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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翻译中图文关系的处理 
— — 以莫里斯 ·桑达克的中英文绘本对比为例 

薄 利 娜 
(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晋中 030619) 

摘 要：从二十世纪后半叶迄今 ，中国的绘本一直是以翻译作品为主流。不同于传统以文字表述为主的文 

学形式，绘本是以文字和图画两种语言媒介共同讲述故事。译者在翻译绘本时，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同 

时包含图像和文字的文学艺术形式是一个棘手却重要的问题。本文以桑达克的三部作品《野兽国》《厨房之夜 

狂想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例，分析原作与译作中图文关系明显改变的部分，讨论其对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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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儿童绘本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中迅速传播。儿童绘本在 20世纪 90年 

代进入中国图书市场，近十年达到了高潮，占据了引进版图书的相当比例，lll6 翻译作品也是中国绘本 

的主流。随着这一高潮的到来，其翻译问题也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关注，大部分翻译研究局限在语际翻译 

范畴，忽视了图画在绘本叙述中的特殊重要性，忽视了图文关系对于翻译的影响。然而由于昂贵的彩印 

技术，绘本往往采用联合出版的形式，这样导致在翻译过程中，只有文字部分可以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图 

片部分仍要保持原样。保持图文关系的对应应引起译者的关注。 

一

、儿童绘本的定义 

Perry Nodelman认为绘本是通过图片与少量文字结合来给儿童讲故事的，甚至有些绘本完全是由 

图片组成的。_2 Jv”这一定义强调了图片也具有很强的交际功能。Oittinen指出绘本是由图画和文字相互 

交织成的文本，译者必须对图文关系引起重视。l3_1如绘本故事书中的图画和文字可以相互支撑讲述完整 

的故事，图画展示文字中描述的场景和活动；图画和文字也可能相互对立，各自讲述各 自的故事。 儿 。。 

比如在Rosie’s Walk(《母鸡萝丝去散步》)一书中，图片显示母鸡萝丝悠闲地散步，在每一张开页中，除 

了散步的地点发生变化之外，母鸡萝丝的动作神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图片中一直追着萝丝的狐狸 

的旅程并不愉快，一路上遭遇各种尴尬。全书的文字部分只使用了由六个介词短语组成的一句话来表 

达母鸡萝丝散步经过不同的地方，完全没有提到狐狸。所以图画和文字在这里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 

图画和文字有时会同时讲述相同的故事，有时会轮流来讲述故事，但无论如何，图画总是会给文字添加 

和扩展许多额外的信息，诸如时间、地点、背景、文化、人物特征等等，图文关系是灵活多样的。 卜 总 

之，图画、文字和叙述是构成绘本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图画和文字是其基本属性，而叙述则是两者之间 

的纽带。那么，译者在翻译绘本时，是否处理或如何处理这种灵活多样的图文关系就成为一个棘手却重 

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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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里斯 ·桑达克中英文绘本中图文关系的比较 

炎II ·桑丛兜址火H髯： 儿 文 ： iIIij fS作家 ⋯家，他曾 度捩缁火⋯ l㈨I汕±『 荣 【 

迎 奖 小义逃收J 山± ： 的 部作lI『J作 {01：究埘象：wh p【I1e Wild TIfing~A “，()IIt~i<h-"Ow 

Tl rt ， Ihr NiglII Kitchen 这 i 作J 鄙j i．-h -个十II似 节， 故 的小j|人公1IfI；经J 符种 

／f 『l,-jf，I勺J 绪，比 怂 、 虑币lJ恐惧，其 hIj=绪随之会被 -lji．什激发，然后卞人公就会进入 一个，／J 的fIf- 

， J．Jj符种 甜趔 ， 终 故 的结)d- 剑现 ⋯ III 小选择 J 1987 干II 1996 台湾⋯版的 

个f 小《野 》 《且，f 之仪 想II{1》⋯《 遥远n，J地 》 一通过分析 部作 作 1j 件t}， 

义天系【J』J{ll!’改变的部分宋探讨J 刈‘ 洋的 响 

小义的分析采川 J Ma,’ia Nikolajeva卡̈ Ca,-lllt ¨llI捉⋯的I冬I义关系分类f小系 Mari z,币lI Ca, lr J 

作 7y『fJ D̈ I“，， · ，，／’Pi+·turebooL’Coil7Ill11Iii(·ati+m【}lj 义火系分为I7q类：对 父系、 化父系、 补火系 

f̈埘f 父系 刈’幢父系址指 I义 述 ¨的敝‘ji：．水质 f 址 ¨表现形式的艰复；灶化火系址指 lltlj扩 

腱 r义 价息或 义 j ：扣 允 r J 山 息； j这种曲 化父系刈‘叙述， ： i巫人影响叫’就发 为 T 补火系；刈’ 

化火系址指 IIIIIf1I义0：讲述不㈦的内 ， J d介作／j‘能 祭表述 敝m 容 奠、。 

桑达 指⋯绘小山±仃趣的地力‘就 r 义之川『l，J 动火系 1n1果说 足 微观 种i i‘之 

问的转换，JJl5么洋 址 J、 当考虑或 处 这利， f 多样的 义 功呢? 

《野 ⋯》的tft f千小第 一Jf 和 二 II ， 义之M的 动就 j 作发，f 变化 一 的 

片lf1，̂殳’⋯佝 人公边尔斯 在 墙 Iqs J’ 条 子，I+'dP+ti r的”一端绑符衣玎f芝， 个 M乩 L八 ； 

第 的 "III，边尔斯止 楼下逃符 ·只狗 ． 

f1 和1i f1： ·J}： 的文 K分＆l】F： 

然， f1 II i J 强化 r义 ：f， 息． 片 ，J 尔l 穿荷F1 外套，后in 还仃 ·条 的人J芭 

巴，他II 川I锤子 墙 钉东 ．搞恶作 fI【址，·I I滢小的史 ； ：部分并没什提及 片 fI，J、 孩 II 搞 

作剧，，、I I提刮 _rii,j-liIJ、地点干̈人物 紧接竹， 贝的义0：部分炙fl下： 

i 竹 

aⅢ1[III(，lI1C1 人撇 JJIf 

这1t寸 作I⋯I冬1义父系发展为 补火系．ft川I I 小的义 j’：部分只足评价 J，小 孩很洲皮捣货 fn1 

lll1到第一 贝的 片III『】r以彳亍剑被迈尔斯搞{ ,r,-L L八柙m，J 川， 么“alld anothe,(义一个)”幔州的址 

、Jj边尔斯一个人 家时搞 j-一系列恶 r{t【 小史 许没仃捉及这“义一个”，只足对边尔斯的i 

为做if1 J 价 洋义 这0 没仃体脱 1̈ 片 f，J起爪的这利 “ 一个又一个”的序列性，这样做的i 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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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受到 。’ 层而的JIl】限或1I：} 行恕在洋文-”创造f{j·f11t特殊的1 癸感， 址这种图义父系的变化会使 

f1： ̈ f1： ： 卜一．+．afiiii；~fl',J 》jlJ 

《ll『’f房之仪 想Iu{》}JI：述的址一个叫米 的 J孩 』 晚 l 听刮 r外 的【】1lI=I嗣声，他嘁停入 发生 

的 迮f}{ 妙的中：情 ■川：页的左边 『fIflf』i 列的『殳i片，I臾J片 f r水行进入了一个梦境，个= 光溜 

滞的 

jj 作和译作的义 ：邴分cn1下： 

作 f 作 

ANI) El 1 THROt J( H I’HI ： 1)Al{K． ()L 。’I Or 忽然他 d I 、 一 
， 个： }比 }7ff；7f 

HlS (：l ()_rHES 

作和洋作【}】 文火系郁J 】 对成天系， fl：fllI 片会发 ·个 ¨之处 ． 片lIl水甜 F， 

脚例 ，嘴大张开 刈‘．I!《{ 作的史字部分，我f『jlIJ‘以f 清楚的 道米甜址“掉入”了黑哜I{】， 小址“飘 

|”、卜伞IfI，所以译义义 部分仃+II-L 误l寻，没 做刘 j 片卡fI符 

绘小翮泽巾图片 息小 该傲忽视，还也Il术 ·JI_匕／f 必要的 息或1I=}义0：不需添』Jll剑翮 Ifl， 尽 

坡人 艘忠实原作·}l1的 文火系 《厨房之仪 旭lIIII》 f‘六"贝的序flJ!ljl冬1片叫J米奇 }I 时分站 

牛奶帆 I ，传递 人兜的 息 

f1 和译作的文 5分＆【】卜 

fi： f f1 

N()W Ml(+KI~A l THl I{ H r KIT【：lⅢlE 【：RIEI) 

水 ． 人叫 -J rIi‘人 r 
(1t'xt in il speech hut J}】lP) 

(刈 巾的义 )l I ! 
CO{'K一 一̂I)()()I)I E I)()()! 

片rf 会活框 的义 址拟声 ，绘J 绘也地腱爪r水奇发⋯的J ， 史q 动属于 化火系、但 

【II} 小‘l ，蹦并转化为刈‘心火系，因为义0：部分IU J嘲 诉泼 “人，凫J⋯ 『l!译 有必要添JJll这佯的 

文 竹 I~,I lli}?COCK—A—D()()I E I)OO羽i“ ”+fil~Ila使渎 联想到公鸦打呜的声音，进 联想刮“灭 

兜”。 “大亮 r”这～ c』、Ifl：-I妾添』JIl到 义r『I’JJI5么溪者就小必心芬米 为什么发flI这样f19 J f’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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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考虑到如果读者是 识字的小朋友叫‘，他们未必能 解这个拟声词的含义，进而降低 r nn妥 H-： 丁̈ 

见，添加“天亮了”这个文 信息是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图片信息如何被译成文7信息或者图片信息是否需要在文字翻译中被提及，对于泽者来说足很棘 

手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爱达的小女孩，【尺1为她被要求照看她的小妹妹兀T『感到 

非常焦虑和害怕，她甚至幻想妹妹被强盗抓走 r，自己需要像妈妈一样去救妹妹。在第 开贞的图片 

中，爱达全神贯注地吹肴小喇叭来哄啼哭的妹妹，这时两个强盗 从屋子的窗户往罩爬。 

原作和译作的文 部分如下： 

作 弹作 

hta played he z’wondel‘horn to l-OI‘k the baby still—— 小妹妹， 义I刊．爱达恩哄妹妹小芟吵。爱达只帧吹行．没 意 

bui never watched． 来了小憾 

和上面提到的 片卡H对比，原作中图文互动是互补火系，两者共同展示了爱达为什么并flail何吹喇 

叭的。图片里有强盗出现，但文字部分并没有提到，这样 强 在下一扦页里出现在屋子 之前就产生 

了悬念。然而，中译本里图文瓦动转化为对应关系，因为 者把 片信息泽成了文字信息 ．换句话说， 

也就是文字描述和图片足平行的，爱达内心的恐惧通过强盗问时腱示了出来。这样的翻译策略使得读 

者更容易理解，因为他ffJ很快察觉到强盗溜到房问里准备抢止小妹妹。事实 ，强盗在前两张』l：页以及 

最后一页都出现在 片ff1，但是译者并没有在文字中提及他们，采用了和原作相同的图文火系 洋行之 

所以选择在第三张歼贞r{】用文字提及强盗，转变图文关系，正是因为在这里两个强盗开始策划行动来抓 

走妹妹。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对于主要阅读对象为儿童的绘本来说，译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真【I 做到 

为儿奄而洋，使得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绘本的语寿应该浅显易懂而不失活泼， ，简 的 

图文关系对于儿童而言也必定会增加绘本的可读性，所以译者有时会在翻译过程中对较为复杂的原作 

中的图文关系加以变化以迎合目的语读者——儿童，这种做法也小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除了图文关系层而 【 的变化，也要特别关注译者儿童观对于翻译的影响。《在那遥远的地力‘》的第 

九开页，水手爸爸的歌红营救爱达妹妹中起到了关键作Jf】 这里，图片 示爱达在“逆风” 飞，原作 

乖l1泽作的义字部分如下： 

／Ji(fi~ 洋作 

“If hta})aekwards in the rain 大 哗哗我／f —m， 

wouht only tunl around again 吹起号们阳I1if划、 

and ealeh those goblins with a Iune 都蕊咪发 拉p ， 

she’d spoil their kidnap honeynloon!” 吹破蜜Jj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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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的，从叙述中可以看出不管有多困难，爱达都会尽力救 自己的妹 

妹，而且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中文译作没有忽视爱达的内心独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指出这些话是 

爱达自己说的。原作强调了营救妹妹对于爱达来说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但译作并没有再现这一事 

实，译作中“吹起号角向前划”所处的语意环境与“backwards in the rain would only turn around again”完 

全不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原作中的文字部分很明确的指出爱达准备如何营救她的妹妹 ，因此关键词 

“backwards”是不应该在译文中省略的。译作并没有展现爱达所处的两难境地 ，也没有说明她当时在想 

什么，而是把这些转化为她的乐观以及大获成功的梦想。 

如果桑达克笔下的爱达是一个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忧心忡忡的小女孩，那译作则把她变成了一个斗 

志昂扬，勇于冒险的小姑娘。在这个例子中，译者对于童年的认知完全不同于桑达克。对于桑达克而 

言，童年并不是成人所希望的那般甜美与简单，他曾经说“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不争的事实是孩子们 

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生活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环境里，受到各种情绪的打扰。害怕和焦虑是他们 13常生 

活所固有的一部分，他们在不断地尽力和挫败抗争。童话让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_l 然而在中文译作 

中，桑达克版的童年被转化成了理想化的童年——天真无邪，无所畏惧。 

对于绘本的共性认识是绘本比写给成人的作品更容易理解，并且包含漂亮的图片，尽管人们都认识 

到了图画是绘本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在翻译过程中，图画以及图文关系还是常常被忽视。本文对于桑达 

克三个绘本中英版本的图文关系的对比分析，会让我们对于绘本特殊的语言以及图文问灵活多样的互 

动关系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Oittinen指出“在原作中，作者、插图画家、读者和出版商共同处于一个会话关系中；在译作中，这种 

会话关系进一步扩展，译者，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的语读者以及新的出版商也加入到了这个会话关 

系中”。l1 l】 所以，译文不可能和原文是完全的对等，但也不应该是完全脱离原文的。本文的对比分析 

指出了在译文中图文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几处例子，通过对例子的分析不难看出译作体现了对于 目的 

语读者的考虑以及译者对于图文关系的理解。 

在绘本中，文字与图画共同传达故事的主题，绘本中文字的衔接连贯远不如纯文字文本，这也显示 

出图画在绘本中的重要性。鉴于绘本这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以及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图文关系，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提高译本在目的语读者中的可读性。 

[参 考 文 献] 

[1]周俐．儿童绘本翻译研究的理论评述及展望[J]．英语研究 ，2013，(3)． 

[2]Nodelman，Perry．Words and Pictures：The Narrative Art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M]．Athens and London：The U of 

Georgia P，1988． 

[3]Oittinen，Riitta．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Translating Picture Books[J]．Meta：Translators’Journal，2003，(n。卜2)． 

[4]Schwarcz，Joseph．H．Ways of the Illustrator．Visual Communic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M]．Chicago：American Li— 

brary Association，1982． 

[5]Lewis，David．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Picturing Text[M]．London：Routledge，2001． 

[6]Sendak，Maurice．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M]．New York：HarperCollins，1963． 

[7]Sendak，Maurice．Outside Over There[M]．New York：HarperCollins，1989． 

[8]Sendak，Maurice．In the Night Kitchen[M]．New York：HarperCollins，1970． 

[9]莫里斯 ·桑达克．野兽国[M]．汉声杂志译．台北 ：英文汉声出版社 ，1987． 

[10]莫里斯 ·桑达克．厨房之夜狂想曲[M]．郝广才译．台北：格林文化，1996． 

[11]莫里斯 ·桑达克．在那遥远的地方[M]．郝广才译．台北：格林文化，1996． 

[12]Nikol~eva，Maria＆Carole Scott．The Dynamics of Picturebook Communication[J]．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01，(4)． 

[1 3]Sendak，Maurice．“Embracing the Child”，available from http：／／www．embracingthechild．org／Bookspecialsendak．htm， 

． 63 · 



2008．[Accessed 23 March 2017] 

[14]Oittinen，Riitta．Translating for Children[M]．New York：GaAand，2000 

How W ords and Pictures W ork in the Translation of 

Maurice Sendak’s Picture Books 

Bo Li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Taiyuan Normal Universily，Jinzhong 030619，China) 

Abstract：Chinese versions of foreign picture books have been for decades the mainstream 0f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 market in China，but academic interest in translating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has onlv started to 

emerge in recent years．A picture book，unlike other literary works featured by verbal language only
，
is best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pictures in the book．A translator of a Dicture b00k is 

thus faced with a challenging and significant task-the task of deciding whether the visual can be translated or 

whether the visual should be referred back to when translating．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noticeable 

changes in the word—and—picture interaction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Maurice Sendak’s picture books 

Where the W ild Things Are，In the Night Kitchen and Outside Over There
， and discusses how that relationship 

influences translators’strategies． 

Keywords：picture book；Maurice Sendak；word-and-pictur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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