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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翻译理论视野下的双关话语建构 

———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马　丽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双关语是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很难在目的语语境中实现对等翻译，但是可以实现有效翻译。以霍克斯翻译的《红
楼梦》中的双关修辞翻译为语料，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以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大方面为切入点，分析了双关话语

在译文中重新建构时，需要考虑接受者的认识环境，关联期待和加工信息所付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译者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采用适切的明示方式以引导接受者通过推理努力争取获得最佳关联。这样才能实现双关语在译文中的有效建构。证明

了关联翻译理论对双关翻译的解释力，同时也为其它修辞格的翻译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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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双关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传统修辞

方式之一，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能够利用词的多

义或同音的条件，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

意在彼。因此，双关具有含蓄美和模糊美的修辞特

点。由于译语和原语之间语言或者文化方面的对

应空缺，原文中双关语翻译到译文中时往往会失去

２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９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学话语修辞识解及其翻译认知研究”（２０１４Ｂ０７９）
作者简介：马　丽（１９８０－），女，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



马　丽：关联翻译理论视野下的双关话语建构———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双关语的效果，所以长期以来双关被翻译界认为是

最难翻译甚至是不可译的。这种观念是受对等的

翻译理念影响而导致的。然而，由于认识结构和认

识环境的差异，“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不可能有严

格意义的对等。译者首要任务是达到翻译的效度：

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相吻

合”。［１］２７６因此，在翻译双关语的过程中，译者首先

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有效翻译和建构。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提出的关联理论为双关话语的有效翻译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关联理论对双关话语修辞的解释力

关联理论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交际过程中

人们内在心理机制的运行模式。在《关联性：交际

和认知》一书中，Ｓｐｅｒｂｅｒ和Ｗｉｌｓｏｎ首次提出了关联
理论，认为交际是一个包含信息意图（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和交际意图（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
明示———推理（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过程。Ｇｕｔｔ在
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将关联理论

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在她看来，翻译是一个涉及原

文作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双重明示———推理过

程。原文作者通过信息意图将其一系列设想（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显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或者更加显现（ｍｏｒｅ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给读者，作为原语信息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传递
者的译者识别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向译语读者

传递他的一系列设想都要通过遵循最佳关联原则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来实现，即通过最小的加工努力
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双关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现象，它是语言认知主体利用词语、词组或语句来

激活两层或多层意义，或使用相同相近的发音来达

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语言文字心理效果，即修辞认

知效果。［２］２９６原文作者利用语义或者语音的双重或

多层意义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于字面意中，包含

了作者特定的信息意图。如果译者能够识别原文

作者的信息意图，并成功将其传递给目的与读者，

那就顺利完成了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然

而，最终翻译文本会不会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并广泛

阅读，才是鉴别翻译文本是否实现有效建构的重要

依据。因此，在翻译双关话语的过程中，应该以目

的语读者为中心，根据受众的需要在明示方式上进

行适当地调整，以满足读者的关联期待。而明示方

式的选择取决于译者对他和意向读者共有认知环

境（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判断。正如王
东风［３］６０所说，“另一方面，译者又要充当作者，与译

文读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则取

决于译者对他的译文读者的先有知识和经验的预

测是否准确，这一预测直接影响到他实际翻译交际

中的策略选择”。因此，双关话语的识解和在译文

中的重新建构需要译者在充分估计译文读者的认

识环境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明示方式，让译文读

者不必付出不必要的加工努力而满足关联期待，从

而完成成功交际。

　　三　霍译《红楼梦》中的双关翻译

《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双关语散见

于人名、地名、诗词和谜语当中，含蓄自然又恰到好

处，对刻画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以及渲染小说

气氛起到了重要作用。双关一般分为谐音双关和

语义双关，特别是谐音双关在《红楼梦》中比比皆

是。目前为止，《红楼梦》比较完整的英译本只有两

种：杨宪益夫妇翻译的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ＲｅｄＭａｎｓｉｏｎ和
霍克斯翻译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ｎｅ．与英国翻译家
霍克斯、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译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却远不如

霍、闵译本。［４］究其原因，霍译本采用了适切的明示

方式，照顾到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和接受能力，

让读者通过付出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实现了译本在目的语

环境中的有效建构和传播。因此，本文将通过引用

霍克斯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ｎｅ中的谐音和语义双
关翻译实例来分析译者如何通过遵循关联翻译理

论来实现双关话语在译文中的有效建构。

（一）谐音双关

谐音双关是利用词义根本不同的谐音词来构

成双关，表达两层或多层不同的意思，借以使语言

活泼有趣，达到一词多指的修辞认知效果；或借题

发挥，旁敲侧击，收到由此及彼的修辞认知效

果。［２］２９７《红楼梦》中人名和地名谐音双关是最多

的，特别是人名谐音双关。它对故事的发展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比如：构建作品框架；暗示人物命运；

揭示人物品行等。下面将从以上几个功能来具体

分析关联翻译理论的应用。

１．构建作品框架。甄士隐“ＺｈｅｎＳｈｉ－ｙｉｎ”
（谐音同“真事隐”）和贾雨村“ＪｉａＹｕ－ｃｕｎ”（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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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假语村”）从故事开始至结尾若隐若现，真真假

假，给《红楼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构建整

个故事框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霍克斯对

这两个人物的处理也非常谨慎和重视。在充分考

虑读者的认知语境和关联期待的基础上，霍克斯既

没有对他们简单音译，也没有直接意译，而是采用

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把注释放在了序言中并解

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贾，……和‘假’是双关，意

为‘虚假’。小说中的贾氏家族和南京的一个叫甄

氏的神秘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甄’是另一个文

字游戏，是贾氏家族的一种影射”。（‘Ｊｉａ’，…ｂｕｔ
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ｐｕｎｏｎｔｈｉｓｏｔｈｅｒＪｉａ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ｆｉｃｔｉ
ｔｉｏｕｓ’．ＴｈｅＪｉａ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ａ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ｙｓｗｉｔｈａ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Ｎａｎｋｉｎｇ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
Ｚｈｅｎ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ｐｌａｙ

-

ｗｈｏａｒｅａｓｏｒｔｏｆｍｉｒ
ｒ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ｆａｍｉｌｙ）［５］４４通过这种方式
霍克斯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语境，读者不用浪费不

必要的加工努力就可以了解到这两个名字在《红楼

梦》中所起的作用，满足了读者的关联期待，实现了

最佳关联，实现了有效翻译。

２．暗示人物命运。《红楼梦》中人名谐音双关
在暗示人物命运方面是独具匠心的。作者借姓名

这一外衣隐藏了他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预测和暗

示，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人名双关的深层含

义包含了作者的信息意图。根据关联理论，交际是

个“明示－推理”过程，所谓明示交际行为，就是交
际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通过交际意图把自己的信息意
图显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给交际双方，成功的交际在于受
众（ａｕｄｉｅｎｃｅ）对信息意图的识别。［６］Ｇｕｔｔ［７］１９０认
为：“明示交际不是一个对称的过程，译者有责任确

保读者能识别他的信息意图。”（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翻译是否成功取
决于它能否让读者识别他的信息意图。”（Ｉｎａｌｌｃａ
ｓｅｓｈｅｗｉ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ｈ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ｅｎ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ｈｉｓ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１］２９５因此，如何识别原文作者的
信息意图，将其转变成译者的信息意图并传递给受

众，就成了翻译的关键。

娇杏，谐音同“侥幸”，她因为多看了贾雨村一

眼而后来成了他夫人，从丫鬟一跃成为主人，对娇

杏来讲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再幸运不过。霍克斯

识别了作者的信息意图，把她译为“Ｌｕｃｋｙ”，提供了

足够的语境设想，让读者通过这个姓名就很容易理

解到她后来地位的改变，满足了读者的关联期待。

霍克斯没有保留ＪｉａｏＸｉｎｇ这个语音信息，而是把双
关译成非双关，只保留了深层含义，因为他不想让

读者浪费不必要的加工努力去理解 ＪｉａｏＸｉｎｇ这个
语音信息和幸运之间的关系，只要读者识别了这个

名字的深层意思，就顺利传达了作者的信息意图。

“译者的责任开始于他的信息意图的信息，译者需

要知道他的信息意图是否具有可交际性，也就是

说，他是否有理由期待他的读者根据关联原则得到

这个信息。”（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ｎｅｅｄｓ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ｆｏｒｈｉｍｓｅｌ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ｈｉｓ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ｈｅｃａ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ｅｃｔ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ｔｏｄｅ
ｒｉｖｅｔ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７］１９０

３．揭示人物品行。《红楼梦》中揭示认为品质，
性格，能力，身份等谐音双关多用于次要人物，比

如：秦钟（ＱｉｎＺｈｏｎｇ）、詹光（ＺｈａｎＧｕａｎｇ）、卜世人
（ＢｕＳｈｉ－ｒｅｎ）、单聘人（ＤａｎＰｉｎｇ－ｒｅｎ）等。这些
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出现的频率不高，属于小人物。

基于与目的语读者共同的认知环境的考虑，霍克斯

没有对这些人物进行额外增补注释，只是简单地采

用了音译。霍克斯不想让字的的翻译处处充满了

注释，他认为“……阅读脚注太多的小说就像戴着

脚链打网球。”［８］这样读者会因为需要关注一些琐

碎的细节而感到厌烦，增加了读者的加工成本，但

是却没有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因此降低了读者阅

读的乐趣，从而导致读者最终放弃加工信息的努

力，导致交际失败。因此，不增补注释而仅仅使用

音译恰好遵循了关联原则。因为“译文是否需要增

补信息要考虑对读者是否足够关联，这种信息的增

补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否大于它让读者加工这些

信息所付出的努力。”（…ｍａｙ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ｕｃｈ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ａｎｓｎｏｔｌｅａｄｔｏ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ｗｉｔｈ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ｍａｎｙｏｆｗｈｉｃｈｂｏｒｅ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ｅａｃｈｃａｓ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ｂ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ｏｈｉ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ｉｌｌｏｕｔ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ｉｔｒｅ
ｑｕｉｒｅｓ）［７］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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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丽：关联翻译理论视野下的双关话语建构———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二）语义双关

语义双关是利用同形同音异义词（ｈｏｍｏｇｒａｐｈ）
或多义词（ｐｏｌｙｓｅｍａｎｔｓ）在语义内容上的认知差异
以达到双关修辞的认知效果。［２］２９８

《红楼梦》中的语义双关多见于对话中。如果

语义双关的理解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

传统风俗习惯，这时需要用注释或语境重构等方法

填补文化或者认知方面的空白。但是如果仅仅是

通过结合上下文语境就可以理解的意思，那译者就

可以保留原文的交际线索和推理空间。“虽然译者

本身就是一位积极的解读者和传递者，却不可以任

意阐释，的确，译者主体性既可以体现在带有主观

色彩的改写，调适等。但是努力保持客观，有意隐

藏自己也是一种选择。”［３］１６４

例如：

这次在贾赦手内住了，只得吃了酒，说笑话。

因说道：“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

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婆子原

不只得脉理，只说是心火，如今用针灸之法，针灸针

灸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即死，如何

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

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

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第七十五回）

霍译：

…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ｓｔｏｐｐｅｄｉｎＪｉａＳｈｅ’ｓ
ｈａｎｄ．Ｈｅｄｒａｎｋｈｉｓｗ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ｌ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ｏｎｅｉｓａｂｏｕｔａｄｕｔｉｆｕｌｓｏｎｗｈｏｓｅｍ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ｉｌｌ．Ｈｅｔｒｉｅｄ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ｔｏｇｅｔａｄｏｃｔｏｒｆｏｒｈｅｒ，
ｂｕｔｃｏｕｌｄｎ’ｔｆｉｎｄｏｎｅ，ｓｏ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ｈ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ｃａｌｌｉｎｇｉｎａｎ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ａｃｕｐｕｎｃ
ｔｕｒｅ．Ｎｏｗｔｈｉｓｏｌｄｄａｍｅｋｎｅｗｎｏｔｈｉｎｇ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ｓｈｅａｓｓｕｒｅｄｔｈｅｓｏｎ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ｔｈａｔｈｉｓｍｏｔｈｅｒｗａ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ｎｄ
ｔｈａｔ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ｃｕｒｅｉｔ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ｈｅｒｎｅｅｄｌｅ．Ｔｈｅ
ｓｏｎｂｅｃａｍｅｖｅｒｙａｌａｒｍｅｄ．

‘“Ｉｆ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ａｎｙｆｏｒｍ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ｈｅｓａｉｄ，“ｉｔｍｅａｎｓｄｅａｔｈ．Ｓｕｒｅｌｙｙｏｕ’ｒｅ
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ｐｕｔａｎｅｅｄｌｅｉｎｈｅｒｈｅａｒｔ？”

‘“Ｎｏ，ｎｏ，Ｉｓｈａｎ’ｔｐｕｔｉｔ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ｓａｉｄ
ｔｈｅ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Ｉｍｅａｎｔｏｐｕｔｉｔｉｎｈｅ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ｒｉｂｓ．”

‘“Ｂｕｔｔｈａｔ’ｓｔｏｏｆ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ｓａｉｄｔｈｅ
ｓｏｎ．“Ｓｕｒｅｌｙｉｆｙｏｕｐｕｔｉ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ｉｔｗｏｎ’ｔｄｏａｎｙ
ｇｏｏｄ？”

‘“Ｏｈｙｅｓｉｔｗｉｌｌ”，ｓａｉｄｔｈｅ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Ａ
ｍｏｔｈｅｒ’ ｓ ｈｅａｒ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ｃｌｉｎ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ｎｅ
ｓｉｄｅ．”’［５］３０５

这是贾赦说的一个笑话，里面用婆子的话流露

出他对贾母对子女不公对待的不满。“心偏”二字

在这里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生理意义上心脏的位

置偏离，另一方面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不一样，

也就是偏见。这个词的深层含义通过结合上下文

语境和故事情节就可以推理出来，没有牵扯到文化

层面的补足问题，所以，霍克斯采用的是直接翻译

（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交际线索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ｌｕｅｓ），将自己对原文的解释性使
用（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ｕｓｅ）降到最低。他之所以没有像杨
宪益夫妇那样在文内注释，把“心偏”的深层含义直

接用“ｂｉａｓ”明示出来，是因为“关联理论认为译者
交流的是他的解释意图，但并没有必要一定用明示

的方式去交际，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他也可以用

暗含的方式去交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ｅｓｈｉｓ／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ｈａｔｉｔｂ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ｔ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
ｊｕｓｔａｓｗｅｌｌｂ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７］２２２读者在对表层意义
的理解完成以后，如果没有获得预期的语境效果，

会做出进一步加工信息的努力。上面的例子中，如

果仅仅从这个笑话看，霍克斯把“心偏”翻译成“Ａ
ｍｏｔｈｅｒ’ｓｈｅａｒｔａｌｗａｙｓｉｎｃｌｉｎ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ｏｎｅｓｉｄｅ”好
像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如果读者接

着往下读，读到贾母的反应以及贾赦给母亲赔罪

后，就会对“心偏”仅仅是心脏位置的偏离这层意思

产生怀疑，然后就会自觉地扩大自己的语境知识，

对文中的明示信息继续加工，直到最后获得“心偏”

的第二重含义，即：贾赦暗示贾母不喜欢自己，而偏

向其他子女。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虽然付出了比较

多的加工努力，但是他们获得了更有价值的语境效

果，从而更加激发了读者积极参与理解的兴趣，满

足了读者对阅读中国古典名著的关联期待。因此，

“符合预期特征（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会给受众符合常
规的亲切之感，而适当提供的非预期特征（ｕｎ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则能为受众提供新奇效果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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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３］１６６译者通过最佳关联传递信息，读者也是通

过最佳关联加工信息。

　　四　结语

通过对霍克斯在《红楼梦》中双关翻译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关联翻译理论特别是最佳关联原则

可以很好地帮助译者灵活运用音译、音译加注释、

意译、直译等多种翻译策略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因为掌握好关联理论框架不仅能加深译者对他／
她所遇到的问题的理解，而且是他／她运用任何规
则和原则的先决条件。”（ａｇｏｏｄｇｒａｓｐ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ｅｐｅｎ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ｈ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ｂｕｔｉｓｉｎｄｅｅｄａ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ｍｉｇｈｔｃｏｍｅａｃｒｏｓｓ）［７］２２４在翻译原文双关语的过
程中，如果原文信息在读者语境假设的可及范围

内，霍克斯会尽量保持原文的交际线索，就像他在

序言中所说：“我自始至终恪守一个原则：把所有一

切———甚至双关语都翻译出来。正如我在前面指

出，虽然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它是一位伟

大的艺术家用一生心血反复改写而成的。我认为，

小说中的一切都有其作用，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交

代。”［５］４６但是当原文超出了读者语境假设的可及范

围，霍克斯就会适当舍弃自己译文的解释相似性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降低读者加工信息的成

本，以便读者可以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因此，在

译文中重新建构双关话语时，要充分考虑译语读者

的认知环境，关联期待和加工信息的成本，尽量把

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满足目的语

读者的关联期待，从而实现译本的有效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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