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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 于于比利时语 用学 家维索尔伦提 出的语 言顺应论 ，尝试从语 言结构对 象顺应的 角度释读荣如德 

译本《动物农 场》的翻译 ，解析译者 的翻译过程是 一个在语言使 用过程 中不断作选择 的过程 ，发现译本 在语 

言结构对象上的成功顺应，指出翻译过程中对原作以及 目标语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是译者成功译文的必 

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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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dapt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the Belgian linguist Jef．Verschueren，this paper at— 

tempts to interpret Rong’S translation of Animal Farm from the angle of structural obj ects of adaptability 

which is one of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adaptation theory，illustrating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s a continuously choice-- making process in the language use，thus discovering the successful ad— 

aptation of structural objects in Rong’S translation of Animal Farm，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adaptation of 

structural obj ects both in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s essential for 

a sllccessfll】trans】ation． 

英 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的小说 《动物农场》 

是一部 闻名世界的政治寓言小说。国内学者杨敏 

撰文分析小说中的语言与权力的关系_1 ；许焕荣 

比较了该小说与 《紫色》及 《重访巴比伦》的认 

知构架_2 ；刘 广远还探 索 了该 小说 与 《生 死疲 

劳 》的寓言性l_3 。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 

内涵。《动物农场》的中文译本中，荣如德 的译 

本非常受欢迎 ，荣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好地 

实现了动态对等原作。“语用学派认为翻译是信 

息交流活动 ，注重语言交流 中的运用效果 ，强调 

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的同等效力 。̈4””荣如 

德善于运用各种 四字成语 ，在细节部分适 当地增 

译 ，使译文逻辑连贯不违背原作精神 ，准确地再 

现了原文讽刺手法和寓言性 。 

翻译作为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从所译文本 

的取材到译语词汇句式的运用 ，翻译行为的每一 

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 。”I5]2。同时翻 

译作为语言的转换过程 ，必然会涉及到 目的语的 

重构，而译者对原语的语言结构之间作出顺应是 

目的语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选择顺应论 

的语言结构对象顺应 角度分析荣译本 《动 物农 

场》的翻译 ，意在指出译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不 

断作出选择的过程。荣译本 《动物农场》，成功 

地兼顾了原作和目标语的语言结构对象顺应。 

一

、 顺应与荣译本 《动物农场》 

维索尔伦认为 “使用语言必须连续不断地做 

选择 ，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是 由语 

言内部 (即结 构)的同时也／或者是语言外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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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所驱动的。l’，[ f6 使用语言是一个在语言使 

用过程中不断选择的过程。语言本身具备三种特 

性 ：变异性 、协商性和顺应性 。语言的这三种特 

性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 。 

维索尔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语言的四个不同 

角度 ，即语境相关成分的顺应 ，包括交际语境和 

语言语境 的顺应 ；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 ，包括语 

言不同层面上的结构顺应 ；动态顺应，即顺应是 

动态的，要放在语境和结构对象当中发挥其作 

用 ；顺应过程中意识凸显性方面的顺应。 

“以语 言使用 的种 种过程为 中心的语 用学 ， 

并不需要 自己的基本分析单元 ，因为语言选择过 

程是在表现出某种变异性的所有结构层面上展开 

的。”L63 结构对 象包 括不 同组 织层 面 上 的 “结 

构”，如语音 、单词 、从 句、句子 、超 句等 ，其 

中超句往往由一系列话语束组成，也是语境构建 

的一个 重要 因 素，它 讲 究 语 篇 的连 贯 性 和 关 

联性。 

语码和风格也属于此 “结构”。语码指 “一 

种语言的任何一种可以加以区分出来的变体，它 

涉及到：选择的系统性集合 ，而不管该变体是和 

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 、某一社会阶层及某一功能 

任务相联 系，还是 和某一具体 的使用语境相 关 

联 。” 。。风格 包括语 码、修 辞手 法及 句法结 构 

特点。 

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是实现动态顺应的必要 

条件。译者在翻译时，要综合考虑语境因素和两 

种语言在结构对象上的差异 。翻译过程中，是否 

保留原作的语言特色，是否采取 目标语 的习惯表 

达 ，是译 者综合 考虑后要作 出 的选择 。荣译本 

《动物农场》语言风格保持了原作的拟人和比喻 

手法 ，语言精炼易懂 。同时 ，也体现中文语言特 

色，比如译本中多次出现四字短语，而且译者在 

句子结构上也依据汉语表达 习惯作了适 当调整 。 

荣译本中语言结构对象的动态顺应主要体现在原 

作风格和话语构建要素的顺应两方面。 

荣译本对原作风格的顺应 

每一部作 品都有 自己的风格特点 ，这些风格 

一 方面让作品的面貌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往往和 

作品的主题也有密切联系。荣如德在翻译 《动物 

农场》时，在语码 、修辞手法和句法结构方面都 

分别体现了对原作风格 的顺应 。 

(一 )语 码 

语码的选择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结果 ，和语境 

有一定联系。荣译本 《动物农场》中对语码的顺 

应不在少数。 

例 1 why，work night and day，body and 

sOHl，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human race! ] 

毫无疑问，必须白天黑夜连着干 ，全身心投 

入工作 ，为把人类拉下马![816 

例 2 On it WaS pencilled the words：“Serves 

you right．”[ ]。。 

上面只有两个铅笔字 ：“活该。~[8180 

例 1中，why在原句中出现的略显突兀。但 

联 系该句前 一句 “what then must we do?”，l7 

能分析出这一句是对该问句的回答 。这句话是老 

少校 在 进 行 演 讲 鼓 励 动 物 们 造 反 时所 说 的。 

why一词非常 El语化 ，它在老少校的演讲 中有 

引起听众注意的作用 ，而且还发挥一定的衔接和 

过渡作用 ，提醒听众接下来所要说的就是对之前 

问题的回答。荣如德在将其翻译为汉语时，并没 

有直译 为 “为 什 么”，而是 选择 译 为 “毫无 疑 

问”，以免中文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这样 的译法 

看似与原文意思有差距 ，实则不然。因为这句话 

是对 “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演 

讲 中自问 自答的情况下 ，“毫无疑问”放在 回答 

的开头是很 自然的过渡 ，强调这一回答的毋庸置 

疑性。荣如德的翻译在这一对应细节上既忠实于 

原作精神，又考虑到了中文读者的阅读反应。 

例 2中的 serves you right是另 一个人类农 

场主在拒绝给动物提供帮助，并在动物战斗失败 

所写下的话 。既是在嘲笑动物的不 自量力 ，也说 

明了人类农场主对动物农场里动物 的厌恶之情 。 

译者在翻译为汉语时 ，用了 “活该”两个字 ，正 

是汉语中人们看到 自己厌恶的人在遭遇失败时的 

表达。这两个例子中，荣如德没有选择直译 ，而 

是在全面 系统 地考虑语境情 况下，选取 了语码 

“毫无疑 问”和 “活该 ”，这种选择均 与语境 契 

合，译者的这种翻译选择也恰好成功地实现了语 

码层面的顺应 。 

(二)修辞手法 

《动物农场》中明显运用 的修辞手法有拟人 

和比喻。整部小说 都把动物 当作人类 在进行 描 

写。因此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很大程度上保留 

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这种语言顺应能较好地 

保证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和原作读者的感受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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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如下例所示 ： 

例 3 Boxer and Clover would harness them— 

selves to the cutter or the horse? rake(no bits 

or reins were needed in these days，of course) 

and tramp steadily round and round the field 

with a pig walking behind and calling out“Gee 

up，comrade!”or“Wboa back，comrade!”[ ]” 

拳击手和紫苜蓿 自己套上 割草机 或马拉耙 

(嚼子和缰绳如今当然用不着了)，踏着沉稳的步 

伐在地里绕来绕去 ，由一头猪在后面一边走 ，一 

边视不 同 情 况 吆 喝 “驾，加 油 ，同志 !” 或者 

“吁，退后 ，同志 !”̈8]2。 

例 4 But the most terrifying spectacle of all 

was Boxer，rearing up on his hind legs and strik— 

ing out with his great iron? shod hoofs like a 

stallion．[ ]。 

但是模样最最吓人的要数拳击手 ，他后腿着 

地前身竖立起来 ，像一匹种马挥舞着钉有铁掌的 

两个大蹄子 。I8]3。 

例 5 This time they did not heed the cruel 

pellets that swept over them like hail．E7] 。 

此刻他们并不理会无情的铅沙弹像雹子一般 

在他们头上呼啸而过 。L8]。 

这三个例子都采用了拟人手法。例4和 例 5 

中还运用了比喻。这些拟人手法和 比喻手法 的语 

言顺应在荣译本中都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 。 

例 3描写的是动物们辛苦劳作时 ，一只猪不 

停发号施令 的场景 。Calling out是拟人手法的运 

用，荣如德在翻译时选择将其译为 “吆喝”，而 
一 只猪 的 “吆喝”在汉语 中也是拟 人手法 的运 

用 。猪的趾高气扬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在处理 

Gee up和 Whoa back，译 者分 别 翻译 为 “驾” 

和 “吁”，则充分表现出猪 的丑恶嘴脸 以及它将 

动物们完全当作劳作工具的心态，因为在汉语 

中，人类驱赶牲畜时会用到这两个语气词 ，译者 

翻译 时的这种语 言顺 应成功地 体现 了原 文的风 

格 ，并使 目标读者获得了与原作读者相似的阅读 

感受 。 

例 4描写了拳击手在和人类战斗过程 中的表 

现和动作。like a stallion使用了明喻，译者在翻 

译时选择直译成 “像 一匹种马”，很好地表现出 

了拳击手战斗时的力量之大。例 5也是描写人类 

和动物战斗 的场景 。英语 like hail同样也采用 了 

明喻，译者 翻译成 “像雹子一般”。荣 如德翻译 

时做到了修辞手法方面的顺应。使得中文读者仿 

若亲临战场 ，感受到战斗 的激烈。这种语言顺应 

的翻译选择栩栩如生地传递了原作的神韵。 

(三 ) 句法结构 

荣如德 的译本除了考虑语码和修辞手法的顺 

应以外，还兼顾到对句法结构的顺应。译者在翻 

译原作时，一些地方保 留了原作所具有的句法结 

构 。比如排 比句式和 there be句式 。 

例 6 Let US face it：our lives are miserable， 

laborious，and short．[ ]。 

我们还是实话 实说吧 ：我们 的生命 是悲惨 

的 ，劳苦的 ，和短促的。l8 

例 7 He stole the corn，he upset the milk? 

pails，he broke the eggs，he trampled the seed— 

beds，he gnawed the bark off the fruit trees．[ ] 

他偷吃谷物 ，倒翻奶桶，打破鸡蛋 ，践踏苗 

床 ，啃去果树皮 。[836o 

例 8 There were shoutings，bangings on the 

table，sharp suspicious glances， furious deni— 

als．[ ]。 

那里边有破 口大骂的，有拍桌子 的，有犀利 

的目光 怀 疑对 方 作 弊 的，有 气 急 败 坏 矢 口否 

认的。[81111 

例 6中，原文是排比句 ，老少校一连用了三 

个形容词来描述动物们 的生活困境 ：miserable， 

laborious，short。荣 如德在 翻译 时，保 留排 比 

句式 ，对应地翻译为悲惨 的，劳苦 的，短促 的， 

把动物们生 活情 况的残酷逼 真地展现在读者 眼 

前。例 7中，原文也是排比句，描写所谓的背叛 

者雪球 的一系列破坏行为，译者翻译时也保 留了 

原作 中的句法结构 ，“偷吃谷物”、“倒 翻奶桶”、 

“打破鸡蛋”和 “践踏苗床”这些翻译短小精悍 ， 

使得中文读者一眼就了解 了雪球的破坏行为 ，感 

受到其他动物对雪球憎恨 的程度快速升级。 

例 8中采用的则是 there be句型，其对应的 

汉语结构为 “⋯⋯有⋯⋯”，描绘了房屋 内的猪 

和人类 聚会 的场景 。译 者在处理这个 句子结构 

时，将其翻译为 “⋯⋯有⋯⋯”的，保留了原作 

的排 比句式，使 中文读者看到领导者猪变成人类 

以后的一系列丑陋嘴脸 ，一连使用 四个 “有⋯⋯ 

的”，形 象地呈现 了房屋 内 的嘈杂 和混乱 不堪。 

这种对句法结构层面的顺应翻译 ，既有利于对原 

作意思的准确表达，又使中文读者真切感受到动 

物生活的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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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译本 中话语构建要素的顺应 

话语构建要素位于语言结构 的不 同层面上 ， 

“这些不同的层面是：语音、词素、词、小句、 

句子和命题 。_6]] ̈ ’下文将从语 音、词汇 和句子 

三个层面来分析荣译本 《动物农场 》对话语构建 

要素的顺应 。 

(一 )语 音 

在英文原著 《动物农场》中，有不少对动物 

所发声音的细致描写 ，荣译本 《动物农场》中， 

译者也认真对待 了这一现象 ，顺应 了汉语中相应 

的描述声音的词汇。这种译法，有助于保留原作 

的风格和内容 ，也使 中文读者能充分地感知到这 

种曾出现在现实生活 中的声音 ，进而丰富他们的 

阅读体验。 

例 9 The COWS lowed it，the dogs whined it， 

the sheep bleated it，the horses whinnied it，the 

ducks quacked it．[ ] 

母牛唱得是哞哞的低音声部，狗的哀叫适用 

于长腔 ，羊 的咩咩、马 的嘶鸣、鸭子 的呷呷声 ， 

统统各得其所。[8311 

例 1O The hens woke up squawking with 

terror because they had all dreamed simultane— 

ously of hearing a gun go off in the distance．[ ] 。 

母鸡惊醒过来吓得咯咯直 叫，因为她们 同时 

做了个相 同的梦 ，听到远处一声枪响。[8]s s 

例 9描绘了动物们在听了老少校的演讲 以及 

《英格兰的生灵》的演 唱后 ，集体 歌唱这 首歌的 

场景 。原文中，对于每一个不 同的动物 ，都用了 

不同的动词来展示他们声音的不同特点 。译者在 

翻译时 ，根 据汉语 中对 这些动 物发 出声音 的认 

识 ，较完美地进行了翻译 ，“哞哞”的母牛 、“咩 

咩”的羊和 “呷呷”的鸭等意象构建了每个动物 

为了歌词中美好生活而期待而吟唱的场景，读者 

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每一个动物的热情和殷切 

期盼 。例 l0是对母鸡 惊醒后发 出声音 的描写 ， 

“咯咯直叫”的翻译非常符合汉语中对鸡叫声一 

片的描述 。这两个例子都说 明荣译本顺应了话语 

构建要素中对语音要素的构建 。 

(二 ) 词 汇 

词汇是话语构建中的另一个要素。在创作的 

过程中，对词汇的选择关系到作者是否能够准确 

完美地呈现他的思想 。因此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 

要非常重视对词汇的选择。荣如德在翻译 《动物 

农场 》时，很显然在这个方面下了功夫 。 

例 I 1 Embolden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windmill， the human beings were inventing 

fresh lies about Anima1 Farm．[ ] 

风车坍塌使人们的腰杆子又硬了起来 ，他们 

正在炮制种种新鲜出炉的谎言，都与动物农场 

有关 。[ 瑚 

例 1 2 The grass and the bursting hedges 

were gilded by the level rays of the sun． 

来自水平方向的脉脉斜晖在草地和苍翠欲滴 

的树篱上抹了一层金色。[8 

例 1 3 If Pilkington and his men would help 

them ，the day might yet be won．[ 

要是皮尔金顿能带人前来增援，动物农场也 

许还有可能反败为胜。[8]80 

例 I1中，原文是对 动物们辛苦建造的风车 

倒塌 以后人类反应 的描写 。invent本 意是制造 、 

创造的意思，若直接翻译为 “制造谎言”在语意 

是可接受 的，但是联系具体的语境，会发现这样 

的翻译无法体现m人们迫不及待地很快地编造各 

种谎言的心态 。荣如德将其翻译为 “炮制”，看 

似有些过译了，实际上却很好地表现出人们的迫 

不及待和添油加醋 ，让读者看到谎言散播泛滥并 

将有可能愈演愈烈的态势。 

例 12是对动物们趴 在小 山丘上所见景色的 

描写 。荣如德将 gilded翻译为 “抹了”，带有拟 

人手法 ，使得美景充满灵 动。例 13中，是对动 

物们在战斗中希望得到人类帮助的心情描写。荣 

如德把 help翻译为 “增援”而不是 “帮助”，非 

常符合当时动物们明显处于下风的境况，同时也 

告诉读者这的确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如果译者只 

是将其简单地翻译 为 “帮助”，则无 法在译文 中 

再现动物们处于弱势的实际情况 。 

上例分析显示荣如德充分考虑到了语境 ，在 

词汇的选择上成 功地做到 了话语 构建 中的词汇 

顺应 。 

(三 ) 句子 

英语是一门讲究形合的语言，句子结构上往 

往会有明显 的连接词出现 ，例如 and，but，or等 

词汇 ，而汉语却是一门讲究意合的语言 ，在形式 

上没有很多连接词。这就导致 “某个词的语法意 

义使其可能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具有相同语 

法意义的词来翻译。_9]1”因此译者在翻译时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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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种语言的这种差异。 

例 14 Remove Man from the scene，and the 

root cause of hunger and overwork is abolished 

for ever．E ]。 

只要把人赶下台，造成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 

的个人本原因便可永远铲除。[8]5 

例 15 It was feared that the men might have 

harmed her in some way，or even carried her off 

with them．[ ] 

大家担心那帮人会用什么手段伤害她，甚至 

把她掳走 。[。]拍 

例 1 6 But Napoleon was too clever 

for him．E71 60 

可是拿破仑太聪明了，岂会上他 的当。[。]78 

例 14中，原文出现了链接词 and，用来连 

接两个分句，指出了把人类赶走以后的美好蓝 

图。但是在将其翻译 为汉语时 ，and在这种情况 

下却找不 到对应 的词 ，不能 直接翻译 为 “和”。 

通过分析原文的句法结构 ，发现这句话在意思上 

有条件句句式的特点。荣如德在翻译为汉语时， 

用了 “只要 ⋯⋯就⋯⋯”这一汉语中用来表示条 

件句的结构，很好地解决了译文在这两个分句上 

可能会出现语义断裂 的问题 。 

此外 ，英语 中经常会 出现形式主 语 it作句 

子主语的结构 ，以避免句子的头重脚轻。但在汉 

语中，却没有这样的形式主语，汉语更习惯直接 

用真正的主语作句子结构的主语。例 15就是这 

样一个例子。原旬是用 it作形式主语，men才 

是真正 的主语 。译 者在 翻译 为汉语 时，直 接将 

men提前 ，翻译为 “大家”，更加顺畅 自然 。 

例 16体现了英语介词 的妙用 ，译者在翻译 

for时并没有将其 翻译为 “对于”，荣如德虽然在 

形式上看似省略了介词所表达的这一层意思，在 

内容上却通过增译很自然地将其表达出来了。他 

的译文，体现了拿破仑非常聪明的事实，同时 

“岂会”这一个词 的添加更加展现 了拿破仑 自以 

为聪明的洋洋得意。 

以上翻译说明了译者综合考虑 了英语和汉语 

各自的特点及差异，很好地顺应了句子结构，使 

得译文更加逋顺流畅，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四、结论 

《动物农场 》是乔治 ·奥威尔所作的一部反 

极权主义的政治寓言小说 。译者在将其翻译为中 

文时 ，显然不能忽视这一主题 。在此基础上 ，还 

要充分考虑汉英的语言差异。分析发现荣如德的 

中文译本在词汇，句子，修辞手法等各个语言结 

构层面上都实现了顺应，既很好地保留了原作风 

格 、突出原作的精神和主题 ，又符合汉语的文化 

语境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心理，实现 

了中文读者和原作之间成功的交流。同时 ，对荣 

译本 《动物农场》中语言结构对象的动态顺应解 

析也体现了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对翻译有着一定的 

实践指导价值 ，对解读翻译过程 中的各种现象有 

很好的阐释力 。译者在翻译时 ，必然要考虑到如 

何尽量减少两种语言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可能造成 

目标语读者理解上的误 区，关注两种语言在语言 

结构对象各个层面上的差异 ，因此在具体的翻译 

过程 中，在选择如何翻译时会不断地作 出协商和 

选择 ，最后实现各种层面上的动态顺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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