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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詈语就是骂人的话语。《辞海》界定为“骂”和

“责骂”的意思。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海

·语言学卷》定义为：用于骂人的词语和言辞，如

“蠢货”“笨蛋”“混账”“不肖子孙”“王八羔子”等。

《汉语大词典》中对表达詈语这一概念的术语就有

“詈词”“詈语”“詈人之辞”“詈人之词”“詈辞”“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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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骂人语”“骂人话”等多达十三种，其内涵和外

延基本相同。詈语存在在所有的语言中，这是一种

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不仅山野村夫、强盗土匪会

粗言秽语，就是彬彬君子，也难免偶有骂语，这难道

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吗？一些所谓的“语言纯正主

义者”，视詈语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垃圾”，这

显然是一种偏见，正因为偏见造成了研究的滞后，

詈语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依据语言学的

基本原理，受维索尔伦语境关系顺应模式的启发，

试图建构詈语翻译的语境顺应模式。经霍译《红楼

梦》中的典例分析，初步证明这个模式的建立是可

行的，不失为詈语翻译的新的方法。

　　二　詈语的语用分析

骂詈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悠久的言语行为，最

初，骂詈有怪罪，斥责之用，至唐，骂詈又衍生出侮

辱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骂詈的两个基本落脚

点依然萦绕在“恶言相加”和“斥责侮辱”这两方

面。“当然，从古今骂詈实践上看，除了斥责和侮

辱，骂詈往往掺杂了愤怒、厌恶、嘲讽、悲哀等多种

情绪或情感。”［１］此外，骂詈行为常见还有笑骂、嗔

怪等形式、以表达喜爱、戏谑的情绪。那么从文化

内涵的角度来分析，詈语凸显了其语用价值。有的

类詈语包含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反映了生死观念；

有的反映汉族社会独特的尊卑贵贱、重义轻利、惩

恶扬善等文化心理。

显然，与从语用角度分的其它语言类一样，詈

语是语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语用价值不可

替代的。美国学者 Ｊａｙ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在其著
作Ｃｕｒｓ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把英语詈语分为１０个类别：（１）
Ｃｕｒｉｎｇ（骂詈），（２）Ｐｒｏｆａｎｉｔｙ（渎神），（３）Ｂｌａｓｐｈｅｍｙ
（亵渎），（４）Ｔａｂｏｏ（禁忌），（５）Ｏｂｓｃｅｎｉｔｙ（猥亵或
淫荡），（６）Ｖｕｌｇａｒｉｔｙ（粗俗），（７）Ｓｌａｎｇ（俚俗谩骂
语），（８）Ｅｐｉｔｈｅｔｓ（侮辱），（９）Ｉｎ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ｌｕｒｓ（贬
低和藐视），（１０）Ｓｃａｔｏｌｏｇｙ（排泄、排泄物）等。［２］

《红楼梦》被学界誉为解读中国封建社会的百

科全书，对考察中国古代詈语运用很有代表性。据

刘福根统计：“《红楼梦》一书中常用詈词有８４个
（组），至少有 ８８个人在不同场合共使用了 ４８３
次。”他认为“如果从语用价值角度综观这些詈语，

可以大致分为四类。”［３］

（一）表达愤怒、憎恨、厌恶的情感。詈语有恶

言攻击的功能，通常詈语在实施这种功能时，会伴

随表达了愤怒，憎恨，厌恶的情感，这也是詈语最为

常见的一种语用价值。

例１：（宝玉）见李嬷嬷拄着拐杖，在当地骂袭
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

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也不理一理。

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听你

们的话，你不过是几辆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屋

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４］５４０

例２：贾赦听了，喝了一声，又骂：“混账！没天
理的囚攮的！偏你这么知道，还不 离 了 我

这里！”［４］５４０

例１中，宝玉乳母李嬷嬷深感自己不为宝玉所
喜，更为憎恨袭人受宠，故而辱骂袭人行为不检点，

专会勾引宝玉。例２中，贾赦欲娶鸳鸯被拒，并因
此受到贾母责骂，因而在儿子贾琏来劝说时悲愤交

加，恼羞成怒，把一腔怨怼都发泄在贾琏身上。

（二）表达喜爱、戏谑取乐的情感。詈语除了发

泄怒火，表达厌恶，还可以表达喜爱或戏谑取乐的

情绪。此种骂詈行为会发生于关系亲密的双方之

间，詈骂者在詈骂时伴随的表情是喜悦的，开心的，

或疼爱的，实则以骂语传爱意。

例３：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
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孩子

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乍见了你这破落户，还被人

笑话死了呢。”［４］３２２

例４：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被平儿
夺手跑了，急的贾琏弯着腰恨道：“死促狭小淫妇！

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４］５８４

例３中，凤姐急着要见秦可卿面容俊秀的弟
弟，遭到尤氏取笑为“破落户”，尤氏此举实则是朋

友之间的调侃，而非真的嘲讽凤姐家境破落。该处

詈语体现了詈骂者和被詈骂者间亲昵和熟悉的关

系。例４中，贾琏骂平儿死促狭小淫妇，并非是为
了表示鄙视，而是夫妻之间的调情之语，增加闺房

情趣。

（三）表达悲哀、沮丧的情感。詈语，还可以表

达悲哀，沮丧的情感，这一类詈语既可以是詈骂者

用于自身发泄，也可以表达对相关人物的痛惜。

《红楼梦》中此类例子相对较少。

例５：宝玉听了，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
样薄情无义。”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

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说着，便赌气

上床睡觉去了。［４］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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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焦大见问，便号天蹈地的哭道：“我天天
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倒拿我当作冤家！连爷还

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今朝弄到这步田地！

珍大爷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女主儿

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戳在一处空房

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却像猪狗似的拦起

来了。”［４］３１３２

例５中，袭人为激宝玉上进读书，假意称自己
将离开贾府，宝玉伤心沮丧，感到孤独无比，自比为

孤鬼儿。例６中，贾府当时已经相当败落，树倒猢
狲散，焦大对贾府的衰落感到痛心和悲哀，因而号

天蹈地出一连串詈语，虽也有愤怒成分，但更主要

是表达痛惜伤感之情。

（四）表达嘲讽、戏谑或爱恨交织的情感。詈骂

除了有“明骂实喜”的效果，有时亦有“明夸暗讽”

的作用。除了用常规的詈语来表达讽刺，戏谑之

外，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常用反语或双关的语言艺术

来达到嘲讽和戏谑的效果。这时候分析詈语必须

结合语境方能体会真意。

例７：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里的。只因
听见天上一声叫唤，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

呆雁。”［４］８００

例８：（宝玉拿宝钗与杨贵妃比，宝钗大怒）回
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倒

象杨贵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

忠的！”［４］８４２

例７中，黛玉来探宝钗，正巧遇上宝玉被宝钗
迷痴，心中嫉妒，起了小性，故而以呆燕嘲讽宝玉，

是吃醋的含蓄表现，带了一丝戏谑的趣味。例 ８
中，宝钗气宝玉为讨好黛玉，将自己比作杨贵妃，因

而也反唇相讥，虽无一詈词，但讥讽意味浓烈，令宝

玉无地自容。

　　三　翻译的语境顺应模式

（一）维索尔伦语境顺应模式的启示

语境关系顺应模式源于语言顺应论，语言顺应

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耶夫·维索尔伦（Ｊｅｆ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创立的语言理论。他指出“语言的一
种特性，它使人们得以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

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便逼近交际需要达到

的满意位点。”［５］维索尔伦在其著作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中，探讨了交际语境的相关成分是如何
促成及影响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所作出语言选

择的。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总是置

于一个复杂背景之中，根据语境顺应理论，语言使

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其相应复杂背景发生联

系。”［６］维索尔伦将语境相关成分提取出来构成语

境关系顺应模式图，［７］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适应性的语境相关成分

图１中，发话人和释话人不被看作是现实世界
中的人，而应被视为“交际角色”，分别承担话语的

产生和话语的解释职责（现实生活中，交往双方会

不断在两角色之间转换以完成话语轮回。）两交际

角色在做出产出性选择和解释性选择的过程中，其

选择的范围和选择的结果都深受“三大世界”的影

响：即图中所示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

准确而言，是三大世界的相关成分在语言使用过程

中被启动从而影响交际角色的选择。心智世界被

启动的成分有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社交世界包

括和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适应的社会因素范围，通常

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大多数和社交场景及公共制度

存在着性质上的联系。而社交场景和公共制度往

往和交际产生的相关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而，文

化及其衍生出的规范和价值观是最能反映社交世

界和语言选择的关系的成分。物理世界实际主要

指交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

维索尔伦语言顺应理论，以语用学的基本原理

为逻辑起点，从交际的相关因素入手，拓宽了语言

御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为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这种启示的要点在于：１．语言是思维的表像，
语言研究始终应该关注思维过程的特点；２．理解是
交际的前提，而准则的理解有赖于对交际双方语言

背景的把握；３．交际的背景是极为复杂的，主要有
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三个层面；４．交
际的背景是动态的，它随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而变

８１１



张映先，张小波：从翻译语境顺应模式论霍克斯《红楼梦》詈语的英译

化，而在所有交际背景中，文化的差异是影响理解

的关键因素。

（二）翻译的语境顺应模式与詈语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交际活动，同样也是

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从所译文本到译语词

汇句式的应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到

对多种选择的确定。”［８］同日常交际大多只涉及一

种语言不同，翻译交际包含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

言及文化，涉及的选择层次自然也更为复杂。这种

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用以解释交际的语境关系顺应

模式不可能对翻译实践完全适用。本文旨在建构

出全新的翻译语境关系顺应模式。

根据上文的阐释，詈语的翻译语境顺应模式将

涵盖两个过程：（１）原作被译者理解；（２）被译者解
读后创作出译作被译文读者理解。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翻译语境顺应模式

仿照维索尔伦的模式，本文将翻译语境范畴也

区分为三大层面：

其一，语篇世界。语篇世界即语篇语境，译者

在从事翻译活动时，需要根据语篇语境做出语篇类

型的选择。“语篇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语篇

有不同的模式，具有一种区别于其它语篇的组织结

构。”［９］译者的语言能力决定了他对这些形式的掌

握，进而影响到译者对原语语篇的理解，以及对译

文表达形式的多维选择。

其二，心智世界。心智世界指代翻译过程的各

参与个体的心智世界，既包括显性参与者———译者；

也包括隐性参与者———原作者和译文读者。心智世

界包括认知经验，语言能力，审美观，交际意图等因

素。霍克斯翻译的英版《红楼梦》之所以大获好评，

是因为其用西方人的角度，以地道的英文和对原文

的深入研究与理解而创造出带有西方色彩的中国爱

情故事，从霍版译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霍克

斯翻译《红楼梦》旨在让西方读者能在阅读此译作时

能够获得与他读《红楼梦》时所得到的同样趣味，这

一目的直接影响着霍克斯在翻译过程所做出的各种

选择。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于詈语使用是为了

丰满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对译者霍克斯

而言，翻译詈骂语只是翻译红楼梦的一部分工程，其

目的必须服从于整体翻译目标：“ｂｕｔｉｆＩｃａｎｃｏｎｖｅｙ
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ｖｅｎａ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ｉｓＣｈｉ
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ｍｅ，Ｉｓｈａｌｌｎｏｔｈａｖｅｌｉｖｅｄｉｎ
ｖａｉｎ．”［１０］从霍克斯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位翻译巨匠
的翻译动机源于对原作的喜爱，翻译目的在于将原

作的美和自己的收获进行分享。从而，译作对原作

的处理一定是基于译者本身对原作的理解。那么，

译者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汉语理解能力决定了最终成

果的质量。同时，译文读者的审美水平和认知经验

又时时影响着译者的选择，为了迎合译文读者，译者

一定会在翻译过程中运用符合译文读者心理思维的

方式解读原作。这也就决定了霍克斯对詈语的翻译

一定大多采取归化的方法。

其三，社交世界。翻译语境中涉及的社交世界

包含作品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语文化背景。

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原文所处的时代背景以

及原文涉及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红楼梦》一

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里面包含了

无数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于译文读者来说，《红楼

梦》所展示的世界是极其陌生的，那么，译者在翻译

中，如要达到令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目的，就必须

考虑当下译语社会的文化背景，在其中寻找恰当的

替代语来顺应社交世界差异，以促成其翻译意图的

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为不同文化的汇合提供

了可能。

与交际语境顺应论相似，翻译的语境顺应同样

体现为一个动态顺应的过程，译者的翻译时刻都深

受上述翻译交际语境三大范畴的影响，而在整个翻

译过程中，翻译目标是隐藏的指挥棒，在翻译目标

的支配下，译者自发地启动翻译语境相关成分，从

而让译文实现有所侧重的顺应来促成翻译目标的

实现。根据上文分析，霍克斯的宏观翻译目标是让

译文读者能够感受《红楼梦》的魅力，而在具体翻译

过程中，尤其是在对詈语的翻译处理上，霍克斯的

微观具体翻译目标则应是顺利保全原作詈语的语

用价值。否则，原作的情节就会遭到译文读者的误

解了。

　　四　《红楼梦》詈语典例分析

（一）语篇世界的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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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詈语大多出现在对话中，而且由

于詈语大多比较粗俗，故而霍克斯在翻译原作中的

詈语时，选择使用同样粗鄙的口语化语言来重现原

文的情境。

１．选择口语化语言
例９：……宝玉便说：“罢，罢！好蠢东西，你也

轻些儿！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让我自己

戴罢．”［４］２３８

霍译：‘Ｓｔｏｐ！’ｈｅｃｒｉｅｄ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ｙ．‘Ｙｏｕｈａｖｅ
ｇｏｔｔｏｇｏｅａｓｙｗｉｔｈａｇｒｅａｔｃｌｕｍｓｙｔｈｉｎｇｌｉｋｅｔｈａｔ！Ｈａ
ｖｅｎ`ｔｙｏｕ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ａｎｙｏｎｅｐｕｔｔ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ｎｇｓ
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Ｙｏｕ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ｌｅｔｍｅｄｏｉｔｍｙｓｅｌｆ．’［１１］１４５

原作中，贾宝玉因为伺候其戴斗笠的丫头笨手

笨脚而发起了脾气，出言责怪丫头“好蠢东西”作者

通过添加“罢，罢！”等口语味强烈的语气助词将骂

意凸显地更为淋漓尽致，也让整个场景更为真实生

动。反观译作，霍克斯的翻译重点并未放到还原詈

语，而是放在重现原作语气上。霍克斯将斗笠形容

为“ｇｒｅａｔｃｌｕｍｓｙｔｈｉｎｇ”，用相当口语化的“ｙｏｕｈａｖｅ
ｇｏｔｔｏ…”，以及添加形容词“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ｙ”来还原原
作的口吻，将责怪生气的情感传达给了目的语读

者。可见，翻译詈语时，首先要顾虑到语体风格，不

能使用过于书面的语言，否则译作会变得喑哑晦

涩，不易被译语读者接受，从而翻译意图将难以

达成。

２．选择粗鄙语言
例１０：（贾琏）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

动手打人！”［４］１２４０

霍译：‘Ｌｉｔｔｌｅｗｈｏｒｅ！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ｊｏｉｎｉｎｔｏｏ，ｄｏ
ｙｏｕ？’［１２］８２４

詈语大多是为了发泄怒火，表达愤怒的情感，

故而在各个国家，詈语都大多是粗俗语言，因而霍

克斯在翻译原作时，也更多地选择英语中的粗鄙语

言，来更传神地传达出原作人物愤怒的情感。

例１０中，凤姐从生日宴会回来后发现丈夫贾
琏偷情，火冒三丈，平儿也上前相帮，贾琏恼羞成

怒，对凤姐尤有忌惮，对丫鬟平儿则无所顾虑，于是

愤而辱骂平儿“好娼妇”这一词汇是带有侮辱性的

粗俗语，从语用价值分析，隶属于第一种：传达愤怒

情感。霍译版本为了让译作也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一样的感觉，同样选用了“ｗｈｏｒｅ”一词，根据韦氏高
阶英语词典，该单词同样是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符合原作基
调，因而，译作成功地传达了原作之情境。

例１１：凤姐啐道：“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
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４］２０２６

霍译：‘Ｂｅａｒｗｉｔｈｙｏｕ？’ｓａｉｄＸｉ－ｆｅｎｇ．‘Ｂｅａｒ
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ｓｅｈｏｌｅ！Ｉａｄｖｉｓｅｙｏｕｔｏｇｅｔｏｎ
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ｓｔｏｒｙ：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ｖｅｒｙ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ｆｏｒｙｏｕｉｆ
ｙｏｕｄｏ！’［１２］１３２０

例１１中，凤姐发现贾琏在外面偷娶一房小妾，
妒火中烧，向小厮兴儿逼供，凤姐本身教育程度不

高，性格又属泼辣，故而原作中，凤姐的语言大抵属

于浅显风格，当怒火中烧时，凤姐的辣子性格更为

彰显，因而粗俗语是凤姐詈语的一大特征。此例中

“放你妈的屁”是市井泼妇常用詈语，霍克斯的译本

巧妙地用英语中常见的粗俗俚语“ｂｅａｒｗｉｔｈ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ｓｅｈｏｌｅ”来替代，带有侮辱意味的“ａｒｓｅ
ｈｏｌｅ”传神地重现凤姐本色，是颇为成功的处理。

（二）心智世界的顺应

１．顺应译文读者的心智世界
由于审美情趣，认知经验的不同，原文读者和

译文读者的心智世界存在很大的分歧，而针对原文

读者的原作若要带给译文读者同样感受，译者就必

须顺应译文读者的心智世界来对原作作出处理，对

詈语的翻译也是如此，译者需要做出顺应翻译，以

正确还原原文詈语的语用价值，让译文读者能清楚

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詈语可以表达出詈骂者对被骂者的厌恶情感，

在原作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例 １２：“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
枪头。”［４］６４２

霍 译：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ｐｅａ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１１］３６１

林黛玉讽刺贾宝玉虚有其表，借《西厢记》中的

词句称其是个“银样蜡枪头”。银样蜡枪头一词其

实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含义，比喻空有堂

堂仪表，腹内却无才华的人。虽然在英语中并没有

此类固定表达方式，然而英语文化中也有银，枪

（矛）之类的意向，只是对蜡枪头这一意向比较陌

生，所以，霍克斯在此处巧妙将银样蜡枪头译为“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ｓｐ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即假冒银质的铅
枪头，非常形象，完全迎合了译文读者的认知经验，

是一次成功的顺应翻译，同时将嘲讽的效果也准确

传达出来。

２．顺应译者的心智世界
译者的心智世界包含译者的审美情趣，认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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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翻译意图，体现在译者的语言能力上，下面通过

比较杨宪益和霍克斯版本对同一詈语的翻译来探

讨译者的心智世界是如何反作用与翻译方法的选

择的。

例１３：贾琏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
把这个“醋罐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４］５８４

霍译：‘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ｗｈｅｎＩｇｅｔｍｙｔｅｍｐｅｒ
ｕｐ，Ｉ＇ｍｇｏｉｎｇｔｏｌａｙｉｎｔｏｔｈａｔｊｅａｌｏｕｓｂｉｔｃｈ．ａｎｄｂｒｅａｋ
ｅｖｅｒｙｂｏｎｅｉｎｈｅｒｂｏｄｙ．Ｔｈｅｎｐｅｒｈａｐｓｓｈｅ`ｌｌｋｎｏｗｗｈｏ
ｉｓｍａｓｔｅｒｒｏｕｎｄｈｅｒｅ．’［１１］３７５

杨译：“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ｗｈｅｎＩｒｅａｌｌｙｌｏｓｅｍｙ
ｔｅｍｐｅｒ，Ｉ＇ｍｇｏｉｎｇｔｏｇｉｖｅｔｈａｔｖｉｎｅｇａｒｙｂｉｔｃｈａｇｏｏｄ
ｂｅａｔｉｎｇｔｏｓｈｏｗｈｅｒｗｈｏ’ｓｍａｓｔｅｒｈｅｒｅ．”［１３］

贾琏急于和平儿调情，平儿警告贾琏不要惹怒

了王熙凤，贾琏听不入耳，深感窝囊，故而趁熙凤不

在大耍大男子威风，轻蔑称王熙凤为“醋罐子”，带

有轻微的怒气和不忿的情绪。醋罐子是中文中的

俗语，源于唐朝一个典故，传说唐朝宰相房玄龄家

有娇妻，深爱相公，不允许相公指爱吃醋的人，此处

自然指妒妇———王熙凤。霍译采取意译，“ｊｅａｌｏｕｓ
ｂｉｔｃｈ”，既保全了原詈语的意义，也将贾琏对王熙凤
的不满和怨怼表现了出来。而杨译则采取意译直

译相结合，“ｖｉｎｅｇａｒｙｂｉｔｃｈ”。两种翻译方式各有千
秋，其不同其实主要源于两大译者翻译目的的差

异。霍克斯的译本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读懂并能

欣赏自己的译作，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文读者的理

解能力是译者最为注重的因素，而杨宪益的译本不

仅仅希望译文读者能欣赏原作，更希望向他们传达

更多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宣传做

出贡献。所以，杨译采取意译直译相结合，以新奇

的表达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让译文读者在译作中能

体会到浓烈的异国风情，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风采。

（三）社交世界的顺应 ———顺应译文读者的

社交世界

１．相异的社交世界相关成分
例１４：“……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

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４］５４０

霍译：‘Ｔｈｅｎｗｅ’ｄｓｅｅｈｏｗｙｏｕ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ｐｌａｙ
ｔｈｅｓｉｒｅｎａｎｄｌｅａｄｙｏｕｎｇ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ａｓｔｒａｙ！’［１１］４２３

例１４中，宝玉乳母李嬷嬷心知宝玉不喜自己，
又眼红袭人受宠，因而咒骂袭人勾引宝玉，一抒厌

恶之情。李嬷嬷骂袭人“妆狐媚子”，这是中文中形

容女子风骚不检点的俗语。在中国文化中，狐狸是

邪魅的代表，在《封神演义》中，纣王的宠妃妲己就

被塑造为狐妖的形象，妲己迷惑纣王，陷害忠良，无

恶不作，狐妖的媚惑祸水形象也由此逐渐深植于中

华古典文化意向中，所以，李嬷嬷很自然地用“妆狐

媚子”侮辱袭人。而西方文化中并无狐狸精的意

向。因而直译为“ｆｏｘｌａｄｙ”是无法精确传达原文意
味的。所以，霍克斯选择了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环

境，用“ｐｌａｙｔｈｅｓｉｒｅｎ”来传达同一意义。“Ｓｉｒｅｎ”一
词源于希腊神话，意指是福耳库斯和缪斯的三个女

儿。各个美若天仙，由于她们天性以吃人为生，宙

斯为了防止她们继续吃人，把她们关在了一个岛

上。从此，凡是有船只水手经过该岛附近就能听见

天籁般的歌声，“ｓｉｒｅｎ”以此诱惑水手们上岸，并吃
掉他们。所以在西方文化中，“ｓｉｒｅｎ”指外表美貌，
内心恶毒，习惯诱惑异性的危险美女。虽然“ｓｉｒｅｎ”
和狐妖完全是不同的意象，文化内涵也大相径庭，

然而外延意义却基本一致。所以霍克斯在此处所

做的顺应翻译是合理的，如此选择之后得到的译作

不会让译文读者有理解上的困难，同时更是精准传

达出李嬷嬷对袭人既讽且恨的情感。

例１５：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因骂道：
“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４］１３０６

霍译：Ｂｏｔｈ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ｅｄａｎｄ－ｅｘａｓｐｅｒａ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ｓｅｔａｕｎｔｓ，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ｒ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ｈｅｒｔｏｒｍｅｎｔｏｒｓ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ｈｅａｔ‘Ｙｏｕ’ｒｅｒｏｔｔｅｎ，ｂｏｔｈｏｆｙｏｕ…’［１２］８３３

蹄子一词在中国是专门辱骂女子的詈词，因为

中国古代女子都要裹脚，以三寸金莲为美，小脚从

后看，形状类似马蹄，故而用蹄子指代女性，除了可

以表示辱骂之意，亲密同性之间可以用作戏谑，表

达亲昵喜爱之情，异性之间有时可以以此词用作调

情，表达爱意。蹄子这一意向中国读者是熟悉的，

然而在国外，古代没有此裹脚习俗，译文读者必然

对蹄子指女性的现象表示疑惑。这就需要译者在

翻译该詈词时，选择顺应读者的社交世界的翻译策

略。上例中，原作是鸳鸯和平儿袭人诉苦，遭到两

人温和取笑，于是回击，这种小争执其实是女性友

人间亲密无间的表现，因而蹄子在此处属于昵称。

在译本中，霍克斯选择舍弃翻译“蹄子”一词，直接

用 “ｙｏｕ”替代，虽然准确传达了原作含义，可是友
人间的熟悉和亲昵感不复存在，不得不说是一个遗

憾。然而，在翻译中，的确会遇到很多不可译的现

象，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翻译意图来做出恰当选

择。比如此处对蹄子的翻译，如果霍克斯直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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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ｏｆ”，会令译文读者一头雾水，所以，在不影响原
文含义的情况下，省译是相对理想的处理方式。

２．相似社交世界相关成分
虽然不同文化迥然不同，然而人类文明的奇妙

之处在于差异越大的文化间也会有互通之处，在

《红楼梦》中的詈语中，也不乏很多例子与西方文化

中的詈语相似，霍克斯在处理这种詈语时，更为得

心应手。

例 １６：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天鹅肉吃，
……”［４］５８８

霍译：‘Ａ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ａ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ｎｔｉｎｇ
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１１］４３１

平儿怒斥贾瑞无耻，垂涎凤姐美色，讽刺其为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一骂夹杂了嘲讽与愤怒憎

恶的情感，在中文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一典

故用于比喻人没有自知之明，一心想谋取不可能到

手的东西。无独有偶，英文中恰好有类似的典故

“ｔｈｅｔｏａ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ｎｔｉｎｇ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ｓｋｙ”，此处的翻译霍克斯大师可谓信手拈来，这也
是翻译的奥妙之处所在———探求不同文化之间相

会的桥梁。

　　五　结语

詈语自古有之，各种不同文化的语言中皆有

之。它不仅承载丰富的语言信息，而且承载丰富的

文化信息。它的表现力强，不仅可以表达各种不同

的情感，而且可以与反语等修辞手法结合，收到诙

谐幽默的效果。它不是语言垃圾，而是语言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

在维索尔伦关于交际语境顺应模式启发下，新

构的以詈语翻译为范例的翻译语境顺应模式的构

建，进一步认清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活动的环节

和特点。这个过程包含了两个环节的发话人，译者

身份的转换实际上就是两双语言和两种文化历史

背景的转换。影响译者思维并作出译作表达形式

选择的诸多因素，构成了极为复杂的翻译交际语

境。按因素的性质归类，可划分为语篇世界、心智

世界和社交世界三大层面，称之为翻译交际的语境

范畴。其中，文化因素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宜深

思慎取。

“顺应”，是翻译的策略和方法选择是否正确，

乃至译作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由于影响翻译的

因素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可

以而且应该是灵活多样的，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与

翻译交际的语境模式相适应，这应该成为译者必须

遵守的翻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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