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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训是一个学校教育宗旨和办学特色的集中表述$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校训的对外宣传的窗口作

用逐渐凸显$但是"目前我国对大学校训英译研究的视角较单一$分析我国与西方的大学校训在核心内涵%文字来

源%句式结构和个性特色方面的不同"并以侯国金提出的&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为理论基础"从校训译文的含义%措

辞%修辞和句子结构四个方面考察清华%北大等高校校训"特别分析四川理工学院校训与&黄岭精神'的不同英译版

本的语用参数值"指出侯氏理论在校训英译上特别是判断译文优劣方面有很强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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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教育宗旨$人文精神$办学特

色等全部内涵的集中表述# 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

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 D%E

#它是大学整体风貌$办学水平$群体意识$

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体现% 校训有内聚人心# 外树形

象#激励师生#感召学人#完善人格#凸显特色的作

用% 从语言功能看#校训主要有三大功效&信息功效&

传达信息' 指令功效& 使读者作出文本所期望的反

应'宣传功效&旨在宣传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 可

以说#校训就是高校的一张名片#它对扩大学校影响

力#树立高校自身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对外交

流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对高校的文化急需

了解#校训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对校训翻译研究

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各高校校训尽管在内容和表达

方式上不同#其功效是一致的#即传递信息#感染受

众#树立形象% 如何将校训译为恰当的英文#特别是

在目的语中如实再现校训的三大功效# 这是摆在译

者面前的问题%

二$我国高校校训及其英译现状

"一%我国的校训概况

笔者选取蒋庆胜硕士论文 D!E附录中的 F"&所中国

高校校训做样本分析%与西方大学校训相比#我国的大

学校训在核心内涵$文字来源$句式结构和个性特色方

面有鲜明的不同%

%@核心内涵重(德)和(博)% (明德)和(博学)是中

国大学校训的核心内涵% F"&所高校中#校训含(德)字

的大学有 %G"所#含(博)字的大学有 H$所% 如清华大

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

(明德厚学#求是创新)#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

等%西方大学校训则有浓厚的宗教色彩#(I(= !上帝")

和(J(*= !主")是校训中常见词#强调(真理)和(自由)%

例如牛津大学校训 (K(L0)6 M--)L0+,70(+ N5,@)!O25

J(*= 06 N8 M--)L0+,70(+# 主照亮我"% 哈佛大学的校训

(J57 P-,7( Q5 8()* .*05+=R ,+= S*067(7-5R Q)7 L(*5 -57

8()* .*05+= Q5 7*)72)#意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

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

C@校训文字来源% 与西方校训主要来源于拉丁语

G%



和!圣经"不同#我国校训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来源

于!论语"$!中庸"$!周易"等儒家经典或古籍% 如中山

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复

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来源于!论语(子

张"% 二是名人题词#如清华大学以梁启超的&君子'演

讲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的校训是朱基亲笔题字的&不做假账'% 三是各高

校在实践中提炼出的办学特色% 如四川理工学院校训

&厚德达理#励志勤工'#华东大学校训&崇德博学#励志

尚实'等%

!"句式结构% 在句式结构上#我国校训多采用传统

的对偶成联的短语形式#行文简洁$用词严谨#结构整

齐#多为&四言八字'#如首都师范大学校训&为学为师#

求实求新'#南京医科大学的&博学至精#明德至善'#或

&二言八字'#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团结$简朴$唯实$创新'%西方校训

句式结构自由#单词$词组$句子均可% 相对而言#名词

结构和祈使句用得较多% 如耶鲁大学的校训&#$%&'

()* +,-'&'#密西根大学校训&.$&/ 01,2)12/ &$%&''#伦敦

大学校训&32& 242$56)2 1672 &6 &'2 %),42$0,&5 ()* 72$,&

&'2 8,$0& 9$,:2'%

;"个性特色% 西方大学校训特色鲜明#我国的大学

校训凸显学校特色的较少# 在 ;<=所高校中# 校训有

&团结'$&创新'等字样的大学就有 >>?所#校训文字雷

同现象严重%当然也有少数特色突显的大学校训#如北

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舞蹈学院的

&文舞相融#德艺双馨'#中国海洋大学校训&海纳百川#

取则行远'#四川大学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都在

校训中彰显了学校的专业特色或校名特色%

由于中国校训与西方校训在以上方面的差异#这

对校训的英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译者仔细考量#

在译文中再现原校训的信息$指令和宣传功效%

!二"我国高校校训英译研究现状

我国高校几乎都有校训# 但其英译版本缺席者甚

多#&国内多有广征校训却少有征集其译语'

@!A

# 这导致

了我国对校训英译研究重视不够# 研究成果的数量与

质量都难以让人满意#现状堪忧% 笔者通过关键词&校

训翻译'在 BCDE搜索#只有 ;F条相关结果#其中 ;条

是硕士论文#无博士论文% 期刊质量方面#四篇为核心

期刊)张新军$杨慧#F??!

@;A

*张顺生#F??=

@GA

*范武邱$范

头姣#F??<

@=A

*周永模#F??<

@>A

+#其余全是普刊#包含普通

学报 >H篇% 多数文章是他人研究的重复#研究难有深

度和广度#有代表性的研究不多% 研究视角上#比较有

代表性的论文主要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层面开展#安

敬涛@HA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杨瑞@<A从韩礼德的系统功

能语法和语篇分析的视角#蒋红红 @IA

#贾和平 @>?A从生态

翻译学视角#范武邱$范头姣 @=A从美学视角#麦新转 @>>A

$

俞双英@>FA从奈达的功能对等视角#麦新转$王玉芬 @!A从

文化视角等# 他们分别给出了一些英译校训的原则和

方法#如要读透原文#本着互文性$传意性和简洁性三

原则@>A

#采取归化手段翻译等#这些多是感性的想法和

经验总结#难以量化为具体的标准%对于同一校训出现

不同译文版本#孰优孰劣#众说纷纭%但是#正如前文所

说# 我国富有特色的大学校训往往有深厚的渊源和背

景# 对其解读与翻译需要联系高校自身的背景和相关

信息#即大&语境'#单纯从语言的字$词$句层面或笼统

地从文化层面的分析是不够的# 必须从语用的多层面

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并找到相应的理想译文%遗憾的

是#目前尚未有论文从语用层面对校训英译作出研究#

如何在英译文中再现原校训的功效, 对同一校训的不

同英译文#如何判断和选择, 笔者认为#侯国金教授的

语用标记等效论对校训英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三#语用标记等效论

标记理论最初由 C"#$%J2&:K65 和 L"M(K6J06) 提

出#他们以语音的对立着手分析#处于&默认值'的事物

和表达它们的手段#称为&无标记式')N)7($K2* &2$7#

简称 N+#反之#罕见的#罕用的#特殊的为有标记式

)7($K2* &2$7#简称 O+

@>!A

% 我国学者从语言研究的多个

层面研究标记理论@>;P>GA

#标记理论因而从最初的语音$

形态学#发展到语义$句法和语用方面%侯国金@>=P>HA将标

记理论引入语用层面#以关联为取向#把奈达的等效翻

译论 @><A发展为&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原则 ')Q$(-7(&,1

O($K2*)200 RS%,4(+2)12 Q$,)1,9+2# 简称 QORQ+# 他将

QORQ从微观语用学与宏观语用学的各个层面应用分

析@>!A@>=P>HA@>IA

#并发展到语用修辞的标记等效翻译研究@F?A

%

侯氏指出#话语有无标记是普遍存在的#&标记'与&无

标记'是相对的#标记与否只是感觉和程度问题#它是

一个持续的连续统)16)&,)%%7+#标记价值在语用层次

均有体现*等效翻译意味着标记价值的等效#等效也是

相对的#意义是等效的先决条件#标记价值的等效是最

好的标准%在翻译中需洞察原文标记项目主要包括-语

音和书写效果*措辞)语义和风格+*句式*语篇结构和

连贯效果*修辞风格和文体风格等%标记价值可分别标

为&N#OP#OT#OTT'#依次为&无标记$弱标记$中标记$

强标记% QORQ包含 >F条准则/ 主要内容如下@>=A

-

>"熟悉原文角色)以及作者+的任职环境%

F"了解原文的命题意义#并区分概念意义和程序

GF



原 文 理想译文 欠理想译文 不理想译文 很不理想译文

无标记 ! 无标记 ! 弱标记 "# 中标记 "$ 强标记 "$$

强标记 "$$ 强标记 "$$ 中标记 "$ 弱标记 "# 无标记 !

意义%&'()*+,'-. /*-01023!

45考虑原文的语音效果"正字法6书写效果#洞察其

标记性!

75考虑原文措辞"句式"修辞"文体风格#考虑原文

语篇结构与连贯效果#并分别洞察其标记性!

85对原文做到深入和$神入%的理解!

95尽量$等效%#即$语用标记%价值上$等效%再现

原文的上述各方面! 翻译时形式相似第二#意义等效

第一!

:5当意义丰富复杂时#以话语意义&,;;*'-0)* /*-0

102'或说话人意义&<&*-=*' /*-0102'为重!

>5若因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无法完美移植原文标记

性#需寻找标记性最接近原文的译法!翻译时若加入标

记性特征出现较大遗漏或损失#就要适度调整(或以注

释说明#或在上下文的比邻处补救!

从语用标记等效原则的角度看# 译文离原文的标

记价值越接近#质量就越高#如下表 ?(

侯国金 @?:A对 B"CB 进行量化#提出了语用标记价

值等效&价'值&D,/*'1)-. @B'-2/-;1) "-'=*+0*<<A CE,1F!

-.*0)* G-.,*#简称 DCG'#他指出#每句6段译文的理想

$标记等效值%设为 ?HH分#即 ?H个参数"?H分!若只考

察 8个参数#就加 8个参数"?H分&称为补值@)(/&*0<-!

;1(0 F-.,*A'! 若参数超过 ?H个#则减到 ?H个计算! 每

个标记值的理想译文满分为 ?H分#若译文的标记价值

与原文的标记价值不符#则扣分!相隔一个标记价值扣

?)I分#任何微小程度的误译都要扣 ?)8分#出现较

大误译的译文因谬译而失去$语用等效值%估算机会!

在$标记等效%的估算中#一般仅考察原文和一两种译

文的 7):个&语用'参数#最少 4个#最多 ?H个!

鉴于校训的特点和功效#选取四个参数#即校训的

含义"措辞"修辞"句式结构来考察中国校训和其英译

文的语用标记值#按照 B"CB#每个参数"I8分#相隔一

个标记价值扣 7分#下文将联系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四!语用标记等效论与校训的英译

"一#部分校训英译评论

?5从北大到清华

北大和清华是中国大学之翘楚#以 B"CB和 DCG

来考察这两所高校校训的英译质量#看其校训的语用

标记在英译文中是否得到了等效再现!

北大校训(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英译(B-;'1(!

;1</J K+F-0)*/*0;J L*/()'-)M -0+ N)1*0)*'O

分析(

含义(中文校训体现了其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语

用标记值为 "$$J 英译文理想再现了中文的内涵#语

用标记值也是 "$$#不扣分!

措辞(校训语言平实#简洁#语用标记值为 !# 英

译文也用同样四个常用的名词给予对译# 语用标记值

!#不扣分!

修辞( 原文是两字八言# 是 "$$# 译文用名词并

列#语用标记值为中标记 "$#相隔一个标记价值扣 7

分!

句式结构(原文是四个词组并列#语用标记值为中

标记 "$#译文用并列的四个名词#语用标记价值也为

"$#不扣分!

按照以上的分析和统计#北大校训的英译文达到

了 P9分#是很优秀的译文!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英译(N*.Q#L1<)1!

&.10* -0+ N()1-. R(//1;/*0;'

分析(

含义(该校训出自*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语用标记强#为 "$$! 译文在内容上有所发展#与

原文有细微出入#语用标记值为中标记 "$#相差一个

标记值#扣 7分!

措辞(原文措辞文言色彩强#语用标记值为 "$$J

译文用词典雅#语用标记值 "$$#不扣分!

修辞(原文为四言八字#为强标记 "$#译文$<*.Q%

和$<()1-.%押头韵#为强标记#语用标记值 "$$#不扣

分!

句式结构(原文并列句#语用标记值 "$#译文也

用并列词组译之#语用标记值 "$#语用价值等效#不

扣分!

由以上分析可见# 北大和清华的校训的英译尽管

在修辞或含义方面与原文有一个标记值的相隔# 但综

合四个参数而言# 它们的语用标记值分值都为 P9分#

是优秀的译文!

I5从内地到沿海及香港

如前文所言#我国高校校训有英译版的不多#而在

有英译版的高校中# 内地高校校训的翻译质量总体上

不如沿海和香港的高校! 笔者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沿

海与香港地区对外文化交流频繁#译者的语用意识强!

如苏州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其英译

文$!0;( - Q,.. /-0%仅在含义上比原文少了一个标记

表 ? 语用标记等效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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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他三个参数语用标记值是等效的"香港大学的校

训#格物明德$!英译文为#!"#$%&'(& )"* +,-./&$!译文

简单地道!除措辞的语用标记值少了一个标记值!其它

三个参数语用标记值达到等效% 而国内不少高校的校

训英译败译不少! 原文的语用标记值在译文中没有理

想等值再现!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四川理工学院校训及相关精神的英译

与众多高校的校训相比! 笔者所在高校&&&四川

理工学院校训是比较有个性与特色的% 笔者将比较校

训及不同英译文在含义'措辞'修辞和句式结构四个参

数的语用标记值(01+)!计算其语用标记值总值!以此

判断译文孰优孰劣%

23校训及英译

在四川理工学院的主页上!可见校训*厚德达理'

励志勤工$的内涵+*学院以德育为本!以教学为中心!

培养师生诚信'宽厚的健全人生品格,崇尚科学!孜孜

以求!努力追求科学真理,勉励心志'奋发图强!传承

-勤奋求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校兴我荣.的黄岭精

神,勤学苦钻!练就精湛技艺!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一理一工!又暗含学院特色% $

含义+校训阐释了我校的办学主旨和大学精神!同

时又暗含学院专业特色! 属于强标记! 语用标记值为

455%

措辞+校训语言属于半文言文!语用标记值为中标

记 45%

修辞+四言八字!语用标记值为强标记 455%

句式结构+分别由四个动宾词组构成并列结构!为

强标记 455%

以下三种译文皆为笔者所译+

译文 2+"#6%& ," 7,-./&8 -&9%,:.,; ," .-/.<8 ,"*/:.-,#/:

," 9:=,-9.,#" 9"* *,%,(&". ," $#->,"(3

译文 ?+@#-9%,.A8 .-/.<8 9:=,-9.,#" 9"' ',%,(&"B&3

译文 C+7,-./&8 .-/.<8 *&.&-@,"9.,#" 9"* *,%,(&"B&3

分析+

含义+译文 2内容贴近原文!阐述清楚!但没有凸

显学院*理'工$专业特色!语用标记值为中标记 45!原

文是 455!扣掉 2个标记值!即 D分%

译文 ? 的四个抽象名词 @#-9%,.A8 .-/.<8 9:=,-9.,#"

和 *,%,(&"B& 传达了校训主旨! 但意义不够明朗!且

@#-9%,.A是中性词!不能完全对译*厚德$% 译文也未凸

显*理'工$专业特色!语用标记值为弱标记 4E!扣掉 ?

个标记值!即 F分% 译文 C内容表达与译文 ?相似!没

有传译出*理'工$专业特色!但语义比译文 ?更接近原

文!语用标记值是中标记 45!与原文相差 2个语用标

记值!扣 D分%

措辞+译文 2 措辞较正式!但 7,-./&8 9:=,-9.,#" 等

不算高雅词或罕见词!语用标记值为弱标记 4E!与原

文相比相差一个标记值! 扣 D分% 译文 ?和译文 C的

@#-9%,.A8 .-/.<8 7,-./&8 9:=,-9.,#" 等词也属较正式的常

见词!语用标记值为弱标记 4E!语用标记值与原文相

差一个标记值!扣 D分%

修辞+译文 2是四组*形容词5介词5名词$短语结

构并列!形式整齐!但无其他特殊修辞!语用标记值为

弱标记 4E!与原文四言八字的强标记相比!译文不够

理想!相差 ?个标记值!扣 F分,译文 ?修辞上是四个

名词并列!比译文 2表达更简练!符合英文校训崇尚简

洁的特点! 但也无其他特殊修辞手段! 语用标记值为

45!与原文相差 2 个标记值!扣 D 分,译文 C 表达简

练!将*9:=,-9.,#"$换为**&.&-@,"9.,#"$与**,%,(&";&$押

头韵! 且与译文 ?的中性词 *@#-9%,.A$ 相比! 译文 C

*7,-./&$含褒义!更能传译*美德$之意!标记值为强标

记 455!与原文相符!不扣分%

句式结构+译文 2用四组*形容词5介词5名词$结

构并列! 均用三个单词来对译原文的两字+*"#6%& ,"

7,-./&$对译 *厚德 $!*-&9%,:.,; ," .-/.<$对译 *达理 $!

*,"*/:.-,#/: ," 9:=,-9.,#"$ 对译 *励志 $! **,%,(&". ,"

$#->,"($对译*勤工$!语用价值为强标记 455!与原文

等效!不扣分% 译文 ?是四个名词并列!分别用一个名

词来对译原文的两字词组+*@#-9%,.A$ 对译 *厚德$!

*.-/.<$ 对译 *达理 $! *9:=,-9.,#"$ 对译 *励志 $!

**,%,(&";&+对译*勤工$! 句式上语用标记值均为 455!

与原文等效!不扣分% 译文 C也是如此!不扣分%

综合三种译文的四个参数语用标记值看! 译文 2

得 FD分!译文 ?得 FF分!译文 C为 G?分!译文 C为理

想译文% 它短小精干!朗朗上口!便于受众听'记!易达

到宣传校训的理想功效% 笔者以此三种译文请教多位

外教和专家!他们的评价也是第三种译文更好!既突出

主题!又简单押韵%

?3!黄岭精神"的英译

*黄岭精神$是我校校训的重要内容!是我校独有

的精神财富!将之译为英文并广为宣传大有必要%一般

而言!大学精神多用*校名简称5精神$表述!如四川外

国语大学有*川外精神$!北京大学有*北大精神$!这是

常见的!无标记的% 而我校的*黄岭精神$是特殊的!有

标记的% *黄岭$!其实是四川理工学院的另一个符号+

2GHI年!第一批开拓者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偏僻荒凉的

黄岭!开始了艰苦的办学历程% *黄岭精神$命名由此而

来+纪念开拓者!激励后来人% 如何在译文里体现如此

ID



标记性强的信息! 为此"笔者苦思很久# 一日"$中国科

技翻译% 杂志名誉主编李亚舒先生赠与笔者一首藏有

笔者名字的藏头诗"受此启发"大胆设想&'黄岭精神(

文字表述有四个词组"何不用藏头诗的形式"将我校校

名的英文缩写 !"!# )全称为 !$%&'() ")$*+,-$./ 01

!%$+)%+ ()2 #)3$)++,$)3*藏于其中以突显其标记性!本

着这一原则" 笔者和多位老师及同事讨论出下面三种

译文"下文仍以侯国金教授的 45#6和 789来分析译

文的优劣+

'黄岭精神(原文&

勤奋求实!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校兴我荣#

含义&描述了学校艰苦的办学历程"老师们奉献教

育业的决心及对学校未来发展蓝图的信心"画面感强"

语用标记值为强标记 5::#

措辞&语言朴实"语用标记值为无标记 "#

修辞&四言十六字"语用标记值为强标记 ;::#

句式结构&前三句是'修饰语:动词(的并列结构"

第四句由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组成" 四句四言结构没

完全对称"语用标记值为中标记 ;:# 以下译文 <和译

文 =为笔者与外教 50>>/ 5%?(,>()2所译#

译文 <&

!++@$)3 .&+ .,'.& 2$>$3+).>/"

")$)&$A$.+2>/ -.,$*$)3 B+,-+*+,$)3>/,

!+>1>+-->/ 2+2$%(.+2 .0 %(,++,"

8)C0/$)3 0', -%&00>-- 3>0,$+-D

译文 E&)曹顺发译*

!++@$)3 .&+ .,'.& 1,0F 1(%.-"

")2(').+2 A+10,+ &(,2-&$B-G

!+>1>+-->/ 2+*0.+2 .0 +2'%(.$0)H

8-%0,.$)3 I&(. .&+ 9(,-$./ &0)0,-J

译文 =&

!++@$)3 .&+ .,'.& 2$>$3+).>/H

")$)&$A$.+2 B+,-+*+,()%+ A+10,+ &(,2-&$B-G

!+>1>+-- 2+2$%(.$0) .0 +2'%(.$0)H

8)C0/F+). $) -%&00>-- 3>0,$+-J

分析&

含义&译文 <在内容上与原文基本吻合"但原文中

'无私奉献(应指奉献给教育事业"译文中'%(,++,(过于

模糊化# 另外 '-.,$*$)3(虽有'奋斗(之意"但漏译原文

中'艰苦(二字"语用标记值为弱标记 ;K"与原文相差

E个标记值"扣 L分#

译文 E第一句译得过实"且漏译'勤奋(二字,最后

一句的'*(,-$./(一般指'校队"大学代表团(等"意义上

与原文有出入"语用标记值为 ;K"与原文相比相差 E

个标记值"扣 L分#

译文 =在内容上准确传达了黄岭精神的内涵"语

用标记值为 ;::"不扣分#

措辞& 译文 <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用动名词短语形

式"对应原文的工整"但第二句中出现 ')$)&$A$.+2>/和

B+,-+*+,$)3>/两个副词"英文显得绕口"不够响亮"语用

标记值 ;K"与原文相比相差 <个标记值"扣 M分#

译文 E&第一句用词平实"最后一句用词过于正式

)+-%0,.H *(,-$./*"显得虚而空"造成措辞风格不统一#语

用标记值 5K"与原文相差一个标记值"扣 M分#

译文 =用词平实"四句措辞风格统一"特别是第二

句中 B+,-+*+,()%+传译出奋斗的艰苦和不易" 符合英

文表达中常用名词结构的习惯"表达地道.形象"语用

标记值为无标记"不扣分#

修辞&三种译文都用藏头诗)英文也叫离合诗*的

形式# 英文藏头诗通常是由诗的每行首字母串联一起

表达人名或动物名" 用藏头诗表达校名缩写的做法是

罕见的"强标记的"语用值为强标记 5::"语用标记值

与原文相符"不扣分#

句式结构& 译文 <的第一句和第四句都用动名词

词组"第二句用副词:动名词:副词"第三句用副词:形

容词:介词词组"没有完全对仗"语用标记值属弱标记

5K"与原文相差一个标记值"扣 M分# 译文 E第一.四

句用动名词短语且都含 N个单词"第二.三句用形容词

词组"结构对称"语用标记值属中标记 5OH 与原文标记

值相符"不扣分,译文 =第一句用动名词短语"后面三

句都用的名词:介词结构"句式结构还算合理"但没完

全对称"语用标记值属弱标记 5K"与原文相差一个标

记值"扣 M分#

译文 <在含义. 措辞和句式结构三项参数上语用

标记值扣 <P分"译文 E在含义.措辞两项参数上扣 <E

分"译文 =在句式结构单项参数上扣 M分"译文 <总分

LM分"译文 E得 LL分"译文 =得 QP分# 尽管三种译文

各有千秋" 综合四个参数来看" 译文 =是最理想的译

文#该译文用词准确"简单易记"在含义.措辞及修辞方

面都传译出黄岭精神的神韵"若还能在结构方面改进"

就更是上佳译文了# 当然"由于以 !"!8作藏头诗译原

文为前提"译者受到限制"好比戴着镣铐舞蹈# 译文 =

在含义.措辞.修辞和结构与原文的语用标记等效上也

算尽了译者所能"黄岭精神的主旨和宣传功效"基本得

到了成功传译#

NN



五!结 语

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校训的特点! 校训英译的现

状与问题! 以侯国金教授提出的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为

理论基础! 分析了我校校训和黄岭精神的不同英译版

本!用语用标记值从校训英译文的含义"措辞"修辞和

句子结构四个方面对校训英译文进行考察! 分值高者

为理想译文#这种量化方法突破了过去的感性总结!使

对译文的评估有了可操作性$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这种原则主要用于分辨译文质量的优劣!对具体

翻译的技巧阐述不多%在语用标记值的分析中!对标记

等级判定的科学性还有待完善% 选取的四个参数在语

用值的计算上是否都占相同权重& !"#!能否在所有

校训英译中推广&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并待解决

的问题$

致谢词" 四川外国语大学侯国金教授指导了笔者

的写作!杨全红教授对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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