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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少 城街巷 志 》 是袁庭栋 的
一 部 巴 蜀 文 化研 究 著 作 ，

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朱 华 等 翻译 的这部 著作 的 汉英对 照 本 ，
这是 巴 蜀 文 化 外译 的

一件有积极

意义 的 事情 。 本文 以 巴 蜀 文化 外传 为 视 角 ， 从英译准备 、 英译成 绩 、 英译不 足 等

三 个方 面 着手 ， 对这部译著做 了 研 究 。

关键词 ： 巴 蜀 文化 ；
外传 ； 朱华 ； 英译 ； 《 少城街巷志 》

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 近平指 出 ：

“

文化是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的

灵魂 。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 自 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 ，
不仅不

可能发展起来 ，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 文化 自 信 ， 是更基础 、 更广

泛 、 更深厚的 自信 ， 是更基本 、 更深沉 、 更持久的力量 。 坚定文化 自信 ， 是事关

国运兴衰 、 事关文化安全 、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的大问题。

”

？ 把 中 国文化传播

出去
， 是坚定文化 自 信的一个表现 。 卡尔 ？ 马克思 （

ＫａｒｌＭａｎｅ
） 指 出 ：

“

凡是民

＊ 收稿 日期 ：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基金项 目 ：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

十四五
”

规划 ２０２ １ 年度课题
“

基于视域融合的 巴蜀文化

外译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ＳＣ２２ＷＹ０Ｗ

） 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 张叉 （
１ ９６５
—

 ） ， 男 ， 四川盐亭人 ， 四川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 ，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 ， 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Ａ 刊评价同行评议专家 ， 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评审专家 ， 四川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授权点建设负

责人 ， 学术集刊 《外 国语文论丛 》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 主编 。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 、 比较文学

研究 。

① 习近平 ， 《在 中 国文联十大 、 中 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 》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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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作为 民族所做的事情 ， 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 。

”

？ 同样 ， 凡是 巴蜀

作为 巴蜀所做的事情 ， 都是他们为 巴蜀文化所做的事情 ， 都是他们为 中华 民族所

做的事情 ， 以此类推 ， 传播巴蜀文化 ， 就是传播中 国文化 ，
巴蜀文化的英译是传

播中 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 令人遗憾的是 ， 迄今为止 ，
巴蜀文化的 翻译作品

十分稀少 ， 海外有关巴蜀文化的文章仅见于一些零星杂文 ，
多为传教士 、 游客见

闻 。 在中 国 ， 将巴蜀文化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也很晚 ，
多系经验层面 的具体性成

果 ， 而以理性层面剖析巴蜀文化外译宣传的真知灼见也不多 。 袁庭栋有
“

成都文

化活字典
”

？ 之誉 ， 是 巴蜀文化研究的著名 专家 。 他 出 版的各类著述多达 ３０ 余

种 ， 其中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作品是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 ， 《少城街巷志 》 就是

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 把这部著作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英语译介到海外 ， 对

推动巴蜀文 化 、 中 国 文 化走 出 去 是具有 现 实 意 义 的
， 朱华 、 莫莉 ？ 戈 西 奇

（
Ｍｏ ｌ ｌ ｉ ｅ Ｇｏｓｓａ

ｇ
ｅ

）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英译 ， 四 川 文艺 出 版社推 出 《少城街巷

志 》 的汉英对照本可谓恰逢其时 ， 是这方面
一个很有意义 的尝试 。

一

、 英译 《少城街巷志》 的准备

潘文国说 ：

“

翻译毕竟包含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 ， 具有

译人语优势的未必具有译 出语优势 。

”

？ 我完全同意 。 在语言 、 文学 、 文化三个

层面上 ， 前两者
“

译人
”

优势明显 ， 但在文化层面上 ，

“

译 出
”

优势更 明显 。 鲁

迅说 ：

“

有地方色彩 的 ， 倒容易 成为世界的 ， 即 为别 国所注意 。 打出 世界上去 ，

即于中 国之活动有利 。

”

？ 我也完全同意 。 在外语世界 ， 西方 中 心论大盛 ， 在这

种情况下 ， 中 国文化要走出去 ，
翻译必须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 ， 中 国文化和 中 国

话语进人英语世界是合理的 ， 也是必要 的 。 潘文国说 ：

“

汉籍英译不是外 国人的

专利 ， 中 国译者应在加强 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

①转引 自 ： 《在中 国 文联十一大 、 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 ， 《人

民 日报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 第 ２ 版 。

② 赵蝶
， 《全域成都 书香之旅 巴蜀文化名 家解密成都幸福密码 》 ， 《西南商报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４ 日
， 第 ５ 版 ； 陈谋 ， 《袁庭栋与读者分享新版 〈 成都街巷志 ＞ 》 ， 《 成都商报 》 ２０ １ ８ 年 ５ 月 １ ６ 日 ，

第 １ ８ 版 。

③ 潘文国 ， 《译人与译出一谈 中 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 的意义 》 ， 《 中 国 翻译 》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２ 页 。

④ 鲁迅 ， 《致陈烟桥 》 ， 《鲁迅全集 》 第十二卷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１ ９８ １
， 第 ３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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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工作 。

”

① 说得很有道理 。

翻译不可能跳脱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 ，
文化外译更是如此 。 原作的历史视域

只有通过译者的当下视域与 目 的语的读者视域才能达到一种新的
“

视域融合
”

，

产生 良好的翻译效果？
。 在接受 《少城街巷志 》 翻译任务之前 ， 朱华

“

翻译了大

多数四川省旅游景点 、 景区导游词 ， 包括景点导游词和途 中导游词 以及 四川百

科 ， 是翻译四川旅游景点 和创译 四川导游词最多 的译者
” ？

， 而 《少城街巷志 》

中有一些内容就属于四川旅游景点和创译四川导游词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动手翻

译 《少城街巷志 》 之前 ， 朱华等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
回译 、 研究了汉学家毕梅

雪 、 苏方淑 、 罗泰 、 罗森 、 许杰 、 戴梅可等著的 《 古代 四 川——失落文 明 的瑰

宝 》
④

， 篇幅长达 ２０ 余万字 。 通过 回译 、 研究汉学家的翻译视域 ， 再进行 巴蜀文

化著作的外译 ， 这在我 国 巴蜀文化著作翻译历史上 尚属首次 ， 可见他们是抱有严

谨的 翻译 、 治学态度的 。 在回译过程中 ， 不仅探索了汉学家撰写 、 翻译 中 国文化

著作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
还研究 了外译文本 中 哪些 中 国 文化元素

“

遮蔽
”

了 ，

“

遮蔽
”

到 了哪个程度 ， 哪些 中 国文化元素
“

激活
”

了 ，

“

激活
”

到 了哪个

程度 ， 从而为翻译 《少城街巷志 》 打下了他人难以企及的 、 坚实的基础 。

二 、 英译 《少城街巷志》 的成绩

由 于朱华等精通汉英两种语言 ， 熟悉 中西两种文化 ，
加之充分的前期准备 ，

《少城街巷志 》 的英文翻译十分顺利 。 从 已经 出 版的这部译著来看 ， 翻译是取得

成功 了 的 ， 这主要可以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 诗歌植联的翻译两个方面清晰地看

出来 。

（

一

） 恰当 的文化负载词翻译

《少城街巷志 》 中有丰富的文化负载词 ， 朱华等的翻译是恰当 的 。

①潘文 国 ， 《译人与译 出——谈中 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 》 ， 《 中 国 翻译 》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３ 页 。

② 李屹 ， 《互文与视域融合 ： 创造性翻译的诗学维度 》 ， 《外语教学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〇２

页 。

③ 朱华 ， 《 中文导游词预制文本英译风格和方法 》 ， 《 外 国语文论丛 （ 第 １ ０ 辑 ） 》 ， 成都 ： 四 川

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２７０ 页 。

④ 根据出版计划 ， 这部译著即将于 ２０２３ 年在外文出版社完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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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１
：

原文 ： 金河又称金水河 ， 是成都城内从西到东横贯全城的小河 ， 是唐宣宗大

中七年 ， 在当时的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 白敏中 的主持下 ， 在疏通城中小河的基

础上修成的
，
其 目 的是为 了给城内 的大量居 民提供生活用水的方便 。 也是为 了 向

城外排出雨水与生活污水 。 因为是从西边入城 ， 遂按古代五行学说中关于西方属

金 、 金生水的说法 ， 命名为金水河 ， 简称金河 。

译文 ：

ＴｈｅＪ ｉｎｈｅｏｒＪｉｎｓｈｕ ｉｈｅ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

ｒｉｖｅｒｏｆｇｏｌｄｅｎｗａｔｅｒ 

”

） ｉｓａ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
ｙ

ｔｈａ ｔｏｎｃｅｆｌｏｗｅｄｗｅｓ ｔｔｏｅａｓ 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ｎ ｔ ｉｒｅｃ ｉ ｔ
ｙｏｆＣ ｈｅｎ

ｇ
ｄｕ ．Ｉ ｔｗａｓ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ｅｄｏｖｅｒｅｘ ｉｓ ｔ ｉｎ
ｇｃｈａｎｎｅ ｌｓ ｉｎｔｈｅｃ ｉ ｔ

ｙ 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ｙｅａ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ｉ ｇｎ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Ｘｕａｎｚｏｎ＾（
Ａ ．Ｄ ．８５ ３

）ｕｎｄ ｅｒ ｔｈｅ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ＢａｉＭ ｉｎｚｈｏｎ
ｇ（

ｗｈｏｗａｓｂｏｔｈ

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Ｇｏｖｅ ｒｎｏｒｏｆＸ ｉｃｈｕ ａｎａｎｄＭ ａｇｉ ｓ ｔ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Ｐｒｅｆｅｃ ｔｕ ｒｅａｔｔｈｅｔ ｉｍｅ
）ａｓａ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ｗａ ｔｅｒｆｏｒａ ｌａｒ
ｇ
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 ｉ ｔ

ｙ
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ｔｏｄ ｉ ｓｃｈａｒ

ｇ
ｅ

ｒａ 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ｗａ
ｇ
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 ｉ ｔ

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ｌａ

ｙ
ｔｏｔｈｅｗｅｓ ｔ

，ｔｈｅｒｉｖｅ ｒｗａｓ

ｎａｍｅｄ
“

Ｊｉｎｓｈｕｉｈｅ
’ ’

ｏｒ
“

Ｊ ｉｎｈｅ
’ ’

ｆｏ ｒｓｈｏ ｒｔ
，ａｓ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ｌＣｈ 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

ｈ ｔ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 ｓ
ｊ

ｉｎ

（ ｇ
ｏ ｌｄ／ｍｅｔａｌ

，ｏｎｅｏ
ｆ ｔｈｅ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 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ｗｅ ｓｔ ．

①

这段记载主要对金水河的历史 由来 、 命名依据 、 发挥功能 、 产生效用等方面

展开描述 ， 其中涉及
“

金河
” “

金水河
”“

唐宣宗大中七年
”“

西川节度使
” “

成

都府尹
” “

五行学说
”

等多个文化负载词 。 译著在音译的基础上解释了 金河名字

的含义 ：
ＴｈｅＪｉｎｈｅｏｒＪ ｉｎｓｈｕ ｉｈｅ（

ｍｅａｎ ｉｎ
ｇ

“

ｒｉｖｅｒｏｆ
ｇ
ｏｌｄｅｎｗａ ｔｅｒ

”

） 。

“

唐宣宗大 中七

年
”

贝 ｜ ］译作
Ｍ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ｙ

ｅａｒ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ｅ ｉ

ｇ
ｎｏｆＥｍ

ｐ
ｅｒｏｒＸｕａｎｚｏｎ

ｇ（ 
Ａ ．Ｄ ．８５ ３

 ）

”

，

既保留 了原文的文化信息 ，
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 可谓一 目 了然 。 由 于 中 国历代

官职名称及职能变化较大 ， 官职名称的翻译成了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一大难事 。 译

著采用
“

职 能 ＋ 泛称
”

译 法 ， 将
“

西 川 节 度 使
”

译 为
“

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
ｙ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ｏｆ

Ｘｉｃｈｕａｎ
”

，

“

成都府尹
”

译为
“

Ｍ ａ
ｇ

ｉ ｓ ｔ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ｅｎ
ｇ
ｄｕＰｒｅｆｅｃ ｔｕｒｅ

”

。

“

要保证准确 、

客观地传递原文信息 ， 必须注意源语 、 译语间 的语言文化差异 ， 使译文结构合

理 、 通顺 自 然
”

？
，

“

五行学说
”

是中 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认为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都是 由木 、 火 、 土 、 金 、 水五种物质之间 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 ， 译

①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 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１ ７０ 页 。

② 朱华 ， 《工程翻译文本 、 原则和方法刍议》 ， 《外 国语文论丛 （ 第 ９ 辑 〉 》 ， 成都 ： 四川 文艺 出

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２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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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处理为
“

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 ｔｓ

”

， 与前文所述
“

ｙ
ｉｒａ

（ ｇ
ｏｌｄ／ｍｅｔａｌ

）

”

相对应 ， 是对
“

金
”

的一种补充性解释 ， 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金水河这一地名 的文化意蕴 。

例 ２
：

原文 ： 风靡全国的蜀 中名菜夫妻肺片 ， 原来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郭朝华 、 张 田

政夫妇在长顺上街街边小摊所卖的麻辣肺片 ， 因为滋味绝佳 ，
遂被人们称为

“

去

妻肺片
”

， 有了名声之后 ， 才发展成为一夫妻肺片小店 。

译文 ：
Ｏｎ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ｄｉ ｓｈ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

ｇ
ａｉｎｎａｔ ｉｏｎｗｉｄｅ

ｐ
ｏ
ｐ
ｕｌａｒｉｔｙ

ｓｔａｒｔｅｄｏｕｔａｓｔｈｅ

ｍａｌａ
ｆｅ ｉｐ ｉａｎ（

“

ｈｏ ｔａｎｄｎｕｍｂ ｉｎｇ ｌｕｎｇｓ ｌ ｉｃｅｓ

”

）ｓｏｌｄｂ
ｙ

ａｍａｒｒｉｅｄｃｏｕｐ
ｌｅＧｕｏＣｈａｏｈｕａ

ａｎｄＺｈａｎ
ｇ
Ｔ ｉ ａｎｚｈｅｎｇ

ａｔａｓｍａｌｌｒｏａｄｓ ｉｄｅｓ ｔａｎｄｏｎＣｈａｎｓｓｈｕｎＵｐｐｅｒＳｔｒｅｅ ｔ ｉｎｔｈｅ１ ９ ３０ ｓ ．

Ｔｈｅｄ ｉ ｓｈ
ｇ

ａ ｉｎｅｄ
ｐｏｐ

ｕｌａｒｉ ｔ
ｙ

ｆｏｒ ｉｔ ｓｓｕｐｅ
ｒｉｏ ｒ ｆｌａｖｏｒ

，ａｎｄｐｅｏｐ ｌｅ
ｇ

ｒａｄｕａｌｌ
ｙ
ｂｅ

ｇ
ａｎｔｏｃａｌ ｌ ｉ ｔ

ｆｕｑ ｉ
ｆｅ ｉｐ ｉａｎ（ 

“

ｓ ｌ ｉ ｃｅｄｌｕｎｇｓｓｏ ｌｄｂｙ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ｆｅ

”

 ） 
？Ｔｈｅ ｉｒｒｅ

ｐｕ
ｔａｔ ｉｏｎ

ｇ
ｒｏｗｉｎ

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
ｌｅｗａｓａｂ ｌｅｔｏｍｏｖｅｔｈｅ ｉ ｒ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ｉ ｎ ｔｏａｓｍａｌｌｓｈｏｐ

．

①

朱华认为 ：

“

文本类型决定文本特征 ， 而文本类型和翻译 目 的又决定翻译策

略 。 换言之 ， 不同的文本翻译策略也不 同 。

”

？ 说得很有道理 。 这里的文本是菜

谱 ， 需按照菜谱的特征来解决译文 的 问题 。 中文菜名 翻译不仅涉及菜 品 的原料 、

烹饪方法 ，
还涉及人名 、 地名和一些独特叫法 ，

一般采取
“

烹制方法为主 ， 原料

为辅
”

的翻译方法 。 为 了让外国读者理解中 国菜的主料 、 佐料 、 烹饪方式等 ， 这

里采取
“

音译 ＋ 释义
”

的译法 ，

“

麻辣肺片
”

译为
“

ｍａｋ ／ｅ ｉ

ｐ
ｉｃｍ（

‘

ｈｏｔａｎｄ

ｎｕｍｂ ｉｎ
ｇ

ｌｕｎ
ｇ

ｓｌｉｃｅｓ 

’

）

”

，
“

夫妻肺片
”

译为
“

（
ｓｌ ｉ ｃｅｄ ｌｕｎ

ｇ
ｓｓｏｌｄｂ

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ｆｅ
）

”

。 成都街道很长 ， 当地人习惯分为上 、 中 、 下街 ， 是当地特色

文化负载词 ， 可采取
“

专名 ＋ 方位词 ＋ 通名
”

的译法 ，
也可将方位词置于专名前

面 。 这里把
“

长顺上街
”

译作
“

Ｃｈａｎ
ｇ
ｓｈｕｎＵ

ｐｐ
ｅｒＳｔｒｅｅｔ

”

， 看来是合适的 。

例 ３
：

原文 ：

“

努力餐
”

餐厅在经营 中也很有特色 ， 面向 大众 ， 价廉物美 。 在店堂

中挂着这样的对联 ：

“

要解决吃饭问题 ， 努力 ， 努力 ； 论实行 民主主义 ， 庶几 ，

庶几 （ 即希望能够如此 ） 。

”

①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１ ８４
—

１ ８５ 页 。

② 朱华 ， 《工程翻译文本 、 原则和方法刍议 》 ， 《外国语文论丛 （ 第 ９ 辑 ） 》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

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２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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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Ｎｕｌ ｉ ｃａｎａｌ ｓｏｄ ｉ ｓ ｔ ｉｎ
ｇ
ｕ ｉｓｈｅｄ ｉ ｔ ｓｅ ｌｆｂ

ｙ
ｉ ｔｓ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ａｎ

ｕ
ｐｐ

ｅ ｒ
－

ｃ ｌａｓｓｃ ｌ ｉｅｎ ｔｅｌｅ
， ｉ ｔ ｔａｒｇ

ｅ ｔｅｄｔｈｅ
ｇｅｎ ｅ

ｒａｌ
ｐ
ｕｂｌ ｉ ｃ

，ｏｆｆｅ ｒｉｎ
ｇ

ｌ ｏｗ
ｐ
ｒｉ ｃ ｅｓａｎｄ

ｇｏｏｄ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
．

Ｔｈｉ ｓｃｏｕ
ｐ

ｌｅｔｗａｓｈｕｎ
ｇ

ｉｎ ｔｈｅｄ ｉｎ ｉ ｎ
ｇ

ｒｏｏｍ
—

“

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ｏｎｅ
’

ｓｓｕｂｓ ｉ ｓ ｔｅｎｃ ｅ
，Ｎｕｌ ｉ

！Ｎｕｌｉ
！

（ ｏｎｅｏｎ ｌｙｎｅｅｄｗｏｒｋｈａｒｄ  ） ；ｔｏ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ｈｕｊ
ｉ

］Ｓｈｕｊｉ
］（

ｏｎｅｏｎｌｙｎｅｅｄ

ｗｉ ｓｈ ｉ ｔｗｅｒｅｓｏ ） 

”

 ？

①

这副对联是中国共产党 四川早期领导人车耀先在成都
“

努力餐
”

店堂 中悬

挂的 ， 十分出名 。 对联的翻译 向来是难点 ， 处理起来很是棘手 。 在这里
，
上联 、

下联 的 翻译分别 采 用 不 定 式
“

 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ｏｎｅ
’

ｓｓｕｂｓ ｉ ｓ ｔｅｎｃｅ 

”＂

 ｔｏｂｒｉｎ
ｇａｂ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
ｙ

”

作 目 的状语来开头 ， 具有强调 目 的 、 增强语气的作用 。 翻译
“

努力
”

和
“

庶几
”

， 则采用
“

音译 ＋ 释义
”

的方法 ， 将其分别译为
“

Ｎｕｌｉ
！Ｎｕ ｌｌ

！

”

和

“

Ｓｈｕ
ｊ
ｉ

！Ｓｈｕｊ
ｉ

！

”

保留 、 凸显了 中 国语言的语用特点 ， 避免了原文文化信息在翻译

过程中 的过多流失 。

例 ４
：

原文 ： 黄汲清给后人 留下 的最著名 的一句话刻在他 自 己 使用 的地质锤上 ：

“

生不愿封万户侯 ， 但愿一敲天下之石头 。

”

译文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ｍｏ ｓｔｆａｍｏｕｓ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Ｈｕａｎ
ｇＪ

ｉ

ｑ
ｉ ｎ

ｇ
ｌｅｆｔｔｏｆｕ ｔｕｒｅ

ｇ
ｅｎ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ｓ

ｗａｓｔｈａｔ

＂

Ｉｗｏｕｌｄｒａｔｈｅｒ
ｊ
ｕｓ ｔｈａｍｍｅｒａｗａ

ｙ
ａｔｔｈｅｒｏｃｋ 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ａｎｓｅｅｋｆｏｒｔｈｅ

ｆａｍｅａｎｄｆｏｒｔｕｎｅ

＂

．Ｔｈｉ ｓ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ｅｎ
ｇ
ｒａｖｅｄｏｎｔｏｈｉｓ

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

②

黄汲清是中 国著名 的大地构造学家 、 石油地质学家 ， 他把李 白 《与韩荆州

书 》 中
“

生不用封万户侯 ， 但愿一识韩荆州
”

③ 化用为
“

生不愿封万户侯 ， 但愿

一敲天下之石头
”

， 刻在 自 己 使用 的地质锤上 ， 用来鞭策 自 己 ， 教育后人 。 这句

话的意思是
“

活着的时候不在乎官职 ，
只希望勘测世界上 的石头

”

， 体现了黄汲

清淡泊名利 、 甘愿奉献的精神 。

“

交际翻译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感受 ， 强调译文

的可读性和效果 。

”

④ 译文没有直译原文 中 的
“

万户侯
”

， 而是重在传递原文 中实

质性的信息 ， 采用编译法将其译为
“

ｔｈｅｆａｍｅａｎｄｆｏｒｔｕｎｅ
”

， 符合交际翻译的策略

①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 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２６３ 页 。

② 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 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２７７

—

２７ ８ 页 。

③ ［ 唐 ］ 李 白 ， 《李太 白全集 》 下册 ， 王琦注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Ｔ７
， 第 １ ２３９ 页 。

④ 朱华 ， 《工程翻译文本 、 原则和方法刍议 》 ， 《外 国语文论丛 （ 第 ９ 辑 ） 》 ， 成都 ： 四川 文艺 出

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２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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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 。

（
二

） 精彩的诗歌楹联翻译

《少城街巷志 》 中有丰富的诗歌楹联 ， 朱华等的翻译是精当 的 。

例 １
：

原文 ：
１ 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四川 各界人士公祭于 ６ 月 １ ４ 日 辞世 的章太炎先

生 ， 李植撰写的集句联被誉为 当代最佳名 联之一 ：

“

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泰山其颓乎 ！ 梁木其朽乎 ！ 哲人其萎乎 ！

”

译文 ：
Ｏｎ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７

，

１ ９３６
，

ｔｈｅ
ｐ

ｅｏ
ｐ

ｌｅｏｆＣｈｅｎ
ｇ
ｄｕｈｅｌｄａ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ｆｏｒ

Ｚｈａｎ
ｇ
Ｔａｉ

ｙ
ａｎ

，ｗｈｏｈａｄｐａ
ｓｓｅｄａｗａ

ｙ
ｏｎＪｕｎｅ１ ４

 ；ｔｈｅｅｌｅ
ｇ

ｉ ａｃｃ ｏｕ
ｐ

ｌｅｔｃ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ｂ

ｙ
ＬｉＺｈｉ

ｆｏｒ ｔｈａｔｏｃ ｃａｓ 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ａ ｉ ｓｅｄａ 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 ｉｎｃｏｎｔｅｍ
ｐ
ｏｒａｒ

ｙｔ ｉｍｅｓ
 ：

“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ｅｄｂｙ
ｗｅａｌ ｔｈｏｒｈｏｎｏｒｓ

，ｎｅｖｅｒｄｅ ｔｅ ｒｒｅｄｂｙｄｅｓ 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ｕｎａｂ ｌｅｔｏｂｅｓｕｂｄｕｅ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ｕｎｔＴａｉ ｓｈａｎｈａｓ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ｄ
！Ｔｈｅｐ ｉ ｌｌａｒｓｈａｖｅｂｕｃｋｌｅｄ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ａｇｅｈａｓ
ｐａｓ ｓｅｄ

ａｗａｙ ！ 

”

①

“

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出 自 《孟子 ？ 滕文公下 》 ：

“

富贵

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此之谓大丈夫 。

” ② 意思是 ：

“

富贵不能诱

惑 ， 贫贱不能动摇 ， 威武不能屈服 ， 这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

”

？ 三个译句 中 ， 第

一个是
“

ｂｅ
＋ 过去分词 ＋ ｂ

ｙ

＋ 名词
”

不定式短语 （
ｉｎｆｉｎｉ ｔ ｉｖｅ

ｐ
ｈｒａｓｅ

） ； 第二个也是

“

ｂｅ ＋ 过去分词 ＋ ｂ
ｙ

＋ 名词
”

不定式短语 ； 第三个是
“

形容词 ＋ ｔｏ＋ｂｅ＋ 过去分

词 ＋
ｂ
ｙ

＋ 名词
”

形容词短语 （
ａｄ

ｊ
ｅｃ ｔ ｉｖｅ

ｐ
ｈｒａｓｅ

） ， 里面包含了一个不定式短语 。 三

个译句在结构上与原文相对应 ，
基本形成了对仗 ， 读起来富有文采 。

“

泰山其颓乎 ！ 梁木其朽乎 ！ 哲人其萎乎
”

出 自 《礼记 ？ 檀 弓上 》 ：

“

孔子蚤

作 ， 负手曳杖 ， 消摇于门 ， 歌 曰 ：

‘

泰山其颓乎 ， 梁木其坏乎 ， 哲人其萎乎 。

’

既

歌而人 ， 当户而坐 。 子贡闻之 ，
曰

：

‘

泰山其颓 ， 则吾将安仰 ？ 梁木其坏 ， 哲人

将萎 ， 则吾将安放 ？ 夫子殆将病也 子贡 的意思是 ：

“

泰 山将要坍塌 ， 我还

①袁庭栋著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

凤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２９ １ 页 。

② 阮元校刻 ， 《十三经注疏 》 下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０
， 第 ２７ １ ０ 页 。

③ 徐洪兴撰 ， 《孟子直解 》 ， 上海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 ３ ８ 页 。

④ 阮元校刻 ， 《 十三经注疏 》 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０
， 第 １ ２８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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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什么呢 ？ 栋梁将折坏 ， 哲人将病逝 ， 我还仿效什么呢 ？

”

？ 子贡讲的是将要

发生的事情 ， 李植影射的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政治腐败 、 危机 四伏的社会现实 ， 说

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 译文改现在将来时态 （ ｐ
ｒｅｓｅｎ ｔｆｕｔｕｒｅｔｅｎｓ ｅ

） 为现在完成时

态 （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ｅ

ｒｆｅｃ ｔ ｔｅｎｓｅ
） ，
且连用三个感叹句加以强化 ， 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 内

涵 ， 基本做到 了
“

内容相关
”“

结构相应
”“

节奏相称
”

， 译文是精 当的 。

例 ２
：

原文 ： 特别是在抗 日 战争时期 （ 为 了躲避 日 本空军的轰炸 ，

１ ９３９
—

１ ９４３ 年

迁到新繁龙藏寺办学 ） ， 蜀 中进步人士将其称为
“

四 川 的陕北公学
”

， 成都流传

着
“

要革命 ， 读协进 ？

， 要救国 ， 到陕北
”

的顺 口溜 。

译 文 ：

Ｔｏａｖｏ ｉｄｂｏｍｂ ｉｎ
ｇ
ｓ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ａｇａ ｉｎｓ 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撕ｅｓｓ ｉｏｎ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ｍｏｖｅｄｔｏａｍｏｒｅｒｅｍｏｔｅａｒｅａｏｆ ｔｈｅｃ ｉ ｔ

ｙ ，ｈｏｌｄｉｎ
ｇ

ｃ 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Ｘｉｎｆａｎ

Ｔｏｗｎ
’

ｓＬｏｎｇｃａｎｇ 
Ｔｅ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１ ９ ３ ９ ｔｏ１ ９４３ ．Ｐａｒｔ ｉ ｃｕｌａｒｌ

ｙ
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 ｉ ｓ

ｐｅ
ｒｉｏｄ

，ｐｒｏ
ｇ
ｒｅｓｓ ｉｖｅｓ

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ｓ
“

Ｓ ｉ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ｂｅｉＳｃｈｏｏｌ
”

 （ 
ｉ ．ｅ ．ｔｈｅＮ 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 ｓａｎｄＬａｗ
） ，ａｎｄｔｈｏ ｓｅ ｉｎＣｈｅｎ

ｇ
ｄｕｗｏｕ ｌｄｒｅｃ ｉ ｔｅ ｔｈ ｉ ｓｒｈ

ｙ
ｔｈｍ ｉ ｃ

ｃｈａｎｔ
：

“

Ｔｏ
ｊ
ｏ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

ｓｔｕｄｙａｔＸ ｉｅ
ｊ
ｉｎ

；ｔｏｓａｖｅｔｌｉｅｎａｔ ｉ ｏｎ
， ｇｏｔｏＳｈａｎｂｅ ｉ ．

”

②

此文中 出现了地名 、 专用名 词
“

抗 日 战争
” “

龙藏寺
”

和
“

四川 的陕北公

学
”

， 还使用 了顺 口溜
“

要革命 ， 读协进 ；
要救国 ， 到陕北

”

。 译文采用直译法 ，

注重结构和韵律的对等 ， 还运用不定式加强语气 ， 把
“

抗 日 战争
”“

龙藏寺
”

和

“

四川 的 陕 北 公 学
”

译 作
“

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ａ
ｇ
ａｉｎｓｔ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Ａ

ｇｇ
ｒｅ ｓｓ ｉ ｏｎ

”

“

Ｌｏｎ
ｇ
ｃａｎ

ｇ
Ｔｅｍ

ｐ
ｌｅ

”

和
‘ ‘

Ｓ ｉ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ｂ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ｉ ．ｅ ．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Ｓｃｈｏｏ ｌ

ｏｆ 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

”

， 把
“

要革命 ， 读协进 ；
要救国 ， 到陕北

”

译为
“

Ｔｏ
ｊ
ｏ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ｓ ｔｕｄ

ｙ
ａｔＸ ｉｅ

ｊ
ｉｎ

； ｔｏｓａｖｅ ｔｈｅｎａｔ ｉ ｏｎ
， ｇ

ｏｔｏＳｈａｎｂｅ ｉ

”

。 这些特别具顺 口 溜风

格的译句读起来朗 朗上 口
， 大得形式美 、 节奏美 、 音韵美之妙 。

例 ３
：

原文 ： 桥面的西半边属于满城的范围 ， 桥面的东半边属于大城的范 围 。 清人

的 《竹枝词 》 曾对此有过颇有微词 的形容 ：

“

右半边桥作妾观 ， 左半边桥 当 郎

看 。 筑城桥上水流下 ， 同一桥身见面难，

①杨天宇撰 ， 《礼记译注 》 上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７ ３ 页 。

② 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２７２
—

２７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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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Ｔｈｅｗｅｓ 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 ｅｂｒｉｄ

ｇ
ｅｗ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ｊ
ｕｒｉ 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Ｍ ａｎｃｈｅｎ

ｇ
Ｃ ｉ ｔ

ｙ ，

ｗｈ ｉ ｌｅ ｔｈｅｅａｓ ｔｅｒｎ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ｂｒｉｄ
ｇ
ｅｗａｓ

ｐａ
ｒｔ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

ｇ
ｅｒｃ ｉ ｔ

ｙ
．Ｏｎｅ

Ｑ ｉｎ
ｇ
ａｕ ｔｈｏｒｅｘ

ｐ
ｒｅ ｓｓｅｄ

ｈ ｉｓｄ ｉ 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ｌａ
ｙ
ｏｕ ｔ ｉｎａＢａｍｂｏｏＢｒａｎｃｈＶｅｒｓｅ

：

“

Ａｗｏｍａｎ
ｇａｚｅ 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ｉ ｇｈｔ

ｓ ｉｄｅ
，
ａｍａｎ ｌｏｏｋｓｂａｃｋ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ｅｆｔｓ ｉｄｅ ．Ｗ ｉ ｔｈａｆｏｒ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ａｒｉ ｖｅｒ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ｅ ｌｏｖｅｒｓ

ｃａｎｎｏ ｔｍｅｅｔｗｉｔｈａｓ ｉｇｈ ．

”

①

“

右半边桥作妾观 ，
左半边桥 当 郎看 。 筑城桥上水流下 ， 同

一桥身见面难
”

，

这 四句 出 自 清代杨燮的 《锦城竹枝词 》 ， 描写 了 晚清成都满城水关亦即半边桥的

独特景象以及半边桥上一对男女近在咫尺 ， 却不能相见的 郎情妾意 。 译文在传递

原文信息的 同时 ， 在形式 、 结构 、 节奏和韵律与原诗保持了一致 ， 凸显 了诗歌的

美学功能 。 在形式上 ， 译文句子长度控制在七八个词 、 七八个音节 ， 尽量同原文

七字句 、 七音节看齐 ， 力 争做到
“

齐言
”

； 在结构上 ，

“

右半边
”

对
“

左半边
”

（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ｉｇ
ｈ ｔｓ ｉｄｅ

”

ｖｅｒｓｕ ｓ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 ｒｓ ｉｄｅ
”

） ；
“

妾
”

对
“

自ｐ

”

（ 

“

Ａｗｏｍａｎ

”

ｖｅｒｓｕｓ

“

ａｍａｎ

”

） ，

“

上
”

对
“

下
”

（

“

ａｂｏｖｅ
”

ｖｅｒｓｕ ｓ

“

ｂｅｌｏｗ
”

） ， 句式对仗工整 ； 在

韵律上 ，

一二四行与原诗一样押尾韵 ， 韵律十足 ； 在节奏上 ， 翻译
“

观
”“

看
”

“

见
”

时 ， 特选用英文单音节动词
“

ｇ
ａｚｅ

”“

ｌｏｏｋ
”“

ｍｅｅ ｔ

”

， 节奏 明快 ， 朗 朗上

口
， 与原文平仄相交的节奏有异 曲 同工之妙 ，

也反映了原诗
“

顿
”

的节奏

例 ４
：

原文 ： 成都著名文士刘师亮有 《竹枝词 》 写道 ：

“

聚丰餐馆设 中西 ， 布置精

良食品齐 。 偷向玻璃窗 内望 ， 何人依桌醉如泥 ？

”

译文 ：
ＦａｍｏｕｓＳ ｉｃｈｕａｎｅ 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ｉｕＳｈ ｉｌ ｉａｎ

ｇ
ｃ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ａＢａｍｂｏｏＢｒａｎｃｈＶｅｒｓｅ

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ｉ ｔ
：

＾

ＪｕｆｅｎｇＧａｒｄｅｎ ｉｓｗｈｅｒｅＣｈ ｉｎａ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Ｗｅｓｔ
，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ｎｅｓｔｆａｒｅｓａｒｅ

ｐｅｒｆｅｃ ｔ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ｇｌａｓｓｗｉｎｄｏｗ
，Ｉ ｔｒｙｔｏｐｅｅｒ

，ｗｈｏ ｉ ｓ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ｄｒｕｎｋｅｎｈｅｒｅ ？

”

③

这几个句子的翻译 中 ， 四川 内 江奇才刘师亮 《竹枝词 》

“

聚丰餐馆设 中西 ，

布置精 良食品齐 。 偷向玻璃窗 内望 ， 何人依桌醉如泥
”

？ 四句是重 中之重 。 在译

①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２ ３

， 第 ２ ３４ 页 。

② 朱华 ， 《旅游英汉互译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３ １ ３
—＞

３ １ ４ 页 。

③ 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 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２ ３ ８ 页 。

④ 杨燮等 ， 《成都竹枝词 》 ， 林孔翼辑录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１ ９ ８２
， 第 ９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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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 ， 第一行末 词
“

Ｗｅ ｓ ｔ

”

与 第二行末词
“

ｐ
ｒｅ
ｐ
ａｒｅｄ

”

的尾音虽 然一个清音

（
ｖｏ ｉｃｅｌｅｓ ｓ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

） ［ 
ｔ

］ 、

一个池音 （
ｖｏ ｉ ｃｅｄ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

）［
ｄ

］ ， 两者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押韵 ， 但是读起来也别有韵律感 。 第二行的
“

ｆｉｎｅｓ ｔｆａｒｅｓ

”

押头韵 ［
ｆ

］ ，

“

ｐ
ｅｒｆｅｃ ｔ ｌ

ｙｐ
ｒｅ
ｐ
ａｒｅｄ

”

押头韵 ［ ｐ ］ ， 第三行的
“

ｐ
ｅｅｒ

”

和第 四行的
“

ｈｅｒｅ
”

押 ［
１３

（
ｒ

） ］ 韵 ， 极好地呈现了英美诗歌韵律 的特点 。 原诗第一句 的重音在
“

设
”

字 ，

第二句在
“

齐
”

， 第三句在
“

望
”

， 第 四句在
“

醉
”

， 译诗每一行的重心都与原文

一一对应 ， 即
“

ｍｅｅｔ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

ｐ
ｅｅｒ

”

和
“

ｄｒｕｎｋｅｎ
”

， 也呈现了原诗的节奏 ，

再现 了 中文诗歌中 的
“

顿
”

或
“

逗
”

。 此外 ， 译文把每一句 的字数控制在七八个

英语单词 ， 形成两个相似 的句长 ，
基本上做到 了

“

齐言
”

①
。 本首诗歌的 翻译 ，

无论是韵律 、 节奏 、 齐言 ， 都体现了诗歌的美学功能 。

三 、 英译 《少城街巷志》 的不足

翻译是一项艰苦 、 复杂 、 精细 的工作 ， 难得最好 ， 偶有更好 。 朱华等译 的

《少城街巷志 》 总体上是成功的 ， 但是个别地方在翻译策略与方法上也有进一步

斟酌的余地 。

例 １
：

原文 ： 奎星楼街在清代建有一座牌坊叫里仁坊 ，
上面有

“

里有仁风 ， 探花及

第
”

八个大字 ， 应当是表彰这条胡 同 中 出 过一位探花 （ 科举考试 中殿试的第三

名 ） ，
可是在各种文献中对这位探花却没有任何记载 ， 这件事至今还是成都地方

史上的一个谜 。

译文 ：

Ｉｎ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Ｄ
ｙ
ｎａｓｔ

ｙ ，ａ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ａｒｃｈｗａ
ｙ

ｃａｌｌｅｄＬ ｉｒｅｎＡｒｃｈｗａ
ｙ
ｗｅ ｌｓｂｕ ｉｌｔｏｎ

Ｋｕｉｘｉｎ
ｇ
ｌｏｕＳｔｒｅｅ ｔ

，
ｗｉｔｈｅ ｉ

ｇ
ｈｔＣｈｉｎｅ 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里有仁风 ， 探花及第 

”

（
ｗｈ ｉｃｈｍｅ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ａｔｍｏｓｐ
ｈｅｒｅｏｆ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ｓｏｔｈｅｓｃｈｏ ｌａｒｗｈｏ ｌ ｉｖｅｄｈｅｒｅｃｏｕｌｄｒａｎｋ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ｈｅｉｍ
ｐ
ｅｒｉａｌ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

） ．Ｉｔｗａｓｓｕｐｐ
ｏ ｓｅｄｌ

ｙｔｏｈｏｎｏｒａＴａｎｈｕａ（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ｈｏｒａｎｋｅｄ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ｈｅ ｉｍ
ｐｅ

ｒｉ ｓＪ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ｉ ｓｈｕｔｏ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 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ｒｅｃｏｒｄｏｆ  ｔｈｅＴａｎｈｕａ ｉ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

ｈ ｉ ｃｈ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ａｍ
ｙ
ｓｔｅｒ

ｙ
ｉｎ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ｈ ｉ ｓ ｔｏｒ

ｙ

① 朱华 ， 《旅游英汉互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３ 】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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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ｈｅｎ
ｇ
ｄｕ ．

①

这里将牌坊上的 中文
“

里有仁风 ， 探花及第
”

直接
“

移植
”

到英文 中 ，
可

谓
“

不译
”

，
也叫

“

零翻译＇
“

零翻译
”

也是一种译法 ，
主要有省译 、 移译 、 移

译加注等方式 。 此处采取了移译加注的方式 ， 固然是可 以 的 。 不过 ， 如果加上汉

语拼音
“

ｈ ｙ〇ｗ
ｒｅ ？ｉ ／ｅ啤 ，

ｒａ ／ｉ ／ｉｕａ
／
ｉ Ｗ

， 那么不仅能帮助外 国读者阅读汉语 ，
也

能与后面的译文
“

Ｔａｎｈｕａ
”

在语义上产生联系 ， 从而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中 国文

化负载词
“

探花
”

（

“

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ｈｏｒａｎｋｅｄ ｔｈｅ ｔｈ ｉｒｄ ｉｎｔｈｅ ｉｍ
ｐ
ｅｒｉ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 ，

更有效地推动中 国文化的交流 、 传播 。

例 ２
：

原文 ： 因为滋味绝佳 ， 遂被人们称为
“

夫妻肺片
”

， 有 了名声之后 ， 才发展

成为一夫妻肺片小店 。

译文 ：
Ｔｈｅｄ ｉ ｓｈｇａｉｎ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 ｔ

ｙ
ｆｏｒ ｉ ｔ ｓｓｕ

ｐ
ｅｒｉｏｒ ｆｌａｖｏｒ

，

ａｎｄｐｅｏｐ ｌ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
ｙ

ｂｅ
ｇ
ａｎｔｏｃａｌｌ ｉ ｔ

ｆｕｑｉ
ｆｅ ｉｐ ｉａｎ（ 

ｕ

ｓ ｌ ｉｃｅｄ ｌｕｎｇｓｓｏｌｄｂ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ｆｅ

Ｍ

） 
？Ｔｈｅ ｉ ｒ ｒｅ

ｐ
ｕｔａｔｉｏｎ

ｇ
ｒｏｗ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ｏｕｐ
ｌｅｗａｓａｂ ｌｅ ｔｏｍ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 ｉｎｔｏａｓｍａｌｌｓｈｏ

ｐ
？

．

“

夫妻肺片
”

也有不同译法 ， 文化外传的效果也会有差异 。 诚然 ，

“

夫妻肺

片
”

可以译为 （
ｓｌ ｉ ｃｅｄ ｌｕｎ

ｇ
ｓｓｏ ｌｄｂ

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 ｆｅ

）

”

， 既生动又直

观 ， 特别是译出 了
“

夫妻
”

， 信息未丢失 。 然而 ， 中 国菜名还可采用
“

烹饪方式

＋ 主料 ＋ 作料
”

的方法加 以 翻译。 使用介词
“

ｉｎ

”

， 是因为主料加配料 ， 如果汤

汁或蘸料和主料分开 ，
后浇在主菜上 ， 则可使用介词

“

ｗｉｔｈ
”

？
，
比如 ， 把

“

回锅

肉片
”

译为
“

Ｓａｕ ｔｅｅｄＳ ｌｉｃｅｄＰｏｒｋｗ ｉ ｔｈＰｅ
ｐｐ

ｅｒａｎｄＣｈｉｌ ｉ 

”

， 把
“

鼓油 牛 肉
”

译为

“

Ｓ ｔｅａｍ ｅｄＢｅｅｆ ｉｎＢ ｌａｃｋＢｅａｎＳａｕｃｅ
”

， 把
“

木耳 肉 片
”

译为
“

Ｓａｕ ｔ６ｅｄＳ ｌ ｉｃｅｄＰｏｒｋ

ｗｉｔｈＢ ｌａｃｋＦｕｎ
ｇ
ｕｓ

”

， 把
“

红烧 甲 鱼
”

译为
“

Ｂｒａ ｉ ｓｅｄＴｕｒｔｌｅ ｉｎＢｒｏｗｎＳａｕｃｅ
”

， 把

“

尖椒里脊丝
”

译为
“

ＦｒｉｅｄＳｈｒｅｄｄｅｄＰｏｒｋＦ ｉ ｌｅ ｔｗｉｔｈＨｏｔＰｅ
ｐｐ

ｅｒ

”

， 把
“

京酱肉丝
”

译为
“

Ｓａｕｔ６ｅｄＳｈｒｅｄｄｅｄＰｏｒｋ ｉｎＳｗｅｅｔＢｅａｎＳａｕ ｃｅ

” ④
。 如此说来 ， 将

“

夫妻肺片
”

译为
“

ｓ ｌ ｉｃｅｄｂｅｅｆａｎｄｏｘ ｔｏｎｇｕｅ ｉｎｃｈ ｉ ｌｉｓａｕｃｅ
”

， 似乎更容易为外 国人理解 。

①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 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第 ３ ３２

—

３ ３３ 页 。

② 袁庭栋 ，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 朱华 、 ［ 美 国 ］ 莫莉 ？ 戈西奇 、 陈星君 、 王聪 、 陈凤

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２ ３
， 第 １ ８４

—

１ ８５ 页 。

③ 朱华 ， 《旅游英汉互译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２２
， 第 ３５６ 贡 。

④ 朱华 ， 《酒店英语 （ 视听版 ） 》 ２ 版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 第 １ ８ １

—

１ ８２ 页 。



从巴蜀文化外传看朱华等英文译著 《少城街巷志 》 Ｉ２３３

巴蜀文化是特定地域 、 社会 、 历史的产物 ， 对外 国读者具有异质性 ， 加上文

化具有历史阶段性 ，

“

即使是同一文化符号在不 同 的历史阶段往往具有 的文化 内

涵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

？
， 要把 《少城街巷志 》 准确翻译 出来 ， 其难度是可

想而知的 。 如果对巴蜀文化缺少历史阶段性的意义解读 ， 加之 中英两种文本存在

语言空缺 、 文化空缺 ， 翻译 《少城街巷志 》 的难度将会很大 ， 很容易 出现硬译 、

曲解 、 误译的情况 ， 而误译又会造成外 国读者对其理解产生障碍 ， 反过来加深外

国读者对巴蜀文化的误读 、 误解 。 譬如 ， 有的人把
“

老妈蹄花
”

译成
“

ｍｏ ｔｈｅｒ
’

ｓ

ｈｏ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

（

“

母亲 的蹄子鲜花
”

）

②
， 把

“

麻婆豆腐
”

译作
“

Ｔｏｆｕｍａｄｅｂｙｗｏｍａｎ

ｗｉ ｔｈｆｒｅｃｋ ｌｅ ｓ

＂

（

“
一脸雀 斑女人做 的 豆腐

”

）

③
， 把

“

童 子鸡
”

译为
“

Ｃｈ ｉ ｃｋｅｎ

ｗｉ ｔｈｏｕ ｔｓｅｘ ｌ ｉｆｅ

＂

（

“

还没 有性生活 的鸡
”

）

④
， 把

“

干货
”

译为
“

ＦｕｃｋＧｏｏｄｓ

”

（

“

食货物
”

）

？
， 这样的翻译 ， 中 国读者看 了啼笑皆非 ， 外 国读者看 了莫名其妙 。

这类翻译 ， 有些就是母语为英语的翻译员 、 汉学家的作品 ， 这说明西方人不一定

是翻译中 国作品特别是巴蜀文化作品 的最佳人选 。

朱华以 中 国译者的文化视域 ，
以 自 身数十年的翻译实践 ， 探索 了在 目标语文

化中突显巴蜀文化视域的路径和方法 ， 为 巴蜀文化外译在策略和方法上进行了可

贵的实践性的探索 。 由朱华担任主笔 ， 是 《少城街巷志 》 翻译的极佳选择 。 通读

汉英对照本 《少城街巷志 》 可 以发现 ， 这部译著文笔流畅 ，
可读性强 ，

正确处理

了文化外宣
“

译
”

与
“

不译
”

的关系 ， 保留 了 巴蜀文化著作 的异质性 ， 避免了

外 国读者不适的违和感？ 。 这部译著的出版将有助于促进 四川 与其他 国家之间 的

人文交流 ， 推动巴蜀文化 、 中 国文化的传播 。

①陈哲敏 、 解庆锋 ，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川剧的对外翻译 》 ， 《戏剧之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上 ）

期 ， 第 １ ０ 页 。

②
“

ｍｏ ｔｈｅｒ
’

ｓｈｏｏｆ ｆｌｏｗ ｅｒ 

”

的 变体是
“

ｍｏｍ
’

ｓｈｏｏｆｆ ｌ ｏｗｅｒ 

”

， 皆 参 见 ：
“

Ｓ ｉｃｈｕａｎＭｏ ｔｈｅｒ
’

ｓＨｏ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

，
ｂ
ｙ
ｈｏｎｅｙ

ｃ ｌｅａｒ
，
ｈ ｔｔｐｓ ： ／／ ｓ ｉｍ

ｐ
ｌ ｅ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ｆｏｏｄ ． ｃｏｍ／ ｒｅｃ ｉ

ｐ
ｅ／ ｓ ｉ ｃｈｕａｎ

－ｍｏ ｔｈｅｒ＾ －

ｓ
－ｈｏ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

③Ｃｈｅｎｇ 
Ｙ ｉｎ

ｇｑ
ｉ

，

“

Ｃｕ ｉ ｓ ｉ ｎｅ ｌｅｘｉ ｃ ｏｎｏｆｆｅｒｓ ｔａｓ ｔ
ｙ
ｆｏｏｄｆｏｒ ｔｈｏｕ

ｇ
ｈ ｔ

’ ’

，

Ｃｈ ｉｎａＤａ ｉｌｙ 
＾Ｆｅｂｒｕ ａｒｙ １

，
２０ １ ２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ｃ ｈ ｉｎａｄａｉｌ

ｙ
． ｃｏｍ ． ｃｎ／ｌ ｉｆｅ／２０ １ ２

－

０３／２０／ ｃ〇ｎ ｔｅｎ ｔ
＿

１ ５７ ３ ３６９ ８ ． ｈ ｔｒａ ．

④
＊ ＇

Ｂ 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ｒｅ ｓ ｔａｕｒａｎ ｔｓ ａｘｅ
‘

ｃｈ ｉ ｃ ｋｅｎｗｉ ｔｈｏｕ ｔｓｅｘ ｌｉｆｅ

’ ’ ’

，

Ｃｈ ｉｎａ
，Ｘ ｉｎｈｕ ａ

，Ｍａｒｃ ｈ １ ３
，
２０ １ ２

，ｈｔｔｐ ： ／／

ｖｒｗｗ ． ｃｈｉｎａ ， ｏｒ
ｇ

． ｃｎ／ｃｈ ｉｎａ／２０ １ ２
－

０３ ／ １ ３ ／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２４８８７ １ ０ １ ． ｈ ｔｍ

⑤ 李秀 明 ， 《论
“

夫妻肺片
”

译文的文化吞并现象 》 ， 《牡丹江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 第

８６ 页 。

⑥ 《少城街巷志 》 （ 汉英对照 ）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在四 川文艺 出版社 出版之前 ， 其中不少英译佳句

已经收人大学本科旅游英语专业教材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这部著作 中 的英译是朱华多年探索 、 琢

磨 、 总结 、 提炼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