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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孟子》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表现在取譬设喻、排比反复、正反对比、句式同构等方面。 通过词法、句法和

口语化文体特征三方面，结合实例探究英译《孟子》文学风格再现的策略和异同，结合三位译者的文本梳理《孟子》
文学风格翻译与转换的特点。 文学风格的可译性是有限的，文学风格本身带有一定的难以言说性，通过恰当的翻

译策略能传达和再现原作特有的风格和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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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尤善综合利用譬喻、排比、对比等艺术手段说

理叙事，在语言艺术上体现为精准选词，长短交错、灵
活多变的句子以及平易活泼的口语对话体等。 《孟

子》译本在英语世界中旅行时，我们关注上述风格能否

转换、如何转换、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转换，通过译者的

努力，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否和我们一样体会到《孟子》
气贯长虹、雄浑奔放的风格特征？

一　 风格及风格翻译

“风格”一词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并不

多用，常用“风”、“气”、“体”、“格”、“味”、“品”等来表

达风格的含义。 但“风格”一词最早出现时，往往用来

品评人物的风度和品性。 南朝刘勰首次将“风格”一

词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作为文学理论术语使用。 他在

《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谈到文学风格的八种类型：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

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

轻靡。” ［１］１９１这是我国文论史上较早系统专论文学风格

的论文。 他还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１］１９１意在言

表那些融入原创者个性的作品，其风格犹如人颜面般

形态各异。 唐代文学风格论日趋成熟，司空图的《二十

四诗品》将诗歌风格划分为“雄浑”、“冲淡”等 ２４ 种类

型［２］２０３－２０７，论述了各种风格的美学特征。 现代学者刘

隆惠认为：“文艺作品的风格，应该是指一个作家所有

作品中经常重复出现的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的总

和。” ［３］１６４吕俊认为：“风格是一个科学系统，是一部作

品的风貌、格调等各种特点有机联系的综合体现。” ［４］５３

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古希腊，本义为“木堆”、
“一个长度大于宽度的固定的直线体”。 黑格尔最早

阐释了风格，他说：“风格就是服从所用材料的各种条

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且它还要适应一定艺术种类的

要求和从主题概念生出的规律。” ［５］３７３此外，西方作家

也给风格下过定义。 布封说：“风格就是人。” ［６］２２歌德

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 ［７］３９

由于风格定义的多元化以及概念的模糊性，学界对风

格的研究和讨论，还有许多空白点值得关注。
在英语世界中，译者如何将《孟子》鲜明的风格转

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孟子》的语言风格在多大程度上

能得以保留呢？ 孙志远说：“语言风格是指对各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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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和运用，旨在达到某种语言效果。 个人语言风

格是指人选用各种语言手段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点

的总和。 所谓语言手段，它包括语音、词法、句法和文

体手法” ［８］１４８。 风格需通过语言呈现，语言的运用直接

影响着作品风格的特点。 “风格在写作领域可释义为

语言使用的一些特征，而这种语言特征可抽象地视为

一种风格” ［９］１０。 要想研究作品风格则需从作品的语言

运用着手，结合词汇、句法和文体等方面进行文本的语

言风格研究。 译者在创作时会根据不同的创作目的进

行话语策略筛选，译者的话语策略就决定了词、句、文
体等语言表现形式特有的语言风格。 我们将重点从词

汇、句法和文体三个层面探讨《孟子》的散文风格及其

翻译。
二　 《孟子》的散文风格翻译

（一）词的层面

中国古文总以语词精炼传神见长，文论家刘勰曾

说：“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 ［１］２０９

《孟子》中精炼而意蕴丰沛的词句俯拾皆是。 尤其在

动词使用方面，形成了语义准确、句式整齐、朗朗上口、
节奏鲜明等用词特点。

１．单动词的使用

《梁惠王章句下》中有“齐人伐燕”一节，说的是齐

人吞并燕国后，各诸侯国攻打齐国，为此宣王求教于孟

子。 孟子说，燕王实行暴政，置民于水火之中，本国内

乱孳生，齐王应该做的是解救燕国人民，而非“杀其父

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倍地而不行

仁政”，“动天下之兵也”。 通过多个单动词连用，层层

递进，节奏紧张，营造出一种剑拔弩张的氛围。 说明齐

王对燕国人民不行“仁政”的做法是惹祸上身，招来诸

侯各国军队攻打是自食其果。 本文主要采用的三个译

本（１９ 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译本、在西方学界

引证甚广的香港著名学者刘殿爵教授译本以及大陆地

区的大中华文库译本，译者为古诗词英译专家赵甄陶

教授）来分别阐释这些单动词的英译：
　 　 例 １．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
其重器。［１０］４５

理译：Ｂｕ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ｓｌ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ｐｕｌｌ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Ｃｈ’ ｉ ｉｔｓ ｐｒｅ⁃
ｃｉｏｕｓ ｖｅｓｓｅｌｓ． ［１１］１７１－１７２

刘译：Ｈｏｗ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ｒ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ｙｏｕ 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ｂｉ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１２］７０

赵译：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 ｉｔ ｂｅ ｒｉｇｈｔ ｉｆ ｙｏｕ ｋ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ｔｅｍ⁃
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ｕ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１３］４７

英文中使用单动词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而
《孟子》主要记录孟子与各诸侯君王之间的对话，语体

色彩相对比较口语化，是一种对话体。 “作者有风格，
译者也有；原著有，译文也有。 按忠实原则，译者便须

撇下自己的风格，使译文处处紧跟原著，尤其要注意行

文” ［１４］５１９。 从上述译文可看出理译风格与刘译和赵译

的风格迥然不同，理译将“杀”、“累”、“毁”、“迁”单个

汉语 动 词 分 别 用 “ ｓｌａｉｎ ”， “ ｐｕ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
“ｐｕｌｌｅｄ ｄｏｗｎ”，“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这样一个动词和三个动词

短语进行释义，使译文显得活泼有力、节奏鲜明。 刘殿

爵摒弃英语中单个动词的表达方式多用于正式文体的

语言规则，使用单动词“ ｋｉｌｌ”，“ ｂｉｎ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对应原文的单动词翻译，语句干净简练，足见

刘殿爵深受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
（１９００—１９７６）的影响，力求使用精确的语言表达清晰

的观念。 赵甄陶的译法与刘殿爵大体相同，但赵译将

单动词与短语结合，使用“ｋｉｌｌｅｄ”，“ ｃｈａｉｎｅｄ ｕｐ”，“ ｄｅ⁃
ｓｔｒｏｙｅｄ”，“ｐｌｕｎｄｅｒｅｄ”翻译。 另外，“杀”、“累”、“毁”和
“迁”这四个动词存在因果关系，后面三个动词均是首

个动词“杀”所造成的结果，四个动词的使用各司其

职、层层递进，读之似有咄咄逼人之感，使人不敢轻举

妄动。 三位译者在翻译时，或忠实于原文的平易之风，
或紧扣原文工整的字句，运用单动词或动词短语进行

翻译，紧跟原著，句式精干、节奏又强，从语义和选词上

还原原文风格特征。 尤其是刘译中的单动词使用，形
神兼备，形成层层逼近之感。

２．选词的准确

孟子选词准确精当，要言不烦，正如刘勰所言：“既
战国争雄，辩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

辞，飞钳伏其精术。” ［１］１２７

　 　 例 ２．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

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
乎？” ［１０］４２

理译：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Ｈｓüａｎ ｏｆ Ｃｈ’ ｉ ａｓｋｅｄ， ｓａｙｉｎｇ，
‘Ｗａｓ ｉ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Ｔ ‘ ａ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Ｃｈｉｅｈ，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ｋｉｎｇ Ｗｕ ｓｍｏｔｅ Ｃｈａｕ？’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ｒｅｐｌｉｅｄ， ‘ Ｉｔ ｉｓ 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ｓａｉｄ， ‘Ｍａｙ 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ｈｅｎ
ｐｕｔ ｈｉ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ｔｏ ｄｅａｔｈ？’ ［１１］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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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译：Ｋｉｎｇ Ｈｓüａｎ ｏｆ Ｃｈ‘ ｉ ａｓｋｅｄ， ‘ Ｉｓ ｉ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ａ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Ｃｈ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ｉｎｇ Ｗｕ ｍａｒｃｈｅｄ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Ｔｃｈｏｕ？’‘ Ｉｔ ｉｓ ｓ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Ｍｅｎｃｉ⁃
ｕｓ． ‘ Ｉｓ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１２］６８

赵译：Ｋｉｎｇ Ｘｕａｎ ｏｆ Ｑｉ ａｓｋｅｄ， “ Ｉｓ ｉ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Ｋ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Ｊｉｅ （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ｒｕ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 Ｄｙ⁃
ｎａｓｔｙ － － － ｔｒ．） ａｎｄ Ｋｉｎｇ Ｗｕ ｓｅｎｔ ａ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Ｚｈｏｕ （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ｒｕ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ｔｒ．）？” “ Ｉｔ ｉｓ ｓ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Ｍｅｎ⁃
ｃｉｕｓ． “ Ｉｓ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 ｒｉｇｈｔ？” ［１３］４３

本段话中，孟子欲替两位明君正名，“弑”字本来

是“下杀上”的意思，商汤和周武王的行为都背上“弑
君”的罪名。 这里孟子通过对词语概念的分析，鞭辟入

里地区别了用词的不同带来的概念差别，充分体现了

《孟子》用词的准确精当，表达了他鲜明的爱憎情感。
在翻译时，三位译者都看到了这一特点，并尽量体现这

种精确和差别。 “放”、“伐”、“弑”在汉语中皆是单纯

词，“放”在原文中指流放。 理译、刘译和赵译都选用

了“ｂａｎｉｓｈ”一词（“ ｓｅｎｄ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ａｗａｙ， ｅｓｐ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ｓ 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意为“放逐某人，尤指驱逐

出境，作为惩罚”。 可见“ｂａｎｉｓｈ”与原文中的“放”意义

一致，理译、刘译和赵译通过选词精准地还原了原文的

语义。 “伐”在原文中是指“讨伐”之意。 理、刘和赵在

翻译 “伐” 字时选词是各显不同风格。 理译中为

“ｓｍｏｔｅ”，“ ｓｍｏｔｅ” 在英语中的释义为 “ ｈｉｔ ｈａｒｄ， ｓｔｒｉｋｅ
（重击）”。 刘译则选用“ｍａｒｃｈ”，“ｍａｒｃｈ”有“前进、进
军”之意。 而赵译选用“ ｓｅｎｔ ａ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短语来表

达，“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在英语中有“远行、探险、考察”之意。
原文中“讨伐”重在言表一国进军征讨另一国，因而刘

译在选词上与原文的风格和语义更为接近。 “弑”，指
臣下无理地杀死君主，儿女杀死父母；此处是指臣子杀

死君主。 在“弑”的翻译上，理译使用短语“ ｐｕｔ．．．．．． ｔｏ
ｄｅａｔｈ”，刘译和赵译都选用了“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一词。 “ｄｅａｔｈ”
主要指“ｄｙｉｎｇ 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ｋｉｌｌｅｄ”，即“死、被杀”，而“ ｒｅｇｉ⁃
ｃｉｄｅ”则有专指“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 ｋｉｎｇ”，即“弑君罪”，
或者指 “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ｃｏｍｍｉｔｓ ｏｒ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ｍｅ”，即“弑君者，弑君从犯”。 而且，赵译还用括号

加注的形式说明“桀”、“武”、“纣”三个人的身份。 显

然，刘译与赵译的选词与原文所表达之意完全吻合，体
现了选词的精准。

（二）句法特征

１．长短句结合，句式灵活多变

　 　 例 ３．“……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

也。 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
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１０］１５８

理译：Ｈｅ ｗａ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Ｗｕ 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ｗａ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ｏｄ， ｔｉｌｌ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ａｒ ｎｏｒ
ｓｅｅ． Ｏｖｅｒ ａ ｗｅｌｌ ｔｈｅｒｅ ｇｒｅｗ ａ ｐｌｕｍ⁃ｔｒｅｅ，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ｅａｔｅｎ ｂｙ ｗｏｒｍｓ． Ｈｅ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ｔｏ ｉｔ，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ｅａ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ｈ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ｕｔｈｆｕｌｓ， 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ｈｉｓ 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１１］２８４－２８５

刘译：Ｗｈｅｎ ｈｅ ｗａｓ ｉｎ Ｗｕ Ｌｉｎｇ， ｈｅ ｗ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ｅａｒｓ ｎｏｒ ｓｅ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ｅｙ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ｗａｓ ａ ｐｌｕｍ ｔｒｅ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ｏｆ ｗｈｏｓｅ ｐｌｕｍｓ ｗｅｒｅ
ｗｏｒｍ⁃ｅａｔｅｎ． Ｈｅ ｃｒｅｐｔ ｕｐ， ｔｏｏｋ 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ｔｅ ｉ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ｕｔｈｆｕｌｓ ｗａｓ ｈ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ｅｙｅｓ． ［１２］１１５

赵译：Ｗｈｉ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ｈｅ ｗｅｎ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ａｒ ｎｏｒ ｓｅｅ． Ｂｙ ｈｉ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ｐｌｕｍ ｔｒｅｅ，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ｗｏｒｍ⁃ｅａｔｅｎ． Ｈｅ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ｐｉｃｋｅｄ ａ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ａｔｅ ｉｔ． Ａｆｔｅｒ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ｏｕｔｈｆｕｌｓ 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ｈｉ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ｇｈｔ．
［１３］１４７

古汉语中多省略，且偏爱简洁明了的风格。 故而，
文中常常省略主语或状语之类，以使句子对仗工整、意
美、形美，追求意合之风格。 而英文则追求形合，表达

时常用状语从句、进行时态、现在分词等对句子成分进

行补充和限定。 在两种语言之间传译时，就不得不使

用一些连接词来组织句子。 例如，原文中的“耳无闻，
目无见也”，译者都选用“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形式表达，将原

文的两个短句合并为一个句子。 又如“匍匐往，将食

之”，理译“ｈｅ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ｔｏ ｉｔ，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ｅａ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中增添了主语“ｈｅ”、宾语“ ｉｔ”，明确了“之”所指的是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由短句变成了长句，使句子表达之

意更为完整、清晰，译文句中的关系、逻辑顿然明朗。
刘译与赵译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将句中省略的主语、宾
语都加以补充。 刘译将原句中“匍匐往”的主语添译

出“ｈｅ”，再将原句中的宾语以增添“ｏｎｅ”和“ ｉｔ”将其译

出，事实上将汉语变成了“匍匐，往之，将食之”，画面

感更加强烈，节奏更加连贯。 原文的“三咽，然后耳有

闻，目有见”三个短句，刘译利用语义内在先后逻辑，将
其揉和为一个由“ ｏｎｌｙ”引导的部分倒装状语从句，以
强调“饿”的程度，将《孟子》原文夸张、讽刺的风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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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无遗。 赵译贯通上下文逻辑，采用增译法，将“匍匐

往”的状语补充出来，增译为“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ｅ”，将状语形象

具体化，比理译的“ｈｅ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ｔｏ ｉｔ”更为具体。 不仅符

合英语形合的特点，还能完整地描摹了原句的情态，还
原原文的风格。

２．对偶、排比连用，语言气势磅礴

　 　 例 ４．“……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

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１０］１２５

理译：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ｂｉｒｄ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ｄａｒｋ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ｏ ｌｏｆｔｙ ｔｒｅｅｓ， ｂｕｔ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ｏｆｔｙ ｔｒｅｅ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ｄａｒｋ ｖａｌ⁃
ｌｅｙｓ．［１１］２５５

刘译：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ｒａ⁃
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 ｏｎ ａ ｔａｌｌ ｔｒｅ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ｆ
ｆｏｒｓ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ｌｌ ｔｒｅｅ ｔｏ ｇｏ ｄｏｗ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ｒａ⁃
ｖｉｎｅ．［１２］１０４

赵译：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ｄａｒｋ ｒａｖ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ａｌｌ ｔｒｅ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ａｌｌ ｔｒｅ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ｒｋ ｒａｖｉｎｅｓ．［１３］１２１

形式工整、声调铿锵的对偶句式，对比鲜明，说服

力强。 原文通过“吾闻……，未闻……”这一对偶句暗

含反义对比的含义。 对偶、排比的运用以“雅正、刚健、
明朗”之风格增添文章恢弘、明快之气势［１５］３２。 三位译

者都增加了具有连接上下文的“ｂｕｔ”作为连接词衔接

语义，增强了英文表达的逻辑性，反映出原文语句之间

的内部逻辑关系。 三位译者也采用了工整的对偶句形

式，如理译用“ 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ｂｕｔ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ｅａｒｄ…”与
原文的“吾闻……，未闻……”形式保持一致。 刘译和

赵译采用“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ｏｆ…，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ｆ”的对偶形式重

现原文风格。 刘和赵在重复句中多有省略，翻译为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ｆ …”，在翻译“吾闻……，未闻

……”的第二个“未闻”时，省略了“ｈｅａｒｄ ｏｆ …”，更符

合英语力戒重复的表达习惯，凸显译者们在翻译时句

式处理的灵活性。 理雅各在翻译时力图再现原文的工

整和对比，重复使用 “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和 “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ｅａｒｄ
ｏｆ”，仍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以再现排比风格。

（三）口语化的文体特征

《孟子》语言平易自然，富有口语化和生活化的风

格特征。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孟子之文，至简至

易，如舟师行棺，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心者不觉自

屈。” ［１６］５道出了孟子语言简洁、平易自然、明快晓畅的

特色。 《孟子》语言既精炼深邃，又简洁平易，是哲理

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孟子口语化语言的运用突出了其

言语的“平易、简练、朴实、高超与浅俗”之风格［１５］３２。
通过简易而通俗的语言道出绮丽的事由情节，可谓言

语之高超境界。
　 　 例 ５．“……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
戒之 曰： ‘往 之 女 家，必 敬 必 戒， 无 违 夫 子！’
……” ［１０］１４０

理译： “ …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ｏｆ ａ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ａｎ，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ｄｍｏｎｉｓｈｅｓ ｈｅｒ，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ｏｎ ｈｅ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ｕｔｉｏｎｉｎｇ 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Ｄｏ ｎｏｔ ｄｉｓｏ⁃
ｂｅｙ ｙｏｕ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１１］２６５

刘译：Ｗｈｅｎ ａ ｇｉｒｌ ｍａｒｒｉｅｓ，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ｈｅｒ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ｙｏｕｒ ｎｅｗ ｈｏｍｅ，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ｐｅｃｔ． Ｄｏ ｎｏｔ ｄｉｓｏ⁃
ｂｅｙ ｙｏｕ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１２］１０７

赵译：“…Ｗｈｅｎ 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ｍａｒｒｉｅｓ，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ｄｍｏｎｉｓｈｅｓ 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ｅｉｎｇ 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ｓｈｅ
ｇｉｖｅｓ ｈ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 ｇｅｔ ｔｏ ｙｏｕｒ ｎｅｗ
ｈｏｍｅ， ｙｏｕ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Ｄｏ ｎｏｔ⁃
ｄｉｓｏｂｅｙ ｙｏｕ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１３］１２９

孟子论述什么是真正大丈夫的时候，谈到了礼，且
举出女子出嫁场景。 这几句话就是当时口语的直录。
“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必须首先要有善于发现美的能

力，即有发现原文中富有文学性的表达方式的文体能

力（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１７］７４三位译者在翻译原文中

几个极具口语化特征的动词“命”、“往送之”、“戒”、
“往之”、“敬”、“戒”和“违”时，也遵照了原文语言简

洁和平易自然的语体特征，基本上采用了英语中口语

化的单词或词组。 “ ｇｉｖｅｓ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ｃａｕｔｉｏｎ（ 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ａｒｎ”，“ ｇｏ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和“ｄｉｓｏｂｅｙ”等，都体现了口语化的文体特

征，选词通俗易懂，不至生僻而湮没原文口语化的特

点，也使得英文翻译符合了中文原文的文体风格。 “翻
译工作者除应将原文本意，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使他获

得与本国读者同样的概念外，同时还要照顾到语言风

格，力求明白易懂，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 ［１８］１７２理译和

赵译使用“ａｄｍｏｎｉｓｈｅｓ”，虽然就使用率来讲较为生僻，
但是体现了中文“命”所内涵的上下级社会关系。 金

良年《孟子译注》释为“命是训示的意思” ［１９］１２７，这与

“ａｄｍｏｎｉｓｈ”的意思“ｗａｒｎ ｏｒ ｒｅｐｒｉｍａｎｄ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ｆｉｒｍｌｙ”
是比较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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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综上所述，三位译者采用多种翻译策略以还原孟

子气势磅礴、雄辩滔滔的风格。 在词语的层面，采用单

个英语词汇或动词短语来对应翻译，还原了《孟子》铿
锵有力的节奏和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从句法特点来

看，《孟子》是对话式的论辩文，长短句结合，灵活多

变。 三位译者通过增加语篇的衔接手段，如表现因果、
时间、地点、条件、转折的连接词，以及增补主语、明示

宾语、补充状语等策略，以体现英语重形合的语言特

点，再现孟子论辩的严密逻辑和滔滔雄辩。 在对排比、
对偶等句式进行翻译时，理雅各刻意保留孟子的句式，
力图通过英文句式的模仿和重构再现孟子原文的排比

反复、连贯气势。 然而，英语是分析性形合语言，重复

是英语语言一般情况下所极力避免的语言表征，因此，

句式上大量的重复会给英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
但理雅各译本对原文形式和语义的忠实翻译策略为丰

富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的传播和理解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殿爵译本和赵甄陶译本略去了

一些不断重复的句式，改用平行结构来再现原文的风

格。 当然，赵甄陶译本多用简化策略，也使得《孟子》
原文一些特有的文化现象难以得到保留。 从风格本身

来看，风格是可翻译的，因为文本的风格总会以一定的

载体如语言、句式、篇章、修辞手法等等来体现，但这种

可翻译性是有限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只要译者具

备一定的语言修养，精通原语和目的语，有较强的艺术

鉴赏力和修辞技巧，译者就能在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同

时，恰当地传达和再现原作特有的风格和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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