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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功能对等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尝试研究《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分布与理据。
研究发现：译文多采用意译策略处理原文模糊语言，目的是实现与原文的语用功能对等。此外，《傲慢与偏见》译本中的翻译

策略出现范畴分化现象。对于译者如何处理特定语境下模糊语言的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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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模糊语言现象给文学
作品翻译带来一定挑战。随着对模糊语言现象研

究的深化及相应理论的发展，译者及相关研究人员

对模糊语言特性及如何适切地翻译模糊语言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１］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傲慢

与偏见》中的人物对话大多使用模糊语言，而且这

些模糊语言往往包含一定的语用功能。针对这一

现象，相关学者分别从语用学角度和人物分析角度

对模糊语言进行了分析。［２－３］然而，研究关注点往

往集中于模糊语言特性，对作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

策略却少有研究。尽管也有学者基于功能对等理

论对译本进行翻译策略的探讨。［４－５］但研究忽视了

原文中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也没有为译文翻译提

供一定的科学理据。也就是说，既从译学角度对译

文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又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策

略的分布特征与范畴归类展开的的研究尚不多见。

译学的研究能够对《傲慢与偏见》的译本进行客观

的评价，汲取其中的翻译策略。语言学的研究能够

对翻译策略的分布情况和使用理据进行分析，从而

反馈文学作品的翻译，二者缺一不可。基于以上考

虑，研究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拟对《傲慢与偏

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并尝试进一

步回答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与范畴分化现象。

　　一　研究背景

（一）理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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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基于 Ｎｉｄａ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即
翻译中不存在像数学中那样完全的对等，而只能

是基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切近的功能对等。［６］功能对

等既体现了翻译的可译性，也体现了可译程度的

相对性或动态性，合理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文化因

素、作者与原文读者及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等。

Ｎｉｄａ认为，翻译要实现正确的对等，不仅要求语义
上的对等，更要求语用上的对等以实现特定的交际

功能。翻译，尤其是会话翻译的适切性应以质量原

则、数量原则、礼貌原则和得体原则等原则作为判

断理据。［７－８］同时，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以尽量加深

目的语读者对于译文的理解和认同为原则，意译法

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最佳方式，因而 Ｎｉｄａ在形式对
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具体翻译策略则

体现为减译、增译、改译和添加注脚等。［９］

时至今日，对 Ｎｉｄａ功能对等理论的研究仍然
层出不穷，但是国内对于该理论的研究太多关注翻

译过程中的理论应用与指导，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

策略进行的理据研究和范畴分化的研究尚不多

见。［１０－１１］同时，不少学者认为对翻译的研究不仅仅

应该关注翻译策略这一现象，还应该关注其背后的

语言理据。［１２］王寅等学者也开始对翻译策略的范

畴化现象予以关注。［１３－１４］基于以上的理论背景，研

究聚焦《傲慢与偏见》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应主要

从翻译策略、翻译分布和翻译范畴化三个方面展开

研究，实现翻译理论的拓展与升华。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研究以《傲慢与偏见》英文本和孙致礼翻译的

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原本和译本中模糊

语言翻译策略的分布及不同翻译策略的使用所遵

循的语用规则。［１５］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

一《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是什么？

第二、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与功能是什么？第三、

翻译策略给翻译工作者的启示是什么？

　　二　模糊语言翻译策略示例

通过对《傲慢与偏见》原文及中译本的分析，研

究发现对模糊语言的翻译既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

进行形式上的对等翻译，也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进

行功能上的对等翻译。基于前人对功能对等翻译

的研究和本次收集的语料，现将研究中的翻译策略

分为两大类：直译（形式对等）和意译（功能对等）。

直译法一般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对等而进行词

语和句子的对译。如“Ｓｈｅｉｓａｖｅｒｙｈｅａｄｓｔｒｏｎｇ，ｆｏｏｌ
ｉｓｈｇｉｒｌ，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ｋｎｏｗｈｅｒ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中的

“ｈｅａｄｓｔｒｏｎｇ”和“ｆｏｏｌｉｓｈ”两个词语译者直译为“固执”
和“愚蠢”。采用直译的方式虽然能够帮助读者了解

译文的大意，不过“ｈｅａｄｓｔｒｏｎｇ”和“ｆｏｏｌｉｓｈ”两词在原
文中的负面意义不强，体现说话人对“ｓｈｅ”的一种期
望，并未明确表示不满。译本将其翻译为“固执”和

“愚蠢后”，主观性增强，达不到原文的效果。意义法

是为了达到功能上的对等而对原文进行的变译，主

要的策略包括增译、减译、改译和添加注脚。

增译法是指为了使译文忠实的表达原文的意

思与风格并使译文合乎表达习惯，通过增加词语等

方式达到忠实表达原文思想的翻译策略。［１６］增译

过程常常采用词语填充、词汇解释、添加句法结构

等方式进行。如表“Ｂｕｔ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ｙｏｕ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ｈｉｍ
ｗｏｕ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ａｎｄｐｅｒｈａｐｓｙｏｕ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ｔｑｕｉｔｅｓｏ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ｅｌｓｅ．”中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ｐｅｒｈａｐｓ”“ｑｕｉｔｅｓｏ”等几个字词均为模
糊限制语。使用这样的模糊限制语的作用是为了

减低对他人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消极作用。需要注

意的是原文中的模糊限制语均为单一英文词，译本

则将其译为“相信”“或许”“过火”等，均为双数汉

语词。虽然原文和译文的形式有所差异，但都属模

糊限制语，实现缓和语气的功能。

减译法是指原文中有些词在译文中译不出来，

因为译文中虽无其词而有其意，或者在译文中是不

言而喻的；换言之，减译法是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

或者有了反嫌累赘或违背译文习惯表达法的词，但

减译并不是把原文的某些思想内容删去。通常，减

译会采取使用连词、范畴化、公式化等方式达到对

译文信息进行调整的目的。例如“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
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ｈｉ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
ｈｉｍ…”中两次使用“ｍａｙｗｉｓｈ”这样的模糊语表达
方式，目的是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不确定性心理。由

于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与“ｍａｙｗｉｓｈ”相对应的词语，
将其译为“希望”则可以更好地表达原文的思想。

除了增译和减译之外，译文还可以采取改译的

策略达到与原文的匹配。具体而言，译文可以通过

改变词汇、语序和语义的形式达到指定的翻译效果。

例如“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ｒｍ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ｔｔｈ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ａｔｔｏｂｅ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Ｐｅｍ
ｂｅｒｌｅｙｍｉｇｈｔｂ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中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并没有
直接说明为何物，是典型的模糊语言。译文并没有

直接译为“一些事情”，而是译为“也不错”，不但词的

意义改变了，词的性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当译文无法使读者很好理解某一词汇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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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者存在产生歧义的可能性的时候，译文可

以通过添加注脚的策略来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

添加注脚可以起到两大功效：第一、可以消除语言

或文化上可能产生的歧义。第二、通过在译文中添

加注脚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原文的历史或文化

背景。例如“Ｈｅｉｓｔｏｔａｋ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中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ｓ”一词是“米伽勒节”的意
思，进行直译的话，读者因为缺乏背景知识，无法理

解该词的意义。所以译者采用添加注脚的方式，将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ｓ”解释为“纪念天使长米伽勒的教会节
日，雇佣佣人和租约多在这一天进行”。这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三　模糊语言翻译策略频率分布与功能

语用学界的相关研究认为，模糊语言在人类的

交流中都有某种特定的语用功能，例如说话人为了

保护自己或者为听话人留有面子的时候，通常会使

用较为模糊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１７］因而，要

对模糊语言进行翻译，就有必要探讨在何种情境下

人们会使用模糊语言、人们如何使用模糊语言，以

及在人们能够适当了解模糊含义的前提下，模糊语

言的使用效果。Ｃｈａｎｎｅｌｌ将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总结为九点，如遵从礼貌原则、缺乏足够证据、故意

保留信息等。从翻译语用学角度讲，模糊语言的翻

译体现为对会话交际中数量、质量、礼貌和得体等

原则。因此，对于《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翻译的

研究，可以从不同翻译策略的出现频率着手，还可

以考察不同翻译策略对于会话原则及语言语用功

能的体现情况。

研究从《傲慢与偏见》原文中选取典型模糊语

言８０例，并从与之对应的译本中选取译文８０例。
基于选取的原文和译文，研究将进行定量和定性相

结合的研究，具体数据见下表１。其中纵向为模糊
语言翻译策略，横向为功能分布。基于表１中的相
关数据，研究将从策略分布、功能分析和范畴特征

三个方面展开：

表１　模糊语言翻译策略分布频率与功能

功能

形式

数量功能 质量功能 得体功能 礼貌功能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总计

直译 ３ ３０％ １ ６．２５％ ４ １５．３８％ １０ ３５．７１％ １８

意

译

,

译 ５ ５０％ ２ １２．２５％ ５ １９．２４％ ０ ０ １２

减译 ０ ０ １ ６．２５％ １３ ５０％ ６ ２１．４３％ ２０

改译 ２ ２０％ ０ ０ ４ １５．３８％ １２ ４２．８６％ １８

添加注脚 ０ ０ １２ 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２

合计 １０ １００％ １６ １００％ ２６ １００％ ２８ １００％ ８０

　　（一）模糊语言翻译策略频率特征
从《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来看，

孙致礼在进行翻译时较多采用意译的策略（频率为

７７．５％）以求功能上的对等。对于以形式对等为主
的直译策略则较少采纳（频率为２２．５％）。从对翻
译策略的使用频率上可以看出孙致礼更青睐对原

文意义的翻译而不是纯粹形式上的对译，这在孙致

礼很多其它的翻译作品中都可以寻得踪迹。

从模糊语言子翻译策略来看，减译（频率为

２５％）和改译（频率为２２．５％）两类翻译策略使用
较为频繁，增译（１５％）和添加注脚（频率为１５％）
的策略则较少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模糊语言本身

具有很强的语用功能，英语是一种偏向于显性表达

的语言，而汉语是一种偏向隐性表达的语言，将英

语中模糊语言对译为汉语时只有通过减少表层信

息元的方式才有可能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表达原有

的语用功能。

（二）模糊语言功能频率特征

Ｃｈａｎｎｅｌｌ认为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体现在数
量、质量、礼貌和得体这几类。对模糊语言的翻译

要实现功能上的对等，就需要将这几类语用功能在

原文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对模糊语言的翻译要

实现数量、质量、礼貌和得体四种功能，这也是评价

翻译策略的一种理据。

从数量功能来看，模糊语言一方面可以突出话

语要旨，减少冗余信息对于听话人造成的负担，另

一方面源于交际双方对于共知信息的掌握，这种情

况下明确不如模糊。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译文较多
采用增译（频率为５０％）的策略来处理英语中的数
量关系，而且一般不会采用减译的策略进行处理。

如“Ｂｕｔ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ｙｏｕ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ｈｉｍｗｏｕ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ａｎｄｐｅｒｈａｐｓｙｏｕ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ｔｑｕ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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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ｅｌｓｅ．”中“ｂｅｌｉｅｖｅ”“ｐｅｒｈａｐｓ”
“ｑｕｉｔｅｓｏ”等几个字词，均为单数；汉语示例则以为
“相信”“或许”“过火”等，均为双数词。这是因为

汉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形成的四六骈体，行文用

字宜双不宜单的习惯也助长了汉语表达妍美、虚华

的特点。而英语表达讲究简洁性和逻辑性，甚至把

数理关系誉为语言的形式美。毛荣贵和范武邱从

美学的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模糊译精确，乃译

文的美学要求也”。［１８］

从质量功能来看，英语模糊语言的使用一方面

是因为在特定语境下保留信息会更加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是因为说话人缺乏足够的词汇或准确的

信息而采取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１９］从表１中可
以看出，译文较多采用添加注脚（频率为７５％）的
策略来处理英语中的质量关系，而且一般不会采用

改译的策略进行处理。《傲慢与偏见》中有大量的

词汇，如“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ｓ”“ｒｅｄｃｏａｔ”等是通过有意违背
会话交际中的质量原则来达到语用目的，然而进行

中文翻译时则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来保证读者能

够理解原文。庄起敏认为翻译应该遵从“直译＋补
充说明”的方式，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使用能被译

文读者所理解的表达方式翻译原文。［２０］而这与 Ｎｉ
ｄａ为了追求功能对等而添加注脚的翻译策略具有
一致性。［２１］

从得体功能看，说话者对于自己所要说的事不

确定时，就会使用模糊信息。特别是当话题是发生

在过去或者将要发生在未来的事情，说话者对于所

说的话题就缺乏足够的证据。在英语中，说话人对

于某事物不清楚时会使用代词或者情态动词表达

自己的态度。而汉语中一般会出现词汇缺失或者

委婉表述的方式。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译文较多采
用减译（频率为５０％）的策略来处理英语会话中的
得体原则，而且一般不会采用添加注脚等策略进行

处理。例如“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ｈ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ｈ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ｙｍａｙｗｉｓｈｈｉｍ…”中的“ｍａｙｗｉｓｈ”
翻译为“希望”，而不是“可能希望”，前者较后者不

仅表达简洁有力而且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由于英

汉文化及文字的差异，减译注重在透彻理解原文精

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再创造，甚至对句子结

构进行较大的改动。［２２］

从礼貌功能看，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一方面体

现为对礼貌原则的遵从，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说话

者避免受到批评或遭遇挑战。从表１中可以看出，
译文较多采用改译（频率为４２．８６％）的策略来处

理英语会话中的礼貌原则，而且一般不会采用增译

等策略进行处理。如“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ｒｍｉｎ
ｔｈｅｉｒ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ｈ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ａｔｔｏ
ｂｅ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Ｐｅｍｂｅｒｌｅｙｍｉｇｈｔｂ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中的代
词“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译为“也不错”，不仅改变了词汇的
意义还改变了词汇的性质。这是因为英语中较多

采用显性的表达方式，发话人会以一种更加明确的

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汉语中多采用隐性

的表达方式，说话人不会很轻易的表达自己的观

点。［２３］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异

很容易导致文化冲突，所以在进行翻译时应尽量采

用改译的方式使译文接近译入语文化背景。［２４］

（三）模糊语言及翻译范畴分化特征

从上文可以看出，孙致礼《傲慢与偏见》中译本

中更多采用意译的方法而不是直译的方法，说明译

本注重功能上的对等而非形式上的对等，这与Ｎｉｄａ
功能对等理论是一致的。此外，孙致礼对于《傲慢

与偏见》中的模糊语言采用了模糊化处理措施和明

确化处理措施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而且，译文中

出现的几类翻译策略出现了范畴分化的现象，如增

译和添加注脚偏向明确化处理，减译和改译偏向模

糊化处理。

同时，为了满足原文中模糊语言所体现的数量

和质量关系，译文采用增译和添加注脚的策略进行

明确化处理。而为了满足原文中模糊语言所体现

的得体和礼貌原则，译文采用减译和改译的策略进

行模糊化处理。通过对表１中的数据分析可以看
出译文更倾向于使用减译和改译的策略对原文的

模糊语言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是因为中国的翻译

家强调从整体上去把握原作，从心灵上去感悟原

作，从想象中去获得意境，从主体直接经验上去发

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并力图把这些因素融合

在译本中，也就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隐性话语，或

者是中国人常说的“神似”。［２５］而且 Ｎｉｄａ也认为，
翻译策略应以减译和改译为主，以增译和添加注脚

作为辅助，这是因为将模糊文本转化为明确的文本

本身就会出现信息的缺失，而这与 Ｎｉｄａ的功能对
等理论是相悖的。

此外，对于会话中存在的模糊语言现象，翻译

时应考虑其语用功能，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交际关

系与准则应采取明确或模糊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对于体现数量和质量关系的模糊语言应该采用明

确化的处理方式，而对于体现得体和礼貌的模糊语

言则应该采取模糊化的处理方式。这为翻译工作

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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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昆：《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翻译策略的实证研究

研究以《傲慢与偏见》英文版本及中译本为研

究对象，研究其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发

现：第一，模糊语言的翻译可以采取直译和意译两

种主要方式，直译注重形式对等，意译注重功能对

等。根据实证调查结果，译文多采用意译的方式，

如增译、减译、改译和添加注脚等策略进行翻译。

第二，从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来看，模糊语言体现

出会话交际中的数量、质量、得体和礼貌四个功能。

在进行翻译时也应该考虑这几个功能，采取不同的

翻译策略以求在语用能上与原文匹配。第三，译文

的翻译策略出现了范畴分化的现象，如增译和添加

注脚的方式偏向于对模糊语言进行明确化处理，减

译和改译策略倾向于对模糊语言进行模糊化处理。

而且模糊化的处理方式更接近 Ｎｉｄａ的功能对等理
论。以上研究发现对于翻译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启

示。比如，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对原文意义的翻

译，还要关注对原文语用功能的对译；不仅要重视

形式上的对等，还要重视意义上的对等，以求读者

对原文能有完整清晰的认识。当然，研究存在一些

不足。比如，研究对象只是采用单一的译本，采用

两本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

果，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在这方面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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