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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翻译学引入接受美学，扬弃文本中心论，强调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中心地位、读者的期待视
野和审美意识决定文本翻译的方向。从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分析考古术语英

译的接受美学观，对今后的考古术语汉英翻译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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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国考古术语的翻译

研究不断深入，有从清代严复“信达雅”的普适

翻译原则出发进行探讨的，刘庆元在《文物翻译

的“达”与“信”》一文指出，在处理文物翻译这种

特殊的应用翻译时，在“信”与“达”产生矛盾

时，要优先“达”，才能达到最佳的译文效果

（２００５：４１）；师新民在《考古文物名词英译探讨》
一文中将“信达雅”原则与考古翻译的文本特点

相结合，提出民族性、简洁性、信息性、回译性等

考古翻译的具体原则（２００７：６１－６３）。也有从
直译与意译的角度探讨考古词汇翻译，《论谈考

古词汇的翻译————以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出土

的文物为例》的一文强调译者发挥创造性，直译

或意译，在目的语中选择精确的词语（吴敏焕，

２００９）；《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下考古发掘报告
的翻译》一文中，又从语义对等、文体对等和读

者反应对等三个方面，分析如何从语义到文体找

到译语中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来再现原文信

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从而产生较高品质

的译文（吴敏焕，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从这十年的
研究文献资料里可以发现，考古翻译从对文本的

细致探讨，逐渐发展到对译者角色的研究，对读

者的关注也有所提及，但还不够深入。

二、关照读者的翻译视野

随着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接受美

学的影响下，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翻译

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翻译界新的动态和方向。

接受美学的翻译理论扬弃了文本中心论，强调了

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中心地位，读者的期待视野和

审美意识决定了文本翻译的方向。接受美学的

翻译理论不仅在文学翻译领域得到重视和发展，

而且在如旅游、外宣、广告等应用翻译领域中也

有研究成果，但是用接受美学翻译理论指导考古

汉译英翻译的实践尚无先例，下面就从读者的语

言习惯、背景文化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来进行分

析考古术语汉译英翻译的接受美学观。

（一）语言习惯。有人说，“如果亚里士多德

会讲汉语，他就不会是亚里士多德；如果孔子会

讲英语，他就不是孔子。”（高一虹，２０００：１）不同
民族的思维模式的确影响着语言的发展，汉语与

英语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读者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译文要

符合读者语言表达的习惯。

１修饰语的词序。汉语考古术语中心词一
般放在最后，修饰语字数越多，越远离中心语，自

左往右，依次为１．表示领属关系的词语；２．表
示时间或处所的词语；３．数量短语；４．主谓、动
词、介词短语；５．双音节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
６．不用“的”形容词 （＋中心语）。翻译时，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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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序会发生变化，英语修饰语的词序排列可以

用一首口诀来记忆：美小圆旧黄，法国木书房，即

自左往右，依次为１．表示性质的词语；２．表示
大小的词语；３．表示形状的词语；４．表示新旧
的词语；５．表示颜色的词语；６．表示产地的词
语；７．表示材质的词语；８．表示功能的词语 （＋

中心语），而且介词短语、非谓语动词短语、定语

从句等较长修饰语往往放在中心语后面。例如

在湖北枣阳九连墩发掘的战国时期文物“龙耳

铜方壶”，曾经被错误翻译成“Ｂｒｏｎｚｅｓｑｕａｒｅｐｏ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ａｐｅｄｅａｒｓ”，这就违背了英语读者
的表达习惯，即表示材质的修饰词 ｂｒｏｎｚｅ要紧
跟中心词 ｐｏｔ，所以更好的翻译为：“Ｈｕ，ｓｑｕａｒｅ
ｂｒｏｎｚｅｐｏ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ａｐｅｄｅａｒｓ”；再例如“中
国古代建筑”被翻译成“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这也违背英语读者将“国名修饰语”放置在
“时间修饰语”后的表达习惯，正确的翻译应该

为：“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２中心词的位置。汉语中心词多放在修饰

语后面，而英语中心词的位置富于变化，可在修

饰语之前，也可在修饰语之后或中间，如考古术

语“鹿纹彩陶盆”的中心词“盆”放在了汉语短语

的最后，翻译成英语时可以考虑英语读者的表达

习惯，将它调整到短语的中间，即为：“Ｐｅｎ，
ｐａｉｎｔｅｄｐｏｔｔｅｒｙｂａｓｉｎｗｉｔｈｄｅ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ｓ”，英语中心
词“ｂａｓｉｎ”前面有分词形容词修饰语 ｐａｉｎｔｅｄ，后
面有介词短语修饰语 ｗｉｔｈｄｅ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ｓ，位置灵
活。

（二）文化背景。考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

题，更是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王佐良先

生曾经说过：“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

是两种文化不同”，“（译者）他处理的是个别词，

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２０００：２０）文化背
景是指特定文化下的人物物品、意识观念、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等。中国几千年优秀遗产文化要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承与发扬，必须充分考虑读

者的接受程度，译文必须在原文与译文所涉及的

两种不同的特定文化观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才

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抵制（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２０１０：
３５）。

１人物物品／意识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国古代建

筑独特结构“枋”，即两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横

木，断面一般为矩形（２００２：５４７），这种结构在西
方建筑上很少见，如果采用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音译
法），使用汉语拼音简单地将它翻译为 “ｆａｎｇ”，

这在英语读者中间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让他们

对这种建筑结构心生厌恶，因为在英汉双解词典

里，英语单词“ｆａｎｇ”的解释是：“ａｌｏｎｇｓｈａｒｐｔｏｏｔｈ
ｏｆ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ｓｕｃｈａｓａｄｏｇｏｒａ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ｓｎａｋｅ
（犬、毒蛇等）的尖牙”（２００４：６１３）。在这种情况
下，增加阐释性文字来翻译中国古建筑结构

“枋”：“Ｆａｎｇ，ｓｑｕａｒｅｔｉｍｂ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ｔｗｏｐｉｌ
ｌａｒｓ”，才能够更好地为英语读者接受。再例如在
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古物“元青花折枝牡

丹孔雀大罐”，被翻译成“Ｇｕａｎｊａｒ，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ｗｉｔｈ
ｕｎｄｅｒｇｌａｚｅｃｏｂａｌｔｂｌｕ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ｅａｃｏｃｋ
ａｎｄｐｅａｈｅｎ．１４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Ｄ”。在西方文化里，

孔雀是狂妄傲气、爱慕虚荣的形象，人们经常说

ａｓｐｒｏｕｄａｓａｐｅａｃｏｃｋ（像孔雀一样高傲），牡丹只
不过是一种普通花卉。但是在中国文化里，牡丹

是百花之王，代表荣华富贵；孔雀是百鸟之王，代

表吉凤呈祥，这些深刻寓意在译文中得不到传

达，中国古物的内涵也就无法真正为英语读者体

味。同样地，需要增加阐释性文字以添补文化之

间的差异，即 “Ｇｕ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ｌａｚｅｃｏｂａｌｔｂｌｕ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ｊ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ｅｏｎｙａｎｄａ
ｐｅａｃｏｃｋ，ａｋｉｎｄｏｆ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ａ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４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Ｄ”。
２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考古术语汉译英动态数据库的词条“南阳

市万家园画像石墓由墓道、封门、墓门构成，并且

发现９块画像石”里的“封门”，是中国民间风俗
里特有的概念，它是用来封闭墓室的厚木板，英

语里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不能简单地翻译为

“ａｓｅａｌｅｄｄｏｏｒ（封闭的门）”。为了让英语读者
准确理解，需要增加文字进行阐释性翻译，即

“Ｆｅｎｇｍｅｎ，ａｐｌａｎｋｕｓｅｄｆｏｒｓ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三）审美感受。随着各个民族社会历史文

化条件和生活环境，长期在不同民族心理深层进

行沉淀，不同民族的读者在审美感受上，存在不

同的差异（刘长林，２００８）。在考古术语汉译英
时，我们要考虑英语读者的审美感受，不能一味

将汉语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标准强加于英语读者，

在翻译时尽量避免不地道的中式英语。

１词汇的审美感受。
颜色词是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颜色的描

述，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寓意作用，折射出社

会的生活特征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英汉两种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颜色词语的审美感受存

在差异。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青，东方

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在中国古代社会里，

“青”象征着庄重古朴，传统的器物和服饰上多

为青色。“青”本义为蓝色（青天），《荀子·劝

学》中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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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表嫩绿色（青草），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

安西》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青”还可以代

表黑色（青丝），唐代李白古诗《将进酒》中有：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西方

文化中，蓝色象征着高雅端庄，圣母、天使的衣服

和艺术徽章是蓝色（彭秋荣，２００１：３１），而不是
绿色。因此，在翻译考古术语中的颜色词，要充

分考虑英语读者的审美判断。例如首都博物馆

里陈列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

枕”，其英语词条是“ｇｒｅｅｎｉｓｈｗｈｉｔｅｇｌａｚｅｄｐｉｌｌｏｗ
ｗｉｔｈａｐｌａｙｓｃｅｎｅ”，“青”被翻译成“ｇｒｅｅｎｉｓｈ（淡
绿色）”，而忽略了实物的颜色，会引起英语读者

审美上的困惑，翻译成ｂｌｕｉｓｈ更为妥帖。
中国５千年的历史文化是精耕细作的内陆

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的主体是希腊、罗马文化，

起源于４千年前以航海扩张拓展为生的腓尼基
文化（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周芳珠，２００４：１５）。
中西文化生活方式的历史差异，决定了汉语读者

对词汇的理解是聚焦思维模式的审美感受，而英

语读者属于发散性思维模式的审美感受。汉语

考古术语用字简短精炼，却有着丰富内涵，往往

用具体数字表达抽象概念，翻译时，应该充分考

虑英语读者与之相反的审美感受。例如“‘蚩尤

受庐山之金（铜）而作五兵’是江南地区最早用

铜记载”，考古术语“五兵”用字凝练，字面上的

含义是“五种兵器”，具体指哪几种兵器，也很难

考证，其实是泛指各种兵器，翻译时应该考虑英

语读者的发散思维，“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ｅａｐｏｎｓ”比
“ｆｉｖｅｗｅａｐｏｎｓ”的译文更妥帖。
２句子结构的审美感受。
汉语是一种意合的语言（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句子结

构较为流散灵活，连接各部分靠的是语义与意

境；而英语是一种形合的语言（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句子
结构较为缜密严谨，用关联词连接各部分形成整

体（周芳珠，２００４：３８）。汉语句子的主语或者谓
语可以省略，而英语句子必须有完整的主语和谓

语。例如青铜矿冶文化考古词条“经考古发掘，

共清理出打制石器８８件，以及大量古生物化石。
这处遗址的发现将矿冶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二、三

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被翻译为：“Ｉｎ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８８ｃｈｏｐｐｉｎｇ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ａｌｏｔｏｆｐａｌ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ｓｓｉｌｓｗｅｒｅｃｌｅａｎｅｄｏｕｔ，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ｃｋｔｏ２００，０００
ｏｒ３００，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译文中，ｔｒａｃｉｎｇ的主语是
“…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ｆｏｓｓｉｌｓ”，英语读者会觉得莫名其
妙，建议改为：“Ｉｎ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８８

ｃｈｉｐｐｅｄ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ａｌｏｔｏｆ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ｓｓｉｌｓ
ｗｅｒｅｃｌｅａｎｅｄｏｕｔ，ｗｈｉｃｈｔ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ｍｉｎ
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ｃｋｔｏ２００，０００ｏｒ
３００，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关联词ｗｈｉｃｈ引导的非限定
定语从句，指代前面整句话，即定语从句的主语

是“这处遗址的发现”。由此可见，考古术语汉

译英翻译应该遵循英语句法的严密逻辑，才能满

足英语读者严谨的审美感受。

三、结语

接受美学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主体性，翻译

时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语言习惯、背

景文化和审美感受。如果将接受美学的翻译观

融入到考古术语的英译实践中，这样才能让英语

读者通过他们感受妥帖得体的译文，更好地认识

和了解中国遗存的历史文明，领略和欣赏华夏千

年文化博大精深的醇厚魅力，从而唤起他们心中

对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向往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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