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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翻译中的可读性与可译性

龚 雪 萍

每种语言社有各臼的民族历史,民族文亿和民族心理,囚 而陕用语言的人有各白特定的
思维方式,即各自特定的语言结构形式。翻译的任务就是架设沟通不同民族之问语言相通的

桥梁。那么,如何来认识和掌握翻译中的可读性与可译性呢?

可瀵惟蜩涵义与翻译的蓦本方潢

可读性指译文是否通顺可读,它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译文表面 要 通 顺,流 畅;第
二,更重要的是译文与原文在深层意念上必须契合对应。可读性是对一切笔译作品的基本要

求,也是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之一。例如 :

l,这一朵朵娇艳的花朵争先恐后地开了。 (《 成》)

表 层 翻 译 :Tk charmi叩 f1owcis盯 e strugg1ing tO bI° ssOm。

浅层翻译:ThC charnling flO∵ crs arc bl∝ s○ nling onc aftcr an。 :hcr。  (基本可读 )

深层翻译:Thc charming and dcIjcatc buds arc Ⅴyjng~ith cac110tkr in blOss。 m。

(最佳可读 )

2.Hc bcnt s。 Icly up。 n profi1。   (《 文》P。 30)

表层翻译:他只屈身于利润之前。

浅层翻译:只有利润才使他低头。 (基本可读 )

深层翻译:他唯利是图。     (最 佳可读 )

可读性问题必然牵涉到翻译的方法。翻译的主要手段是直译和意译。

由于人类在概念内涵、情景、逻辑三个范畴中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例 女i大 的反义词足
小,热的反义词是冷,因此,语言也往往具有大体同一的模式,双语契台对应的现象非常广
泛,这就使直译必然成为双语转换的基础。例:

1.芙 蓉花被定为市花。 (《 走》)

The c° tt。 nrose    is designated as thc city ￡lo、vers。

2。  Partly as a rcsult of the recen11y incrcasing demand,

部分由于  最近 增涨的需求,

1·vh。 lcsale tea prices have alIn。 st d。 ub1ed

批发 茶 价  已 几乎翻 了一番。 (《 文 》P,⒛ )

直译忠实深层结构的传达,并能兼顾表层风格的再现,能使翻译达到惊人的神似兼形似 F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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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使译文获得较好,甚至最好的可读性。如一些生动的短语;勒紧裤腰带政策∵∵。

¤ t-tighiening po1ic)厂 ;参天大树ˉ
-。

rˉd Otud-kissing trees;令人心碎 的-—hCartbFeaking

等。

但是,由于民族语言发展历史、语言心理、民俗民情、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双语的

表达形式并非总是契合对应的。当直译不能解决由于这些差异丽产生的矛盾时,就必须摆脱

原文表层形式的柬缚,牺牲形象,采用另一种手段-—意译。因为它不要求表达形式 (即表

层结构 )契合对应,它强调深层信息的传达,能使译文既达意又传神。这是直译必不可少的

辅助和补充。例如 :

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弘卜a、'as盯raid of behg随 ubbed,

so she swallowed the words that came to her hps。 (《 汉》P∶ 139(2))反之,如果 拘泥

于原文的表面意义,译为:弘ew灬 afraid。￡s。 iling her no⒃ 就与原意完全不符了。再如 :

·̈and the music retninded Soapy of th° sc days 、vhen his lifc cOntained such things as

mothe阝 and roses and dean thou吵 ts a侧 ∞llars。 ⋯⋯音乐使苏比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

在他的生活中有母爱、玫瑰以及纯洁无瑕的思想与衣领这些高尚的东西。 (《 自》)P。 277这

段译文也因为太拘泥于字面意义而不能让读者联想到玫瑰、干净的衣领暗喻爱 情 和 物 质生

活。既然 mO1hers意 译为母爱,后边也立意译,若译作:⋯⋯那时生活中有母爱、爱情、纯

洁的思想以及象样的物质待遇,译文在深层结构上与原文契合对应,因 此,获得了最佳可读

性。

可见,直译与意译对于译文忠于原文,又保持与原文相应的可读性,是对立统一的,缺
一不可。

可 读 惟 的 标 准

可读性的大小取决于翻译中是否坚持可读性的要求。译文要做到通顺可读,有 四个基本

要素需要递循:第一,行文要通顺、t芎l畅 ;第二,与盯文的风貌要相适,即与原文的文体要

吻台;第三,与作家风格要一致,在用词饣向、句式持点、修辞手段、表意方式、词语情态

以及句段安排等等方面适应啄文要求;第 卫,讠季文要运亡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鲁迅先生的

《自嘲 》是他最著名的诗作: “
运交华盖欲河求?未敢酗身己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

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黄

新渠先生对该诗的翻译,用我国翻译名家许渊冲教授的话说, “
神秀也,读他的译文象乘长

风破万里浪
”

。 (翻 )P。 172

飞l厂hat Can I ask for sincc I have a spcll 。f bad-luck?

I′ vc had my head knocked be￡ orc I dare to turn over,

lnrhh a w。rn11at shading my face no、 v I pass dow且 toWn,

y廴nd in Ⅱ1idstream I sail 、vith some 、vine in a lcaky boat。

Fiercc-br0飞ved, I coOlly defy a thousand pointing fingers,

Head-bo、vcd, 1ikc a 、、rilling ox I serⅤ c the youngcters。

γVell, hiding myself in this xv。 rld of my s1ma11 attic,

`几

/hy shou1d I bother about the cyc1ing o￡  seasonsI



全诗的翻译高度体现了这四个原则,在意美、形美、音美等方面都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下面几个例子的译文却背离了这些基本要求,因而都不能称是成功的译文。

倒句一,佶屈聱牙,艰涩简古 :

They are sti11 prolonging thc night: dancimg, singing, gossiping, p° stponing the

unfortunate nesessity o￡ undertaking a day′ s work in the￡ ie1ds aftcr a sleeplss night。 尕虫￠I

跳舞,唱歌,聊天,想延长这个夜晚,推迟在一个不眠之夜以后即将来临的不幸非干不可的

农活。 (《 剑》P。 11)译 文 读起来翻译腔很浓,动宾搭配生硬,有失畅达简洁,称不上达到

了最佳可读性。如改为
“⋯而推迟得下地干活的倒霉时刻的到来。

”
就好得多。

例句二,不问语体,面貌全非 :

I was admittedly slly。 我是腼腆胆怯著称的。 (《 萸》P。 89)原 句系口语语体,常用于

一般场合,而 “
以⋯⋯著称

”
系书面用语,正式、庄重,因此,译 文在语体上难以与歼l文协

调吻合,没有获得最眭可读性。如改为: 
“
大家知道,我腼腆胆怯

”
。就好了。

例句三,不顾风格,有失神似 :

He-s been in his room a11day, the landlady said downstairs, “
I gucss hc dOn′ 1fecl

、ve1I。  I said to hinl:  
‘
卜Ιr。  Andcrson,you ought to go out and take a γ、'alk oiQ a nicc fa11

day like thi△  
’
 but he didn′ t feel likc it。  

”

“
He doesn′ t 、vant to go out。  

”

“
I′ m sorry hc don′ t￡eel we11, ” thc w。 man said, “

Hc′ s an awfully nice man。

I-le Ⅵ'as in the ring, yot1 k且 0W。  
”

“I kn。、v it  
”

“You′ d ncver kn。、v it cxccpt f1○ l11 dlC l· .-ay his facc is, ”
 tilc 飞、̄0∶llan said。   t′ 11cy

stood talki血 g just insidc the street door。   
“
I1c′ s j1∶ st as gcn刂 c。  

”

“
他整日在房间内

”
,房东太太在楼下说, “

我估计他感到不适。我对他说: 
‘
安德森

先生,你理应出去散步的。这样的大好秋光是很宜于散步的
’
,但他不感兴趣。

”

“
他不想出门。

”

“
我很抱歉,他感到身体不适

”,那妇丿、说, “
他是极好的一个人,他甘在 拳 击 场干

过,你知道。
”

“
我了解这事

”
。

“
除非你看到他的面容,你不会了解此事,” 那妇人说。他们就站在大闸 口 内谈 话 ,

“
他这人很是温文。

” (文 )P。 495

这段话摘引自海明威著名的短篇小说
“Tne KⅡ crs” ,从语法来看,翻译并没有什么错

处,语句也通顺、达意。但译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作家的个'`风格。海明威的作

品文句简练,素以
“
谈话体美语

”
写作,并常用俚俗语。小说 《杀 '丿、犯 》写的是芝加哥歹徒

的作案故事,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很显然,译文不适合海明威 的 个 人风

格,有失神似,读者会错把女房东当成很有教养的贵妇丿\。 这种译文违背了翻译要忠实于原

文的基本原则,当 然也失去了最佳可读性。

最后,还必须提到的是,译文的可读性是辩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着时代特征

和地域特征的制约。18世纪可读性很强的译文,2O世纪不一定可读,今天可能发现比昨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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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译文,明天又会有胜过今天的译文;在港、台看来可读的
“
海外汉语体

”
在普遍话看来

又未必可读,如此种种,莫衷一是,我们应对原文和译文作具体分析,不作 千 篇一 律 的要

求 .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可译性指原文是否对应可译,与可读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却叉互相关联的概念,必须

在充分考虑可读性的基础上讨论可译性,即在可读性的基础上如何表达原文句子的问题,可
译性是以可读性为基础的。

由于人类在思维和表达概念时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如同义、反义概念、形象词汇、主

被动概念及其互换模式都大体一致,因此,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可译性,直译是双语转换

的基础正是对语言可译性的有力说明。尤其是那些形象词汇,它们引起的联想,甚至它们的

引伸意义引起的联想也往往是不谋而合的。如 :杏眼-—allnOIld叮e;满月脸—— m。。n face;

没头脑又没心肝¨-11cartk$aIld brainless;再如:I hopc to avoid s1raying Oll沌 e onc har】 d

int°  tllc sands 。￡ ￡o1cign policy, and on the 。thcr into the marshes°￡internationa11aⅥ⒎。

我希望不要偏离正题,一方面避免误入外交政策的沙漠 ,另 一方面避免陷入 国际法的沼泽。
(《 也》P。 31) 这种形象比喻既维系了原文的形象性和具体性,又易为双语读者所理解,具
有很大的可译性。

但是,翻译毕竟是有局限的, “
可译性

”
只是相对的。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翻译存在

着
“
不可译

”
性。

第一,不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如某些比喻。在中国,竹子象征着高风亮节,松柏表示

坚贞不渝,荷花意味洁身自好,在英语中则不然;某些骂人的话,如
“
他妈的!” 英语译为

“Damn it!” 同是泄愤的话,但汉语语言之肮脏,侮辱对方的程度之深,英语都无法体现 ;

文革中产生的某些词汇,如 〃
牛棚

”
阐释为 during a periOd° ￡iljcgal dctcn1ion,但 这远远

不能包含文革期间
“
牛棚

”
的含义。

第二,不 同的语言特点。如俗语她嫌乌纱帽太小 ,译成 Sk rcally mcant t⒈ c bIack

g猁zc cap ghcn her was t∞ small,(《 不》P。 75第六条)英、美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杏

意,因此没有可读性,因 而也就失去了可译性;语义色彩词,t° si酞 into ollc′ s山ah,汊
语只有

“
一屁股坐下来

”
比较接近,但不贴切,在庄严体记叙中也不妥当;语气与情态 ,

a。  You should not have bccn at odds about such a trifle

b。  You ought not to haVe been at odds about such a trif1c。  ( 《j辶 》P。 38)

以上两句英语如果译成汉语,字面上是完全一致的:你们本来就不应该为这么一件小事而闹

翻。但实际上 b句口气要比 a句强得多,a句是责各,b句近乎训斥了,然而语气与情态上

的这点细微差异很难见诸于文字。语言特点引起的不可译还表现在典故、笑话、幽默、双关

浯、客套话、称谓以及某些诗句的翻译上。

不 可 译 性 的 转 化

翻译的任务是通过双语转换进行思想交流,对于
“
不可译

”
的语言,要尽量约束受限程

度,想方设法予以化解,使 “
不可译

”
转化为

“
可译

”
。一般说来,我们i丁 以 借 助 以 下处



理 方法 :

1.意译。双语深层概念对应,表达形式缺乏契合,也找不到并列模式。如:运涛好久不

来信了,一家人盼了星星盼月亮。Fα many months n。 ktter came fr° m Yuntao til1his

wh○ k family w° rried"er him day and night。 (《 汉》P。 139(3))特别是某些优美的诗

句,其最佳可读性正是通过意译获得的。如 :

···An hundrcd y。 ars should go to praise

Thine eyes, and on thy forehead gaze;

Two hundred to adore each breast;

But thirty thousand to the rest。

An age at least to eVcry part,

And thc 1ast age should sholv your heart。

⋯我永远都应赞美你含情的两眼,

我一生也要爱恋你心中的柔情 ,

我才能充分赞赏你的整个身影。

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份 ,

也足以使我一生一世陶醉消魂。

在最后一个世纪里 ,

总可以见到你的真心。    (《 致》)

这一节英诗汉译,不仅达意,而且传神,是运用意译的典范。相反,如果勉强直译,就难以
卒读了。

2.直 译兼意译。以直译保留原文形象,以意译说明深层概念。如:我说二三百两银子,

你就说二三十两!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When I阢 y tw° or three hundred hels,

you say twenty °r thirty! It`s like kissing in straw hehmetsˉ ˉ̄ ˉthe lips arc far apart!
(《 汉》P。 142第五条)前一部分直译,后一部份意译,原文的形象、喻义都清楚地 再 现了。

3.节译。双语深层概念对应,表达形式缺乏契合,而且是表达相同喻意的 并 列 对 偶结
构。如: “

这唧子竿殄的阿 Q!”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Ah Q,may yOu d忆
sonless!” s0unded the little nt1n′ s voice坨 arfu11y in the distance。 这里断子绝孙表示同

一个意思,只译作 d忆 sonless就够了。 (《 汉》P。 141)

4.并行。双语深层概念对应。表达形式缺乏契合,但可以找到并列 模 式。如 汉 语成语
“
猫哭老鼠假慈悲

”,英语中实在没有这说法,却有
“Shed σ°codi1e柁 a rs” 这个 成 语,这

两个成渭互译就叫并行式转换。寄人篱下-— he undcr somebody′ s roof;雨后春笋-ˉ
spring hke mushr∞ms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 文》P。 21)

5.替代。双语在深层概念和表达形式上都找不到对应契合。这主要是由于民族文化和历
史背景造成的。如汉语的气功、打拳、打坐、完璧归赵等;英语的 footwcars,clock watche≡ ,|

函lutee等 ,解 决的办法是借用共同点采取替代。如汊语的
“
目不识丁”

与英语的ABC,双
语在深层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但有共同点。再如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可以借用

“
malsˉ e

brick/s without straw” 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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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阐释。对民族特色很浓的词语,且又难于找到借用结构,用阐释可以保留特色又不致

使读者感到莫名奇妙。如
“
气功

”
:Qigong,a Wstem of deep and rhy1hmica1breatlli吧

exercises。 (《 文》P。 23) “司马昭之心,固 已路人皆知
”
:This Sima Zhao trick“ obviotls

to cvery man in the strcet。 加注:Sima Zhao was a primc minister。 f Wei(22o-265)

、vho nursed a secret ambition t。  usurp thc thr。 nc。  Thc emperor Qnce relmarked:  
“ Si1ma

zha。 ′s intentj。 n is obvious t。  cve卩′ man in the street。  (汉 )P。 1‘】3

由此可见,和可读性一样,可译性也只能是相对的。种种差异造成了可译 性 的 种 种障

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长期以来,可读性和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重大课题,更是众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

长期探索的基本课题。本文希望能通过一些典型实例作一些归纳,请翻译界的专家学者们批

评指正。

引例书目、篇目表 :

(成 ):成都电视台一九八八年卞一月电视新闻稿《周宋一刻钟》黄新渠
(文 ):《 文体与翻译》刘宓庆
(走 ):《 芙蓉花》载《走向世界》中英文季刊1989年第1期

(汉 ):《 汉英翻译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自 ):《 自学手册》商务印书馆85年版
(翻J):《 翻译的艺术》(论文集)许渊冲
(英 ):《 英汉翻译教程》~L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剑 ):《 剑桥初级证书英语教程课文译文及练习答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也 ):《 也谈翻译中词义的具体化与抽象化》毛荣贵载《英语辅导》87年笫2期

(不 ):《 汊讠阝:÷廴中常见
“
不可译

”
例简析》徐颖果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S7年第3走 l

(致 ):《 致谊法的情人》黄新渠译引白《诗刊》85年笫9期

(上接第36页 )

第二,可以清楚地把握屈原所形成的两种传统在历史上各自不同的稳定程度。应当说对

文学家的屈原后世评论分歧相对较小 (尽管有班固、刘勰及初唐诸人肯定前提下的否定 ),

而对政治家的屈原则分歧较大,左右两方均有抖1评,在历史上动荡变革、思想解放时代尤其
如此 (例如当前冫。

第三,可以有助于增强我们今天以现代意识评价屈原的科衤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应

当是历史主义的,同时又应当是富于当代意识的〈判断其各个方面对当代的价值 )。 鉴于目
前对屈原或者评价过高,高得近乎刘安的见解;或者评价过低,几乎毫无价值,作上述区分
或者是不无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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