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卷 第 6期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 6月Vol.33 JOURNAL OF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Jun 2017

“三言二拍”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邱 爽

( 成 都 中 医 药 大 学 外 语 学 院 ，成都 61113 7) *

摘 要 ：按 照 Sal d an ha的 译 者 风 格 研 究 方 法 ，以 韩 南 和 王 惠 民 的 “三 言 二 拍 ”英 译 本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从译 者 和 翻

译 文 本 等 方 面 对 两 译 本 进 行 研 究 ，探 究 两 位 译 者 在 译 者 风 格 上 的 差 异 及 其 成 因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二 者 具 有 不 同 的

译 者 风 格 ：韩 南 多 采 用 归 化 的 翻 译 策 略 ，在 意 “三 言 二 拍 ”的 学 术 价 值 ，重 准 确 和 完 整 ；王 惠 民 主 张 异 化 ，意在向西方

介 绍 中 国 文 化 ，重 沟 通 与 接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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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I 言
自 M〇n a B a ker[14 g 出“译者风格”以来，关于译者风格和翻译风格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Sal- 

d a n h a则 进 一 步 将 译 者 风 格 的 研 究 分 为 两 大 类 ：译 者 风 格 （transla to r ’ s sty le)和 翻 译 文 本 （translation 
sty le),前者主要考察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译者的语言习惯；后者则关注译文针对原文本和其他译本的翻译 

方式[2]。国内以具体的译者或者译本为对象，在译者风格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以“三言二拍”的 

译本为研究对象的还较为少见。自 1 6世纪起，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巅峰之作的“三言二拍”就开 

始了它在英语世界里的文化旅程，期间经历了不断被翻译和误读的复杂过程，逐步被接受与肯定，如今在西 

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在国外，对“三言二拍”的研究主要从译介和本体两方面展开。国内的英译研究主要以人物形象、语言 、 

选本等为研究对象，多是对单个学者或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尚无针对“三言二拍”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的对 

比研究。鉴于此，本文拟选取美国汉学家韩南 （ P a tr ic k H a n a n )教授以及华裔翻译家王惠民（T e d W a n g) )和 

陈陈 （ C h en C h en)的“三言二拍”英译本为考察对象，从译者和翻译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希望通过本研究，能 

为 “三言二拍”译本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参考。

二 、译 者 风 格 对 比 研 究

1 译者对比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韩南对于中国文学的造诣很深，宇 文 所 安 （ P e te rF ra n c e )把 他 与 David 
H aw k es， A n th o n y Y u ， D a v id R o y并 列 ，认为这四位翻译者大幅度提升了中国文学整体英译的水平，提供 

了忠实的全译版本，保存了原作的风格与风味[3]。对《金瓶梅》的研究，是韩南教授最早涉足的一个领域。他 

不仅研究《金瓶梅》的版本，文字，还对其引用的小说、话本 、戏 曲 、史书等都做了系统的溯源。而他对于李渔 

小说的研究，更为重要。他重译的《十二楼》（A T 〇™ er/or t/ieSMTMTwer H e a t)深受学术界的好评，他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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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戏》 O扣 r^ ) 成为美国很多大学东亚文学课程的必读资料，而最为经典的作品《肉蒲团》（77^ 

C a rn d  P r a ^ r M w )更成为唯一的一本在欧美得到学术界与大众传媒同时赞誉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小说。 

在小说史方面，韩南教授不仅对中国明清小说进行了深人地研究，并且对 中 国 1 9世纪的小说尤其是晚清言 

情小说以及鲁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我们选取的第二个译者王惠民是旅居美国的华人。他在中国出生成长，从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英语 

水平很高。他在中国时就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曾合作翻译过《红岩》、《六十年的变迁》、《白洋淀的故事》、《绿 

色的草原》等小说。由于具备跨东西文化的优势，王惠民发现有些英译作品，是由懂英文的中国人先翻译成 

英文初稿，然后再由英美国家的人根据初稿进行重写。经过这样的二道作业过程，原著中不少东西流失或被 

曲解了。另一些作品则完全是由外国人翻译的，由于对原著的理解不够，往往无法再现中文原著的文字和意 

境之美。因此，王惠民开始尝试以来源语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来进行翻译，并以母语读者的阅读经验作为翻译 

的出发点，不受限于原文，拥有增加，删减和改编的权利。

2.翻译文本对比研究

韩南教授的译本 ： Falling in L o v e : stories from M in g C h in a被称为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的翻译经 

典之作，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韩南教授在中国明清小说研究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更是因为译本本 

身的价值。在翻译形式上，延续了西里尔•伯奇 （ Cyril Birch)的《明代小说选》（S tor；y /ro w  aM iw g CoZZec- 
h 〇W)—书 ，强调保留原作的完整性，对于其中人话和诗词的部分都进行了翻译，并试图保留原作的语言韵 

味，充分传达原著的风貌。译本对于原文中涉及的典故，诗词等都做有详细的注释，韩南教授还在附录里译 

出《莽书生强图鸳侣》（7 7 e i?e e々M  S7 0 r )和《潘文子契合鸳鸯冢》（7 7 e O t e V  的文言版本，非

常具有研究价值。在序言部分，作者介绍了中国传统婚姻与中国古典爱情小说之间的冲突，白话小说和文言 

版本的关系，《石点头》的作者李渔，以及话本小说的风格特征等等。在这本选集中，除了《卖油郎独占花魁》 

一篇已有多种译本外，其他的选篇在英语译文里都很少见，尤其是《石点头》里的两篇作品。

王惠民和陈陈的译本 ： T h e O il V endor and the C o urtesanT ales from the M ingD ynasty 是英语世界里 

“三言二拍”最新的译本。作者一开始就在书的序言里说明，自己是以不同于学术译本为目标而进行的翻译， 

采用了一种相当自由的，不受任何学术传统束缚的方式。译本仍然以原文为基础，遵循原来的叙事顺序，但 

与学术型译本相比较，省略了人话和诗歌的部分，还缩短了故事的篇幅，省略故事中表现道德观、价值观的部 

分 。例如，在《徐老仆义愤成家》（7 7 e FaiT/wZ OW S erraw t)的故事里，原文在人话的部分，先引出了肖颖士 

与其仆人杜亮的故事，以说明理想的主仆关系，点出故事的主旨。王惠民和陈陈在译文里完全略去了这一部 

分 ，只保留了原文摘要的方式，预告读者故事的内容。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避免了介绍关于中国古代存 

在的一些道德观念，如“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等对于外国读者阅读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避免介绍杜亮愚忠的道德观，以突出故事主人翁徐老仆的崇高品德。而其后原文在引人故事时，使用了说 

话人与假想读者之间问答的方式：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个朝代？什么地方？”，译者在处理时，改以直述的 

方式，直接点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三 、差 异 的 原 因 分 析

1.文化过滤的不同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韩南教授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白话小说的研 

究更是成绩突出，他对于“三言二拍”的接受，是一种接受者因文化需要而主动向发送者文化学习并选择适合 

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容。他首先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需要，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这是带着交流、互补 、发 

展的目的去主动学习异质文化的；然后通过辨别、选择，过滤出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做进一步研 

究 ；最后把自己的研究与中国白话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韩南教授作为学术派的代表，他们对于“三言二拍” 

的翻译强调内容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文形式的完整性。他们的翻译对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和学习中国 

文化、文学的学生；翻译目的是为增加在国外的中国文学教材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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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惠民和陈陈作为民间翻译家的代表，他们的文化过滤则恰好是另一种情况，属于发送者文化的传播 

者主动带人接受者的文化地区。希望能提供读者以不同的视野来了解中国经典文学的机会，希望把中国古 

典文化中的优秀作品传播到西方，让西方人了解、接受。他们的目标读者是亚裔后代和对亚洲或中国感兴趣 

的大众，以及一般对于阅读有兴趣的普通读者。

2.翻译策略的不同

韩译本在形式上保留了原文的完整性，但在翻译语言方面运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选择运用英语的语法 

习惯取代原作中的中文表达。他首先在作品的名字上就做了简化处理：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只取了故事主 

角的名字（Shengxian),而《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是采用的关键物品 （ T h eR a in b o w  Slippers)来命名。对于原 

文中某些中国古代特有的称呼、谚语等都也进行了简化处理，以便于读者阅读。例 如，原文中的自称无论是 

“小的”、“在下”、“老夫”等都一律译作“I”，而表示第二人称的称呼，如“官人”等都用“you”。又例如，像“家丑 

不可外扬”这样的中国谚语，作者采用了英语的习惯用语，翻译为“you sho u ldn’tw a s h y o u r dirty linen in 
public” [4]15。我们在肯定韩译本的同时，也会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译作在翻译 

语言上的损失：采用英语习惯对原作进行翻译势必会失去中文表达的语言魅力，特别是“三言二拍”这样的话 

本小说，其中的一些谚语、俚语、俏皮话等不能被读者了解；其二 ，对于中国古代的习俗或典故的解释不够清 

楚 ，会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困扰。例如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婚配习俗中有一种叫“乘凶婚配”，是指在直系亲属 

过世百日内可成婚，否则就要等到三年孝期结束后才能婚配。这种英语世界里的读者很难理解的特殊习俗， 

在译本里的两个故事里都有出现，但作者并未做出解释：在《莽书生强图鸳侣》里有一句“有个族叔，主张乘凶

婚配....”译 作 ：“One of Shuihe ’ s relatives encouraged him to m arry even though he was still in
m ourn ing. ” [4] 184。在《潘文子契合鸳鸯冢》里 ，“其母慧娘，因媳妇年纪已长，又无兄弟亲族，孤身独自，急急 

收拾来家，使人到杭州唤儿子回来支持丧事，要乘凶做亲。”译作“S h e w a n te d h im  to see to his fa th e r’ s fu
neral and then m arry the girl ，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w eddingw ould take place during th em o u rn in g peri-
od.”[4]239。作者在之前的语言中对于中国传统的六种婚姻做了大量介绍，但对于译作中两次出现的“乘凶婚 

配”这一习俗却没有多做解释，确是译作的不足。另外，对于注解中一些诗词、典故的出处也有忽略和阐述不 

清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整体来说，无论是从选篇、形式、情节 、语言等方面综合考量，韩译本都可被 

称为英语世界里“三言二拍”翻译历史上最重要、最经典的译本。

王译本对于语言选择了保留，运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并不避讳使用直译的方式来重现中文里特有的词 

语 ，也没有运用大量的英文习语来置换原文的修辞，这些“不可译”的成分，恰好成为了译者增进故事趣味的 

方法，让这部译本更有中国氛围。关于原文中第一人称的称呼，为了配合中文的说话习惯，王惠民和陈陈没 

有全部翻译为“I”而使用了 “ this hum ble person” 、 “ th is sm all person”这样的自称，译出了原文中谦卑的语 

气 。而对于中文里的长度、货 币 、时间等单位的表达方式也全数保留。译者以拼音“m u”来 表 示 “亩”，用 

“ tae l”来计算价格，也以阴历“lu n a rm o n th”来表达时间。正是这种不同于学者的自由的翻译方式，使这部译 

本语言独特，富于趣味，在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翻译史上独树一帜。

四 、结语

本文将关注点从译本与原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转移到对译者风格的研究，通过对译者和翻译文本 

的对比发现：韩译本强调译本的充分性、完整性，重在挖掘其学术价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中国白话小 

说的英译研究提供参考；王译本突出接受性、娱乐性，希望通过译本沟通中西方文化，因而选用异化的翻译策 

略。我们在对比差异的同时，也发现翻译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离不开文化背景和语境，从而使翻译必须 

通过文化过滤。译者作为接受者，首先就应该对翻译对象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综合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在接 

受过程中带着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特征，从而在翻译过程中使译文经过了文化过滤，使本身民族文化渗透 

于译文之中。5]87两本译作因为在语言的转换中发生了文化过滤，造成他们在翻译对象、翻译目的和翻译策 

略上各有所取，从而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译者风格等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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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ors  ̂Styles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San Yan E r P a i"
Q I U  Shuang

(School of Foreign L anguages, Chengdu U niversity of T C M , Chengdu 611137 ,China)
A bstract: According to Saldanha’s tran sla to r’s style research m eth o d, th 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 an Yan^s and Wang Huimin^s "San Yan E r P ai" as the objects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la to rs and translation te x ts, analyzing the two tran sla to r’̂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s in the 
transla to r sty le. T 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 a t the two transla to rs have different tran sla to r’̂ s ty le s： Han 
Nanduo adopts 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 tra te g 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value of " 
San Yan E r P ai" and em phasizing accuracy and com pletion; Wang H uim in stresses alienation, intending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 e st, attaching im portance to com m 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Key words： "San Yan E r P a i"; translator's s ty le; translation stra teg ies; translation objective
(责任编辑：赵 华 责 任 校 对 ：罗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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