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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浒传 》中运用 了大量的修辞手法
,

在增加了艺术感染力的同时
,

也给小说的翻译增添了难度
。

奈达的功 能对

等
,

是指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 大体对等
。

本文以登特
·

杨父子合译的 《水浒传 》新译

本为例
,

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

对 《水浒传 》英译本中常见修辞手法的翻译处理进行分析
。

【关键词 」功能对等 《水浒传 》 修辞手法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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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
·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 近而又最 自然的对等语言再现原语信息
,

翻译追求

代表人物之一
,

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在翻译界 自然而切近的等值而非 同一
,

翻译的首要之点
,

是

产生了巨大影响
。

他根据翻译的本质
,

并从语言学 翻译信息的内容兼顾信息的语体
,

功能对等优先于

的角度出发
,

提出
“

功能对等
”

翻译理论
,

为翻译研 形式对等
。

究注人了一种新的活力
,

引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
。

功能对等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呢 首先
,

我们

《水浒传 》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

它开 能在 《外国语 》 年第二期中刊登的 《采访奈达 》
创了白话章回小说的先河

,

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 这篇文章里得

艺术成就
。

这部小说中
,

施耐庵运用了大量的修辞 知
,

他基本的翻译观是在学习和研究希腊文学时形

手法
,

在增加了艺术感染力的同时
,

也给小说的翻 成的 再者
,

文学翻译主要是要译出原文的神韵和

译增添了难度
。

精神
,

重现原文的效果
。

因此
,

奈达的功能对等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理论应该说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
。

年出版的汉英对照 《水浒传 》是英国翻译家登 二
、

从功能对等角度分析登译本中常见修辞
特

·

杨父子 的最新译本 — 手法的处理
,

是 目前 《水浒传 》英译本中独一无二的一百二 奈达在 《文化与翻译 》一书中指出 没有一种译

十 回本
,

对于文学翻译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 文完全对等
,

不同的译文实际上只有不同程度的对

重大价值
。

等
。

因此
,

我们不能将
“

对等
”

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

本文以登特
·

杨父子合译的 《水浒传 》新译本 等同
。

而只能理解为近似
,

即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功

以下简称登译本 为例
,

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能等同
“。

我们可以直接
“

移植
”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

分析了 《水浒传 》英译本中常见修辞手法的翻译处 论
,

指导译者应该将原作中的修辞特色忠实地反映

理
。

以期望对文学翻译工作者有所启迪
,

为进一步 出来
,

从而得到同样的心灵感受
。

对于两种语言中

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及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

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手法
,

在翻译时译者可以直接套

一
、

功能对等理论 用 但原文中的有些修辞手法比较难译或者在译人

年美 国当代著名的 翻译家尤金
·

奈达 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
,

如果一味地保留原文的修辞

提出了
“

动态对等
”

的概念
。

为避 手法
,

机械地照搬原文的形式
,

反而会弄巧成拙
,

丢

免被误解
,

奈达后来在其著作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 失原文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

不仅使译文的可读性大

种语言 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一书中
,

把
“

动 大减小
,

而且甚至可能歪曲原文的意思和精神
。

对

态对等
”

的名称改为
“

功能对等
” ,

二者并无实质的 于这样的修辞手法
,

译者需要根据译人语的习惯
,

区别
。

所谓功能对等
,

即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 找到对等的表达方式将其译出
。

《水浒传 》中几种常

作用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
。

见的修辞手法有 比喻
、

对偶
、

双关
、

夸张
、

矛盾和排

奈达指出翻译就是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 比等
。

以下笔者将从登译本最常见的三种修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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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例
,

分析探讨译者对其的处理
。

、

比喻

比喻是用一种事物指称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

法
,

用比喻词把这两种具有鲜明的统一特点的事物

联系起来
,

从而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

使表达生动形

象
,

明白易懂
,

新鲜有趣
。

比喻是世界各国语言中

共有的表达手段
,

是中外文学中塑造形象最常见的

修辞手法之一
。

比喻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本体 被比

的事物或情境 喻体 作 比的事物或情境 比喻词

标明比喻关系的词
。

比喻按三个部分的异同和隐

现来看
,

其基本类型有三种 明喻
、

暗喻
、

借喻
。

登

译本中对于比喻的翻译
,

以直译为主
,

做到了
“

尽量

忠实原文
,

使形象生动的比喻原汁原味地再现于译

文读者面前
” 「 。

从而
,

不仅传达了原文语义
,

而且传

递了原文风格
。

例 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
,

唬的三十六个牙齿

捉对儿厮打
,

那心头一似 十五个 吊捅
,

七上八落的

响
,

浑身却如重风麻木
,

两腿一似斗败公鸡
,
口里连

声叫苦
。

第一回

译文
。 , 。

一

,

介
' 一

一
, ,

原文中连用了三个 比喻
“

心头一似十五个 吊

桶
,

七上八落的响
” , “

浑身却如重风麻木
” , “

两腿一

似斗败公鸡
” ,

将洪太尉当时忐忑不安
,

担惊受怕以

致两腿发抖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

译者用直译

这一方法处理原文中这些比喻
,

不仅把中国文学中

千姿百态的 比喻忠实地传达给外国读者
,

而且可以

给他们带来一种新鲜的愉悦感
。

例 鲁达 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 一拳
,

打得眼棱缝裂
,

乌珠迸 出
,

也似开 了个彩帛铺的

红的
,

黑的
,

紫的
,

都绽将出来
。

第三回

译文
,

'

,

诫
一

, ,

译者
“

原汁原味
”

地把原文中的 比喻直接翻译

过来
,

在选词和修辞格式上都与原文对等从而使原

文的形象得以保留下来
,

达到形神皆似的效果
。

由于历史发展
,

风俗习惯
,

宗教信仰和生活环

境的差异
,

不同地区
、

民族和 国家的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美学观念也有所差异
。

因而翻译时
,

即使表达

同一种概念
,

有时也要改变喻体的形象或格式
,

以

符合译人语的表达习惯
。

例 王庆一 日吃得烂醉如泥
,

在本府正排军张

斌面前
,

露 出马脚
,

遂将此事彰扬开去
,

不免吹在童

贯耳朵里
。

第一百零一回

译文
飞〕

日 玉

一
, ,

汉语中
,

烂醉如泥是指酩配大醉的样子
,

瘫倒

在地扶不起来
。

要注意的是
,

这里的泥并非指泥

土
,

那么
, “

泥
”

究竟是指什么东西呢 对此
,

南宋吴

曾在其笔记 《能改斋漫录
·

事实 》
“

醉如泥
”

条下曾作

过如下考辨
“

按
,

稗官小说
`

南海有虫
,

无骨
,

名曰

泥
。

在水中则活
,

失水则醉
。 ” '

可见
,

这里的泥是指

一种长在南海中的虫类
。

这种虫没有骨头
,

一上岸

就会
“

失水而醉
” ,

因此就有了
“

烂醉如泥
”

的说法
。

显然
,

在英语里
,

不存在与
“

泥
”

相似的表达和对等

的形象
。

所以
,

根据需要作适当的变通
,

或改变比

喻的形象
。

译文中便采用
“

犷来表示酩

配大醉
,

将喻体
“

泥
”

换成了
“ ” ·

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

当译文和原文不能

达到语言形式上 的完全对应时
,

译者应确保译文的

读者对于译文应得到与原文的读者对于原文同样

的感受
。

如上例中
,

即使喻体形象改变了
,

但达到

了功能对等的效果
。

、

对偶

对偶通常是指文句中两两相对
、

字数相等
、

句

法相似
、

平仄相对
、

意义相关的两个词组或句子构

成的修辞法
。

对偶从意义上讲前后两部分密切关

联
,

凝练集中
,

有很强的概括力 从形式上看
,

句式

整齐对称
、

音韵和谐优美
,

能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

对偶的处理
,

是极其重要而且能体现译者功力的所

在
。

译者可 以采用译出对偶形式或不译 出对偶形

式这两种方式
。

语言对偶是小说表现出的最表层的对偶现象
,

虽然并不严格按照对偶的原则进行创作
,

但是明显

地透出诗歌影响的痕迹
。

《水浒传 》在描绘景色
、

刻

画人物
、

以及描写打斗场面时都大量使用了语言对

偶
。

例 桂花 离海娇
,

云叶散天衡
。

彩 霞照万里如



西 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卷

银
,

素魄映千山似水
。

一轮爽恺
,

能分宇宙澄清 四

海团 圆
,

射映乾冲皎洁
。

影横旷野
,

惊独宿之乌

鸦 光射平 湖
,

照双栖之鸿雁
。

冰轮展 出三千里
,

玉兔平吞四百州
。

第二回

译文
。

'

,

,

'

而
,

一 ,

一
, ,

原文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景
,

使景物更美
,

韵味

更浓
,

描绘出一幅清幽秀美的月景图
。

并且
,

每句

字数相等
,

词性相对
,

结构相同
,

基本符合对偶的特

征
。

译文虽然舍弃了按字面意思完整的翻译
,

而采

用意译的方法尽量保留对偶格式
,

但这不会影响译

文的读者对于译文得到与原文的读者对于原文同

样的感受
。

采取一保留一放弃的方式
,

让译人语读

者既领略了原文的意境美
,

又部分展现了原文的形

式美
,

从而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
。

《水浒传 》的每个 回目都是采用字数相等的对

偶句
,

不仅能够完整准确的概括每回的内容
,

而且

形式大都比较工整
,

注重字句的锤炼
,

节奏的把握

和音律美
。

而登译本中回 目的翻译
,

主要采用意译

的方法
,

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之美
,

同时保证内容

的完整
。

例 林冲水寨大并火 兄盖梁 山小聚义 第十

九回

译文
,

, '

一
, ,

例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第五

十七回

译文

一 、
,

,

对于实在无法兼顾的
,

登译本中则采用展示内

容
,

舍弃对偶形式而采用英雄体 双行诗

来对应原著对偶的特点
,

并尽量用押尾韵

的方法来弥补原回 目的音律美
。

例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第九

回

译文
'

一
,

,

例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第四

十五回

译 文 介

'

介 一 、
, ,

、

双关

双关是文学语篇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
,

它指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

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

件
,

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
,

言在此而意在彼的

修辞格
。

双关可使语言表达含蓄
、

幽默
,

也能加深

语意
,

给人以深刻印象
。

就构成的条件看
,

双关可

分为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类
。

前者是利用音同

或音近 的条件使词语或句子形成双关语
。

后者则

是利用词语或句子的多义性在特定语境中形成双

关
。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本体性差异
,

想要在两者

间寻找到意义
、

结构
、

韵味都一一对应的双关语几

乎不可能
。

奈达谈到双关语翻译时也感慨道
“

翻译双关

语时
,

我们能做到的最多是给译文加注释
,

告诉读

者原文是双关语
” 「司。 “

译文加注释
”

作为双关语翻译

的替代译法可以尝试
,

但无论如何不是最佳办法
。

因为
,

虽然借助注释能使译人语读者领会其中的含

义
,

但在译文中所丧失的原文修辞效果却得不到完

全补偿
。

同时也不能使译文的读者对于译文得到

与原文的读者对于原文同样的心灵感受
。

所以正

如
,

译诗必须还之 以诗
,

译双关也必须还之以双

关
。

登译本中是怎么处理的 呢 我们可 以从下面

的例子中找到答案
。

例 西 门庆道
“

王 干娘
,

你这梅汤做得好
,

有

多少在屋里
”

王婆笑道
“

老身做 了一世谋
,

那讨

一 个在屋里
”

西 门庆道
“

我 问你梅汤
,

你却说做

谋
,

差 了多少
。 ”

第二十四回

译文
, “

·

” “

' ,

” “

一
一 ” 一

, ,

原文 中的谐音双关表现在
“

梅
”

和
“

媒
”

的同音异义上
。

其中幽默诙谐的美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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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王婆迫切想要讨好西门庆的表情功能不言而

喻
。

译文 将谐 音 双关转 换成 语义 双关
,

利用
“

厅
'

一词的多义性
,

从而达到了
“

神似
”

和
“

形

似
”

统一的效果
。

三
、

结语

由于英语与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
,

修辞手法有

同有异
,

即使是一些最常用的修辞手法
,

结构上也

不一样
。

并且
,

原语中的某些修辞手法比较难译或

者在译人语中是不存在的
,

就很难在译文中再现
。

本文以登特
·

杨父子合译的 《水浒传 》新译本为例
,

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

对 《水浒传 》英译本中常

见修辞手法的翻译处理进行了分析
,

认为译者应尽

可能地在译人语规范许可的范围内
,

重现原文中的

种种修辞手法
,

使译文保留原作的风格特点 当然

也不能生搬硬套
,

破坏了译文的可读性
,

而应从功

能对等的角度加以灵活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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