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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沙博理的１８部代表性译作，发现沙博理在其整个翻译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明晰的目的语
读者意识以及适度的调和策略。具体而言，沙博理在翻译中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赞颂之情及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与热爱之

情。其翻译精准把握了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充分关照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对译文的忠实性与可接受

性进行了合理的平衡，对中西语言与文化进行了适当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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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美裔中国籍翻译家沙博理可谓中国文学
翻译界的巨擘之一。他致力于中国文学的英译和

传播事业５０余年（１９４９—２００２年），英译中国文学
作品２００余部，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英译事业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沙博理先后担任对外文化联络

局、外文出版社等国家政府机构译员、外国专家，是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典型译者。对沙博理的中国文

学外译观进行研究，对新中国半个多世纪外译活动

特点的归纳以及选择、培养合格的外译者具有重要

意义。

沙博理曾多次公开表示其热爱中国及其文化，

在翻译中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情怀。［１］４４８同时，他

认为，译文是否“好懂”是决定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

的关键，［２］在翻译中表现出明晰的读者意识。另

外，沙博理曾表示，翻译像在原作与读者之间“走钢

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妥，他认为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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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应努力调和原作和读者以及中西语言与文化

之间的关系。［３］本文通过分析沙博理的１８部代表
性译作，发现沙博理在其整个翻译生涯中始终保持

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明晰的目的语读者意识以及适

度的调和策略。

　　一　浓厚的中国情怀

沙博理曾表示自己对中国的感情比对生他养

他的美国还要深。［４］他热爱新中国以及中国文化，

在翻译中无处不渗透着浓厚的中国情怀。沙博理

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怀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情怀表现

得最为明显。

（一）浓厚的中国共产党情怀

沙博理与中国人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他欣赏并支持中国共产党。沙博理本人曾表示对

中国共产党的依赖与信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中国的向往与憧憬。这种崇敬中国共产党的情怀

在沙博理的翻译中有明确的体现，如强化和显化中

国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弱化其负面形象等。

沙博理通过强化、显化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情

操来表达对他们的赞赏之情。沙博理翻译的中国

文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革命战士、先进共

产党员、农村进步人士等群体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

成功刻画，突出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出生入

死、质朴谦逊、不怕艰辛、敢于抵抗恶势力的可贵精

神。这些英雄人物包括《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

水、《活人塘》中的刘根生、《小城春秋》中的吴七等

革命战士以及《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年轻的先进

共产党员等。沙博理在翻译中通过增译、减译、释

义等各种翻译技巧，来显化革命战士以及社会主义

新青年的正面形象，弱化甚至隐去他们的负面形

象，以体现自己对牛大水等共产党员的高度赞扬；

通过增译来显化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及地主

等势力的恶劣行径，以反衬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

品德。

（二）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

沙博理热爱中国文学与文化。沙博理的翻译

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其翻译观中体现出浓

厚的中国文化情怀。沙博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情

怀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语言形式的保留和中国文

化意象与内涵的忠实传达上。

（１）通过序跋、脚注、括号注释等副文本，补充
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知识，在让目的语读者充

分理解原作的思想与原作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内

涵的同时，尽可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更多的中国

历史与文化。如在其编译作品 ＡＳａｍｐｌ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中
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中，沙博理介

绍了这部编译作品原作创作背景，他说：“对于大体

的背景，我会稍微提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描述

一下孕育中国文学的几个历史时期以及介绍一下

作者和我们这个译文集中所收录的文学作品的创

作背景。”［５］在前言（ｐｒｏｌｏｇｕｅ）中，沙博理对中国文
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唐朝的诗歌、元朝的戏剧、明朝的四大名著

等长篇小说，到现当代的战争革命小说等均有涉

及。这些副文本为目的语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学概

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坛风云变化。此外，沙

博理在其译作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Ｒｅ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ｓ（《我
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通过译者导言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术语表（Ｇｌｏｓｓａｒｙ）、脚注
和括号注释等副文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２）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文化负载词
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内涵。从沙博理不同时期所

译的四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活人塘》《小

城春秋》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

共统计得到文化负载词２２２例。沙博理对这些文
化负载词采取的翻译方法包括：音译（３例）、
音译＋文外释义（２３例）、音译 ＋文内释义（４例）、
音译 ＋文内文外释义（１例）、直译（１２０例）、
直译＋文内释义（１３例）、直译 ＋文外释义（１１
例）、直译＋音译（２例）、直译＋音译＋文外释义（１
例）、省译（２例）、意译（４２例）等。省译与意译属
于未能保留中国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的归化策略，

共计４４例，占１９．８％；直译、音译等属于保留中国
文化内涵和语言形式的异化策略，共计１７８例，占
８０．２％，远远超过了归化策略使用的比例。由此可
见，沙博理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更多地采用异化

策略，或保留中国语言形式，或忠实传达中国文化

意象与内涵，或两者同时具备。

　　二　明晰的读者意识

沙博理认为文学翻译既要忠实传达原作的内

容与风格，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兴

趣。［２］沙博理自身具有的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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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资本使其在对英语读者接受能力与兴趣

的把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知道英语读者喜

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熟悉西方文学作品地道的语

言表达及篇章结构规范，因而其翻译具有明晰的读

者意识。明晰的读者意识使其在翻译中时刻考虑

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降低译文的理解难度。这

种明晰的读者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英语

篇章布局规范的遵守、对原文语义的显化和对原文

词句等的简化。

（一）英语篇章布局规范的遵守

在小说的篇章翻译上，沙博理在忠实于原作内

容的前提下，尽量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

受能力。因此，沙博理在篇章结构与内容的布局，

即语篇组织的宏观模式上，尽量使译文符合英语的

语言规范。衔接与连贯是英语语篇的两个基本属

性，主位－述位的反复衔接是实现英语语篇衔接和
连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主题句与主题段落是实现

主位衔接的有效手段。［６］沙博理采用增译、改译等

技巧，增加主题句和主题段落，或将原文中已有的

主题句移至译文句首，以达到英语语篇的主位衔

接。为了使译文具有英语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效果，

沙博理还改变句子与段落的顺序，重组译文篇章内

容。此外，遵守英语中的分段规范，即一个主题一

个段落，也是沙博理在翻译中遵守英语语言规范的

一种手段。

（二）语义层面的显化

沙博理并非拘泥于对原作亦步亦趋的形式上

的对应，而是通过增译等翻译方法与技巧突出语

境、文化因素，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这些增译的

信息以文内注释、括号注释、脚注、索引等副文本的

形式存在。沙博理的显化策略主要包括时间与地

点等的具体化、人物身份与人际关系的明晰化、逻

辑关系的清晰化、感情色彩的明朗化等。

人物身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为了让目的语读者更透彻理解不同人物的性格特

点，沙博理不时插入话语解释人物的身份。沙博理

对人物身份的明晰化主要以文内注释的形式呈现，

偶尔使用括号注释。如“田英和陈大姐”被译为

“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Ｔｉｅｎａｎｄ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ＭｉｓｓＣｈｅｎ”，增加了“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ａｄｒｅｓｃｈｏｏｌ”（党校的朋友）来补全第二回语境中出
现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这两人与小梅的关系；“郝

治平”被译为“ＨａｏＺｈｉｐｉｎｇ（Ｌｕｏ’ｓｗｉｆｅ）”，增加了

“Ｌｕｏ’ｓｗｉｆｅ”（罗瑞卿的夫人）来明晰“郝治平”的
身份。

沙博理时刻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译文中补

充上文语境曾经出现甚至原文中并未出现过的时

间、地点、距离等背景信息，使读者在获知故事发生

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更透彻、轻松地理解文

本故事。如“鼓浪屿”被译为“Ｇｕｌａｎｇｙｕ—ｊｕｓｔ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ｆｒｏｍＸｉａｍｅｎ”，增加了文化语境中的信息
“ｊｕ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ｆｒｏｍＸｉａｍｅｎ”（与厦门隔着海
峡相望），告知目的语读者鼓浪屿与故事发生的地

点厦门的具体位置关系。

沙博理还在译文中增加文内注释来显化中国

特有的文化内涵，包括语言文化内涵、命名文化内

涵、礼仪文化内涵等。如“上面”（即餐桌上正对门

的上席）被译为“ｏｎｔｈｅｓｉｄｅｆａｒｔｈｅｓ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ｏｏｒ—
ｔｈｅｓｅａｔｓｏｆｈｏｎｏｕｒ”，以“ｔｈｅｓｅａｔｓｏｆｈｏｎｏｕｒ”（尊贵的
席位）解释中国的餐桌文化；“富县”被译为“Ｆｕ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ｍｅａｎｓ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显化了汉字“富”所承
载的特殊意义，使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

的汉字文化。

增加感情色彩词汇是沙博理在翻译中使用的

重要技巧之一，其目的是希望目的语读者能体验到

隐藏在原作人物心中以及作者字里行间的感情。

如“少女”被译为“ｐｒｅｔｔｙｂｏｎｄｍａｉｄ”，增加了“ｐｒｅｔｔｙ”
来显化觉慧脑海中少女鸣凤的美丽形象。

（三）词句层面的简化

沙博理在翻译中，有意识地从译语中可能的对

等词汇与句法中选择更为简洁的词汇、句型结构

等，以简化译文的词句表达。通过对比分析沙译本

和其他译本，不难看出，沙博理的译文词汇更大众

化、多样化，句子结构更简单、通俗易懂，翻译语言

更简洁明快、活泼有力。

沙博理在词句层面的简化是通过尽量产出易

于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的译文以达到忠实于原作

思想与内容的目的。沙博理翻译词句层面的简化

主要表现在对原作累赘内容的删减与浓缩、简洁凝

练与大众化词汇的使用以及长句短译等翻译技

巧上。

在词语层面，沙博理用词简短精炼。一般情况

下，能用一个词表达，沙博理就不会用两个词或更

多的词；能用一个短的词语表达，就不会用一个长

的词语。此外，大量大众化词语的使用是沙博理词

语层面通俗化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下文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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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的简短精炼与通俗易懂这两个层面，对比随机

抽取的沙博理英译的三部文学作品（《小二黑结

婚》《延安人》和《
#

鹭湖的忧郁》）与其他译本，分

析沙博理词语层面简化的具体表现。

沙博理较之其他译者更侧重译文中词语的通

俗易懂，具体表现在沙博理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等

浅显易懂的词语，大量使用口语词汇以及注意精简

用词。

（１）善于并倾向于使用单个词语尤其是简短、
精炼的动词。在动词的选择方面，在表示同一个意

思的单个动词与动词词组之间，沙博理倾向于选择

单个动词。如沙博理选择“ｓｃｒｅａｍ”而非“ｃｒｙｏｕｔ”，
选择“ｔｕｓｓｌｅ”而非“ｇｅｔｉｎｔｏａｔｕｓｓｌｅ”，选择“ｃｒａｄｌｅ”
而非“ｃｌａｓｐ．．．ｉｎｏｎｅ’ｓａｒｍｓ”等。动词的单个词
语的选择还表现在沙博理善于运用不及物动词，如

沙博理选择“ｅｙｅｓｗｉｄｅｎ”而非“ｏｐｅｎｏｎｅ’ｓｅｙｅｓ
ｗｉｄｅ”等。

（２）巧妙使用形容词。形容词的准确使用避免
了冗长的定语从句、后置定语、短句等。例如

“ｅｍｐｔｙ”的使用避免了定语从句“ｗｈｅｒｅｎｏｔｈｉｎｇｈａｄ
ｃｏｍｅｕｐ”，“ｆｒｏｓｔｅｄ”的使用避免了后置定语
“ｃｏｖ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ａｙｅｒｏｆｆｒｏｓｔ”，“ｐｒｕｄｅｎｔ”的使用避
免了句子“ｎ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ｗｅｄａｎｙｏｎｅｔｏｔａｋｅ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等。

（３）倾向于使用ｌｉｔｔｌｅ，ｎｏ等否定词和 －ｌｅｓｓ等
否定后缀而非助动词＋ｎｏｔ。如将“不十分了解”翻
译成“ｋｎｏｗｌｉｔｔｌｅａｂｏｕｔ”而非“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将“不知道怎么办是好”翻译成“ｈｅｌｐｌｅｓｓ”
而非“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ｔｏｄｏ”等。

（４）避免使用可有可无的词语。如将“两三
岁”翻译成“ｔｗｏｏｒｔｈｒｅｅ”而非“ｔｗｏｏｒ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５）使用其他简短精炼而又传神的词语翻译。
如将“帮虎吃食”翻译成“ｐｌａｙｊａｃｋａｌｔｏｔｈｅｔｉｇｅｒ”而
非“ｈｅｌｐｔｈｅｔｉｇｅｒｔｏｐｏｕｎｃｅｏｎｉｔｓｖｉｃｔｉｍｓ”，将“抱着
步枪”翻译成“ｃｒａｄｌｅｈｉｓｒｉｆｌｅ”而非“ｃｌａｓｐｔｈｅｒｉｆｌｅｉｎ
ｈｉｓａｒｍｓ”等。

句子与句群层面的简洁化策略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将一个长句切分成多个短句；二是将

几个句子浓缩成一个句子。短句结构简单，表意明

确，便于读者理解。另外，对于一些与情节发展不

太相关、读者也不太感兴趣的环境描写，沙博理往

往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这样既保留了原意，又简洁

明了。

　　三　适度的调和之举

沙博理在翻译中为了忠实于原作又照顾目的

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对译文的忠实性与

可接受性进行了适度调和。此外，沙博理在翻译中

还努力调和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一）译文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适度调和

沙博理认为译者应在忠实性与可接受性之间

寻求平衡。译者不能为了一味地迎合目的语读者

的阅读习惯而牺牲对原作内容与风格的忠实，也不

能为了一味地忠实于原作而牺牲译文的流畅性。

译者必须把握忠实与易懂之间的度，这种度的把握

体现在沙博理的适度调和之举，即在忠实于原作的

前提下，对原作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度的“叛逆”，以

使译文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沙博理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不忘通过对原文

形式进行适度调整来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如在忠实于原作情节的前提下，删除部分冗余内

容，以便读者能更轻松地阅读；通过增译来显化原

作中的语义信息，以便于读者更透彻、清楚地理解

原文，使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语言流畅。

沙博理对译文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调和之举

在其翻译中体现较多。

在诗歌翻译中，沙博理通过适度的“叛逆”，努

力保留汉诗的意美、音美与形美。在翻译袁水拍的

政治讽喻诗时，沙博理将其认为累赘的内容进行了

删减与浓缩，如《大胆老面皮》这种包含八节的诗歌

被节译成了五节，包含九节的《“我们的信仰”》被

浓缩成了三节等。尽管如此，诗歌的意义与神韵仍

然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留。同时，沙博理以诗译

诗，在句长、节奏、押韵等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与原诗

大体一致。在某些政治讽喻诗的翻译中，沙博理只

是稍微调整句子结构就获得了忠实传达原诗歌“三

美”的效果。

在题名的翻译中，沙博理也运用调和技巧，翻

译出既忠实于原作又能满足目的语读者期待的好

译名。沙博理翻译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以及大部

分现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等的题名都以写实为主，

符合西方题名的特点；而且题名中极少使用修辞与

典故，语言的形式与其所表达的内容一致，即题名

的表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一致。沙博理对这部分题

名采取了直译的方法，达到既忠实于原题名又切合

目的语读者阅读与审美习惯的双重效果。对于不

０２１



刘红华：沙博理的中国文学外译观探究

适合直译的题名，沙博理则采用增译、减译、改译、

换译等多种技巧进行意译。对于直接揭示原作主

题与内容的文学作品的题名，沙博理仅仅在原题名

的基础上使用增译、减译、改译等技巧，将原题名简

化、归化、明晰化、具体化。经沙博理适度“叛逆”之

后的题名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比原题名更

具有吸引力。至于那些并非紧扣主题的以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等命名的题名，沙博理则对原题名的

内容与形式采取完全“叛逆”的方式，采用换译的技

巧，在原作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启用更紧扣原作

内容与主题的新题名。

（二）中西语言与文化的适度调和

１．汉英句法结构的调和
中西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人秉持天

人合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强调人的个体

意识，崇尚个体思维。这种差异导致英语重形合，

汉语重意合。形合是指“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

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

和逻辑关系”，意合是指“词语成分之间不用语言形

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

或分句的含义表达”。［７］英语造句注重句子形式，结

构完整，以形显义，呈现树形结构，英语句法的连接

词包括关系词、关联词、介词、非限定动词等；汉语

造句少用甚至不用连接手段，注重事理顺序，以神

统形，多呈现竹形结构。英汉句法除了形合与意合

的差别之外，在“重量”上也有一定的差异。［８］如果

以谓语为中心划分汉英句子的“重量”，汉语句子的

前端更重，遵循“前端重量原则”，而英语句子的后

端更重，遵循“末端重量原则”。

沙博理在翻译中采取折衷与融合的方法来调

和英汉语中这种句法结构与句子重量的差异，即将

形合与意合相融合，将前端与末端重量原则折衷为

两端重量均衡的原则。沙博理的这一调和技巧最

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译文中大量使用游离句。游离

句是一种特殊句子，其句中的一个成分脱离本来的

位置，句法上独立于句子之外，以逗号或破折号隔

开，语义上与句子紧密相连，可以位于句首、句中、

句末。［９］游离句同时存在于汉语与英语当中，也是

现代英语中比较常见的句法结构之一。使用英语

的游离句能突破汉英语言差异的障碍，成为译者调

和汉英句法的重要手段。［１０］首先，英语游离句具有

意合的句法特点，因为游离成分多数是起状语作用

的，隐含“因为”“虽然”“如果”等连接词，无需增加

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ｉｎｃｅ，ａｓ，ｔｏｕｇｈ等连接词就能将句子的逻
辑关系表达出来。如“我因为是城市生长的，对农

活没有经验”，可译为“Ｃｉｔｙ－ｂｏｒｎａｎｄｂｒｅｄ，Ｉｈａｄ
ｎ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ａｒｍｉｎｇ”。［１０］这种句法特点使得译
文中出现更多意合的句子，保留了汉语意合的句法

特征。其次，游离成分可以位于句首、句中和句末，

其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均匀分配句子重量，而非一

味地遵循“句末重量原则”。再次，游离句在现代英

语当中具有广泛应用，且具有简洁、流畅、生动等修

辞特点，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容易为目的

语读者所理解与接受。

沙博理在译文中大量使用游离句，一般都将游

离成分置于句首，以平衡句子“重量”，避免因英语

的“句末重量原则”而造成的句子“重量”失衡，同

时也照顾到汉语的“句首重量原则”。游离句除了

语言简练与紧凑流畅等特点之外，还因其强调句中

某一部分，能收到强调突出的效果。沙博理经常将

句中的部分形容词、副词等独立出来，加以强调。

游离句在沙博理的译作中大量存在。本文选择沙

博理五部短篇小说《延安人》《小二黑结婚》《
#

鹭

湖的忧郁》《长长的流水》《套不住的手》以及一部

长篇小说《创业史》第八章的英译本，与他译本中游

离句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分析了游

离句的数量、游离成分的分类及游离成分在句中的

位置情况，结果发现：六个沙译本中游离句的总量

为２０２个，而其他译本中游离句的总量才 ９６个。
此外，沙译本与他译本中游离成分的位置差异显

著。沙译本游离成分一半以上都置于句首，而他译

本大体均匀分布。从单个译本来看，除《套不住的

手》外，其他五个沙译本中游离句的数量一般在他

译本数量的两倍左右。每个沙译本中游离成分前

置的游离句数量远远超过后置与居中的游离句数

量，他译本中游离成分后置的游离句居多。沙译本

与他译本游离成分的位置差异表明沙博理更注重

平衡句子的“重量”，避免英语重“句子末端重量”

而导致的译文中句子末端偏重。沙博理对汉英句

法的调和技巧还表现在其将同一个句子中的几个

游离成分均匀分布，这种游离句的数量也超过其他

人的译本。

２．中西文化的调和
除了在翻译中对中西语言进行调和之外，沙博

理还通过各种方式调和中西文化，包括在译材选择

上寻求中美共同的文化精神，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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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等。

（１）译材选择上对中西文化的调和
从《新儿女英雄传》到《活人塘》《小城春秋》

《保卫延安》，沙博理倾向于选择中国战争题材小说

进行翻译，他认为这类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英雄人

物的勇气与闯劲，能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

神。［１］１１８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之外，沙博理还选择了

赵树理的一系列与封建落后思想做斗争的小说，如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传家

宝》等；另外，他还翻译过柳青的《创业史》等。无

论是赵树理小说中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进步农民李

有才、小二黑、小芹、孟祥英等，还是《创业史》中为

了创业努力奋斗的年轻党员梁生宝等，他们身上所

体现的追求新生活的精神与美国的拓荒精神都极

其相似。

（２）翻译策略上对中西文化的调和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沙博理对归化与异化

策略进行调和，具体表现在：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个文化负载词交叉

使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菩萨”翻译成“ｔｈｅ
ｇｏｄｓ”或“Ｂｕｄｄｈａ”，将“老天爷”翻译成“ｔｈｅＯｌｄ
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Ｓｋｙ”“Ｈｅａｖｅｎｓ”或“ｔｈｅｇｏｄｓ”，将“里”翻
译成“ｍｉｌｅ”或“ｌｉ”，将“元”翻译成“ｄｏｌｌａｒ”或
“ｙｕａｎ”，将“分”翻译成“ｃｅｎｔ”或“ｆｅｎ”，将“饺子”翻
译成“ｄｕｍｐｌｉｎｇ”或“ｊｉａｏｚｉ”。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类文化负载词交叉

使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虎落平阳”翻译成“ｐｕｔ
ｍｙｎｅｃｋｉｎａｎｏｏｓｅ”（自投罗网），将“虎落深坑”翻
译成“ａｔｉｇｅｒｃａｎ’ｔ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ａｄｅｅｐｔｒａｐ”。

沙博理在其译作中对同一个文化负载词同时

采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如将卢沟桥翻译成

“Ｌｕｋｏｕｃｈｉａｏ（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Ｂｒｉｄｇｅ）”，将“饺子”翻译
成“ｊｉａｏｚｉ（ｄｕｍｐｌｉｎｇｓ）”，将“围棋”翻译成“ｗｅｉｑｉｏｒ
ｇｏｃｈｅｓｓ”。

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重要环

节。通过对沙博理在５０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所体现
的翻译观的探究可知，沙博理及其所服务的中国政

府机构立足于准确而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为了让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更准确、更有效，笔

者认为，沙博理如下翻译观值得中国文化外译者借

鉴：立足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致力于准确而真

实地传达中国文化，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等扭曲中国

文化；兼顾对原作的忠实与对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

的关照；采取适度的翻译策略，如最大限度地保留

中国文化负载词的音、形、义，合理遵循目的语的篇

章布局规范，适当进行语义层面的显化与词句层面

的简化，巧妙使用游离句这一英汉语共有的句法结

构。同时，中国文化外译者还应具有娴熟的双语双

文化能力，能准确把握外汉语言的差异与中外文化

的异同，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有效地传播中国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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