. downplaying

Type IV

Invariant M’
e.g. verbatim or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Type V

Partially Invariant
M’ (Category 1)

e.g. reducing,
expanding

Type II

No

No

Knowledge
Filter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Interest Filter

No

No

No No

Coherence
Filter

(I) = From Interpreter’s Perspective
M = Message (source Message)
M’(I) = (Interpreter’s Interpreted Target Message)

Figure 1. Interpreter’s filtering process (Jiang 2011: 131)

According to Figure 1, a source message goes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and yields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 interpreted messages, as follows:

– Path 1: discourse purpose (−): Type I (zero M’)
– Path 2: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knowledge differential (+): 

Type II (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 M’)
– Path 3: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

topic continuity (−): Type III (category 2 partially invariant M’)
– Path 4: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

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 Path 5: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com-

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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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6: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 Path 7: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V (invariant M’)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Background of the data analysis

The following analysis is based on an excerpt of Transcript/Tape Number 12 of Case 
I in the CERG project by Dr. Ester S M L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Dr. Xunfeng Xu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8 The following analysis 
considers the primary communicative partners to be the English-speaking pros-
ecuting barrister (BPE) and the Cantonese-speaking defendant (DC), consider-
ations that may pose cultural knowledge differentials that the interpreter must 

8. In the transcript, the defendant is cross-examined by the prosecutor barrister with the as-
sistance of a court interpreter. The complete proceedings of Case I consist of 18 transcribed 
audiotapes, in which six tapes are devoted to the witness and 12 to the defendant. In Case I 
the defendant “TCS,” a 30-year-old electronics salesman currently employed as a badminton 
coach, was accused of raping three teenage girls (“SSK,” “LHY,” and “LWY”) from 1998 to 1999. 
Witness LHY was one of the defendant’s badminton students, a 13-year-old school girl who 
offered evidence regarding three incidents of rap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committed against her. 
LMF is one of SKK’s former boyfriends.

Table 1. The transcription symbols in the analysis data
Symbol or 
Abbreviation

Meaning

= latch (no pause between turn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n overlap)
CAPITAL LETTERS emphasis
colons drawn out syllable, which can considered a hesitation
{ }
} {

faster
slower

[ ] describes nonverbal speech features; also, inaudible
(2.5)
 (.)

pause, timed in seconds
brief pause

BPE Barrister prosecutor’s message in English
ICT Interpreter’s Chinese interpretation
IET Interpreter’s English interpretation
DC Defendant’s Chines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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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pretations are referred to in the transcript as 
ICT and ICE, respectivel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one tetradic exchange is chosen to show how the dis-
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ork in an authentic situation. Recursive tetradic cycles 
explain all other possible turns or turn exchanges, includ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rresponding interpreter clarification or corrections, but will not be ex-
plained in detail at present.

Analysis of one tetradic turn ex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excerpt, the barrister defendant (BD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ree witnesses being questioned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summarizes the 
rape cases in English. The defendant then tells the victim SKK that he was marry-
ing someone else to get better housing.
1: BDE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my lord then asked this defendant was did 

you tell SKK and again his answer was yes then he explained that he 
told SKK because em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l to get the unit 
(.) So I suppose I believe as I said and that’s why I have to put forward 
this stop hand indeed he said he did tell S in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a house no matter it was a sham or whatever they leave it aside

2: [voices overlapped]

In the data for analysis, the barrister prosecutor, the defendant, and the court in-
terpreter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The author’s literal translation, verified by 
Dr. Ester Leung, corpus possessor, accompanies the transcribed Chinese data. The 
following is the overview of the analyzing data.

34: BPE That sort of (.) silly little trick that is of an immature girl isn’t it
35: ICT  咁呢一類呢係一啲好唔成熟嘅女仔玩嘅啲好傻嘅玩意嚟 係咪?
   Literal Translation:
   (So this is the sort of very immature, very silly trick of girl, isn’t it)
36: DC 我唔知係咪
   Literal Translation:
   (I don’t know if it is)
37: IET I don’t know if that’s true or not.
38: BPE That’s pathetic isn’t it?
39: ICT  咁係啲好:: em:: (1.0)好傻嘅嘢嚟(1.0)係好(.)咁樣做呢係好係好可

憐嘅嘢嚟

   Literal Translation:
    (This is very ..em.. very silly kind of things (1.0) very (.) This kind of 

action, is very very pathetic kind of things It’s very silly. That’s very 
pa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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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C 大人有時都會=
   Literal Translation:
   (Sometimes adults would do that.)
41: IET =Some (.) Sometimes adult would do that

Sequence 1
Turn 34 and Turn 35

Classifications
Original Message M 34
Language Direction English > Chinese
Speech Act Question
Interpreted Message M’ 35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V (variant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draws a conclusion with the link “so;” errone-
ously relates the attribute “immature” to “trick;” and adds the 
intensifier “very” to “silly” and “immature.”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 court’s definition of 
truth concerning a rape ca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ve part-
ners BPE and the defendant implies a certain amount of interest incompatibil-
ity, the extent of which the interpreter, and her ensuing interpretation, must 
feel.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be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From the interpreter’s perspective, coherence is insufficient 
and partial invariance bridges the identifiable linguistic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3.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BPE’s recurrent reference to ‘trick,’ which the inter-
preter reproduces by altering the reference of immature from ‘girl’ (original) 
to ‘trick’ (interpretation), demonstrates topic continuity in the original mes-
sage.

4.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ssuming continuity with the preceding exchange’s 
credibility isotopy, this exchange demonstrates isotopic continuity in the BPE’s 
suggestive trap of eliciting a negative response from the defendant. This nega-
tive respons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defendant’s desire to portray himself as 
an upstanding individual. Whether the interpreter is aware of this constella-
tion is unclear. Nevertheless, she intensifies the BPE’s derogatory allusion to 
the girl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PE’s implicit motive (credibility questio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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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come obvious to the defendant. She thus endangers the BPE’s hidden 
strategy in her effort to clarify the credibility issue with the defendant.

5. Interest filter: The BPE and defendant’s interests are incompatible.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Sequence 2
Turn 36 and Turn 37

Classification
Original Message M 36
Language Direction Chinese > English
Speech Act Answer
Interpreted Message M’ 37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I (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produces a more explicit statement.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interpreter assumes coherence to be insufficient, as evi-
denced by the interpreter’s addition of the phrase “That’s true or not”.

3. Knowledge filter: Due to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interpreter bridges the gap by explication.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Knowledge Differential (+)

Sequence 3
Turn 38 and Turn 39

Classification
Original Message M 38
Language Direction English > Chinese
Speech Act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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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ed Message M’ 39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V (variant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repeats her earlier use of “silly,” adding the 
intensifier “very;” paraphrases the “trick” several times by 
saying “kind of things” and “kind of action;” and, three times, 
emphasizes “pathetic” by adding the intensifier “very.”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interpreter deems coherence to be insufficient.
3.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topic continuity is implicit, or hypothetical, rather 

than explicit; the entire questioning hinges on “truth.” Answering a question 
characterized by implicit topic continuity may conflict with the defendant’s 
desire to portray himself as an upstanding individual.

4.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interpreter has repeated BPE’s descriptive word 
“pathetic” and added intensifiers three times, which made BPE’s interrogation 
of the witness’ credibility obvious. Therefore, we may assume that the inter-
preter has understood the implicit relationship isotopic dimension and made 
it explicit in her renditions.

5. Interest filter: There is the clash of interests between BPE and the defendant 
because BPE is questioning the defendant’s credibility while the defendant is 
asserting his credibility.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Sequence 4
Turn 40 and Turn 41

Classification
Message M 40
Language Direction Chinese > English
Speech Act Answer
Interpreted Message M’ 41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V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with repetition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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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continuity of situation parameters as described in 
Sequence 1, the lack of an identifiable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continuity of purpose as described in Sequence 1 demon-
strate coherence.

3. Interest filter: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is assumed because the defenda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legal norms, of answering questions in the 
court proceedings.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in the authentic legal interpret-
ing scenario has shown the model’s adequacy in describing unanticipated variants 
in the interpreter’s renderings in a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vent. 
Furthermore, TRIM makes the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transparent and, by 
extension, demands that the interpreter be explicitly aware of the filter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associated TRIM parameter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previously 
established agreement among the involved communicative partners, including 
the third-party interpreter, may facilitate this explicit detailing of interpreter pro-
cesses.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s

In exploring the justification of non-verbati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criteria that determine whether a message will be rendered verbatim in an actual 
interpreter-mediated scenario, this paper has attempted to model the set of in-
terdependent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in an inter-
pret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defined these parameters as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hich show how the interpreter filters original message (M) to produce 
interpreted message (M’). The resulting typology of interpreted messages (Type I 
through Type V) illustrates the circumstantial restrictions surrounding the inter-
preted variations of M’,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er’s production of these variations in 
actual interpreting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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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is study has proposed indicators for empirical stud-
ies on how the M’ types apply to different discourse setting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ypes related to a number of settings can be investigat-
ed. It will also be interesting to analyze how TRIM applies to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and to multilingual settings.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filters to 
various discourse settings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problems like language speci-
ficity, misunderstandings, or cultural dispariti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varieties of M’ that appear in interpreted communi-
cation and of the reasons why certain variant messages predominate in specific 
settings, such as legal or healthcare.

In practice, awareness of certain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during an inter-
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vent will help the interpreter make onsite deci-
sions. Specifically, a checklist could be developed for use in legal, medical, and 
law-enforcement settings; if previously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this checklist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each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 With the checklist, the 
interpreter could work through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parameters and filters in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and query the event’s initiator for clarifica-
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quip the interpreter to anticipate challenges 
and to establish strategies that reflect the interpreter-mediated discourse type and 
purpose within the agreed-upon discourse purpose.

Didactically, the parameter constellation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typolo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in interpreter-training courses. Both the param-
eters and typology will raise student awareness of the knowledge factors, skills, and 
situational challenges that surround the profession of discourse interpreter. Also, 
assignments may refer to specific situations, making the student aware of both how 
situation-dependent discourse interpreting is and how helpful it is to have criteria 
available that will reveal and justify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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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继续教育领域口译教学新模式探索

—来自 IVY 项目的启示

蒋莉华    彭雪姣 湖南师范大学

摘 要：翻译的继续教育是院校教育的延续。随着国内口译服务市场需求的增加，亟需建立一种高端翻译培养体制，

以便翻译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不断累积经验和继续学习。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口译继续教育模式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从虚拟现实（VR）环境的设置、用户体验和语料库建设方面介绍欧盟的 IVY 项目，为探索国内继续教育领域口译

教育新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继续教育模式 ； 虚拟现实（VR）；IVY 项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18）06-0041-06

育或课堂教学转向多种教学途径的、全方位的、

面向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

中国的翻译教学经历了几个时期，上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有关本科的翻译教学，鲜有涉及

研究生层次的翻译教学。2007 年 5 月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在全国 15 家高校开始设立翻译硕士

（MTI）专业学位，对口译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

新的要求，翻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逐渐起步。

与研究型翻译学硕士学位不同，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的目标是要“培养适应国家经济、文化、

社会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应用型、专业性口笔

译人才”，并提出“口译方向的学生应有不少于

400 个小时、2 个学分的口译实习要求”的指导

性原则。尽管在校期间，学校为翻译硕士研究

生提供了各种实习和锻炼的机会，但是正式进

入翻译职场后，翻译从业者需要学习各类专业

知识，不断接触各类新事物，尤其是推陈出新

的信息技术。

然而，由于学校教育不足以满足职业翻译

人才培养的要求，翻译人员从业后面临工作环境

的复杂多变，同时人类存在追求自我完善的精

神，翻译人才从高等院校毕业从事翻译工作之

后，必须不断地进行在岗继续教育，以提高实际

的翻译技能，例如翻译记忆软件、资源提取软

件、文档格式编辑软件等翻译辅助工具的使用，

同时，协同翻译技术、文字处理、表格处理、数

据库处理、图形图像处理、桌面排版技术等方面

的知识也是个人通过长期学习和经验积累起来的

操作性知识。因此，如何将翻译继续教育和终身

学习逐步推出，作为翻译教育的组成部分，已经

2015 年底，首届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在

北京举行。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

翻学院前院长鲍川运教授提到：翻译的继续教

育应该成为院校教育的延续。在国内，亟需建

立一种高端翻译培养体制，以便翻译从业人员

在工作中不断累积经验和继续学习。有鉴于此，

本文将结合翻译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探讨创

新的口译教育模式。

一、翻译继续教育与虚拟现实技术

在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和经济中，人类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

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继续教

育因而成为当今全球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当今的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

继续教育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终身学

习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院校翻译专业毕业，

并不是翻译训练的终结，而只是学习的一个阶

段，翻译的继续教育是翻译完整教育体系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翻译继续教育

广义上的继续教育是指已脱离正规教育、

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

各样的教育。在知识经济兴起和终身教育发展

的新形势下，继续教育已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

和培养各类专门和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从长

远角度来看，继续教育是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

求、实现全民学有所教、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途径。继续教育将教育的方式从单一的学校教

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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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二）虚拟现实技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应

用技术中的虚拟现实手段（Virtual Reality，简

称 VR 技术）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高新技术。

VR 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

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

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交互式的三维动态

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

环境中。VR 技术具有沉浸性（Immersion）、交

互 性（Interactivity） 和 想 象 性（Imagination）
三个具体特性。学生作为主角进入虚拟环境中，

拥有比现实更逼真的照明和音响效果，使学生

能够在虚拟的学习环境中扮演某种角色并反复

地练习，在多维信息空间中依靠自己的感知和

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

获得最大的真实感和趣味性。网络 VR 技术可

以弥补地域和时间差异，便于建立适合不同口

译学习者的口译练习平台，开拓翻译继续教育

的新模式，为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的口译学习

者提供实训和评估平台，为口译实训者提供仿

真的语言环境和广泛的语言素材，不但可以进

行口译实战演练，还可以进行学习者之间的互

动，也可以人机互动。网络的口译练习材料还

可以根据每个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学习进度，

进行选择和调整，使口译学习和培训更具有针

对性和个性化。因此，VR 技术也必将成为翻译

继续教育的趋势。

在国外的口译教学和研究领域，使用数字

化视听教学手段、机辅口译培训和 VR 技术，

在过去的十年得到了长足发展（Bendazzoli & 
Sandrelli，2005；Hansen & Shlesinger，2007；

Berber 2008；Braun，2011/2013/2014/2015），为

口译学习者的机助培训和测评提供了新的视

野。穆雷、仲伟合（2011）和刘和平（2012）
根据新时代对口译人才的要求，提出了适合中

国口译学生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让不同地域

的口译学生自主完成口译实习和适应职业环

境，成为了口译教学的讨论热点。但目前国内

将 VR 技术用于口译教学和实践的研究仍相对

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仍可继续挖掘（邓军涛，

2015/2016/2017；刘梦莲，2016/2017）。由此可

见，VR 技术在口译研究中的手段和方法已经

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 VR 技术如何应用于

翻译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探讨，还有待更多、

更深入的研究。从教育技术界的讨论来看，将

VR 技术应用于口译教学，还存在导航困难、语

料库细分等问题。欧盟的 IVY（Interpreting in 
Virtual Reality）项目在应用 VR 技术进行口译培

训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本文将从虚拟现实的

环境设置、操作模式、用户体验和语料库的建

设和选择几个方面介绍 IVY 项目，希望为国内

的翻译继续教育提供合理的借鉴和新的思路。

二、IVY 项目介绍

21 世纪以来，商业和社区环境对口译服务

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此类口译培训相对匮乏。为

了满足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口译人才和口译业

务的需求，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欧盟 IVY 项目

应运而生。IVY 项目旨在利用 3D 虚拟的创新特

征，将 VR 环境与数字视听内容相结合，对口译

人员和潜在口译客户进行培训。IVY 项目通过体

验式自主学习、学习者协作、社会互动等方式，

为口译学习和教学提供了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一）项目的 VR 环境

IVY 项目中的 VR 环境包括一系列模拟真

实口译的场景（如会议室、演讲厅、社区中心

等），主要利用 Web 技术和美国林登实验室研

制的“第二人生”网络虚拟现实平台（Second 
Life，以下简称 SL）研发而成。SL 是一个面向

大众、以教育为目的的免费网络虚拟环境，为

IVY 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SL 的内容丰富，包括各种社会活动和教育

活动。同时，SL 对 IVY 项目核心部分提供了技

术运作，例如提供了可修改的建筑物和景观、机

器人化身、用户之间的语音聊天、音频和视频文

件的传输、网站链接以及创建学习活动的选项。

IVY 中的虚拟环境能模拟和观察不同的口

译场合，IVY 用户可以在情景中用虚拟化身随

意走动。这种体验比单一的视频短片更具灵活

性、更符合口译教学目的。用户可以从不同的

视角观看口译情景，利用语料进行练习并与其

它用户互动。IVY 场景设立具有一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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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场景呈现的是真实的口译工作场景。考

虑到口译培训具有职业化的特点，同时口译培

训也是为未来口译客户服务，因此模拟现实场

景非常重要。其次，场景的内容反映的是所选

语料库的内容。为了保持两者的连贯一致，虚

拟场景的开发需要结合教学语料的选取。第三，

场景既有通用性，可与多种不同的语料一同使

用，又有独特性，可为特定语料提供真实的情

景。场景既具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又可为不同

的语言组合多次使用。

根据这些标准，IVY 项目确定了与所选语

料库相匹配的 11 个口译场景：会议室、旅游

咨询处、教室、室外、运动场地、商店、工厂

车间、社区中心、医疗机构、展示区、法庭。

IVY 项目会根据语料内容适当调整场景。例如，

“教室”场景可以根据语料的不同调整为小学

环境或大学教室。场景的选择与具体语料形成

一一对应，以保证用户选定某一独白或对话语

料时，IVY 加载特定的虚拟环境。

（二）项目的操作模式

IVY 项目中的虚拟口译情景在 4 种不同的

模式中运行：口译实践（interpreting practice）、
探 索（exploration）、 学 习 活 动（learning 
activity）和实时互动（live interaction）。多模式

的运行可以满足不同口译活动和不同目标群体

的需求。

在“口译实践”模式下，口译员选取某一

种语言或语言对（language pair）进行角色扮演，

系统会自动激活与语料库的音频内容相匹配的虚

拟情景，虚拟情景包含空间物体（房间、家具、

背景等）和虚拟化身。口译员可利用虚拟化身参

与其中来练习交替传译或联络口译，其他 IVY
用户也可以加入该模拟场景观摩口译实践。“探

索模式”主要为新手译员和口译客户提供特定口

译情景下的语言、文化、伦理和实践方面的专业

知识，让用户了解译员角色、任务和技能。该模

式包含行动指南、交互面板和演示短片。尽管该

模式主要针对口译客户，也可以用于本科教学中

的口译基础知识课程，重在观察、探索和研究相

关口译知识。“学习活动”模式通过提供试听材

料来训练口译员的各类口译技能（如听力理解、

大意概括、记忆训练、笔记练习等），同时也让

口译客户有机会了解口译职业的相关知识。该模

式还涉及译员角色和口译相关的实践和伦理问题

（包括译员的中立性、与客户的关系、口译任务

中的座位的安排、着装要求等）。“实时互动”模

式让译员和“口译客户”在虚拟空间中相互合作

和学习。例如，商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可用某种语

言发表演讲，口译员进行翻译。IVY 用户可在以

上不同的 4 种工作模式中转换。例如，口译员最

开始选择某一口译场景并阅读相关语料简介后进

入的是“口译实践”模式，接下来发现需要为特

定的场景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于是转换为“学习

活动”模式。

（三）项目的用户体验

IVY 项目中的用户体验主要包括指南和导

航两个方面：

首先，用户初次进入 IVY 虚拟环境需要一

定的引导，引导的程度取决于用户的经验和手头

的实际任务。只有对 SL 的特性和 IVY 项目的目

标进行适当阐述，用户才懂得在虚拟环境中如何

操作，而不会被各个选项弄得不知所措，从而使

练习任务分心。用户通过访问 SL 网站进入 SL
虚拟岛首先到达接待区和定位区，该区会出现 3
个选项：1）展示 IVY 项目的目标；2）辅导 SL
相关知识；3）辅导 IVY 环境相关知识（工作模

式和内容）。每个选项都会提供展示面板（例如

展示屏幕、视频剪辑等）。由于在虚拟环境中行

走对新手用户来说很困难，因此不同类型的接待

区的指南可以帮助用户熟悉整个虚拟环境。

其次，除了帮助用户熟悉 IVY 环境外，另

一个能让用户轻松操作的办法是提供清晰简单

的任务导航路径。上述用来进行指导的到达区

同样也是进入不同工作模式和虚拟情景的主要

入口。工作模式决定了呈现给用户的情景（例

如，如果是“口译实践模式”，则附带对话或独

白，如果是“实时互动模式”，则不添加任何语

料）。工作模式的选择依赖于用户类型。例如，

口译学生倾向于使用“口译实践模式”，而潜在

客户则更愿意使用“探索模式”。由此可见，用

户进入 IVY 环境首先进行的是工作模式的选择。

（四）项目的数据库

IVY 项目的语料取自于 ELISA 和 BACKBONE 



中国翻译 
2018 年 第 6 期

· 44 ·  

语料库。ELISA 语料库包括 25 位来自不同英

语变体国家母语人士的采访录音，采访的人士

分别来自政府、教育、银行、环保、旅游等部

门，采访的内容主要是他们的职业生涯，这是

初期口译员非常好的练习材料。语料库网站上

提供的演示片段使用户直接访问所选访谈的完

整视频，同时包括文本和主题索引以供查询。

BACKBONE 语料库是为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学

生设计的，包括对各种欧洲语言（英语、法语、

德语、波兰、土耳其语）母语人士的单语访谈

的十分钟录音，访谈内容已在主题和语言特征

方面进行了转录和注释。该语料库还包括对英

语为通用语人士进行的访谈，使口译练习者能

够练习翻译非母语人士的英语。每个视频都配

有文本，方便查询各类文化问题或专业词汇。

选用 ELISA 和 BACKBONE 语料库的重要原因

是这两个语料库很容易改编为真实的口译场景。

与自发对话构建的口语语料库不同，这些语料

库中的访谈都是具有引导性的主题发言，包含

广泛的文化和专业语境相关的背景知识，这些

对口译学习者息息相关。

语 料 库 中 的 访 谈 被 编 辑 为 独 白

（monologue）和对话（dialogue）。适用于独白

的语料可用作现场演示，还可编辑为简短的欢

迎词或解说词等。对话则包括信息类访谈、求

职面试、辩论等语料。独白语料主要通过选取

和编辑现有的访谈而创建，比如删减原语料库

中叙事访谈的即时提问。编辑过程需要不断回

查以保持意义的连贯，确保这些即时提问的答

案的合理性。双语对话语料通过选择具有“互

动性的”的语段创建。创建对话语料首先要将

访谈划分为适当的话轮，然后编辑并插入提问。

IVY 项目中的语料库将较长的独白或对话

切分为话轮或段落，作为口译练习的基础单位。

IVY 项目教学评估的结果也表明，学生更愿意

用切分的方式暂停音频 / 视频文件来进行口译

练习。在切分独白和对话时还需考虑实际材料

中主题的复杂性、词汇和语法的密集程度、包

含的日期或数字等。此外，语料库中的对话需

要考虑话轮的顺序。自然对话中谈话者的话轮

交替是随意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位说话者同时

拥有两个连续话轮的情况。例如，一名发言人

讲完一个想法后继续演讲。为了模拟这种真实

情景，IVY 语料库中对话的话轮顺序较为灵活，

唯一的限定是对话者不超过两人。

三、启示

作为“欧盟终身学习项目”（EU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的子项目，IVY 项目率先

在口译研究领域提出利用 VR 的方式进行口译训

练，并在 VR 环境的设定、语料库的建立和训练

评估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讨。本文介绍了 IVY
虚拟世界设计和功能的关键要求（包括虚拟口

译情景、IVY 工作模式和用户体验）、教学内容

（基于语料库的独白或双语对话）及丰富的材料。

IVY 项目创建了一个创新型的数字资源，通过这

种方式将定制的 3D 虚拟环境和教学资源丰富的

口语语料库相结合，是将 VR 技术结合到口译教

育的先行者，具有一整套比较成熟和完备的学习

和测评体系，其值得借鉴的地方如下：

（一）VR 的技术平台

考虑到技术和成本的要求，目前基于 VR
技术的口译练习软件最切实可行的选择是桌面

式口译虚拟训练系统，这种系统能够运用软件

编程的方法在显示器上显示三维场景，用户通

过键盘、鼠标等简单的设备与虚拟场景进行人

机交互。桌面式口译虚拟训练系统包括硬件与

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包括计算机（普通的 PC
机即可）、标准的视频采集设备（数字录影设

备）、多媒体大屏幕、耳机、麦克风等，无需投

入高昂的成本。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自己

的语音教室，有些学校甚至设有同声传译教室，

上文所提到的设备都已具备，因此不需要再添

加较多额外的硬件设备。

创建虚拟的口译场景可以依托三维工具来

实现，目前有很多优秀的三维制作工具，为 VR
提供出色的纹理贴图、强大的贴图控制、各种

空间扭曲和变形、全景图生成等技术支持。可

供 选 择 的 桌 面 VR 软 件 包 括 VRML（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虚拟现实建模 / 造

型语言）、Viewpoint 和 Cult3D，也可以使用如

DirectX、Panda3D 等游戏引擎或语音识别软件

Julius 等。同时借鉴 IVY 项目中使用的免费网

络 VR 平台“第二人生”，将已经建立的口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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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料库嵌入 VR 平台进行训练。口译学习者

可以通过 VR 平台进入各种模拟仿真的交际场

景，根据所提供的语言材料进行口译练习。

（二）VR 的语料库建设

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因其可以更系统、科学

地描写和归纳可见的翻译现象，在过去二十多

年间得到长足的进展（Baker，1995；Laviosa，
2002； 黄 立 波、 王 克 非，2011； 胡 开 宝，

2011）。但是，国内外将语料库运用于口译的研

究仍不多见，多集中在现场会议口译研究领域

（Shlesinger，2008；Setton，2011；李婧、李德超，

2010；王斌华，2011；陈菁、符荣波，2014）
和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文秋芳、王

金铨，2008；张威，2013），鲜用于商务口译和

社区口译领域。国内的口译教育需要结合翻译

继续教育的趋势，在现有的口译语料库基础上，

建立适合各个层次和口译学习者的口译语料库，

以支持网络虚拟现实的口译训练平台。

国内使用 VR 平台建立相关练习语料库，

可以在已有的传统汉英口译语料库基础之上，

借鉴欧盟建立用于口译教学和第二语言学习语

料库的方法，建立英语原语和汉语原语两个语

料库的子库。根据口译学习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和双语水平，建立适合不同练习者的综合口译

练习语料库，用来训练各类型口译中涉及的口

译技巧和双语转换能力。可以借鉴的中文口译

语料库包括：香港浸会大学 2005 年建立的粤语

和英语双语法庭口译语料库、文秋芳和王金铨

于 2008 年创建的大学生口译学习者语料库、胡

开宝和陶庆于 2009 年建立的汉英会议口译平行

语料库。可以借鉴的英语原语语料库包括免费

的欧盟 BACKBONE 语料库和 ELISA 语料库。

英文和中文的口译练习原语语料库涉及的

内容可以包括 12 大板块：外交、法律、商务、

文化、教育、医疗、经济、农业、环境、科

技、体育、旅游。语料库的形式可包括单向式

（monologue）的演讲材料和双向式（dialogue）
的会谈材料。建立的口译练习语料库所涉及的

12 个板块内容，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

（例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外交部、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中国

环境保护部、中国司法部、中国商务部等）、国

际口译培训机构和口译者联盟的官方网站（例

如，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美国明德大学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翻学院 MIIS 等）获取。

将获取的音频和视频材料按照语言学原则进行

手工转写，同时标注语言特征（词性标注和段

落标注）和副语言特征（包括演讲中出现的口

误、修正、重复、犹豫、停顿、笑声），便于之

后研究译者在口译过程中的具体参与行为。

口译学习者利用 VR 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可以进行实时或者远程评估，深入分析口译练

习中出现的错误并究其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

改进口译评估标准，提高口译学习质量。根据

评估结果，实时地调整各个翻译院校内的口译

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同时为口译服务的使用

者提供挑选合格口译人员的参考数据。评估阶

段采取网络虚拟社区的形式，让口译学习者的

评估摆脱地域和时间限制，得到来自口译行业

的各类评估和反馈：包括口译教师、同行的从

业人员和资深口译人员。

练习当中，系统同时播放练习材料和录制

练习者视频，并将录制的口译视频植入练习材料

并显示音频图像。口译评估者可以采取实时评估

和远程评估两种方式，通过在练习视频中进行句

子修改、添加批注、评语和小标题的方式对口译

练习者进行评估。评估后的视频可以作为资料存

入双语语料库，以供其他学习者分析和借鉴。

四、结语

IVY 项目强调学习的社会互动性和情景性、

学习任务的真实性、学习的自主性和协作性，

将数字化的教学内容通过 Web 和 VR 技术进行

视觉化和功能化，根据具体语料对虚拟场景进

行加工和定制，营造了口译训练中任务的参与

感和沉浸感，为翻译的继续教育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视野，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网络化 VR
技术为口译实训者提供仿真的语言环境和广泛

的语言素材，不但可以进行口译实战演练，还

可以进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人机互动。

但是由于口译学习者的归类标准涉及到口译者

的双语能力、应变能力和心理要素等各个方面，

如何进行客观合理分类练习，仍是今后研究的

重点。在 VR 练习软件的界面，实训软件中的

移动操作和空间结构要易于被学习者掌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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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增加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进而影响

学习进程。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基于

虚拟现实平台的口译练习语料库”（项目编号 ：

16BYY0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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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如何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
①

蒋莉华

(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在全球化和本国教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德国的立法从政策上保障了对外语言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地位。德国高

校系统下的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翻译专业学院共同构建了德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特

色。德国高校中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为中国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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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取得

新进展，对外语言服务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在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

位日趋重要。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19 中国语言服务

行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服务行业保持快速发展态

势。2002 年语言服务企业达到了 8 179 家，到 2011
年底达到 37 197 家，截止到 2019 年 6 月底，中国营

业范围含 有 语 言 服 务 的 在 营 企 业 369 935 家，比

2018 年 6 月底增加了近 5 万家［1］。包括翻译在内的

语言服务产业已经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由于中国现存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不

完备，使得人才与服务使用者之间未能形成透明而直

接的联系，从而带来了整个人才系统中的供需断层。
而德国完善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及运作经

验，可为我国同类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镜鉴。

一、德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对外语
言服务人才

根据德国联邦数据统计局( Statistisches Bunde-
samt) 官方网页的数据［2］显示，2019 年德国的 GDP
约为 3．4 万亿欧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

排第四位。德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高达 70．8%，

其汽车制造、电气工程、精密机器装备、信息化系统

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和国际贸易有关。这种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优点是能大大促进本国企业的发

展，推动经济增长。德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

来了对外语言服务需求的激增，近年来德国对外语

言服务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对外语言服务是加强

企业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决定着企业、
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的专业服务，关系到企业国际

化的效率和效果。
德国美因茨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在 2019 年对该

学院翻译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一项综合调查［3］，发

现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和国际硕士学位毕业生仅占

23．5%和 22．9%，而传统意义上的笔译硕士学位毕业

生高达 41．2%，口译硕士学位毕业生为 6．9%。由此

可见，德国高校中传统的口笔译硕士学位更加得到

学生的青睐。在对外语言服务的专项领域调查中，

高达 36．5%的毕业生从事与经济相关的语言服务，

其次是法律和技术领域，分别占 23．9%和 20．7%，体

现了德国对经济和技术的重视。在询问从事语言服

务行业的问题上，回答者的选项高达 20 项，包括行

业翻译、项目经理、会议口译员、市场经理、信息技术

员、教师、技术编辑、科研等，其中行业翻译占比最

高，达 27．4%，说明德国对外语言行业的服务人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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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广泛。在“主要工作语言”的回答中，有 85．3%的

从业者的主要工作语言仍为英语。问卷还对近几年

的收入变化趋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收入呈

增长趋势。
从以上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德国高校培养对外

语言服务人才更加注重与市场接轨，同时与行业蓬

勃发展态势相适应。笔译员除了承担笔译任务外，

往往还需兼做译前 /译后编辑、术语管理、技术写作、
校订编审、排版设计、项目管理等语言服务工作; 而

口译员在口译之余，也要同时担当笔译员、文化协调

者、语言政策咨询者、技术写作者、会议组织者、项目

经理等角色［4］。为了满足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和全球

化的需求，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对外语言服务人

才( Sprachmittlern) ［5］的培养，不仅从法律上加以保

障，同时在高校体制中加大培养力度［6］。

二、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法律保障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立法权力根据《基

本法》( 即宪法) 规定，仅限于国防、外交、海关等涉

及整个联邦共同利益的领域，而各联邦州政府根据

《基本法》规定享有相应范围的立法权。文化教育

事业的立法和行政权限根据《基本法》第七条: “国

家将整个教育事业置于其监督之下”的原则，由联邦

政府将教育事业的管辖权在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之

间进行分配，各联邦州政府部门负责语言服务教育

培训机构的设立和相应规划的制定［7］。
1． 以法律形式规定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地位与

标准

各联邦州政府部门在语言服务人员的培养和使

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管理职能，对语言服务人员的

资格和相关权限、义务，以及担任的语言服务的评定

标准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根据汉堡州 2005 年 9 月 1
日颁布的对外语言服务行业中口笔译从业人员法律

条文的规定［8］，翻译人员每次工作或者居住地方迁

移都有义务直接告知州法院院长; 印章只能用在本

人的翻译中，只用于公众指定和宣誓的场合，未经授

权禁止使用; 谨慎地管理所交付的文件和文字材料，

不向外透露任何有关信息，翻译文件只交给客户或

者授权的相关人员; 对翻译内容保持沉默，遵守翻译

人员行业道德，不向第三方传递相关信息; 作为面谈

委员会成员参加整个公众指定程序; 服务费用根据

法律规定和具体案例进行计算。这些规定，一方面

肯定了语言服务人员的社会地位，通过法律的形式

加强了公众对于语言服务人员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

规范了语言服务人员个人素质、专业资格和权利义

务，并明确了语言服务人员的工作内容。由于各联

邦州对语言服务人员的需求不同，具体的管理政策

及要求也不同。如，萨克森－安哈特州要求提供语言

服务的人员需要通过州政府设置的相关考试的认证

( 笔试和口试) ［9］;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要求翻译

人员具备必要的语言和法律用语知识［10］。
2． 用法律条文规范高校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建立科学严谨的人才资

源培训计划和管理体系，以克服联邦制所造成的各

个联邦州之间的不平衡，保证各州高教发展能基本

协调一致。《基本法》在 1969 年赋予联邦政府以高

等教育原则立法权，并于 1975 年诞生了第一部《高

等学校总法》，确定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框

架。此后，16 个联邦州根据在高等教育领域拥有的

立法和行政管理权，相继按照《高等学校总法》要求

修改了原有的《联邦州高教法》。一方面，通过财政

手段将学校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以控制学校经费运

转来间接监督学校的行政指导; 另一方面，赋予大学

一定的行政自治权和学术自主权，如根据其章程具

有选 举 产 生 的 管 理 机 构 和 管 理 本 校 或 本 系 的

事务［11］。
各联邦州对辖区内教育规划拥有实际管理权，

而教学规定基本处于政府和学校双重管理之下。各

联邦州政府重视制定和实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政

策，不断努力改善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加强组织领

导和政府投资，并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建立了多样

化的培训体制。如，汉堡州的联邦法就规定，从事对

外语言服务的口笔译者必须具备包括德语和外语的

语言知识及其法庭和公众机构的规范，为口笔译人

员的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法律规定都为高校

中具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规范提供了保障和方向。

三、德国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
才的特色

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数字信息化等各项因

素催生了德国对外语言服务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对

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顺应

要求，德国的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语言人才

培养体系。德国的综合性大学 ( Universitt) 设有翻

译学院和翻译专业，同时辅以应用技术大学 ( Fach-
hochschule) 和翻译专业学院 ( Fachacademie ) ，构建

了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培养体系。
1． 多元化

多元化是指通过多种学习选择、多种实习方式

和多样化的学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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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德国的各类高校为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提供

了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第一，综合性大学。根据“全德翻译者协会”

( BD) 官方网站［12］的资料显示，德国具有全日制翻

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共有 9 所，即: 海德堡大学、美

因茨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杜塞多夫大学、黑
德海姆大学、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和萨尔大学。
这 9 所综合性大学的语言文化教学各有偏重: 海德

堡大学、美因茨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拥有德国最著名

的翻译学院，波恩大学以亚洲语言和东方文化研究

著称，杜塞多夫大学的语言特色为英美文化研究，黑

德海姆大学以专业翻译见长，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

和翻译研究传统悠久，波茨坦大学的斯拉夫语言独

树一帜，萨尔大学的语言学与语言技术颇具特色。
综合性大学的语言文化教学对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

进行了全方位的培养。
第二，应用技术大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德国设立了培养应用翻译人才的应用技术大学。不

同于一般高校，应用技术大学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

培养。目前，德国开设翻译专业的应用技术大学有

福勒斯堡应用技术大学、科隆应用技术大学、维尔资

堡－施万福特应用技术大学、安哈特应用技术大学和

茨陶－哥理茨大学等 5 所高校。应用技术大学非常

注重学生的专业实践，力图从实践中发现不足，通过

学习再提高实践能力，针对性很强，这对强化学生技

能的培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对于今后希

望提高理论水平的学生，应用技术大学也允许进入

综合性大学继续学习博士课程。应用科技大学的设

立让学生能够根据各自的学习目标和兴趣选择相关

院校，为学生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度。
第三，翻译专业学院。德国培养翻译人才的机

构还包括 8 所翻译专业学院，分别为欧洲班贝格学

院、欧洲英戈尔施塔特专业学院、慕尼黑外语学院、
欧洲威登职业学院、爱尔兰根大学外语和外国人学

院( IFA) 、肯普顿外语专业学院 ( IFB) 、慕尼黑语言

口译学院 ( SDI) 、维尔资堡外语专业口译学院等。
翻译专业学院的建立是对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

才体制的有效补充。
( 2) 多元化的实习

翻译实习是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学生掌

握翻译技能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专业实习是

指学生在基本完成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学

习之后，在实际工作环境或高度仿真的模拟工作环

境中，展示、应用、检验所学相关知识与技能，锻炼和

提高工作能力，增强职业意识，培养职业习惯，提升

可雇性的培训阶段。
除了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实习模式，德国的应用

技术大学的实习更具特色。应用技术大学的入学资

格需要满足完成 9 年基础教育，以及由教育局和劳

动部推荐的两个条件。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首先签

订两份合同: 第一份是与学校签的培训合同。合同

规定，经过 3 年的培训，学生应该具体达到什么水

平。第二份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学生与企业签

订的合同。合同规定，学生边学习边在企业中实习，

从 10 年级开始拿工资，每月由企业发给学生 400—
600 欧元的实习工资。因为学生在学习期间能拿到

工 资，这 也 是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吸 引 生 源 的 巨 大

优势［13］。
( 3) 多元化的学制

不同形式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制也相

应有变化。综合性大学的口笔译专业一般为 4 年学

制。学业一般分为基础阶段、专业学习阶段和提高

阶段，以培养研究型对外语言服务人员为目的，注重

基础课程的教育。因专业方向的不同，规定的学习

年限也不同。一般来讲，每个学年分为冬季学期和

夏季学期。结业学生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本科笔译

学位或者本科口译学位，代替了过去双重的本科“口

笔译学位”。相比之下，应用技术大学学制短，通常

是 3 年。课程是按 6 学期设置，学生在应用技术大

学上课的时间也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减少。第一学

年，每周有 2 天时间到校上课，每天上 9 节课，其中

有 3 节文化课，6 节专业课; 第二、三学年每周在校

学习时间只有 1 天，其余时间均在企业实习。翻译

专业学院的学制一般是 3 年，其中 2 年为专业学习。
翻译专业学院不发放学位，结业方式是报名参加联

邦州的笔译人员考试或者口笔译人员考试。
2． 专业化

专业化指德国高校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以市

场为导向，重视行业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调语

言服务的职业化特点。
( 1) 专业知识课程

德国高校大学的翻译专业除传授语言学基础课

程之外，也非常重视其他专业科目的教育。目前，德

国开设的副课主要包括经济学、法学、医学等，学生

可在其中选择一门。德国的综合性大学借助大学中

的辅修课程、选修课程向学生传授相关专业的基本

知识，以及有关的专业术语。这为学生独立学习其

他专业知识打下基础。副课的学习通常从第 3 学期

开始，第 6 学期以后通过考试结束。大学还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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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百科知识研讨课( Seminar) ，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

为学生讲座，同时邀请学生参加研讨。如果以培养

法庭口译( Gerichtsdolmeschen) 为主，则会组织相关

的法律讲座; 如果社会需求更多的技术口译，则跟工

厂企业合作，通过实地语言服务实践，加强学生对语

言以外的专业知识的掌握［14］。
( 2) 专业教学方向

德国高校体系中的应用技术大学基于本校不同

的专业教学资源，都设置有特定的语言服务培训专

业方向。如: 福勒斯堡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训机械

类和电子类，科隆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训信息交流

和传播交流，维尔资堡－施万福特应用技术大学主要

培训各种科学领域。这种应用型对外语言服务人员

培训更趋近职业化，与市场结合更加紧密，具有极高

的实践性［15］。
3． 国际化

国际化是指德国高校从多语种课程设置、跨文

化意识培养和提供国际交流机会等各个方面，让学

生处于多语种和多文化的国际环境中。
( 1) 开设多语言课程

德国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有多国语言专业。美

因兹大学应用语言与文化学院［17］是国际大学翻译

学院( CIUTI) 院长常设会议的成员，开设的专业有:

英国和美国语言文化专业 (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

者传授大不列颠英语语言文化，而后者则传授美国

英语语言文化) 、法国语言文化专业、意大利语言文

化专业、西班牙语言文化专业、葡萄牙语言文化专

业、俄语国家语言文化专业、波兰语言文化专业、阿

拉伯语言文化专业、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现代希腊语

言文化专业、荷兰语言文化专业，以及为外国留学生

设立的“德语语言文化专业”等。多语种课程的开

设，有利于以人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自觉，

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促进国别、区域研究意识，培

养学生的全球理解能力。
( 2) 培养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表现形式，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翻译行为从本质

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因此培养跨文化意

识已经成为培养对外语言人才的最基本的要求之

一。为了促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为语言学专

业学生开设了跨文化的国际知识课，涉及社会学、现
代文学、现代历史、政治和国际组织机构等，极大地

丰富了学生专业领域的词汇量，同时促进了学生对

国外经济、文化环境的了解。

( 3) 加强国际交流

德国高校重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促进学生与国

外的交流。例如，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

学院积极吸收国外留学生，为专业发展营造国际化

交流环境。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也利用欧盟提供的欧

盟各国之间高校互换生的便利条件( 例如欧盟内部

的 Erasmus 学生和学者交换项目) ，一方面借鉴其他

欧盟国家高校的口笔译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另一

方面使口笔译专业的学生通过交换项目提高对于译

语的认识，增加与国外同行接触的机会。

四、德国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
才的课程与教学

德国综合性大学的翻译专业一般分为“笔译专

业”和“口译专业”，并按照相关要求设置了专业课

程，分授不同的学位。笔者将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和考试评价三方面介绍德国口笔译人才的培养。
1． 课程设置

( 1) 设置不同方向课程

以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为例［17］，翻译专业的学

位分为笔译学士学位( 包括为国际学生提供的西班

牙语笔译方向) 、信息技术下的翻译学士学位、笔译

硕士学位( 包括海德堡大学和西班牙萨拉门卡大学

的“专业翻译和文化交流”双硕士学位) 、会议口译

硕士学位。口译和笔译方向的课程设置不同，因为

笔译的起点和终点是文本，而口译处理的是语言信

息。口译的整个过程是紧张的，它的速度通常是笔

译的 30 倍，但是口译中比较容易掌握交际各方的反

应，因此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补充、删减和重复。
笔译是以原文为本位，对资料来源和出处都要交待

清楚，以便忠实于原文。因此，笔译专业强调对于原

文文本的理解及其笔头语言的雕琢，而口译专业则

强调对口头话语的逻辑分析、短时记忆和对于原语

的迅速理解，以及在译语中的迅速反应［18］。
( 2) 采取多语种融合

以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与文化学院为例，翻译

学士学位的课程设置一般涵盖 6 个学期，包括 14 个

必修课模块、2 个必选课模块、2 个选修课模块、1 个

考试模块，以及至少在国外进行为期 6 周的外语实

习。学生可以选择任一种语言组合进行学习: 学习

母语和两门外语; 学习母语和三门外语; 学习母语和

一门外语 ( 德语或英语) 。专业知识模块主要是传

授语言和翻译领域的基本科学知识。基础性、专业

性的语言和翻译练习课程，以母语、第一和第二外语

来学习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笔译硕士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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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包含用多语种来教授学生相关专业领域的

知识，培养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翻译领域的独立学术

研究能力、专业笔译能力，以及良好的跨文化协调能

力。由此可见，德国高校翻译专业的多语种融合强

调语言本身的多样化和专业领域课程的多语种化。
( 3) 培养跨学科知识

基于翻译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德国高校的翻译

专业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多门学科知识的传授。如，

慕尼黑大学语言文学学院［19］有 3 个系: 德语和北欧

语系、拉丁和斯拉夫语系和英美语系。学院的课程

中仅硕士课程包含笔译方向。笔译硕士学位课程涵

盖 2 个学期，包括叙事文本和散文翻译、主题笔译、
翻译理论、翻译评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语言风格

分析、创意写作、文本练习等。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优

质的跨专业课程，包括比较文学、英语浪漫史研究、
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和文本研究等。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不同语言课程和翻译研讨会。
课程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强调融合。学院通过开设

大类课程、辅修专业、创新实践等方式，贯通翻译

专业。
( 4) 融入现代技术课程

随着现代技术日新月异，德国高校翻译专业已

将最新的信息素养融入了课程设置。一般而言，课

程包括翻译研究模块和“主题”模块( 主题涉及互联

网技术、医学、法律、技术或经济学领域) 。笔译硕士

课程中还设置了核心课程( 社区口译、技术笔译、跨
文化研究、交替传译、同声传译、文学翻译、媒体翻

译、翻译研究与教学) ，每门重点课程由 2 个选修模

块组成。在会议口译硕士学位 4 个学期的课程中，

语言组合和课程配置包括: 同声传译、口译研究、口

译符号系统、文化研究、同声传译、术语、职业道德和

笔译练习等。随着现代互联网和 AI 技术不断渗入

语言服务行业，机器翻译、本地化、译后编辑等课程

也相继进入课程体系［20］。
2． 教学方法

( 1) 形式多样化

德国综合性大学中翻译专业的教学形式多种多

样，主要包括讲座、大型系列讲座、高级研讨会、练习

课、集中课程和研究座谈会。“讲座”主要由讲师以

讲课的形式传达，鼓励学生独立和进一步学习相关

内容。“大型系列讲座”是一种特殊的讲座形式，授

课者是来自不同学院的老师或专家，主要讲授某一

特定主题，重点是让学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高级研讨会”的形式包括: 互动式教学、项目工作、
研究学习和演示等，具体形式的选择基于课程模块

中需要传授的技能。“练习”是将所学的理论知识

用于实践。老师会先给出相应的准备任务，然后在

课堂上一起讨论和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各种互动的

学习和教学形式进行练习，包括个人和小组工作、项
目工作和合作学习。“集中课程”是指课程教学采

取连续几天进行，而不是每周进行一次，一般在无常

规课期间举行。集中课程通常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主

题。“研究座谈会”主要介绍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

法论，并进行科学研究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学习相关

论文答辩技能并为硕士或者博士论文做准备。
( 2) 项目式教学

除了常规化的课程教学，海德堡大学的翻译学

院定期开展项目教学，将其作为所选课程的一部分，

包括典籍翻译、文本翻译、电影字幕 /视听翻译、软件

和网站本地化、术语翻译，口译方向则由学生对讲座

和会议进行实时口译［21］。
项目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一

步强化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能通过小组内及小组

间的充分交流、讨论、决策等，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强化学生的团队意识。真实的项目能为学生提供实

用的口笔译经验，同时也能让学生实际了解对外语

言服务行业的日常工作。根据专业知识方向不同，

学院还定期组织学生去公司、欧盟机构和其他学院

进行短途考察，作为教学课程的一部分。考察的地

点包括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斯图加特的贸

易展览会和海德堡地方法院等。
3． 考试评价

除了大学常规的课程考试，德国高校翻译专业

的毕业生仍需要参加翻译资格考试，因为刚获得翻

译学位证书步入社会的新手翻译缺乏相关的实践能

力。除了在没有特别要求的联邦州之外，翻译资格

考试都是由各联邦州文化教育部主管的对翻译人员

的外语掌握能力的认证考试。各联邦州的翻译资格

认证考试具体由各州文化部下属的考试处分管，而

考试翻译类型和语言种类由于各联邦州资源和对相

关语言的市场需求不同而有所区别。各联邦州文化

部具体指定并公示考试时间表，考试内容随着市场

上翻译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同时也根据报考的

翻译资格需求进行调节。
一般来讲，懂得一门以上的外语并且具有一定

的翻译实践经验就可以预约翻译资格认证考试。翻

译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参加考试，而综

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需要证明至少接

受了 3 年制课程的口笔译培训，或至少具有 3 年专

职的口笔译经验。如果申请者的母语不是德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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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翻译资格考试之前，还需要通过大语言文凭

( Grosses Deutsches Sprachdiplom) 来证明德语的知识

和技能。
各个联邦州对于考试资格的要求，基于本联邦

州内部的教育体制和对于翻译人员的管理法令，有

所区别。考试试题由各联邦州文化部选出和编排，

内容涉及一般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部分，考试

包括 1 个半小时的德语语言考试，3 个小时的外语

作文考试和 1 个半小时相关专业考试三个部分。以

拜仁州文化部公示的翻译资格考试为例，该州对考

试的时间、地点及其考试形式和语种都有具体规定。
如: 考试包括笔译考试、口笔译考试或者口译考试三

种形式，应考者只有通过笔译考试或者联邦州政府

认可的同等资格的笔译考试，方可报考口译考试。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汉语考试可

以全年在慕尼黑外语学院进行。而阿拉伯语、丹麦

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荷兰语、波斯

语和土耳其语则要根据具体需求安排，一般三年进

行一次考试。考试以德语作为一种测试语言，并结

合相关专业( 经济、法律、技术、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

学) 进行考核。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德国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后

发现:

第一，德国多样化的培养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多

项选择空间。应用科技大学的设立是德国人才培养

的一大特色，学生能够根据各自的学习目标和兴趣

选择相关院校，避免了学不能用的空泛理论指导，具

有选择的自由度。德国的翻译专业学院、私人学校

和远程教学等培训机构是对高校体制的有效补充，

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人员培训的范围。
第二，德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更为市场化。根据

市场上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德国高校的人才培养

目标更加具体化和细致化。例如，针对市场对高水

平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高校将翻译专业从过去的

应用语言学文化学中分出来，同时又根据市场对口

译人员需求的增加，将口译和笔译专业课程设置和

学位区别开来。学生结业之后将分别获得笔译学位

或者口译学位，充分体现了德国高校人才培养根据

市场变化向实用化发展的趋势。
第三，德国的翻译资格认证体系纳入了考试评

价体系。德国拥有一整套完备的专业资格认证体

系。由于政府对语言服务企业的注册、企业从业人

员资质要求做出符合行业发展的限制，同时建立了

市场准入制度，实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因此人才

培养效果的检验从高校延伸到社会。
根据中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现状，笔者

认为可以借鉴的方面包括:

其一，尽管中国不具备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培

养体系，但可以通过政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培养实践

型语言服务人才。政府和教育指导部门可定期对翻

译专业院校的培养情况和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调

研，及时了解企业需求，为产学互动提供可靠依据。
相关院校也应积极探索符合区域发展与市场实际需

求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有条件的院校可以组

织师生实地参观企业，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同时，高

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发挥企业实践资源丰富的

优势，将实习基地建成学生实习、实训、就业、创业的

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
其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结合中

国国情，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完善有关对外语

言服务行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走专业化之路。由于

一些高校本身就是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 例如政法、
医科大学等) ，或在某个专业领域具备很强师资，或

与某个行业机构合作密切，因此可以选择专业翻译

为主、通用翻译为辅的专业化培养道路。专业化培

养不只是简单地讲授一两门专门用途外语或翻译课

程，而是需要深入而系统地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同时

创造机会让学习者到行业机构去观摩见习。
其三，强化行业资格认证体制。德国对外语言

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之所以能够发育成熟，更多地得

益于政府对于从业资格的要求。我国可制定相关政

策和措施鼓励翻译专业的学生和从业人员参加翻译

资格考试，检查和督促翻译高校翻译资格考试衔接

实施情况，鼓励用人单位将翻译资格考试证书作为

职业基本能力的依据。我国应改革资格考试的形式

和内容，在继续保持考查译者口笔译能力的同时，加

强对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考查，以适应当前对外语言

服务行业的发展需求，从而帮助整个行业建立完整

而体系化的人才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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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Train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in Germany
JIANG Lihua

(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education policy，German legislation ensures the status of employees
in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The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nd translation colleges are presenting the features of being diversified，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e professional cur-
riculum，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n German universities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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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双一流”学科教学改革笔谈

编者按: 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全力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教学科研为中

心，以战略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国家启动“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推进以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为

核心的专业内涵建设，努力建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本栏目的 3 篇文章，主

要从学校国际化建设、课程教学法改革等方面反映了我校锐意进取、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教学改革思路。

蒋莉华

2017 年 9 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成为湖南省属高校

唯一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学校上报的

“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外国语

言文学学科为主建学科。因此，深入推进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建设，对全面提升学科群实力和推进学校

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南师范大学外

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为例，从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

研和国际化合作三个方面探讨其国际化建设路径。
一、“双一流”学科的定位与特色

湖南师范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传统

久，文化底蕴深，学术积累厚。它肇始于湖南师范大

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初创时的英文系，由学贯中

西、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钟书先生亲自创办，数

十年来，罗暟岚、刘重德、沈同洽、徐燕谋等一干名家

先后任教于此。近年来，借着“双一流”建设的“东

风”，学科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建设、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和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向着打造世界一流学科

的目标稳步迈进，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与全球 30
余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在俄罗斯、韩
国和美国承办三所孔子学院，其中俄罗斯喀山联邦

大学孔子学院被国家汉办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

院”。
学科拥有一支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

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和

委员组成的、国际化特征明显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术发展在全国已有相当影响，实力居全国前列，具

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其中，“英语专业”为教育部高

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湖南省重点示范专业。
2016 年，英语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

联合发布的《2016 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

告》中获评 5 星等级，位居全国同类专业第 4 位。
2017 年，外国语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名单。
长期以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致力于服务国家

外语高等教育的发展，承担了外语教育一系列国家

标准的研制任务。作为外语类国标、英语专业国标

等国家文件的主要领衔起草单位之一，获得了我国

第一个外语专业类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

来，学科积极创新教学模式，构建了由国家标准、国

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规划教材等组成的本硕博一体化“教学环

链”，形成了以“全人教育”与“个性学习”为特色的

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稳步推进，国家急需大量高质量的跨

文化复合型外语人才［1］，学科瞄准国家行业急需人

才，主动调整本科专业和二级学位点。
湖南师范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充

分依托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的优势资源，提升学

生的跨文化和跨语言交流能力、拓宽国际视野和全

球眼光，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积极为国家和地

方重要对外活动提供智库服务。如 2018 年 9 月，第

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举行，来自英语和法语专

业的 35 名学生志愿者，承担了“一对一”接待国家元

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重要任务。2019 年第一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学院积极配合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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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程参与博览会的组织和开展工作，组织翻译

了《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英文版、法文版) ，

为博览会的顺利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际化教育

1． 高水平国际化师资

周连勇认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包括

两个方面: 一是应积极促进国内优秀教师主动参与

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化理念的提升和实践; 二是应注

重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师资对国内教育和发展的影

响，促进他们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培养一批有

国际视野、创新意识的国际化师资队伍［2］。戴炜栋、
王雪梅指出，一流外语学科应突出多语种、国际化特

色，打造结构合理、水平一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

的师资队伍，学科带头人与各层次教学科研团队互

为支撑，潜心教学科研［3］。
国际化师资队伍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

一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学校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师资国际化方面，近 3 年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国际师资引入工作较为

出色。2015 年以来，外国语学院从美国凯斯西储大

学、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等名校引进教

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 9 人，推行

“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建设。近 3 年来，英语专业有 9 名教师分别赴美国、
加拿大等国际知名学府以及国内知名高校做一年及

以上的访学研修或工作，同时通过科技部、省级和国

家级人才项目引进高端外专外教。另外，邀请了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外高水平的学者前来讲学或讲

座，平均每年讲学超过 40 场。学院与世界一流语言

数据实验室瑞宏( Red Hen Lab) 实验室合作，成为瑞

宏实验室在亚洲唯一的数据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

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促进了英语语言教

学研究交流，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开设“创意

写作班”，邀请英美著名诗人、剧作家等授课。近年

来，学院有 20 名教师参加了国际、国内的高水平学

术会议，有效提升了英语专业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建设。
2． 多层次国际化学生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

我国高校建设“双一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

径之一，更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手［4］。近

年来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国际化程度较高，不仅坚持

“引进来”，还坚持“走出去”。
为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报考外国语言文

学一流学科，外国语学院不仅与国际交流合作处积

极合作，推出国家汉办、省级和校级奖学金，还专门

设立了“一流学科奖学金”，仅 2019 年秋季学期就吸

引了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近 20 人来本

专业进行研修和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位。同时，

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海外研修和国际交

流计划”，与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以及特拉华大学等

世界名校开展师生互访交流合作。此外，还有一大

批学生利用留基委项目或自费留学。学生每年留学

三个月以上的有 200 余人次，参加各类型国际学术

会议有 400 余人次。
2018 年，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美国特拉

华大学合作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成为湖南省

首个研究生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进一步加大

国际化交流力度，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
拓宽国际视野，自 2018 年起启动了“研究生海外研

修和国际交流计划”项目，支持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

大学或机构开展 3 个月以上的研修与联合培养。对

于具有海外研修和国际交流经历的研究生，学院优

先推荐其申报研究生创新计划、创新基金项目、省优

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等。
三、国际化科研

科研能力是显示一个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因

素，国际化科研则能够体现一个学科是否能够紧跟

前沿理论，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胡开宝、王琴则指

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国际

化和学术平台的国际化。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指在国

际学术期刊或国外出版社发表、出版学术论著，而学

术平台的国际化包括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国

际学术期刊的主办和国际学术会议的承办［5］。
1． 发表高质量有国际影响的论文

一流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把握国际前沿领

域研究，引领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要立足学科现状，

结合国情校情提出新观点并构建新理论。戴炜栋、
王雪梅提出，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依托各

类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协会等构建学术共同

体; 另一方面各院校要以学术方向或学术项目为平

台，打造学术团队，促进成果的国际化［3］。
在研究评估方面，国际学术论文发表的层次和

数量成为“国际化”的重要考核指标。就外国语言

文 学 学 科 特 点 而 言，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 和 艺术与人文引

文索 引 (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 称

A＆HCI) 收录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代表着本学科

基础研究的世界级水准，这在学术界已形成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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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目前各高校外语学科顺应国际学术主流，

以 SSCI、A＆HCI、CSSCI 等收录的国内外核心期刊论

文作为考核标准，同时综合考虑专著、译著、教材、专
利等不同的成果形式，实行代表性成果制度，强调成

果的社会应用及影响力。
2． 举办高级别国际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是一流学科发挥学术引领、开展

学术对话和分享学科资源的重要平台。近 3 年来，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了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学术研讨会，打造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品牌，

推动了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举办了“新世纪外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国际多模态交际研讨会”“国际中文与比较文

学双年会”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美国、新
西兰、英国、俄罗斯、荷兰等 30 余个国家的近 1 000
余名代表参加，光明日报、人民网、湖南日报等多家

媒体进行了报道，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学

院充分利用“瑞宏实验室亚洲研究中心”“学学半”
“麓山语言文化论坛”等平台，邀请了瑞宏实验室全

球各分支机构的近 30 位研究员来校举行学术讲座，

开展工作坊，为国内学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2018 年 6 月，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学

院举办了“第十五届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两国青

年学者齐聚一堂，就双方共同利益的相关话题进行

对话。2019 年 4 月，在国家“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

开前夕，学院举办“2019 潇湘论坛: 东北亚文明与和

谐构建”学术研讨会，来自东北亚中、俄、韩、日、蒙的

顶级专家总计 80 余人参加论坛，为研究国际问题、
特别是东北亚问题打造了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3． 国际化期刊影响力

为了提高国际化科研水平，实施科研国际化战

略，发挥学科特色，做好全球布局，湖南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实施国际知名高校合作拓展计划，加强科

研深度国际合作，不断加强优秀学术期刊国际化建

设，资助教师开展实质性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交流。
创办了《外国语言与文化》和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两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其中，《外国语言与文化》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组 织 的 学 术 期 刊 数 据 库 用 户 数 据 关 注 报 告

( 2018) 的调查中，在 46 种语言学类学术期刊中排名

第一。而国际期刊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推中华文化和构建

中国话语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平台作用。学校设

立了专门的学术期刊建设基金，为外语类国际学术

期刊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财务支持，成立了专门中

英文编辑部从事期刊编辑管理工作，规范学术期刊

质量管理与绩效评估，建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及引

导激励机制，从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与

此同时，英文期刊也与国际知名期刊进行期刊交流

和强强联合，向国际社会传播一流学科的科研成果，

同时扩大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四、国际化合作

国际化合作体现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和

水平，有利于促进海外人才与国内科研骨干队伍的

融合，全面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徐

涔琳认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

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

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是中国高校进一步参与全

球教育资源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诉求，也是国家实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行为［5］。
学院与瑞宏实验室及其全球数据分支机构、合

作单位创立了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位一

体”的合作办学项目。2019 年，与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合作申报的“大数据背景下复合型外语创新人

才培养项目”成为首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

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该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

支持，每年选派博士生、联合培养博士生、博士后与

访问学者去瑞宏实验室与阿尔伯塔大学学习。中外

双方合作开设了长期与短期结合、线上与线下混合

的课程。瑞宏实验室的教授从 2017 年起每年来湖

南师范大学开设两期语言与文化方面的讲习班，讲

习班主题分别为“人类的创造性”“语言与认知”“多

模态研究”等; 阿尔伯塔大学的教授从 2018 年起每

年为研究生讲授“西方文论简介”课程; 中外教授共

同成立本科生英语创意写作班，定期邀请国际知名

小说家、桂冠诗人来授课，并成功出版了两期 Voice
( 湖南省内唯一一份由本科生主编的英语文学文化

作品集) 。中外双方合作开办了 2019 年“比较文学

与跨文化”国际暑期班，该暑期班涵盖了来自 6 个国

家、近 40 所高校的 150 名学员，主讲专家主要由瑞

宏实验室的研究员担任，同时合作开设了“比较文学

与跨文化”“创意写作”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慕

课) 。合作院校已经深度参与到了外国语言文学学

科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双方实施中外导师合作制，

直接参与指导外国语学院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学院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与语言优势，与湖南

省外事侨务办、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贸促会积极开

展合作，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国际合作。合作不仅

促进了学科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和国际视野的拓展。其中，东北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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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在朝鲜半岛文学文化、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

与中国的周边安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曾艳钰．论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路径

［J］．外语界，2019( 1) : 31－37．
［2］周连勇．“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

径探究［J］．世界教育信息，2018( 20) : 39－42．
［3］戴炜栋，王雪梅．“双一流”背景下的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

科发展战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 ( 5) : 1
－13．

［4］王喜娟，朱艳艳．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研究热点初探———

基于 CNKI 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8
( 10) : 88－97．

［5］胡开宝，王 琴．国际化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发展: 问题与

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为例［J］．外语教

学，2017( 2) :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6BYY022］

(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卢 婷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技术化教学的

弊端日益凸显。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涌现反映出

教学中“教育性”的缺失。“教育性教学”给我国正

在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视角。作为一个

进行“概念重构”的教育学理论体系［1］，它强调教学

是“知识性”和“教育性”统一的过程，对语言教学也

提出了新要求。概念型教学法是语言教学中的最新

流派，该方法聚焦概念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其教学

特点正好切合教育性语言教学的理念。
一、回归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
随着人文学科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我国的教学技术化程度一直在朝纵深发展。
日益升级的信息科技为技术化教学提供了硬件支

持，而实证主义导向使我们越来越重视教学效率，进

一步强化了教学的技术化。客观上，技术化的教学

有助于知识技能的习得及提高学习效率。然而，它

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其中，最典型的为心理健康

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除了自杀这

种极端行为，厌世、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也在青少

年中高发［2］。这说明“空心病”［3］在我国青少年中

普遍存在。所谓“空心病”，是指人心中强烈的孤独

感和 无 意 义 感，内 心 缺 乏 支 撑 自 我 的 价 值 观［3］。
“空心病”折射出技术化教学中的弊端———重视知

识传授却忽视培育人的“道德力量”［4］。这是我国

长期将“教学”与“教育”彼此对举甚至相互分离的

结果。如何正确认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 这对我们

缓解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意义深远。
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特［6］明确指出，我们

需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也不存在“无教

学的教育”。由此可见，他否定了教学与教育的隔离。
赫尔巴特［5］认为，“无教育的教学”是没有目的的教

学，而“无教学的教育”是无法实现的教育，因为教学

是达成教育目的的必需手段。同时，他进一步提出

了“教育性教学”，构建了将教育与教学融会贯通的

理论体系。教育性教学［5］，顾名思义，强调教学的

“教育性”。它认为教学是教育的必要前提，其使命

在于通过知识的传授，形成必要的观念基础，而后获

取“道德性格的力量”［6］。赫尔巴特［5］指出，人的认

知、情绪和意志是统一的。人的情感起源于思想，而

原则和行为方式则产生于这些情感; 只有通过头脑

训练，道德教育才可能实现，而头脑训练就其本质而

言是能够通过适当的教学而实现的。因此，教学就

是一项 利 用 知 识 影 响 学 习 者 的 观 念 和 道 德 的 工

作［6］。可见，教育性教学是“知识科学”和“教育学”
相结合的教学，具有“知识性”和“教育性”。

教师的知识讲授可以达成教育性教学的“知识

性”。然而，如何实现其“教育性”? 赫尔巴特［6］指

出，关键在于通过知识训练形成思想内容从而激发

道德性格的力量。简言之，知识传授是起点，思想世

界的形成是核心，激发道德力量是终点。除了知识

训练，思想世界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人对自我

生命的自我觉知，它来源于自我反思以及基于反思

产生的领会、承担和筹划［7］。可见，培养反思能力对

形成思想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训练反思能力?

我们需要依靠两重中介的作用: 个体的社会生活和

思想世界［5］。社会生活的中介作用是自动完成的，

因为人可以通过感官直接获得经验感受; 思想世界

的形成及发挥作用则需要借助教学进行头脑训练而

实现［7］。由此可见，面对思想世界的教学是实现

“教育性”的核心。
教育性教学具有知识性和教育性，相应地，其实

践也需要针对学习者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而设

计。传统教学方法可以有效进行知识教学。然而，

面对思想世界的教学是我们的新课题。从本质上

说，思想世界是概念性而非知识性的［8］。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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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Ṣ䳸⨂䘬䚖䘬⎒㗗䁢Ḯ⼿⇘㚜⤥䘬ỷˤ

������ %'(� � DQG WKHQ WKH QH[W TXHVWLRQ P\ ORUG WKHQ DVNHG WKLV GHIHQGDQW ZDV GLG
\RX WHOO V N N DQG DJDLQ KLV DQVZHU ZDV \HV WKHQ KH H[SODLQHG WKDW KH WROG V N N
EHFDXVH HP KH ZDV JRLQJ WR JHW PDUULHG ZLWK O WR JHW WKH XQLW ��� VR L VXSSRVH L
EHOLHYH DV L VDLG DQG WKDWȽV ZK\ L KDYH WR SXW IRUZDUG WKLV VWRS KDQG LQGHHG KH
VDLG KH GLG WHOO V LQ EHFDXVH WKH\ ZDQWHG WR JHW D KRXVH QR PDWWHU LW ZDV D VKDP RU
ZKDWHYHU WKH\ OHDYH LW DVLGH�
������ �� �>YRLFHV RYHUODSSHG@� �
����� �%3(� �ZKHQ GLG \RX WHOO V N N�
������ �,&7� �Ἀ䲣⸦㗪娙ᾦ V N N倥 �
����� �'&� �ḅᶫ⸜ �
������ �,(7� �QLQHW\ VHYHQ�
������ �%3(� �D� QLQHW\ VHYHQ�
������ �,&7� �䲣ḅᶫ⸜⓲ �
������ �%3(� �ZKHQ VKH WKRXJKW VKH ZDV SUHJQDQW�
������� ,&7� �┓䲣Ἂ�ẍ䁢冒㚱 E E▭㗪῁ �
��������'&� �ㆹ䛇䲣ᶵ姀⼿ ���䲣怲ᶨ㖍┯ �
��������,(7� �L UHDOO\ FDQȽW  UHPHPEHU ZKLFK GD\�
��������'&� � ᶱ⸜⇵┯⼳ⷓ⃰䓇Ἀ䲣岒⓷ㆹ >FU\LQJ@ㆹ悥䫼ἈⒼ⇘׀ �
��������,(7� �PLVWHU FRXQVHO LWȽV WKUHH \HDUV DJR L FDQȽW JLYH \RX DQ DQVZHU HYHQ
LI \RX FRQWLQXH ZLWK WKLV TXHVWLRQ�
�������%3(� �PLVWHU W ��� V N N ZDV TXHVWLRQHG IRU WZR DQG D KDOI GD\V WR UHFRXQW KHU
H[SHULHQFH WKUHH \HDUV DJR� �
������ ,&7� �▙  斄㕤 �
�������%3(�  L DP DVNLQJ \RX DERXW DQ ,03257$17 75$80$7,& LQFLGHQW LQ
\RXU VXSSRVHG UHODWLRQVKLS ZLWK V N N ZKLFK \RX VDLG ZDV &$5,1* DQG UHVSRQ�
VLEOH QRZ DUH \RX VHULRXVO\ VD\LQJ WKDW \RX FDQ¶W UHPHPEHU ZKHQ ZDV \RX 72/'
KHU ��� WKLV JLUO ZKR ORYHG \RX DQG ZKR \RX ORYHG DQG \RX FDQ¶W 5(0(0%(5
ZKHQ LW ZDV WKDW \RX WROG KHU \RX ZHUH JRLQJ WR PDUU\ VRPHRQH HOVH ��� LV 7+$7
ZKDW \RXȽUH VD\LQJ�
������� ,&7� �▙⯙ᶱ⸜⇵▭ḳ␊ V N N␊悥塓䚌⓷␊ℑ㖍⋲▭侴⭞⓷Ἀ▭
␊䲣ᶨẞ␊䲣慵⣏▭ḳね♇▭⚈䁢␊䲣䘤䓇枧�Ἀ┎⎴❳␊ᶨᾳ㟡㒂Ἀ嫃
┎䲣斄⽫Ἀ┎⎴❳␊䲣 D��Ἀ゛⎹Ἂ屈屔ả⎴❳␊Ἀ䲣ッἊ⎴❳ }Ἂ
ッἈ▭ ���⤛䪍▭幓ᶲ {�Ἀ䛇䲣ᶵ姀⼿Ἀ䲣⸦㗪娙ᾦἊ䞍Ἀㇻ䬿⎴⎎⢾ᶨ
ᾳ⤛Ṣ䳸⨂⏨ }�
��������'&� �ㆹ⎴Ἂ嫃ㆹ⎴Ἀ嫃ㆹ侴⭞ ���▭儎㴟墉ὧㆹ姀⼿╢ḅᶫ⸜▭ḳ ���
ㆹ⎴Ἂ嫃 ���ㆹ娙 ���ㆹ㚫⎴ O⍣㚱ᶨ攻冐⯳⚈䁢天暨天侴⭞天䳸⨂⚈䁢⤪㝄
䲼┓䲣▘┚嫱㖶Ⓖ⣈ẍㆹ侴⭞㚫⎴Ἂ䳸⨂ⶴ㛃⮯Ἦ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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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V IDU DV L FDQ UHPHPEHU QRZ LQ QLQHWHHQ QLQHW\ VHYHQ L WROG V N N WKDW
L ZRXOG EH PDUU\LQJ O WR DFTXLUH D KRXVLQJ XQLW EHFDXVH WKHUH ZDV QRW VXIILFLHQW
SURRI WR JHW WKDW DW WKDW WLPH DQG L WROG KHU WKDW LQ WKH IXWXUH D ELJJHU XQLW FRXOG EH
REWDLQHG DIWHU WKH PDUULDJH� �
������ %3(� �DQG ZKDW GLG VKH VD\�
��������,&7� � V N N倥⇘ᷳ⼴嶇ỷ溆⓲ �
��������'&� �悥ℯ⍵ㅱ � �
�������,(7� �7KHUH ZDV QR UHVSRQVH�
� ������ ��������
��� ��� %3(� �GXULQJ WKH GD\ \RX JDYH HYLGHQFH DERXW WKLV HP ZKDW \RX VDLG DERXW
HU V N N SOD\LQJ WULFN RQ O P I GR \RX UHPHPEHU WKDW�
������ ,&7� �▙Ἀᾦ嫱ὃ▭㗪῁␊㍸㚦䴻␊䲣㍸忶␊斄㕤 V N N␊䲣㔜埙 O P I
▭ḳ䲣"� �
�������'&� �䲣 �
�������,(7� �\HV� �
������ %3(� �WHOOLQJ VKH OLNHG KLP DQG WKHQ WHOOLQJ VKH GLGQȽW OLNH KLP�
������ ,&7� �┓䲣娙␊㚨⇅␊⯙娙ᾦ� O P I倥␊Ἂ揀シἊ⼴Ἦ⍰娙ᾦἊ䞍ἊⒼ
揀シἊ䲣烎 �
������ '&� � 䲣 �
������� ,(7� \HV� �
������ %3(� �WKDW VRUW RI ��� VLOO\ OLWWOH WULFN WKDW LV RI DQ LPPDWXUH JLUO LVQȽW LW�
������� ,&7� � ␊ᶨ栆␊䲣ᶨ┚⤥Ⓖㆸ䅇▭⤛Ṽ䍑▭┚⤥▭䍑シ♇ � 䲣
"�
������� �'&� �ㆹⒼ䞍䲣 �
������� �,(7� �L GRQȽW NQRZ LI WKDWȽV WUXH RU QRW�
������� %3(� �WKDWȽV SDWKHWLF LVQȽW LW"�
������ �,&7�䲣┚⤥�� HP�� �����⤥▭◊♇ ������䲣⤥ ���㧋 ␊䲣⤥䲣
⤥⎗ㄸ▭◊♇ �
�������� '&� �⣏Ṣ㚱㗪悥㚫  �
������� �,(7� � VRPH ��� VRPHWLPHV DGXOW ZRXOG GR WK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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忶䦳⤪ᶳ烉㸸婆屯妲䴻忶Ⱦ娙婆䚖䘬䮑㩊䦳⺷ȿ炻嬗⒉䘤䎦㸸婆屯妲䫎⎰娙婆䚖䘬炻㬌

嗽⚆䫼䁢㗗烊㕤㗗两临䴻忶Ⱦシ佑忋屓䮑㩊䦳⺷ȿ炻嬗⒉䘤䎦⤪㝄徸⫿侣嬗⎗傥↢䎦シ

佑䎮妋ᶲ䘬ῷⶖ炻㬌嗽⚆䫼䁢⏎烊㕤㗗两临䴻忶Ⱦ䞍嬀㥳ㆸ䮑㩊䦳⺷ȿ炻䘤䎦劙婆㸸婆

ᷕȾSUHJQDQWȿ⤪㝄䚜嬗炻⎗傥㚫嬻塓⏲㚱㨇㚫ẍ⛐㆟⫽⇅㛇冒ᶵ䞍ねἮ彗妋炻⽆侴
⼙枧嫱娆䘬ᾉ⹎ˤ

⛐娙廒 ��ᷕ炻嬗⒉⮯ȾPLVWHU FRXQVHOȿ㓦⇘ḮȾLW¶V WKUHH \HDUV DJRȿᷳ⇵炻忚埴Ḯ
⎍⺷䘬婧㔜炻⎴㗪≈ᶲḮ LI⺽⮶䘬㡅ẞ䉨婆⽆⎍炻⮯塓⏲䘬䩳⟜堐忼⼿㚜≈㶭㤂炻⌛
⤪㝄㩊㍏⭀两临徥⓷忁ᾳᶱ⸜⇵䘬ḳね炻塓⏲⮯䃉⎗⣱⏲ˤ忶㾦忶䦳ᷕ䴻忶Ⱦ䞍嬀㥳

ㆸ䮑㩊䦳⺷ȿ㗪嬗⒉䘤䎦ᷕ㔯㸸婆ᷕ䘬ȾἈ䲣岒⓷ㆹȿ≈ᶲ塓⏲䔞⹕䖃⒕䘬橼ン婆炻

暨天⡆㶣屯妲ㇵ傥堐忼塓⏲⮵忁ᾳ⓷柴䘬⻟䁰㈿㉺ね䵺ˤ

⛐娙廒 ��ᷕ炻嬗⒉⇒昌Ḯᷕ㔯㸸婆屯妲ᷕ䘬Ⱦ�ㆹ⎴Ἂ嫃ȿȾㆹ⎴Ἀ嫃ȿ䫱㍺
ℍ婆炻⇒昌䃉斄屯妲ẍ䱦䯉屯妲炻㚱⇑㕤⹕⮑㚜≈檀㓰⛘忚埴ˤ嬗⒉⮯㸸婆ᷕ⎎ᶨᾳ

Ⱦㆹ⎴Ἂ嫃ȿᷕ䘬䫔ᶱṢ䧙㖶㘘⊾炻䓐塓⭛Ṣ VNN䘬⎵⫿Ἦ㚧ẋ炻ἧ⼿Ṣ䧙㊯ẋ㚜≈㶭
㤂ˤ嬗⒉⛐劙婆䚖㧁婆屯妲ᷕ≈ℍḮȾWR JHW WKDWȿ炻⮯塓⏲ẍ䌚⼿⣏⫸䁢䚖䘬䘬䳸⨂
忚埴Ḯᷕ䩳⊾䘬嗽䎮炻性⚈䁢塓⏲䘬⚆䫼ᶵ䔞侴ㆸ䁢㍏㕡䘬㈲㝬ˤ忶㾦忶䦳ᷕ䴻忶

Ⱦ䞍嬀㥳ㆸ䮑㩊䦳⺷ȿ㗪嬗⒉䘤䎦ᷕ㔯㸸婆ᷕ䘬㍺ℍ婆⮵㕤㔜ᾳ屯妲㰺㚱⣒⣏⼙枧炻⽆

侴⇒昌炻⎴㗪䁢Ḯ嬻Ṣ䧙ẋ娆䘬㊯ẋ㚜≈㖶㘘炻嬗⒉⮯℞㊯℟橼侣嬗↢Ἦˤ䁢Ḯ性

⚈䁢⚈㝄斄Ὢ嗽䎮ᶵ䔞侴忈ㆸ䘬䎮妋ῷⶖ炻嬗⒉ḇ忂忶≈ℍ堐䚖䘬䘬ᶵ⭂⺷Ἦ嗽䎮

屯妲ˤ

⛐娙廒 ��ᷕ炻嬗⒉⮯劙婆㸸婆ᷕ䘬Ṣ䧙ẋ娆ȾVKHȿ㖶㘘⊾炻侣嬗㗪䓐℟橼䘬Ṣ
⎵ VNNẋ㚧炻⎴㗪≈ᶲḮ㗪攻䉨婆Ⱦ倥⇘ᷳ⼴ȿ嬻㍸⓷㚜㚱憅⮵⿏炻㚜傥䌚⼿暨天䘬
屯妲ˤ忶㾦忶䦳ᷕ䴻忶Ⱦ䞍嬀㥳ㆸ䮑㩊䦳⺷ȿ㗪嬗⒉䘤䎦⽭枰⮯ẋ娆㊯ẋ㖶㘘⊾炻㶣

墄怑䔞䘬㗪攻䉨婆炻ㇵ傥嬻塓⏲㚜℟橼⛘⚆䫼⓷柴ˤ

⛐娙廒 ��ᷕ炻嬗⒉ἧ䓐Ḯṳ䳡⿏䘬攳柕Ⱦ┓䲣娙␊ȿ炻⡆≈Ḯ㗪攻䉨婆Ⱦ㚨⇅␊ȿ炻
᷎⮯⍇㔯ᷕ䘬ȾKLPȿ㚧㎃䁢Ḯ䓟⬑䘬℟橼⎵⫿ OPI炻≈ℍḮ⍵⓷䘬婆㯋Ⱦ䲣ȿ炻⮯㩊
㍏⭀䘬屔⓷婆㯋忂忶侣嬗堐忼↢Ἦˤ忶㾦忶䦳ᷕ䴻忶Ⱦ䞍嬀㥳ㆸ䮑㩊䦳⺷ȿ㗪嬗⒉䘤

䎦⽭枰⮯ẋ娆㊯ẋ㖶㘘⊾炻㶣墄怑䔞䘬㗪攻䉨婆炻⎴㗪≈ᶲ⍵⓷婆㯋炻ㇵ傥㚜⤥⛘堐

忼㩊㍏⭀䘬屯妲ᷕ晙⏓䘬シ佑ˤ

�����㕉㕳⋼婧
⛐娙廒 �� ᷕ炻劙㔯㸸婆ᷕ㩊㍏⭀䩖徥ᶵ㌐⛘徥⓷炻岒⓷塓⏲䔞㗪天䳸⨂䘬ᷳ

攻䘤䓇䘬ḳね䪇䃞㚫⾀姀炻䓐 ³L DP DVNLQJ \RX DERXW DQ ,03257$17 75$80$7,& LQ�
FLGHQW LQ \RXU VXSSRVHG UHODWLRQVKLS ZLWK V N N ZKLFK \RX VDLG ZDV &$5,1* DQG UHVSRQVLEOH
QRZ DUH \RX VHULRXVO\ VD\LQJ WKDW \RX FDQȽW UHPHPEHU ZKHQ ZDV \RX 72/' KHU ��� WKLV JLUO
ZKR ORYHG \RX DQG ZKR \RX ORYHG DQG \RX FDQȽW 5(0(0%(5 ZKHQ LW ZDV WKDW \RX WROG
KHU \RX ZHUH JRLQJ WR PDUU\ VRPHRQH HOVH ���´㩊㍏⭀ℑ㫉䓐⇘ ³FDQ¶W UHPHPEHU´Ἦ岒䔹
塓⏲嫱娆䘬⎗ᾉ⹎ˤ嬗⒉⛐嗽䎮忁䧖岒⓷婆㯋䘬㗪῁炻᷎㰺㚱⮯㩊㍏⭀䘬岒䔹侣嬗↢

Ἦ炻侴㗗⮯婆㯋忚埴Ḯ䶑炻⎗傥㗗嬗⒉娵䁢炻㩊㍏⭀忤Ṣ䘬岒⓷㕡⺷㚫嬻塓⏲

䓊䓇⍵デ䓂军ᶵ⎰ἄ炻忁㧋䃉㱽忚埴㚱㓰⛘⹕⮑䌚⼿暨天䘬屯妲ˤ娙廒 �� ᷕ炻劙

��



7UDQVODWLRQ 4XDUWHUO\

㔯㸸婆㩊㍏⭀ℵ㫉㍸⇘ ³GR \RX UHPHPEHU WKDW´炻忂忶⓷娙㈨ⶏℵ㫉岒䔹塓⏲嫱娆䘬⎗
ᾉ⹎炻嬗⒉㬌㗪ṵ䃞㰺㚱⮯㩊㍏⭀䘬⻟䁰婆㯋嬗↢炻侴㗗忚埴Ḯ䶑⋼婧ˤ忶㾦忶䦳

䴻忶Ⱦ⇑䙲䮑㩊䦳⺷ȿ㗪嬗⒉䘤䎦⽭枰婧㔜㸸婆ᷕ⻟䁰䘬岒⓷婆㯋炻ㇵ傥㚜⤥⛘䌚⍾

嫱娆炻㕤㗗嬗⒉忂忶䶑⋼婧䘬㕡⺷嗽䎮Ḯ㸸婆屯妲ˤ

娙廒 ��ᷕ炻嬗⒉⛐ȾLPPDWXUHȿȾVLOO\ȿ⇵朊≈ℍḮℑᾳȾ⤥ȿἄ䁢⻟婧炻忂
忶忁䧖㕡⺷⮯㩊㍏⭀⻟䁰䘬岒⓷婆㯋堐忼Ḯ↢Ἦˤ娙廒 ��ᷕ炻嬗⒉⛐ȾSDWKHWLFȿ⇵朊
≈ℍḮ⣂ᾳȾ⤥ȿἮ≈ẍ⻟婧炻ẍ⎴㧋⛘㕡⺷⮯㩊㍏⭀䘬岒⓷婆㯋堐忼↢Ἦˤ忶㾦忶

䦳䴻忶Ⱦ⇑䙲䮑㩊䦳⺷ȿ㗪嬗⒉䘤䎦⽭枰⮯㸸婆ᷕ⻟䁰䘬岒⓷婆㯋㚜≈⻟䁰⛘堐忼↢

Ἦ炻ㇵ傥嬻嫱Ṣ䘬⎗ᾉ⹎⼿⇘岒䔹炻㕤㗗嬗⒉⋼婧䘬㗪῁≈⻟Ḯ婆㯋ˤ

ẍᶲ忂忶⮵嬗⒉忶㾦埴䁢䘬℟橼㍷徘↮㜸⼿↢炻㱽⹕⎋嬗⒉⛐䛇⮎䘬暁婆⹕⮑

ᷕ炻昌Ḯ忚埴徸⫿䘬侣嬗炻怬㚫㟡㒂ℑ䧖婆妨忚埴屯妲䘬慵䳬炻䓂军⎗傥䪁⛐ᶨ㕡䘬

䩳⟜婧㱽⹕ᷕ↢䎦䘬堅䨩䞃䚦ˤ䓙㬌⎗夳炻㱽⹕⎋嬗⒉᷎朆⁛䴙シ佑ᶲ䘬⬴ℐ

ᷕ䩳炻侴㗗⛐ᶵ⎴䘬ね⠫ᷕ⍿⇘ᶵ⎴⚈䳈䘬⼙枧炻ㆾ⣂ㆾ⮹⛘ṳℍ㔜ᾳ㱽⹕⎋嬗忶䦳

ᷕˤ

⚃ˣ䳸婆

䁢Ḯ㚜⤥⛘嗽䎮㱽⹕⎋嬗⒉Ⱦᷕ䩳ȿȾ婧妋Ṣȿ䘬奺刚⚘⠫炻㛔㔯⛐娙婆⎋嬗

㧉✳䘬㟮㝞ᶳ⇑䓐Ⱦ娙婆⎋嬗䮑㩊䦳⺷ȿ↮㜸Ḯ嬗⒉⎬栆㰢䫾側⼴䘬⍇⚈炻嬻嬗⒉䘬

埴䁢⛐㱽⹕⎋嬗⮎嶸ᷕ㚱䎮⎗⽒ˤ⽆㕡㱽婾ᶲ嫃炻⮯Ⱦ⎋嬗䮑㩊䦳⺷ȿ㤪⾝⺽ℍ㱽⹕

⎋嬗䞼䨞炻⎗ẍ⮵嬗⒉娙婆䘬㔠慷䈡⽝忚埴㶙⹎䞼䨞炻ḇ⎗ẍ忂忶⮎嫱䞼䨞㍊䨞ᶵ

⎴嬗⒉娙婆栆✳↢䎦䘬柣㫉炻⽆侴㚱≑㕤䝕妋婆妨䘬䈡㬲⿏ˣṌ晃ᷕ䘬婌妋㔯⊾ⶖ

䔘䫱⓷柴ˤ⛐℟橼䘬㱽⹕⎋嬗⮎嶸ᷕ炻⹕⮑ᷳ⇵⎗ẍ➢㕤娙婆⎋嬗㧉✳ᷕ䘬天䳈⇞⭂

ᶨấ娛╖炻㍸⇵嶇Ṍ晃⎬㕡忚埴⋼⓮炻ẍὧṾᾹ㚜⤥⛘䎮妋㱽⹕⎋嬗⒉⛐⹕⮑ᷕ㚫忂

忶⡆㶣ˣ妋慳⻙⊾娙婆䫱ᶨ䲣↿埴䁢Ἦ⋼婧㔜ᾳ㱽⹕⎋嬗忶䦳炻⽆侴㚱≑㕤⹕⮑㚜

≈枮⇑⛘忚埴ˤ⛐㱽⹕⎋嬗䘬㔁⬠㗪炻婚➪㧉㒔⮎嶸ᷕ⎗ẍ㍉䓐娙婆⎋嬗㧉✳ᷕ㴱⍲

䘬天䳈⍲忶㾦忶䦳Ἦ妻䶜⬠䓇䘬暁婆䞍嬀ˣ㱽⼳⮰㤕䞍嬀㔯⊾䞍嬀炻⎴㗪嬻⬠䓇䝕

妋⛐㱽⹕⎋嬗䘬ᶵ⎴昶㭝⤪ỽ⇑䓐Ⱦ⎋嬗䮑㩊䦳⺷ȿἮ忚埴㚜⤥䘬㰢䫾㍉⍾㚜㚱㓰

䘬䫾䔍ˤ

➢慹屯≑

㛔㔯⼿⇘㷾⋿䚩⬠ỵ冯䞼䨞䓇㔁做㔁⬠㓡朑婚柴炷枭䚖䶐嘇烉-*����%���炸㷾
⋿ⷓ䭬⣏⬠⬠ỵ冯䞼䨞䓇㔁做㔁⬠㓡朑婚柴炷枭䚖䶐嘇烉��-*��炸䘬㓗㊩ˤ
农嫅

㛔㔯䘬婆㕁⼿⇘Ḯ㠩ῑ暗⌂⢓炷'U� (VWHU 6 0 /HXQJ炸䘬㌰㪲ἧ䓐䚠斄㓗㊩炻ℵ
㫉䈡⇍农嫅ˤ

��



哋匱厗

⍪侫㔯䋖

%HUN�6HOLJVRQ� 6XVDQ� ����� 7KH %LOLQJXDO &RXUWURRP� &RXUW ,QWHUSUHWHUV LQ WKH -XGLFLDO 3UR�
FHVV� &KLFDJR� &KLFDJR 8QLYHUVLW\ 3UHVV�

)DLUFORXJK� 1RUPDQ� ����� /DQJXDJH DQG 3RZHU� /RQGRQ DQG 1HZ <RUN� /RQJPDQ�
)HQWRQ� 6DELQH� �����Ⱦ7KH 5ROH RI WKH ,QWHUSUHWHU LQ WKH $GYHUVDULDO &RXUWURRPȿ� ,Q 7KH

&ULWLFDO /LQN� ,QWHUSUHWHUV LQ WKH &RPPXQLW\� HG� E\ 6�(� &DUU HW DO�� ������ $PVWHUGDP
DQG 3KLODGHOSKLD� -RKQ %HQMDPLQV 3XEOLVKLQJ &RPSDQ\�

*ULFH� +HUEHUW 3� �����Ⱦ/RJLF DQG &RQYHUVDWLRQȿ� ,Q 6\QWD[ DQG 6HPDQWLFV� 6SHHFK $FWV�
9RO� �� HG� E\ 3HWHU &ROH� ������ 1HZ <RUN� $FDGHPLF 3UHVV�

+DOH� 6DQGUD� �����Ⱦ&RQWURYHUVLHV 2YHU WKH 5ROH RI &RXUW ,QWHUSUHWHUȿ� ,Q &URVVLQJ %RUGHUV
LQ &RXUW ,QWHUSUHWLQJ� 'HILQLWLRQV DQG 'LOHPPDV� HG� E\ &� 9DOHUR�*DUFpV 	 $��0DUWLQ�
������� $PVWHUGDP DQG 3KLODGHOSKLD� -RKQ %HQMDPLQV 3XEOLVKLQJ &RPSDQ\�

-LDQJ� /LKXD� ����� +RZ )DU &DQ D &RPPXQLW\ ,QWHUSUHWHU *R" 'LVFRXUVH ,QWHUSUHWLQJ )LO�
WHUV� +DPEXUJ� 9HUODJ 'U� .RYDþ�

-LDQJ� /LKXD HW DO� �����Ⱦ7KH 6RFLRORJLFDO 7XUQ LQ WKH ,QWHUSUHWHUȽV UROH� 'LVFRXUVH ,QWHUSUHWLQJ
)LOWHUVȿ� 7UDQVODWLRQ DQG ,QWHUSUHWLQJ 6WXGLHV �������������

/HXQJ� (VWHU 6� 0� �����Ⱦ:KDW &DQ D %LOLQJXDO &RUSXV 7HOO 8V DERXW WKH 7UDQVODWLRQ DQG
,QWHUSUHWDWLRQ RI 5DSH 7ULDOV"ȿ,QWHUQDWLRQDO -RXUQDO IRU WKH 6HPLRWLFV RI /DZ ���� ����
����

0HUOLQL� 5DIIDHOD 	 5REHUWD )DYDURQ� ����� Ⱦ&RPPXQLW\ ,QWHUSUHWLQJ� 5H�&RQFLOLDWLRQ
WKURXJK 3RZHU 0DQDJHPHQWȿ� 7KH ,QWHUSUHWHUVȽ1HZVOHWWHU ����� ��������

0LNNHOVRQ� +ROO\� ����ௐȾ³7RZDUGV D 5HGHILQLWLRQ RI WKH 5ROH RI WKH &RXUW ,QWHU�
SUHWHU�´�,QWHUSUHWLQJ ���� ��ȸ���

0LNNHOVRQ� +ROO\� ����� ,QWURGXFWLRQ WR &RXUW ,QWHUSUHWLQJ� 0DQFKHVWHU 	 1RUWK +DPSWRQ�
6W� -HURPH�

0XGHUVEDFK� .ODXV������ ³(UVFKOLH�XQJ KLVWRULVFKHU 7H[WH PLW +LOIH OLQJXLVWLVFKHU 0HWK�
RGHQ´ ,Q�5HLKH KLVWRULVFK�VR]LDOZLVVHQVFKDIWOLFKH )RUVFKXQJHQ GHV =HQWUXPV I�U KLV�
WRULVFKH 6R]LDOIRUVFKXQJ����ȸ���� 6W� .DWKDULQHQ� 6FULSW 0HUFDWXUDH�1J� (YD 1� 6� �����
&RPPRQ /DZ LQ $Q 8QFRPPRQ &RXUWURRP� -XGLFLDO ,QWHUSUHWLQJ LQ +RQJ .RQJ� $PV�
WHUGDP DQG 3KLODGHOSKLD� -RKQ %HQMDPLQV 3XEOLVKLQJ &RPSDQ\�

5REHUWV� 5RGD� 3� ����� ³&RPPXQLW\ ,QWHUSUHWLQJ 7RGD\ DQG 7RPRUURZ´� ,Q 7KH &ULWLFDO /LQN�
,QWHUSUHWHUV LQ WKH &RPPXQLW\� HG� E\ 6LOYDQD (� &DUU HW DO������� $PVWHUGDP�3KLODGHOSKLD�
-RKQ %HQMDPLQV 3XEOLVKLQJ &RPSDQ\�

5RVHQEHUJ� %UHWW $OOHQ� ����� 'HVFULELQJ WKH 1DWXUH RI ,QWHUSUHWHU�0HGLDWHG 'RFWRU�3DWLHQW
&RPPXQLFDWLRQ� $ 4XDQWLWDWLYH 'LVFRXUVH $QDO\VLV RI &RPPXQLW\ ,QWHUSUHWLQJ� 3K'� GLV�
VHUWDWLRQ� 8QLYHUVLW\ RI 7H[DV DW $XVWLQ�

6FKXO] YRQ 7KXQ� )� ����� 0LWHLQDQGHU UHGHQ � ȸ6W|UXQJHQ XQG .OlUXQJHQ� 5HLQEHN EHL
+DPEXUJ� 5RZRKOW�7DVFKHQEXFK�9HUO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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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曹波教授访学美国埃默里大学期间与该校研究生院教授、著名贝克特研究专家洛伊丝·欧维贝克的学术

对话。两人首先论及当下贝学( 萨缪尔·贝克特研究) 的趋势，尤其是欧美的三种态势: 从不同视角对贝克特出版作品的

研究推陈出新; 对贝克特戏剧艺术( 导演、革新及域外变异) 的整理研究持续不断; 手稿、笔记、档案等原典的整理成果趋向

电子化。对于新世纪工具书，两人从领域互补的角度评介了四种:《盛名之累》《格罗夫指南》《诗集》和《书信集》。谈及贝

克特全球译介的新动向时，曹波评述了汉译的历程，重点论及“副文本”的学术史价值和“间接介入”对“学术型”文本翻译

的意义。这场对话对中国贝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也向西方学界展现了汉译的成就。

关键词: 萨缪尔·贝克特; 研究态势; 工具书; 汉译; 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 2021) 04-0114-08

曹波( 以下简称“曹”) : 作为埃默里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前辈，您一定知道在 20 世纪爱尔兰文学史

上，“有三位作家彻底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欧维贝克( 以下简称“欧”) : 那当然，是威廉·叶芝( William B． Yeats)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和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他们都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偶像，相关研究和节庆已形成了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文化产业，是爱尔兰向外推广其“文学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

曹: 其中，贝克特走的是“去爱尔兰”的极简主义道路。他的驳杂、深邃在欧美现代派文学史上少有匹

敌，相关研究和演出活动可能赶超“让学者忙上 300 年的乔学产业”，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贝克特是一所

( 念不完的) 大学”的意思吧。

欧: 是的。在西方，贝克特研究早已成为显学: 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已有欧美会员 3600 多人，雷丁

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安特卫普大学的顶级专家依次主编了《贝克特研究杂志》，雷丁大学

设立了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埃默里大学和巴黎美利坚大学合作成立了贝克特书信研究中心，等等。相信在

日益自信的中国，贝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曹: 没错。自 20 世纪末孟京辉排演《等待戈多》、陆建德发表雄文《自由虚空的心灵》、李维屏就《克拉普

的最后一盘录音带》等戏剧开展教学以来，相关研究者、翻译者、教学者、戏剧实验者及一般爱好者的队伍也

迅速壮大，掀起了学术的热潮。

欧: 你们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了吗?

曹: 还没有，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贝学就乏善可陈。传入文化与域外文化发生碰撞时，会产生扭曲和新

的特征，因此中国的贝学不是欧美贝学的复制或缩小，而是延展和变异。二者具有纵向比较的价值，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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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横向对比项。

欧: 这很自然。我是出于好奇。

曹: 而我好奇的是，21 世纪以来欧美贝学呈现了怎样的态势呢?

欧: 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哲学、文艺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视角对

纸质作品展开的专题研究依然兴盛，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掘，这类研究还可带来许多新意，因此这一方面事

实上非常复杂; 二是 1976 年创办的《贝克特研究杂志》所刊文章兴许就是重要的风向标; 最后，欧美国家的

学术出版社每年都有许多这类专论出版。

曹: 那您能就最新专论说得具体些吗?

欧: 按论题分类吧。有一组“后人类”专论令人瞩目，比如在《贝克特的晚期戏剧: 创伤、语言与主体性》

( 2018) 中，特兰特尔( Ｒhys Tranter) 阐释了贝克特在晚期戏剧中描绘的后人类图景; 在《贝克特短篇散文中

的后人类空间》( 2019) 中，博尔特( Jonathan Boulter) 则挖掘了贝克特碎片式文本中的精神困境; 而在《贝克

特与主体性的语言》( 2018) 中，图布里迪( Derval Tubridy) 更“为从后人类视角对贝克特的跨文类创作做出新

的阐释奠定了基础”。这些专论大致是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的，内容上互补，在“贝学”历史上首次清晰地

展现了贝克特作为预言家的形象。

曹: 按您的思路，也有一组“互文性”专论不可小觑，比如在《贝克特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贝克特》( 2013)

中，罗斯( Catherine Laws) 就探讨了贝克特对欧洲古典音乐的吸收及其创作对欧洲当代音乐的影响; 在《贝克

特与影院》( 2017) 中，帕拉斯基瓦( Anthony Paraskeva) 梳理了贝克特与影院交往的过程及影院对其舞台剧、

荧屏剧创作的影响; 而在《贝克特与视觉艺术》( 2018) 中，卡维尔( Conor Carville) 则厘清了贝克特与( 晚期)

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视觉艺术的历史关系。如同《贝克特笔下的但丁: 小说与批评中的互文性》( 2005) 那

样，先前的此类专论多属同一文类，而这组专论是跨文类的，展示了新的动向。

欧: 没错。那么第三组就是“政治性”专论，例如在《萨缪尔·贝克特与后殖民小说》( 2009) 中，比克斯比

( Patrick Bixby) 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分析了贝克特小说与爱尔兰历史、政治、后殖民思潮的隐秘联系，令人

耳目一新; 在《贝克特的政治想象》( 2017) 中，莫林( Emilie Morin) 从社会历史学角度“阐释了贝克特的双语

文本如何重新想象政治史”，其学识令人惊讶; 而在《贝克特与余波政治学》( 2018) 中，马克诺顿( James Mc-

Naughton) 则阐释了贝克特的创作如何对爱尔兰内战、欧洲的分化、法西斯的崛起和二战恶行等做出回应，再

次展现了贝克特的政治意识。

曹: 这组专论体现了全新的趋向: 前者颠覆了贝克特“倾心无知、无能”因而“不涉历史”“无关政治”的

传统观点，中者将对贝克特与政治史关系的研究从爱尔兰拓展到了欧陆，而后者则发掘了贝克特对战后欧

洲政治意识的独特呈现。三部专论打开了从后殖民或政治学角度解读贝克特的大门，为新领域的开拓做出

了“无价的贡献”。

欧: 此言不假。另有两组专论略显传统，但不乏新意和深度。在“爱尔兰性”专论中，莫林( Emilie Mor-

in) 所著《贝克特与爱尔兰性问题》( 2009) 和肯尼迪( Seán Kennedy) 主编《贝克特与爱尔兰》( 2010) 最具代表

性。而在“艺术性”专论中，杜尔法德( Lance Duerfahrd) 的《贫乏的创作: 贝克特的流浪汉与危机剧场》

( 2013) 和安德顿( Joseph Anderton) 的《贝克特的造物: 种族大屠杀之后的失败艺术》( 2016) ，则与你的大作

《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 2015) 在思路上有些相似。

曹: 这五组专论推陈出新，可以说代表了近 10 年欧美贝学在纸质作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动向。那么第

二个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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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鉴于贝克特与先锋派戏剧及艺术的密切联系，欧美尚有许多导演、表演艺术家、电台和电视艺术家

从事贝克特戏剧艺术、导演艺术、新媒体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很多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纸质版著作，

也发行了不少相关影视作品和纪录片。要知道，贝克特曾在不同时期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许多剧场指

导排练自己的舞台剧、电台剧甚至电视剧; 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新灵感的产生，即使剧本无一字改动，他的

导演台本总会新增许多微妙的订正。不同时期、不同剧场的同类台本的解读与对比研读是一个弥久而新的

研究领域; 若是将世界各国自行排演贝克特戏剧的台本———比如爱尔兰阿比剧院和大门剧院完整保存的本

院历年导演台本———以及主演的相关回忆录联系起来，那么这一方面会足以同对贝克特纸质作品的阐释

比肩。

曹: 以非纸质作品即戏剧艺术的研究为焦点，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您能举例说明吗?

欧: 以英美为例吧。拜恩奇尼( Natka Bianchini) 所著《贝克特戏剧在美国》( 2015) 就对阿兰·施耐德

( Allan Schneider) 任美国版贝克特戏剧导演的遗产进行了条分缕析，而塔克( David Tucker) 和马克提格( Tr-

ish McTighe) 所著《在大不列颠排演贝克特戏剧》及姊妹篇《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排演贝克特戏剧》( 2016) 细

致梳理各个时期贝克特戏剧在英、爱两国编排的过程、原则和特点。这类成果是贝克特戏剧接受史的活教

材，值得细致分类和系统整理。不过，欧美艺术界十分尊重版权，因此这类台本及其研读尚未全部出版，更

未联通上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态势的持续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曹: 这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可以做出少许贡献，例如世纪之交北京、香港排演的三个半《等待戈多》，新世

纪初台湾传奇剧场排演的京剧版《等待果陀》，近年北京多个剧场在爱尔兰导演简-斯盖夫( Sarah Jane-

Scaife) 的指导下排练的《所有跌倒的》和《来来往往》等短剧。据我观察，第三个方面估计是手稿、笔记、日记

和档案的整理研究吧?

欧: 是的。在 20 世纪末，英国、爱尔兰的专家就开始对贝克特创作笔记进行比照研究，解开了贝克特创

作尤其是早期小说创作中的许多谜团。近年，经贝克特遗产理事会惠允，安特卫普大学手稿遗传学中心与

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得克萨斯大学兰瑟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紧密合作，联系法国国家档案馆等 10

余家相关机构，完成了贝克特数字化手稿项目( BDMP) ，推出了有关小说三部曲、戏剧三部曲等作品的创作

过程的系列著作( 2015) ，建成了涵盖读书笔记、草稿、初稿、打印稿、校订稿等在内的贝克特手稿数据库，从

而大大推进了原典和版本流变等专题研究。2018 年 12 月，该项目成果的上线还获得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 MLA) 颁发的文献、档案与数字化项目出版奖。

曹: 这一方面应包括您刚完成的贝克特书信收藏信息线上项目( LＲOP) 。该项目将美国境内 26 家文学

档案馆所藏贝克特书信的信息联通上网，方便世界各地“贝学”中人直接查询。

欧: 只是与欧洲众多收藏馆或所有者的版权谈判过于繁杂，我们对欧洲境内那 14000 多封书信相关信息

的整理才刚刚开始，因此得过两年才能建成完整的贝克特书信线上图书馆。在回归原典这一方面，《贝克特

的藏书》( 2013) 也具有典型性: 该书分析了巴黎所存贝克特 700 卷藏书中的笔记、誊抄和旁注，探究了他将

所读材料融入、译入、移入自己作品的方式，从而填补了对其创作过程研究的很大一部分空白。此外，《贝克

特的德国日记: 1936—1937》( 2011) 经整理，也列入“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丛书出版了，这样“贝迷”们就可

以直接进入贝克特漫游德国期间那纷繁的艺术世界和躁动的精神世界了。

曹: 这类创作前的研究可与稍前对作品原稿、创作笔记等创作中的研究相互佐证，更可与第一、第二方

面涉及的创作后和创作中研究构成完整的体系。看来，每一方面都很兴盛，也都还有很大空间。这正印证

了您的没有贝克特之后一说的含义。那么，作为贝学资深学者，您认为在世纪之交以来产生的卷帙浩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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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有哪些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呢?

欧: 我倒愿意说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无论如何深奥或新颖，专论都以工具书为依托。况且贝克特的作

品如此艰深、复杂，就许多话题、从许多角度都可做出精辟、创新的论述，而这样的成果往往难分伯仲。因此，

轻易不要用具有“终结”或“俯视”意味的词来形容相关著述。

曹: 我以为，您对话题的修订反映了中美学术界价值追求的些许差异。我们过于看重专论及其级别，而

你们推崇的既有深度研究，也有工具性成果的开发。那么，就贝学研究而言，近年有哪些工具书是不可或缺

的呢?

欧: 如果不算厚此薄彼的话，主要有诺尔森( James Knowlson) 撰写的《盛名之累: 萨缪尔·贝克特传》

( 1996) 、阿克利( C． J． Ackerley) 和贡塔尔斯基( Stanley Gontarski) 编著的《费伯版萨缪尔·贝克特指南》

( 2006) 、洛拉( Seán Lawlor) 和皮林( John Pilling) 编著的《萨缪尔·贝克特诗集》( 2012) 以及菲森菲尔德

( Martha Fehsenfeld) 和我主编的《萨缪尔·贝克特书信集》( 2009—2016) 。

曹: 据我个人的研读经历，《盛名之累》也是理当首选的。这部经贝克特授权撰写的传记将海量的信息

融入线索连贯、引人入胜的叙事中 ，是一部学术严谨、记录翔实得令人敬畏的著作，纠正了有关贝克特生平

和创作的许多误会、误解和误读，因而是贝学必读书目。那么，《费伯版指南》何以入选呢?

欧: 该《指南》按词条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是对贝克特作品、生平及思想最全面的导读，为所有研读贝克

特作品的人提供了细致的参考 。其中许多复杂的词条几乎就是专论写作提纲，例如“艺术”一项就把贝克

特所有作品、日记和书信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清晰的梳理和精炼的评述，“身体”一项把贝克特所读文献中的

相关论述、作品中的有关变形做了系统整理和简要解说，而“算术”一项则把贝克特所有作品中的算术谜团

及与非理性主义和符号学的关联作了厘清和必要的阐释。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基于精细考证、利于文本细

读和论文撰写的导读全书。

曹: 对贝克特小说中的谜团( 比如“伶伦制律”的典故) 不得其解时，我确实从《指南》中寻到了有益的观

点和思路。假如《盛名之累》偏重对贝克特生平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的历时梳理，那么《指南》则侧重对贝克特

作品中的疑难之处进行分类耙梳，二者互补。至于《诗集》，其“工具性价值”何在呢?

欧:《诗集》不仅按时序收集了贝克特创作和翻译的所有诗歌( 其中许多是未曾发表或从未重印过的) ，

而且补充了各类注释( 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 ，以展现这些诗歌的各个侧面，如创作语境、修改过程、隐晦典

故或引文的来龙去脉、在其他作品中的改写或回响等，使读者得以追溯嵌入贝克特想象力 DNA 中的那些模

式。这也是一个学术型版本，凭此读者可以鸟瞰贝克特如何在自己的“词语工棚”里造出有意义的模式，并

发掘其诗歌与小说及戏剧未曾有人探讨过的互文关系。

曹: 由此可以推断您挑选《诗集》作为第三种工具书的依据了，那就是填补诗歌( 非主要作品) 整理和导

读的空白。而《书信集》入选的依据，则必定是填补私人书信( 非出版作品) 整理和导读的空白。这算是知其

所以然了吗?

欧: 是的。贝克特生前见诸报刊的书信寥寥可数，而贝克特通信项目团队从散落于欧美各国的档案馆、

图书馆、手稿室、研究中心和上百名收信人及后裔手中收集了已知信件 16000 多封，并选取与创作有关的全

文约 2500 封，另摘录约 5000 封，才编成这四卷大部头。从那长达 15 页的致谢和授权名单，你就可以想见在

长达 30 年的编撰过程中，填补空白的付出有多大。

曹: 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其学术价值您能列举一下吗?

欧: 首先，贝克特在创作中奉行极简主义，而且从不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因此只有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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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集》的正文本中，我们才能发现作品背后的动因，揭开人物面具看到作者本真。

曹: 没错，作品是反复打磨而成的———贝克特的《创作笔记》和同一作品的多部手稿之间的差异就是力

证，而相关书信则是即席写就的，最真实地反映了贝克特当时的心态、动机和言语习性。

欧: 就是说，读他的作品是进入虚构世界，读他的书信则是进入真实世界，二者需要联通。而且，贝克特

与欧美众多先锋派作家、导演、艺术家和出版商都通信频繁，因此对于任何对 20 世纪西欧文学和戏剧饶有兴

趣的人来说，这套集子都是基本读物。

曹: 事实上，这些书信本身的价值已为中美学者共知了。2019 年 5 月，贵国《现代文学杂志》主编瑞贝蒂

( Jean-Michel Ｒabaté) 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刊发的《贝克特与精神分析》一文，就是通过回顾贝克特的书信

来探讨精神分析与其创作的复杂关系。

欧: 该文实现了两个世界的“联通”。第二，世界大多数文豪的书信集仅是书信本身按时序编排的集子，

基本没有对书写特征、背景信息和具体内容的详细注释，甚至缺乏导读和序言，因而算不上学术型。相比之

下，这套《书信集》的另一种学术价值就凸显了出来。作为卷一的汉译者，你应该了如指掌吧?

曹: 是的。《书信集》的副文本是细致记录、严谨考证、精心整理、系统评述的结果: 保留了书写特征，编

入了信件状态，尤其对信件本身的内容进行了注解，而且收入了编辑体例、全集总论、各卷绪论、译者序等。

可以说，这些齐备的副文本才是《书信集》作为学术型总集的价值所在，与正文本相得益彰。说到这里，我又

很好奇，是怎样的编辑原则使得这些副文本的主体( 即对信件的注释) 与中国古文献学中的考据和注疏如此

相似呢?

欧: 是吗? 这是作者意图与编辑原则协调的结果。在授权编写《书信集》时，贝克特就交代，仅涉创作，

切勿评论。一方面，贝克特及相关通信人的隐私必须得到尊重———在他看来，盛名即是受累; 另一方面，贝

克特愈少即是愈多的意志不可改变———添加评论即是误导读者。但玛莎和我认为，须有语境才能解读，对

此贝克特欣然接受。于是，我们确定的编辑原则就是极简主义原则: 凡涉及创作的信件才得入选; 凡对理解

信件必不可少的才予以注释。因此，《书信集》就有正文本和副文本之分，而副文本则有注疏性( 信件注释)

和评论性( 各类绪论) 之别。

曹: 所以其学术价值也得分两方面来说。在我看来，切勿评论的要求是《书信集》无限接近原典的保障，

而须有语境的坚守则是读者不断走向原典的保障。这大概就是推动《书信集》成为工具性成果的动因吧。

欧: 没错。换言之，这一动因就是回到原典的信念。我们编撰的不只是一套自身即为终结的书，而是可

以据此写成许多专论的众论之书。

曹: 在上述工具性成果中，《盛名之累》已由商务印书馆委托王雅华领衔汉译，而四卷《书信集》正分别由

我、张和龙、张亚东、龚蓉主持汉译，不久就可以完成半个世纪以来贝克特汉译的大业了。

欧: 十分期待! 记得 2019 年 5 月 9 至 11 日，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以萨缪尔·贝克特与翻译为主

题，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 Almeria) 大学举办了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既包括贝克特个人及与他人

合作进行的翻译活动，也覆盖贝克特作品的外译。这次会议有一个亮点，就是有中国译者参加了会议，使汉

译首次成为贝克特外译中不可忽视的新议题。

曹: 就个人而言，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贝学”领域不再是西方亦步亦趋的跟随者，而是创造了贝克

特域外生命的平等对话者。

欧: 言之有理。其汉译是欧洲以外的首次大规模译介。鉴于贝克特作品的繁杂与艰涩，汉译必定经历

了漫长的努力。请问，这一成就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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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这一成就要归功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团结一批研究型译者，于 2016 年推出 22 卷本《贝克特全集》。

该社从欧美各国出版方购买了贝克特所有原作的版权，因此该集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一套《贝克特

全集》。在贝克特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过程中，这其实是四大步中的第三步。

欧: 哦，愿闻其详。

曹: 第一步是 1965 年施咸荣汉译的《等待戈多》以黄皮本即内参的形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刊行，使中国

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追求新知的文艺青年得以接触那部划时代的作品。但此后30 年，即使诺贝尔奖效应逐步

显现，也只有两部戏剧( 《快乐的日子》《终局》) 和三个短篇小说得到汉译，列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或《当

代外国文学》等丛书。

欧: 起步缓慢。

曹: 这一生发期的译介有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受冷战的影响，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看看西方社会有多

么荒诞，看看荒诞派戏剧是如何反映这一现实的。这一点在相关评论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莫不冠以荒诞、堕

落之名，将存在主义哲学和先锋派戏剧意义上的荒诞挪移到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从而为己方效力。

欧: 这是东西方对峙时代的烙印吧，也可以叫作历史性误读，其背后是简单的模仿论和工具论。即便如

此，相关译介 30 年止步不前，还是令人感到意外。如此算来，第二步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吧?

曹: 更准确地说是在 21 世纪之初。余中先领衔的团队翻译了巴黎子夜出版社的集子，于 2006 年推出五

卷本《贝克特选集》，为贝克特的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有趣的是，原作用法语写成，而这个项目也得到法

国文化部支持，这两点让大多数中国读者以为久居巴黎的贝克特是法国作家。为此，在贝克特百年诞辰全

球庆典期间，爱尔兰外交部门不得不出面，以贝克特一直持爱尔兰护照为由进行澄清。

欧: 若贝克特久居伦敦，那他的民族归属就具有更大的去殖民价值。如你撰文所言，有关爱尔兰裔作家

国别归属的争议，其背后是文化上的去殖民努力与殖民主义残余之间的较量。话归正题，这一兴起期的译

介有何区别性特征呢?

曹: 有两点。其一，余中先团队译出了贝克特近一半的作品，功莫大焉，但事先和事后均很少就相关译

介发表评述，因而在学术界没有出现该有的回响，这一点事实上约束了译介活动产生的后续影响。其二，该

《选集》沿用了原版切勿评论的风格，即译本中没有插入任何绪论、注释、前言或后记，因此本就不多的读者

没有副文本可资借鉴，更难以就原作主题、写作特色、翻译过程等话题进行探讨。

欧: 于是，在《贝克特在全球的接受》( 2006) 一书的第八章《在中国的接受》中，该《选集》就成了仅为百

年诞辰生产且只供顾客消费的商品，而非可由读者欣赏和亲近的名著选集。

曹: 忽视新的读者对象，沿用在原语语境中适用的编辑原则，其结果就是《选集》被冷冷地物化。由于解

读和评述的匮乏，该《选集》在贝克特的中国接受史上本应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大打折扣了。

欧: 但译者的遁形是作者至上的要求，况且贝克特走的就是与通俗读物背道而驰的路线。而你从这个

《选集》的接受中似乎发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必要性，是这样吗?

曹: 不尽然，要区分间接介入和直接介入。前者指副文本并不归属、扰乱原作本身，但对于原作的接受

大有裨益; 后者指编辑或译者对原作的有形删改，是权宜之计。在前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忠实、完整的; 在后

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变形、缩减的。对于艰涩名著的译介，间接介入是绝对必要的，而直接介入则要慎之

又慎。

语境转换了，传播策略亦应调整。名著的域外生命不是域内生命的复制，其创造需要译者的现身，需要

副文本的共存。译者是最细致的读者，没有译者主体性的助力，艰深的翻译文学就只有束之高阁。作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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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原出版商亦死，就是说不能刻板地要求域外的出版商亦步亦趋。况且阅读史就是误读史，原作者和出版

商没必要为更多的误读担心。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丰富的误读正是名著经由多棱镜

折射出的绚烂光芒。

而对于直接介入，《选集》的出版商和译者是在目的论意义上忠诚地避免了的。原作的中心地位没有动

摇; 原作和读者相向而行是在《全集》中才实现的。

欧: 事实上，为了保持作品原有的丰富含义，即新批评意义上的含混性，贝克特才要求编辑和出版商切

勿评论。我依然好奇，假如《全集》代表了相关译介的鼎盛期，那么作者至上的兴起期是如何向兼顾读者的

鼎盛期过渡的呢?

曹: 这一过渡确实少为人知。发现贝克特大多数英文原作尚未汉译时，我便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毛遂自

荐，并申请了“爱尔兰文学交流”(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项目，译出了《莫菲》和《瓦特》，使其于 2012 年

推出 11 卷本的新《贝克特选集》。这是贝克特中国译介史从法汉翻译向英汉翻译转折的标志，扭转了半个

世纪以来贝克特英文原作仅有极少数文字浅显的篇目得到汉译的局面。

欧: 你是生逢其时呢! 看来这一转折的背后有三个动因: 译者的学术意识、出版商的市场意识和赞助人

对作家民族归属的政治意识( 即对本国文学作为对外名片的传播意识) 。三者合力，易成盛事。估计就是这

次转折为《全集》铺平了道路吧?

曹: 是的。随后我向出版商提议在贝克特 110 周年诞辰之际推出《全集》。出于独此一家的愿景，已在

路上的出版商即刻申请“‘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但尚待翻译的作品多是贝克特青年时代模仿

乔伊斯和其他先锋派作家的习作，文字艰涩，典故繁复，因此翻译过程异常艰难。其中最“烧脑”的是朱雪峰

首译的《梦中佳人至庸女》———贝克特模仿《尤利西斯》的长篇处女作，其次是陈俊松重译的《论普鲁斯特》

和我首译的《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①等两篇专论。

欧: 可以想见。西方权威的贝克特学者都曾怀疑这样的作品和专论能否翻译。鉴于其重大意义，汉译

《全集》已为埃默里大学罗斯图书馆、( 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当代文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相对于先前的兴

起期，这一迅疾到来的鼎盛期的译介有何特点呢?

曹: 除了有英汉、法汉两支译者队伍的参与外，主要是《全集》收纳了富含价值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主

要有两类: 一是原书编辑和权威学者就手稿校订或创作过程所写的《前言》和《出版说明》; 二是英汉译者针

对原作层出不穷的疑难之处( 如典故、文字游戏、英语或法语之外的语言) 所做的脚注以及法汉译者为再版

增补的脚注。作为原书编辑和译本编辑均在场的痕迹，这些副文本是《全集》与《选集》在形式上的最大差异

所在，同时也是译者间接介入的标志。

欧: 进步显著。但也看得出，《全集》形式上的欠缺是没有总序和各卷译序或后记。这一点似乎表明，除

了出版商的组织和编校工作外，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工程背后并无统一的学术协调。因此，若非你在报刊和

网络上发表的《寻找容纳混乱的形式》等评述，《全集》的缘起、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就仍不为读者所知了。

现在，第四步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出版过程中的汉译《书信集》吧?

曹: 没错。《全集》推出后，出版商便向我咨询，并申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从而为

《书信集》的翻译、出版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早在 2011 年我在贝克特的母校访学期间，“爱尔兰文学交流”

的负责人就向我推荐了《书信集》已出版的两卷。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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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出版工程的背后，我再次发现了那三个动因。作为先期译者，相信你在翻译和

修订过程中都发挥了标杆作用。以卷一为例，你是否延续了学术型且兼顾读者的标准呢?

曹: 当然。最显著的标记是就典故、错别字、行文特征、文字游戏、非英语片段、文化或历史背景等增补

了 259 处脚注。对于已有出版译文的片段，例如收入《碎片集》的书信段落和收入《诗集》的早期诗歌初稿，

也置于《书信集》界定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翻译，并就显著的差异加注说明，最大限度回归原典。

欧: 但与出版作品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书信均是即席写就，行文跌宕，有时措辞生僻，且错字连篇。请问

这类句法、词法上的特征，能用汉语传达得神似吗?

曹: 能。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用流水句、无主句、把字句、破句、同音词或同形

词等，能贴切地传递贝克特写信时的心态和思绪，并生动地再现其书信本来的面貌，及其与经专家修订的先

前出版版本的细微差异。甚至对于人称代词，换用汉语中发达的称呼语更能传神地表现贝克特与收信人的

亲疏关系。

欧: 你的行文应当非常灵活。另外，贝克特的英语书信中插入了许多非英语片段。他这么做是有特定

意图的，对此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曹: 与《全集》不同的是，《书信集》汉译时非英语片段均得到保留，一则行文不与信后的注释重叠，二则

借此创造一种中、西文夹杂的“夹生饭”文体，既最真实地反映贝克特的行文特征，也与同时代中国留洋作家

( 如郭沫若、鲁迅等) 的文体切近，折射其文化背景的多元性。

欧: 看来，对于小说作为出版作品和书信作为非出版作品，你有着清醒的认识。最后一问，可否说你特

别适合从事学术型文学翻译?

曹: 大抵如此。正如贝克特决计与乔伊斯背道而驰，我走的是与贵国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进行直

接介入相反的道路。对于学术型著作，译者必须持间接介入的立场，而对于非学术型文学，则可采取直接介

入的手段。有经验的译者会感知到文本类型学和历时译介学的指导意义。谢谢您拨冗对话!

欧: 也谢谢你对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及汉译历程发表评述，为欧美同行打开一扇窗户!

Ｒecent Trends of S． Beckett Studies:
A Talk with Lois Overbeck

CAO Bo

Abstract: This talk took place between Prof． Cao Bo and the famous S． Beckett scholar Lois Overbeck while the former fur-

thered his studies at Emory University． After touching up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cent Beckett studies，they elaborated the three

trends in the West: more innovative researches made on Beckett’s published works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 more sorting studies

of Beckett’s theater art demonstrated in his directions and innovations and others’directions and performances; more going online of

studies of Beckett’s manuscripts，diaries and archives that lead readers“back to the cannon．”As to research tools，Overbeck recom-

mends four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Damned to Fame，The Grove Companion，and The Collected Poems and The Letter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ection，Cao expand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ur stages，with his focus on the value of those“paratexts”in the

history of relevant scholarship and the significance of“indirect intrusion”to the translation of scholarly texts． This talk is inspiring to

the Chinese Beckett circle and makes known to the West the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Key words: Samuel Beckett; trend of scholarship; primary reference book; Chinese translation; para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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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1891.5—1934.7），原名寿彭，后名

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范奴

冬，堂号灵霞馆、桐花芝豆堂等，江苏省江阴县（今

张家港市）西横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新诗的拓荒者、白话文的倡导者、诗歌翻译家、文

学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作为诗

人，著译有《扬鞭集》《瓦釜集》《初期白话诗稿》

《国外民歌译》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五岁

七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上，

署名半侬，以《杜瑾讷夫之名著》为总题，发表俄

国文学家杜瑾讷夫（现译“屠格涅夫”）四篇散文诗

（《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

妇与菜汁》）。这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最早的译介。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六岁

在翻译小说《翡翠光阴》中，采用骚体翻译

《翡翠鸟歌》（六首）。

十月一日，首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

辟专栏《灵霞馆笔记》，发表译诗《爱尔兰爱国诗

人》，包括《火焰诗七首》《悲天行三首》《咏爱国诗

人三首》《割爱六首》《绝命词两章》，署名刘复。

十二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上，发

表《拜伦遗事》（即《拜伦家书》）一文，以骚体翻

译拜伦长诗《异教徒》（Giaour）中的一节诗《吊希

腊》（Greece）。与拜伦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比较，认为，“其《吊希腊》一诗，尤悲壮恳

切。盖《哀希腊》系自哀，《吊希腊》则直呼希人而

正告之。为振聩发聋，唤醒灵魂计。遂不觉其言之

激也”[1]。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论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

点主张。

一月，在《小说画报》第一至五期上，发表章

回小说《歇浦陆沉记》。署名半侬。其中，在开头

处，留有一首创作的词《浪淘沙》。这首词是《歇浦

陆沉记》全书的总纲。录如下：

世事总茫茫，转眼沧桑。古今兴废本无常。往日

繁华多换了，说也荒唐。     月色渐昏黄，照遍申江。

重来妖气更猖狂。百五年前余此孽，因果难忘。

二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

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论文，提出“三大主义”，

呼应胡适的文学改革的主张。胡适发表诗作《白

话诗八首》，其中最著名的是《朋友》（后改名《蝴

4.2.37 曹波、万兵. 刘半农诗歌著译学术年谱(1915—1927)，广西社会科学，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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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创作于一九一六年八月间。八首白话诗未摆

脱旧诗的束缚，残留着旧诗的痕迹。这是最早的一

批现代白话诗，其地位不容忽视。刘半农发表译作

《阿尔萨斯之重光 马赛曲》（《李塞儿》），第一

次向国人译介资产阶级革命歌曲，署名刘半侬。其

中，第一阙云：“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今日何

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旌已高扬。君不闻四

野贼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合唱）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而行伍，冒死

进行；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2]

四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

译诗《咏花诗》，即《寄赠玫瑰四章》《最后之玫瑰

三章》《哀尔伯紫罗兰三章》《同情一首》《不忘我

三首》《颂花诗十五首》，署名刘半侬。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

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论文，为新文化运动推波

助澜。刘半农主张，文言和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

地位。在论及韵文的改良方面，第一曰，破坏旧

韵，重造 新 韵。韵文 对于散文而言，一切诗赋歌

词戏曲之属，均在其范围之内。刘半农提出“重

造新韵”的三种办法：（1）“作者各就土音押韵”；

（2）“以京音为标准”；（3）新“撰一定谱，行之

于世”。第二曰，增多诗体。吾国现有之诗体，除

了律 诗 排诗当然废除外，其余 绝诗古风 乐府三

种（曲、吟、歌、行、篇、叹、骚等，均为乐府之分

支），已尽是 供新文学上之诗之发挥之 地。倘将

来更能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

别增无韵之诗①。自此，新诗在形式上向外国诗体

借鉴，向民歌学习，山歌、船歌、俗曲、童谣、寓言

诗、散文诗、无韵诗、自由体、阶梯式、十四行诗

等样式，相继登上古老诗国的歌坛[3]。在文学作品

（诗歌）形式上的改革方面，提出分段、句逗符号

和废除圈点等三点意见。

五月，发表译作《诗人的修养》，收录《半农杂

文》第一册，它是《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的

一部分，署名刘半侬。

六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

五言译诗《灵霞馆笔记·缝衣曲》，署名刘半侬。

七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论文，署名刘半侬。文

章介绍英国约翰生和美国樊戴克的文学思想，表

达关于诗歌和小说改革的见解，继续鼓吹文学革

命。对于诗歌，刘半农主张，作诗本意，只需将思想

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谱写出来，所表现

的是真实的感情。

是年夏天，刘半农翻译英国来华使臣马戛尔

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其中，以骚体析出莎士

比亚（The Tempest）《飓引曲》（今译《暴风雨》），

诗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真人

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4]虽只有两

句，但这是莎士比亚的诗在中国首次出现。

十二月，创作诗歌《其实……》《案头》，收录

《扬鞭集》上卷。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八岁

一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

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复玄同》（通信）。发表

诗作《相隔一层纸》和《题小蕙周岁日造像》（署

名刘半农）。《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刘半农与

胡适、沈尹默三人9首诗的发表，是新文化运动以

来新诗出现的先声，被称作“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

现”②。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周作人、康白情、俞

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尝试写新诗，被称为初

期白话诗派。1920年3月，胡适新诗集《尝试集》出

版，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

为了表示和旧文学决裂，彻底改变自己翻译和

创作的方向，刘半农还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上发表了《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进一步壮大文学

革命的声威，正式署名“半农”，自此，跳出“新鸳

鸯蝴蝶派”的漩涡。

一月，和沈尹默 讨论征集歌谣的事宜：“那

天，正是大雪之后，我和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

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

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

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

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

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

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5]

二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北京

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后在《新青年》第

四卷第三号上，刊载该简章。

二月十五日，创作诗歌《拟古二首》，收录《扬

鞭集》上卷。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上，署名

①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②见刘半农《相隔一层纸》《题小蕙周岁日造象》，载《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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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发表诗作《车毯》（拟车夫语）、《游香山

纪事诗》。这组诗有30首，唯有第二首用江阴乡音

叶韵。诗云：“古刹门半开，微露金身佛。颓唐一老

僧，当窗逢破衲。小僧手纸鸢，有线不盈尺。远见

行客来，笑向天空掷。”[6]

三月十五号，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钱

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

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则以记

者名义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奉答王敬轩书》

（书信），集中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复古思想以

及一些保守派对文学革命的非议。钱玄同与刘半

农合演一场“双簧戏”，表达了新文学家们对文学

革命的坚定态度。

三月十五号，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发

表诗作《除夕》，署名刘半农。

四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

表诗作《灵魂》《学徒苦》，署名刘半农。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

发表《我行雪中》，署名刘半农。在“译者导言”

中引述原刊的“记者之导言”，指出它是一篇“结

撰精密之散文诗”[7]。这是“散文诗”这一文类名

称，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中出现 [8]。由文言古体译

诗转为白话自由无韵体诗，尤其是对于屠格涅夫

和泰戈尔的散文诗的连续译介，刘半农给当时的

中国诗坛带来全新的空气，强化和推进由胡适等

人倡导的新诗运动，促进了新诗创作。译诗的方

法由晚清以来流行的译述、意译走向直译。诗歌

的外在形式，由原来右起竖排改为左起横排，全

面采用西式标点。同时，发表无韵诗《卖萝卜人》

《三月廿四夜听雨》，署名刘半农。这是他最早创

作的无韵诗。

七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

发表白话诗作《纸窗》《无聊》，署名半农。

八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周

作人在发表《改革》译文按语中透露：刘半农欲造

一个“她”字，与“他”字并用。

八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署

名刘半农，发表散文诗作《晓》，发表译诗《泰戈

尔无韵诗二首》，即《恶邮差》《著作资格》。

九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

表《译诗十九首》，即《海滨五首》（无韵诗）、《同

情二首》（无韵诗）、《村歌二首》（俚曲体）、《海

德辣 跋市五首》（俚曲体）、《倚楼三首》（俚曲

体）、《狗》（散文诗）、《访员》（散文诗）。创作诗

歌《大风》《沸热》，收录《扬鞭集》上卷。

十二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

发表诗作《悼曼殊》八首。

一九一九（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九岁

七月，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诗作

《云》（仿儿歌），署名寒星。在《每周评论》第

三十一号上，发表诗作《羊肉店》（拟儿歌），署名

寒星。

九月，在《新生活》周刊第五期上，发表诗作

《落叶》，署名寒星。

十月，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诗

作《铁匠》，署名寒星。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

号上，发表散文诗作《E弦》《老牛》，署名寒星。

十月，发表诗作《中秋》、发表散文诗作《卖

菜》，均收录《扬鞭集》上卷。在《新生活》周刊上，

发表诗作《民国八年的国庆》，原诗七十七行，经

删剩四行，具体发表日期，待查证。

十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

发表诗作《他们的天平》《D——！》《烟》，署名

刘半农。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 三十岁

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

诗作《小湖》《桂》，署名刘半农。

三月二十七日，创作诗歌《拟装木脚者语》，收

录《扬鞭集》上卷。

四月一日，在《新 青年》第七卷第五号上，

发表诗作《敲冰》，署名刘半农。四月，创作诗歌

《血》《猫与狗》，均收录《扬鞭集》上卷。

五月十八日，创作诗歌《一个失路归来的小

孩》，收录《扬鞭集》上卷。

六月六日，创作诗歌《三十初度》，收录《扬鞭

集》上卷。

六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稿子》，收录《扬鞭

集》上卷。

七月，创作诗歌《夜》，收录《扬鞭集》上卷。

八月六日，创作诗歌《雨》，收录《扬鞭集》上卷。

八月九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

发表《“她”字问题》论文，首创“她”“牠”（它）

二字，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和无生命代词，引起

争论。

八月十一日，创作诗歌《爱它？害它？成功》，

收录《扬鞭集》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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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创作诗歌《静》，收录《扬鞭集》

上卷。

十月一日，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上，发

表诗作《牧羊儿的悲哀》《地中海》《登香港太平

山》，署名刘复。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 三十一岁

一月一日，创作诗作《在大穷大病中》，收录

《扬鞭集》中卷。

三月十日，创作诗歌《在一家印度饭店里》，收

录《扬鞭集》中卷。

三月二十日，长诗《十二个》译讫，寄岂明，托

其在国内发表。在给岂明的一封长信中，谈及对译

诗的见解。

三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歌》（《没有不爱美

丽的花》），收录《扬鞭集》中卷。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发

表诗作《伦敦》（一首昏乱的诗）。

七月十六日，创作诗歌《耻辱的门》，收录《扬

鞭集》中卷。

八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夏天的黎明》，以及诗作《奶

娘》《一个小农家的暮》《稻棚》《回声》。

九月五日，创作诗歌《卖乐谱》，收录《扬鞭

集》中卷。

九月十五日，创作诗歌《战败了归来》，收录

《扬鞭集》中卷。

九月二十日，创作诗歌《秋风》，收录《扬鞭

集》中卷。

九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两个失败的化学

家》，收录《扬鞭集》中卷。

十月一日，创作诗歌《老木匠》，收录《扬鞭

集》中卷。

十月五日，创作诗歌《织布》，收录《扬鞭集》

中卷。

十月十五日，创作诗歌《荒郊》，收录《扬鞭

集》中卷。

十一月十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一

号上，发表译诗《王尔德的散文诗五首》，署名刘

复。创作诗歌——《山歌六首》：《郎想姐来姐想

郎》《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劈风劈雨打熄仔

我灯笼火》《你叫王三妹来我叫张二郎》《你联竿

拗拗乙是拗格我？》《五六月里天气热旺旺》。收录

《扬鞭集》中卷。收录《瓦釜集》。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三十二岁

一月，在《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诗作

《母的心》《我们俩》《巴黎的秋夜》《无题》《小

诗——许多的琴弦》《小诗——酷虐的冻与饿》

《小诗——眼泪啊！》。收录《扬鞭集》中卷。

八月，创作诗歌《诗神》，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三岁

四月，创作诗歌《三十三岁了》，收录《扬鞭

集》中卷。

六月十一日，创作诗歌《江南春暮怨词》，收录

《扬鞭集》中卷。

六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巴黎的菜市上》，收

录《扬鞭集》中卷。

六月二十四日，《江阴船歌》，《歌谣》周刊第

二十四号，署名刘半农。

七月八日，创作诗歌《忆江南》，收录《扬鞭

集》中卷。

七月九日，创作诗歌《尽管是……》，署名刘

复，收录《扬鞭集》中卷。

七月二十日，创作诗歌《柏林》《写所见》，署

名刘复，收录《晨报·副刊》。

七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秧歌》，署名刘复，

收录《扬鞭集》中卷。

七月二十九日，创作诗歌《记画》，署名刘复，

收录《扬鞭集》中卷。

八月五日，创作诗歌《母亲》，收录《扬鞭集》

中卷。

九月十六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

发表诗作《回声》，署名刘复。同日，创作歌词《教

我如何不想她》，署名刘复，将“她”字首次入诗。

后由赵元任谱曲。被收录北京《晨报·副刊》。

九月二十三日，论文《海外的中国民歌》，署名

刘复，收录《歌谣》周刊第二十五号。

十月，创作诗歌《熊》，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四年  甲子） 三十四岁

四月二十一日，在《文学周报》第一百一十八

号上，发 表诗 作《病中与 病后》，署名刘复。创

作诗歌《劫》《我竟想不起来了》《赤裸裸的话》

《等着》，载《文学周报》第一百一十七期。创作

诗歌《病中与病后》《梦》《在墨蓝色的海洋深

处》《七月六日》（《别再说》），载《文学周报》

第一百一十八期。创作诗歌《三唉歌》（《思祖国

也》），收录《扬鞭 集》中卷。创作诗歌《面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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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收录《扬鞭集》中卷。创作《山歌三首》，即

《小小里横河一条带》《河边浪阿姊你洗格舍衣

裳》《你已看见水里格游鱼对挨着对》，收录《瓦釜

集》。创作《拟儿歌四首》，即《小猪落地》《铁匠

镗镗》《我哥哥》《呒事做》，收录《扬鞭集》中卷。

创作诗歌《侬家》《阵雷》，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五岁

二月二十一日，在《京报·副刊》上，署名刘

半农，发表诗作《拟拟曲》（一）（《北京的两个车

夫》）。

三月一日，在《歌谣》周刊第八十号上，发表

《太平天国时代的民歌》。

三月九日，在《语丝》第十七号上，署名刘复，

发表诗作《看井》。

五月二十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二十八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法国民歌二首》，即《巴黎有

一位太太》《约翰赫诺》。

七月三日至 八月七日，创作《归程中得小诗

五首》，即《地中海》《苏彝士运河》《Minikoi岛》

《哥伦波海港》《西贡》，均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二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四十六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诗作《拟拟曲》（二）。

十月一日，在《京报·副刊》第一百八十六号

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小诗二首记老友申无量

先生语》。

十月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九期上，署

名半农，发表诗作《小诗三首》。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三十六岁

二月十五号，在《语丝》周刊第六十六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诗作《饿》。

三月一日，在《语丝》周刊第六十八期上，署名

刘复，发表诗作《旧体诗二首》，即《秧针细细似眉

梢》《杨花如雪飞满天》。

三月十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扬鞭集〉自序》。他写道：“我在

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

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

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

一九二〇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①

三月二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一期上，

署名范奴冬女士，发表诗作《呜呼三月一十八》。

四月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一人能有几天活？》。

四月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五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瓦釜集〉代自序》。他写道：“采

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

头山歌’——的声调，所作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

叫做‘瓦釜’”。“关于语言，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

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

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

关于声调，“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

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中国文

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

何况方言。”②

四月，民歌体诗歌专集《瓦釜集》，由北新书

局出版。周作人用绍兴方言作《题半农〈瓦釜集〉

序歌》。全集收录《开场的歌—— 一只雄鹅飞上

天》，另收歌21首。附《手攀杨柳望情哥词》小序，

另收歌 19首。其中，第九首、第十首、第十三首、第

十四首歌未收录。同时，附周作人作《中国民歌的

价值》。“民歌格调而为诗人采取者，清季黄遵宪

以后第一人也。既崇活语，首集歌谣，中国近代采

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③

四月二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六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峩默诗八首》。

五月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七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国外民歌二首》，即《好像是河

中流着的水》《少年人》。

五月十七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为的是我要上巴黎去》。

六月一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上，署名

刘复，发表译诗《今希腊的民歌二首》，即《在这一

个区域里》《我要变做了——》。

六月七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上，署名

刘复，发表译诗《大真实》。

六月十四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茶花女〉第一幕第八场的饮

酒歌》。

六月，《扬鞭集》（上卷），由北新书局出版。

集中收诗119首，与《瓦釜集》重收9首。

①见刘半农《〈扬鞭集〉自序》，载《语丝》，1926年3月15日第70期。 
②见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序》，载《语丝》，1926年4月19日第75期。
③见魏建功《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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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二号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哦！你喝了些酒》。

七月三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三号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Verduronnette》。

七月四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四

号上，署名刘复，发表《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

篇》，谈及诗歌的问题。

七月六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六号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已经过了四十五个礼拜

日》。

七月十三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

十三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我的女儿你要买

只帽子么？》。

七月二十四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

二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爱情的欢乐只

是一时的》。

七月二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九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译诗《阿尔萨斯的〈鸣儿歌〉》。

八月七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七

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 诗《在山中往往 来来的

走》。

八月十八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

十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女郎的歌》。

八月十九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

十八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为的是你爱着我

我也爱着你》。

八月二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三期上，

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小亚细亚的情歌》。

八月二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柬埔寨的民歌》。在《世界日报·副

刊》第二卷第二十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英国

古歌二首》，即《海盗》《格林维志的养老人》。

九月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六期上，署

名刘复，发表译诗《俾路芝斯坦的民歌》。

九 月十四日，在《世 界日报·副刊》第三卷

第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 诗《尼泊尔的民

歌》。

九月二十六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三卷第

二十五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满洲里的民歌

三首》，即《一个人断然说不出来》《从这棵树上》

《要是你不愿意》。

十月二十五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四卷第

二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罗马尼亚民歌

三首》，即《一只秃鹫》《小姑娘，你不要弄错了》

《女郎，美好的女郎》。

十一月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五期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短民歌二十二

首》。

十一月二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六期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六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语 丝》周刊 第一百零

七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 八

首》。

十二月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九期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九首》。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七岁

一月二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五

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印度Pueblo族民

歌》，即《妇女们唱的收成歌》《筐子歌》《妇女们

唱的谷歌》。

一月二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六

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印度Pueblo族民

歌》，即《替向日葵求雨的时候唱的歌》《求闪电的

歌》《吹笛子的法师求雨的时候唱的歌》。

一月三十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七卷第

二十七号上，发表诗作《今朝》《采莲曲》《秋风》

《玉笙》《我爱君莫去》《雪夜》《雪后》《寒枝》

《骆驼颂》。

二月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八期

上，发表诗作《采莲曲》，署名刘复。

三月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一期上，

发表译诗《木马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三月三十日，周作人在《国外民歌译》序言中

写道：半农这部国外民歌的确选也选得呒啥，译也

译得不错。有几首民歌曾经登在《语丝》上面，见

过的人自会知道；如有人不会看到呢，那么看了这

部民歌选也就知道了。总之，半农的笔去写民谣是

很适宜的：瓦釜一集，有书为证[9]。

四月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七期上，

发表译诗《〈海外民歌〉自序》（序跋），署名刘复。

四月三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九期

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猓猓民歌四首》，即《新

嫁娘的怨歌》《伤旧域歌三首》。

四月，译诗专集《国外民歌译》，由北京北新

书局出版。刘半农主张：“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

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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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

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①

五月十四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一期

上，发表译诗《钉匠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五月二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二

期上，发表译诗《猓猓人的创世纪》，署名刘复。

六月十一日，在《语 丝》周刊 第一百三十五

期上，发表译诗《祖父的歌》（小蕙译、刘半农校

改）。

六月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六期

上，发表诗作《悼王静安先生》，署名刘复。

七月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八期上，

发表译诗《我的饮酒歌》，署名刘复。

七月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九期上，

发表论文《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署名刘复。他

写道：“基本方法是直译。因是直译，不但要译出

它的意思，还要尽力地把原文中语言的方式保留

着；又因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并不就是字译

（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

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自然。”“在甲种语言

中，用什么方式或用什么些字所表示的某种情感，

换到乙种语言中，如能照它直译固然很好，如其不

能，便把它的方式改换，或增损，或变改些字，也

未尝不可；因为在这等‘二者不可得兼’之处，我们

应当斟酌轻重；苟其能达得出它的真实的情感，便

在别方面牺牲些，许还补偿得过。”②

七月二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一

①见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载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的《国外民歌译》。
②见刘半农《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载《语丝》1927年7月9日第139期。

期上，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五首》，署名刘复。

七月三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二期

上，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五首》（六至十），署名

刘复。

八月二十七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六

期上，发表译诗《秋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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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长海《刘半农前期研究》（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外国小说的翻译》一文。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曹波（1968—），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万兵（1970—），

男，湖北黄冈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曹波，万兵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刘半农是民国初年“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小说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译颇

丰，名噪一时。作为小说家，从1913年到1917年，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主要集中在1915年。刘半农发表创作小说

20余种，总计34篇。刘半农的小说翻译略晚于其小说创作。刘半农发表翻译小说17种，共计45篇。就题材而

言，社会小说包括警世小说、哲理小说、刺世小说、家庭小说、少年小说、历史小说等。总体来看，社会小说

最有价值，侦探小说次之。从1916年开始，刘半农翻译小说的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即通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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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1891.5—1934.7），原名寿彭，后名复，

初字半侬，后改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范奴冬，

堂号灵霞馆、桐花芝豆堂等，江苏省江阴县（今张

家港市）西横街人。民国初年“新鸳鸯蝴蝶派”小说

家、小说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

著译颇丰，名噪一时。从1913年到1917年，刘半农

创作的小说最多发表在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小说

界》上。其中，发表小说最多的年份是1915年。刘半

农发表创作小说20余种，共计27篇[1]。据刘永文编

撰《民国小说数目》显示，刘半农在《新闻报》上发

表创作的小说有7篇[2]。这样，刘半农发表创作的小

说，总计34篇。刘半农的小说翻译略晚于其小说创

作。刘半农发表翻译小说17种，共计45篇[3]。就题

材而言，社会小说包括警世小说、哲理小说、刺世

小说、家庭小说、少年小说、历史小说等①。总体看

来，社会小说最有价值，侦探小说次之。从1916年

开始，刘半农翻译小说的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即

通俗的语言。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二十三岁

八月，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

小说《假发》。这是目前已知的刘半农发表的第二

篇小说，以一段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小说。署名

半侬。

十月十三日，在《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百

字小说《秋声》。内容为揭露张勋镇压二次革命、

荼毒地方的罪行。文 末附“案语”三则。署名半

侬。事实上，全文只有98个字。特录如下：

净月当空，一缕秋光透林梢而出。

金陵城内满张禁止淫劫之谕：

“天乎！……”三数同样之尖锐声，出自某破屋，

悲惨类鬼号。

门外有一垂辫者蹑足听：

“这儿是窑子，弟兄们，来！”……三数八太爷呼

啸至，破扉入。

“姑娘们，别害怕，咱们同你养孩子顽儿……”

呜呼，后事余不忍言[4]。

有三个按语，对小说内容作了具体的补充：其

一说，“此老友达君天悲为余言者。……虽仅寥寥

数语，而人民悲惨之状况，张兵野蛮之口吻，已历

历如画。观此不啻目睹。”此句点明了小说的主题。

4.2.38 曹波、万兵. 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广西社会科学，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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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说，“京语称妓院为窑子。今张军竟以此名赐

之普通之人家，普通妇女则直呼之为窑姐儿。”可

见张军之野蛮，无耻。其三说，“强奸则强奸矣，而

必美其名曰‘养孩子’。每日清晨及傍晚时，八太爷

必奔走相告曰：‘咱老子今天养了几个孩子’，亦即

强奸数次也。呜呼！张军竟以南京为殖民地矣。夫

复何言！”[5]

十月，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上，发表英

国警世小说《局骗》。署名半侬。

经徐半梅介绍，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编译

小说。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二十四岁

三月一日，首次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三

期上，发表侦探小说《匕首》。署名半侬。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五期

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黑行囊》。署名半侬。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五期

上，发表法国滑稽小说《我将死矣》。

六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六期上，

发表翻译第一篇小说《顽童日记》（滑稽小说）。

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此后，所译作品

呈上升趋势，数量上超过了创作，共50余篇。所译

作品的国家，除英国外，涵盖法国、德国、丹麦、美

国、丹麦、葡萄牙、希腊，甚至还有从英文转译的日

本小说。若以内容分类，则可涵盖当时流行的各种

小说样式，诸如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历

史小说、滑稽小说、政治小说、外交小说、实业小

说、哲理小说等。

六 月，《礼 拜 六》周 刊 创 刊 。王 钝 根 担 任

编 辑。

七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七期上，

发表翻译滑稽小说《洋迷小影》，这是丹麦童话作

家安徒生的名作，今译为《皇帝之新衣》。署名半

侬。在小说前，有一段译者的前言。录如下：“是篇

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原著，名曰《皇帝之新

衣》。陈义甚高，措辞诙诡。今兼安氏原文，及日人

剧本之意，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

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这是安徒生

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八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八期

上，署名半侬，发表滑稽小说《财奴小影》。发表翻

译社会小说《伦敦之质肆》，并在文末留下《译后

记》。摘录如下：“译者曰：余观今日社会，心最毒，

手最辣。而貌最倨者，官吏而外，厥维质伙。曩曾于

《演说报》著论痛斥之，观者颇为动容。今读迭氏

之文，虽仅寥寥五百余言，已将质伙之丑态描摹尽

致，写来不著形迹，其妙处全在字句之外。若非名

笔，曷以臻此。然质者，以物质钱，且给以厚利，非

向人乞助者可比。设肆者将本博利，藉质者之利以

为生，乃完全营业性质，非慈善事业可比。……呜

呼！自有金钱，而世界之人品，遂日以堕落。故欲求

真平等，真道德发现，非先废金钱不可。”

九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九期上，

发表笔记小说《美洲风俗趣谈》。署名半侬。

十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期上，

发表哀情小说《默然》。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

半侬。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一

期上，发表翻译醒世小说《咏而归》。无作者名，也

无国籍。署名半侬。

九 至 十二 月，在《中 华 教 育界》第 三 卷 第

九百一十二期上，发表翻译教育小说《翡翠光明》

（与畹滋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一

期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哀情小说《此

何故耶》（续）。署名半侬。刘半农译毕此篇小说，

留下了《译余赘言》。录如下：“呜呼！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吾谓世之英雄豪杰，举全世而崇拜之

者，皆庸人之尤者也。不然，何若辈一出，天下遂

多事耶！托氏此篇其殆有刍狗万物之思想，蕴蓄于

脑而不能自已，乃借儿女之口吻，发为搔首问天之

辞。托氏作此，托氏之目光四射矣。”

十二月五日，首次在《礼拜六》第二十七期上，

发表翻译实业小说《橡皮傀儡》。署名半侬。

十二月十三日，在《新闻报·快活林》上，发表

滑稽短篇小说《还债》。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十二月十九日，在《礼拜六》第二十九期上，发

表翻译实业小说《奉赠一圆》。署名半侬。

一九一五年（民国三年  乙卯）二十五岁

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上，

发表言情小说《未完工》。署名半侬。无作者名，也

无国籍。

一月二日，在《礼拜六》第三十一期上，发表翻

译实业小说《疗妒》，译《大陆报》。无作者名，也

无国籍。署名半侬。

一月，《中华学生界》月刊创刊。在第一卷第

【文学】 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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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翻译英国短篇小说《终身

恨事》。署名半侬。在结尾处，刘半农补述，权作译

者附志。录如下：“是篇得诸英伦道学推广会所刊

之《星期学生小说丛编》中，族著者为一女士，不属

姓氏。序文言、女士为写实派小说家。展诵一过，

见其描摹学生心理处，无不丝丝入扣。洵不可多得

之作也。”①

一月，《中华妇女界》月刊创刊。在第一卷第一

期（创刊号）上，发表家庭小说《忏吻》。无作者名，

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二期上，

发表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1-3案》。

二月六日，在《礼拜六》第三十六期上，发表翻

译滑稽小说《哲学家》。署名半侬。

二月二十七日，在《礼拜六》第三十九期上，发

表翻译实业小说《幸运之怪物》。署名半侬。

三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三期上，

发表滑稽小说《影》。署名半侬。

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三

期上，发表爱国小说《南山情碣》。无作者名，也无

国籍。

三至五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三、

四、五期上，发表翻译家庭小说《帐中说法》。署

名瓣秾。

四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一卷第四期上，发

表翻译小说《八月十二》。署名半侬。

五月一日，署名半侬，在《小说海》第一卷第

五期上，发表翻译法国小说《卑田院客》；在《中华

小说界》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烛

影当窗》。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五期上，

发表翻译哀情小说《悯彼孤子》（从日本著名作家

德富芦花转译）。署名半侬。在小说后面，留下一

段文字——《译后记》。录如下：“余不解日文，然

尝闻人言，日本小说家思想最高而又善为状物之文

者，首推德富芦花氏。氏之杰构，有《不如归》《寄

生木》两种，短篇甚少。是篇由西文转译而来，标题

为Opoorchildl，译作《悯彼孤子》，似去原义不远。

篇中人名、地名译时得卓呆君之 助不少，书以志

谢。”其实，无论从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情节上来

看，乃至语言表达上来看，都不能构成小说。只是

因为“善为状物之文”，写出了“我”在特殊的环境

中的思想变化和心理特征，细腻而又真实。

五月，翻译中篇外交小说《欧陆纵横秘史》，

在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五期上，发

表历史小说《大将军华盛顿轶闻》。

六月一日，在《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六期上，

发表翻译法国伦理小说《一小时之自由》。在《中

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言情小说《情

悟》。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七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

上，发表翻译国事小说《黑肩巾》（卷上）（天游原

译，半侬润辞）。发表《杜瑾讷夫之名著》（名家

小说）（“Tургенев”，即“Ivan Turgenev”，现

译“屠格涅夫”），包括《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

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这是其第一

次发表翻译的四篇散文诗。署名半侬。在“译者

前言”中，刘半农写道，“诗文小说并见。然小说短

篇者绝少，兹于全集中得其四。”此四篇“余所读

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

家”。翻查当时刘半农使用的英译本，发现其标在

“Poems in Prose”分卷中。事实上，在编译时，译

者弄错了文类的归属②。

七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七

期上，发表俄国伦理小说《孝女救亲记》。无作者

名，也无国籍。在小说的后面，写了一段话。录如下：

“伦理之学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缺。顾晚近以

来，浮滑之子每有粪土之者。……然西人于父子昆

弟之道，初不稍让于吾国。往昔而抹杀事理，谓西

人不事伦理，得非冤哉。陈生曙峰尽然于此，译是

篇，自言旨在即以其道还治其人。余嘉其可以贬薄

俗耶，乐为之参订润饰如是。”

七月三十一日，在《礼拜六》第六十一期上，发

表滑稽小说《吃河豚》。署名半侬。

八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八期上，

①见刘半农《终身恨事》，载《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②根据贺麦晓（Michel Hock x）考证，刘半农采用的英译本作者是将俄国作品译入英语世界的译者伽奈特夫人

（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刘半农受英译本题名“Dream Tales”的影响，将屠格涅夫散文诗理解为“小说”。参
见：Ivan Turgenev.Dream Tales and Prose Poems，trans.Constance Garnett.London：William Heinemann，1897；Michel 
Hockx.Questions of Style：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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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翻译历史小说《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署名

半侬。

八月，《小说大 观》季刊创刊。包天笑担任

编辑。

九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九期上，

发表哲理小说《诛心》。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

半侬。

九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

刊，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九至十月，在《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九至十

期上，发表翻译少年小说《奴儿脱籍记》。

十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期上，

发表翻译哲理小说《希腊拟曲·盗讧》。署名半侬。

在其前语中写道：“去冬十月，本界刊载启明君所

译《希腊拟曲》二首，情文双绝，古色灿然，谈者每

称为译林珍品，近友人蒋子，远道自美洲录寄希腊

珞珞披端遗稿一章……妄译如左，启明见之，得勿

嗤为狗尾续貂耶！”对周作人的译文多有称许。同

日，在《小说大观》第二集上，发表翻译法国政治

小说《玉簪花》。署名半侬。

十 一月一日，在《中 华 小 说 界》第 二 卷 第

十一期上，发 表翻译 社会小说《如是我闻》。署

名半侬。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一

期上；二卷十二期续载，发表侦探小说《淡娥》。署

名半侬。

十二 月一日，在《中 华 小 说 界》第 二 卷 第

十二期上，发 表翻 译哀情小说《暮寺钟声》。署

名半侬。

十二月三十日，在《小说大观》第四集上，发表

翻译侦探小说《一身六表之疑案》。署名半侬。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二十六岁

是年春，中华书局同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

全集》毕，负责全书的校阅工作。五月，校毕，并作

作者小传及跋。五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印行。

一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一期上，发

表社会小说《我矛我盾》。署名半侬。

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学生界》第二卷第二

期上，发表法国小说《拿破仑之恩人》。无作者名，

也无国籍。备注：“这篇小说后面没有评语，所有

的道理在小说中表现无遗。关键是，刘半农在选择

所译小说时，有所注重，这就是从关爱青年的角度

出发，给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进行

的方法和付出的代价。因此，其翻译小说或创作小

说，都是有所为而发，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不是写

一些消闲的小说，消磨青年的大好时光。”①

一至六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一至六

期上，发表国事小说《黑肩巾》（卷下），（天游原

译，半侬润辞）。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二期上，

发表历史小说《拿破仑痩死之翻案》。署名半侬。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三期上，

发表哀情小说《呱呱默默》。署名半侬。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华教育界》第五卷第二

期上，发表伦理小说《逐客令》。

三月，在《小说大观》第五集上，发表翻译侦

探小说《X与O》（与小青合译）。署名半侬。

四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四期

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第四

案）。署名半侬。

五月一日，署名半侬，在《中华小说界》第三

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

败》（第五案）；在《小说海》第二卷第五期上，发

表翻译短篇小说《二十六人》。

五月，在《中华学生界》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上，发表少年小说《立志难》。署名半侬。

六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六期

上，发表社会小说《愚民术》，其中有《国师》《叶

仙》。署名半侬。

六月，在《小说大观》第六集上，发表翻译社

会小说《塾师》。署名半侬。与以往的做法不同的

是，在小说前面，刘半农对其主题作了说明。录如

下：“我国旧时书塾之腐败，固已人人引为笑柄。即

曾做过猢狲王、坐过冷板凳者，亦于无聊之极，咏

为打油诗，自嘲勿讳也。然一读此篇，则欧美古代

之学塾，其腐败一何让与我！夫以腐败不让我者，

而一转瞬间，其学校制度之完备，以为我国所称

誉、所模仿者。何哉？曰：此之谓社会之进步。” 

六月，署名半侬，在《小说大观》第六集上，发

表翻译宫廷小说《韩卢忆语》，译自英国《吾主安

在》；发表翻译侦探小说《铜塔》（与小青合译）。

六月，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一期上，发

表翻译哲理小说《安知非福》。无作者名，也无国

籍。署名半侬。在文末，刘半农发表关于本文的

【文学】 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

①见刘半农《拿破仑之恩人》，载《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191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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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录如下：“外史氏曰：道尺而魔丈，位高而身

危。福即是祸；贫可以励志，贱可以养节。祸即自

福。即福，即祸。世间一切事当作如是观。”①

七月，在《小说海》第二卷第七号上，发表翻

译美国短篇小说《庸人自扰》。署名半侬。无题名，

也无作者名。

八月，在《新闻报·快活林》上，发表翻译短篇

警世小说《赌孽》（与恺然合译）。

十月，在《小说大观》第七集上，发表翻译社

会小说《柳原学校》。署名半侬。发表翻译哀情小说

《看护妇》。署名半侬。

十一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一期上，

发表翻译短篇小说《丹墀血》（与恺然合译）。无

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十二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二期上，

发表翻译侦探小说《日光杀人案》（与舍我合译）。

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十二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二期上，

发表翻译短篇小说《兄弟侦探》（与无为合译）。

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十二月，在《小说大观》第八集上，发表翻译

美国侦探小说《髯侠复仇记》。署名半侬。

十二月六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翻译

德国警世小说《回音》。在小说的前面，刘半农点评

道：“是篇妙处，在问语之末后数字迻译之难。亦

即每句末后数字，以中西文法不同，西文一句中之

末后数字，决难尽用于中文一句中之末后数字也。

吾尝细核原文，知半侬译此煞费苦心矣。至原著者

发明此种高妙之章法，尤非绝顶聪明人不办。瘦鹃

附识。”“短篇小说文情务取朴茂，字句贵在简练。

此篇纯系天籁，而妙造自然。是诚小说界中破天荒

之杰作也。天虚我生志。”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论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

八点主张。

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

翻译心理小说《磁狗》，译自英国麦道克。署名刘

半侬。

一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一期上，发

表短篇小说《女侦探》。署名半侬。

一月起，在《小说画报》第一至五期上，发表

章回小说《歇浦陆沉记》。署名半侬。

二月一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论文，提出“三大主义”，

呼应胡适文学改革的主张。

二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二期上，发

表翻译短篇小说《失魂药》（与舍我合译）。无作者

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二号

上，发表翻译英国小说《交谪》（寓言）。署名半

侬。小说以对话的形式表达内容。丈夫的口吻，妻

子的语言，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个人的特点，符合

个人的身份和思想。读者可以从双方的对话中，观

察到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而不用旁白来作说明。从

这一点来说，这篇小说的特点非常突出。刘半农在

选择外国小说翻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不同的艺术

表现形式[6]。

二月，在《小说画报》第二期上，发表短篇小

说《催租叟》。署名半侬。在《小说月报》第三十号

上，发表翻译刺世小说《文明》。

三月，在《小说画报》第三期上，发表短篇小

说《可怜之少年》（半侬起稿，天笑修辞）。

三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

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

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

者名义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奉答王敬轩书》

（书信），对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复古思想以及一些

保守派对文学革命的非议集中批判。钱玄同与刘

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戏”，表达了新文学家们对

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

三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三期

上，发表侦探小说《钱虏之言》，日本式亭三马著，

刘半农从英译本转译。署名半侬。作者采用第一人

称，剖析“我”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活动，给读者以

十分真切的感觉，体现主题。

三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三期

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万国胠箧会》。署名半侬。

四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四期上，发

表短篇小说《最后之跳舞》，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文内所述为英国的事情。

四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四期

上，发表英国小说《新闻电稿》（寓言）。发表法国

小说《村长女》（寓言）（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①见刘半农《安知非福》，载《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6期，19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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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翻译侦探小说《猫探》，在上海中华书

局出版。在《小说画报》第四期上，发表短篇小说

《奴才》。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

《我之文学改良观》论文，推动文学革命。在一些

具体提法上，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形成区隔。刘

半农主张，文言和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其认

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

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

在文学作品（诗歌）形式上的改革方面，提出分段、

句逗符号和废除圈点等三点意见。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

表译作《诗人的修养》，署名刘半侬。这是《诗与小

说精神上之革新》的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在《小说大观》第十至十二集上，

发表翻译社会小说《卖花女侠》。署名半侬。

七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论文，署名刘半侬。文

章介绍英国约翰生和美国樊戴克的文学思想，表

达关于诗歌和小说改革的见解，继续鼓吹文学革

命。对于小说，刘半农主张，小说是社会教育的利

器，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必须主张

利用小说转移世道人心。

八月，刘半农翻译日记体小说《乾隆英使觐见

记》，在中华书局出版。在《序》中写道，原书共三

卷，今译本不分卷。他认为，这类书有“剔抉隐秘，

道人未道，以补正史之缺”的作用[7]。

八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八期

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载）。署名

半侬。

九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九期上，发

表翻译短篇侦探小说《地图与珠》（与舍我合译）。

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侬。

十一月，在《小说时报》第三十三号上，发表翻译

英国短篇小说《恶作剧》（与无为合译）。署名半侬。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

十一期上，发 表翻 译 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

载）。署名半侬。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 月报》第八卷 第

十二期上，发 表翻 译 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

载）。署名半侬。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 月报》第八卷 第

十二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猫之圣诞》。署名

半侬。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二十八岁

一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上，

发表了《应用文之教授》，毅然将文章的署名由

“半侬”改为“半农”，下定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

软语”般的缠绵悱恻之作，而要为新文化运动和文

学革命呐喊[8]。字号的改变，意在除旧布新，以名

言志。因此，在这一期上刊载的两篇文章，一篇是

《应用文之教授》署名是刘半侬，而另一篇是《新

文学与今韵问题》署名是刘半农。

一月十八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说

科第三次研究会，在会上作了题为“通俗小说之积

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的演讲。

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作关于

小说研究的演讲。

三月二十九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

说科第五次研究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之下等

小说”的演讲。

四月十九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说

科第六次研究会。从该日起，至五月三日，和周作

人、胡适一起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教授小说。

五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和周

作人、胡适一起作关于小说研究的演讲。

七月十五日，在《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十期

上，发表翻译小说《最后之一叶》。

八月十五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

号上，发表译文《改革》。在《按语》中透露，刘半

农欲造一个“她”字，与“他”字并用。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三十岁

一月下旬，在会上，议论“鸳鸯蝴蝶派”问题。

“鸳鸯蝴蝶派”的名称，由此得名。

八月九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

《“她”字问题》，首创“她”“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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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迪亚与牧歌起源

曹　波，姜承希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阿卡迪亚的经济模式与早期共同体为牧歌 的 兴 起 奠 定 了 社 会 基 础，而 潘 神 崇 拜 则 为 牧 歌 提 供 了 必 备

的形式元素。当忒奥克里托斯这位来自他乡都市的有深厚艺术素养的诗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打量阿卡迪亚的时候，

牧歌就诞生了。也就是说，牧歌不是阿卡迪亚牧人的创 造，而 是 城 里 人 通 过 文 学 想 象 为 城 里 人 创 造 的 关 于 乡 下 牧

人生活的田园乌托邦。阿卡迪亚成就了牧歌，也在悠久的牧歌传统中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阿卡迪亚；牧歌；潘神崇拜；田园乌托邦

作者简介：曹波（１９６８－），男，湖南益阳人，湖南 师 范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主 要 从 事 爱 尔 兰 及 英

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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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鲁诺·斯奈尔说“阿卡迪亚是公元前４１或４２年被（维吉尔）发现”①的时候，他所谓的“阿卡迪亚”
已非百科全书里描述的那个被多道山梁与外界阻隔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崎岖山地，而是被维吉尔虚幻

化了的一个田园乌托邦。也就是说，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阿卡迪亚的确是由维吉尔“发现”或“创造”的。但

是，第一位以文学形式正面书写地理学意义上的阿卡迪亚的决非维吉尔，而是他的希腊前辈，如品达、忒奥克

利托斯等。品达只是在其诗歌中以阿卡迪亚作为背景来讲述潘神的故事，忒奥克利托斯则不但多次在自己

的诗歌中提到潘神的领地阿卡迪亚，还摹状那里的自然景观与牧人的生产生活。忒奥克里托斯因此被公认

为欧洲牧歌传统的首倡者。
一、作为地理空间的阿卡迪亚

忒奥克利托斯时代及其之前的古阿卡迪亚与现在的阿卡迪亚地区略有不同。古阿卡迪亚位于伯罗奔尼

撒半岛的中心地带，是一片被多座山脉与外界阻隔开来的内陆山区。它的北面以厄瑞曼托斯山、阿洛尼亚山

和基利尼山为界与亚加亚地区相邻（阿洛尼亚山大部分都在阿卡迪亚界内）；东面自北向南以基利尼山、奥里

格特斯山和帕塞尼乌斯山为界与阿尔戈利斯和科林西亚接壤。在南部，帕农山脉和泰格托斯山脉把阿卡迪

亚与南部拉科尼亚和麦西尼亚二地区两两相隔，使得半岛上最长河流阿尔菲厄斯河的中上游几乎全处于阿

卡迪亚境内。在西南方，诺米亚山和埃拉乌姆山分别成为阿卡迪亚与麦西尼亚和埃利斯两个地区的边界。
西部自北向南流向的埃瑞曼索斯河的一部分成为与埃利斯的边界。除了帖戈雅和麦格罗普利斯周边小片平

原以及阿尔菲厄斯河和拉顿河谷地之外，阿卡迪亚的其他地区全是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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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迪亚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总体上说，这里降水丰富、环境

宜人；虽不适合农耕，却是天然的牧场，是绝佳的牧羊之地；山林里栖息着无数动物，也使它成为猎人的天堂。

阿卡迪亚人是古老的原生民，公元前１２世纪多利安人开始入侵之前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世世代代在这

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阿卡迪亚原文ａｒｋａｄｉａ中的ａｒｋ－原意为“躲避”，后来又有了“方舟”之意；－ａｄｉａ
则指“阎王”；二者结合就是指躲避灾难的意思。由词源可见，阿卡迪亚在其原初时期就有避难之所的意思，

这与我们文化中的“桃花源”如出一辙。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近乎封闭的生存空间造就了阿卡迪亚以畜牧、狩猎为主的独特而恒久的经济模式，也
使其成为希腊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地区。在阿卡迪亚，除了西南部平原及河谷地带人口相对稠密外，山里

的居民多分散而居，与世无争，生活悠闲而散漫，以至于当希腊其他地区相继进入并长期维持城邦制社会结

构的时候，阿卡迪亚却始终未能形成堪与雅典、斯巴达等媲美的城邦。公元前４世纪上半叶，为抗衡南部强

大的斯巴达，阿卡迪亚人汇聚几乎所有力量建立了麦格罗普利斯城，但该城从建立到被斯巴达侵占并毁灭，

统共不过半个世纪。可以想见，一个内陆的多山地区想要实现富强的梦想该有多么困难。不招惹，不抗衡周

边强大的城邦，满足于与世无争、悠闲散漫的生活自然成为阿卡迪亚人维持生存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满足

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是包括阿卡迪亚人在内的所有幽闭民族的普遍心理。当然，正如这里世代的人们期望不

被外部世界干扰一样，阿卡迪亚也注定成不了外部界关注的核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３世纪忒奥

克里托斯开始诗歌创作之前。

二、神话、历史与阿卡迪亚早期共同体

如果人类确曾有过天人合一的时代，那么阿卡迪亚人对此应该最有发言权。据古老传说，阿卡迪亚国王

吕凯厄斯犯下了严重罪过。关于其所犯之罪，说法不一。有的说吕凯厄斯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供奉给宙

斯；有的说是他请宙斯到家里做客，试图诱使宙斯品尝他儿子的肉；甚至有的还说，他企图诱使宙斯到他家

里，趁黑夜将其杀死。无论如何，反正是惹恼了宙斯。作为惩罚，宙斯将吕凯厄斯变成了一匹狼。从此，狼就

成了阿卡迪亚人的图腾。这个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神话充分体现了阿卡迪阿亚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存在关

系。

作为初民自然观、世界观重要载体的神话与现实世界永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正如拉斐尔·贝塔

佐尼所说，“神话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它“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它是‘真实’

的故事而不是‘虚构’的故事。”①阿卡迪亚幽闭、宁静的空间环境在催生出独特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同时，

也衍生出独特的神话体系；这些神话又反过来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阿卡迪亚人，使他们坚信自己生产、生活方

式的神圣与不可替代性。原本属于神话的某些内容也渐渐演变成社会规约，融入到阿卡迪亚的日常生活之

中。

融入生活的神话成为阿卡迪亚传统文化得以恒久维持的精神力量。阿卡迪亚人长期保持着原始的生

产、生活方式，主要以牧羊、狩猎为生。他们的膳食结构极为简单；如神话里所说的那样，橡子成为他们的主

食之一。简约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阿卡迪亚人养成了淳朴、善良的性情。据古希腊史学家忒奥彭普思记载，

古阿卡迪亚人性情质朴，待人宽厚；虽有阶层划分，却更具平等观念。他们准许奴隶和主人在宴会时同席，一
起吃自助餐，还可以共享一个调料碗。②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像是出自１８世纪关于美洲土著快乐生活的

纪实文学。但是，这些描写的确符合忒奥彭普思的一贯风格，他的作品中其他地方也不时出现类似的具有乌

托邦色彩的记载。罗森梅耶尔认为，忒奥彭普思刻意选择了阿卡迪亚人这个群体作为彰显纯朴而无欺诈、知
足长乐且无阶级障碍的早期共同体的范例。③尽管忒奥彭普思因为过于喜欢记录浪漫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的故事而常受后人诟病，但既然是史学家，他的记载总是要有可靠性的。由此看来，后来阿卡迪亚文化内涵

的逐步丰富也并非纯粹是神话与文学的功劳，还理应有历史的积淀。

当然，在阿卡迪亚丰富的神话故事中，最能体现和解释阿卡迪亚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存在关系的当属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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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贝塔佐尼：《神话的真实性》，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金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５页。

Ｒｏｓｅｎｍｅｙｅｒ，Ｔ．Ｇ：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Ｃａｂｉｎｅｔ：Ｔｈｅｏｃｒ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Ｌｙｒ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２３４．
Ｒｏｓｅｎｍｅｙｅｒ，Ｔ．Ｇ：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Ｃａｂｉｎｅｔ：Ｔｈｅｏｃｒ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Ｌｙｒ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２３４－２３５．



崇拜。
三、潘神崇拜与牧歌诸元素的形成

在希腊神话中，潘神是牧群、牧人、森林和荒野的守护者，是一位纯粹的乡村神祇。一些神话认为，潘神

与宙斯同代，甚至比其更早；但多数神话则认为他是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儿子。潘神出生时非常丑陋，虽是

人面人身，却长着山羊的角、尾巴和双腿；他自幼遭到了母亲的遗弃，遂终身流浪于荒野，与林间仙女为伴，还
创造了乡村音乐。和希腊神话中许多神祇一样，潘神也是一个情种；他的情感故事一大箩。潘神还有一种令

人讨厌的习惯，就是常藏在树林里，用突然的喊叫或恐怖的笑声惊吓过往的行人，让他们心生恐惧———他的

名字也因此具有了“恐慌”（ｐａｎｉｃ）的内涵。他这个令人生厌的习性日后反而助其成就了不朽业绩。一次是

在提坦神对奥林匹斯神的叛乱和攻击中，潘神声称自己也应享有胜利者的荣耀，因为他在叛乱者中引起了恐

慌。另一次是在雅典人反击波斯人的马拉松战役中。据说，当时潘神站在雅典人的一边，在敌人心中激起了

恐慌。
在古罗马诗歌中，潘经常与弗恩努斯一起出现，有时甚至被等同起来。但就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描

写来看，弗恩努斯性格相对复杂，是一个集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形象。因此，在维吉尔之后的文学传统中，弗
恩努斯较少被用作牧歌中闲适和简单的象征。每当表现天真和嬉闹时，罗马诗人通常让弗恩努斯与潘结伴

登场，以保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可见，罗马神话与文学中的潘神是感性的象征，这也与希腊神话与文学中

的潘神形象相吻合。
潘神崇拜始于阿卡迪亚，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和最主要的“道场”。作为地位并不崇高的乡村神祇，潘神

的祭坛通常散布在远离城市的荒野；即便极个别出现在城市的边界之内，也通常不是人工所建的寺庙，而是

象征荒野的洞穴。潘神的影响很长时期内仅仅局限于阿卡迪亚地区，是上文提到的马拉松战役让其声名远

播；此役之后，在雅典、阿提卡等许多地区，人们纷纷以山洞为圣坛对潘神虔诚膜拜。
潘神崇拜对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成就了悠久的牧歌传统。很显然，西方古典牧歌所包含的核

心元素均能从潘神及潘神崇拜中寻到原型或踪迹。
首先，潘神所代表的经济模式是古典牧歌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潘神一直被认为是荒野、山林与牧场的

完美产物，是土生土长的阿卡迪亚牧人的神圣化身，是典型的乡村畜牧经济和远离都市的田园生活的象征。
作为潘神专属领地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畜牧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狩猎也比在希腊其他地方更重要。①在潘神

的领地，由于这种特定经济模式的主导作用，狩猎自然不会“沦落”到娱乐运动的层次。因此，作为猎人、猎

物、牧人、牧群守护者的潘神犹如万物之主一般受到猎人和牧人的共同敬拜。“正如阿卡迪亚的整个历史和

文化所展示的那样，阿卡迪亚的潘神似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与被称为古典的希腊截然不同的世界。”②阿卡

迪亚由此成为与希腊其他地区相隔离的独特经济体。
随着牧歌的兴起，阿卡迪亚逐渐由原来的“避难之所”演变成为一个逃离烦恼的隐逸之地，由一个原始质

朴的地理空间演变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符号；其经济模式自然也化作一种文化符号延传至今。
其次，潘神“创造”的牧笛和乡村音乐是古典牧歌的精神内核。我们说潘神成就了牧歌传统，不仅仅因为

他是牧人的守护者，更重要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牧歌传统很大程度上是从潘神创造的乡村音乐衍生而来

的。
关于潘神创造排箫的传说是这样的：河神兰顿的女儿绪林克斯是阿卡迪亚一位美丽的小林仙。有一天，

她打猎归来，迎面碰上了潘。美丽的仙女不理会潘神的恭维，匆匆逃离，以免被其纠缠。潘从莱希乌姆山一

直追到众仙女的驻地，姐妹们迅速把无处藏身的绪林克斯变成了一株芦苇。于是，风（也有说是潘神的叹息）
吹进芦苇，便奏出哀伤的乐曲。痴心的潘神不能确认哪一株芦苇是心上人所变，索性砍下７株（一说９株），
将其按递减长度编排在一起，制成一种乐器，并以心上人的名字命名。从此，这种乐器便与潘神形影相随，永
不分离。这与太阳神追求达芙妮的故事如出一辙。阿波罗与潘两位音乐之神的爱情故事分别为西方文化传

统提供了两个典型的符号：前者是代表荣耀的桂冠，后者则是牧歌中的牧笛。桂冠的文化意蕴之深远自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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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仅就牧笛（或其变体）而言，它作为欧洲牧歌中牧人的典型装备，也早已超越了其具体的娱乐功能而升华

为代表牧人精神特质的符号了。

在西方文学艺术的悠久传统中，吹笛子的潘是非常突出的母题：潘神象征着牧歌式的闲适、放松以及性

兴奋；牧笛凑出的曲子则是姑娘们乡村舞蹈的最佳伴奏。牧神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自古以来牧人生活方式

的写照。牧人在孤寂的地方照料畜群，他自然需要一种排遣孤独的方法；因为笛子易于制作和携带，他们很

自然就以吹奏自制的笛子为乐。

我们当然清楚，无论排箫还是笛子，都是人之创造，而非神祇之功；因为，就连潘神也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曾详细分析过潘神和以芦笛为代表的乡村音乐的缘起。据他推测，是乡下人根据山

谷里的回声创造了潘神和他的笛子：

　　在荒僻的地方，山岩会以适当的次序反射我们的声音。当我们在沉郁的群山中寻找迷路的同伴时，

我们用响亮的声音呼唤他们。我知道一些地方，你在那里发出一个声音，就会连续听到有６到７次回

声：这些声音在山间来回飘荡，仿佛是受过训练一般。

当地人认为，这些地方是仙女和森林之神的栖息之地，是林牧之神的家园；他们喧闹、嬉戏的狂欢常

常打破夜晚的宁静。人们会听到丝竹之音在夜空荡漾。他们还说，当地的村民都听到过潘［……］吹奏

的不绝如缕的美妙笛音。［……］他们鼓吹这些神迹的动机也许是害怕被认为他们居于荒僻之地，孤独

无助，以至于连神都将他们抛弃。①

卢克莱修的确看穿了这些乡下人的心理，也解释了神话产生的部分原因。事实上，人类为自己寻求精神

安慰正是神话诞生的原因之一。这种神话创造过程在神话学中被称作“情感投射”，它“不是审美的，而是实

用的，即表现为神话创造者的希望。”②就阿卡迪亚人来说，他们创造与潘神相关的种种神话的重要目的是为

自己所坚持的生产生活方式寻求一个牢靠而合理的依据；他们要藉此告诉世人，他们不但没被神灵抛弃，而

且还沿袭着由神明开创的神圣的生产生活方式。

基于自己对神话本质的揭示，卢克莱修进一步对音乐的诞生、笛子的发明与牧人生活的关系展开了精彩

而更为可信的探讨：

　　人们经常用嘴模仿清澈婉转的鸟鸣，终于学会了演唱悦耳动听的歌。风通过芦苇管腔发出的哨音

启发乡下人：空心茎秆可以吹出声音。经过不断摸索，人们掌握了用手指击打腔管上面的音孔发出美妙

音符的方法。于是，就在那人迹罕至的树林和林间空地，在旷野中休息的孤独的牧羊人发明了笛子。吃

饱喝得之后，牧人们就用这种音乐抚慰自己的心灵；因为那是一个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带来快乐的时

代。因此，牧人们常常会躺在溪边大树下天鹅绒般柔软的草地上，让他们的身体享受简单而惬意的放

松，尤其在天气晴好，绿草间缀满鲜花的时候。然后就会有笑话、闲聊和愉快的笑声；那时候，乡村缪斯

的状态最佳。接下来，在嬉闹欢乐的驱使下，他们会用花环和树叶来装饰他们的头和肩膀，然后在一场

没有节奏的舞蹈中笨拙地扭动他们的四肢，用笨拙的双脚击踏着大地。这些表演令人愉悦，不时引发阵

阵笑声，因为这些娱乐活动新颖而美妙，在那个时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个古老的传统至今仍

被守望者所保留。尽管守望者们早已学会了打节拍，但他们从自己的音乐中获得的乐趣并不比那些林

地之人与大地之子们从他们那原始的音乐中获得的更多。③

至此为止，卢克莱修将潘神、回声、乡村音乐联结成一幅声音同质而意蕴多彩的画面，形成一种充满理性

的神话学理念。但是，文学作品的大量描绘暗示我们，笛子并非潘神的唯一乐器。除了笛子，潘还常常携带

简单的打击乐器；有时候，打击乐器碰撞的声音会产生一种骇人的音效，使人联想到潘所引起的恐慌。换句

话说，潘的音乐不仅仅是美妙的旋律；他的音乐与其性格一样，本质上聚集着更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是通过

用简单乐器模仿野外 自 然 的 声 音 实 现 的。我 们 只 要 联 想 一 下 神 话 中 潘 神 和 艾 科（Ｅｃｈｏ意 为“回 声”）的 关

系———潘神曾一度追求艾科而不得———就更能理解上述说法的逻辑及其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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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作为守护者与攻击者复合体的潘神是牧歌人物多元性的象征。潘神既是牧人又是猎人，是守护者

与攻击者的复合形象。潘神首先是牧人保护者，这种形象稳定而持久，自其被定义始，就没再发生改变。但

是，在西方艺术中，潘神又常被塑造成猎人的形象：除了永不离身的排箫（或牧笛）之外，更为突出的是他携带

的那根曲柄手杖（ｌａｇｏｂｏｌｏｎ意即ｈｕｎｔｅｒ’ｓ　ｓｔｉｃｋ）以及肩上扛着的猎物。这根曲柄手杖是一种攻击性武器，
原意就是击杀兔子的工具，当然也用作防守武器。这种曲柄手杖后来成为猎人和牧人的标准装备之一。可

以肯定地说，潘神原本主要是位猎人。但在牧歌中的职业类型里，狩猎的确又是一个不太好评价的职业。因

为，作为人类的谋生手段，狩猎却侵害着那些生机勃勃的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同时，其潜在的侵略性也打破了

林间的宁静；打渔的生产方式也是如此。无论狩猎还是打渔，都说明潘是一个攻击者；就连他的好色的本性

也成为其攻击性力量的侧面反映。可见潘神性格的突出特征就是其难以控制、随时可能爆发的强大能量。
古希腊诗人、批评家卡里马库斯用灰烬里沉睡的火种来喻指潘和狄奥尼索斯，暗示他们是一种经过一定的潜

伏期终将爆发、重获新生的力量。可见，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潘神已渗透入古希腊人的灵魂之中。公元２世

纪希腊职业占卜家阿特密多罗士在其《梦的解析》中解释道：梦见潘神对于牧人和猎手来说是吉兆；对于演员

也是吉兆，因为演员们和潘一样没有固定的步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可能是凶兆了。这种解析主要是基于

潘神形象的特征，可见潘神崇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潘神形象为牧歌提供了诸多人物原型，对这

些人物的解读势必要回归其原型。那些仅仅将牧歌中的猎人解读为一种职业形象，而不去发掘其深层内涵

的做法势必触及不到猎人形象的本质。
事实上，由于潘神的性格暴躁，受其守护的牧人对他也多有忌惮。他会驱逐未经允许闯入他领地的牧

人；即便是被允许进入其领地，牧人们也都非常谨慎。忒奥克利托斯在其第一首牧歌《达夫尼斯之死》中就描

绘过牧人的慎重，因为他们知道潘就在附近且不喜欢别人打扰：

　　不，牧羊人，不，在这炎热的午间

我可不敢吹笛；因为狩猎劳累的潘

此时正在休息；我害怕惹他老人家

发脾气。（１７－２０）
无论如何暴躁，如何具有攻击性，这一切主要不是针对牧人和牧群。就牧人对他的敬仰程度来看，潘神

是一位合格的守护神。大多情况下，他并不是一个暴力形象，而是一位喜欢热闹的角色，会与众仙甚或牧人

一同狂欢。潘神无疑是牧歌中性格多元的牧人与猎人形象的基本原型。
最后，与潘神一样，牧歌人物也多是孤独的漫游者和情感饥渴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喜欢热闹的潘神

其实是一位孤独的漫游者和情感饥渴者。他虽被认为是丰饶、生殖力和春天的象征，却深受情感孤独的困

扰。发生在他身上的众多情感故事证明，他虽有众仙女为伴，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宁愿化作草木也不

愿屈服的仙女绪林克斯和庇蒂斯似乎激发了潘神的一腔痴情，成为他永恒的眷恋与伤痛。庇蒂斯的故事与

绪林克斯的故事很相似：说是潘神爱上了仙女庇蒂斯，后者为逃避他而化作了一株松树。于是，潘神便终日

流连于林间了，松树也成为潘神的圣树。大量故事证明，潘神的情感大多为滥情，仅有的几次倾注真情的爱

情却皆以悲剧告终。无论是滥情还是真正的爱情悲剧，均在后来的牧歌中反复上演，前者如色情牧歌中的男

欢女爱，后者如忒奥克里托斯的独眼巨人、维吉尔、马维尔的达蒙等的爱情悲剧。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起希

腊神话的悲剧特质对包括史诗、戏剧和牧歌等在内的欧洲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我们当然还可以对上面提到的潘神与月亮女神及回声女神艾科的故事更进一步展开牧歌式解读。我们

很容易解释牧羊人对月亮的爱，因为在月朗之夜，羊群更容易看管。当牧人在山谷或树林中呼唤同伴或者走

失的羊只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可怕的回声，这不禁让他们想象是潘神在悬崖和沟壑中制造了可怕的噪音，而

艾科则将其放大并反复播放。可见，神话创造如文学创作，是生活经验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卢克莱修关

于神话诞生的论述就是先贤们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优秀实例。
四、牧歌的形成

阿卡迪亚的经济模式与早期共同体为牧歌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潘神崇拜则为牧歌的诞生准备好

了必备的元素。一切预示，阿卡迪亚将注定成为牧歌的故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依据神话传说

还是历史事实，牧歌都不是由阿卡迪亚人首创；其开创者另有其人———这人来自大希腊西西里岛的忒奥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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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悠久的牧歌传统就是这位站在自己的角度打量阿卡迪亚的来自文明世界的有深厚艺术素养的诗人创

造的。
我们考察古代阿卡迪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时注意到，他们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很难出现能够将

自己的社会生活付诸艺术实践的文学艺术人才，漫长的阿卡迪亚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直到进入近现代

社会，阿卡迪亚才诞生了本土诗人。但是，对于已经文明开化的古希腊诸城邦国家的人们来说，阿卡迪亚人

的生产、生活方式简朴、散漫而富有诗意，是令人羡慕的。也就是说，阿卡迪亚就是一首牧歌，那里的人们就

生活在牧歌里；而发现这首牧歌的却是在站在远处凝视着这一切的那个（些）人。正如威廉·燕卜荪所说，牧
歌“专写（牧人），却又不是由他们书写和为他们而写。”①这是传统牧歌的典型特征之一。牧歌诗人是要借助

对牧人生活的展示，以间接、含蓄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生活形态进行审视，展开批判。所以，牧歌从一开始就

是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的城里人的专利。城里人之所以对田园生活充满情感，是因为对其原始生境的怀恋；
而正是作为人类共同原始生境的荒野、溪谷、丛林在守护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原始生境意识以一种

文化基因的形式世代相传、恒久罔替。每当走向城镇或其他生活环境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宁静与快

乐，进入了一个充满焦虑和苦恼的樊笼之时，他们便怀恋起他们原本属于的那个生境来。“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田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正是在人们追求质朴、率真的思想情感以及渴望与都

市生活相对应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语境下诞生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田园诗从本质上很好地体现了

艺术对人类愿望的满足功能，它反映了人类“对纯真与快乐的双重渴望。”②田园诗是一种怀旧的、童稚般的

看待世界的方法；而牧羊人受到诗人们的尊敬则因为他们是“有闲阶级的理想化身。”③所谓的“有闲阶级”就

是指城里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之流，田园诗人多出自这个群体。他们借助对下层劳动者牧人、牧女的劳动、
生活与爱情的理想化描绘，为有闲阶层提供一种可供逃避的精神空间，是有闲者在为有闲者美化劳动者。用

燕卜荪的话说就是，田园诗人是在为其所处群体书写另一群体的生活与故事。④所以，田园诗通常被界定为

都市文化的产物，它源自乡村与城市两种生活模式的对立。⑤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理论家乔治·帕特纳姆曾在《英国诗歌艺术》中形象地描绘了牧歌的形成过程：
将牛群或羊群赶往野外的公用田地和树林里，让它们自由觅食，而牧人们则和那些护林人或护篱人聚在一起

以聊天消磨时光，这成就了田园诗里最早的对话形式；树丛里或树荫下，他们或闲聊家长里短，或阔论身外之

事，此则成就了最早的论辩；出于肉体与安逸的需求，便有了求爱与寻欢；他们唱给配偶或情人的歌便成为最

早的爱情乐章；有时也未免边唱边配以管弦，大家来比试一番，看谁最优秀，最迷人。帕特纳姆坚信，田园诗

就是在这浪漫、惬意的生产劳动中诞生的。⑥

在帕特纳姆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阿卡迪亚人的真实生活图景，因为它符合阿卡迪亚牧人的生活实际。
这段描绘也许是迄今关于田园诗歌形成过程的最接地气、最接近现实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该描述揭示了

牧歌主题的升华过程：由物理空间（山林、草地等）到社会空间（与他人交际）再到精神空间（娱乐、爱情等精神

需求）；也就是说帕特纳姆发现了牧歌逐步将牧人理想化（或虚化）的基本特征，从而抓住了古典牧歌的本质。
毋庸置疑，牧歌从一开始就深受关于潘神的古老传说的影响，承袭了阿卡迪亚这个地方的乌托邦特征。因为

帕特纳姆的描述，才有了雷内·拉宾关于关于田园诗是“对牧人或具有牧人特质的人的行为的模仿”⑦的定

义，也才有了２０世纪美国学者列奥·马克斯“没有牧人，就没有田园诗”⑧的观念坚守。理论家们之所以坚

持上述观点，主要原因是他们在阿卡迪亚牧人身上发现了易于被乌托邦化的品格特质，而这些特质自然又是

超越阿卡迪亚而具有普遍性的：
首先，牧人的劳动生活惬意而散漫，是一种精神化的过程。牧人无需像农人那样为生计而辛苦耕耘，“自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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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为牧人提供了大部分的需要。更令人满意的是，自然干了几乎所有的活儿。”①因此，牧人对自己的前景最

自信、最无忧，这为他们创造出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为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其次，牧人每天面对的是纯粹自然状态的事物（包括他们的牧群），而不是被社会异化了的人，因而他们

保持着纯朴、自然的天性。在自然的熏陶之下，牧人们即便没有文化启蒙，也仍然拥有浪漫的基因。也是因

此，与农夫相比，牧人精神更接近天然：农夫通过改造自然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其实已有被社会异化的迹

象；牧人无需改造自然，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克·席勒把田园诗与童年时代及儿童般的质朴联

系起来，认为自然当中有我们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记；诗人或因其自然而成就素朴，或因其追求自然而变得感

伤。②田园诗人所追求的就是牧人身上那种如儿童般质朴的品质。
再者，牧人的笛声或歌声虽然听众不多———不外乎他们的牧群或三两同伴（或情人）———却宣泄着孤独

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牧歌诗人的心理十分相近。牧歌中有大量对牧人情感的描写，其实质是反

映诗人本人的情感孤独。
最后，牧人是个原始意象，其原型可追溯到农耕开始之前的远古祖先。因此他具有了更深远的象征意

义———牧人与文明社会的人们有着两极倾向，通过两相比较而展开对异化人类的批判是牧歌的核心价值。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牧人形象可说是人类原始生境的象征，是诗人们表达返璞归真愿望的最佳选择。换句

话说，诗人们书写牧人并非是要关注他们的劳动生活，而是要创造一种邈远的效果，让诗人借以暂时退出并

远距离审视和评判他们现实所处的社会；因而，牧歌中那种阿卡迪亚共同体式的乡村生活既是一种理想，更

是一种艺术手段。这一点在悠久的牧歌传统中不断得到证实。
由是观之，牧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它不但远离了古希腊盛行的史诗传统，从宏大、粗狂的外

部世界回归到细腻、敏感的精神空间；也没有追随赫西俄德开辟的以现实的奋斗重归黄金时代的道路。赫西

俄德本人就是生活在乡村的自耕农，他有乡村生活的现实根基，这使他很快就能从黄金时代的梦幻回到现实

之中，而且相信要重归黄金时代，必须付出现实的奋斗。但在牧歌传统中，诗人们个个都是带着乡下人面具

的城里人，他们无有乡村生活基础，所以倾向于符合自身心理需求的表达方式。
了解牧歌的形成过程之后，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阿卡迪亚最终没有成为牧歌的故乡，这完全符合

牧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城里的有闲人为有闲人书写乡下的劳动者。因为，田园诗人笔下那些身居社会下层的

现实中的牧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劳动场面怎么会那样的惬意多彩，他们的生活空间怎么会那样的

令人向往。现实使他们不可能有创作与欣赏的能力与冲动，也就不可能成为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既然田

园诗的作者和读者不属于劳动阶层，其中所寄托的理想定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诗人们的矛盾心理。田园

诗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些矛盾对立的元素有意识地统一起来，达到一元和谐。也就是燕卜荪所谓的“把复

杂变简单。”③所以，田园诗人的表达方式就是纯粹的文学想象。正是这个想象的翅膀将田园诗歌带往渺远

的方向———一个处处存在却又处处不在的田园乌托邦。总体来说，田园诗歌中所充斥的空想和虚幻的生活

不是诗人们自己所熟悉的，他们不过是要拿那种生存方式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反叛，是寄托一种社会理

想，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侧面批判。

［责任编校　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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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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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是爱尔兰出生的第三位诺贝尔奖作家，

早年对乔伊斯（James Joyce）亦步亦趋，以推进其“文字革命”（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
为己任，后以“极简主义”（minimalism）创作手法和“无能、无知”（McDonald 15）主题与

其分道扬镳。他不懂汉语，但在早期小说中经常挪用中国文化。据保存在英国雷丁大学

“贝克特国际基金会”的小说手稿，他是通过法语和英语了解中国文化的。1928 年底，他来

到巴黎高师担任英语讲师，其间结识了正在欧洲文坛叱咤风云的同乡乔伊斯，并接触了因

庞德（Ezra Pound）等人的推介而风行于西欧的中国文化。1932 年 1 月，他从闭塞的都柏

林移居先锋派聚居的巴黎，2至 6月创作了长篇处女作《春梦：从靓女到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这期间，受乔伊斯纵横捭阖的创作手法的巨大影响，贝克特参阅

了法国东方学者拉卢瓦（Louis Laloy）的《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和英国汉学家

翟理斯（H. A. Giles）的《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等书，不免在《春梦》中摆弄

中国文化，展现自己喷涌而来的学识和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调侃，为爱尔兰独立以来挪

用中国文化最积极但剔除也最迅捷的先锋派作家。

《春梦》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挪用

在巴黎高师任教期间，同样主修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贝克特很快成了乔伊斯的圈内人

士。当时，已然成名的乔伊斯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字革命”，但苦于眼疾，阅读、书写多

有不便，二十二岁的贝克特便恰逢其时地担当起私人秘书的职责，协助“革命”领袖收集资

料，整理书稿，翻译片段，直接参与了《创作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即后来的《芬尼

根守灵》）的成书过程。对于业师无与伦比的创作才能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实验，这位

后生无限敬仰，即使事后二十多年也禁不住赞叹：“他是最杰出的素材的驾驭者，能让文字

绝对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qtd. in Shenker 148）。基于对前辈的膜拜，贝克特的首个短

篇集《徒劳无益》（More Pricks Than Kicks, 1934）在语言技巧和环境描写（对都柏林街头景

象的细致描绘）等方面就和《都柏林人》（Dubliners）类似，而长篇处女作《春梦》在多种语

言的运用和各类典故的铺陈上也效仿了业师的巅峰之作。在前辈“文字革命”的感召下，

《春梦》对中国文化的挪用必有滥用之嫌。

贝克特自小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闲暇时常弹奏钢琴自娱。移居巴黎前后，他接受了

“中国风”的熏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恋恋不忘。在《春梦》中，他禁不住鹦鹉学舌，在一页

半的篇幅里连续挪用了“伶伦制律”、“孔子击罄”和“凤凰涅槃”三个典故（Dream 10-11），
似乎叙事者在表达对内心的宁静和众多人物间的和谐关系的渴望，却难免炫耀自身学识之

嫌。他对“伶伦制律”传说的挪用（对《中国音乐》相关片段的翻译和改写）几乎就是对《吕

氏春秋》中“律吕”一节的严格的二度翻译：

假设现在我们讲一个中国的故事，把我们的意思谱成曲子。好吗？那么就讲伶伦

的故事，他来到西部边境，来到嶰谷，断一竹于两节间，吹之，不禁欣喜，定其音为黄钟

之宫。接着，凤凰来助，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伶伦又制十一管，和所听之音适合。然

后，他将十二律吕上报黄帝，分为六律、六吕，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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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10）

在该传说的结尾，学识喷涌的后生竟将“六律”和“六吕”一个不落地罗列出来，显得十

分突兀。“十二律吕”是他绞尽脑汁从法文直译而成的，绝非哈佛学者所言欧洲新兴的表

现主义作曲法“十二调”（Albright 25）。在此，贝克特模仿业师的文风，将有关中国音律起

源和吹管乐器发明的故事完整地表述出来，并把故事醒目地插入因而更加散乱的叙事中。

这样的“跑题”（Dream 111）流露出他一直在嘲弄的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常见的“作者介

入”的痕迹，不过丝毫无益于统一、连贯的情节的建构，而是使其碎片化、杂乱化，是篇首所

说“狂乱的思想”（1）的范例。

正如通过巧妙的“排列”（permutation）、“组合”（combination），“十二律吕”可以谱

成悠扬的乐曲，“叙事者希望，他描述的人物各为一律，在更为出色、悠扬的曲调中扮演自

己的角色”（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果然如此，叙事者的职责就简单了：玩弄“排

列”、“组合”游戏而已，“像孔夫子那样在玉罄上变戏法”（Dream 10）。a由此，炫耀性的

类比从传说中的“伶伦制律”转向了有据可查的“孔子击罄”。年轻的贝克特并非职业译

者，只希望进而借用孔子的音乐观和音乐成就来表现叙事者的狂躁和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

的调侃。在他看来，“音乐必须反映儒家的理想，即社会的和谐”（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苦于将喷涌而来但难于驾驭的素材纳入一部连贯、统一的“作品”而非“文本”的后

生，在推崇实用主义音乐观的东方圣人身上找到了知音，幻想着能像孔子那样在一组“玉

罄”（cubes of jade）上奏出“和谐”的“雅乐”，使人同样“三月不知肉味”（Giles 12）。令

人惊讶的是，他的读书笔记（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明》相关章节的转述）是准确无误

的—忠实地挪用了《史记·孔子世家》中的故事，而不谙中国拼音和古代文化的西方论者

倒是普遍犯错，以为贝克特提及的是“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的故事，将此处的“磬”（the pien 
k’ing，编磬）当作“琴”（the Chinese qin or k’in，古琴；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甚
至当作晚于孔子时代一千余年而且诞生于印度的“琵琶”（pipa or the lute），说《春梦》的

构思深受中国“琴曲”（k’in music）或“琵琶曲”（lute music）的影响（Lin 280），不免贻

笑“东方”。

急于老成的贝克特对中国文化的挪用还意犹未尽。假如众位人物狂躁不安，又桀骜

不驯，叙事者该如何处置呢？是任其胡作非为，使作品堕落成杂乱无章的拼缀物，还是将

其纳入有序的线性系统，构成一段性质单一的“旋律”（Dream 10）呢？为描述这一叙事的

困境，这位“文艺青年”转向了另一个古老的东方传奇—“凤凰涅槃”：叙事者期望那些

人物能像“不死的祥鸟”那样“从灰烬中升起”，摒弃前嫌，相互协作，一道奏响主调清晰的

“旋律”，而非众声喧哗的“混响曲”。但他不免绝望，因为这一期待无异于“给双性的球体

（bisexual bulge）配以林簇（Great Iron of the Woods）”（11）。在西方，“双性的球体”原指

男女合体，源自柏拉图对男女间爱情起源的猜想；在东方，这一概念指“太极图”，源自道家

的“阴阳”学说。无论出处，此处的“球体”无疑指违背二分法的“阴阳同体”（androgyny）；
“林簇”则是贝克特酣饮灵泉后生造的术语，为阳性“六律”之一的“太簇”（the Great 

a  “变戏法”（conjuring）为编辑所改，贝克特的手稿中作“摆弄律吕”（playing with Liǜ Liǚ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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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ple-Iron）和阴性“六吕”之一的“林钟”（the Bell of the Woods）的拼合，即“雄鸣”和“雌

鸣”的混搭。“球体”与“林簇”相配，是多重“性（质）”混乱的具象。而面对“欧洲秧鸡唱出

的中国音律”、“克里斯托弗·伶伦”和“竹管吹奏的《扬基佬》”（Dream 70, 178）这类东西

文化的杂合，叙事者更是无法驾驭，只有任其逍遥，并借“狂乱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文思

泉涌的爱尔兰后生凭借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挪用表达了对“全知全能”叙事传统的讥笑，也

炫耀了自己作为“文字革命”传承人的本领。

对中国文化最放肆的挪用就此休止，然而在“又及”（“Und”）一章的开篇，贝克特再次

冲动起来，把“武则天怒贬牡丹”的故事娓娓道来，插入本已散乱不堪的叙事中：

中国的武后戴着假须，来到内阁坐下。百合犹如则天大圣皇后那般美丽，玫瑰犹

如那般可爱。

“开花呀！”她对着牡丹喊道，“开花呀，混蛋！”

不。它们毫无反应。于是牡丹遭贬：寰宇之内，牡丹皆被连根拔起，烧为焦土，花

艺禁绝。

好了，跑题这么远了，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可能不只是跑题。（111）

这段文字是对《中国文明》第四章有关段落（Giles 28）的戏剧化改写，被顽皮的文艺青年置

于此处作为自己学识渊博和善于“跑题”的力证，与生拉硬拽的“语域”（张士民 91）分析

基本无关。与中国史实的出入无关紧要，a在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异域色彩的张扬中偏离叙

事的主线，恣意调侃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这才是这位文艺青年的意

图。和对中国音律的挪用类似，这一“跑题”仅具有叙事学和互文性研究的意义，没有“文

体学研究”（张士民 91）的价值。

贝克特继承了乔伊斯收罗素材的方法：大肆借用正在研读的书籍，“把醒目、深刻或

机智的句子和短语抄录在笔记本里。然后，这样的引文或几乎就是引文的片段就被编进

自己早期散文的稠密编织物当中”（Knowlson 106）。当然，这位后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滥用前辈的方法，不是为了构造一个宏大的统一体，而是为了调侃现实主义小说营造的叙

事“统一性”（Dream 133）的幻象。由于中国文化及其他典故的大肆挪用，故事情节屡屡

中断，小说也在驳杂中平添了突出的互文性和元小说性。此刻的文艺青年不在乎问题的解

决，只关心问题的描述，乐于拿异域文化来铺张一番。对“革命”领袖创作方法和语言能力

的膜拜，其结果可以想见：“小说的结构复杂难辨，呈碎片式；其情节刻意去除了线性的形

式和统一性……而且其表面的现实也被有意地扭曲了”（Knowlson 146）。在“风云激荡的

‘革命’氛围里”，贝克特也有一种“让平庸的读者见鬼去”的“孤傲”（陆建德 262），不免滥

用“移花接木”（grafting）的技巧，把小说变成文化典故和专业术语的“稠密编织物”。于

是，在他所有作品中，处女作《春梦》内容最驳杂，语言最生涩，是他最明显的读书笔记的大

杂烩。事实上，就取材方法而言，《春梦》就是《芬尼根守灵》的投影，但作为文本，前者是

一串碎片，显得杂乱、生硬，后者是一个“统一体”，显得宏大、艰深。

a  这些出入源自翟里斯的概述，主要有：武则天上朝不戴“假须”；赏花是在“上苑”，而非“内阁”；“大圣皇后”
（God Almighty the Empress Wu）是她退位后的称号，贬花时尚未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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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菲》对中国文化的慎用

1934 年 9 月至 1936 年 6 月，陷入心理危机的贝克特主要在伦敦接受新兴的精神分

析治疗，并在伦敦和都柏林两地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莫菲》（Murphy，
1938）。该小说明确体现了他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乔伊斯的影响，因而

是他“满意的第一部长篇作品”（梅斯 I）。此时，“他 [ 摆脱乔伊斯 ] 的目的意识比以

前更为坚定，因而用典日趋保守”（梅斯 IV）。他不再长篇累牍地挪用，在经不住推敲的

情节中罗列自己的才华，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印记随之锐减，而且用典不再限于《中国音

乐》和《中国文明》。虽然西方所有传记、评述和贝克特自己的信札中均无相关记载，但依

然可以断定，贝克特此时的中国文化典故部分源自他在都柏林、伦敦或巴黎唐人街的直

接经历。

《莫菲》是贝克特首次认真地“去乔伊斯”努力的结果，虽然罗列心理学、哲学、艺术的

术语依然偏多，但对读书笔记的成规模挪用已少有踪影。出于表达自我声音的需要，其中

对中国文化的借用骤然简洁，能比较自然地融入故事情节，少有炫耀或“跑题”之嫌，这是

《莫菲》与《春梦》在处理中国文化素材上的主要区别。在该小说的第七部分，这位文艺青

年把从都柏林赶到伦敦寻找莫菲未果的尼瑞直接安排在中餐馆，让他喝着中国最普及的

“绿茶”，握着作为中国餐饮文化象征的筷子：“他拿着筷子苦涩地咕哝着，而一种比任何妻

子甚至情妇—即使是杨贵妃本人—还要凄苦的空寂，就是跟他同床共枕的心思。毫无

疑问，东方的背景跟这种错乱没有关系。荔枝汁……依然散发着说不出名字的芬芳，那种

芬芳在他的烦恼背后形成一层琵琶曲的薄暮”（68-69）。和追求自由、虚空的莫菲相反，尼

瑞离不开受决定论摆布的世俗世界，缺了“男人的另一半”就感到“空寂”。在“走自己的

路”的时刻，贝克特最后一次显摆了自己的中国文化修养，把“杨贵妃”（Yang Kuer-fei）作
为令男人拜倒的美丽情妇的代表，让相隔 13 个世纪的大唐“琵琶曲”隐隐地回响在西欧普

通岛民的脑海，使他在“东方的背景”下喝上高贵艳妇嗜好的“荔枝汁”，仿佛小人物尼瑞就

是唐玄宗一类重色轻国之徒，甚至如同作者一样研读过《中国文明》。耽于肉欲又略懂汉

学的形象在三言两语中跃然纸上，这是乔伊斯身边的后生慎用中国文化典故的妙处。

此处的描述绝无《春梦》罗列“十二律吕”的堆砌之嫌，但典故的最终出处依然是对

《新唐书·卷八十九》“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记载的转述，也融合了杜牧名句“一骑红尘

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意境。不过，此时的文艺青年惜墨如金，只从《中国文明》相关

段落中撷取了三个短语（Giles 40），而且敏锐过人，用典恰到好处：唯有脱离物欲横流的“大

世界”，遁入唯我的“小世界”（Murphy 8），莫菲才有获得绝对自由的可能，而深陷污浊、耽于

享乐的尼瑞难免自缢的悲剧。简洁的用典—已非对中国历史故事的完整复述，仅取寥

寥数语—给小说增添了异域色彩，且没有形成明显的“跑题”，是小说情节的有机成分。

在贝克特的所有中国文化典故中，这是最后一个可以辨明具体出处的例子。

正如莫言的小说具有“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色彩，在唐人街伴着大

唐“琵琶曲”喝“荔枝汁”的场景也是一段幻觉，但闻着浓香喝中国茶的情景却绝对是现实

的。对于茶，沐浴过“中国风”的贝克特赞赏有加。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他点明了中国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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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祖的名称及其在西方的普遍接受：

卡里奇小姐的日子有一个核心，就是下午喝一杯细腻的浓茶。有时候，她坐下来

准备品味这种万灵茶，深信那些合算的事儿没有哪一件没做过，那些不合算的事儿却

没有哪一件做过。……甚至一杯热腾腾的好茶端在她手里，也没法叫她向时空的通常

状况屈服。……

“但愿你喜欢这股香味，”卡里奇小姐说道，“最上等的正山小种。”（43）

女主人公西莉亚情绪低落地在房间等待莫菲寻找工作归来，房东卡里奇小姐给她端来

一杯“好茶”—“正山小种”。这种红茶即“拉普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广东话音

译），西方历史上亦称“武夷茶”（Bohea Tea，闽南话音译），17 世纪初被英国王室选为皇

家红茶，随之喝“下午茶”的习俗在西欧兴起。在此，爱尔兰的这位后生写明中国红茶的品

名，既呼应了拜伦的长诗《唐璜》，也表现了小人物对奢华生活的向往和略显“悲怜”的房东

让茫然的房客“严肃起来”a的愿望。

卡里奇是个惯于算计的小生意人，她把“正山小种”当作与生计紧密相关、“芬芳”

得叫人忘却“时空”的“万灵茶”，把喝“下午茶”当作过日子的“核心”，仿佛骨子里还流

淌着三个世纪前贵族祖先的“蓝血”。而男主人公莫菲是个不屑于工作的唯我论者，虽

囊中羞涩，却有喝“下午茶”的遗风。寻找工作未果又饥肠辘辘时，他只好来到餐馆就

着中国茶吃几块饼干。喝完半杯后，他对服务生嚷道，“我要中国，你却给我印度。”经

两次诬陷，他就达到了“付一杯茶的钱却喝掉将近 1.83 杯茶”的目的（50）。在此，尚未

“而立”的贝克特将中国茶文化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简洁地融为了一体：1492 年，

哥伦布是携带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大汗”的国书出航的，他带着抵达中国的梦想西渡大

西洋，却意外抵达了“（西）印度”群岛。从卡里奇对中国茶的陶醉到莫菲蹭中国茶喝的

泼皮习气，这些情节无疑承袭了英国贵族喝“下午茶”的风气，也表明贝克特本人对中

国茶情有独钟—他笔下的主角喝的软饮料多是中国茶；即便不喝茶，也要伴着盛唐的

宫廷音乐喝丽人嗜好的“荔枝汁”。可见，在用典日趋简洁的爱尔兰新锐作家心里，中国

文化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他在唐人街的经历是其小说中中国文化的又一源头。

创作《莫菲》时，贝克特不再跟着业师鹦鹉学舌，而是“走自己的路”，竭力虚构情

节连贯、主题统一的故事，因此对异域文化的借用几乎不再显露显摆或“跑题”的痕迹。

此后，中国文化就连同其他文化一道遁形了：在后来的实验小说《瓦特》（Watt, 1953）和代

表性的小说三部曲中，中国文化忽然间销声匿迹，而且久无音讯，仅在末篇《无法称呼的

人》（The Unnamable, 1958）当中，“我”自诩已退化成一个说话的肉球，依稀觉得有一盏

中国灯笼挂在餐馆的门口，将微弱的光照在盛放“我”的陶瓮上。从滥用、慎用到弃用，中

国文化历经两部小说就“失声”了，这一巨变是由文艺青年对“乔老前辈”创作方法的绝然

扬弃决定的，即中国文化典故的锐减源自贝克特走出乔伊斯身影的意识的增强，和许多论

者常用来解读东方文化在西方想象中的命运的“东方学”（Lin 287）没有关系。对于独立

a  出自《唐璜》第 4章第 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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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日渐增强的贝克特，文化之争绝非创作的主题，如何对待“文字革命”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文化的遁形与对乔伊斯的扬弃

初到巴黎时，贝克特还是初生牛犊，又和“乔老前辈”趣味相投，学会了“也从多种语言

和多国文学中攫取引文”，甚至“比乔伊斯走得更远”，仿佛要向老前辈证明“文字革命”后

继有人。在早期创作中，“除使用各种词典和参考书籍外，贝克特还把从其他文学、哲学

和神学作品中摘录的数百段引文编入自己的小说。……其劲头和插入引文的技巧颇有乔

伊斯的派头”，因此《春梦》当中“有大量的炫耀成份”（Knowlson 146），其对中国文化的滥

用也就不足为怪。与此同时，这位晚辈也开始意识到跟着文学“教父”学舌的危险：“尽管

我最最诚恳、竭力地赋予它我自己的气味，但这部小说依然散发出乔伊斯的气味”（qtd. in 
McDonald 27）。由于历来的“孤傲”和对“与众不同”（陆建德 186）的追求，这位年轻的

“都柏林人”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第二次来到“乔老前辈”的身边时，他越发觉得，“不

能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在创作中“有必要和他保持

距离，[因为 ]那是发现自己的声音的重要步骤”（Knowlson 146）。事实上，早在《春

梦》的个别章节里，贝克特就开始摒弃“乔老前辈”的风格了。在 1932 年 6 月致编辑普特

南（Samuel Putnam）的信中，他甚至豪言：“我深信，死去之前我会超越詹·乔的”（qtd. in 
Knowlson 146）。不久，那些彰显了个性的章节果然得到了编辑的赞赏。得此佳音，心中暗

喜的都柏林晚辈坚定了“存在”的秘诀在于“被感知”、在于“与众不同”的信念：“在无所不

知这个方向、在对素材的控制上，乔伊斯能走多远就已经走了多远。他总在添加；要明白那

一点，你只须看看他的手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道路在于贫乏，在于知识的匮乏，在于剔

除、减去，而非添加”（qtd. in 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
晚辈急于独立“存在”的冲动指向“弑父”—背弃“无所不知”和不断“添加”的文

学“教父”，和他背道而驰，走向“知识的匮乏”和对“感知”持之以恒的“剔除”。当然，“弑

父”不是轻而易举的，对许多作家（尤其是爱尔兰作家）而言，“乔老前辈”就是无可回避的

“父亲法则”。值得庆幸的是，决绝的文艺青年就在“反其道而行之”当中寻到了解决之道：

“走向无能、无知的艺术，放弃典故和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声音，拥抱更加内倾和沉浸的第

一人称散文”（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中国文化之类的“知识”成了他“剔除”

的对象，因为其挪用与向“无能、无知”的转向是相悖的。

其实，基于对“乔老前辈”巨大身影的畏惧和自身的“孤傲”，这位都柏林新锐作家的

“极简主义”早在 1930 年 9 月他独自撰写的《普鲁斯特论》中就已萌芽了。在对个体、时

间、记忆、习惯、艺术等展开的极端怀疑主义论辩中，年轻的贝克特就扬言，“艺术的趋势

不是扩展性的，而是一种收缩。艺术是对孤独的颂扬。没有交流可言，因为没有交流的

手段”（Proust 63-64）。在散漫而咄咄逼人的论述中，未出茅庐的贝克特指出，文学应该

独立于“表面价值”，走向“深度意义上的”潜意识世界，表现“交流”的缺失，即个体的“孤

独”（63），因而艺术是“收缩”性的；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摒弃习惯、记忆和交流，从“无能、无

知”的角度寻求“存在”的本真，为此应该首先解构人类的“感知”能力，拥抱虚空和无尽的

悖论。即将回国的小青年有了走向“收缩”和“孤独”的念头，但未及在小说创作中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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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而且“乔老前辈”的“扩展性”艺术依然耸立在他的面前，非决绝之人无以“超越”。因

此，当他回到乔伊斯身边时，他的长篇处女作在取材上还是以继承为主，照样堆砌了中国文

化。而在第二部小说中，他去除了大部分“乔伊斯的气味”，于是中国文化陡然“瘦身”。此

后，随着他对业师创作方法的彻底摒弃，中国文化在其作品中几乎渺无踪迹，而贝克特也从

“愣头青”成长为在“贫乏”、“无知”的道路上卓有建树的“老前辈”了。

在贝克特的小说中，中国文化的“瘦身”与遁形是他扬弃乔伊斯创作路线，践行“无能、

无知”文艺思想的结果，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种族歧视等政治概念无关。自我意识愈

强，则离乔伊斯愈远；用典愈少，则“收缩”得愈彻底。中国文化及西方“知识”在贝克特小

说中的锐减，是他走向与乔伊斯背道而驰的“失败”（Proust 125）和“无知”文学的必然结

果。他的“极简主义”是反向的“文字革命”，是在“‘失败’小说”（曹波 22）创作中觅取成

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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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恋母的困境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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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贝克特的小说《莫洛伊》中，由于父亲的缺场或无能，莫洛伊在寻母旅程中

一路玩弄恋母游戏，表现出许多跟母亲有关的恋物癖症状；但鉴于母亲的堕落和乱伦的危

害，他又借污秽学对母亲大肆谩骂，表现出典型的厌女症状和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

笔者看来，莫洛伊是一个从“象征界”向“想象界”退化的“问题主体”，其叙事中的种

种谜团和杂耍似的游戏都是其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和作者“身处子宫的记忆”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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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Molloy’s Oedipal Dilemma and Games
Abstract: In S. Beckett’s novel Molloy, due to the father’s absence or impotence, Molloy plays 
Oedipal gam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mother, thus revealing his mother-oriented fetishism. 
Meanwhile, due to the mother’s decadence and the danger of incest, he draws upon mother-
oriented scatology in his narrative, thus disclosing his misogyny and final surrender to the father’s 
law. Molloy is a “problem subject” regressing from the Symbolic Order to the Imaginary Order, 
and the various enigmas and games described in his narrative are in essence dream-images of his 
Oedipal dilemma or, rather, of Beckett’s “memories of being in the w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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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Cao Bo is professo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caobo200205@sina.com  Yao Zhong is lecture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English teaching. 
Email: yeziyao2004@tom.com

萨缪尔 • 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先以戏剧《等待戈多》扬名欧美，但他

首先是一位“荒诞主义小说家”（侯维瑞 李维屏 810）。其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

（Molloy, 1955）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以母亲为中心，洋溢着儿子回归

母体的欲望，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充盈着儿子得到父亲认可的欲望。作者将小说一分

4.2.41 曹波、姚忠. 莫洛伊恋母的困境与游戏，外国文学研究，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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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是为了突出“家庭三角”（the family triangle）中母子与父子两对关系。两位主角对

母亲或父亲的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的现代版俄狄浦斯之旅：莫洛伊莫名其妙地回归已经堕

落了的母亲的心路历程，莫兰认可父亲的专制却遭受殉难的心灵旅程。就小说的第一部分

而言，莫洛伊对母亲抱有极其矛盾的态度，一路上玩弄恋母游戏。与弗洛伊德孙子的“缠

线板游戏”（fort-da games）相反，这种游戏象征性地满足了莫洛伊乱伦的欲望，又暗示

了他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种种谜团和杂耍

似的游戏都是他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dream-image），和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心

理困境息息相关。

一、恋母的困境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陷入困境，这是父亲的缺场、无能和母亲的堕落、纵容共同作用的

结果。他几乎没有提过父亲，仿佛其中“只有一位缺场者。那就是父亲”（Hill 96）。实际上，

正如母亲常以替身的形象出现那样，父亲也试图在犯罪的儿子面前戴上各种面具，以便在

关键时刻审问他、阻止他，其最常见的形象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在故乡小镇的入口处，

当莫洛伊不顾“公共行为准则”，不雅地“跨在自行车上休息”时，一个警察挡住他，要

他出示“证件”（20）①。这位执法者对莫洛伊身份的盘问就是“对表明主体已在象征界

获得身份确认的证件本身的询问”（Watson 57），或者说就是对莫洛伊从“象征界”退化

到“想象界”（曹波 54）的倾向的质问。像斯芬克斯一样，这位警察试图阻止儿子回归

母亲的进程；而要拿出相应的证件，退化中的“婴儿主体”（the infantile subject）必须重

新置于“父亲的语言”的控制之下。只是从莫洛伊的寻母之旅开始以来，“父亲的语言”

就岌岌可危了。当莫洛伊讽刺性地把“几片碎报纸”（20）塞到警察的鼻子底下，免得在

父亲替身的威胁下暴露自己的身份时，他回归母亲的欲望似乎已无可遏制了。

父亲的替身依法行事，把暴露了乱伦企图的儿子带到了警察局——维持秩序和语言的

机构，而儿子则“在警惕、专注的眼神下”懒洋洋地走着，一边听着“远处的音乐”（21）。

终于，警察感到绝望，因为这个“没有证件的”家伙竟声称，“她 [ 母亲 ] 的名字一定也

叫莫洛伊”（23），仿佛他已经和母亲实现了二位一体。儿子如此固执，父亲的替身看来

没有能力拯救他了，只能“未经惩罚”（24）就将他释放，任他继续回归母亲。这里，由

于儿子冥顽不化，警察作为父亲的替身是失职了，而莫洛伊不巧压死了老狗泰迪时，“那

不可回避的治安官”（33）却被老妇索菲（纵容乱伦因而堕落的母亲替身）轻易打发走了。

同样，森林里的烧炭工也是一个父亲替身，他“想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不让“我”回归母亲，

于是“扯住我的袖子”（84），却被有虐待狂倾向的莫洛伊杀害了，仿佛父亲式的人物已

经弱不禁风，而儿子既然已经靠近了母体，就变成了玩命之徒，把阻止他乱伦的人当作敌

人干掉。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父亲式人物确实无能，无法阻挡孤注一掷的儿子从“象征界”

的退化。

实际上，父亲的缺场或无能是作者预先设定的。在贝克特看来，耶稣是圣灵的儿子这

一说法在十字架上就破灭了，因为圣灵从不显露身手，将受难中的儿子拯救下来。于是在

莫洛伊的叙事中，缺场不能转化成象征性的在场——他唯一一次提到父亲也是在母亲把儿

子当作丈夫这种反讽情景中。这一错觉正如耶稣生父的身份那样充满了悖论，因为那是一

种缺乏父子关系的认同。对贝克特而言，“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就像一团不成形体的肉

等待着出生”（Hill 97），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殉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总是停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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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存在因而缺场的父亲的哀悼中——父亲本人还钉在十字架上等待着出生，正如莫洛伊

被索菲当作自己的孩子时声称的那样：“经由圣灵的运作，万物都一起悬而未决”（41）。

看来，驱使儿子奔向母亲的一个动因，似乎是儿子无法认同本身尚未正常诞生的父亲。

莫洛伊的困境同样源自母亲（替身）本人的堕落。在他的叙事中，母亲已经丧失了作

为母亲的资质，而且母亲的替身也变得性别不明了。起先，他的肛欲冲动发生了效用，将

生理排泄和语言排泄的能量注入到了写作中，这一点可从他连绵不绝地针对母亲（替身）

的淫秽语言和象征游戏可以看出。接着，“从肛门出生”的妄想也推动他将女性定义为无

能的男性，因而母亲本人及替身在性别上就变得模棱两可，无法担当合格的母亲这一角色。

于是，莫洛伊同母亲的关系与其说被断然否定了，不如说是误置、变形了。他同母亲式人

物的暧昧关系就是明证：旅途中不断遇见的女性人物和母亲形象相仿，但对她们的性别，

他从解剖学的角度提出了怀疑。最典型的例子是母亲似的人物“索菲•罗伊”，“或者露丝”

（33），也许是“鲁丝”或者“艾迪丝”（56），甚至可能是“罗丝”（83）。②她同莫

洛伊的关系是对整个妄想脚本的注解。莫洛伊同她的交媾及分手是一场征服母亲的游戏；

正是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这个可能是女人的人又像是他的一个“缠线板”——像弗洛伊德

孙子的玩具那样，可以自如地拿过来又丢出去。

母亲的堕落并未在精神分裂（如把丈夫与儿子混为一谈）中终止。正如假使“从腹股

沟就截肢了”，无能的儿子“会更加高兴”（35）那样，当莫洛伊怀疑索菲“难道不是个

男人，或者至少是个阴阳人”时，她的母性就被剥夺得几乎荡然无存了。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正是通过这位母亲似的人物，恋母的莫洛伊才懂得了“真正的爱情”（56）。在污言

秽语的爆发中，莫洛伊象征性地进行了乱伦，从而像俄狄浦斯无意中谋害了父亲一样，他

也间接地实现了弑父意图。在他的内心，厌女症和恋母情结奇异地纠结在一起，而“在垃

圾堆里”找到的“真正的爱情”也成了他“从肛门出生”妄想的逼真意象。莫洛伊占有索菲，

既满足了他对母亲的欲望，又发泄了他对母亲肛门怀孕的愤懑，而索菲也同时得到了丈夫

和儿子，这种一举两得自然而然造成了“她的死亡”（58），让二位一体的替身无法确保

这种混沌的身份。然而，发现“母亲的形象有时候和他们的形象混淆在一起”（59）时，

莫洛伊就无法忍受了，因为抹除了“缠线板”和母亲本身之间的差异，游戏就无法进行了，

而且他潜意识中依然害怕阉割。毕竟，父亲之死意味着“家庭三角”的终结。

假如母亲为防止乱伦接受了父亲法则，那么不借助升华或者替代性满足的手段，儿子

就无法实现乱伦的企图。事实上，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从不绝对缺场，因此莫洛伊的叙

事尽管是建立在对母亲的非法欲望之上的，但同时也是最终指向秩序的，指向父亲法则和

语言的重新确立。他的叙事大抵展示了他的寻母旅途，只是最后他还是觉察到，父亲尽管

迟到了但依然存在。他的欲望必须受到挫败，否则父亲就必须死亡，他的故事也就必须在

他占有母亲时终结。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父亲似乎完全缺场，但他的权威却在莫洛伊的种

种游戏中有所体现，因为儿子不敢真正在生理行为中满足乱伦的冲动，只能以游戏（象征）

的方式来替代。然而，父亲依然有些无能，他的命令有时受到了莫洛伊的挑战——他不仅

占有过一个母亲替身，而且现在竟然就“睡在她 [ 母亲 ] 的床上”（1）。在儿子的乱伦

行为中，父亲似乎殉难了，因而不在场，或者假使没有亲自到场，也仅以替身的形象偶尔

露面。他的缺场、迟到或者无能是对乱伦的纵容，但他隐约的存在或者最终的到场又构成

了对乱伦的威胁，因此儿子的精神分裂是难以避免的。

莫洛伊孤注一掷地回归母亲，又迫不及待地离开母亲；千方百计地忽略父亲，又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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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归顺父亲。他的困境是两组矛盾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在乱伦即殉难的妄想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他和索菲的相遇是意想中与母亲相遇的预演，即回归母亲的妄想。甚至索菲的鹦鹉

也学舌道，“操他妈婊子的儿子”（37），这叫骂声不仅暗示了莫洛伊的家庭地位，而且

预示了他跟母亲乱伦的后果，因为他和索菲的老狗之间或者索菲与莫洛伊的母亲之间已形

成了比较确定的“镜像关系”。对索菲而言，老狗似乎是她已故丈夫及缺场的孩子的替身，

于是她给老狗取名“泰迪”（和“爹地”发音相仿），其功能和莫洛伊的母亲称儿子为丈

夫“丹”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在母亲面前既是丈夫又是儿子的莫洛伊，就成了在索菲面

前具有两重身份的老狗的理想替身。在这一戏剧性情景中，地位与身份可以互换，老迈的

索菲就是莫洛伊心目中的母亲替身。然而，在城里笨拙地骑着车时，莫洛伊意外地撞倒了

索菲“唯一的孩子”（37）——老狗泰迪。那条“年迈、眼瞎、耳聋、因风湿而腿脚残疾、

时刻大小便失禁的”（33）狗，似乎是莫洛伊和母亲替身乱伦后的镜像，因此埋葬老狗时，

他直觉地感到“这仿佛是我自己的葬礼”（36）。而且土堆旁的落叶松形状也跟墓碑相仿，

这一景象更强化了他乱伦即殉难的幻觉。

寻母之旅注定是无果而终的，莫洛伊只能在无望中拿替代物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恋物

癖症状中象征性地实现对母亲的占有，从而避免遭受父亲的惩罚。过程大于结果，这是贝

克特预设的情节。他潜意识中的悖论都没有解答，只有迷幻的演示，只有相关的妄想或者

幻觉，于是他的小说充满了谜团。在精神分析学看来，那些谜团多是和母亲有关的病症及

游戏。

二、恋物癖与恋母游戏

莫洛伊的奇怪举动其实都是指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即对某些物品作为母亲的替代物

固恋的表征。在他把并不实用的自行车作为“亲爱的自行车”（16）来歌颂时，他的恋物

癖第一次暴露了出来。这辆交通工具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标明了叙事者对中心叙事的直

接偏离”，或者“兴趣点从叙事目标向叙事手段的直接转移”（Watson 63）③这一表象，不

如说在于他象征性地实现了向母亲（的替代物）回归这一欲望。从圣洁到猥琐的叙事转换

看似唐突，却隐含了莫洛伊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乱伦记忆：“拿一只橡胶喇叭吹——嘟嘟！

——总是位列最优先的活动之列。不得不丢下自行车的时候，我就取下喇叭带在身边。

……说起自行车和喇叭，那多叫人心神宁静啊”（16）。在莫洛伊的赞赏中，这辆自行

车俨然用于儿童娱乐的女性物品，能使他充分体会“很可能同男性的性行为有关”（Hill 
87）的重复性身体动作。在很大程度上，他跨在没有链条因而并无实际用途的自行车上的

乐趣，来自座凳与肛门括约肌接触引发的性幻想；甚至追赶他的人也承认，骑自行车就是“那

该死的快乐原则”（99）。荒唐的举动背后是对母亲（替代物）的过分依恋，是乱伦的冲

动在作怪，因此只有在同母亲的替身索菲交媾之后，莫洛伊才终于丢掉了自行车。

在莫洛伊寻母的征途中，女式自行车成了缺场母亲的替代物，而非缠线板，因为它指

向的不是儿子对母亲缺场的接受，而是儿子乱伦的企图。在丢失自行车后，他必须寻找新

的发泄对象，此时车上的喇叭因其特殊的形状（圆型）和质地（橡胶）成了他最心爱的物

品——母亲乳房的替代物。他承认，自己最喜欢的自行车部件不是可以搁腿因而实用的“突

出的前车轴”，而是可以反复放进嘴里吹或者拿在手里捏的“红色小喇叭”（16），其潜

意识的动机依然是反复地、象征性地占有母亲。同样，莫洛伊吸吮石头的怪癖也是一种指

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在海边，他玩起“无聊的排列游戏”（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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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编》276），拿鹅卵石在“四个口袋之间循环挪动”，还拿它们“依次吸吮”。正如“吮石”（69）
这一命名所暗示，这些鹅卵石因形状的类似成了母亲乳房的替代物。在母亲缺场的情况下，

石头也可权且一用，就像找不到母亲的乳房时，婴儿会把乳头状的手指放进嘴里吸吮一样。

不过，莫洛伊最终还是发现，那些石头是必须抛弃的，不可能提供真正的“指向母亲……

的乐趣”（Hill 91）④。实质上，“吮石”游戏的宗旨是：那些“吮石”不仅要满足他“吸

吮的欲望”（69），而且要成为缠线板似的玩具，让他以符号的手段获得对乳房的绝对控制。

针对母亲的恋物癖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母亲的缺场，二是恋母情结的畸形发展，

前者是需要母亲替代物的条件，而后者则是对母亲的替代物过分依赖的条件，即不会出现

正常的缠线板游戏、只会出现恋物癖症状的条件。在莫洛伊的叙事中，这两个前提都很充分，

只是他一直遮遮掩掩或有意回避。事实上，他的寻母之旅一开始就陷入了母亲可能缺场的

困境。在小说第一段的中间，他宣称在自己到达母亲房间的前后，母亲就死了，但过了十

多段，他开始寻找母亲这一情节又预设了她还活着。寻找的目标是否在场，他不置可否，

或者无从知道。被迫描述这趟已经漫无目的的旅程时，对于一开始他就占有了母亲的房间

是否意味着自己一度认同了母亲，或者现在占有了已故母亲的床榻时自己是否对母亲因难

产而死去负有一定责任，他也仅仅是含糊其辞。而且母亲很可能就“住在屠宰场附近”（22），
仿佛街坊一带就是死亡的世界，就是追寻的目标可能已经缺场的世界，这一点更强化了他

叙事的含糊性，即对恋母困境的有意遮掩。即使是在东拉西扯地讲述寻找可能已故的母亲

的过程时，莫洛伊也频繁地跑题，仿佛这趟旅途的前提已然不存在了。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是畸形发展的，没有在父亲的及时干预下升华为对母亲的孝顺和感

恩，而是直接指向乱伦。他是一个失败但孤注一掷的俄狄浦斯，除了那些恋母游戏，他的

叙事还至少两度展现了乱伦的幻象：旅途临近结束时，他生理上已然退化，掉进了水沟（产

道的梦意象），手脚动弹不得，无望中只听到一个声音安抚他，仿佛他已经从外界回到产

道里了；旅途结束时，他生理上已全然崩溃，终于被抬进了母亲的卧室（子宫的梦意象），

无助但象征性地实现了回归母体的欲望。与此同时，他的恋母情结再次陷入了困境，因为

母亲的卧室并非真正的母体，而是更像一所救护机构：他“也许是用救护车”（7）送来的，

而且定期有人来看他，买走他写有旅途经历的纸片。这里，莫洛伊的叙事无异于一项要依

照父亲的命令来完成的任务，他很乐意拒绝这项任务，但那位来访者（心理医生）不允许，

似乎想通过精神病人的“自动写作”对他的心理症状进行诊断和治疗。可见，阳具还发挥

着作用，但总是不够及时或者强悍。漫长的寻母旅程表明，儿子有充足的时间展现针对母

亲的恋物癖症状，直到病入膏肓时才勉强依从了阳具。

对于恋母的困境，莫洛伊其实早有察觉。终于回到母亲的住房时，他却要么渴望“回

到森林里去”，要么“碰巧在什么地方”（91）就待在什么地方，这种反向的冲动暗示了

恋母情结陷入困境的可能原因：母亲的颓废或事实上的缺场，以及父亲迟到的干预。这种

既渴望回归母亲又急不可待地离开母亲的矛盾，体现的正是“暗恐”（the uncanny）心理，

即本应藏而不露的令人害怕的事物不知何故却暴露出来。莫洛伊本应远离这个家园，还应

对自己的乱伦冲动密不外宣，这样才能不被阉割，可他最终还是象征性地回归了这个家园。

他的叙事呈现的是固执又痛苦不堪地回归家园的旅途，而这趟旅途又因对阳具的惧怕，像

鬼魂似的纠缠着作为退化中主体的他。莫洛伊生命的源头是模糊难辨的，因为母亲早已死

去，或者早已颓废，无法给予他慰藉和平静；但渴望和失望的矛盾也会导致强制性的迷恋，

比任何特定的、恼人的客体更叫人烦恼，因为这一矛盾造成了他主体性的分裂——自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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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占据自我位置的他者之间的分裂。

主体地位尚未巩固，困境随之而来，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看来，莫洛伊

陷入了无法理喻的困境，除了指向母亲的恋物癖，他的行为还会显露与之相对的“厌女症”

（misogyny）和“污秽学”（scatology）的症状。

三、厌女症与污秽学

莫洛伊的困境并不仅仅源自母亲事实上的缺场和父亲最终的到场。在他心中，恋母情

结和厌女症奇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污秽流经的部位和新生

命的通道合而为一、排泄和出生融为一体的妄想，因此他既想念母亲又厌恶母亲，既回归

母亲又背离母亲。在一系列心理逆转或者倒错行为中，对母亲的依恋似乎全被厌恶和狂躁

取代了。对他而言，出生从一辈子只能经受一次的神圣的经历变成了可以时不时地重复的、

肮脏的排泄过程。他频繁地揉捏自行车喇叭，这一动作与其说是从母亲乳房吸取养分这一

动作的戏剧化，不如说是对肛门排泄过程的戏仿。在很大程度上，莫洛伊已经退化到力比

多发展的“肛门发泄期”了，其古怪的性格可以用“肛门排泄”或者“肛门留滞”这类术

语来解释（王小章 郭本禹 28），因此他常见的病态行为以及叙事本身，往往显露出排泄

和播撒那样的节奏。在回归母亲的路途上，婴儿的生产成了污物的排泄，为生命而吸吮的

洁净行为也被他频繁的放屁取代了。

其实，莫洛伊把自行车喇叭当母亲乳房来揉捏的游戏，跟他针对母亲的“污秽学”是

一脉相承的，因为他的怪癖多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揉捏自行车喇

叭的动作酷似“肛门括约肌的动作”（Hill 87-88），那么莫洛伊确实是有些肛门“固恋”

（fixation）的症状。因而他没有像赞赏自行车那样歌颂母亲的生育之恩，而是精确地计算

自己放屁的数量——“19 个小时放了 315 个屁，就是说平均每个小时 16 个多屁”（30）。

在关于寻母历程的散漫记录中（原文第 8-91 页，不分段——笔者注），莫洛伊还留下了许

多污言秽语，那些语言其实都与肛门括约肌的动作有关。在他的妄想中，出生是肛门排泄

的结果，是“第一次尝到屎的滋味”（16），毫无美好、纯净可言，于是他的寻母故事中

不免夹杂着明显的厌女症的成份。从病源学的角度来说，莫洛伊骑车回家、把捏喇叭以及

座凳之乐，都可归咎于回归子宫、寻求健康的再生的欲望。只是事与愿违，在叙事的末尾，

他还是待在一间“氨气熏天”（17）的房间里。

莫洛伊的厌女症和从肛门出生的妄想结合起来，促生了他对母亲生产的直接谩骂，即

促生了针对母亲的、以肛门排泄为中心意象的污言秽语。他对自身历史的开端坐立不安，

把自己从肛门出生的妄想归咎于母亲的堕落，不禁泄愤似地说道，“到现在我们都像一对

老迈而亲密的朋友了，没有性别，也没有血缘关系”（17）。他先是否认母子关系，接着

就直接谩骂，称其为把他“从屁股中间的洞”（16）带到人世间的女人，或者是“大小便

失禁的”（17）的女人，仿佛他的出生正是母亲肛门排泄的结果。莫洛伊不顾文明的禁忌，

在心理医生必定拿走的纸片上玩起了狂欢的游戏，用肮脏的词汇取代对母亲养育之恩的颂

扬，这背后是厌女症和肛门固恋在作祟。因此，他不仅对那个女人是否有能力成为母亲表

示怀疑，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咒骂起来。厌母的症状越突出，贬义的形容词也就叠加得越多。

于是，有关回归母亲的叙事竟缺乏颂扬之词，倒是谩骂不绝于耳。就此而言，贝克特恐怕

超越了他的都柏林同乡斯威夫特。

此外，莫洛伊的厌女症还体现为母亲生理上和语言能力上高度退化的妄想，这种妄想



9�      外国文学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是一种针对母亲的间接的污言秽语。在他的狂欢游戏中，母亲不仅语言能力灾难性地退化，

而且在儿子的肛门排泄发作中丧失了作为母亲的资质。即使是使用儿子特意发明又借暴力

付诸实践的最简单的语言，她也几乎无法和儿子沟通：“我通过敲击她的头颅的方式和她

沟通。敲一下表示‘是的’，两下表示‘不是’，三下表示‘不知道’，四下表示‘钱’，

五下表示‘拜拜’。我绞尽脑汁把这套编码往她报废、狂乱的脑子里灌输，却不得其法。

……即使没有全然失去测量的概念，她看来至少已经丧失了计算二以上数字的能力。……

这 [ 更为有效的手段 ] 就是用拳头在她脑袋上擂一下或者多下（次数照我的需要而定），

而不再用我的指数指关节来敲”（18）。对母亲这个几乎没有记忆力的白痴而言，有效的

编码系统应该是一系列有序的对头颅的重击，是一种比蜜蜂的舞蹈还要简单得多的初级语

言。而且，既然她无法计算大于最小复数的数字，这个脆弱的语言系统事实上已经简化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仅仅由表示“是的”或者“不是”的两个符号组成。假使是运用符号的

能力将人与其它动物区分开来，那么这个母亲就可以诊断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资格的动

物，更不用说是一个能抚养子女成长的人。

由于莫洛伊的恋母情结出现了错乱，这个只能表示肯定或者否定，而且借助暴力来推

行的语言系统，很可能也是莫洛伊对母亲流产未遂或者难产进行报复的手段，和斯威夫特

在《格列佛游记》中给政治科学家开出的药方异曲同工。表面上，这个语言系统和莫洛伊

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没有直接关系，但他推行这一系统所借助的暴力以及叙述的节奏分明显

露出排泄的快感，因此这种语言系统的推行和叙述，必定适用于别的括约肌（如嘴唇）的

反复张合，可以看作是针对母亲的污秽学的升华。无论如何，在有厌女症倾向或“厌母情结”

的作者笔下，肛欲的冲动自然变成了针对母亲的“一种敌对，有时甚至带有虐待性的暴力”

（Hill 89）。于是在莫洛伊的叙事中，肛欲期的敌对性就成了他针对母亲的污言秽语的心

理学基础，其效用就是使他能够重写关于自己出生的脚本。

四、（反）缠线板游戏

“缠线板游戏”是对离开母亲、进入以父亲为中心的文明社会的过程的模拟，玩家在

心理上必定是“镜像阶段”的“婴儿主体”（the infantile subject，如弗洛伊德不满一岁的孙子）。

莫洛伊回归母亲的历程就是他向“婴儿主体”的地位不断退化的过程，即从“象征界”向“想

象界”退化的过程，这种退化为他玩弄反讽性“缠线板游戏”铺平了道路。经过漫长的跋

涉，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已经高度退化，而且辅助设备（自行车）也弄丢了，结果乏力

地掉进了水沟，像婴儿夹在产道中那样无能和无助。在回归的幻觉中，他甚至不像通过镜

像认知了身体完整性的婴儿，相反，他感觉到了身体的瓦解：四肢“离我很远”，或者“不

像是我的”，于是手、脚就独立地“成双成对”（66），全然不受他的控制。此外，语言

能力的瓦解也暗示了莫洛伊向“前镜像阶段”的退化。随着寻母的旅途接近终点，他总感

到事物“无以命名”，或者语言已经变成“冰冷的词语”（31）。对他而言，从语言到事物、

从能指到所指的指涉过程已经中断了，因此“除了无名的事物就绝无事物，除了无物的名

字就绝无名字”（31），仿佛他确实已退化到了尚未接受语言、尚未确立主体性的阶段。

无论莫洛伊是否停滞在“前镜像阶段”，其生理的退化和语言的瓦解为他的“反缠线板游戏”

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

事实上，莫洛伊的“反缠线板游戏”多已在他的恋物癖症状中表现出来，而且起先多

指向对母亲的占有，而非对母亲缺场的接受。除自行车和车上的喇叭外，他的“吮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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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想的缠线板之类的玩具，其挪动的各种方式实际上只是他象征性地掌控乳房从而掌握

母亲的方法。起先，令这个游戏玩家“愤怒且疑惑不解”（71）的，不是那些石头无法消

化，而是这个游戏的符号学意义。当他准备扔掉那些石头时，这场游戏就进入了高潮。在

莫洛伊的游戏中，没有养分的东西取代了乳房，这一特点使他得以象征性地掌控乳房及母

亲，但是，他还是把乳房连同那些卵石一同抛弃了，这个结局表明在父亲法则的干预下，

他终究放弃了和母亲乱伦的想法。因此在回归母亲的旅途中，有人给他递来饮料和面包（乳

汁似的或乳房形的可消化食物）时，他的反应是焦虑、敌意和惊厥，仿佛他最终接受了父

亲法则，不愿再接近跟母亲相关的事物。

正如“吮石”游戏的结局那样，莫洛伊的“缠线板游戏”都有一盘指向相反的“残局”，

即当他终于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游戏就不再是反讽性的了，而是从指向对母亲的占有向

对父亲的服从转变了，这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在他潜意识中纠结在一起的缘故。这一点在

莫洛伊称呼母亲的游戏中体现得非常明确。起先，他同母亲的关系中还有恋母情结的残余，

因为他的心中依然有“一份对母亲毫无疑问又尚未承认的需要”（17）。但当他再次提及

俄狄浦斯神话时，他的语言游戏就从占有母亲走向了抛弃母亲：“幸而她从不叫我儿子，

我受不了这个词儿，而是叫丹，我不知道为啥，我的名字不是丹。丹也许是我老爸的名字，

是的，也许她把我当我老爸了。我把她当老妈，她把我当我老爸。……不得不叫她的时候，

我就叫她妈格（Mag）。我叫她妈格，因为对我来说，虽说我不知道为啥，末尾的字‘格’（g）
让‘妈妈’这个词儿报废了”（17）。在母子相见的时刻，母亲竟把儿子错当作自己的配

偶，从而造成了莫洛伊已然占有母亲的妄想。但通过增加仿佛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g”，

他否认了基于母亲认知错误的家庭关系，不仅宣布了母子关系的断绝，而且拒绝了占有母

亲的妄想，促使他的恋母游戏向真正的“缠线板游戏”转变。

为了报复母亲，莫洛伊创造了“妈格”这个词，这种造词可以看作是“缠线板游戏”

的一个翻版。从莫洛伊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行为确实跟“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福

原泰平 81）这一悖论相对应。他采用了约定俗成的音节“妈”来指涉母亲，然而母亲已

经高度退化，这一事实暗示了合格的母亲实际上的缺场。因此，莫洛伊使用了另一个符号

——“字母 g”，将“妈妈”这个称呼及其在场废除掉，从而将“来”（fort）废除成“去”

（da）。接着，念出自己生造的词语时，他既满足了内心“对母亲的心理需求”（17），

但迅即又用末尾的“字母 g”抹除了这一符号及其所指。借助象征手段，莫洛伊可以反复

控制不可或缺的母亲的在场和缺场，因而他的文字游戏和“弗洛伊德的缠线板辩证法”

（Watson 65）相仿。一方面，他借用为父亲法则所接受的象征手段满足了和母亲乱伦的欲

望，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父亲对乱伦的禁令，通过抹除母性实现了对丧失或缺场状态的

象征性掌控。因而，他的寻母历程也是远离母亲的征程，或者说也是被迫寻找父亲的征程

——父亲法则的存在早已由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 g”（Cousineau 49-50）⑤暗示出来了。

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这一角色从不绝对缺场，这一事实使得乱伦行为有可能升华为象

征性的“缠线板游戏”。

莫洛伊游戏的突出特征是欲望和压抑的冲突，因为对于已经堕落的母亲，他的态度是

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存在即是受难，他只有将母亲当作生命的源头和最终的家园；另一

方面，他承受着俄狄浦斯禁令的巨大压力，不敢暴露心中反复涌起的对母亲的欲望。这种

二元矛盾的胶合正是莫洛伊叙事中欲望运动的基础。在回家的旅途中，他试图解决自己与

母亲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预设了分裂、匮乏或者丧失的重大决定，但他的叙事又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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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司法权威（采取行动以恢复“象征界”的秩序的权威）的存在。在拉康所说的“象征

界”，婴儿也许想表达对母亲的欲望，但在能指所在的缺场的世界里，那种欲望总是空乏的；

即使不断地向母亲靠近，婴儿也永远都得不到她，除非经由能指在名义上占有她。因此，

对莫洛伊寻母之旅的辩证解读就是，他暂时获得了替代性满足，随即又永久地离开母亲，

二者交错发生。

在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中，主人公似乎总是被异化，被抛弃在他者的范围内，永远离

开了自我的家园。莫洛伊在寻母途中表现出的心理困境、恋物癖症状和玩弄的“缠线板游

戏”，起初都是反弗洛伊德的——它们以隐喻的方式满足了退化主体的乱伦欲望，而非象

征性地表明婴儿被迫接受了“差异”（Saussure 88）原则，⑥进入了“象征界”。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父亲的无能或者懦弱，而非父亲的死亡。当莫洛伊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症状

和游戏才恢复“缠线板游戏”的本色，以象征的手法表示他终于接受了母亲的缺场。因此，

父亲法则无论如何衰微却依然有效，莫洛伊必须离开母亲，索菲也必须滚蛋。父亲从不完

全缺场，而总是以替身的形象在场。虽说隐形，他却总是无望地守卫着通往底比斯的道路，

或者说绝望地阻挡着儿子退化到“前镜像阶段”。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体现得更加明显。

贝克特出生时有些难产，生来即有厌母情结。这种心理倒错左右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

跟母亲的关系，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当抑郁症终于发作时，他只得前往伦敦接

受将近两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其间在医生的引导下发现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病因，并阅读了

不少精神分析学著作。“贝克特敢于自我剖析，积极配合（精神分析）治疗”（陆建德，“自

我的风景”186），有意把“自我剖析”当作发觉潜意识中的病因的途径兼“不自觉创作过程”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277）。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经历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

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精神分析的色彩，仿佛就是他自我诊疗时“自由写作”的产物。在《莫洛伊》

的开篇，贝克特就暗示了“他”和“我”的医患关系及诊断过程：“来拿我新写的纸片时，

他（心理医生）就把上周的纸片带来。上面标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7）。可以说，莫

洛伊的心理困境就是作者本人“身处子宫的记忆”（Knowlson 2）变异和升华的结果。此外，

为了不“发出乔伊斯的气味”（McDonald 27），贝克特刻意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叙事风格，

走向“无知、无能”（McDonald 15）。他创作的成功除归因于对欧洲非理性哲学的文学

化演示，也归因于对潜意识的革命性探索和对乔伊斯的扬弃。

注解【Notes】

① Samuel Beckett,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20.原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以下只注明页码。

②该女人只有教名是确定的（因此本文用其教名），姓氏无从考证。多数论者用姓氏称呼她，是对贝克特

文字游戏的意义不甚明了的结果。

③华生从叙事学的角度讨论了莫洛伊自行车的问题，有些天真。事实上，“自行车喇叭的乐趣”跟“小说

的显在主题或叙事的进展”并非没有关系，而是和莫洛伊回归母亲的欲望有着直接的联系。

④希尔的阐释有些肤浅，因为对莫洛伊而言，重要的不是“吮石”没有养分，而是“吮石”可以作为母亲

乳房的替代物。

⑤库西诺偏离了论题。他探讨的是莫洛伊选择词尾“g”的原因，而不是生造的这个词究竟跟莫洛伊的恋

母困境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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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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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莫洛伊》中的“镜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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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莫洛伊》中，贝克特将主题之一设定为模糊不清的镜像，将叙事的结构原则设定为镜像反射，使小说分裂
为互为镜像的两部分叙事，并使两位叙事者之间的镜像关系和路人 A 与 C 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构成复杂的反
射模式。小说中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反射模式的物象，具有“缠线板”的功能。本质上，“镜像写作”就是关
于问题主题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写作。
关键词:《莫洛伊》;拉康精神分析学;镜像关系
中图分类号: I562． 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 2013) 03-0077-04
Abstract: In Molloy，S． Beckett takes the vague mirror as a motif and mirroring as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narration． Thus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two mutually reflecting sections，and the mirror relation between Molloy and Moran and that between
A and C are closely associated，illustrating a complex mode of reflection． The symmetrical knife-rest is the image of the mode
of reflection，and works like a fort-da game． In essence，“mirror writing”is the writing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subject’s di-
lemma of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mirror stage．
Key words: Molloy; Lacanianism; mirror relation

1． 引言

贝克特( Samuel Beckett，1906—1989) 是 1969 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在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 Molloy，1955)

中，虽然“镜像”一词出现的频率不如在前一部小说《瓦特》
中那么高，但一些人物、事件和场景却暗示了“镜像关系”的

确存在。从认识论和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最重要

的特征之一就是“镜像关系”。两位主角( 莫洛伊和莫兰) 的

双重叙事既相互隔离又紧密相连，和父母之间严格维持的

对立相对应; 当莫兰最终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酷似之前的

对立面( 莫洛伊) 时，他们就成了对方的模糊镜像。因此，这

部小说展现的是由家庭三角关系定义的主体身份在模糊镜

面中的复杂反射: 镜面的一侧是受到母亲吸引的“婴儿主

体”，另一侧是受到父亲压制的“问题主体”，而且这面镜子

总是把它反射的影像倒转过来，在多重“镜像关系”中构造

作者的“镜像写作”( mirror writing) ( R． Begam 1996:114)。

2． A 和 C 的镜像关系

在主体成长的过程中，进入“镜像阶段”和进入“俄狄

浦斯阶段”同样困难重重，因此贝克特索性把这两个紧密相

连的阶段融入同一个文本中，于是《莫洛伊》就分为两部分

( 原文各 84 页) ，分别讲述一位儿子式人物或父亲式人物的

故事。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以母亲为中心，洋溢着回

归母体的欲望，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充盈着得到父亲认

可的欲望; 一方面莫洛伊还陷在俄狄浦斯阶段难以自拔，另

一方面莫兰又在回归镜像阶段，仿佛要重新辨认自己的身

份。在两部分叙事中，家庭三角关系的破碎为镜像关系在

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

部小说突出的模糊性源自镜面的昏暗和波动( 因而模糊不

清) ，而不是像《瓦特》中那样源自直接的“差异缺失”( in-
difference) ( D． Watson 1990:96)。

第一组“镜像关系”是陌生路人 A 和 C 的关系。在暮

霭中，莫洛伊躲在灰色岩石的阴影中看到了他们。“这场景

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镜像”①因为山谷两边的山丘、断崖和

路冠如此对称，甚至“一模一样”( 9-10) ，如同在山谷这面镜

子里映照出来的影像。这些地理标志相互间如此相似，甚

至都成了“无法用词语来形容，也无法用思想来表达的符

号”( 10)。其相似性否决了“语言”———因为“语言中只有

差异”( F． de Saussure 1998: 88) ，而中间的镜面更是强化了

“差异”的消解和个体身份的消失。除了地形这一静止的镜

面，在“向对方慢慢走近”( 8) 的 A 和 C 之间，其实还有一个

假想却更为重要的镜面，只是“由于地形的起伏，道路也显

得起伏不定，如同波浪”( 9) ，那一镜面显得摇摆不定。在波

动的镜面里，昏暗的镜像只能在路冠的背后时隐时现，因此

观察者很难看到稳定的镜像，也无法看清由他者反射的自

我的身份。这一点也暗示了莫兰把莫洛伊作为另一个自我

来寻找的旅途将前途渺茫。
无法看清“看起来如此相像”( 9) 的两位路人之间有何

区别时，莫洛伊无法借助一长串描述性词语来标明差异，只

得拿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字母给他们贴上标签。假如“A 和

·77·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3.03.002

4.2.42 曹波、姚忠. 贝克特《莫洛伊》中的“镜像写作”，外语教学，2013（3）



C 就是亚伯( Abel) 和该隐( Cain) 两人名字的首字母”( T． J．
Cousineau 1999:113-114) ，而且这两个身份明确的《圣经》人

物成了几乎无名又几乎无法区别的路人，那么这一戏剧性

的变形就暗示了贝克特通过镜像关系抹除个人身份的意

图，以及这部小说有意营造模糊性的倾向。对于这种蒙昧

的角色，镜子终于出现了: 在“同一个水槽”边，“他们相互打

量着，相距足足有十五步，然后停下脚步，胸部贴着胸部”
( 9)。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清晰的镜像，或者不愿意面

对在对方身上反射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另一个自我，于是很

快就转过身去，各走各的路。在贝克特的笔下，所有问题主

体见到的都是混沌的镜像。
莫洛伊对迷失身份痛苦不堪，急于和路人认同，却大失

所望，因为他们都笼罩在暮色中，模样模糊不清，“很难和自

己区分开来”( 8)。在他朦胧的思绪中，“内外之间的区别，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了”( R． Begam
1996:114) ，因此他的感知总是以含混不清结束。接下来，他

的行为就是仔细观察自己的昏暗镜像，与此同时又不让路

人看到自己，而路人 C 则应该转而依赖他，向他寻求“记忆

的导向标”( 10)。于是无论外表还是内心，他们都融为一体

了:

我看着他往后退，对他的焦急感到焦急万分……
天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焦急让他焦急万分了。他还
没看见我。我居高临下……平整地贴在一块岩石上，
那块岩石和我是一个颜色，也就是灰色。……他向四
周打量，仿佛要把这些景物刻在脑海里，他肯定看到了
这块岩石，我就蹲在岩石的阴影里……我看着他后退，
内心被起身跟上他的诱惑揪住……那样才能更多地了
解他。可是，虽说我的魂儿都急着跳出来跟上他，……
我依然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他。( 10-11)
作为莫洛伊的镜子，路人 C“因为暮色”，早已是“昏暗

不清”了，而且“由于地形的起伏”( 11) ，还只能时隐时现，一

会儿就消失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而作为路人 C 的镜像，莫

洛伊则整个模糊不清，因为他完全淹没在灰色岩石的阴影

中。因此，他们尽管急于相互认同，却无法看清对方的个人

特征和身份。
由于莫洛伊认同 C 的欲望，路人 A 和 C 之间的“镜像

关系”开始和莫洛伊与莫兰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了，

从而使作者重复“镜像关系”的模式初现端倪。但贝克特

“镜像写作”的实验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构建莫兰和莫洛

伊的“镜像关系”的过程中更趋复杂。

3． 莫兰—莫洛伊镜像关系的叠加

有关“镜像关系”及其模糊性的证据散布在小说中，足

以表明“A 和 C 其实就是莫兰和莫洛伊的翻版”( R． Begam
1996:113)。正如莫洛伊对路人 C 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莫

兰也在路人 A 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即莫洛伊与莫兰的

关系就是 C 与 A 的关系。此外，和 A，C 之间起伏不定的镜

面相似，莫兰面前的镜面是一条水面本来平静却被涟漪搅

乱的小溪。他打发满腹牢骚的儿子去洞口取自行车，自己

则来到小溪边独自待着，一会儿就像泉边的“纳西索斯”或

湖边的“格列佛”( 曹波 2010:55) 那样反思起自己的身份来:

我躺下来，望了一眼自己的倒影，接着洗了洗脸和
双手。我等着自己的倒影回来，我望着它颤悠悠地复
原，越来越像。时不时地，我的脸上滴落一滴水珠，把
倒影又击得粉碎。( 145)
莫兰望着自己的镜像，这一情节进一步提示了镜面不

合格这一主题。清晰的投影很快而且轻易就被击碎了，因

为他的镜子是轮廓不定且柔软的水面。投影先是被照镜人

的双手搅乱，接着快要复原时，又被他脸上滴落的水珠击

破。镜面两度被外力打破，接着又被照镜人自己“弄得更加

模糊不定了”( R． Begam 1996:115)。而且，这一镜像关系就

发生在莫兰想着找到莫洛伊时该拿他怎么办之后，仿佛莫

兰永远都没法看到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只能看到一个在

寻找莫洛伊的过程中越来越退化和模糊的自我。
很大程度上，这时已大为削弱的自我反省只不过是莫

兰可能的和 C( 莫洛伊的残余影像) 见面的预兆。在内心思

考过莫洛伊、视觉上反观过自己之后，莫兰再次通过暮色中

昏暗的镜面，看到了“几步开外”( 145) 可能就是 C 的人。他

们“一言不发，相互打量了一会儿”( 146) ，但是莫兰明显不

愿意认同这一颓废的镜像，只是在发觉他的自我和 C( 或者

莫洛伊) 没什么两样时，才不得不接受这一镜像。此处，镜

面的昏暗倒是反映了莫兰寻找莫洛伊的任务的晦暗前景，

或者说是莫兰的自我发觉之旅的晦暗前景。这一点得到了

莫兰幻觉中模糊的河中倒影的证实: 思考莫洛伊的身份问

题时，莫兰感觉仿佛面对着一面柔软而晃动的镜子; 当渐渐

浮现的脸庞太过昏暗，而且摇晃不定，让观察者无以确认自

己的身份时，镜子不合格这一主题就更显突出了。此处，莫

兰在涟漪中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倒影，而是他的自我的视

觉影像，这一影像已经剥除了从“父亲法则”那儿习得的面

具，是自我本真的镜像。然而，尽管莫兰的另一个自我似乎

即刻就可以触知，但他在心理的退化中期待的是已故主体

的模糊不清的头颅，因而有“被剥夺了自我”( 149) 的感觉。
正是在昏暗的镜像反射和“自我消解”( 陆建德 2001:

263) 这样的情况下，莫兰终于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个自

我———可能是 A 的人。一如既往，贝克特笔下的主角又是

在暮色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我就在那儿，和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面对面，因
为暮色，脸庞昏暗不清，体形也昏暗不清。……那张脸
……似乎有些像我的脸，……长着相同的小胡须，相同
的雪貂似的小眼睛，相同的鼻梁包茎……( 149-151)
贝克特一直在含糊其辞的不合格镜像的主题，在这里

终于公开叙述了。莫兰在幻觉中反观自我之后，接着就“面

对面”地见到了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那人和过去的莫兰的

另一个自我相像。身体上的极其相像掩盖不住心理上的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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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这一点在他们对相遇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中体现得

明白无误。在寻找莫洛伊的路途上，莫兰无论外表还是内

心都已退化得和莫洛伊相似，看到另一个自我的形象不禁

恐惧起来，因为当他要莫兰看看他的“身份证”( 151) 时，那

个自我展现的是莫兰清晰的身份。莫兰认为身份证“毫无

意义”，还下意识地杀了 A，这样“他就再也不像我了”
( 151)。对于探索自我的人，面对在父亲的语言中习得的自

我的丧失，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莫兰最终捣毁了那面变形

的镜子———谋害了路人 A，正如莫洛伊谋杀了森林里的烧

炭工。
莫洛伊和莫兰是两个独立的叙事者，他们的相遇不是

直接的，而是通过他们各自和 C，A 的相遇间接实现的。正

如莫洛伊在 C 身上看到了自己发育不全的自我的模糊镜

像，就在退化之前，莫兰也在 A 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坯胎般的

模样; 正如 A 和 C 在暮色中的“同一个水槽”中有一瞬间看

到了对方一样，退化了的莫兰也在自己忽闪忽闪的幻觉中

见到了莫洛伊。这一镜面反射的模式由一整套昏暗的“镜

面反射”组成，或者说贝克特创造了一个昏暗的万花筒，里

面有两对自我探索者在昏暗中互相打量。事实上，贝克特

早已对自己的“镜像写作”进行了暗示: 莫洛伊从索菲那儿

偷来的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写作”的最佳物像。

4． 镜像关系的反射模式

小说中有关“镜像关系”的第二个插曲，是莫洛伊曾久

久地、无限好奇地瞪着结构完全对称的餐刀架这一情节。
这个银质的架子自身就是一面镜子: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右半部分和左半部分如此对称，仿佛各个部分就是各自对

应部分的镜像，因而各部分间的“镜像关系”构成一个复杂

而混乱的系统，似乎消解了指涉性差异及各自的身份。餐

刀架由“两个十字架组成，相交部位由横杆连接”( 63) ，可以

通过各个部分的排列和组合展现出无限的镜像，有如在万

花筒中一样。假如横杆就是镜面，那么整个架子就像是一

对锯片粘在一起，因为餐刀架早已是“一个小小的锯片”，只

是“真正的锯片上的十字架……被截去了上端”( 63)。换一

个角度，在这个神秘的镜子里，有“两个相同的 V 形”反射了

出来，“更确切地说”，总共有“四个完全相同的 V 形”( 63) ，

它们的开口分别在上端或者下端，以横杆为镜面相互反射。
再换一个角度，假如横杆的中点是镜面和横杆垂直相交的

地方，那么反射出来的就是相连部位有一根短柄的十字架，

或者说就是两个相同的 V 形，尖端由截断的柄连接，开口面

向左侧或者右侧。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观察，这个刀架总有

一半是另一半的投影。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该餐刀架的神秘性来自“差异缺

失”。就形状而言，“这个奇怪的工具”没有左右之分，也没

有上下之分，以“四个落地点中的任意一个落地，都能同样

平稳地”摆放在桌子上，“而且外观也没有任何变化”( 63)。
就用处而言，这件物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一个凝神

观察的莫洛伊“捉摸不透的功能”( 64) ，即假如不作餐刀架

来使用，那么其功能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个观望者可以带

着“崇敬”的心情“没完没了地……感到迷惑不解”( 64) 的

纯粹的形状。这一物体和任何对应物都没有区别，缺乏个

体的身份，或者说缺乏源自特定指涉语境的任何意义。在

两种情况下，这面镜子都是无用的，因为对于轮廓清晰、身
份明确的物体，它无法反射出一个反转因而略有不同的镜

像。既然“差异缺失”正是抛弃“父亲法则”的人一心追求

的，那么在莫洛伊从索菲那儿拿走的“小小物品”中，惟独餐

刀架才是莫洛伊即使在“最最缺钱”的时候也无法“割舍”
( 63) 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纯粹的形状所唤醒的

认知的无知，竟然成了莫洛伊的慰藉:“超越对任何事物的

认知……对毫无好奇心的寻求者的灵魂来说，那才是平静

来临的时刻”( 64)。对于寻求和母亲合二为一的人，重要的

是脱离了“差异”和“父亲语言”的“平静，”而非源自对相关

物体间的“差异”的认知。
餐刀架就是贝克特“镜像写作”模式的物化，因为莫洛

伊、莫兰、A 和 C 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由两个水平相连的十字

架组成的框架，每人占据其中一个十字架的一端。这样的

结构模式展现的是一组相互关系，其中，不仅“头部”( 或者

源头)“在追逐自身的尾部”( 或者倒影) ，而且由于镜面的

昏暗和摇摆不定，“头部和尾部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了”
( R． Begam 1996:118)。旅途刚开始时，莫洛伊模模糊糊地

看见了 A 和 C 的相遇，这一相遇构成了原型镜像关系。认

识论的沟通被改写成了自我把自身作为他者来打量的意

象，而那些在其中发生的类似事件及两位叙事者，不是带领

读者追索到了线头，而是越来越远离线头，来到了主体绕着

缺场的中心旋转的纠缠不清的结本身。假如贝克特是刻意

编织了一个线乱如麻的结，那么他的意图就被莫洛伊偷来

的餐刀架展现出来了———餐刀架正是主体作为衰老的追寻

者早已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或者站在昏暗的镜子内外的观

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 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的物象。
贝克特“镜像关系”的重复模式也是一种“缠线板游

戏”( fort-da game) ，“再现的是原本缺场的事物”，或者“对

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种种忧虑”( T． J． Cousineau 1999:

69)。确切地说，莫洛伊和莫兰照镜似的相遇实际上是第一

个类似事件的重复，即对 C 和 A 相遇的重复。这种重复对

于贝克特笔下的两位主角极其重要，因为对于难以确认自

我身份的他们而言，反反复复把“镜像”抛出去( fort) 又拉回

来( da) ，似乎就是征服了定义自我的他者，虽说只是象征性

地或者朦朦胧胧地做到了。这种重复对于“父亲法则”的功

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多数读者迄今还不知晓的方式表明

了阉割者的权威，但此处，正如镜面多半昏暗不清或者摇晃

不定那样，它几乎无益于确定照镜者的身份，或者说由于某

些外在因素，几乎无法把缠线板拉回来。
假如莫洛伊的“妈格”( 17) 游戏带来的，是跟强调能指

和所指之间的“差异”这一方面相关的愉悦，那么该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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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关系”的大范围重复，则使自我与他者间的创伤性分

离的再次展现得以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经历。换言之，结

构性的重复与其说是对经历快乐的时刻的持续重复，不如

说是对极端忧虑的时刻的反复重复。但这种重复实行的也

是“快乐原则”，因为它将过剩的力比多约束住了，而且允许

这一原则释放多余的紧张感。贝克特的小说常常借助“镜

像写作，”滑入以五花八门的方式重复的复杂结构中，导致

互文性和原小说性的大爆发。

5． 结语

贝克特在两部分叙事中分别探索了恋母的莫洛伊和基

督似的莫兰的种种困境，又借助“镜像关系”将两者连接起

来。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在父亲缺场时，在寻

母旅途中借助种种“缠线板游戏”象征性地实现了乱伦的欲

望。他借助了游戏，而不是真正地占有了母亲，因为乱伦指

向的是整个家庭的灭亡以及作者写作实验的终结。而莫兰

则是“象征界”的牺牲品。在回归女性自我的旅途中，他逐

渐失去了在“象征界”习得的文明，像耶稣一样殉难了，恐慌

不已地发现了内心的本真。他们虽然身处几乎截然分开的

两段叙事中，却通过“镜像关系”神奇地连接了起来，但他们

的镜像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赐予他们清晰的自我身份，反倒

增添了他们的心理困境。此外，贝克特此处的“镜像写作”
既是上一部小说中镜像叙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下一

部小说中最具元小说特征的写作游戏的预演。毕竟，他的

脑海里一直保留着“身处子宫的记忆”( J． Knowlson 1997:

2) ，而且他也是一个自觉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小说越来越

关注写作与主体性的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可定义为有关问

题主体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小说。

注释:
① 引自 Beckett，Samuel．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1965 年第20 页。

以下原作引文只标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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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大的趋势，教师的职业倦怠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界，如果

不对其进行密切的关注和防治，将严重危害教师的身心健

康，影响到学生的成才，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在前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

其中存在的某些关键现象和成因，需要寻找和构建与之相

应的措施，以此来促进教师队伍的正常、健康发展，为高等

教育事业的推进保驾护航。为此，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做

出努力:1) 正确看待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合理地

引导教师教学和科研心理走向; 2) 促使社会、学校和教师个

人共同面对这一严肃的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关注和解决这

一问题;3) 通过必要的激励手段，提升高校英语教师参与教

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使其将职业作为事业来对待，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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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膨胀门控CNN的情感--原因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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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情感-原因对抽取这一情感分析任务，提出情感膨胀门控CNN（EDGCNN）模型。【方法】首

先使用情感判别模型CNN找出情感句，然后将情感句编码输入到融入情感特征的EDGCNN模型，找出相应

的情感原因，得到情感-原因对，并在实验数据集进行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结果】召回率和F1值分别达到

了 63.52%和 60.45%，召回率优于已有方法最好结果，F1值与已有方法最优性能相当，而且能从更细粒度实

现情感-原因对抽取。【局限】情感-原因对语料规模较小，有待进一步扩充完善。【结论】EDGCNN模型能够

从文本中更好地抽取情感-原因对。

关键词: 情感-原因对抽取 EDGCNN 情感判别

分类号: TP391 G202

DOI: 10.11925/infotech.2096-3467.2019.1243

引用本文: 代建华，邓育彬 . 基于情感膨胀门控CNN的情感-原因对提取［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0，4

（8）：98-106.(Dai Jianhua, Deng Yubin. Extracting Emotion-Cause Pairs Based on Emotional Dilation Gated CNN

[J].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2020, 4(8): 98-106.)

1 引 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

个共享各种新闻和信息源的平台，所以从互联网的

海量文本（如商品的在线评论、舆论新闻等）中挖掘

出情感倾向和情感原因是非常有意义的。文本中情

感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热门方向，情感研究

又分为情感分类和情感原因抽取（Emotion Cause

Extraction，ECE），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情感分

类的研究上。如Rout等［1］提出一种基于词权重的无

监督的Twitter文本情感分类方法。Peng等［2］通过训

练原域大量带有标签的数据及目标域少量带有标签

的数据，对目标域大量无标签数据进行跨领域情感

分类。为了解决特定方面的情感极性分类问题，刘

全等［3］提出结合区域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和分层长短期记忆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的深度分层模

型。张庆庆等［4］研究了深度信念网络在文本情感分

类任务中的参数选择与性能。

一般来说，个人情感的产生、表达和感知受到许

多因素的影响，情感原因被认为是能够引发相应情

感的事件或条件，因此情感原因的分析对于民意挖

掘和知识发现等至关重要。但由于 ECE 任务困难

加上相关标注的数据集较少，所以相应的研究［5-6］也

较少。在深度学习之前，情感原因抽取的研究是基

于规则的。例如，Lee等［7］提出一种基于文本驱动和

规则的汉语情感原因关系检测方法；Yada 等［8］使用

自举技术，自动获取连接词作为文本提示模式以提

取情感原因；Gao等［9］提出一种基于规则的中文微博

通讯作者：代建华，ORCID：0000-0003-1459-0833，E-mail：jhdai@hunnu.edu.cn。

*本文系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湖湘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创新人才”（项目编号：2018RS3065）和“智能计算与语言信息处理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项目编号：2018TP1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情感原因成分检测方法，利用设计好的情感原因抽

取规则，发掘微博评论里面的情感原因。随着深度

学习的发展，很多神经网络模型［10］被应用到情感原

因的抽取。Gui等［11］将情感表达词作为查询词，将上

下 文 作 为 文 本 ，借 用 基 于 记 忆 网 络（Memory

Network）［12］的问答（QA）方法，进行“是”或者“不是”

的问答，判断当前文本是否是情感原因的文本，然后

借助注意力机制进行情感原因关键词的抽取。Yu

等［13］提出一个联合的情感原因提取框架 RTHN，同

时对多个子句进行同步编码和分类，从语句中分类

出情感原因句。

然而，以上这些情感原因提取都是提前人工标

记出文本情感倾向，只需要从文本中提取出相应的

情感原因。Xia 等［14］在 ECE 任务上做了升级，提出

情感-原因对抽取（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ECPE）的新任务，即给定一段不做任何标注的文本，

从中抽取出相应情感-原因对；利用多任务模型逐句

判别出情感句和原因句，然后通过笛卡尔积得到所

有的情感-原因对，最后训练出一个过滤器以过滤掉

那些非情感-原因对。然而，这种策略属于粗粒度情

感原因分析。例如：“1-这间房子交通便利的同时价

格却非常高昂，2-让小明纠结是否买下它，3-他心里

很是喜欢，4-但是看了看自己的钱包，5-他面色却忧

愁了起来。”粗粒度的情感-原因对抽取方法，只能够

对句子进行分类，得到情感句为第 3句和第 5句，相

应的情感原因都在第 1 句，但这只是较粗略的分类

结果，更细粒度的情感和情感原因结果应为“他心里

很喜欢：房子交通便利”和“他面色却忧愁了起来：价

格却非常昂贵”。为了得到细粒度的情感原因，本文

在数据集上进行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并参考苏剑

林［15］提出的基于CNN的阅读理解式问答模型，设计

了融入情感特征的情感膨胀门控 CNN（Emotion

Dilation Gated CNN，EDGCNN）情感-原因对定位模

型，更细粒度地进行情感原因抽取，更好地完成ECPE

任务。

2 情感-原因对抽取任务及实验思路

2.1 ECPE任务

ECPE 任 务 具 体 为 ：给 定 一 段 文 本 d =

[ c1，c2，⋯，c |d| ]，从中分析出情感-原因对，如公式（1）

所示。

P = {⋯，(ce，cc)，⋯ } (1)

其中，ce 是表达情感的语句；cc 是相应的引起情

感的原因语句。

如图 1 所示，给定文本“她身体就不好，……，

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他十分感动，同

时也非常担心……”。ECPE 任务是提取出所有的

情感-原因对，可以提取出两对表达情感的句子：

（他十分感动，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和

（同时也非常担心，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

时），张志刚感动和担心的原因都是因为妻子要捐

肾给她。

2.2 实验思路

本文具体实验思路如图 2 所示，对文本进行分

词，加载预训练的词向量得到句子级别表示。随后

使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字词向量融合情感判别模

型对句子进行情感分类，识别出段落中的情感句。

最后把情感句作为问题输入到融入情感特征的

EDGCNN 模型，使用 EDGCNN 对情感原因关键字

进行定位，解码得到情感原因。

图1 ECPE任务例子

Fig.1 Example of ECPE Task

图2 实验思路

Fig.2 Experiment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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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原因成分检测方法，利用设计好的情感原因抽

取规则，发掘微博评论里面的情感原因。随着深度

学习的发展，很多神经网络模型［10］被应用到情感原

因的抽取。Gui等［11］将情感表达词作为查询词，将上

下 文 作 为 文 本 ，借 用 基 于 记 忆 网 络（Memory

Network）［12］的问答（QA）方法，进行“是”或者“不是”

的问答，判断当前文本是否是情感原因的文本，然后

借助注意力机制进行情感原因关键词的抽取。Yu

等［13］提出一个联合的情感原因提取框架 RTHN，同

时对多个子句进行同步编码和分类，从语句中分类

出情感原因句。

然而，以上这些情感原因提取都是提前人工标

记出文本情感倾向，只需要从文本中提取出相应的

情感原因。Xia 等［14］在 ECE 任务上做了升级，提出

情感-原因对抽取（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ECPE）的新任务，即给定一段不做任何标注的文本，

从中抽取出相应情感-原因对；利用多任务模型逐句

判别出情感句和原因句，然后通过笛卡尔积得到所

有的情感-原因对，最后训练出一个过滤器以过滤掉

那些非情感-原因对。然而，这种策略属于粗粒度情

感原因分析。例如：“1-这间房子交通便利的同时价

格却非常高昂，2-让小明纠结是否买下它，3-他心里

很是喜欢，4-但是看了看自己的钱包，5-他面色却忧

愁了起来。”粗粒度的情感-原因对抽取方法，只能够

对句子进行分类，得到情感句为第 3句和第 5句，相

应的情感原因都在第 1 句，但这只是较粗略的分类

结果，更细粒度的情感和情感原因结果应为“他心里

很喜欢：房子交通便利”和“他面色却忧愁了起来：价

格却非常昂贵”。为了得到细粒度的情感原因，本文

在数据集上进行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并参考苏剑

林［15］提出的基于CNN的阅读理解式问答模型，设计

了融入情感特征的情感膨胀门控 CNN（Emotion

Dilation Gated CNN，EDGCNN）情感-原因对定位模

型，更细粒度地进行情感原因抽取，更好地完成ECPE

任务。

2 情感-原因对抽取任务及实验思路

2.1 ECPE任务

ECPE 任 务 具 体 为 ：给 定 一 段 文 本 d =

[ c1，c2，⋯，c |d| ]，从中分析出情感-原因对，如公式（1）

所示。

P = {⋯，(ce，cc)，⋯ } (1)

其中，ce 是表达情感的语句；cc 是相应的引起情

感的原因语句。

如图 1 所示，给定文本“她身体就不好，……，

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他十分感动，同

时也非常担心……”。ECPE 任务是提取出所有的

情感-原因对，可以提取出两对表达情感的句子：

（他十分感动，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和

（同时也非常担心，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

时），张志刚感动和担心的原因都是因为妻子要捐

肾给她。

2.2 实验思路

本文具体实验思路如图 2 所示，对文本进行分

词，加载预训练的词向量得到句子级别表示。随后

使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字词向量融合情感判别模

型对句子进行情感分类，识别出段落中的情感句。

最后把情感句作为问题输入到融入情感特征的

EDGCNN 模型，使用 EDGCNN 对情感原因关键字

进行定位，解码得到情感原因。

图1 ECPE任务例子

Fig.1 Example of ECPE Task

图2 实验思路

Fig.2 Experiment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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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模型

3.1 情感判别模型

CNN在图像领域有很多成功应用，后来也成功

运用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Kim［16］使用 CNN 进

行文本分类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表明CNN具有很

强的语义特征捕捉能力。情感表达往往会带有诸如

“担心”“感动”这种能够表示情感倾向的词，因此融

合字词向量的 CNN 模型能够学习到这些关键词的

特征，有利于情感语句的判别。

情感判别模型如图 3所示，文本 d中的每一条语

句 ci，经过分词后，输入到预训练好的词向量

Word2Vec 模型得到语句的词向量序列 Ici，如公式

（2）所示。

Ici = { xc1，⋯，xcn} (2)

其中，n为语句 ci 分词后词的个数，xcn 表示语句

ci的词向量。

语句 ci 中的字经过 Word2Vec 模型得到字向量

zi，进而得到语句 ci 的全部字向量 Zi，如公式（3）所

示。其中，m为语句中字的个数。

Zi = { z1，⋯，zm} (3)

得到句子的词向量 Ici 后，再经过变换矩阵得到

Hi，如公式（4）所示。其中，hm为矩阵变换后的向量。

Hi = { h1，⋯，hm} (4)

最后字词向量融合得到ZCi，如公式（5）所示。

ZCi = { zc1，⋯，zcm} (5)

其中，m 为语句中字的个数，zcm 为融合的字词

向量。

字词融合向量进入 CNN 层，再进入池化层

（Pooling）、全连接层（Dense），最后进入 Softmax层，

得到情感判别结果。最终得到文本带有情感的语句

C = { c1，⋯，ct}，t为带有情感的语句个数。

3.2 情感-原因对提取

情感和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本文使用

融合情感倾向特征的深度学习框架去找出情感-原

因对。

（1）基于EDGCNN的情感-原因对抽取模型

本文 EDGCNN 模型框架如图 4 所示。主要包

含两个模块：情感语句编码模块和情感-原因对定位

模块。

由图 3情感判别模型得到带有情感倾向的语句

C = { c1，⋯，cz}，再经过 Word2Vec 模型分别得到语

句的词向量序列 Ci，依次作为情感语句编码模块的

输入。本文使用情感判别模型 Dense 层的输出 Odi

作为 EDGCNN 的情感特征编码。情感编码模块的

最终输入为 Ii，如公式（6）所示。

Ii = { Ci，Odi} (6)

随后进入 CNN 进行语义特征抽取得到语句上

层语义特征HCi，如公式（7）所示。

HCi = { hc1，⋯，hcv} (7)

其中，v代表卷积核的个数，hcv 表示在 Iq 上进行

一维卷积［16］所得到的上层特征。采用Laskar等［17］提

出的空间注意力（Spatial Attention）机制代替简单的

池化，每一个卷积核的Attention矩阵参数共享，最后

得到融合情感倾向的情感语句上层编码HE，如公式

（8）所示。

HE = {l1，⋯，lv} (8)

情感-原因对定位模块主要包括特征输入层、膨

胀卷积层和模型输出层。卷积层负责捕获语句的特

征，输出层负责最后的情感原因定位。模型的输入

融合了语句的字词向量和情感语句编码。

（2）EDGCNN卷积结构

①门控卷积

模型采用 Dauphin 等［18］提出的门控卷积结构，

使用门控卷积可以有效降低梯度弥散的可能，并且

还具有保留非线性变换的作用。所以，门控卷积在

图3 情感语句判别模型

Fig.3 Emotional Discrimina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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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然处理任务（如机器翻译）中取得不错的

效果。

给定输入序列 X = [ x1，x2，⋯，xn]，门控卷积神

经网络与标准卷积不同的是，前者在每层进行卷积

操作后都加上一个输出门限，用来控制信息的流动，

如公式（9）所示。

Y = Conv1D1 (X)⊗ σ (Conv1D2 ( X ) ) (9)

其 中 ，σ（）为 sigmod 激 活 函 数 ；Conv1D1 和

Conv1D2 表示卷积操作，两个卷积的卷积核数一样

多，并且权值不共享。

②膨胀卷积

传统卷积神经网络对序列建模受到卷积核大小

的限制，但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文字往往是具有依

赖性的，对于距离较远的依赖，如果想要抓取这种依

赖关系，必须线性地堆叠模型的层数，所以为了抓取

文字更长的依赖关系。本文使用膨胀卷积神经网络

代替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膨胀卷积神经网络如图5

所示。

相比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膨胀卷积在每一层

做卷积的时候允许间隔采样，采样间隔受膨胀系数d

的控制，如图 5所示，当取 d = 1时，表示对这一层每

个点都进行采样；当 d = 2时，表示每两个点采样一

个作为卷积输入。因此，层数越高，d越大，膨胀卷积

的窗口随着层数的增加呈现指数增长，从而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卷积的层数。在图像领域，可以极大地

扩大视野；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能够抓取传统卷积

神经网络需要堆叠层数才能获取的长距离依赖关

系，所以使用膨胀卷积神经网络代替传统卷积神经

网络进行特征抽取。图 4 模型中的 Dliation：4 表示

膨胀卷积神经网络的膨胀系数为4。

（3）注意力机制

EDGCNN模型采用注意力机制［19］，用来代替简

图4 情感-原因对提取模型

Fig.4 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Model

图5 膨胀卷积神经网络

Fig.5 Dilated Conv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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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池化对序列信息进行整合。图 4模型中的情感

语句编码为一个总的情感语句向量，也将语句的序

列编码为一个总的编码向量。注意力机制具体描述

如公式（10）和公式（11）所示。

z = Encoder ( z1，z2，⋯，zn) =∑
i = 1

n

λ i zi (10)

λ i = Softmax (αT Act (Wxi + b ) + β ) (11)

其中，α和W为可训练参数；Act（）为激活函数，

本模型取 tanh函数；β为偏置项。

（4）EDGCNN模型输出设计

模型的输出参考文献［15］中的双标注输出，使

用两次标注的方式分别标注出情感原因的起始位置

和结束位置，如公式（12）和公式（13）所示。

P start
i = σ (αT

1 Act (W1 xi + b1 ) + β1 ) (12)

P end
i = σ (αT

2 Act (W2 xi + b2 ) + β2 ) (13)

其中，P start
i 和P end

i 分别表示模型的起始位置和结

束位置；xi 为卷积提取的特征；Act（）为 tanh 激活函

数；σ（）为 sigmod激活函数；其他为可训练参数。

为了增加图 4 模型的“大局观”，本文先将语句

的序列编码成一个整体向量，同样使用注意力机制

代替简单的池化，然后接全连接层得到一个总的打

分pglobal，如公式（14）-公式（17）所示。

o = Encoder ( x1，x2，⋯，xn) (14)

pglobal = σ (Wo + b) (15)

P start
i = pglobalσ (αT

1 Act (W1 xi + b1 ) + β1 ) (16)

P end
i = pglobalσ (αT

2 Act (W2 xi + b2 ) + β2 ) (17)

全局打分对模型的收敛和情感原因定位效果有

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存在情感原因，“大局观”pglobal直

接为0。

损失函数根据 Lin等［20］提出的改进的交叉熵损

失函数（Cross-Entropy，CE），即焦点损失函数（Focal

Loss，FL）设计，它能够解决序列标注不平衡的问题，

在情感原因定位模型中，情感原因关键字显然要比

非情感原因少，损失函数计算如公式（18）-公式（20）

所示。

lossstart =∑
j = 1

m∑
i = 1

n -αyji log ŷji (1 - ŷji)
γ -

(1 - α) (1 - yji)log1 - ŷji ŷγji (18)

lossend =∑
j = 1

m∑
i = 1

n -αzji log ẑji (1 - ẑ ji)
γ -

(1 - α) (1 - zji) log1 - ẑji ẑ γji (19)

loss = losssatrt + lossend (20)

其中，α和 λ为可调参数；因为是双标注序列输

出，所以有 lossstart 和 lossend；yji 和 zji 为真实序列；ŷji 和

ẑ ji 为模型预测输出；n 为模型序列长度；m 为批处理

（batch）大小。

（5）模型解码部分

最后输出两列浮点数序列，一列预测情感原因

起始位置，另外一列预测结束位置，如公式（21）和公

式（22）所示。

P1 = {f1，⋯，fn} (21)

P2 = {l1，⋯，ln} (22)

P1、P2 分别表示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的打分。

为了得到最终的情感原因定位，设置最大情感原因

区间 maxlen，遍历输出序列长度不超过 maxlen的区

间，分别计算 P1、P2 的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的打分，

实验使用和、乘积或积的平方根进行计算，发现使用

乘积效果最好，最后选择得到的最大值区间作为模

型预测的情感原因结果。

4 实验部分

4.1 实验数据集

本文使用文献［14］所提供的新闻数据集，每个

文档标记了一条或多条情感句以及相应的情感原因

句，数据集中不同数量的情感原因对的文档所占的

比例如表1所示。

表 1 在此基础上，为了抽取情感原因的关键因

素，在实验数据集做了如图 6 所示的情感原因关键

字标注。图 6左边 happiness表示第 2句为带有喜悦

表1 具有不同情感-原因对数量的文档的比例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Emotion-Cause Pairs

数据集

只有一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有两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超过两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总计

数量

1 746

177

22

1 945

比例

89.77%

9.10%

1.13%

100%

102



总第 44 期 2020 年 第 8 期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的情感语句，并且喜悦的原因也在第 2句，引起喜悦

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女儿的出生；图 6右边 sadness表

示第 5 句为带有难过倾向的情感语句，关键原因是

由于他们（指父母）还在为我操心。*中间所标注的

词表示情感原因的关键字，EDGCNN模型会抽取出

这些情感原因关键字。

随机选择数据集的 10% 作为实验测试集，其余

作为训练集。为了获得更加可信的结果，进行 5 次

实验，取平均值。实验采用正确率（P）、召回率（R）、

F1值（F1）作为评判，如公式（23）-公式（25）所示。

P =
∑correct_ pairs

∑proposed_ pairs
(23)

R =
∑correct_ pairs

∑annotated_ pairs
(24)

F1 =
2PR

P + R
(25)

其中，correct_pairs 表示模型预测和标记的情

感-原因对一致的个数；proposed_ pairs表示模型预

测的情感-原因对个数；annotated_ pairs表示测试集

标记好的情感-原因对个数。

4.2 实验参数设置

词向量为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21］提供的搜狗新闻

训练的300维词向量。情感判别模型CNN卷积窗口

设置为 2，3，4，卷积核个数为 100 个。情感-原因对

定位模型膨胀卷积网络卷积窗口设置为3，膨胀率一

般为指数上升，选择 1，2，4，8。Adam 具有性能优

秀、效率高的优点，适用于梯度稀疏或梯度存在很大

噪声的情况，所以模型选择它作为优化器。为了防

止过拟合，加入了 dropout 优化策略，通常设为 0.3，

批处理大小都为 30，EDGCNN情感原因关键字最大

长度maxlen=8，10，12。

4.3 实验结果及分析

（1）情感句判别

首先进行情感句抽取，由于 LSTM［22］和 CNN 都

能较好地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所以选择 LSTM 和

CNN 进行对比，对句子进行二分类，找出文本中的

情感句。为了平衡训练数据集，随机选择训练集文

本中非情感句作为负样本，使得训练集中情感句和

非情感句数量相当，进行 5次实验求取平均结果，如

表2所示。

实验对测试集中句子长度小于 3的句子不进行

情感判别。从表 2 可以发现，由于是对文本中的每

一个句子都进行情感判别，且CNN更容易抓取到短

文本上的情感关键词，池化层也会过滤掉模型认为

不重要的特征，所以效果优于LSTM，之后将得到的

情感句作为下一步情感原因抽取模型的输入。

（2）情感原因抽取

ECPE任务最近才被提出，相关研究还不多，目

前有三种代表性方法［14］，包括独立多任务学习

图6 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示例

Fig.6 Example of Emotion Cause Keyword Tagging

表2 情感句判别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Emotional Sentences Discrimination

实验模型

CNN

LSTM

情感句判别结果

P

0.734 0

0.674 4

R

0.876 9

0.824 6

F1

0.799 1

0.741 9

103



研究论文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Indep、交互式原因情感多任务学习 Inter-CE 和交互

式情感原因多任务学习 Inter-EC，而 Inter-EC 在

ECPE 任务上性能最好。Indep、Inter-CE 和 Inter-EC

实际上都是句子级别的学习模型。

Indep 模型具有两层 Bi-LSTM 网络，第一层的

Bi-LSTM 提取语句级别特征；第二层中一个任务是

情感提取，另一个任务是原因提取，每个 Bi-LSTM

为句子级别，接收 d个句子表示，然后把 d个句子特

征作为输入接一个Softmax对该子句进行分类。

Inter-CE 是在 Indep基础上，把预测得到的情感

原因标签嵌入到第一层的语句级别特征，然后共同

作为第二层的输入来预测情感句分类。

Inter-EC与 Inter-CE相反，用预测得到的情感标

签融入到第一层抽取的语句特征来预测情感原因句

分类。

为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将最后抽取结果与

上述三种代表性方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EDGCNN 模型拥有最高的召

回率，而F1值和现有最好模型在性能上相当。Indep

将情感句识别和原因句识别当作两个独立的子任

务，上层的两个 Bi-LSTM 分量没有特征交互，而

Inter-CE和 Inter-EC在上层Bi-LSTM进行特征融合，

性能更好，结果也表明情感特征更容易影响原因句

的抽取。但是这三种模型最后的过滤器没有考虑到

上下文的信息，会过滤掉很多正确的情感-原因对，

所以在召回率上不如EDGCNN。F1值上，EDGCNN

与现有最好模型 Inter-EC 性能上相当，也说明了本

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EDGCNN可以进行更加细粒度的情感原因抽取，部

分情感原因关键字抽取结果如表4所示。

ECPE任务是从文本中找出情感-原因对，从表

4可以看出，EDGCNN模型会根据上下语义关系，利

用情感判别模型识别出的情感句，融入情感特征，最

后解码输出的情感原因关键字定位在文本中哪条语

句，就表明这条语句为相应的情感原因句。例如表4

中第三行，模型解码输出“康复出院”，所以第 3句就

视为情感原因句，得到情感-原因对3-3。

实验中发现最大区间范围的选择会影响模型解

码输出，因此尝试使用区间最大长度分别为 8、10和

12 进行实验，实验中发现最大长度为 10 时效果最

好，部分情感原因关键字抽取结果如表 4 所示。另

外，第一步情感判别 CNN 模型会得到非情感句，这

些句子也会经过EDGCNN模型，最后输出两列浮点

数序列。为了过滤掉这些非情感句经过 EDGCNN

产生的结果，模型的解码设定了阈值，本文实验选择

浮点数序列中的值大于 0.15时，才进行相应位置打

分的计算。

总的来说，本文EDGCNN模型具有较高的召回

率，可以更全面地挖掘文本中的情感-原因对。此

外，EDGCNN模型能抽取更细粒度的情感-原因对，

从而精细完成情感-原因对抽取任务。

5 结 语

情感-原因对提取是情感原因挖掘的新任务，为

表3 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3 Experimental Results

实验模型

Indep

Inter-CE

Inter-EC

EDGCNN

情感原因对提取结果

P

0.683 2

0.690 2

0.672 1

0.575 8

R

0.508 2

0.513 5

0.570 5

0.635 2

F1

0.581 8

0.590 1

0.612 8

0.604 5

表4 EDGCNN模型部分实验结果

Table 4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EDGCNN Model

文本中部分语句

8，null，白金跃陷入回忆
9，happiness，并略显激动

3，happiness，她为自己再过几天
就可基本康复出院而感到高兴

4，happiness，让郭惠英感动的是
5，null，她醒来时
6，null，还有一位民警守在身边

1，null，每当在新闻上看到血库
告急的消息

2，fear，刘淑梅就很焦虑

6，null，当唐某向张某提出离婚
后被拒

7，disgust，怨恨转化成杀意

19，null，汤某也完全站在女儿一
边数落女婿

20，anger，这让陈晓毅很是气愤

情感句

9

3

4

2

7

20

EDGCNN

输出

跃陷入回忆

康复出院

民警守在身边

血库告急的消
息

提出离婚

数落女婿

情感-

原因对

9-8

3-3

4-6

1-2

7-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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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解决这一任务，并且从更细粒度的角度分析

情感原因，本文首先通过情感句判别模型CNN找出

带有情感的语句，然后将情感句编码，输入到本文融

入情感特征的情感原因定位模型EDGCNN，找出相

应的情感原因关键字，得到情感-原因对。与已有三

种模型相比，本文模型召回率最高，并且在 F1 值性

能上与现有最好模型结果相当，说明本文模型的有

效性。在未来的工作，笔者将尝试构造一个端对端

的模型，直接一步获取情感-原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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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ource text (ST) complexity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post-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When investigating human effort exerted in post-editing, existing studies have seldom taken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into account, and have mainly focused on MT systems use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NMT. Drawing on process and product data of post-editing from 60 trainee
translators, this study adopted a multi-method approach to measure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including
eye-tracking, keystroke logging, quality evaluation, subjective rating, and retrospective written protoc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present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n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ost-editing; 2) ST complexity leve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ost-editing low-quality
NMT (i.e., post-editing task becomes less difficult when ST complexity decreases); while for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NMT,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ly on the subjective ratings received from participants; and
3) N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i.e., the post-editing task becomes
less difficult when MT quality goes higher), and this impact becomes stronger when ST complexity in-
creas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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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iting difficulty, designing tasks for post-editor training, and setting fair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KEYWORDS

source text complexity,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multi-method approach

1.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advanc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T) technology, MT post-
editing (PE) has now been provided as an independent service in today’s translation market with
its own international service standard (ISO, 2017: 18587). It is also the most widely adopted set-up
nowadays in the professional context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AUS, 2019). As a relatively new
task mode,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cognitive process of PE are still largely under-investigated but
have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oth 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recently emerged para-
digm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has greatly advanced MT quality,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fluency or readability of translation output, when compared to the once-dominant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Junczys-Dowmunt & Dwojak, 2016; Sennrich, Haddow, &
Birch, 2016). However,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NM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post-editors
by producing unpredictable errors hidden in its fluent texts, which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correct translation errors during PE (Vieira, 2019; Yamada, 2019).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and its measurements is
important for testing post-editing difficulty, designing tasks for post-editor training, and setting
reasonable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Among such factors, source text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major intrins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e.g., Castilho et al., 2018; Daems, Vandepitte, Hartsuiker, &
Macken, 2017; Krings, 2001; O’Brien, 2006) have rarely taken both factors into account when
investigating the human effort exerted during P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the role each
factor plays in PE. Besides this,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PE of MT ap-
proaches before NMT betwee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leaving PE of NM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under-researche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and N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ost-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adopt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 (Halverson,
2017), including data collected from eye-tracking, keystroke logging, subjective rating, retro-
spective protocols,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We aim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Do N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have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the task dif-
ficulty of NMT PE? and (2) If yes, how do they affect the impact of each other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2. TASK DIFFICULTY OF PE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task difficulty is a concept specific to a task and a person (Dahl,
2004: 39), referring to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load, or mental effort, required to identif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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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solution” (Gallupe, DeSanctis, & Dickson, 1988: 280). Measuring task difficulty,
therefore, concerns whether a task is easy or difficult for a person performing the task, which is
inherently subjective and personal. Cognitive load in the present study refers to the demand on
cognitive resources that a PE task imposes upon a post-editor, whereas cognitive effort is the
actual amount of cognitive resources that a post-editor uses to complete the PE task. Following
Sun (2015), “task difficulty” is used as a common and cover term, and will be investig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causal fac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and measuring its task difficulty.

2.1. Causal fac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Cognitive load theory (CLT; Sweller, 1988) is adop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explain the causal factors of PE difficulty. According to Paas and Van Merri€en-
boer (1994: 353), cognitive load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representing the load that
performing a particular task imposes on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an individual”,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and germane cognitive load.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is immutable and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iculty level imposed by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he material or task and the expertise of the individual performing the task.
The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is not constant and should ideally be reduced by improving the
usability of the tools or optimizing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Intrinsic and extra-
neous cognitive loads add up to determine the total amount of cognitive load imposed by the
task to be completed, while germane cognitive load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devoted to
learning for schema construction (Sweller, Ayres, & Kalyuga, 2011).

As a problem solving rather than a learning process, a PE task mainly includes intrinsic an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s.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for PE is determined by the efforts
needed to process the ST and the MT output, and the post-editor’s expertise. For manual
translation,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is primarily decided by ST
complexity (Liu, Zheng, & Zhou, 2019); but for PE, post-editors are offered tw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e., ST and MT)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s long as the MT output is not so poor
that the post-editor decides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or not so good that the post-
editor could accept unedited raw MT, it is safe to say that a PE process entails evaluation of MT
output, correction of MT errors, and translation from scratch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in PE is caus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user interfac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where a PE task is performed, which is gaining increasing interest in usability and
ergonomics research (Kappus & Ehrensberger-Dow, 2020).

2.2. ST complexity and PE effor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 and PE effort for Rule-based MT (RBMT) and
Example-based MT (EBMT) systems shows that a ST with more Negative Translation Indicators
(NTIs) (e.g., ambiguity, coordination, ellipsis and gerunds) will result in more cognitive effort, a
higher number of edits (Aikawa, Schwartz, King, Corston-Oliver, & Carmen, 2007), and longer
time on the task (O’Brien, 2004, 2006).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not controlled for the
corresponding MT quality for the ST used. As a ST with more NTIs can easily lead to lower MT
quality, what those studies examined was actually the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effort when post-
editing a ST with more NTIs paired with a lower-quality MT, versus a ST with fewer 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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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d with a higher-quality MT. Some other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
features and PE effort indicators have not controlled for the quality of MT outputs either. As
Aziz, Koponen, and Specia (2014) reflected, the PE effort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fic
linguistic patterns of ST may be caused by the low-quality MT output of these ST features.

Eye-tracking studies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how cognitive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o ST
and target text (TT) during PE tasks.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ess visual attention
(e.g.,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is allocated to the ST area (Carl, Dragsted, Elming, Hardt, &
Jakobsen, 2011; Daems et al., 2017). For example, Carl et al. (2011) found tha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much longer than on ST during PE. In Mesa-Lao (2014), however, mixed
results are reported with more fixations on TT for 4 out of 6 PE tasks. As Mesa-Lao only
mentions that some STs were not of similar complexity levels, without providing detailed in-
formation on ST complexity and corresponding MT quality levels, it is impossible to further
interpret his findings.

2.3. MT quality and PE effort

MT quality has commonly been perceived as the key factor deciding PE effort; however, the
argument has not been unanimously borne out by empirical studi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devoted to the impact of MT have been reported with some inconsistencies. Krings
(2001) employed human raters to evaluate RBMT output sentences using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He found that RBMT post-editing speed was faster for higher-rated segments. Kring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T quality and PE effort in terms of attention distri-
bution was not always linear. PE effort was the highest, in many cases, for the medium-quality
sentences rather than for the lowest quality ones, with more and greater dispersion of attention
distributed across the ST, MT and TT for the medium-quality ones. In addition, he also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MT quality seemed to have an impact on how attention and effort were allocated
to ST processing. However, the ST complexity levels were not controlled for by Krings, making it
unclear whether ST complexity itself has affected how the ST is processed.

Oth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T quality, measured by different automatic evaluation
metrics, tends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 effort. For example, lower MT quality as
measured by GTM (General Text Matcher) and TER (Translation Edit Rate) in O’Brien (2011),
and by BLEU (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 METEOR (Metric for Evaluation of Trans-
lation with Explicit Ordering) and TER in Gaspari, Toral, Naskar, Groves, and Way (2014),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E time and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ll of which
suggest greater cognitive effort invested by post-editors. Sanchez-Torron & Koehn (2016)
assessed how MT quality indicated by BLEU can impact PE effort by using ST of similar
complexity. They found that PE for MT output with higher BLEU scores led to better final
product quality and reduced the overall PE effort in terms of PE time and operations. In Vieira
(2016), higher MT quality as indicated by higher METEOR scores correlates with post-editors’
lower cognitive effort as indicated by lower 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 In addition, MT qualit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errors was also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E effort exerted.
Daems et al. (2017) show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MT errors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ixation count, number of production units and the HTER (Human-targeted Translation Edit
Rate) scor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verage pause ratio. They also report that different
error types affect different PE effor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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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above studies and those studies reviewed in Temizöz (2012) take MT quality as the
primary factor impacting on PE effort, without controlling the corresponding ST complexity
levels. However, post-editing MT with the same errors or automatic evaluation scores may
involve different levels of effort, when paired with STs with different complexity levels. In
addition, most of these studies investigated MT systems before NMT beca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refore, the results may not be replicable to research on PE of NMT.

3. RESEARCH DESIGN

3.1. Participants

Sixty MA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two males and fifty-eight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4
years (range 5 22–26, SD 5 1.9 year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from two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y were all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with English as their L2. All participants had
similar levels of L2 proficiency, passed the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and 8 (TEM8),1 but had no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experience. They all had roughly the same level of experience in using
MT systems as additional resources during translation, but had never received formal training in
PE.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work, participants received two academic credits from their uni-
versity for taking part in a PE training session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and were given a memory
disk as the reward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touch-typists and had normal or
corrected to normal vision. They were told that anonymity and confidentiality would be
ensured, and they all signed a consent form before each experiment. The research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Hunan University.

3.2. Materials

3.2.1. ST selection. Four English news texts2 (128–145 words, coded as ST1, ST2, ST3 and ST4),
two with high complexity and two with low complexity,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as STs for this
research. ST1, ST2 and ST4 were selected from newsela.com, a website providing newspaper
articl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lexity, and ST3 from the Times, a British daily national
newspaper. Featuring news topics for general readers, the four texts are self-contained, requiring
no additional context for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Four sets of measurements, comprising readability level, word frequency,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were adopted to measure the ST complexity. As can be
seen from Fig. 1, in terms of readability indexes, ST1 and ST2 are appropriate for 7 and 8 years of
schooling respectively, while ST3 and ST4 are appropriate for 18 and 16 years of schooling for
successful comprehension respectively. 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s show that ST1 and ST2 are
much easier to read than ST3 and ST4. Word frequency tests indicate that ST1 and ST2 contain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low frequency words than ST3 and ST4. Sentence syntax similarity values

1The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and 8 is a national English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tests for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translating, proofreading and general knowledge, and requires a candidate to master 13,000
words.
2Due to the word limit, the four STs and their machine translations are no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terested readers can
request the STs from the first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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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easured by the Coh-Metrix automatic text analysis tool (version 3.0) indicate that ST1

(0.165/0.239) and ST2 (0.168/0.144) present lower complexity than ST3 (0.057/0.044) and ST4

(0.022/0.015). Nine freelance translators were recruited to rate the levels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on a nine-point Likert-type scale, with 1 being “extremely easy” and 9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1 and ST2 were rated to be easier for translation than ST3 and ST4. In
summary, ST1 and ST2 are tested as less complex and less difficult texts for translation than ST3

and ST4.

3.2.2. MT output selection. The four STs were first pre-translated by five online NMT engines:
Google Translate, Baidu Translate, Bing Translate, Systran, and Youdao Translate. The MT
outputs were then assessed by TAUS’s (2013) fluency and adequacy criteria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with “1” be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4” being flawless for fluency, and “1” being
extremely inadequate and “4” being fully adequate for adequacy. The nine freelance translators
recruited to assess the MT outputs using this scale were not participants for the main experi-
men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outputs of Google Translate and Systran were kept for
the PE experiment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Kendall’s W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greement among the nine raters. For both fluency and adequacy of the above two NMT outputs
(see Table 1), the responses for Kendall’s W fall between 0.71–0.90, p < 0.001,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rong agreement among raters. All evaluators rated the quality of MT output from
Google to be higher than that from Systran in both fluency and adequacy for all four texts, with
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verage scor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3.3. Experiment settings

The eye movements of the PE processing for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corded by an Eyelink 1000
plus (1000 Hz) eye-tracker, connected to a 23-inch LCD monitor as the presentation screen.
The screen resolution was set at 1280p1024 pixels. A nine-point calibration was applied to
guarantee the precision of the gaze data. The English STs were displayed in the upper window of
Translog-II, with Times New Roman Typeface set at 16 points, and double line spacing. The

Fig. 1. Summary of ST complexity from four sets of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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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T output and final target texts were displayed in the lower window, with SimSun
Typeface set at 16 points, also with double line spacing.

3.4. Experimental procedure

Each participant carried out two PE tasks: post-editing oneMT output with high quality (coded
as MTH), and the other MT output with low quality (coded as MTL). The two PE tasks are from
different STs to reduce potential learning effect. The order of the four STs and the sequence of
the two PE tasks were balanced across the sixty participants in a Latin square design. There was
no time constraint on all tasks.

Each participant filled in a pre-task questionnaire concerning their educational and language
background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MT and PE. They first carried out a warm-up task and
were instructed to post-edit the assigned MT outputs and deliver final products of publishable
quality.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a piece of
short English news briefing the background of each ST was provided for participants before each
task. Right after finishing each task,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task difficulty subjec-
tively; and after finishing their task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ment in writing regard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y had come across during the PE tasks. Participants could

Table 1. The inter-rater agreement and mean scores for Google and Systran MT outputs

MT Adequacy Text Mean Sd. Min Max Kendall's W Chi-Square Sig.

Google ST1 3.33ppp 0.37 2.57 3.82 0.765 422 P < 0.001

Systran 1.94 0.44 1.19 2.58

Googles ST2 3.36ppp 0.4 2.57 3.89

Systran 2.46 0.53 1.62 3.29

Google ST3 3.32ppp 0.43 2.62 3.68

Systran 1.65 0.15 1.46 1.82

Google ST4 3.36p 0.33 3.08 3.92

Systran 2.47 0.79 1.77 3.77

MT Fluency Text Mean Sd. Min Max Kendall's W Chi-Square Sig.

Google ST1 3.11ppp 0.44 2.52 3.69 0.799 453 P < 0.001

Systran 1.79 0.49 1.19 2.51

Google ST2 3.37ppp 0.48 2.23 3.39

Systran 2.28 0.54 1.55 3.21

Google ST3 3.3ppp 0.38 2.98 3.79

Systran 1.51 0.23 1.21 1.78

Google ST4 3.33p 0.38 3.02 3.88

Systran 2.39 0.86 1.78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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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to take a ten-minute break between the two tasks.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is shown
in Fig. 2, with the complete session for each participant lasting roughly two hours.

3.5. Quality of the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The quality of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ixty participants was
assessed prior to the data analysis. For the eye-tracking data, gaze data with 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 (AFD) below 200ms and the ratio of the total gaze time on the screen (GTS) divided by
the total task time considerably below sample mean (1.5 SD below sample mean), were elimi-
nated. The samples left were all with GTS above 30% (cf. Hvelpund, 2011; Vieira, 2016). In
addition, two abnormal eye-tracking sessions and two corrupted key-logging sessions were
excluded, and one session from ST2 was randomly removed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final data
points for each task. As a result, 96 valid PE sessions across four STs pre-translated by two NMT
engines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analysis (see Table 2). The percentage of valid data is 80%.

3.6. Data preparation and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Linear Mixed Effects Regression (LMER) models
provided in the lme4 package (Bates, Maechler, Bolker, & Walker, 2014) of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R (version 3.6.3). Standard errors, effect sizes and significance valu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software package lmerTest (Kuznetsova, Brockhoff, & Christensen, 2017). The effects of the
models were plotted by applying effects package (Fox, Weisberg, Friendly, & Hong, 2017). As
fixed effects, the main effects of NMT quality levels (MTH for high-quality, and MTL for low-
quality MT), ST complexity levels (STH for high-complexity and STL for low-complexity ST)
and their interaction were entered into the model. The random effect wa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LMER model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vestigated were: (1) Subjective rating scores;
(2) Processing time; (3)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4)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5)
Pause to word ratio; (6)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7) Total number of errors.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T length, the following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normalized
by number of tokens in ST: processing tim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Subjective rating and

Fig. 2. The flow chart of experi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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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e to word ratio were not normalized by ST tokens, because subjective rating was based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the whole task and pause to word ratio had already taken the ST length into
account.

We applied Skewness and Kurtosis tests to verify that all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normally
distributed, and checked the residual plots to ensure that the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for each
model was not violated. Square-root or log-transformation was used to transform variables with
Skewness or Kurtosis greater than 1 or smaller than �1, depending on which method produced
better normal distribution. To analyze the errors in PE output, the customized error categorie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framework (MQM, Lommel, 2018) were adopte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two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who had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ating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xamin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mainly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final post-edited product, thu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was calculated as an
indicator of overall PE qualit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MT hereafter refers to NMT.

4. RESULTS

4.1. Subjective rating

Subjective rating represents the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ask difficulty after fin-
ishing each PE task, with “1” being the least and “9” the most difficul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subjective rating is plotted in Fig. 3 and shows no
significance (p > 0.05). ST complexity showed a consistent, positive impact3 on PE for both MTH
and MTL. PE-MTL for STH (6.29) was reported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L (5.21)

Table 2. Valid data sets left for final analysis (“x” represents the data points excluded)

NMT engine
Google translate (high quality) Systran translate (low quality)

ST complexity

Low High Low High

ST1 ST2 ST3 ST4 ST1 ST2 ST3 ST4

AFD xx x x xx x x

GTS x xx xx xx x x

AFDþGTS x x

Corrupted logging data x x

Abnormal data x x

Randomly excluded x

Final data points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4 24 24 24

3A positive impact in this article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a negative impact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results in the de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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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 2.82, p < 0.01). Similarly, PE-MTH for STH (4.75) was considered to be sligh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L (4.33),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5 1.09, p > 0.05). MT qualit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rating for PE difficulty for both STH and STL. For STH, PE-MTL

(6.29) was perceived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PE-MTH (4.75) (t 5 4.01, p < 0.001);
for STL, PE-MTL (5.21) was rated more difficult than PE-MTH (4.33) (t 5 2.33, p 5 0.058).

4.2. Processing time

Processing time is the time taken to finish each PE task in millisecond (ms). The longer time it
takes, the more cognitive effort is expected to be exerted. As shown in Fig. 4, regarding pro-
cessing tim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ST complex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E-MTL. PE-MTL for STL (6984ms)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for STH (8846ms) (t 5 �2.7, p < 0.01). For PE-MTH,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was negative. PE-MTH for STH (4950ms) was faster than STL (6287ms), but the

Fig. 3.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subjective rating

Fig. 4.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rocess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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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5 �1.9, p 5 0.052). MT quality demonstrated a
negative impact on processing time and thi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only for STH, with PE-MTH

(4950ms) being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PE-MTL (8846ms) (t 5 �5.7, p < 0.001). For STL,
PE-MTH (6287ms) took slightly less time than PE-MTL (6984ms) (t 5 �1, p > 0.05).

4.3. Pause to word ratio

Pause to word ratio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pauses in a task by the number
of tokens in the ST. Higher pause to word ratio indicates more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Lacruz &
Shreve, 2014). As plotted in Fig. 5,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ause to word ratio was significant (p < 0.05). Pause to word ratio during PE-MTL for STH

and for STL was almost the same (t 5 0.09, p 5 0.93). PE-MTH for STH led to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for STL (t 5 3.37, p < 0.05). MT quality had a consistent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ause to word ratio during PE and this effect was stronger for
STH. For STs of higher complexity, PE-MT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PE-MTL (t 5 �7.75, p < 0.001). For STL, PE-MTH agai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PE-MTL (t 5 �4.48, p < 0.001).

4.4.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s shown by Fig. 6 (left). ST complex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for PE-MTL, but not for PE-MTH.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MTH for STH (1186ms) was almost the same as for STL (1268ms) (t 5 �0.199,
p 5 0.84). PE-MTL for STH (2284ms)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han
for STL (1300ms) (t 5 2.892, p < 0.01). MT quality showed a consistent, nega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 i.e., processing higher-quality MT costs shorter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However, thi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only for STH, wh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was recorded in PE-MTH (1186ms) than in PE-MTL (2284ms)
(t 5 �3.686, p < 0.01). For STL,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MTH (1268ms) was

Fig. 5.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ause to wor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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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tly shorter than during PE-MTL (1300m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5 �0.16,
p 5 0.89).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significant (p < 0.01), with the effect plot shown in Fig. 6 (right). ST complexity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during PE-MTH, but a positive effect during PE-
MTL. For PE-MTL,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STH (3313m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for STL (2274ms) (t 5 2.1, p < 0.05). For PE-MTH,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for STL (2842ms) than for STH (1325ms) (t 5 3.2, p < 0.01). MT quality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during PE for STH,
in which PE-MTL (3313ms)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han PE-MTH

(1325ms) (t 5 4.7, p < 0.001). For STL,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PE-MTH (2842m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PE-MT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5 0.54, p 5 0.85).

4.5.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in terms of insertions and deletions is presented in Fig. 7, with more edits indicating
more effort exerted; and this interac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p < 0.05). For PE-MTL,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for STH (5.25) and for STL (5.28) were almost the same (t 5 �0.068,
p 5 0.95). For PE-MTH,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for STL (3.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STH (1.7) (t 5 3.52, p < 0.001). MT quality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during PE, and this impact was stronger for STH.
For both STH and STL, PE-MT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fewer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han PE-MTL (t 5 �8.8, p < 0.001 for STH; t 5 �5.4, p < 0.001 for STL).

4.6. Total number of errors

Finall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is presented in Fig. 8 and this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p > 0.05). For both PE tasks, the
translators produced marginally more errors when working on STL than on STH, with no

Fig. 6.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left) and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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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 MT quality showed a consiste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during PE for both STH and STL with stronger impact for STH. PE-MTL generated more
errors than PE-MTH (for STH, t 5 2.09, p 5 0.097; for STL, t 5 �1.56, p 5 0.27), but
neither impact was significant.

5. DISCUSSIO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showed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all 7 indicators of PE task dif-
ficulty, with 5 indicator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ee Table 3).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is decid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In
other words, when participants conduct a PE task, the task difficulty perceived, the processing
time spent, the number of pauses produced, the editing operations needed, the fixation duration

Fig. 7.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Fig. 8.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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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d to ST and TT, and the number of errors produced, are all influenced by factors of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e will discuss how the two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impact the overall PE task difficulty. The participants’ retrospective reports o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y came across during PE tasks will be cit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5.1. Effect of ST complex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The impacts of ST complexity on PE for MTL and MTH were summarized in Table 4, showing that
ST complexity has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mpact on task difficulty in PE-MTL, but not in PE-MTH.

When post-editing low-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 (PE-MTL), ST complexity displayed a
positive impact on 5 out of 7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The increase in ST complexity led to
significantly higher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and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Interestingly,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on PE-MTL was similar to its
impact on manual translation as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Translating high-complexity STs
was subjectively rated as more difficult than low-complexity ones (Liu et al., 2019; Sun & Shreve,
2014), took longer processing time (Sun & Shreve, 2014), and required more visual attention on
ST and TT (Liu et al., 2019). Although ST complexity seems to have similar impact on PE-MTL

and manual translation, the role ST plays in the two tasks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In a PE task a ST acts both as a reference for correcting MT errors and a text for translating

from scratch. According to the retrospective data, 75%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when
post-editing a low-quality MT, they had frequently checked the ST for revising the MT output,

Table 3.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Interaction
effect
(p value)

>0.05 <0.01 <0.05 <0.05 <0.01 <0.05 >0.05

Table 4. Effect of ST complexity on the PE task difficulty for MTH and MTL

ST
Complexity

STL → STH

Indicators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MTL ↑pp ↑pp ↑ ↑pp ↑p ↓ ↓

MTH ↑ ↓ p↓ ↓ ↓pp ↓ppp ↓

Note: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the value; “↓” represents a decrease of the value (p for p < 0.05, pp for
p < 0.01, ppp for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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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for re-translating segments with critical mistakes from scratch. In other words, when post-
editing a low-quality MT,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o allocate high cognitive effort to the S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meaning either for extensive revision or for manual re-translation
without endorsing the MT output.

Understanding a high-complexity ST either for PE or for manual translation is cognitively
more demanding than understanding a low-complexity ST, as indicated by the significantly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on STH. When MTL was paired with STH, 71% of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frustration on the PE task, and opined that they might have spent even more effort on the
task than on translating from scratch. They reported that low-quality MT was sometimes very
misleading and constantly hampered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ST. Such experience,
however, was not reported by participants when MTL was paired with STL, as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low-complexity STs does not require as much effort. PE-MTL for STH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L.

When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 (PE-MTH), ST complexity shows a
positive,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rating, with the remaining measurements showing
that PE-MTH for STH costs less cognitive effort than for STL. The increased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for STL could have been caused either by ST or M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xation
duration on low and high complexity STs wa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implying that ST
complexity did not have an impact on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in PE-MTH. According to the
retrospective data, 91%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just needed a quick scan of STs for
checking the correctness of MT output. Therefore, when MT quality is high, ST reading
generally does not requir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regardless of ST complexity level.

In the TT area, however, significantly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was recorded for post-editing STL,
suggesting that processing these MT outputs requires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e MT scores for STL
and STH are similarly high. We speculate that the MT output for STL may have contained errors
which did not affect the holistic rating of MT quality by human raters but was effortful for correction
by participants. Hence, a detailed error analysis using MQM on all fourMT outputs was carried out
by two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with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5.

Table 5 shows that both MTH outputs (for STH and STL) are much higher in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contain substantially fewer errors than the MTL outputs, which can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our holistic human rating. However, MTH for STL contains four more errors than
MTH for STH. Some errors such as omission may lead to a higher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in
PE-MT for STL. Some recent research also reports that NMT can produce TTs of high overall
quality with unpredictable omiss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hidden” in the fluent expressions,
which are problematic during full PE (e.g., Moorkens, 2018; Yamada, 2019). NMT is also
difficult to conceptualize due to complex neural networks behind the system. Although most
students did not elaborate on how they corrected the errors they came across, two of them
reported that they wondered why certain ST words were just omitted unexpectedly in some MT
outputs, and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noticed them had they not checked the STs carefully.

5.2. Effect of MT qual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Table 6 shows that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PE difficulty in general; that is, the higher
the MT quality, the lower the difficulty of the PE task. This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as ST
complexity increases.

50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3 (2022) 1, 36–55

Brought to you by Durham University Library | Unauthenticated | Downloaded 05/11/22 08:26 AM UTC



For low-complexity STs,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6 out 7 indica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with pause to word ratio and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to post-editing low-
quality MT,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T was rated to be easier (by participants), with reduced
processing time,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editing amount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about the same between PE-MTH and PE-MTL tasks. Daems et al.
(2017)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MT errors could affect different PE effort indicator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rrors which appeared in the MTL output for STL appear to have affected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he most but did not evidently affect the other indicators.

For high-complexity STs,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7 indicators, with 6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ask difficulty of PE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when MT
quality increases. This is reasonable, as evaluating and revising low quality MT output took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T quality on PE difficulty became stronger when the
ST was more complex, as indicated by the bigger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between
MTH and MTL when paired with STH. This is mainly because neither STH nor STL requires deep

Table 5. Error analysis on the MT outputs for STL and STH

Error type

STL STH
SeverityMTL MTH MTL MTH

Mistranslation 17 5 16 4 Critical

5 0 6 2 Minor

Grammar 4 0 3 0 /

Word order 4 3 6 1 /

Omission 0 3 0 0 /

Total 30 11 31 7 /

Table 6. Effect of MT quality on the PE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for STL and STH

MT quality
MTL →MTH

Indicators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STL ↓ ↓ ↓ppp ↓ ↑ ↓ppp ↓

STH ↓ppp ↓ppp ↓ppp ↓pp ↓pp ↓ppp ↓

Note: “↑”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the value; “↓” represents a decrease of the value; (p for p < 0.05, pp for
p < 0.01, ppp for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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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and high amounts of cognitive effort when MT produces high-quality output. In
contrast, when MT produces low-quality output, processing a STH either for revising MT output
or for manual re-translation takes substantially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an processing a STL.

5.3.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market

As the first study investigating how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interact to impa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our findings will have implications both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market.

Methodologically,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on various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is different. This validat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e.g., Herbig, Pal, Vela, Krüger, & Genabith, 2019; Vieira, 2016) in
that “different measures may be more sensitive to different nuances of cognitive effort” (Vieira,
2016: 57). Therefore, a multi-method approach could offe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
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PE and manual translation.

On the side of S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en checking the impact of ST features on PE
effort (e.g., O’Brien, 2004, 2006; Aziz et al., 2014), quality of MT outputs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a similar level to disentangle the impact of ST from that of MT on the final PE effort. On the side
of MT quality, our results support those reported in Krings (2001), Gaspari et al. (2014), Vieira
(2016) and Daems et al. (2017) in that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E effort. None of
these studies, however, considered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level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assess ST complexity if we want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that
MT quality imposes on PE effort.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ed to ST and TT areas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both the giv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No previous PE
studies have controlled for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when they looked into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ion to ST and TT, which can explain why their results are likely to be
inconsistent and difficult to compare (e.g., Carl et al., 2011; Daems et al., 2017; Mesa-Lao, 2014).

For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pricing a post-editing task is more challenging than pricing
conventional manual translation. A cost-effective operating model for PE pricing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well-established (TAUS, 2013, 2019). Recent studies have touched on how to improve MT
quality evaluation metrics to better predict PE effort (e.g., Specia & Shah, 2018), but research has
not yet considere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T quality on PE effor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predictive and fair PE pricing model should factor in both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6. CONCLUS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The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was found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most difficulty in-
dicators of PE tasks. Secondly, ST complexity has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low-quality MT, similar to its impact on manual translation. However,
it has no positive impact on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T. This is because ST does not requir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when the MT quality is high enough. Thirdly, MT quality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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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impact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and this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when the
complexity level of ST increases. Therefore, the overall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is decided
by both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They cannot be decoupled from each other and should
both be assessed or controlled when developing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or designing post-
editing tasks for training purposes.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courses and
pricing schemes for MT post-editing. However, we are aware that some limitations exist in this
study, such as recruitment of a single student participant group and applying only one text type
and language pair. Our future research will includ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other text
domains for more generalizable results. In addition, our next step of analysis will include
detailed eye-tracking data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types of ST features and MT errors affect
post-editing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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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测量体系构建研究①

贾艳芳 湖南师范大学 孙三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 要： 了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及测量方法，对于提升机器翻译质量、
优化其人机交互工具界面和功能、提供课堂教学和测试难度分级依据均有重要
作用。本文提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分析
了影响译后编辑难度的三大因素：材料因素（即机器翻译及原文）、译者个体
因素、环境因素（即译后编辑工具），并从机器翻译质量评估、原文特征分
析、译者个体因素、译后编辑工具可用性评测及认知努力测量等方面，论述了
译后编辑难度测量及存在的挑战。

主题词：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任务难度；认知努力；人机交互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22)03-0016-09

11	 引言

机器翻译在经历了基于规则、实例和统计

的实现手段后，又迎来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

翻译（简称神经机器翻译），其质量在许多语

言对上优于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尤其表现在

译文流利度上（Jia et al.，2019a）。虽然机器

翻译中的错误依旧不可避免，但辅以不同程度

的人工译后编辑来修改机译错误，可大大提升

翻译效率，因此译后编辑模式被语言服务行业

广泛采用，成为当下翻译市场应用最多的主流

翻译模式（TAUS，2019）。

从 认 知 角 度 讲 ， 译 后 编 辑 是 一 项 人 机

交互特征明显的新型翻译模式（O’B r i e n，

2021），其认知加工过程较传统人工翻译更

为复杂，又有别于基于翻译记忆模糊匹配的计

算机辅助翻译。译者需要同时与原文、机器翻

译、译后编辑工具交互协作，以实现最佳的认

知成本效益。原文和机器翻译译文两个输入源

的特征都将影响译后编辑的任务难度；此外，

译后编辑必须在特定的工具中进行，工具的可

用性也会直接影响任务难度。

了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及

测量方法，对于提升机器翻译质量、优化人机

交互、方便课堂教学和测试难度分级均有重要

作用。然而，译后编辑作为一种较新的翻译模

式，其难度测量又涉及机器翻译、翻译学、认

知科学、工效学等跨学科专业领域，目前相关

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尝试构建译后编辑认知

加工过程和难度测量框架，从理论与方法两个

角度对译后编辑难度的测量进行探讨。

22	 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研究

模型

任务难度指“识别问题解决方案所需的

认知负荷或心理努力程度”（Gallupe et al.，

1988：280），它主要针对特定的任务和任务执

行者。衡量任务难度关系到执行者完成任务的

难易程度（Dahl，2004：39），其本质上是主

观的，与个体感知直接相关。

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和心理负荷

（mental workload）是认知科学的核心概念，

两者内涵相近，但源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两

个概念在翻译及译后编辑过程研究中常互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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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者，但必须和机器翻译译文及译后编辑

工具交互合作，才能最好地平衡质量水平要求

和认知努力付出。下文将对译后编辑认知加工

过程及任务难度的各项影响因素和测量方法展

开分析讨论。

33	 译后编辑难度影响因素及其测量方法

影响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任务整体

难度的因素包括三类：（1）材料因素，即机

器翻译和原文；（2）译者个体因素；（3）译

后编辑工具。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从事

复杂活动时的工作记忆有限，译者在进行译后

编辑任务时，对各因素进行认知加工均会占用

其有限的工作记忆和认知资源。因此，这四项

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译后编辑任务的难度

及译者的认知努力付出。认知努力测量指标主

要包括译者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的各项生理指

标、行为指标及最终译文质量。四项影响因素

均为可控制和可测量项，检验其中一项或多项

因素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须在有效测控其

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

3.1 机器翻译质量

3.1.1 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方法

机 器 翻 译 质 量 通 常 被 视 为 译 后 编 辑 任

务 难 度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机 器 翻 译 质 量 评 估

方 法 可 分 为 人 工 评 估 和 自 动 评 估 两 种 。 人

工评估方法包括忠实度 /流利度评分、等级

用。认知负荷最早出现于心理学领域，影响较

大的是Sweller et al.（1998）提出的认知负荷

理论，该理论认为，任务所需的总体认知负荷

由材料因素和个体因素引发的内在认知负荷，

以及任务呈现方式和环境等引发的外在认知负

荷需求共同决定。心理负荷是人机交互研究领

域的重要概念，人机交互是一门研究机器或计

算机化的系统及软件与用户之间交互关系的学

科（Johnson，1992），Meshkati（1988）

提出了影响人机交互任务执行者心理负荷的多

维模型，概括了影响心理负荷的众多因素、各

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测量心理负荷的手段。

本研究中，认知负荷指译后编辑任务对译者提

出的认知资源需求，而认知努力（cogni t ive 

effort）指译者在执行任务时实际投入的认知

资源。

本研究基于认知负荷理论和心理负荷多维

模型，构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

量模型（见图1）。译后编辑认知过程包含五类

活动：（1）原文阅读理解；（2）机器翻译阅

读理解；（3）机器翻译质量评估；（4）机

器翻译错误修订；（5）原文人工翻译。译者

依据原文评估识别机器翻译错误，决定修改机

器翻译错误或重新人工翻译原文句段，这一

决策过程受到原文特征和机器翻译质量共同影

响。译者阅读原文或机器翻译的优先顺序，可

能受到机器翻译质量或译者个体习惯差异影

响（Guerberof Arenas，2013；Carl et al.，

2015）。在此过程中，译者仍是译后编辑任务

图 1 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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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r a n k i n g）、错误分类，如翻译自动

化用户协会（the Translat ion Automation 

User Society，TAUS）的动态质量评估框架

（DQF）及目前采用最广的翻译质量多维评

估模型（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Lommel，2018）；自动评估通过对比机译

结果与标准人工参考译文或译后编辑结果之

间的相似度为机译结果量化打分，常用方法

包括BLEU、NIST、GTM、METEOR、TER、

HTER等。两者相比，人工评估耗时耗力但更

为可靠，自动评估方法省时省力且相对稳定，

被机器翻译领域广为采用，但严重依赖参考译

文，所以可靠性较差，且与人工评估之间的相

关性低，仍有待继续完善。

在现有的全自动机器翻译模式下，译者

无法实时干预机译结果，需要对所有机器给定

译文进行译后编辑，仍处于“人适应机器”阶

段；探索研发中的交互式机器翻译模式（如

TranSmart），其发展朝向“机器适应人”的

人机融合方向，目标是在译者与机译系统交互

时，系统会根据译者的实时反馈，产生新的翻

译假设供译者选择，避免译者反复修改相同的

机器翻译错误，并实时更新优化译文选项。新

变化将对机译质量评估带来全新挑战。

3.1.2 机器翻译质量与译后编辑难度

Krings（2001）对基于规则的机译句子质

量进行了人工评估，发现句子机译质量越高，

则译后编辑耗时越短；但机译质量与译后编辑

认知努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译后编辑中

等质量机译句子所花费的认知努力很多时候反

而最高，因为译者的注意力在原文、机译译文

和译文上的分散程度更高。Krings还发现，机

译质量高低对原文加工及认知努力分配有一

定影响，但该研究并没有测量原文句子复杂

度，所以无法衡量原文特征本身在此过程中的

作用。

机器翻译的错误数量和类型均与译后编

辑努力的付出相关。Daems et a l.（2017）

发现机译错误总量与总注视次数、产出单位

（production unit）数量呈负相关，与平均停

顿率（average pause ratio）呈正相关，但与

平均注视时长无相关性；不同的错误类型对不

同的译后编辑努力指标的影响不相同，如连贯

性错误对任务完成时间的影响较大，而意义迁

移与注视时长的相关性较强。此外，机器翻译

质量自动评估结果与译后编辑努力呈负相关。

低分的GTM、TER、BLEU及METEOR机译译

文，在译后编辑时需要消耗的任务时间及总注

视时间更长，总注视次数也更多，表明更高的

认知努力付出（如O’Brien，2011；Gaspari et 

al.，2014）；基于高分的METEOR机译结果译

后编辑，消耗的平均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较低

（Vieira，2016）。上述研究均将机器翻译质量

作为影响译后编辑过程的主要因素，对应的原

文特征很少被纳入考虑范围。然而，在与不同

复杂度的原文配对时，具有相同错误或自动评

分水平相当的机器翻译结果可能耗损不同程度

的认知努力。

此 外 ， 机 器 翻 译 技 术 几 经 迭 代 更 新 ，

现有研究主要以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为研究

对象，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基于神经网络模型

的翻译方法，虽然极大提高了译文流畅度，

但其错误类型却更加难以预测，这类错误隐

藏在流畅的行文中，反而加大了译后编辑时

识别和更正机译错误的难度（Moorkens，

2018；Yamada，2019）。而交互式机器翻

译具有人机融合的特点，其译文及质量随着与

译者的交互呈现动态变化，这对译后编辑过程

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亟须加大对最新机器翻译

方法的研究。

3.2 原文特征及其测量

3.2.1 原文与机器翻译难度相关特征

在译后编辑模式下，原文发挥的作用有

异于人工翻译。原文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机器翻译质量，早期基于规则及实例的机器翻

译质量受原文特征的影响尤为明显。原文中容

易引发机器翻译错误的特征被称作消极翻译指

征（如多义词、省略、动名词、被动语态等）

（Underwood & Jongejan，2001）。O’Brien

（2004，2006）发现，消极翻译指征较多的原

文在译后编辑时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如任务

时长更长及编辑量更多；不同消极翻译指征对

译后编辑认知努力的影响程度不同，如较长的

名词短语及动名词对译后编辑努力的影响较

大，而缩写、专有名词以及标点符号等的影响

则较小。然而，此类针对原文特征对译后编辑

认知努力影响的研究，普遍没有控制或测量

相应的机器翻译质量水平。所以，原文的某

些特征对译后编辑认知努力的影响，可能是

由这些原文特征造成的较低质量的机器翻译

或两者交互作用共同造成的，无法明确归因于

原文特征。

了解原文消极翻译指征的影响有助于制定

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写作规范，

实施译前编辑，从而消除这些因素，提高机器

翻译质量，最终降低译后编辑难度。随着机器

翻译技术的革新，原文对机器翻译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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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而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及神经机器翻

译，其质量更多受到训练机译系统的平行语料

库的质量及算法的影响，受原文特征的影响程

度较小（Jia et al.，2019b）。

3.2.2 原文与翻译难度相关特征

译者需要依据原文来识别机器翻译错误

并加以修改，对于错误较多的句段，译者可能

弃用机译译文，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人工翻

译。此时，原文与翻译难度相关特征将影响其

最终的认知努力付出。

原文翻译难度测量可采用可读性公式、高

低频词占比率、句法复杂度、非直译度（non-

literalness）、文本语义特征及专家评分等方

法。可读性公式是文本阅读难度测量最常用的

方法，一般包含1—3个可以量化统计的文本

特征（如词汇难度与句长），可以据此对文本

的阅读难度给出客观评分，常用的可读性公

式包括Flesch Reading Ease、Dale-Chall、

SMOG、Flesch-Kincaid Readability等。高低

频词占比可以测量原文中高低频词所占的比

例，通常一篇文章所含的低频词越多，阅读难

度越高。句法复杂度测量文本句子内部的连贯

性及相邻句子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句子之间的

连贯性及相似度越高，阅读难度就越低，可以

利用Coh-Metr ix对句子结构相似度进行打分

（McNamara et al.，2014）。

除阅读难度外，某些文本特征容易引发

翻译相关难度，如可直译度。可直译度指文中

包含习语、隐喻、转喻等非直译元素的数量，

非直译元素越多，文本翻译难度越大。可直译

度最早由Jensen（2009）应用到翻译过程研究

中，作为原文复杂度的筛选标准之一。此外，

文本的语义特征，如“词的多义性”和“词语

在译入语中对等词的数量”，也是影响可直译

度的潜在因素（孙三军、文军，2015），但目

前暂无有效工具对汉语词义进行量化统计。

WordNet词义统计工具以英语为主，暂未开发

其他语言的词义统计功能。除以上几种评价标

准外，专家对原文阅读及翻译难度的主观评估

也是原文难度评估的常用手段。

原文翻译难度测量在实践中多综合采纳以

上多种测量方法。Jensen（2009）最早使用可

读性公式、高低频词占比率、可直译度及专家

评分作为原文难度分层筛选的标准，是目前翻

译过程研究中原文复杂度筛选最常引用的指标

模板之一（如Liu et al.，2019）。Sun（2015）

构架了翻译难度研究框架。

译后编辑研究对原文的关注则较少，译

后编辑过程研究也极少测控原文特征。然而，

贾艳芳（2020）对于神经机器翻译任务难度的

研究显示，原文复杂度和机器翻译质量存在显

著的交互效应，会影响译后编辑难度。原文复

杂度对其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机器

翻译质量，对低质量神经机器翻译来说，原文

复杂度的影响与传统人工翻译相似，复杂度越

高，译后编辑难度越大；而对高质量神经机器

翻译来说，原文复杂度对译后编辑的影响则不

显著。译者访谈表明，该现象可能由于原文需

要被理解加工的程度取决于机器翻译的质量，

对于低质量的机器翻译，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

文才能修改机译中的大量错误或重新翻译原

文，而对高质量机器翻译进行译后编辑，译者

无须深入加工原文，原文主要起到参考作用。

然而，该研究只聚焦于原文的整体复杂度，原

文具体特征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仍有待进一

步探究。

3.3 译后编辑工具可用性及测量

现 有 的 译 后 编 辑 任 务 普 遍 在 融 合 机

器翻译功能的机辅翻译软件（如Tr a d o s和

memoQ）、线上机辅翻译平台（如YiCAT和

Memsource）或独立的机器翻译软件（如云

译通）中进行。译后编辑作为典型的人机交互

模式，其工具功能及界面设计的可用性直接影

响译后编辑的外在认知负荷需求，不符合译者

的认知需求及习惯的功能或界面，会增加认知

摩擦，加大任务难度。可用性评估是工效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基本方法包括用户测试、启发

式评价（heuristic evaluation）、认知走查法

（cognitive walkthrough）、行为分析（action 

analysis）、访谈、问卷、GOMS模型，以及

基于眼动和脑电技术的认知生理评估方法等。

现有的机辅翻译软件普遍融合机器翻译

功能，可以同时进行机辅翻译和机器翻译译

后编辑。O’Brien & Moorkens（2014）和

Moorkens & O’Brien（2017）等研究均表

明，职业译者对机辅翻译软件功能及界面以及

其译后编辑功能普遍抱有强烈的不满，主要针

对界面布局、交互功能、文本切分方式、视觉

效果、软件故障等，即便在机辅翻译系统功能

不错的前提下，译者普遍对其译后编辑功能也

会有所不满。由于“翻译记忆和机器翻译技术

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技术”

（ib id.：109），机辅翻译软件并没有全方位

考虑译后编辑任务的特殊性。独立的译后编辑

工具研发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TransType

（Langlais et al.，2002）、iOmegaT（Moran 

& Lewis，2011）、PET（Aziz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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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cat（Bertoldi et al.，2013）、Casmacat

（Koehn et al.，2015）等，但此类软件开发

同样主要考虑软件功能本身，缺乏对译者人为

因素的考虑。驱动翻译技术发展的首要因素是

功能需要，能否很好地满足译者的生理、心理

及认知需求往往是开发者的次级考量因素，软

件很少在设计之初就以译者为中心，全面考量

人类工效学因素，译者反馈往往在软件设计完

成以后才会得以收集，而这时软件可以调整的

余地已经很小了。

提升工具可用性是提高译后编辑效率和用

户满意度的重要途径。通过融合可用性评估和

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观察和测量分析译者在真

实工作环境下应用翻译技术进行翻译时的认知

加工过程，对现有软件或正在开发软件的可用

性进行分析，可以为翻译技术开发提供宝贵的

参考。Kappus & Ehrensberger-Dow（2020）

通过分析任务时间、眼动热点图、击键次数、

鼠标活动、译文质量评估及访谈等，发现功能

相似的机辅翻译软件Trados和Lilt的界面布局呈

现方式差异较大，而译者更喜欢符合直觉判断

的功能布局，功能纷繁的界面在一定程度上会

增加译者的认知负荷。随着交互式机器翻译的

研发（Peris & Casacuberta，2019），机器翻

译朝着“机器适应人”的方向发展，要更好地

实现人机融合，开发符合译后编辑自身任务特

点的工具的需求更为迫切。

Ragni & Vieira（2022）通过梳理目前针对

神经机器翻译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涉及译者

的机器翻译研究，其研究目的均为改进机器翻

译技术本身，而不是如何让机器翻译作为工具

更好地服务译者。因此，除了针对提升机器翻

译技术本身之外，亟需学界和业界加大以下方

面研究，包括：如何让机器翻译技术及译后编

辑工具设计更有效地协助译者完成译后编辑任

务，揭示译者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的认知需求

和局限，评估现有工具人机界面及功能设计的

实用性及易用性，最终改进不符合译者认知需

求或认知工效原理的痛点设计。

3.4 译者因素及测量

除了客观输入材料和工具因素外，译者

对译后编辑任务难度的感知与其自身的认知能

力、情感态度因素及译后编辑相关能力等也密

切相关。认知能力通常可以通过受试的工作记

忆力容量测得，具体包括操作广度、阅读广度

及记忆广度等测验（Conway et al.，2005）。

然而，Vieira（2016）发现工作记忆力对译后

编辑认知努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认为工作记忆

是译后编辑任务的次级影响因素，与其他因素

（如机器翻译质量、原文熟悉程度及态度等）

交互影响译后编辑的认知努力付出。

作为一种人机交互翻译模式，译后编辑

能力与传统翻译能力存在交叉，但并不完全相

同。O’Brien（2002）认为成功的译后编辑者

需要熟练掌握原语和目的语、专业领域知识、

文本类型与对比知识，能运用工具，还需要掌

握机器翻译知识，具备术语管理能力，可以执

行译前编辑，进行受控语言写作，开展基本编

程，使用宏命令，为机器词典编码，并对机器

翻译抱有积极态度，可以容忍低质量机译结果

等。Rico & Torrejón（2012）将译后编辑能力

划分为三大范畴，即语言能力、工具能力与核

心能力。冯全功、刘明（2018）构建了译后编

辑能力的认知、知识及技术三大维度。Nitzke 

et al.（2019）认为译后编辑能力应包含双语能

力、修订能力、翻译能力、译后编辑能力、机

器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工具能力、语言外能

力以及风险评估能力、决策能力、咨询能力及

服务能力。

虽然对译后编辑能力到底包含哪些具体

内容并无定论，但其内涵明显更为多元，除传

统的语言能力及翻译能力外，还包含了工具能

力、机器翻译相关知识掌握、技术使用及态度

等范畴，充分体现了其人机交互的特性。虽然

行业认为译后编辑比人工翻译更为简单，其

定价比人工翻译更低，但调查显示职业译者

强烈排斥译后编辑任务（Bundgaard，2017；

Läubli & Orrego-Carmona，2017；Cadwell et 

al.，2016），认为译后编辑增加了任务中的不

确定因素。一方面，机器翻译的质量并不稳

定，另一方面，译者需要不断学习迭代更新

的技术工具，因此许多译者认为译后编辑是

一项更为复杂的认知活动。相比之下，学生

译者对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的态度更为积极

（Yamada，2015；Jia et al.，2019b）。

究其原因，对于职业译者和新手译者来

说，译后编辑都是一项新型翻译模式，职业

译者并不等同于职业译后编辑者，译者译后

编辑相关能力的整体提高，将降低其任务难

度感知，减少其译后编辑需要付出的认知努

力，但专精知识的获得需要多年的刻意训练

（Ericsson & Smith，1991）。Moorkens et 

a l.（2015）发现职业译后编辑者的译后编辑

速度明显快于新手译后编辑者，而de Almeida

（2013）和Guerberof Arenas（2014）认为译

者的译后编辑经验与译后编辑速度没有显著关

系。由于译后编辑能力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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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研究对译后编辑能力的筛选标准并不一

致，多根据译后编辑经验年限、是否会使用工

具等简单标准进行筛选，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细化统一译后编辑能力的测量标准，分析其对译

者任务难度感知的影响。

44	 译后编辑难度测量方法及挑战

测量译后编辑难度的方法，可分为内省

法（主观评测、回溯性报告等）、行为观测

法（编辑行为、停顿行为、注视、任务时长

等）、生理测量法（脑功能反应、瞳孔反应、

皮肤反应、血压、心率等）（Sun，2019；谭

业升，2020）。由于认知负荷的多维度性，不

同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认知负荷的影响，测量

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Vieira（2014）和Cumbreño & Aranberri

（2021）等研究对比了眼动、停顿、编辑时间

和主观评分四类认知努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发现虽然所有指标之间都存一定程度的相关

性，但编辑时间、停顿单词比（停顿次数与原

文词数比）、注视次数单词比之间存在较强的

相关性且信度较高，而平均注视时长、停顿率

及主观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弱且信度低；具有译

后编辑经验的译者对认知负荷的主观评分与其

他指标的相关性较高，新手译者则较弱。当

用不同测量方法测出的结果相互矛盾时，Jex

（1988）认为应以个体的主观感知评价为准。

Herbig et al.（2019）则尝试建立译后编辑难

度的多模态指标评估模型，发现在所有标准

中与主观评分相关度最强的是任务时长和眨

眼频率，中等相关的是TER得分、平均注视量

（average fixation amount）、平均停顿率、

皮肤电反应，而其余指标呈弱相关。该研究发

现，多模态指标认知负荷测量模型的有效性显

著高于单独基于时间或文本特征的测量模型。

在行业方面，译后编辑定价主要依靠译

后编辑效率作为其任务难度及定价的主要依

据，效率主要通过任务时间或编辑量来衡量。

然而任务时间并不能全面反映译者认知努力的

付出，一方面，单独使用译后编辑时间测量认

知努力的有效性不高，另一方面，译后编辑的

耗时不止包括修改机译错误本身的任务时间，

还可能涉及原文预处理、解决软件技术问题

以及项目管理等时间成本。而编辑距离（如

HTER）一方面只能体现最终译后编辑结果和

最初机器翻译之间的编辑量，而非具体过程的

实际操作修改量，如反复修改过程等，另一方

面，编辑量是认知加工过程后的最终技术操

作结果，与认知加工过程本身存在一定差别

（Vieira，2016；贾艳芳，2020）。

测评手段优化可以综合采用主观评测、

行为及生理测量等多模态数据指标，多方法多

元互证，测量译后编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付

出，避免单一方法的片面和不足。然而，科学

测量译后编辑认知努力还需要建立在对上述影

响因素的合理测控上。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

受多元因素影响，但大多数现有研究未能考虑

此特性，把原文和机器翻译两大材料因素对译

后编辑认知加工效果的影响割裂开，往往在未

测控原文或译文一方的情况下，研究另一方

的作用（如Aziz et al.，2014；Daems et al.，

2017）。进一步研究需要评测不同层级原文的

复杂度、质量优劣分层的机器翻译及两者的

交互效应，及其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由

此全面了解材料内因的作用。

此外，译后编辑研究往往滞后于翻译技术

革新，需要进一步对接机器翻译技术发展，在

现有的大量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不断深化对神经机器翻译的研究，并展

开对交互式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分析不

断革新的机器翻译方法对译后编辑模式认知加

工机制的影响，促进符合工效学原理的交互式

机器翻译系统和工具的开发，保证译后编辑难

度研究的应用价值最大化。

55	 结语

本文运用人机交互领域的理论及相关研究

成果，构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和难度测量模

型，分析了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的测量及认知努力的测量方法。尽管译后编辑已

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主流翻译模式之一，但迄今

为止有关译后编辑难度测量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

见。译后编辑难度测量涉及机器翻译、翻译学、

认知科学、工效学等跨学科领域，且涉及多元

复杂的影响因素，亟需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解

决以下问题，主要包括：（1）综合评测多元

因素的影响，分析原文和机器翻译两大材料内

因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2）评测现有各

类译后编辑工具的界面及功能可用性对译后编

辑难度的影响；（3）分析译者在译后编辑时

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和局限，以及不同材料

内因及工具外因的变化对其认知加工机制的影

响，包括认知努力、压力、决策、情感及人机

交互等过程；（4）优化测评手段，建立评测译

后编辑认知努力的最佳测量模型。基于对上述

问题的研究，最终建立译后编辑各影响因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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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效应的量化模型，科学预测译后编辑难度。

译后编辑难度研究与译后编辑过程中的问

题解决、策略与技巧、译后编辑能力等翻译学

中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可以拓展人工智能时

代背景下认知翻译学的研究疆域。深化对译后

编辑难度影响因素及测量方式的认知，可以对

译后编辑任务失败科学归因，对其任务难度计

算进行建模科学预测，优化译后编辑工具的人

机交互界面和功能，最终全面提升翻译效率及

用户满意度，并为译后编辑市场定价及培训测

试等提供科学依据。

注释

①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信息技术背景

下人机交互翻译模式任务难度研究”（编

号： 20YBQ068）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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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Difficult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difficult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T) post-editing 
and selecting scientific indicators to measure it will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MT quality, optimizing 
the usability of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ools, 
an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st-editing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This study model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with its impacting 
factors and measures of its difficulty. It identifies three 
groups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ifficulty of post-
editing, namely, texts (including source text and it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ors, and environments. 
It then discusses MT quality assessment, source text 
complexity, post-editor’s characteristics, usability 
of post-editing tools, cognitive effort, and their 
measurements.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cognitive effort;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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