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6.478'3.+0+49/.: ;,<6.8<<=.6>8-<6(9!?+'6/0?'68.'8<@:6(6+." A+0B!$CD&)%

:+6!#!)E$F$GH)6<<.)#FI!J"%$K)!"#!)"%)"!"

学生翻译中因果关系的显化代偿
'''一项基于UM22@Y的研究!

慕宝龙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兰州 IE""I"$

摘C要!语言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合度差异说明在一个翻译方向上的显化预设了相反方向

上的隐化&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UM22@YNa收录译文的因果关系显化趋势作了假设#并通

过语料库检索与分析对其进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译文在英译汉,汉译英两个翻译方向上都呈

现了明显的显化趋势#因果关系代偿处理以显化为主& 双语水平,系统性使用显化代偿策略的

水平及语言规范的影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本文还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应

显化与过程显化的概念&

关键词!因果关系(显化(UM22@YNa(补偿翻译

中图分类号!]E#%)$C文献标志码!MC文章编号!#FI! N"%$K"!"#!$"% N"#!# N"F

CC显化是翻译中一个特殊的现象! 也是近年来

众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关注的一个话题" 显化

涉及语言习得)语言差异)认知心理)译者风格等

多方面涉及语言的因素" 多年来许多学者从理论

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或致力于证明其存

在的普遍性!或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多年来相关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随着翻译范式研究的日渐

兴起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语料库语言学被应

用到翻译研究中!促进了翻译实证研究的繁荣"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显化研究主要用检索软件提取

某些语言单位!统计其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

中的频次和比率!通过对比分析来勾画和阐释翻

译文本相对于源语文本的显性特征"

一%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鉴于以往显化研究大多关注专业译者的翻译

文本!本研究首先根据英汉语言的结构性差异!对

学生在英汉)汉英翻译中的因果关系显化趋势作

以假设!而后借助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

主持建设的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

-UM22@Y.的笔译语料! 利用其自带的 U/-/'+.'

检索软件!在汉译英和英译汉两个翻译方向上对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中的因果连接词进行检索

统计!并从语际和语内对比两个视角对显化特点

和趋势的假设加以分析验证!最后在成因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对应显化与过程显化的概念"

二%因果关系连词及研究假设

语言中有实词与虚词之分" 实词表示实在意

义!而虚词将实词连接成语句)语段!体现的是语

法和逻辑意义!这也是其具有连接功能的主要原

因" 从语言学上讲!英汉语言的最主要差异之一

就是虚词的使用" %汉英两种语言语法特征殊

异!英语较重语法形式!有形态变化-6.1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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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意义通常会制约语义!并要求译者表现在语

言的形式上$而汉语不具备语法功能的形态)形式

体系表现手段!取消了词与词)语法项与语法项

-如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联!从而突出了语义结

构的轴心作用"&

*#+语言的形式化程度-形合度.

差异使得语言在语法词的显化程度上出现了差

异" 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功能代偿将相应的意义

赋予特定的表现手法当中!实现语义的有效传递"

而功能代偿这一处理技巧受语言文化差异及译者

的互文视阈影响!故某一语言中的原文本与翻译

文本在某些意义组织与体现手法上会有频率上的

差异!也就是所谓的显化与隐化"

连接词是功能词的一种!主要用来表达语法

意义与逻辑意义" 汉英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连接成

分!连接词属显性连接!而其它连接方式如语序等

属于隐性连接" 比较而言!汉语形合度低!意合度

高$而英语形合度高!意合度低" 因此!许多英语

中使用显性连接词表达的语法与逻辑意义在汉语

里由隐性连接成分承担" 汉英翻译中须用一种连

接成分代偿另一种连接成分!对于连接词的检测

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译文的显化程度和译者风

格)语言水平等方面" 虽然英)汉两种语言中均有

因果关系连接词!且都较为常用!但在使用频率上

和翻译的可代偿程度上有较明显的差异" 笔者因

此从因果关系接词的使用及其英汉)汉英翻译中

的代偿处理差异出发!对学生翻译的显化特点作

以下假设!然后利用 UM22@Y及其自带的检索工

具进行分析与验证#

M#在汉英-2N@.翻译方向上!许多由语序)

修辞等隐性手段体现的因果关系被转化为由显性

因果连接词承担!因果连接词数量增加!因果关系

连接词的翻译呈显化态势"

;# 在英汉-@N2.翻译方向上!许多体现因

果关系的显性因果连接词被转化为由语序)修辞

等隐性手段承担!因果连接词数量减少!因果关系

连接词的翻译呈隐化态势"

三%基于 UM22@Y的因果关系翻译显

化分析

如前所述!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合度差异会导

致两个翻译方向上代偿策略的差异!所以英1汉)

汉1英翻译的因果连接词数量和比率分析将是了

解学生翻译显化态势的一个直接渠道" 本研究将

通过对两个翻译方向上学生译作的文学与非文学

文本进行语际与语内分析!对前面的假设进行

验证"

-#.语际分析

汉1英翻译

]/006:/9-#$IF.将因果关系连接词分为一般

因果关系连接词 -(38.! (38-81+-8! '+.<85,8.(09!

38.'8! 1+-! W8'/,<8+1(3/(等.和表示结果)原因

和目的的具体连词-6. '+.<85,8.'8! /</-8<,0(!

+. /''+,.(+1(36<! 1+-(3/(-8/<+.! 1+-(3/(T,-T+<8!

\6(3 (36<6. >68\等.

*!+

$莫俊华-!""%.将其按照词

性分为连词或短语-表示原因或结果!主要有 /<!

W8'/,<8! 1+-! <6.'8! .+\(3/(! <+! 6(1+00+\<(3/(

等.)副词性短语-表示结果!主要有<+! (38-81+-8!

(3,<! 38.'8! /''+-:6.409! 1+-(36<G(3/(-8/<+.! /</

-8<,0(! '+.<85,8.(09! /</'+.<85,8.'8! 6. /'+.<8J

5,8.'8等.和介词性短语-表原因!主要有 W8'/,<8

+1! :,8(+! +\6.4(+! (3/.X<(+! 6. (3/(! +,(+1! +.

/''+,.(+1! 1+-18/-+1G(3/(! 6. >68\+1! 6. -8<T+.<8

(+! 6. -8T09(+! /</-8<,0(+1! /</'+.<85,8.'8+1

等.

*E+

" 对英语因果连接词的划分与定义也各不

相同" 对于在UM22@YNa中没有出现过的因果

连接词本研究不予涉及" UM22@YNa中出现过

的因果关系连接词包括#/<! W8'/,<8! <6.'8! .+\

(3/(! <886.4(3/(! 1+-! 6. (3/(! <+! (38-81+-8! (38-8J

W9! 38.'8! /</-8<,0(! 6. '+.<85,8.'8! '+.<8J

5,8.(09等"

笔者先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然后对未承担

因果关系意义的检索项予以排除!

" 根据研究假

设 #!在这一翻译方向上!许多由语序)修辞等隐

性手段体现的因果关系被转化为由显性因果连接

词承担!因果连接词数量增加!因果关系连接词的

翻译呈显化态势" 检索统计显示-见表 #.!在非

文学文本中 IEE 个检索到的因果连接词中有 VIV

个属于显化代偿! 占总因果连接词数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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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FI_$而文学文本中 V!% 个属于显化代偿的因

果连接词占总数的 II)KV_" 显化趋势较明显"

表 #C汉+英翻译对应与显化

检索项数量
合格检索

项数量

对应代偿

数量 比率

显化代偿

数量 比率

非文学文本 E I!I IEE !%$ E%)EE VIV FV)FI

文学文本 #$I% %VF #!# !!)#F V!% II)KV

若将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字-词.总量

考虑在内!则可以通过计算两种文本中的显性因

果连接词比率来考察这一变化" 文本中显性因果

连接词比率的计算方式为#

因果连接词比率-M. E

文本中因果连接词数量

文本字-词. 总量

CC笔者通过统计得到了汉N英翻译中因果连接

词在两种原语)目标语文本中的比率-见表 !."

比较发现!文学文本中因果关系连接词的比率由

汉语文本中的 ")%!I Kp提高到 E)!V# Ip$而非

文学文本中因果关系连接词的比率由汉语文本中

的 ")VK% Ip提高到 !)!I$ Ip" 在文学与非文学

文本翻译中因果关系的显化代偿趋势明显"

表 !C汉+英翻译因果连接词比率

文本类型 文学文本 非文学文本

文本性质 原文本 目标语文本 原文本 目标语文本

文本字G词量 !!$ !I% #FK VE" %EE E"F E!# %E%

因果连接词数量 #!# %VF !%$ IEE

比率#p ")%!I K E)!V# I ")VK% I !)!I$ I

英1汉翻译

吕叔湘认为%因果连词有 #" 个!即#从而)所

以)以至)以至于)以致)因)因此)因而)因为)由

于&

*V+

$侯学超则认为%因果连词包括从而)故)故

而)所以)惟其)为是)以至)以至于)以致)因)因

此)因而)因为)因之)由于&等 #% 个*%+

$ 陆俭明则

指出%常用的因果连词一共有 #" 个!即#从而)故)

所以)以致)因)因此)因而)因为)由于)于是&

*F+

"

而出现在人们视野但并不一定得到认同的因果连

词共 !# 个#从而)故)故而)结果)所以)为是)惟

其)以至)以至于)以致)因)因此)因而)因为)因

之)由于)于是)之所以)致)致使)为此" 其中大部

分是否因果连词还受到质疑" 本文不拟对因果连

接词的定义与分类做深入探讨!可承担因果关系

含义的连接词或词组在本研究中都被看作是因果

连接词" 通过英汉方向翻译文本的初步检索!本

研究只对在UM22@YNa中出现过至少一次的因

果连接词作一深度检索与分析" 这些词包括#因)

因为)因为22所以)由于)之所以)故)于是)才)

就)便)因此)因而)那么)则)可见)既然)既)以致)

从而)既然如此)由此可见"

笔者也同样对相关检索项及表示因果关系的

检索项进行了检索统计-见表 E." 根据研究假设

!!许多体现因果关系的显性因果连接词被转化为

由语序)修辞等隐性手段承担!因果连接词数量减

少!因果关系连接词的翻译应呈隐化态势" 但分

析发现!虽然因果连接词的对应翻译占大部分!但

非文学文本新增因果连接词 EI" 个!占总数的

!K)IV_$文学文本中新增 VV! 个!占总数的

EI)E_" 在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中因果关系显化的

程度均较为明显"

表 EC英+汉翻译对应与显化

检索项数量
合格检索

项数量

对应代偿

数量 比率

显化代偿

数量 比率

文学文本 EVVK #E"! $E! I#)%K EI" !K)V!

非文学文本 !!#F ##K% IVE F!)I VV! EI)E

通过计算!笔者得到了因果连接词在英 N汉

翻译两类文本中的比率-见表 V." 在文学文本中

因果连接词的比率从 !)#I%p降至 !)#E$p!降幅

不是很明显$而在非文学文本中!因果连接词的比

率从 E)E%!p降至 !)%IKp!降幅较为明显" 按照

研究假设 !!英汉语言形式化程度差异会使由英

语到汉语的翻译中许多显性因果连接词被隐性的

因果关系表现手法取代!故因果连接词的比率会

有明显下降" 从这一点上讲!文学翻译文本中的

因果连接词并未有明显下降!考虑到汉英语言差

异本应造成的翻译显化与隐化处理!文学文本中

因果关系有显化的趋势$对于非文学文本!我们看

到虽然其比率有所下降!但处在分子位置的因果

连接词数量有所增加!唯一的解释就是分母比分

子增加的幅度要大!即非文学文本中因果连接词

以外的成分有大幅增加!因果连接词的显化程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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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较小而已" 也就是说!因果关系在英1

汉翻译方向上也呈显化态势"

表 VC英+汉翻译因果连接词比率

文本类型 文学文本 非文学文本

文本性质 原文本 目标语文本 原文本 目标语文本

文本字)词数 EV# F"! %%V "F$ !IK "V$ %"% "!E

因果连接词 IVE # #K% $E! # E"!

比率#p !)#I% " !)#EK I E)E%# $ !)%IK #

-!.语内分析

黄立波-!""I.认为!%翻译显化应包括两种#

一种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在译文中添加或明示原

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另一种是指翻译文本

相对于译语中的非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显性程度

-8cT06'6(.8<<.的提高"

*I+

&他将前一类显化称为语

际显化而将后一类显化称之为语内显化" 语际与

语内显化的区分不仅是对显化概念的丰富!而且

是对显化考察方法的一个极大贡献" 且 UM2J

2@Y1a对每个受试学生都进行了汉1英)英1

汉翻译语料的收集!且其中的语料也都按汉1英)

英1汉方向和文学与非文学等维度进行了分类!

已具备从语内类比的角度对文本显性特征进行研

究的条件" 本研究因此将利用语内分析对语际分

析的结果加以验证"

图 #C英语原文本与翻译文本因果连接词比率变化趋势

在语际分析部分!我们分别在文学文本)非文

学文本范畴下对英1汉)汉1英两个翻译方向上

的原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因果连接词的比率进行

了统计" 如果我们将汉1英翻译的原语文本与

英J汉翻译的目标语文本因果连接词比率相比较!

而将英1汉翻译的原语文本与汉1英翻译的目标

图 !C汉语原文本与翻译文本因果连接词比率变化趋势

语文本相互比较!就可以分别得到汉语的原语G目

标语文本及英语的原语G目标语文本因果连接词

比率对比!这一处理过程保持文学文本与非文学

文本分开进行!将结果以图式呈现!则可得到图

#)!" 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翻译导致的文本中显性

因果连接词比率的变化趋势" 至于图 # 中非文学

文本显性因果连接词比率由于翻译导致其下降的

原因我们在语际分析中已作了说明!此处不再

赘述"

四%结果及思考

语际对应分析显示!在汉1英翻译方向上!文

学与非文学目标语文本相比于原语文本在显性因

果连接词的数量和比率上都有明显增加!其中文

学文本比非文学文本增加的程度较高" 也就是

说!在这一翻译方向上!因果关系的显化代偿处理

-或者说显化趋势.明显!许多由语序)修辞等隐

性手段体现的因果关系被转化为由显性因果连接

词承担!因果连接词数量增加!因果关系连接词的

翻译呈显化态势!本研究第一个假设成立$在英J

汉翻译方向上!文学)非文学目标语文本相比于原

语文本显性因果连接词的数量都有所增加!在显

性因果连接词的比率上!文学文本中有所增加!非

文学文本有所下降!其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因果关

系以外的语言单位被大量显性代偿处理所致" 换

句话说!在这一翻译方向上!因果连接词数量没有

减少反而增加!原语文本中的显性因果连接词被

以隐化代偿的方式进行处理的痕迹不明显!因果

关系连接词的翻译继续呈显化态势!本研究的第

二个假设不成立" 本研究随后的语内类比分析也

V!#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 UM22@YJa的语际)语内分

析可以看出!受试学生在英1汉)汉1英两个翻译

方向上都存在显化代偿因果关系的处理倾向!即

在两个翻译方向上的因果关系翻译以显化为主"

译界对于导致翻译显化的原因有多种解释"

如姜菲)董洪学-!""$.指出%译出语到译入语的

翻译过程是基于认知的显化加工过程!译入语文

本是译出语文化准则与译入语文化的融合&

*K+

$

胡开宝)陶庆-!""$.则通过对会议口译中语篇意

义显化的考察指出!%汉语意合和英语形合的差

异)解释性的翻译方法是导致翻译显化的主要原

因&

*$+

$周红民-!""I.则认为其原因是%目标语思

维倾向与译者的主观因素&

*#"+

-笔者认为后者包

括前者.$黄立波通过对英汉翻译中人称代词主

语的显化进行考察!认为这是由于%源语迁移)

英)汉语对形式手段依赖程度的差异!以及语言相

对社会地位和认知规律等因素的作用&

*##+

" 总结

起来!无非译者因素)语言形式化程度差异等几个

方面"

那么!什么是导致 UM22@YJa受试学生翻译

方向相反但因果关系显化代偿趋势相近的原因

呢, 笔者基于汉)英语言形式化程度差异进行了

显化代偿趋势假设!也就是说研究假设是在充分

考虑语言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第二个研究

假设的不成立则表明!语言形式化程度差异并不

是解释受试学生翻译中因果关系显化代偿处理趋

势的充分理据" 本文倾向于认为!翻译过程是导

致受试学生翻译中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学生一

方面由于双语水平及翻译策略水平的限制!无法

系统)有效地使用显化与隐化策略!对较有难度的

语言单位的翻译过多使用了阐释策略!对语言差

异的敏感性不高!故在译文处理上能较多使用显

化代偿而较少使用隐化代偿!系统性)熟练使用显

化代偿策略的水平是一个方面$语言规范对于译

者的影响则是另外一个方面" 原语语言规范和目

标语语言规范在相互作用中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

略" 译者尽量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规范!将原语

规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而过多使用目标语语

言结构则使译文超出了目标语%原味&的限度!使

译文产生了异质性"

五%对应显化与翻译过程显化的提出

本研究假设的形成及其推翻说明了一个重要

的问题!即语言差异并非造成显化的唯一原因"

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汉语重意合!多用逻辑)语

序等隐性手段统治语句-篇.!而英语重形合!以

语法手段统领语句-篇." 这样的差异要求译者

在汉1英翻译时将许多隐性意义表现手段用显性

的语言结构加以代偿!而在英1汉翻译时需要相

反的处理"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汉1英翻译中的

显化是和英1汉翻译中的隐化相对应的!这而种

与隐化对应的显化和译者阐释性翻译及语言迁移

导致的显化并不相同" 笔者认为将这两种显化加

以区别对待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翻译过程及其影

响因素!也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研究导致显化的原

因" 为方便起见!笔者将前一种显化称为对应显

化-'+--8<T+.:6.48cT06'6(/(6+..!而将后一种显化

称之为翻译过程显化-T-+'8<<JW/<8: 8cT06'6(/(6+..

或过程显化"

六%结语

显化体现在文本对比分析上是翻译文本相对

于源语文本显性程度的提高!而语言形式化程度

或者形合度差异说明在一个翻译方向上的显化预

设了相反方向上的隐化" 因此!这种差异并不能

解释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的的共性显化现象" 本研

究基于语料库对于显性因果连接词的考察在证实

这一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应显化与过程显化的概

念" 前者由语言差异导致!后者由翻译过程中的

译者)文化)语言迁移等因素造成" 笔者认为对应

显化与过程显化这一对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显化分

类的研究" 而一个科学)系统的按照分类法的显

化类别划分有助于从深层次对其进行研究!也有

助于翻译过程研究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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