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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 不可译?
———译事难题之我见

聂 珂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中英文之间的不可译现象分别存在于语言系统、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几个方面。人类文化在个

性之外的共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不可译性向可译性的转化提供了客观条件。语言系统

内的翻译难题,如修辞格,可以借助于其它修辞手法来体现,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来重塑原文的修辞效果。意

译、音译加注、改译及零翻译等方法可以应对其它方面的翻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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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是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1]。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和文字,就有多少种客观而独

特的社会,就有多少种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描述方式。
从语言范畴层面来看,当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时,
可以找到较多的相同或类似的范畴。反之相同范畴

就相对较少,而常常出现范畴空缺。中文和英文就

属于这样两个遥遥相望的语系,目的语往往缺少原

语文化的所指事物和对应的能指符号,而在双语词

典中貌似“对等”而实际上内涵、外延都不对等的词

汇也时有出现。正确认识这些不可译现象,将“不可

译”转变为“可译”,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对于增

进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
存在

  1.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

说起译事难题,某些修辞手法首当其冲。每一

种语言都在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之后,才形成了一整

套包括发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的体系。这不可避

免地导致翻译当中的各种空缺现象,许多修辞手段

如双关、拆字、回文等都会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如由

于发音或词义方面的对应空缺,原文中的双关到了

译文中往往会失去双关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回文

的妙趣翻译成英文便会索然无味。

2.非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

非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大致存在于以下两

方面。
(1)物质文化方面。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间存

在“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的现象。国与国、民族

与民族之间存在物质文明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

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中。如在中国这个烹饪大国,对
烹饪手法有着详细的分类。但是到了英语中,“炒、
煎、爆、炸”这四种手法基本上用一个词“fry”就可以

对付,顶多在前面加上“stir”或“quick”等词以示区

别。而“炖、煨、焖、煲”这几种又以“stew”一个词全

权代表。这也难怪,没有哪国的饮食文化比得上中

国之博大精深。又如,白桦树在俄罗斯人眼中,堪称

精神家园。俄罗斯气候寒冷,疆土辽阔,适合白桦树

生长,俄语中对白桦树的称呼就有几十种之多,这在

其它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所以,物质文化上的

差异本身也造就了翻译上的难题。
(2)社会文化及观念体系方面。某些涉及到思

想意识方面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里要么干脆不存

在,要么找不到完全的对等语。在许多文章里,“in-
dividualism”的对应词是“个人主义”,这就涉及到东

西方价值观的差异。“individualism”代表的是独立

的人格和行为能力,是西方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个人主义”通常指一个人我行我素、自私自利。
中国人传统上强调和谐与服从,因此无论在过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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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个人主义”都是做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
这样两个内涵大相径庭的词,怎么会等值呢?

  二、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存在的
条件

  只要语言和文化差异存在一天,翻译中的困难

就一天不会消除。诚然,各区域人类因地理条件和

文明程度等差异而形成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隔膜。事

实上,当今世界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数的翻译活动,不
可译性中都包含有相对的可译性,而绝对不可译的

也是可以设法解决的,只是有时候解决得不够理想。
更重要的是,文化有个性的同时也具有共性。

人类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和思想感情,因此,有
些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和存在于不同的地域,这即是

不同地域的共同性文化。这种共同性也必然反映在

语言之中,使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应或相

似成分,从而使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成为可能。比

如,“bornwithsilverspooninone’smouth”表示

一个人出生富贵[2]。以银器为餐具,一度是西方人

家境优越的象征,这不由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

宝玉“衔玉而诞”。在谚语和成语方面,我们可以找

到不少“神似”的例子。有的是寓意相同,结构不同;
有的是寓意相同,修辞方式类似;也有的喻体不同,
而语用意义相同。钱钟书的《围城》中的“笑歪了

嘴”,被茅国权译为“laughtheirheadsoff”,即是采

取了转换形象的译法。从语法结构上看,中英两种

语言在篇章结构、段落衔接、论证方法、语言单位等

方面都迥然相异,由此导致了“Chinglish”以及翻译

中的欧化句现象。而同时,英汉语以及世界上的各

种语言,又有着相似的基本框架,即主谓关系和动宾

关系。从意识形态而言,中西思维方式及中西哲学

范畴有着明显差异,但也是有异有同。如《圣经》劝
诫人们“Doasyouwouldbedoneby”,孔子也说“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在过去缺乏交流的情况

下,不同的文化也会有相似的发展轨迹。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不

断加强的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

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同
化”使跨文化交际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中国文

化的价值面临着重建,而西方面临对东方文化的重

新发现。由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形成的文化大融

合,不仅为不可译性向可译性的转化提供了客观条

件,而且使之成为现实社会的必需。

  三、翻译难题之对策

1.语言系统内不可译现象之对策

对于技艺高超的双关、头韵、回文等修辞格的翻

译,译者首先要端正态度,即承认翻译损失是客观

的和正常的现象。这些修辞格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利

用了语言中的“巧合”现象,而一种语言中的巧合到

了另一种语言中或许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各种

语言只为生它养它的社会和人群服务,语言形成之

时并未考虑到日后将面对的翻译问题”[3]。有了这

种认识,译者或许不会在遇到问题之初就将其列入

“不可译”的范畴,而是试图从相对的不可译性中发

掘出一些宝贵的可译性。双关语的翻译确实颇费思

量,译者由于受其语言能力的限制,未必都能以“双
关”对“双关”。笔者总结出一种更为现实和常用的

方法,即对双关形式的补偿法。笔者尽量从语音和

词汇层次上找到补偿方法,发现和总结了音韵、比
喻、仿拟等方法,而当多种修辞格得到综合运用时,
效果往往更胜一筹。

双关语的翻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修辞法还有

好几十种,只要我们用灵活的思路进行多方尝试,就
可以尽可能地对原文进行补偿。各种修辞格本身就

属于一个大家庭,各有千秋、各放异彩,同时交相辉

映、互为衬托。如通用汽车公司萨博(Saab)轿车的

广告为“Lessismore”,这则广告语的妙处在于用

“less”和“more”这一对反义词构成了修辞格中的

对照(contrast),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它的

中文更体现了修辞格之间相辅相成的益处,其译文

是“越不繁,越不凡。”中文虽然不比原文简练,但它

创造了“繁”和“凡”这一对全新的双关语,同样让读

者心领神会。不仅各种修辞格可以为双关语所用,
而且在对其它修辞格进行处理的时候,双关语同样

也可以为别人所用。也就是说,在面对难以翻译的

修辞格时,尽量将其置于修辞格这个大家庭中去考

虑,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来重塑原文的修辞效果,
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在这个大家庭中,修辞格们

是可以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无独有偶,谚语和成语之间也是可以“互通有

无”的,如“守株待兔”译为“Waitingforgainswith-
outpains”,译者巧妙地改写了“Nopains,nogains”
这一大家熟悉的谚语,中文读者对“守株待兔”一目

了然,而英文读者对“Nopains,nogains”耳熟能

详,所以原文和译文所达到的语用功能是一样的。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沟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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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相通的思想感情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相通之

处就是语言从“不可译”到“可译”的桥梁。
2.非语言系统内不可译现象之对策

(1)完全意译法。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在翻译

中常常不能同时顾及原文的所指意义和丰富内涵,
恐怕只能保留其最基本的意义。以中式菜肴的翻译

为例,中式菜肴讲究“色,香,味,意,形”,菜肴的名称

也是多姿多彩,有不少“写意”菜名,单从菜名上往往

看不出原料和烹饪方法。对这种情况,我们多采用

完全意译法,如“龙凤会”(stewedsnake&chick-
en),“全家福”(stewedassortedmeats),可以看出,
这几个菜名的翻译使原文从“写意”走向了“写实”,
原料和做法虽如实写出,但原文的文化内涵却不免

有所遗漏,如龙和凤在中国文化里所具有的高贵的

联想意义,“全家福”所蕴含的团圆、吉祥的意义,无
法在英译中找到踪迹。此种译法会让原文失去神情

韵致,兼顾不了“原作的丰姿”了。但中国饮食文化

原本博大精深,如仅仅“写意”,恐怕外国人就更摸不

着头脑,“写实”虽不是理想之道,却是无奈之举。同

样的道理,西方人由于不了解“解放”和当代中国的

关系,而对“beforetheliberation”感到迷惑不解,我
们何妨将“解放前”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客观地

译为“before1949”? 中国历史之深远,文化内涵之

丰富,非异域文化可以匹敌。别说是老外,就是许多

文化根底不深的中国人,也难以理解“丝竹”(ancient
musicalinstrument),“白衣”(ordinarypeople),“拙
荆”(mywife),“桑梓”(homeland)等词,如此说来,
意译法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音译加注解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彼方无”
的情况下,即译语中缺乏与原语相对应的词汇,即便

有,也存在意义上的非对应。如中国人的“字”和
“号”,就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中国人对取名很有

讲究,“字”由名演化而来,“名之与字,义相比驸”,
就是古人取名的依据。在传统中国,对人直呼其名

是不礼貌的,因而常以字代之。“字”因其“尊”意,而
被译为“Zi,thecourtesyname”,有时又因其“雅”
意,被译为“Zi,theliteraryname”。“号”是正名以

外的美称和自称,被译为“Hao,thepen-name”。众

所周知,《红楼梦》是“暗示的海洋”,通过人名谐音表

达寓意,在杨戴合译本中,人名一律采用音译加注解

法,如“甄士隐”译为“ChenShih-yin,homophone
for‘ruefactsconcealed’”。关于难以解决的“龙”
的翻译,有人提议以“Long,theChinesetotem”为
新译法。笔者以为这种另起炉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

方法,一方面保留了“龙”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对其

内涵的解释有助于消除西方读者原有的心理定势,
看清此“龙”非彼 “dragon”,从而回归正确的认识。

(3)改译法。在译语中有时可以找到与原文对

应的词汇,但这相应的对等词恰恰又不符合译文语

言运用的习惯,容易使读者产生误会,或不能接受原

文的真实概念,改写法就用于这种情况。改写法应

力求与原文保持较近的距离,而不会让原文有太多

改动。中英文中存在不少意义相似而喻体不同的谚

语,只需改换比喻形象,以顺应译语文化和译文读

者的思维模式,其核心在于用译语文化替代源语文

化。如“asstubbornasamule”可以译为“犟得像头

驴”,“asstrongasahorse”译为“壮得像头牛”。Da-
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中的“怡红院”时,舍弃

“红”而改为“绿”,译为“theHouseofGreenDe-
light”,刚好对应了怡红院中“怡红快绿”的匾额。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和吉祥,而在西方文化

中意味着暴力和流血,Hawkes此举是变通手法,以
符合译文读者对色彩的联想。“亚洲四小龙”译为

“亚洲四小虎”(thefourtigers)也是为了避免英语

读者对“龙”的贬义联想而采取的曲折手法,用“虎”
来形容这几个经济生机勃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达

到与原文同样的语用效果。
(4)零翻译。尽管“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

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4],但有些差异按

常规翻译已到了不可译的地步,“零翻译”的适时出

现,“既提供了克服语言差异的翻译手段,又维护了

可译性的普遍原则”[5]。总的说来,零翻译包括省

译、音译和移译。省译法包括对某些冠词、人称代

词、量词等的省去,目的是让译语符合相关的句法结

构。音译和移译则是当今翻译中运用颇多且影响较

大的译法,相当多的舶来语都是来源于这两种译法。
如现在时常在新闻中出现的 “欧佩克”一词,在其出

现之初,也未曾逃过非议。陈中绳曾在20年前撰文

说:“读了颇有骨鲠在喉之感,此风不可或长。这种

译法,与其说是改进,不如说是改退。”[6]事实证明,
这种译法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类似的例子还有 “秀”
(show),“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博
客”(blog)等,不胜枚举。移译是将原语中的词汇直

接移植到译语中,如“IT、WTO、CD、IP、IBM、PK”
等,而且这些词汇的数量日益呈现上升趋势。这些

外来语的引进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
表现出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是一种

社会语言现象,其命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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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
(5)硬译法。“黄页”(yellowpage)一词是英语

国家对城市电话簿的称呼,因其黄色的外观而得名,
而多年前,不少国人最初将这个词想当然地等同于

“黄色书籍”。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黄页”不仅逆

流而上地生存了下来,而且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的重要工具。2007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171条汉

语新词,其中不少是“硬译”过来的新词,政治类中有

“监控门”等。自从美国的“伊朗门”事件以来,以
“门”代指某种丑闻已是屡见不鲜,网络上某某“门”
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泛滥的地步。而此词被舶来之

时,无数人对它心生茫然,暗自揣测此“门”是否彼

“门”? “一些不可译的文字在初次翻译时,必然带有

某种强制性,所谓强制性就是引入新观念和新概

念”[3]。这些最初令人费解的词语就这样“强制性”
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人们的可接受性是动态的,
会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些

“硬译”的词语逐渐被人们消化和吸收,逐渐成为了

目的语的一部分。中文里的“功夫”(Kongfu),“关
系”(Guanxi)等词也是这样保留原文的拼音模式而

翻译到英语中的。如果对这些词一开始就坚持意

译,可以想见,不同的读者脑海中会反映出不同的文

化图式,造成实际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倒不如保留其

原汁原味,让读者的理解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

步完善。这种不带任何解释性质的“翻译”并不会影

响读者最终理解的准确性,硬译法在破解翻译顽症

方面有其独到的力量,仍将继续生存下去。

  四、结 语

语言的不可译性是变化和动态的,而不是静止

的。“昔日不可译者,今时却可译;于斯人不可译者,
于彼人也许可译。”[7]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促进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应是大势所趋。在经济

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处于不断的碰

撞和交流中,将华夏文化传播到海外,将西方文化的

精髓为我所用,翻译作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必将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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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ableorUntranslatable?

———WaystoOvercomeBarriersinTranslation

NIEK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UntranslatabilitybetweenChineseandEnglishliesinsuchaspectsaslinguisticsystem,

materialcultureandsocialculture.Thefactthathumancultureshavemoreincommonthandisparities
andtheirintegrationhelpswithitstransformationtotranslatability.Thecodeof“allforoneandonefor
all”isemployedtodealwithproblemsinlinguisticsystem.Thefunctionsofonerhetoricdevicemaybe
conveyedbyanotherdeviceorthecombinationofseveral.Freetranslation,transliterationwithnotes,

zerotranslation,etc.proveeffectiveinotheraspects.
Keywords translatability;culture;zerotranslation;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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