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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生态翻译视域下隐喻翻译研究
———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郭小华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５）

摘　要：隐喻作为一个非常巧妙的语言应用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对其进行研究。生态翻译学是一个从

生态学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的新的研究范式。本文着重从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和整体／关联的角度对

《围城》这一文学巨著中典型的隐喻现象的翻译进行讨论，旨在开拓隐喻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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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

描述了我国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低层人民和知识

分子的生活状况，它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

生的无奈。该小说幽默诙谐，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

其中数量繁多，令人回味无穷的隐喻。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珍妮凯利（ＪｅａｎｎｅＫｅｌｌｙ）和茅国权（ＮａｔｈａｎＫ．

Ｍａｏ）合作将《围城》翻译成英文，由美国印第安纳大

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围城》英

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ｏｏｋ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选为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度卓越学术著作。对《围城》

英译本中的隐喻研究也是这部小说英译本研究的重

要方面和热点之一。大多数学者专家从关联理论、

建构主义、语境顺应、翻译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

究。据笔者统计中国知网《围城》隐喻相关论文和资

料，对《围城》中的隐喻不管是原文还是英译本都没

有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笔者尝试从这个

角度对隐喻翻译进行研究。

一、隐喻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反映了人们的认知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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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它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

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

化行为。本文讨论的隐喻仅指其语言学层面含义，

指一种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法。它通常用一个

领域的事物去类比另一个领域的事物，从而达到机

智幽默、令人印象深刻的阅读效果。

隐喻的研究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始于亚里士多德。

现代隐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修辞学角

度、语义学角度、语用学角度、认知语言学角度［１］。

总之，研究角度多样，理论实践都相当深入。目前为

止，还没有系统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隐喻进行研

究的。

二、生态翻译学

（一）生态翻译学简述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提出来的研究翻译的

新的范式。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胡教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

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发表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

探》，标志着这一新的翻译研究正式起步。十五年

来，该理论迅猛发展，公开发表数百篇专题文章，百

余所高校相关学位获得通过，国家级研究课题获批

立项，外语翻译期刊设立专栏，成立国际协会，序列

举办国际会议等等。由此可见，生态翻译学研究蓬

勃发展。该理论得到了很多国内外翻译专家的

认可。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是一

个新的方法论。该理论是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

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整合

性研究，是一项致力于从生态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

综观描述的跨学科研究。胡教授指出：生态翻译研

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

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讨论翻译生

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

作用，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

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２］。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

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

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

动。”［２］。也就是说，译者是整个翻译生态群落中的

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充分考虑各种翻译生

态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

对文本生态环境做出适当的选择／适应，从而达到原

文和译文之间跨文化信息的转换，达到跨文化交际

的目的，也就是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

（二）整体／关联、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

整体／关联。生态翻译学像生态学一样，强调整

体与关联，强调翻译生态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

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相互

关联的整体，并且这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不等

于各个关联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大于各

个关联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

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对翻译策略

和方法的选择，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

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选择。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既

不是从作者／原文的角度阐释翻译活动，又不是从译

文／读者的角度给翻译下定义，而是从译者的角度来

全面阐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的。［３］

三维转换。“三维”是“多维整合”原则具体落实

时关注最多的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多

维整合”原则是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是指好的译文

要保持文本生态，使译文能够在新的语言、文化、交

际生态中“生存”和“长存”。这就要求译文在多个维

度尤其是语言、文化、交际这三维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要高。译者只有在翻译过程中真正地做到“多维”的

适应主要是“三维”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好的

译品（译文）。［４］

三、《围城》英译本中的隐喻翻译

《围城》以其幽默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视角而著

称，其中精妙机智、令人叫绝的隐喻随处可见，值得

专门研究。下面选取文中典型的隐喻例子，分为词

汇隐喻和结构隐喻两大类，结合生态翻译学的角度

对其译文加以分析。

（一）词汇隐喻

《围城》中有很多以单个词汇形式出现的隐喻。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综合考虑各种翻译生态系统

因素，采取直译、意译、直译加注等翻译方法，尽肯能

提高译文的三维转换度，从而最大程度保证译文

质量。

例１：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渐渐相信欧

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５］

Ａｔ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ｍｅｎ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ａｇｒｅｅ．．．．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ｍｅ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ｒｅａｌｌｙｗｅｒｅ

ｔｈｉｒｔｙｏｄ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ｄｄｌｅｈｅａｄ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５］

译例分析：这个例子中“糊涂虫”用来比喻没有

真才实学，借购买假文凭来保住自己面子的中国学

生，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译者用ｍｕｄｄｌｅｈｅａｄｓ
（思路不清晰或者很混乱的人）来做翻译。译者在充

分考虑原文的语义、文化等各种文本生态因素，选择

了这个能够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都能实现充

分转换的译文，是一个适应转换度非常高的译文。

例２：鸿渐和孙小姐……才发现这屋背后全是

坟……鸿渐指着那些土馒头问：“孙小姐，……？”［５］

ＨｕｎｇｃｈｉｅｎａｎｄＭｉｓｓＳｕｎ，．．．Ｔｈｅｙｔｈｅｎｄｉｓ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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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ｇｒａｖｅｓｗｅｒｅ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ａｒｓｅ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

Ｈｕｎｇｃｈｉｅｎａｓｋｅｄ，“ＭｉｓｓＳｕｎ，．．．”
［５］

译例分析：这句话中作者用“土馒头”比喻屋后

的“坟包”，这个在源语文化中很常见的，没有理解障

碍。译者将其翻译为ｔｈｅｃｏａｒｓｅ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这

个译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不是很成功。但

从语义转换（即语言维转换）的角度来说，译文忠实

地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知识

背景对译文读者认知的影响，这个译文可能会给译

文读者带来困惑，为什么把“坟墓”比喻成一种食品？

加上，西方坟墓的形状与中国的坟包截然不同，也会

阻碍对这一译文的理解。文化维和交际维适应转换

度都不高。

例３：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

中头奖，赚钱准赢。

Ｍｒ．Ｆａｎｇ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ｗｉｆｅｉｓｕｎ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ａｎｄ

ｈａｓ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ｔｈｅｈｕｓｂａｎｄｉｓｓｕｒｅ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ｚｅｉｆｈｅｂｕｙｓａｌｏｔｔｅｒｙｔｉｃｋｅｔ，ａｎｄｈｅｉｓｓｕｒｅｔｏ

ｗｉｎｉｆｈｅｇａｍｂｌｅｓ．
［５］

译例分析：在翻译这个句子中的“乌龟”时，译者

充分考虑到原文本的文本生态和译文读者、中西文

化差异这些翻译生态因素。在原文文化中，丈夫被

称为“乌龟”，表示妻子对他不忠。在译文读者眼里，

乌龟就是外表难看、速度慢之外，没有别的联想意

义。所以译者在适应源文本的生态体系后，对译文

做出了意译的选择，将其译为“ｕｎ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ａｎｄｈａｓ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成功地提高了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的整合

适应度，是个很好的译文。

《围城》中类似的词汇隐喻还有很多，例如“岁寒

三友”、“熟肉铺子”、“醋”、方鸿渐自比为“海水中的

泡沫”等等，非常巧妙，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结构隐喻

《围城》中数目庞大精妙绝伦的隐喻中，有一部

分从单个词汇是无法准确理解作者独具匠心的智慧

的，必须从较长的文本整体来加以分析，才能领悟到

这部分的精妙之处。译者在这部分主要是运用直译

的译法。

例４：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

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ｓｋｅｐｔ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ｍｕｃｈｔｈｅ

ｓａｍ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ｓｔｈｅｐｅｅｒｌｅｓｓｂｅａｕｔｙｗｈｏｓｅｏｎｅ

ｇｌａｎｃｅｗｏｕｌｄｃｏｎｑｕｅｒ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ｗｈｏｓｅｓｅｃｏｎｄ

ｇｌａｎｃｅｃｏｕｌｄｖａｎｑｕｉｓｈａｎｅｍｐｉｒｅ．

原作中作者用“绝世美人”来比喻轰炸机，似乎

很难理解。充分考虑其文本所在的各个生态因素，

整个文本生态的整体性和行文前后的关联性，会发

现这个隐喻奇妙生动、幽默风趣。飞机多次轰炸后

就会毁掉这座城市。而根据中国的文化典故《汉书

·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中：“北方有佳人，绝世而

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中间就有了惊

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从译文可以看出，译者这里只

考虑到语言维的转换，将“一顾”“再顾”译成了“ｏｎｅ

ｇｌａｎｃ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ｌａｎｃｅ＂，并未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认

知水平，也忽略了源文本中的典故信息。笔者认为

为，译者这里应该适应源文本的生态因素，选择性的

进行加注，注明典故，从而实现语言、文化、交际等多

维转换。

例５：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

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

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６］

Ｈｅｒｓｏｎ，ｎｏｔｙｅ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ｈａｄａｓｎｕｂ

ｎｏｓｅ，ｔｗｏｓｌａｎｔｅｄｓｌｉｔｓｆｏｒｅｙｅｓ，ａｎｄ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ｓｏ

ｈｉｇｈｕｐ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ｙ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ｙｅ

ｂｒｏ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ｙｅｓ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ｐｉｎｅｄｆｏｒｅａｃｈｏｔｈ

ｅｒ—ａ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ｐｌｉｃａ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ｃｅｉｎ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ｓ．

这个例子也属于结构隐喻，非常精妙，将小孩子

的长相与相思病和讽刺画联系起来。这里译者适应

选择得很恰当，充分考虑到原作各生态因素的整体

关联性，译文的多维适应整合度很高。

《围城》中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作者把女人

的化完妆的脸比作梅雨时节不断掉落的墙皮等等，

都很值得去研究其相关译文。

《围城》这部小说是隐喻修辞的百花园，为隐喻

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语料库。文中随处可见大大小

小、或长或短的词汇隐喻和结构隐喻。对其中隐喻

翻译的研究也是长期以来各位翻译专家乐此不疲

的。笔者希望本次生态翻译学角度对隐喻的研究能

够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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