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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动词“道”英译显化的标记理论阐释 

高　磊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标记理论最初由布拉格语言学派创立，用于分析语音学的音位对立，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其它语言学分支。古典小
说人物会话中的引述动词“道”是无标记性的，在翻译成英文后，由于受到语境的限制，往往带有明显的附加信息及增添内

涵，即呈现出标记性特点。由原文文本到译文文本，引述动词“道”的语义带有显化趋向。标记理论的引入，能对古典小说引

述动词“道”的英译进行描写和分析，并揭示出 “道”的英译显化的内在成因是由语义标记的不对称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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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会话是小说文体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相对其它文学体裁，直接引语在小

说中出现频率更高。古典小说直引结构中的“道”

（即“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引述动词，其次是

“曰”，具有典型的无标记性。但是通过考察中国古

典小说的英译本，不难发现：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语境的限制，“道”对应的英译词却往往带

有附加信息，呈现出标记性特点。也就是说，对于

“道”的翻译处理，英文一般采用基本义为“说”并

带有其它附属义的动词与之对应，在内涵上趋向于

丰富与延展。

标记理论（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最初由布拉格

语言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伊（Ｎｉｋｏｌａｉ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提

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始创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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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磊：引述动词“道”英译显化的标记理论阐释

世纪 ３０年代，该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概念是标记概

念，指的是语言中的一种对立而不对称现象。对立

的语言成分被赋予不同的值，赋予正值的，因其具

有某一区别性特征，即为有标记的（ｍａｒｋｅｄ）；赋予

负值或中和值的，因其缺少区别性特征，被认为是

无标记的（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由于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语用显化作用，无标记

项和有标记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翻译

过程中出现诸如此类的标记现象，适合于用标记理

论对其成因进行阐释。

　　一　古典小说直引结构的引述动词

小说话语是用来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话的具体内容通常是由

故事叙述者通过引语的形式向读者（或听者）来述

说，而直引结构是其中最直接、最完整地将言者信

息传达给读者（或听者）的有效方式。

引语在修辞中称为“引用”，是指对他人的话

语、典籍或文章的引用。作为常用的、重要的引语

类型之一，直接引语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引号，原

封不动地引用原话（也包括内心世界的“话语”），

并保留原始话语的各种特征。直接引语往往是由

两大部分组成：引导语、被引述部分。前者是指引

出人物话语的部分，往往出现在引号之前；后者则

是置于引号之中的原始话语部分，一般处于引导语

之后。

引导语是直接引语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直

接引语而言，引导语一般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对应

于被引述话语的话语片段，引导语的功能是对被引

用的话语进行补充、说明和阐释。引导语的完整形

式包括两个部分：人称代词（名词）、引述动词。

引述动词是引导语中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引

导出人物话语的动词或者动词短语来充当。现代汉

语中常用的引述动词有：说、道、问、喊。根据徐赳赳

（１９９６）的统计，引述动词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说（３４％）＞问（１５％）＞道（４％）＞喊（３％）。但在

古典小说中，引述动词的选用比较单一，往往以

“道”和“曰”这两个引述动词居多。语料统计表明，

古典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四个引述动词分别是：

道（５７％）＞曰（１６％）＞说（３％）＞问（２％）。［１］８

表１　古典小说引述动词“道”的使用频率

作品名称 直接引语结构 引述动词数量 引述动词比例

《错斩崔宁》 ９８ ６６ ６７％
《红楼梦》 ７５５ ６３０ ８４．４％
《西游记》 ５０５ ４７２ ９３．７％
《水浒传》 ３２７ ３１２ ９５％

　　注：以上的引语统计数字的范围是《错斩崔宁》全文 ９８个，《红楼梦》前 １０章 ７５５个，《西游记》前 １０章 ５０５

个，《水浒传》前 １０章 ３２７个。［２］２１

　　相对于现代汉语小说中引述动词３０％的省略

比率，古典小说中极少有引导语省略引述动词的现

象（约占 ２％），９８％的直接引语都使用了引述动

词。这说明古典小说中直接引语的引导语模式是

比较固定的，而引述动词成了直接引语的一种泛化

的标志：读者只要看到引述动词的出现，便可预见

直引结构的存在。［２］２３

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直引结构的考察，我

们发现该结构具有稳定性、单一性的特点。引述结

构中的引导语构成类型单一，其模式都是引导语主

语加引述动词的形式；引导语的核心动词，即引述

动词，一般只局限于“道”、“曰”等极少数单音节动

词，对整个引述结构起着明显的提挈和预示作用。

从语义角度来看，这类引述动词均具有典型的无标

记性特点：无论语篇语境如何变化，都千篇一律地

使用同一个引述动词来引导直接引语的信息。

　　二　引述动词“道”的英译显化

“显化”（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Ｖｉ

ｎａｒｙ和Ｄａｒｂｅｌｎｅｔ提出，指“在目标语中对原语隐含

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加以明示

的过程。”［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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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涉及到原文作者、

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为了帮助译文读

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译者在译文中往往会采用显化

的翻译策略，使得读者获得最佳关联，提高翻译的

效度。翻译中的显化实际上是译者为增强译本逻

辑性、易解性，达到突出原语信息所采用的一种

策略。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与古典小说中的引述动词

“道”的基本义对应的英语动词为“ｓａｙ”。然而，在

实际的翻译实践活动中，由于受到不同语境的限

制，译者在选取具体的引述动词时，并不是单一地

对应着翻译成“ｓａｙ”，而是倾向于选择语义更为具

体的下义词。请看下例：

（１）雨村道：“何为‘护官符’？”（《红楼梦》第

四回）［４］９５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Ｌｉｆ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ｒ？”Ｙｕ

－ｃｕｎｉｎｑｕｉｒｅｄ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ｙ．［５］１０４

（２）那小妖听说，疾忙跑入洞里道：“大王，祸

事了！”（《西游记》第二回）［６］８４

Ｔｈｅｍｉｎｏｒｄｅｍｏｎｓｓｃｕｔｔ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ｖｅａｎｄ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Ａ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Ｙｏｕ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７］８９

（３）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

人。”（《水浒传》第三回）［８］１１２

ＬｕＤａｗａｓａｎｎｏｙ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ｅｒ

ｉｎｇ．“Ｂｉｇ－ｈｅａｒｔｅｄ，ａｒｅｎ’ｔｙｏｕ？”ｈｅｓｎｏｒｔｅｄ．［９］１２０

（４）赵员外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

言报答之事。”（《水浒传》第三回）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ｑｕｏｔｅｄｔｈｅｓｑｕｉｒｅ．“Ｗｈｙｍ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５）长

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

（《水浒传》第五回）

Ｔｈｅａｂｂｏｔｉｎｔｏｎｅｄ：“Ｔａｋ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ａｍｉ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ｂｕｔ

ｈａｌｔａｔ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例（１）中，直接引语部分为特殊疑问句，而引述

动词“道”在句式上是无标记性的，英译成对应的

“ｑｕｅｒｙ”（即“问”）更为符合该语境。

例（２）中，英译对应词语“ｒｅｐｏｒｔ”表明了言者与

听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称性，揭示出“大王”与“小

妖”之间的主仆尊卑的关系。而中文的引述动词

“道”则无法体现这一点，带有笼统和泛化的特点。

例（３）中，英译对应词语“ｓｎｏｒｔ”不仅包含有

“说”这一基本义，更指言者对于听者表露出的不满

意或生气的主观情绪。在语义上更趋显化。

例（４）中，直接引语结构里面还包含有另一直

引结构，而且是引用古圣先贤的话语，英译对应词

语“ｑｕｏｔｅ”表明其出处并非言者本人所述，而中文

的引述动词“道”为无标记项。

例（５）中，英译对应词语“ｉｎｔｏｎｅ”一词能形象

地描绘出长老说话时低声吟咏的神态，节奏感的语

气以及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的神情。在语义上更为

丰富和显化。

由此可见，引述动词“道”的英译倾向于选择语义

更丰富的、带标记性的词语。比如用于表陈述概念的

如ｓｐｅａｋ，ｔｅｌｌ，ｒｅｍａｒｋ，ｅｔｃ；用于提问形式的如 ａｓｋ，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ｑｕｉｒｅ，ｑｕｅｒｙ，ｅｔｃ；用于表达言者主观情感

的如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ｂａｒｋ，ｃｕｒｓｅ，ｓｎｏｒｔ，ｅｔｃ；用于表明言者

话语方式的如ｍｕｒｍｕｒ，ｓｔａｍｍｅｒ，ｉｎｔｏｎｅ，ｅｔｃ；用于表明

言者听者身份的如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ｔｃ．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当中，为了使会话过程中的

语境信息更显性化地传达给读者，译者往往会选择

比动词“道”的本义（ｓａｙ）更具体的带标记性的动

词。因而引述动词“道”与其对应的英译词的在语

义上呈现出上下义的关系：

表２　“道”的英译对应词及释义

英译对应词 释义 英译对应词 释义

ｒｅｐｌｙ ｓａｙ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ｓｉｓｔ ｓａｙ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ａｙｉ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ｓａｙ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ｙ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ｓａｙ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ｔ ｓａｙｌｏｕｄ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ｓ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ｕｒｎ ｂｏａｓｔ ｓａｙｐｒｏｕｄｌｙ
ｍｕｒｍｕｒ ｓａｙｓｏｔｔｏｖｏｃｅ ｓｔａｍｍｅｒ ｓａｙｗｉｔｈ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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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磊：引述动词“道”英译显化的标记理论阐释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语境信息的显化主要表现

为英译对应词对“道”的基本义的丰富和延展。英

译词总是在基本义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带有与具

体语境相关的附加信息，这正是译者为了追求译本

明晰化，使其易于被读者接受所作出的主观努力，

体现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

性地位。

表３　附加信息与“道”的英译对应词

引述动词 附加信息 英译对应词

道 话语方式 ｂｏａｓｔ，ｃｈａｎｔ，ｉｎｔｏｎｅ，ｍｕｍｂｌｅ，ｍｕｔｔｅｒ，ｍｕｒｍｕｒ，ｓｔａｍｍｅｒ，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ｔｃ．
道 内心活动 ｔｈｉｎｋ，ｒｅｃｋｏｎ，ｗｏｎｄｅｒ，ｍｕｓｅ，ｐｏｎ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ｔｃ．

道 身份地位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ｅｇ，ｃｏｍｍａｎｄ，ｄｅｃｌａｒｅ，ｅｎｔｒｅａｔ，ｆｌａｔｔｅｒ，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ｍｐｌｏｒｅ，ｏｒ

ｄｅｒ，ｐｌｅａｄ，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ｌａｉｍ，ｒｅｐｏｒｔ，ｅｔｃ．

道 主观情绪
ｂａｒｋ，ｂａｗｌ，ｂ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ｍ，ｂｕｒｓｔ（ｏｕｔ），ｃｒｙ，ｅｘｐｌｏｄｅ，ｅｘｃｌａｉｍ，ｆｕｍｅ，ｈｏｗｌ，

ｒａｇｅ，ｒｏａｒ，ｓｃｒｅａｍ，ｓｈｏｕｔ，ｓｈｒｉｅｋ，ｓｎａｒｌ，ｙｅｌｌ，ｅｔｃ．

道 命题态度
ａｇｒｅｅ，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ｓｓｅｒ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ｕｒ，ｉｎｓｉｓ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

ｎｏｕｎｃ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ｄｅｍｕｒ，ｏｂｊｅｃｔ，ｏｐｐｏｓ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ｒｅｔｏｒｔ，ｅｔｃ．

道 言语意图

ａｂｕｓｅ，ａｄｖｉｓｅ，ａｃｃｕｓｅ，ａｄｍｏｎｉｓｈ，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ｂｌａｍ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ｄ，ｃｈｉｄ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ｃｕｒｓｅ，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ａｄｅ，ｍｏｃｋ，

ｐｒａｉ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ｐｌｅｄｇｅ，ｑｕｉｐ，ｒｅｂｕｋｅ，ｒｅｂｕｆｆ，ｒｅｍｉｎｄ，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ｒｅｖｉｌｅ，ｒａｉｌ，

ｓｃｏｆｆ，ｓｎａｐ，ｓｎｏｒｔ，ｓｗｅａｒ，ｔａｕｎｔ，ｔｈａｎｋ，ｖｏｗ，ｗａｒｎ，ｅｔｃ．

　　由上表可以看出，对比起汉语中单一的引述动

词“道”，它的英译对应词的选择面显然要宽泛得

多，语义也要丰富得多，更能将言者在具体会话过

程中的诸多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使读者能获

得更多的有关会话者的信息。

　　三　标记理论对“道”英译显化的阐释力

１．标记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标记概念的提出

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当时以标记概念

为核心的标记理论仅应用于音位学研究领域。该

理论认为：在语言系统的各个范畴中，广泛存在着

对立但不对称的现象。在这些不对称的对立项中，

有一项是基本的、负载的意义是中性的；与之相对

应的另一项则在这类中性意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

某些特征意义，因而具有了某种“标记”，成了“有

标记”项。

继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伊之后，罗曼·雅

可布逊（ＲｏｍａｎＪａｃｏｂｓｏｎ）进一步扩大了标记理论的

影响力，将其应用从音位学扩展到了形态学。

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ＪｏｈｎＬｙｏｎｓ）对语

义中的标记现象作过详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标

记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

念。”［１０］３０５在他的著作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中，他主要分析了

和词项结构有关的标记现象，区分了词项有无标记

的三种含义：（１）形式标记；（２）分布标记；（３）语义

标记。莱昂斯对这三种含义分别进行了阐述，并指

出词项的语义标记性是一个程度问题，有标记程度

强弱之分。他对于语义标记性的所作的研究进一

步拓展了标记理论的应用范围。

在２０世纪中叶，以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的研究为代表，语言类型学把标记理

论的运用从音位学和形态学扩展到句法学。

美国的语言学家 Ｇｉｖｏｎ则主要在语用层次上

探讨了语言的标记特点，对标记理论有过比较全面

而翔实的论述：“有无标记取决于语境。通俗地说，

就是指同一个结构可能在一个语境中是有标记的，

而在另一个语境中是无标记的。”［１１］１２２

此后标记理论影的响越来越大，其应用范围进

一步扩展到语言的各个层次。该理论提出至今，已

经发展了８０年，被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语言学领

域：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和语言

习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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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语义标记的“非对称现象”。英国语言学家

约翰·莱昂斯（Ｌｙｏｎｓ，１９７７）对语义中的标记现象

作了详细的探讨。通过对标记现象的认真研究后，

他明确提出了“词项有无标记的三种形式：形式标

记、分布标记和语义标记。”

莱昂斯所提及的语义标记（又称语义成分、语

义特征、义素），是根据一对对立的语言成分的语义

特征进行定义的，指的是语言单位在语义上的具体

性与概括性对立。通常情况下，无标记项和有标记

项在意义上是不等值的。无标记项的组合形式更

简单，意义概括程度高，使用频率也更高。相比之

下，有标记项在词义上往往比无标记项更加具体，

但在分布上则受到限制，分布范围有标记项要小得

多，这就是语义标记的“非对称现象”。［１２］１０７

３．语义标记不对称性的阐释力。“道”是古典

小说中分布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引述动词，常用

来引导直接引语，对整个直引结构起着重要的提挈

和阐述作用。作为一个单音节词，“道”的形式很单

一，意义趋向于泛化，极具概括性，在人物会话（特

别是小说文体中）使用频率很高，基本可以看作是

直引结构存在的标志。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英译对应词，

“道”是带有明显的泛指性，意义概括程度极高，分

布范围极广，凡涉及到人物会话的直接引语，都可

以用“道”（其次是“曰”）这类引述动词来引导。而

“道”的英译对应词则在词语选择上更为丰富，其语

义也更趋具体化，带有明显的标记性，语境信息趋

向于显化。由于语义标记本身的不对称性，在引述

动词“道”的翻译过程中，会话语境使得具体的英译

对应词在分布上受到限制，无法像古汉语中的“道”

那样可以广泛分布。

本文对古典小说人物会话直引结构中最典型

的引述动词“道”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其在直接引

语中具有标示和提挈结构的功能。通过对比其英

译对应词，不难发现其语义带有明显的显化倾向，

即呈现出标记性特点。通过对古典小说引述动词

“道”的英译进行描写和分析，我们认为语义标记本

身所具有的不对称性是导致英译过程中“道”的语

义显化的内在成因，这是将标记理论成果应用于解

释相关翻译现象的一种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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