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联理袼视 角 下 的 霍 译本

《 紅褛 梦 》 中 隐喻翻译茉略研 堯

卢 子素６ １ ０ １０ １ＥＳ 川成都ＥＳ 川 师 ？＾大＊学小国语学院

摘 要 ： 摒弃单纯地从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计论 《红楼梦》 英文全译本 （ 杨

宪益夫妇译本和霍克斯译本 ） 的差异 ， 本文作者从关联翻译理论 角

度
，
将翻译看做是两次明 示推理过程 。 译者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语

境 ，
坚持最佳关联原则 ， 合理地选取翻译策略 ， 将霍译本 《红楼梦》

中的隐喻翻译策略进行归 类研究并得 出 结论
， 即 不 管使用什 么样的

翻译策略 ，
只要不违反关联原 则

＋

， 保证达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面

对相同 隐喻作 出相同反应 ， 达到最佳关联即为可取。

关键词 ： 关联理论 ； 《红楼梦》 ；
打ｌｅ Ｓｔｏ／ｙ ｔ／ ｔＡｅ Ｓｔｏｎｅ

；
隐喻翻译策略

一

、 《红楼梦》 英译本研究现状

《红楼梦》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 它反映了从 １ ８５０ 年到清代中期 中

国古代文化 。 作为传统文化的结晶 ， 它是对生活深刻的反映 ， 堪称一本中国

古代的百科全书 。 在该著作中 ， 作者将明喻 、 暗喻 、 排比 、 拟人、 Ｘｔ偶等大

量的修辞手法巧妙地运用于各种艺术形式如诗歌、 音乐 、 对联、 酒令 、 故

事 、 雕刻 、 宗教仪式 、 医学 、 绘画等之中 ， 这就决定了读者如要对该书全面

透彻理解 ， 须具备大量的相关知识 。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杨宪益夫妇的英文全

译本和霍克斯先生的英文全译本相继出现以来 ， 国内各期刊陆续刊登了一些

有关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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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多数文章采用译本比较法 ， 即 比较
－

分析
－

结论的

模式 ，
总体上看研究方法 比较单一 。 涉及相关的研究理论包括尤金 ？ 奈达

（
ＥｕｇｅｎｅＡ ．Ｎ ｉｄａ

，
１９ １４
—

） 的
“

功能对等
”

理论 、 彼得 ？ 纽马克 （
Ｐｅｔｅｒ

Ｎｅｗｍａｒｋ
，

１ ９ １ ６
—

） 的
“

语义翻译
”

和
“

交际翻译
”

理论以及詹姆斯 ？ 霍

尔姆斯 （ ＪａｍｅｓＳ ．Ｈｏｌｍｅｓ
，１９２４

－

１９８６
） 的

“

多元系统翻译
”

理论等 。

⑴
值

得注意的是 ， 研究者逐渐从单纯的语言层面分析过渡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讨

论。 如陈可培的 《译者 的文化意识与译作 的再生
——论 ＤａｖｉｄＨａｗｋｅｓ 译

〈红楼梦 〉 的
一组诗》 ， 崔永禄的 《霍克斯译 〈红楼梦 〉 中倾向性问题的思

考》 ， 海芳的 《归化、 异化的统计与分析—— 〈 红楼梦 〉 口语辞格英译研

究》 ， 陈宏薇 、 江帆的 《难忘的历程—— 〈 红楼梦 〉 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

究》 等文 ， 这一转向为 《红楼梦 》 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
２

］

从研究焦点来看 ， 文章涉及的面较广 ， 其中诗词 、 警句 、 习语 、 书名 、

人名 、 人物语言 、 灯谜 、 对联 、 回 目 、 文化内容等方面的翻译都成了研究者

们关注的焦点 。 如郑恩岳的 《 〈红楼梦 〉 诗词中一些隐语的翻译》 、 黄龙的

《 〈红楼梦 〉 书名的翻译》 、 王涛的 《从 〈红楼梦 〉 的两个英译本中对话片

段看小说翻译中对话美的再现》 、 林克难的 《 〈红楼梦 〉 人名 翻译艺术欣

赏》 。

［
３

］

但是涉及修辞翻译 ， 尤其是隐喻方面的文章却寥寥无几 。 隐喻作为

一种重要的修辞表达形式 ， 大量运用于该书各章节中 ， 译者需要从宏观文化 ^

和微观语言两个层面上对其准确地理解和传递 ， 而恰当的隐喻滴译策略的选

取及运用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 本文意在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讨论

《红楼梦》 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 弥补 目前从修辞翻译角度讨论英文全译本的

不足 ， 从而丰富红译研究的内涵。

二 、 关联翻译理论

１９８６ 年 ， 从事语言学和哲学研究的法国学者丹 ？ 斯珀伯 （
ＤａｎＳｐｅｒｂｅｒ ）

和英国学者迪尔德丽 ？ 威尔逊 （
ＤｅｉｒｄｒｅＷｉｌｓｏｎ

） 提出 了关联理论。 作为交

际理论的关联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的交际与认知 。 传统理论大多认

为交际过程就是简单的编码和解码或推理过程 ， 在此基础上 ， 他们明确提出

交际过程就是明示推理过程 ， 即听话人从每个话语的言语解码中获取信息

时 ， 可能会对话语做出多种理解 ， 结合已有的认知语境 ， 听话者只认定一种

是唯一可行的理解 。 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 关联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它的

？

６３６？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翟译本 《红楼梦 》 中隐喻翻译策略研究

强弱取决于这两个方面 ： 推理努力与语境效果 。 在相同条件下 ， 语境效果越

大 ， 则关联性越强 ； 推理努力越小 ， 关联性也越强 。 关联理论认为 ， 人类的

话语交际过程就是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 ， 即听话者在话语理解时付出较少努

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

［
４

］

关联理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翻译而提出 的 ， 但对翻译具有很强的 阐释

力 。

［
５

］

厄恩斯特 ？ 奥古斯特 ？ 格特 （
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Ｇｕ ｔｔ

） 认为翻译其实也是一

个交际过程 ， 并且包括两次明示推理。 而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 即在第一个

过程中 ， 译者是信息接受者 （ 听者 ） ， 而在第二个过程中 ， 他则扮演了交际

者 （言者 ） 的角色 。 在这两次交际活动中 ， 最佳关联性均是交际成功的保

证 。 译者一方面要努力寻找原文的最佳关联 ， 从而对原文正确理解 ， 这是翻

译的第一步 ； 然后以最佳关联的方式将原作者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 ， 表达则

是翻译的第二步 。 二次明示推理全过程如图所示 ：

 ｜

明示 １ ｜ ｜

明示２ ｜
原语作者ｈ译

＿

者ｂｒ ：

￣￣

译文读

推理 １推理２

ｊ际者 １ １ Ｌ
■＂

！

听者 丨 ／交际者２
￣￣

：

￣￣

１

明示推理示意图

显然 ， 在每个过程中 ， 最佳关联性确保了交际成功 。

［
６

］

格特的关联翻译

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 。 在此基础上 ， 他提出 了保

留交际线索的策略 ， 即以保留原文语义为前提 ， 坚持最佳关联原则 ， 并充分

考虑读者已有的认知语境 ， 选取读者最易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 。

［
７

］

三、 霍译本 《红楼梦》 中隐喻翻译策略研究

关于隐喻这一术语 ， 《牛津英语词典》 的解释是 ：

“

将一个名称或术语

转移到一些不 同但却类似 的事物之上 ， 使之表达更贴切 的一种修辞手

法 。

”
［
８

］

隐喻作为该书 中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 ， 运用于各章节的许多地方 ，

如贾家 ４ 位小姐的名字
“

元春
” “

迎春
” “

探春
”“

惜春
”

就是
“

原应叹惜
”

的谐音 ， 这暗示了 ４ 位小姐的悲惨命运 。 隐喻因其用语短小精焊 、 搭配固

定 、 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及寓意深刻等独特的待点 ， 所以译者对其准确的理

？
６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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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传递需要从宏观的文化层面和微观的语言层面系统把握 。 霍克斯主要考

虑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认知语境 ，
运用直译法 、 替代法 、 添词法 、 转译法等多

种翻译方法相结合 ， 通过二次明示推理 ， 坚持最佳关联原则 ， 调整跟语言文

化相关的表达方式 ， 使读者结合已有的背景知识 ， 用最少努力就能获得最佳

语境 ， 从而达到欣赏文章的 目 的 。

（

一

） 直译法

（
１
） 嗳 ， 我也是知道艰难 的 。 但俗语说 的 ：

“

瘦死 的骆驼 比 马 大
”

， 凭他 怎样 ，

你老拔根汗毛 比 我们 的腰还粗呢 ！

［
９

］

Ｗｅｋｎｅｗ
ｙ
ｏｕｈａｄ

ｙｏｕ
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ｓ

，
． ． ． ｂｕｔａｓｔｈｅｓａｙｉｎ

ｇｇ
ｏｅｓ

，

Ｍ

Ａｓｔａｒｖｅｄｃａｍｅｌｉｓｂ ｉ
ｇｇ

ｅｒ

ｔｈａｎａｆａｔｈｏｉｓｅ ．

Ｈ

Ｓａ
ｙ
ｗｈａｔｈｅｌｉｋｅｓ

，
ａｈａｉｒ

ｐ
ｌｕｃｋｅｄｆｒｏｍ

ｙ
ｏｕｒａｒｍｉｓｔｈｉｃｋｅｒｔｈａｎａｍａｎ

ｙ

ｓ

ｗａｉｓｔｔｏｆｏｌｋｓｌｉｋｅｕｓ ！

ｔ
ｌ〇

Ｊ

该例中原文作者所使用的意象
“

骆驼
”

和
“

马
”

均为东 、 西方人所熟

知 ， 而它们之间强烈的对比恰是穷人与富人之间 的鲜 明对照 。 文中 的
“

骆

驼
”

暗指贾府 ，

“

马
”

则暗指穷苦人民 ， 作者无需做进一步解释或转换 ， 直

接采用直译法即可准确地传递原文内容 。 同时 ， 在第二个隐喻中 ， 霍克斯将

人体的两个部分
“

手臂
”

和
“

腰
”

加以对比 ， 形象地展示出这两者的差距 。

（
２

） 因 此也假说来上学 ， 不过是
“

玍 日 打鱼 ，
两 日 晒 网

”

。

［
１ １

］

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
－

ｇ
ｏｉｎ

ｇ
ｗａｓ

，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ｔｏｓａｙ ，ａｐｒｅｔｅｎｃｅ

—４

ｏｎｅｄａ
ｙ

ｆ ｉｓｈｉｎ
ｇ
ａｎｄｔｗｏｄａ

ｙｓ
ｔｏ

ｄｒ
ｙ

ｔｈｅｎｅｔｓ

’

ａｓｔｈｅ
ｙ

ｓａｙ
． ． ． Ｊ

１２
］

习语
“

三 日打鱼 ， 两 日 晒网
”

是一个隐喻 ， 它是指某人没有毅力长时

间坚持做某事 〇
“

ｏｎｅｄａ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ｗｏｄａｙｓｔｏｄｒｙｔｈｅｎｅｔｓ
”

中的
“

ｆｉｓｈｉｎｇ

”

和
“

ｎｅ ｔｓ

”

均是译文读者非常熟悉的意象 ， 因此直译法的运用完全可以被读

者接受 。

（
二

） 替代法

替代法是指用已有的译语隐喻表达来替代原语中的隐喻意象及其表达 。

（
１

） 天有不测风云 ，
．

人有旦 夕祸福 。

［
１ ３

］

［
． ． ．

］
＂

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ｒｅｂｏｔｈｕｎｐｒｅ
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

 ，［

？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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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正 经 明 儿你打发小子 问 问王大夫 去 ， 弄点 子 药 吃 吃就好 了 。 人不 知鬼不 觉

的 ， 不好吗 ？

Ｕ５
］

Ｔｈｅｓｅｎｓ ｉｂｌｅｔｈｉｎ
ｇ
ｗｏｕｌｄｂｅｆｏｒ

ｙ
ｏｕｔｏｓｅ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ｙｓ

ｒｏｕｎｄ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ｔｏＤｒ

Ｗａｎ
ｇ

＇

ｓａｎｄ
ｇ

ｅｔｍｅｓｏｍｅ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ｔｏｔａｋｅ ．Ｉｓｈａｌｌ
ｐ

ｒｏｂａｂｌ
ｙ

ｂｅａｌｌｒｉ
ｇ
ｈｔａ

ｇ
ａｉｎａｆｔｅｒａｆｅｗ

ｄｏｓｅｓ
，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ｉｎ

ｇ
ｌｅｓｏｕｌｋｎｏｗｉｎ

ｇ
ａｎ

ｙ
ｔｈｉｎ

ｇ
ａｂｏｕｔｉｔ ．Ｓｕｒｅｌ

ｙ
ｔｈａｔ

＇

ｓｔｈｅｂｅｓｔ
，ｉｓｎ

＊

ｔｉｔ ？

ｔ
ｌ ６

］

（ ３ ） 原 来 宝 玉会过雨村 回来 ， 听见金钏儿含羞 自 尽 ，
心 中 早 已五 内倶伤 ， 进来

又被王夫人数说教训 了
一番 ， 也无可 回说 。

［
１７

］

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ｈａｔＧｏｌｄｅｎ
＇

ｓｄ ｉｓ
ｇ
ｒａｃｅｈａｄｄｒｉｖｅｎｈｅｒｔｏｔａｋｅｈｅｒｏｗｎｌｉｆｅｈａｄ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ａｏ－

ｙ
ｕａｓｈｅｗａｓ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ｆ

ｒｏｍ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 ｔｈＪ ｉａＹｕ－

ｃｕｎ
，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ｈｏｃｋｗｈｅｎｈｅｗｅｎｔｉｎｔｏｓｅｅｈｉｓｍｏｔｈｅｒ
，ｏｎｌｙ

ｔｏｂ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ｅｄｂ

ｙ
ｈｅｒｔｏａｓｔ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
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ｗｈｉｃｈｈｅｗａｓ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ｒｅｐ
ｌ
ｙ

１ ８
］

（ ４ ） 也后悔 自 己莽撞 ， 连忙笑着 ， 用 话截开 ，
只 捡宝 玉那 素 日 喜欢 的 ， 说 些 春

风秋月 ， 粉淡脂红 ， 然后 又说到 女儿如何好 。

［
｜９

］

Ａｒｏｍａｒｅ
ｇ
ｒｅｔｔｅｄｈｅｒｂ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ｈａｖｉｎ

ｇ
ｔｏｏｏｐｅ

ｎｌ
ｙ

ｓｐｏｋｅｎｈｅｒｍｉｎｄ ．Ｓｍｉｌｉｎ
ｇ
ｌ
ｙ

ｓｈ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 ｉｏｎｏｎｔｏｔｏｐ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ａｕｇｈ

ｔｈｅｒｗｅｒｅ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ｔｏｈｉｍ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ｅｓ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ｇ

ｉｒｌｓ ．

１ －

２０
１

在以上例子中 ， 译者采用替代法灵活运用译语中读者熟知的意象及其表

达方式重写了隐喻 。 正如奈达所说 ： 任何满意的译文都是原语在译语里彻底

获得新生 ， 确保获得满意的译文 ， 以下两种情况需做适当调整 ： （
１

） 相近

的形式对等毫无意义时 ； （
２

） 使用对等形式引起误解时 。

［
２ １

］

格特认为 ， 译

者是否彻底替换原文隐喻意象和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面对的读

者 。 如果读者缺乏相关的认知背景 ， 无法从原文的隐喻表达中提取相关信

息 ， 那么适当的调整非常必要 。 在以上译文中 ， 霍克斯选取读者熟悉的意象

与语言表达方式 ， 避免了在认知语境缺乏的情况下直译法给读者带来理解上

的障碍 ， 从而有助于他们付出较少努力就可获取最佳语境效果 。

（三 ） 转译法

转译法是指将隐喻转化成明喻的一种翻译方法。 明喻是常用 ａｓ 或 ｌｉｋｅ

等词将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两种不同事物连接起来的一种修辞手法 。

［
２２

］

隐喻

也称压缩了的明喻 ， 即省略了喻词的明喻 。 如果在译文中无法找到相应的隐

喻表达时 ，
可将其转化成明喻 ， 该翻译策略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

？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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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那 雨村 虽 十分渐恨 ， 面 上 却全无 一 点 怨 色 ， 仍是 嘻笑 自 若 ， 交代过 了 公

事 ， 将历年所积 的 宦 囊 ， 并 家属人等 ， 送至原籍安顿妥 当 了 ， 却 自 己担风袖 月 ， 游

览天下胜迹 。

［纠

［
． ． ．

］ｓｅｔｏｆｆ
，ｆｒｅｅａｓｔｈｅａｉｒ

，ｏｎ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ｕｒｏｆ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ｅ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ｐ
ｌａｃｅｓ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ｏｕｒｍｉ

ｇ
ｈｔ
ｙ

ｅｍ
ｐ

ｉｒｅ／
２４

^

（
２

） 袭人等笑道 ：

“

他奶奶病 了 ， 他又成 了 香饽饽 了 ， 都抢不 到 手 。

”
 ［
ａ

］

Ａｒ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ｌａｕ
ｇ
ｈｅｄ

，ｔｏｏ ．

４

Ｓｈｅ
＊

ｓ
ｇ

ｒｏｗｎ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ｓｈｏｔｃａｋｅｓｓ ｉｎｃｅｈｅｒ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ｌｌｎｅｓｓ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ｗａｎｔｓｈｅｒ

ａｔｏｎｃｅ ！

，
［別

例 （
ｉ

） 中 ， 成语
“

担风袖月
”

是一个典型的隐喻 ， 它在原文中指的是

贾雨村放下一切琐碎事务 ， 独 自
一人无忧无虑地享受大 自然去了 。 若采用直

译法 ， 则不仅无法准确传达其内涵 ， 反而让译文读者疑惑不解 。 霍克斯充分

把握原作者的表达意图 ， 同时遵循最佳关联原则 ， 将该隐喻转化成明喻
“

力 ｆＡｅａｉｒ

”

的形式 ， 形象生动 ， 便于读者准确理解原文 。

在例 （
２

） 中 ，

“

香傅脖
”

本意指尝起来味美或闻起来香甜的东西 ，
通

过该词语的使用 ， 作者意在暗示某人在这里非常受欢迎 。 霍克斯使用了译文

读者熟悉的意象
“

ｃａｋｅｓ
”

， 并且借助于喻词
“

ａｓ ． ． ．

，
ａｓ ． ． ．

”

的使用 ， 将原文

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值得我们借鉴。

（ 四 ） 增词法

增词法是指增加词语以明示隐喻的 内涵 。 西方人和中 国人在语言表达 、

逻辑推理、 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

同的语系 ， 它们拥有各 自 的特点 ， 即汉语重意合 ， 英语重形合 ， 所以在汉译

英的过程中尤其是隐喻的翻译 ， 译者需要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前提下 ， 结合读

者的认知语境 ， 将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用通俗的表达方式明示出来 ， 易于读

者理解 。 例如 ：

狗咬 吕 洞 宾 ， 不识兮
人心 。

［
２７

］

Ｙｏｕ
’

ｒｅｌｉｋｅｔｈｅｄｏｇｔｈａｔｂｉｔＬｆｔＤｏｎｇ
－ｂｉｎ

：ｙ
ｏｕｄｏｎ

’

ｔｋｎｏｗａｆｒｉｅｎｄｗｈｅｎｙｏｕ

ｓｅｅｏｎｅ／
２８

１

该例中
“

吕洞宾
”

是汉语中独有的表达方式 ， 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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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 如果采用直译法或音译法 ， 英语读者会不知所云 。 因此 ， 霍克斯的增译

法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 使其浅显易懂而不失内涵的准备 。

四 、 结语

在本文中 ， 隐喻仍然作为传统的修辞学研究范畴 。 根据关联理论 ， 隐喻

的理解是寻求符合关联原则的解释结果 。 本文运用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

了 《红楼梦》 霍译本 ７＾ ＆〇７ 〇／＆６ １＾７１？ 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 该研究表明 ，

在翻译隐喻时 ， 译者首先从 自 己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信息识别源语

的隐喻 ，
正确理解并传达原作者意图 ， 即决定在翻译的时候选择何种翻译策

略来传递原隐喻信息 ， 并充分考虑 目 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 ， 选

择适当的翻译方法 。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 是保留隐喻还是变成明

喻 ， 直译还是意译 ， 只要不违反关联原则 ， 保证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面对相

同隐喻可能作出相同反应 ， 达到最佳关联即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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