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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翻译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解读


邓向福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摘　要：对联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而对联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
两种不同的语言，映射着两种迥异的文化。对联的特性决定了其翻译或是中华文化译介中最

富挑战性、最难操持的技艺。因此，为达到译文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原文效果，译者可以大胆借

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三维”转换，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保留对联的语义形式、文化意

象、交际意图，以取得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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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对联，也叫楹联、对子，是悬挂或粘贴于门框

壁柱上的联语；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

极富诗意的特殊对偶语句。每逢新春，家家除旧

符，户户贴春联，从古至今代代承袭。“好的对联

除了做到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对应、结构相同或

相似外，还应力争内容凝练集中、音节整齐匀称、

节奏感强，包含了许多文化信息，意义深刻，让人

回味无穷。”［１］白启寰先生在《祝贺〈对联〉创刊一

周年》中就对联的特性凝练地概括道：对非小道，

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

明珠映宝玉；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

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对联的特征

决定了其翻译绝非易事，因为译者应倾其所能将

其形式、内容、意境和文化传达至译语。本文旨在

结合对联的特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探讨对联

翻译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实现对联翻译

的最大限度等效。

二、理论背景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先生以生物进化论的适

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构建的“翻译适应选择

论”，进而将其定位为“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

径”（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随后

胡先生在其著作《生态翻译学诠释》（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中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

的基础、内容和方向，从而在国际翻译学界确立了

“生态翻译学”之论。

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

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

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２］，认为翻译是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明确突出

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尤其注重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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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评译标准等翻译本体研

究［３］。生态翻译学将科学与艺术融会贯通，创立

了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学说，开拓了翻译研究

的疆土。

（二）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理论

组成，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

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

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

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

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

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

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

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

合。［４］７足见，明确翻译的生态环境，对译者做出明

智的适应性选择至关重要。

（三）“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

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

择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

次上进行的。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

阐述。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

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所谓“交际

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

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

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

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

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

译文中得以体现。［４］８“三维”转换理论要求译者应

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上力求多

维度适应，继而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即“整合适

应选择度”。译文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

择”的程度越高，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

高。“最佳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佳的选择是

适应性选择；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

最高的翻译。”［４］８

三、对联翻译中的“三维”转换机制

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进行了全新

的描述和解释，从而为译者提供了全新的翻译原

则、翻译方法以及评判标准。译者从事翻译时，应

借鉴“三维”转换理论，竭力使译文多维度转换。

既然生态翻译学为译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不妨

大胆地运用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原则来指导

对联的翻译。多数情况下，对联翻译呈现出多维

度的适应选择。此处为了说明方便，将“三维”分

开叙述举例。

（一）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形式

可以修改思想、提炼思想、表达思想。如果歪曲了

原文的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总会歪曲）就会歪曲

了原文思想。”［５］因此，翻译对联时，由于涉及两

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充分把握翻译的整体生态

环境之后，首先应该考虑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

汉语属声调语言，素有平仄之分。作为中华

文化极富诗意的特殊对偶语句，对联尤其讲究平

仄和谐，追求节奏鲜明、悦耳动听。平仄和谐，要

求上下联语相对应的词须平仄相对，整联之内平

仄交替，声调多样化却不失规律性，从而谱写回环

起伏的旋律。而英语音节有轻重之分，元音辅音

交叉错杂。英语借用抑扬顿挫的节以及音部回环

往复以营造旋律。翻译对联，可以借助英语的诗

行格律体系来传译对联的平仄声律，以实现语言

维的等效，取得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红楼梦》

中对联：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ｓｅｃｌｕｄｅｄｒｅｔｒｅａｔ，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ｆｓｗｅｅｔｌｏｎｇｉｎｇ．

杨宪益、戴乃迭 译

Ｅａｒｔｈ’ｓ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ｓｐｉｒ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ｌｉｅｈｉｄ，
Ｈｅａｖｅｎｉｎｅｌｕｃｔａｂｌ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ａｔｅ．

霍克斯 译

Ａｌｏｎｅｓｏｍｅ，ｓｍａｌｌ，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ｂｅａｕｔｅｏｕｓｎｏｏｋ！
Ｗｈａｔｈｅｌｐｉｓｔｈｅｒｅ，ｂｕｔｈｅａｖｅｎ’ｓｗｉｌｌｔｏ

２４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８卷



ｂｒｏｏｋ！　
裘利 译

从语言维层面考量，杨先生和霍克斯的译文

音节长短不一，韵脚参差不齐，均未把汉语对联中

的音律美传译到译语中，只是翻译其间含义，译文

丧失了原文所呈现的回环起伏的音律。相较而

言，裘利的译文更趋近于原文。上下两联音节相

等，五步抑扬格，典型的双行体，上下押韵，将汉语

的平仄相拗转换成一轻一重的英语音步。同时，

意义也较为贴近原文，并没有因为采用此语言形

式而受损。

汉语重语序。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句法是

语义句法，“语义句法‘前管后’的生成机制既涉

及若干个小句的前后排列顺序，也涉及句内结构

成分字、字组、语块的先后顺序，这种顺序是语义

句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称之为语序”［６］。

同样的信息如果采用不同的语序加以表达，所传

达的语义也就不尽相同。语言的深层语义很大程

度上受制于其表层结构。由此，翻译，尤其是文学

翻译，译者当尽量避免随意变动原文的语序，否则

可能招致原文所含的信息和意境在译介中流失，

从而影响译文的质量。例如，《红楼梦》中太虚幻

境薄命司中的对联：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Ｔｈｅｙ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ｓｐｒｉｎｇｇｒｉｅｆａｎｄａｕ
ｔｕｍｎａｎｇｕｉｓｈ；

Ｗａｓｔｅｄ，ｔｈｅｉｒｂｅａｕｔｙｆａｉｒａ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ｍｏｏｎ．
杨宪益、戴乃迭 译

Ｓｐｒｉｎｇｇｒｉｅｆ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ｏｒｒｏｗｗｅｒｅｂｙ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ｆａｃｅｓ，ｍｏｏｎｌｉｋｅｂｅａｕｔｙｗｅｒｅｔｏｗｈａｔ
ｅｎ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大卫·霍克斯 译

此联的主旨是规劝人们勿庸人自扰，因为即

便是花容月貌也未必是结局圆满。此联的意义传

达与原文的顺序息息相关。上联说“四季的悲情

恨绪都是自己招惹而致”，下联讲“纵然是貌美倾

城也不定有美满归宿”。“春恨秋悲”是客观描

述，并未流露诗者任何主观评判，至此读者尚无法

了解诗者意图。待到后续的“皆自惹”，读者才豁

然开朗，主旨跃然此间。因此，上下联的重心都在

后半部，而非前半部。杨先生的译文改变了源语

的句式结构，将其调整为主动句式。调整后，语流

更顺畅，但句子的重心却发生了变化，“自惹”之

情无法强调，语气减弱。相反的，霍克斯启用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并保留了原文的被动句式，传译出了字
句间的韵味。下联仅看“花容月貌”，读者也无法

揣度出诗者的意向，也许是称赞，可能是描述。出

人意料的是“为谁妍”，有了花容月貌就必定有羡

煞旁人的归宿吗？如此意外的下联其实是上联的

对应编排。诗者通过如此巧妙的语序，使该联即

抒发了情感，又折射出哲理。两相比较，霍克斯译

文比杨先生译文更细致地传译了原文的信息重点

和修辞效果，把原文劝诫的语气淋漓尽致地传译

到译语。

（二）文化维

文化维强调：由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

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当关注

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述，避免从译语文化观

点出发曲解原文。对联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

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古典美学思想。翻译时应

该充分地分析其文化内涵，既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原文，也有助于将其美学意蕴传译到译语，实现译

文与原文更高层次的对等。仍举《红楼梦》中对

联为例：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Ｓｔｉｌｌｇｒｅｅｎｔｈｅｓｍｏｋｅｆｒｏｍｔｅａｂｒｅｗｅｄｉｎａｒａｒｅ
ｔｒｉｐｏｄ，

Ｙｅｔｃｏｌｄ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ｆｒｏｍｃｈｅｓｓｐｌａｙｅｄｂｙｑｕｉｅｔ
ｗｉｎｄｏｗ．

杨宪益、戴乃迭 译

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ｍｐｔｙｃａｕｌｄｒｏｎｔｈｅｓｔｅａｍｓｔｉｌｌｒｉｓｅｓ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ｂｒｅｗｉｎｇｏｆｔｅａ，

Ｂｙｔｈｅｄａｒｋｅｎ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ａｒｅｓｔｉｌｌ
ｃｏｌ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ａｍｅｏｆｇｏ．

大卫·霍克斯 译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中写到“窗户外竹影映

入纱窗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箪生凉”，茶沸时

或可见绿烟；围棋时捏棋子的手指会觉清凉。然

而，茶不煮了，却疑见着绿烟，因为翠竹掩映；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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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指尖犹感凉意，却是幽竹浓荫生凉。整幅对

联不着一个“竹”字，道的却全是竹，是为中华传

统美学的虚实观。描写事物绕开直接描述，而是

间接描写反而更有利于传达意蕴思想，更有助于

激发读者想象力和顿悟感，增加阅读愉悦性，提供

给读者更多的审美享受。

杨先生参透传统美学，精准地传译出了

“ｇｒｅｅｎ”和“ｃｏｌｄ”，并且运用倒装语序对其加以强
调，较为妥帖地传译原文的意境。而霍克斯译文

虽画龙未点睛，漏译了“绿”字。如此译文，“绿”

意荡然无存，主题意蕴转移，原文意境无法在译文

呈现。而且，霍克斯用“ｄａｒｋｅｎｉｎｇ”翻译“幽窗”，
并非贴切。“幽窗”所指的是竹影婆娑、幽深生凉

之意，而非天色淡暗。霍克斯之所以漏译、错译与

其不甚了解中华文化不无相关，从而导致其从译

语文化出发曲译中华文化。可谓，“一着不慎，全

盘皆输”，文化维之重要可窥一斑。

（三）交际维

交际维要求译者除考虑上述二维之外，需把

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关注原文交际

意图是否得以实现。根据翻译功能派主将赖斯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Ｒｅｉｓｓ）的理论，语言文本大致可归类
成：表达功能文本（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信息功能文本（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感召功能文本（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以及视听性
文本（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四大类别。表达功能文本，用
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

言具有美学的特征，其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

发送形式。对联属表达功能文本，势必需要实现

其特定的交际意图，达到表达情感和显露态度的

功能。赖斯的理论建立“在整个文本的交际功能

上，她所建立的功能理论模式主要用于系统地评

估翻译的质量”［７］；而“传递原文的主要功能是衡

量译文的决定性因素”［８］。因此，翻译时应该充

分把握其交际目的，将其充分地传译到译语。

例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ｉｓｔｅｎ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ｅａｒｓ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ｄｒａｉｎ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ｖｏｉｃｅａｓｗｅｌｌ；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ｗｉｔｈ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ｕｔｔｈ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佚名 译文１

Ｗｉｎｄｓｏｕｎｄ，ｒａｉｎｓｏｕ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ｎｄ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ｓ；

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ｄｏａｔｈ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ｄｏ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ｙ，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ｄｏ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ｎｇｓＩ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
佚名 译文２

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ｗｉｎｄ，ｏｆｒａｉｎ，ａｎｄ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ａ
ｌｏｕｄａｌｌｆａｌｌｕｐｏｎｍ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ｒｅａｌｌｍ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辛星 译

此联华夏儿女妇孺皆知，常用于爱国主义教

育。明末名士顾宪成在东林学院讲学之余，不忘

评议朝政。此联就是为表其议政意图而为东林学

院题写的楹联。上联“风声”、“雨声”为双关语，

既指自然风雨，亦指政治风雨；下联针砭“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独善”观念，提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上联融读书声和风

雨声为一体，兼具诗意和深度；下联显露诗者倡导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旨。译文应循其隐含的

交际意图，技巧性地将其传译。

译联１将“风声”、“雨声”翻译成“ｔｈｅｓｏｕｎｄ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ｄｓｏｕｎｄ”，顾先生的交际意图一
览无遗，彻底暴露。如此一译，联想空间招致打

压，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受到侵蚀，译语读者无法享

受到源语读者同等的美学享受和文化感染，还可

能使先生“招致杀身之祸”，实非吾等所愿。译联

２虽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传达了其交际意图，
但综合考虑语言维层面，则显冗长拘泥。而辛星

译文则“三维”和谐，脱颖而出。

四、结语

对联集音、形、义于有机统一体，蕴含中华文

化信息，传达诗者的情感意志。对联的翻译必须

从语言、文化以及交际三维去考量。生态翻译学

的相关理论，尤其是“三维”转换虽无法破解对联

翻译的所有困境，但它的运用却为对联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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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疆域。翻译之最高境界就是忠实地传达原

文思想内容，再现原作风格与意境。译者必须认

识和把握对联的语境，琢磨诗者的意图，尽可能地

使译文趋近原文的效果，同时感受读者的思想和

反应。“三维”转换不仅强调语言层面的趋近，还

注重传译句里行间蕴含的文化，更高屋建瓴地从

交际层面指导对联的翻译，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

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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