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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谢尔顿!%&%'%($$'#是美国当代最为显

赫的畅销小说作家之一& 他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或电视剧"其中最为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有'天使的

愤怒()'假如明天来临()'裸脸()'血线(等& 本文所指

的文本为西德尼$谢尔顿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另一面(

)%*的第一章!原书标题用了*+,+-./+这个词"但笔者认

为"此书虽为自传"但仍为小说写作风格"故将其称为

*自传体小说+#& 在第一章中"作家以自己 %'岁时所

经历的一场几乎得以实现的自杀计划为切入点"将此

作为一部长达 #!$多页的自传体小说的开端"一下抓

住读者的眼球& 如此扣人心弦的悬念重复了谢尔顿在

小说创作中一贯的手法"迫使读者渴求得知*下一页+

的内容& 然而从结构上讲"原文文本没有一气呵成的

爽快"而是一边沿着主线把故事讲下去"一边不时插

入背景的交代"如刚刚拉开自杀计划的序幕"就转而

描述 %&#"年美国所经历的那场毁灭性灾难& 作者的

自杀行动被发现后"故事情节沿着他和父亲的对话发

展下去"直到最后他决定暂时放弃自杀& 其间插入了

作者本人思绪的表白"这让读者明白了他自杀的原因

和暂时放弃的理由&笔者一气将第一章译出之后"回头

一看"低头细想"更知文本中荆棘满布)难点起堆"更感

在两种语言间要做到忠实转换文本内容真是举步维

艰)难如登天& *危难+之处"及时求助于翻译大家的宏

论与卓见"心灵得以点拨之后"原则更为明确"思维更

加畅通"技巧更加灵活"最终形成一篇大致可以让读者

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感受的译文,该译文发表于'蜀南

文学(($$&年第 (期#& 本文将以该文本中的一些句子

为例"研讨在翻译中何以实现*异中求同)变中求信+的

策略&

一$ 明确忠实传意一致的原则

奈达,0.12#与泰伯,324,/#指出-*忠实的译文可使

接受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读原文的体验基本相同的

反应&+

)(*然而"常有译者未能真正理解这种*忠实+的精

髓"一面对原文就忘掉整合原则"丢掉汉语的行文结构

原则"只对原文亦步亦趋"逐字?译"唯恐译掉一个单

词&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忠实+&笔

者认为"只有做到传意"方有可能忠实"但要达到传意"

就必须根据实际做出恰当的变化" 正如捷克学者波波

维奇所言-*译者变换表达方式"并非是想改变原作"而

是力图要使译作尽可能地在整体上忠实于原作& +

)#*

例 % 56 7-8,9,/6 :,;< =--/ 2;; <7, <.+, 4,>2?@, 8,

8,/, ;.9.AB .A <7, 1,+,2A.AB C.A1 -: B/.A1.AB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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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 %+3 /1 4&&5 /%& '+3)+/1'

1,, /1 6+7& 81*&0 +*3 012 9&+'*&3 /1 /2'* /%& 9).%/6 12/

$%&* *1/ )* 26&:

译文!而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清寒"因为我们生存在

人格低贱#穷困潦倒之中"凛冽寒冬也得为省钱而关闭

暖气"早已习惯无需照明时就把灯熄灭$

笔者译到此句时" 读了几遍后仍难以找到恰当的

句子表达原句意义$这种状况正说明%来自不同语言文

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叙述

模式&迥异的语言结构&不同的文化源流"而这些差异

不可避免地会在译文中反映出来$ '

;#<=""此句的第一个

难 点 是 如 何 传 译 /%& 3&8&+*)*. 4)*3 1, .')*3)*.

517&'/0$ 3&8&+*)*. 意为%有辱人格'和%降低身份'"

.')*3)*.意为%折磨'&%使某人毫无希望'$笔者按照%整

合意义'的手法"将其译为两个四字结构!%人格低下&

贫困潦倒'$ 第二个难点是 $%&'&引导的两个并列句

子$这两个句子意思是明白的"但翻译时很容易形成欧

化句子"思忖再三"终以汉语语法重意合之原理体现"

即不使用任何连接词" 通过遣词造句而阐释内在认知

事理$ 但句中还有一个词很难处理!9&+'*&3"如照词典

释义%学会'&%得知'和%领悟'&%懂得'等"这就使人产

生疑问!难道关灯还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吗(融会贯通句

子前后的意义后将其含义演绎为 %通过认知而形成习

惯性动作'"这就找到%早已习惯'这么一个表达形式$

例 ! >1 59+26)?9& 9)& @+8& /1 80 8)*3:

译文!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掩饰$

这是一个使用%无灵主语'的句子$假如直译"这个

句子则为!%没有任何掩饰的谎言出现在我头脑中$'如

此翻译似乎很忠实"看上去也很对等"然而"这样生硬

晦涩的句子根本不能达到传意的目的$ 可将该原句演

绎为!A 3)3*)/ $+*/ /1 /&99 +*0 59+26)?9& 9)& +/ +99: 再进

一步演绎为!A 3)3*)/ $+*/ /1 %)3& /%& ,+@/: 这样就译为

了!%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掩饰$'这种变换是用人称代词

%我'替换了无灵主语%*1 59+26)?9& 9)&'"将语言的视点

从 *1 59+26)?9& 9)&转移到了人称代词%我'之上$

以上两个例句如果不做变换"那么在结构上&表面

上无论怎么忠实或对等" 译出的句子都很难具有可读

性"结果是读者面对译文一头雾水"这何以谈得上传意

呢(以上分析表明"要追求忠实"传意是基础*要达到传

意"变换是手段+

例 B C 8)99)1* 7+.+?1*36( )*@923)*. /$1 %2*3'&3

/%126+*3 @%)93'&*( $&'& '1+8)*. /%& @12*/'0:

译文!DE万流浪汉和 FE万儿童在全国四处游荡+

这一句明显映示了不同的思维与不同的叙述方式

的差异+ 照着这个句子的模式将此句对等译出" 则为

%一百万流浪汉" 其中包括 FE万儿童" 在全国四处流

荡+'插入两个逗号断句的句式读起来使人感觉信息似

乎中断+为了保证既达到传意又做到流畅"就把此处的

表达改为了%DE万流浪汉和 FE万儿童'+

二!瞻前顾后畅通思维

翻译中常因碰到难点而使手中的译笔受阻" 查阅

词典似乎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但结果往往却事倍

功半" 其原因在于单词总要真正出现在句中时才会有

意义"换句话说"词典上的解释常常不能解决翻译中碰

到的实际问题+ 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G1'36 31 *1/

%+7& 8&+*)*.6( 5&159& %+7& 8&+*)*.6 ,1' $1'36:,词本无

意"意随人生+ -所谓%意随人生'就是作者在文本中赋

予某个词的意义" 实际上是赋予了这个词在句中的生

命+ H&+3)*. +6 + $%19&的阅读原则此时也可在翻译中

%显灵'" 即译者根据前后相关信息推断演绎出正确的

含义+文中父亲尽力劝导儿子放弃自杀时"出现了一个

看似很简单的句子+

例 # A /2*&3 %)8 12/:

译文!我不想听他说这些+

在许多词典中找不到%/2'* 12/'在此句中的现成释

义+ .远东英汉大辞典/

;I<对 /2*& 12/做出明确的释义!

拨收音机以避免,不愿听到的广播或声音-+ 作者将父

亲的劝说比喻为收音机里的声音+ 后面一句!% 00

?+'&90 9)6/&*)*. /1 $%+/ %& $+6 6+0)*.' 中 ?+'&90一词传

递了一条重要的启发性信息+此条信息"将词典的释义

与 ?+'&90的信息融会贯通" 该句的含义则浮出水面!A

/')&3 *1/ /1 9)6/&* /1 %)8: 或 A /')&3 /1 +71)3 %)6 71)@&:于

是"%我不想听他说这些'的译文便顺理成章地产生+

例 I J%& )'1*0 1, /%+/ 8+3& 8& 68)9&:

译文!父亲话中的讽刺味把我逗笑了+

这句话中 /%+/代替什么(回头一看"前面一句是他

父亲说的话!%K2/ 1* + @1+/: L12 31*M/ $+*/ /1 @+/@%

@193:'这句话非常幽默"表面并无寻常之处"但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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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包含着讽刺意味#作者认为自己即将结束生命$为何

还会怕着凉% 而他父亲根本未把作者视作即将结束生

命的人# 前后意思一贯通$就找到了合适的表达# 由此

看出$通畅思维方可使原文得到恰当的转换#

例 & &&'()*+, -./ *0112).3 2)00* '141 - /1-/0,

5678).-9)6.&&

译文' &&将安眠药与威士忌混合服用最易致人

死亡&&

根据上下文的启示可以获得思维逻辑上的清晰$

其意应为 9(1 5678).-9)6. 6: '()*+, -./ *0112).3 2)00*

5-. 5-;*1 /1-9(< 参照其意$再做整合$便可译为意义明

白(表达流畅的句子# 如此处理$原文与译文在句子结

构上的差异便迎刃而解了#

三!灵活务实运用技巧

$!增词技巧

增词技巧是翻译中常用的手法之一# 但关键是增

加什么词呢% 这就得根据实际选择恰当的词语增添到

句子中#这些词语必须能反映出潜在的意义$使得句子

表达更加明确$读起来更为流畅#

例 = >64714 7)00)6.-)41* '141 5677)99).3 *;)5)/1?

-./ 1@15;9)A1* '141 *100).3 -2201* ). 9(1 *94119<

译文'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接踵自杀$众多董事经

理走上街头卖起苹果#

在此句之前已出现一系列事实来表明 )危机*'股

票下跌(银行关门(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工资跌落和失

业人员流浪# 而这一句仍在补充说明)危机*所产生的

结果# 从加强这种事实叙述的效果$:64714仅译为)前*

则显得单调无力$ 而增译为 )显赫一时* 则既照应了

:64714的意思$又因是四字结构而感觉流畅+1@15;9)A1*

是一个复数形式的名词$扩译为)董事经理*仍嫌不够$

故在其前面加上)众多*一词#这样$两句读起来不仅流

畅达意$而且节奏感更强#

例 % &&*2)00).3 *671 6: 9(1 '()*+, -./ /4622).3

*671 6: 9(1 2)00*<

译文'杯子里的酒溅了些出来$手缝间也掉下些药

片#

照原文翻译过来即')溅出些威士忌$ 掉下些药

丸#*无论读原文还是读译文$似乎均可得知是)从杯子

里*和)从手里边*分别溅出酒和掉下药片$于是就在这

里增加了)杯子里*和)手缝间*两个表示位置的词组#

!!拆译技巧

拆译的目的就是要将原句通过重新组合和改换词

序等手法使译文不仅符合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原则$并

能清晰顺畅地传达意思#

例 B C6; 960/ 71 9(-9 ,6; '-.91/ 96 81 - '4)914

7641 9(-. -.,9().3 ). 9(1 '640/<

译文'你不是说过你这一生只想当一名作家$其他

别无所求吗%

读到这个句子$ 美国上世纪曾流行的一首歌曲的

名字,D E6A1 C6; F641 G(-. D H-. I-,-在头脑中跃然

出现$其歌名被译为)爱你在心口难开*$此译虽让人感

到有些俗气$ 但该歌曲的广泛流行还不能不说与此歌

名的汉译有一定关系# 这个句子当然不能采用那种译

法#原句可以释义为'C6; /)/..9 '-.9 96 81 -.,9().3 ).

9(1 '640/ 8;9 - '4)914< 或者 C6; '141 ')00).3 96 81

.69().3 8;9 - '4)914< 于是$在确定汉语表达时将原句拆

开$ 形成两个信息点')一生只当作家*()其他别无所

求*# 除了拆译$还将句子变为了问句#

J!补全技巧

英语中常出现模糊表达K:;LL, 1@241**)6.M$其中有

的是因省略而导致的#在将其译为汉语时$如果照着字

面?译$往往会混淆意义$造成意义传达不明的结果#

补全技巧就是要补上省略的意思$ 将英语中因省略而

造成的模糊表达在汉译中明晰#

例 #N D +.6' '(-9.* 36).3 96 (-221.< O69().3<

译文' 我明白会发生什么$ 那就是什么也不会发

生#

此处出现的 .69().3 一词独成一句$要究其意义就

必须将其省略的部分找出$ 根据前句意义得知应为

O69().3 )* 36).3 96 (-221.< 意义清晰的汉语句子因此

脱颖而出#

例 ## D '-.91/ - '6./14:;0 :;9;41 -./ 9(141 '-* .6

'6./14:;0 :;9;41<

译文'我渴求美好的未来$但美好的未来并不属于

我自己#

翻译这句时首先要在句后加上省去的):64 71*$这

样前后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一下明了$ 则不会译成')我

渴求美好的未来$但却没有美好的未来*# 如此的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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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得到了变模糊为清晰"变并列为对比的强烈效果#

译完文稿$再写体会$深感自己在领悟文意%挖掘

含义"遣词造句"完善词句等具体翻译行为上又获进

步$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思想上对翻译行为的认识产

生一种&顿悟'(((从&认识差异可以求同存异$研究

差异可以减少差异'升华到&异中求同$变中求信'#这

就是!翻译永远是以&忠实'的原则出发$在差异中寻

求目的语表达与源语表达的最大等同)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必定要采用变换表达方式的策略$从而实现忠

实*即&信达雅'之中的&信'+的初衷,正如笔者曾经指

出的一样!&翻译行为的限制性给予翻译者约束$翻译

行为的创造性则赋予翻译者自由, '

$"%就是在这种看似

既有约束又有自由的矛盾背景下$翻译者实现了初衷

并达到目的, 因此$翻译者在追求&异中求同"变中求

信'中实际上是在体现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调和的"

辩证的艺术'的原理$&%

,由此也可再次重申!&翻译的过

程是两种异质文化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协调和商讨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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