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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骈偶句翻译方法 !

,,,以&赫兹列散文精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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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潘文国以美文美译为指导思想! 通过协调韵律$调整形式$对应语义!在&赫兹列散文精选'中使用了大量的骈偶

句!实现了译文的对称和谐美# 从英汉对比的角度!从韵律$形式$语义三个方面对&精选'中的例子进行描述分析!以找出英

语译成骈偶句的方法#

"关键词#骈偶%韵律%形式%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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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列散文精选,是由潘文国选译于赫兹列

的随笔' 潘文国在前言中提到-在翻译散文&诗歌

等2美化文学3的时候#白话文常会捉襟见肘#把浓

茶译成了白开水.'

(!)%因此#他在翻译时用文言试

译了三篇#而在其他白话文译文中也是时常出现文

言句式#最典型的就是骈偶句' 骈偶句是在中国传

统的辩证思维下形成的#通过协调韵律&调整形式&

对应语义#译文出现了大量骈偶句#再现了原文之

美' 本文从英汉对比角度出发#分析+精选,中的例

子在韵律&形式&语义上的处理#以找出英文译成骈

偶句的方法'

英汉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上有许多不同之

处#所以将英文译成骈偶句时应当注意二者的区

别#下面从音&形&义三个方面来分析潘文国的翻译

方法#在必要的地方与沙铭瑶的译文进行对比'

##一#韵律的协调

骈偶句之所以受欢迎#原因之一在于其韵律#

韵律协调则读起来朗朗上口#而韵律的协调在于节

奏和音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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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一致

英语音节长短不一#在散文中其音韵&节奏并

不像在诗歌中那样明显' 而汉语音节简短&整齐&

稳定不变#决定了汉语的音节容易协调#能够处于

整齐匀称的规律性运动之中#宜于构成汉语的节奏

感和整齐美#例如%

,::@FUNTIUR=<SR?# ?RNTV9QOS=# NT=@U@<@N:9T@RG^

=N:@G FQVER<=NG? N::QF@9G$ N::@F[R<SNG@<N:# <9GYRG^

=@9GN:# YN\@?# U9T[N:# \R?NG=@<@G F=X:RNG? R_R<Q^

=@9G>

(!)%H%

题材u也#典故u也#无不u取自u遥远#代价u高

昂#而u作伪u之态u堪厌$风格u也#手法u也#无不u

机械u拘泥#陈陈u相因#而u装腔u之势u可恨'

(!)%HA

对句子停顿的划分可以看出骈偶句中第一句

与第二句停顿一致#而每句中的停顿位置与句子的

长度又不同#这使句子的节奏和谐而又灵活'

%>音调起伏

英语没有声调变化#而在古汉语中音调模式就

有两种%平声!\"与仄声!Z"#平仄的不同组合就会

产生不同的音调' 在普通话中有四声#第一声和第

二声是平声#第三声和第二声是仄声#例如%

7@YR[R=SR<:RNTV:QRFaX9YRT[XSRN?# NG?

=SROTRRG =QTUVRGRN=S [XURR=>

(!)AB%

头顶晴日蓝天#脚踏绿茵似毯'

(!) ABA

音调模式% \ Z\ Z\ \$ ZZZ\ ZZ

从例子中可以看出#两句的平仄声基本相反#

起伏有序#这使音调具有规律的高低变化#产生了

韵律美#与沙铭瑶的译文对比#可看出骈偶句的

优势%

我只需要蔚蓝的晴空在头顶上#绿茵茵的草地

在脚底下'

(%)!%H

沙式的译文较潘式的译文显得苍白无力#美感

不足'

##二#形式的调整

-骈.字有对偶的意思#所以骈偶又称为骈俪&

对偶&对仗#即用字数相等&句法相同或相似的语

句#表现相反或相关的意思'

(A)因此英语在译成骈

偶句时可以一分为二#而多数情况下#将其拆分为

四字句'

!>拆分

汉语写作喜用骈偶#英语句子中具有平行的单

词或词组译成汉语时可以拆分成平行的句子' 英

语句子结构一般是三分#即 31(结构#而汉语多为

二分结构#即阴阳结构#阴阳结构#整齐对称#给人

以和谐感#因此#英语句子常译为两个小分句#而骈

偶句是拆分后常见的句型#例如%

0=F[9YR[RG=@FTN\@? NG? ?RY@9QF>

(!)!"H

迅若闪电#曲若柔丝'

(!) !"$

通过省去代词-0=.#将-[9YR[RG=.比喻为-闪

电.&-柔丝.#用这两种事物的特性来描述-[9YR̂

[RG=.#不仅使原文一句拆分为对称的两句#而且更

形象地表现了其 -TN\@?. 与 - ?RY@9QF. 的特点'

再如%

*R\9FR@FNFGR<RFFNTX@G <9GYRTFN=@9G NF@G N

\@<=QTR>

(!) C

作画需留白处#言谈当有静时'

(!) "

原文运用了连词-NF.#来表达-TR\9FR.在-<9G^

YRTFN=@9G.与在- \@<=QTR.中一样的需要' 而译文将

其拆分为骈偶句#省去了连词#将两个对应的介词

宾语译为两个分句的主语#原文的主语译为对应译

文主语的宾语#使得译文句式整齐而又不失其原文

的意义'

%>四字组合

英语是形态语言#语法非常重要#句子内部需

严格遵守语法规则#因此两个平行句的字数很难统

一相等' 汉语是表意文字#语法比较灵活#因此词

语词性&位置&和数目可以根据要求而改变#四字格

的形成也因此成为可能' 为求得音韵&节奏的协

调#形式上的整齐#汉语写作很注意四字词组的组

成和运用#尤其与别的四字词组连用#构成骈偶句#

效果更好#例如%

(VER<=FNTRG9=:@GaR? =9URR:@GOF# W9T?F=9

=S@GOF# VQ=@[NORFTRY9:YR@G F\:RG?@? [9<aRTX# W9T?F

TR\TRFRG==SR[FR:YRF@G =SR@TF=TNGORTSN\F9?@RF>

(!)%H%

情非缘境#词不关物' 意象华丽#徒自转也$词

语花哨#空生灭也'

(!) %HA

译文将两个并列成分译成对等的四字句#在第

一句中#将原文省去的谓语补充完整#形成四字格#

即-情非缘境.对-词不关物.#第二句中#译文将两

个并列句拆分为四字格形式的骈偶句#如- 意象华

丽.对- 词语花哨.&- 徒自转也.对-空生灭也.'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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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义的对应

骈偶句意思相反或相关#这需要语义对应#具

体通过补充相近或相反的词&或省略与语义关系不

大的#只留下语义对应的词'

!>补充

汉语偏爱重复#英语偏爱省略#在英汉翻译时

应补充在英语中省略的成分'

39[R\R9\:R=R::QFN::=SRSNT[I9=SRTFNF<NTR̂

UQ::X<9G<RN:N::=SRO99? =SRXSRNT9UQF>

(!)%

喜摘人?者有焉#喜掩人德者有焉'

(!)A

译文将原文的两个散句译成对等的偏正结构

的主语#并添加谓语-有.#这里两个句子中补充了

相同的-喜.-人.-者.-有.-焉.#使得两个句子在

语义上一致'

0GG9<RG<R@FE9@GR? W@=S @G?QF=TX# \:RNFQTRW@=S

VQF@GRFF>

(!) !%H

率真与勤奋同在#欢愉并忙碌共存'

(!) !%$

你把实践跟淳朴无猜的自然相结合#把临摹跟

乐趣相结合'

(%)%

潘文国用近义词补充了第二句中省去的谓语#

组成骈偶句#整齐匀称#语义和谐' 沙铭瑶也补充

了谓语#但相比较潘氏的译文#则显得用词平淡#缺

乏美感和韵味'

%>省略

除了补充原文省略掉的信息#译文有时也会省

略原文的信息#如主语#连词#典故等' 汉语注重主

体意识#倾向于主体性叙述#因此汉语中多为人称

主语或无主语#无主语#是因为隐藏了人称主语#

(H)

例如%

MRVNUU:R\TREQ?@<RNG? ?@FN\\9@G=<9GER<=QTR>

(!)H&%

偏见不存#揣测无由'

(!) H&A

译文省去了原文的主语#将原文的两个宾语变

成骈偶句的两个主语#谓语用两个同义词代替原文

的谓语#这样使得译文形式整齐#语义对应#再看沙

氏译文%

我们还能叫偏见消除#猜测落空'

(%)!A%

沙氏的译文没有省去主语#舍简从繁#美感

不足'

除了省略主语外#还会省略英语中的一些连

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非常重视悟性#突出表

现是意合#行文中的连接部分几乎都潜隐化'

($)

例如%

0=@FG9=\9[\ 9T\TR=RGF@9G# VQ==SRN?N\=N=@9G

9U=SRR_\TRFF@9G =9=SR@?RN# =SN=<:RG<SRFNWT@=RT3F

[RNG@GO%***NF@=@FG9==SRF@ZR9UO:9FF@GRFF9U=SR

[N=RT@N:F# VQ==SR@TU@==R? RN<S @=F\:N<R# =SN=O@YRF

F=TRGO=S =9=SRNT<S>

(!) %AH

用词贵达意#而不在其耀目宏伟$用材贵合榫#

而不在其光洁尺寸'

(!)%A$

这里省略了连词-NF.#因为在上文骈偶句中已

隐含了这个词的意思' 省略的结果是使句子简洁&

对称#语义对应&连贯'

本文从英汉对比角度出发#通过列举+赫兹列

散文精选,中的例子#探讨了英语译成骈偶句的方

法' 通过协调韵律&调整形式#对应语义#将英语大

量的句子翻译成骈偶句#使译文产生了对称和谐

美#实现了美文美译的目的#这对我们翻译实践具

有指导意义#在散文的翻译中#不妨多使用骈偶句#

不仅可以增加译文的韵律美#形式美#还有助于作

者感情的表达#有助于译文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

是在翻译时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不仅使译文美感缺

失#还使译文不忠实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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