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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率先建立首个 “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ꎬ 以动词为切入点ꎬ 对金庸小说三部全译文的 “武

译” 进行实证研究ꎬ 弥补以往武侠小说英译定量研究的缺乏ꎬ 同时ꎬ 通过索引词图和动词对译模式来揭示国内外译

者们在金庸小说 “武译” 方面的精华和不足ꎮ 基于此ꎬ 创新提出武侠小说翻译的方法ꎬ 旨在提升武侠小说翻译质量ꎬ
促进中国武文化的对外传播ꎮ

关键词: 语料库ꎻ 金庸ꎻ 武侠小说ꎻ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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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已经翻译为多种语言ꎬ 在域外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分

子ꎬ 但直到 ２００９ 年ꎬ 学界对金庸小说英译的研究才得到迅速发展ꎮ 精彩的武功描写是武侠小说区别

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ꎬ①却也是武侠小说英译的一大难题ꎬ 学界对金庸小说的 “武译” 不乏研究:
有学者讨论武功的英译取舍以及各种英译策略ꎻ②有学者从门类、 招式和理论三层次分析武功英译ꎬ
归纳武功英译四大原则ꎻ③有学者聚焦武功术语的英译ꎬ 倡导武功英译实现可视化和美感ꎮ④但是ꎬ 以

往金庸小说 “武译” 研究囿于对少量案例进行主观判断ꎬ 导致例证重复或相似ꎬ 而全面系统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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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非常罕见ꎮ 同时ꎬ 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创始人邢福义教授指出汉语构句最基本内在机制是 “动词

核心ꎬ 名词赋格”ꎬ① 动词为一个句子提供了复杂的句法和语义信息ꎬ 动词承担了最为重要的句法任

务ꎬ 扮演了一个整体性的角色ꎬ② 由此可见动词在汉语中的关键作用ꎮ 而且ꎬ 动词确立了生命行为ꎬ
是世界的本相ꎬ 生命就是动词的先验及物对象ꎬ 武功只是对动词本相的模拟ꎬ 动词一旦入境ꎬ 多数

能还原为武打画面ꎬ 勾起对功夫行为的回忆或想象ꎬ 与原型匹配ꎮ 某种意义上说ꎬ 动词决定了武侠

小说生命气息的流动ꎬ 武侠小说若失去了动词ꎬ 就失去了生命力ꎮ 因此ꎬ 动词理应成为金庸小说

“武译” 研究的焦点ꎮ
鉴于此ꎬ 本研究率先建立 “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ꎬ 以动词为切入点ꎬ 对金庸小说所有

全译文的 “武译” 进行考察ꎬ 考察项目包括金庸小说原文和译文词类分布及动词对译模式ꎬ 旨在回

答以下问题: １ 金庸武侠小说武功描写有哪些特征? ２ 英译文在 “武译” 方面有哪些特征? ３ 译

文特征是否忠实于金庸武侠小说原文? 以期能深入掘进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本体ꎬ 拓宽文学翻译研究

领域ꎬ 为武侠小说英译乃至中国武文化传播提供借鉴ꎮ

一、 研究设计

为确保语料代表性ꎬ 本研究自建的语料库只收集金庸武侠小说全译文ꎬ 排除节译文ꎻ 只收集正

式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文ꎬ 排除网络上匿名的英译文ꎮ 迄今为止ꎬ 金庸小说只有三部出现了全

译文并得以出版ꎬ 分别为 «雪山飞狐» (Ｆｏｘ Ｖｏｌ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７６ 年修订本

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鹿鼎记» (Ｔｈｅ Ｄｅｅｒ ＆ Ｔｈｅ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ꎬ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８１ 年修订本

及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版) 和 «书剑恩仇录» (Ｔｈｅ Ｂｏｏｋ ＆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ꎬ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７６ 年修订本及牛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这三部小说原文及其全译文都被收入笔者自建的 “金
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 (见表 １)ꎬ 金庸小说原文库 (ＣＭＡＦ) 库容 １８５２０３８ 字ꎬ 译文库 (ＣＴ￣
ＭＡＦ) 库容 ９４４８６４ 词ꎬ 这两个对应子库总库容 ２７９６９０２ 字 /词ꎬ 这是首个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

料库ꎬ 具体信息如表 １ (见下页)ꎮ
金庸武侠小说原文采用中国科学院开发的 “汉语词汇分析系统” (ＩＣＴＣＬＡＳ) 北大二级标准分词

标注ꎬ 并辅以人工校对ꎻ 英译文采用兰卡斯特大学 ＣＬＡＷＳ４ (Ｃ５) 赋码器进行词性标注ꎮ 由于部分

武功描写在英译中被省略ꎬ 而且段落在一定程度上比句子更能体现武功的全貌ꎬ 原文库和译文库之

间只实现了段对齐ꎮ
本研究既采用单语类比语料库方法ꎬ 先描述金庸武侠小说区别于汉语其他原创小说的特征ꎻ 再

描述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文区别于英语其他原创小说的特征ꎮ 又使用双语平行语料库方法ꎬ 对比金庸

武侠小说原文库和译文库ꎬ 剖析英译文在 “武译” 方面还原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特征的实际情况ꎮ

二、 金庸小说原文和译文词类分布

(一) 金庸小说原文词类分布

借助检索软件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 ４ １ꎬ 可获得各主要词类在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库 (ＣＭＡＦ)、 兰卡斯特汉

语语料库小说库 (ＬＣＭＣＦＩＣ) 和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武侠小说样本库 (ＬＣＭＣＮ) 中的分布情况 (见
表 ２ 和图 １)ꎬ Ｐ １ ＝ＣＭＡＦ / ＬＣＭＣＦＩＣꎬ Ｐ ２ ＝ＣＭＡＦ / ＬＣＭＣＮꎬ Ｐ<０ ０５ 默认为统计上重要ꎬ “∗” 代表重

要性水平ꎬ “＋” 代表过多使用ꎬ “－” 代表使用不足ꎮ 作为参照库ꎬ 肖忠华博士创建的兰卡斯特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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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小说库 (ＬＣＭＣＦＩＣ) 代表了汉语原创小说的语言特征ꎬ 该小说库中第 Ｎ 类专门收录武侠小说

样本ꎬ 包括向恺然、 梁羽生和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ꎬ 故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武侠小说样本库 (ＬＣＭ￣
ＣＮ) 可以代表汉语原创武侠小说的语言特征ꎮ

表 １　 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

文本及版本
库容

(字 / 词)
总库容

(字 / 词)

金庸小说原文库

(ＣＭＡＦ)

雪山飞狐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７６ 年修订本
１２８ꎬ ７１７

鹿鼎记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８１ 年修订本
１ꎬ ２１５ꎬ ２４３

书剑恩仇录

明河社出版 １９７６ 年修订本
５０８ꎬ ０７８

１ꎬ ８５２ꎬ ０３８

金庸小说译文库

(ＣＴＭＡＦ)

Ｆｏｘ Ｖｏｌａｎｔ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１１８ꎬ ３５０

Ｄｅｅｒ ＆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Ｓｅｃｏｎｄ / Ｔｈｉｒｄ Ｂｏｏｋ)

(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版)
６２０ꎬ ８００

Ｂｏｏｋ ＆ Ｓｗｏｒｄ
(牛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２０５ꎬ ７１４

９４４ꎬ ８６４

合计:２ꎬ７９６ꎬ９０２

由表 ２ 可知ꎬ 金庸武侠小说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ꎬ 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频率都显著高于

汉语其他原创小说ꎬ 且经卡方检验ꎬ 这些差异都具有显著性ꎬ 说明金庸武侠小说摹物叙事生动形象ꎮ
小说本就比其他语体包含更多的动作描写ꎬ① 故动词在三个库中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类ꎮ 但即便如

此ꎬ 金庸小说中动词的过多使用仍然清晰可见ꎬ 每百万词中动词的使用超过 ２７９ ８００ 次ꎬ 即每四个词

中至少有一个是动词ꎮ 金庸小说中动词使用频率 (２７ ９８％) 高于汉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２４ ５１％)ꎬ 经卡方检验ꎬ ｘ２为 ９９４ １８ꎬ Ｐ<０ ０００１ꎬ 说明金庸小说动词使用与汉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

具有显著差异ꎮ 同时ꎬ 金庸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２７ ９８％) 甚至高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动

词使用频率 (２５ ００％)ꎬ 经卡方检验ꎬ ｘ２为 ２００ ３９ꎬ Ｐ<０ ０００１ꎬ 说明金庸小说动词使用与汉语原创

其他作家武侠小说的动词使用也具有显著差异ꎮ

表 ２　 ＣＭＡＦ、 ＬＣＭＣＦＩＣ 和 ＬＣＭＣＮ 词类分布

词类

分布

ＣＭＡＦ ＬＣＭＣＦＩＣ ＬＣＭＣＮ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Ｐ１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Ｐ２

动词 ３１２７００ ２７ ９８ ４７４０３ ２４ ５１ ０ ０００∗∗∗ ＋ １１７８８ ２５ ００ ０ ０００ ∗∗∗＋

名词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１ １８ ４３７９７ ２２ ６５ ０ ０００∗∗∗ － １０９４７ ２３ ２１ ０ ０００ ∗∗∗－

形容词 ４７４０７ ４ ２４ ７８１２ ４ ０４ ０ ０００∗∗∗ ＋ １８９１ ４ ０１ ０ ０１４ ∗＋

副词 １１００８１ ９ ８５ １６９１８ ８ ７５ ０ ０００∗∗∗ ＋ ４４３５ ９ ４０ ０ ００１ ∗∗＋

代词 ９２３８８ ８ ２７ １７６４５ ９ １３ ０ ０００∗∗∗ － ３７５９ ７ ９７ ０ ０２２ ∗＋

介词 ３３５３１ ３ ００ ７０１１ ３ ６３ ０ ０００∗∗∗ － １５６５ ３ ３２ ０ ０００ ∗∗∗－

连词 １７１３７ １ ５３ ３８９５ ２ ０１ ０ ０００∗∗∗ － ８９１ １ ８９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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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根据表 ２ 绘制的词类分布折线图

图 １ 直观佐证了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征ꎬ 三条词类分布折线图的线型都基本一致ꎬ 动词分布

差异最大ꎬ 金庸武侠小说的动词占据三条折线最高位ꎮ 与汉语原创小说相比ꎬ 甚至与汉语原创其他

作家的武侠小说相比ꎬ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动词都存在过多使用的现象ꎮ 因此ꎬ 在汉语小说本就动词

活跃的基础上ꎬ 金庸武侠小说中动词优先的遣词倾向仍然十分突出ꎮ
(二) 金庸小说译文词类分布

既然金庸武侠小说具有显著的动感ꎬ 英译文是否忠实地再现了这一特征呢? 借助检索软件 Ｗｏｒｄ￣
Ｓｍｉｔｈ ６ ０ꎬ 可统计英译文相应各词类的分布ꎮ 其一ꎬ 我们关注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的词类分布ꎮ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库 (ＣＴＭＡＦ)、 英国国家语料库小说库 (ＢＮＣＦＩＣ) 和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小说库

(ＬＣＭＣＦＩＣ) 的词类分布情况如下 (见表 ３ 和图 ２)ꎮ 作为参照库ꎬ 英国国家语料库小说库 (ＢＮＣＦ￣
ＩＣ) 代表了英语原创小说的语言特征ꎮ 由图 ２ 可知ꎬ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 (ＣＴＭＡＦ) 总体和英语原创

小说 (ＢＮＣＦＩＣ) 的词类分布线型基本一致ꎬ 和汉语原创小说 (ＬＣＭＣＦＩＣ) 的词类分布线型差异较

大ꎬ 可以说ꎬ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上还是符合英语的语言特征ꎮ
但由表 ３ 可知ꎬ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的动词使用 ( ２２ ０５％) 多于英语原创小说的动词使用

(２１ ８４％)ꎬ 经卡方检验ꎬ ｘ２为 ２３ ２５ꎬ Ｐ<０ ０００１ꎬ 两组动词使用具有显著性差异ꎮ 原本汉语多用动
词而英语多用名词①: 汉语原创小说的动词使用 (２４ ５１％) 多于名词 (２２ ６５％)ꎬ 而英语原创小说

的名词使用 (２１ ９５％) 多于动词 (２１ ８４％)ꎮ 但是ꎬ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动词的高频使用打破了这种

惯常: 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的动词使用 (２２ ０５％) 超常到多于名词 (２１ ３１％)ꎮ

表 ３　 ＣＴＭＡＦ、 ＢＮＣＦＩＣ 和 ＬＣＭＣＦＩＣ 词类分布

词类

分布

ＣＴＭＡＦ ＢＮＣＦＩＣ ＬＣＭＣＦＩＣ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动词 ２０３８２０ ２２ ０５ ３５６５９６４ ２１ ８４ ４７４０３ ２４ ５１

名词 １９６９６２ ２１ ３１ ３５８３７７８ ２１ ９５ ４３７９７ ２２ ６５

形容词 ５４８６５ ５ ９４ ９１３１１３ ５ ５９ ７８１２ ４ ０４

副词 ７３０８９ ７ ９１ １１７４１１２ ７ １９ １６９１８ ８ ７５

代词 ９１７１５ ９ ９２ １９２６１ １０ ６７ １７６４５ ９ １３

介词 ８９４８０ ９ ６８ １７４１４６９ ８ ９３ ７０１１ ３ ６３

连词 ５２４０９ ５ ６７ ９０２５８２ ５ ５３ ３８９５ 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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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根据表 ３ 绘制的词类分布折线图

总之ꎬ 图表数据从宏观上充分证明了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动词的过多使用ꎬ 有理由认为这是英译

文受到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的影响ꎮ 就词类分布而言ꎬ 国内外译者们的 “武译” 总体上再现了金庸武

侠小说原文的动感ꎮ
其二ꎬ 我们关注金庸小说译文个体的词类分布ꎮ 国内外不同译者们的每部译文是否都成功传递

了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的动感呢? 金庸小说译文库里的三部译文 Ｆｏｘ Ｖｏｌ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见
ＦＯＸ)、 Ｔｈｅ Ｄｅｅｒ ＆ Ｔｈｅ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 (见 ＤＥＥＲ) 和 Ｔｈｅ Ｂｏｏｋ ＆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见 ＢＯＯＫ) 的词性分布统计如

下 (见表 ４)ꎮ

表 ４　 ＦＯＸ、 ＤＥＥＲ、 ＢＯＯＫ 和 ＢＮＣＦＩＣ 词类分布

语料库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词数

频率(百分比)
Ｐ

词数

频率(百分比)
Ｐ

词数

频率(百分比)
Ｐ

词数

频率(百分比)
Ｐ

ＦＯＸ
２４２２３
２０ ５９

∗∗∗
－

２６７７５
２２ ７６

∗∗∗
＋

７７７１
６ ６１

∗∗∗
＋

９０９９
７ ７３

∗∗∗
＋

ＤＥＥＲ
１３４３１６
２２ １７

∗∗∗
＋

１２４９１４
２０ ６２

∗∗∗
－

３６９０７
６ ０９

∗∗∗
＋

４８５９９
８ ０２

∗∗∗
＋

ＢＯＯＫ
４５２８１
２２ ５５

∗∗∗
＋

４５２７３
２２ ５５

∗∗∗
＋

１０１８７
５ ０７

∗∗∗
－

１５３９１
７ ６７

∗∗∗
＋

ＢＮＣ
ＦＩＣ

３５６５９６４
２１ ８４

３５８３７７８
２１ ９５

９１３１１３
５ ５９

１１７４１１２
７ １９

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充满了武侠特色的动作和紧张刺激的事件ꎬ 这些动作和事件自然而然地主要

通过动词来展现ꎮ 据统计ꎬ «雪山飞狐» 中动词使用频率为 ２６ ６１％ꎬ 不仅高于汉语原创小说

(２４ ５１％)ꎬ 而且高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 (２５％)ꎮ 但出乎意料的是ꎬ «雪山飞狐» 英译文

(ＦＯＸ) 动词的使用频率 (２０ ５９％) 竟然比英语原创小说动词的使用频率 (２１ ８４％) 还低ꎮ 因此ꎬ
金庸 «雪山飞狐» 原文动词的过多使用和莫锦屏英译文动词的过少使用形成巨大对比ꎬ 就动词分布

而言ꎬ 莫锦屏英译文与金庸原文并不匹配ꎬ 下面例子揭示了莫锦屏英译文的问题所在ꎮ

　 　 例 １ 有时金面佛的长剑奇招突生ꎬ 从出人意料之外的部位刺去ꎬ 若用刀背刀口ꎬ 万难挡架ꎬ 胡

一刀竟会突然掉转刀锋ꎬ 以刀柄打击剑刃ꎬ 迫使敌人变招ꎮ 至于 ‘展、 抹、 钩、 剁、 砍、 劈’ 六字

诀ꎬ 更是变幻莫测ꎮ ( «雪山飞狐» )

译文: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ｎｅｗ ｍｏｖｅｓꎬ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ｗｏｒｄ Ｈｅ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ａｔ Ｇｕｌｌｙ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ａ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ｂｏｄｙ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ｍｏｓ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ｈｉｍ ｔｏ ｐ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ｂ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ｓ ｂｌａｄｅ Ｂｕｔ Ｇｕｌｌ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ｈｉｓ ｂｌａｄｅ ｉｎ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ｋ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ｂ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ｈｉｌｔꎬ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ｈｉｓ ｅｎｅｍｙ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ｘ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ｈｉｒｌｉｎ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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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ｐｉｎｇꎬ Ｈｏｏｋｉｎｇꎬ Ｓｃｒａｐｉｎｇꎬ Ｈ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ｉｎｇꎬ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 ｋｎｉｆｅꎬ ａｌｌｏｗ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ａｎ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ｍ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ｆａｔｈｏｍａｂｌｅ

这是金面佛和胡一刀的生死之战ꎬ 香港译者莫锦屏小心翼翼地逐句翻译ꎬ 似乎生怕遗漏了原文

信息ꎮ 金庸原文两个句子就出现了 １３ 个动词 (见下划线)ꎬ 英译文也用了 １３ 个动词对译 (见下划

线)ꎬ 例如用 “ｐｌｕｎｇｅｄ” 翻译 “刺”ꎬ “ｐａｒｒｙ” 翻译 “挡驾” 和 “ｓｔｒｕｃｋ” 翻译 “打击”ꎮ 但第二句刀

法六字诀动词密集ꎬ 莫锦屏的英译可谓捉襟见肘ꎬ 莫译在两个方面无法满足原文动作性强的特点ꎮ
首先ꎬ 莫译的句法结构冗长拖沓ꎬ 不符合金庸小说行云流水的风格ꎮ 原文明快的两句汉语被翻

译成了四句英语ꎬ 包含一个并列连词 “ａｎｄ”ꎬ 五个分词结构 “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ꎬ ａｉｍｉｎｇꎬ ｍａｋｉｎｇꎬ ｆｏｒｃｉｎｇꎬ
ｂｅｉｎｇ”ꎬ 还有两个 “ｔｈａｔ” 引导的关系从句ꎮ 而且ꎬ 有的分词结构 (如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ｈｉｍ ｔｏ ｐ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ｂ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ｓ ｂｌａｄｅ) 比主句 (Ｈｅ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ａｔ Ｇｕｌｌｙ) 更加

繁杂ꎮ 根据语料库检索ꎬ «雪山飞狐» 原文有 ４３２０ 个句子ꎬ 译文有 ７６７４ 个句子ꎬ 汉英翻译句对比率

为 １ ∶ １ ８ꎻ «鹿鼎记» 原文有 ４１４９４ 个句子ꎬ 译文有 ４７０９６ 个句子ꎬ 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 １ ∶ １ １ꎻ
«书剑恩仇录» 原文有 １７３０２ 个句子ꎬ 译文有 １６１５５ 个句子ꎬ 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 １ ∶ ０ ９ꎮ 显而易

见ꎬ 莫锦屏倾向于用两句英语翻译 «雪山飞狐» 的一句汉语ꎬ 而 «鹿鼎记» 译者闵福德和 «书剑恩

仇录» 译者恩沙都倾向于保留句子为翻译单位ꎬ 一对一英译原文句子ꎮ 因此ꎬ 莫译无法跟上金庸武

侠小说武打动作的快节奏ꎬ 难怪有评论家建议应该用英语世界里海明威似的小说风格来翻译金庸

作品ꎮ
其次ꎬ 莫译不断出现一些累赘的名词ꎬ 上例的英译文总共四句话ꎬ 而名词 “ｂｌｏｗ” (见斜体) 重

复出现在第二和第三句ꎬ 名词 “ｍｏｖｅ” (见斜体) 重复出现在第一、 第三和第四句ꎬ 同源名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见斜体) 更是在第四句重复出现了两次ꎮ 读者阅读武侠小说是追求武功的变幻多端一

气呵成ꎬ 但莫译随意增加的名词打断了动作的流畅性ꎬ 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ꎮ 因此ꎬ 为了凸显金庸

小说动作的快感ꎬ 可以改译如下: 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ｉｃｋｅｒｅｄ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ｈｉｓ ｓｗｏｒｄ ｉｎｔｏ Ｇｕｌｌｙꎬ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Ｉｔ ｗａ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ｂ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ｓ
ｂｌａｄｅ Ｙｅｔ Ｇｕｌｌｙ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ｈｉｓ ｂｌ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ｋ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ｈｉｌｔꎬ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ｏｆ ｗ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 ｋｎｉｆｅ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ｔｈｏｍ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ｒｌｉｎｇꎬ
Ｓｗｉｐｉｎｇꎬ Ｈｏｏｋｉｎｇꎬ Ｓｃｒａｐｉｎｇꎬ Ｈ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ｉｎｇ

相比之下ꎬ 闵福德的 «鹿鼎记» 英译文 (ＤＥＥＲ) 动词使用频率 (２２ １７％) 和恩沙的 «书剑恩

仇录» 英译文 (ＢＯＯＫ) 动词使用频率 (２２ ５５％) 都超过英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２１ ８４％)ꎬ
闵译和恩译显然比莫译更接近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动作主导的特征ꎮ 其实ꎬ 闵福德曾撰文反思英译金

庸小说的过程ꎬ 他认为金庸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 “动作场景”ꎬ 他主张电影式地重现这些场景ꎬ
他甚至选取自己满意的译文片段命名为 “动作” “又见动作” 和 “动作转折”ꎬ① 其中一段摘录如下

(见例 ２)ꎮ 这是陈近南和瓜管带在嘉兴一条船上的较量ꎬ 原文描写急速凶险ꎬ 闵译善用动词且句式

短促ꎬ 连用一系列表征武艺的动词或词组 (见下划线)ꎬ 使这些搏斗招数仿佛浮现在读者眼前ꎮ

　 　 例 ２ 刀光闪动ꎬ 两柄单刀分从左右劈落ꎮ 那书生闪身避过ꎬ 随即欺向瓜管带ꎬ 挥掌拍向他头

顶ꎮ 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ꎬ 右手成拳ꎬ 猛力击出ꎮ 那书生左脚反踢ꎬ 踹中了一名亲兵胸口ꎬ 那亲兵

大叫一声ꎬ 登时鲜血狂喷ꎮ ( «鹿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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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ꎬ ｔｏ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ｍꎬ ｔｗｏ ｃｕｔｌａｓｓｅｓ ｆｌａｓｈ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ｕｔ ｈｉｍ ｄｏｗｎꎻ
ｂｕ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ｅ ｈａｄ ｄｏｄｇｅｄ ａｎｄ ｗａｓ ｌｕｎｇ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ａｊｏｒ Ｇｕａ ｗｉｔｈ ａｒｍ ｕｐ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ｌｉｃｅ ｄｏｗｎ ｏｎ ｈｉｓ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ｂ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ꎬ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ｆｉｓｔ Ｄｕ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ｗꎬ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ｋｉｃｋｅ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ｌｅｆｔ ｆｏｏ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ｓｍｅｎꎬ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ｈｉ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ｎ ｌｅｔ ｏｕｔ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书剑恩仇录» 是金庸写的第一部小说ꎬ 武功描写绘声绘色ꎬ 其动词使用频率 (２８ ５４％) 超过

«鹿鼎记» 动词使用频率 (２７ ９０％) 和 «雪山飞狐» 动词使用频率 (２６ ６１％)ꎮ 相应地ꎬ 恩沙的

«书剑恩仇录» 英译文动词使用频率达 ２２ ５５％ꎬ 在金庸小说译文中动词分布比例最高ꎬ 同时ꎬ 恩译

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 １ ∶ ０ ９ꎬ 说明恩译的句子动词密度高且信息容量大ꎮ 可惜的是ꎬ 恩沙滥用省略ꎬ
他自己坦承原文不少于 ２０％的内容都被省略ꎬ 比如第一章武当派陆菲青血战关东六魔ꎬ 第三章红花

会总舵主比拼铁胆庄庄主 (见例 ３)ꎬ 第五章红花会群雄大战火手判官张召重等ꎮ

　 　 例 ３ 周仲英突然猛喝一声ꎬ 身向左转ꎬ 一个 “翻身劈击”ꎬ 疾如流星ꎮ 陈家洛急忙后仰ꎬ 敌掌

去颊仅寸ꎬ 险险未及避开ꎮ 红花会群雄俱各大惊ꎮ 陈家洛纵出数步ꎬ 猱身再上ꎬ 拳法已变ꎬ 出招是

少林派的 “五行连环拳”ꎬ 施开崩、 钻、 劈、 炮、 横五趟拳术ꎮ 周仲英仍以少林拳还击ꎮ 不数招ꎬ 陈

家洛忽然改使 “八卦游身掌”ꎬ 身随掌走ꎬ 满厅游动ꎬ 烛影下似见数十个人影来去ꎮ ( «书剑恩仇

录» )

例 ３ 每个句子片段都至少有一个动作 (见下划线)ꎬ 不仅展示了陈家洛和周仲英两位高手的少林

派功夫ꎬ 而且更烘托了红花会和铁胆庄之间的误会这一情节ꎮ 所以ꎬ 恩沙英译文的省略并不合适ꎬ
大量武功描写的省略剥夺了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乐趣ꎬ 也削弱了中国武侠小说功夫这一文类特征ꎬ
难怪亚马逊网站的书评有西方读者抱怨恩沙英译得不够充分ꎮ

三、 金庸小说汉英对译模式

(一) 金庸小说的功夫动词 “打”
金庸笔下的打斗是武侠小说最惊心动魄的情节之一ꎬ 体现了金庸汪洋恣肆的想象力ꎮ 其中ꎬ

“打” 是金庸小说的高频动词ꎬ 在词频表动词部分居第 １６ 位ꎬ 总共使用了 ２２４８ 次ꎮ 前 １５ 位高频动

词依次为: 是、 道、 有、 去、 说、 来、 到、 要、 见、 出、 叫、 说道、 听、 笑、 想ꎮ 同时ꎬ “打” 可谓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功夫ꎬ 从古至今ꎬ “拳打脚踢” 一直是武术家进攻和防御的基本动作ꎮ “打” 在金

庸小说中出现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功夫动词ꎬ 如 “杀” １６８３ 次ꎬ “飞” ４９４ 次ꎬ “刺” ４３９ 次ꎬ “砍”
４１３ 次和 “踢” ３６２ 次ꎮ 此外ꎬ “打” 与金庸小说的武侠主题有密切关系ꎮ ＡｎｔＣｏｎｃ 软件的索引词图工

具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 揭示了 “打” 在金庸小说原文库各文本中出现的位置 (见图 ３)ꎮ 原文库三个

文本都包含动词 “打”ꎬ “打” 在 «鹿鼎记» 出现最多 (第 １ 行)ꎬ 在 «雪山飞狐» 出现最少 (第 ３
行)ꎬ 但在三个文本中都是从头到尾均有出现且分布基本均匀ꎬ 动词 “打” 起到了贯穿文本助推情节

的作用ꎮ

图 ３　 “打” 在金庸小说原文库的索引词图

７９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事实上ꎬ 金庸武侠小说关于 “打” 的描写异彩纷呈ꎮ 例如小说各个角色都可能是 “打” 的施事

者如小玄子、 公主、 文泰来、 陈家洛和胡一刀等ꎬ 在各种身份间游刃有余的韦小宝既是 “打” 的施

事者也是受事者ꎮ 再如 “打” 的兵器富含浓厚的中国味ꎬ 如琵琶钉、 鸳鸯刀、 五行轮、 凝碧剑、 判

官笔、 回龙壁、 飞蝗石、 飞燕银梭、 追命毒龙锥等ꎮ
因此ꎬ 本研究选择功夫动词 “打”ꎬ 细致研究原文与译文 “打” 的对译模式ꎮ 根据 «动词用法

词典»ꎬ “打” 是含有 ２３ 个词条的常用汉语动词ꎬ 但本研究只关注动词 “打” 在金庸小说中表示

“殴打、 攻打” 时的译例ꎬ 忽略与中国功夫无关的 “打” 的用法ꎬ 如不打紧、 打定了主意等ꎮ
(二) 金庸小说 “打＋结果” 的汉英对译模式

在搭配词跨距为 ５ ∶ ５ 情况下ꎬ 我们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软件对金庸小说原文库进行 ＫＷＩＣ 关键词语境检

索ꎬ 发现金庸笔下 “打” 的结构可谓应有尽有、 妙笔生花ꎬ 但 “打” 附加 “结果” 这一语义成分的

检索行特别突出ꎬ 如 “头破血流” “痛彻心肺” “脑浆迸裂” “直掼而出” “落荒而逃” “眼青脸肿”
“遍体鳞伤” 等ꎮ 这些打斗结果多数属于暴力描写ꎬ 暴力描写似乎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里并不鲜见ꎬ①

译者们倾向于在译文中省略这些暴力内容ꎮ②

但是ꎬ 语料库统计发现ꎬ 金庸武侠小说译者们大多尽可能在译文中保留了 “打＋结果” 部分ꎬ 这

种合理的保留至少有两大原因: 第一ꎬ 武打是武侠小说最吸引人的元素之一ꎬ 武打必然造成受伤或

死亡ꎬ 成熟的武侠小说迷应该对血腥场面有所准备ꎬ 完全没有血腥味的翻译将背离中国武侠小说文

类的固有模式ꎮ 第二ꎬ 金庸小说中遭遇残酷结果的人物多是恶人ꎬ 如宝树和尚、 神龙教教主和朝廷

鹰犬张召重等ꎬ 可谓罪有应得ꎬ 译文没有必要刻意美化恶人的下场ꎮ 因此ꎬ 忠实翻译 “打＋结果” 组

合是武侠小说情节和风格的双重需要ꎮ 在金庸小说原文库中ꎬ «鹿鼎记» 出现了最多的 “打＋结果”
检索行ꎬ 闵福德的译文既具动作性又具多样性ꎬ 例如:

例 ４ (夏国相) 喝道 “你再胡言乱语ꎬ 我打得你皮开肉绽ꎬ 死去活来ꎮ” ( «鹿鼎记» )
译文: ‘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ａｔ ｗｉｃｋｅｄ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Ｉｌｌ ｂｅａｔ ｙｏｕ ｔｉｌｌ ｙｏｕｒｅ ａｌｌ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ｒｕｉｓｅｓ!  ｒｏａｒ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Ｘｉａ ｉｎ ａ ｒａｇｅ ‘Ｉｌｌ ｂｅａｔ ｙｏｕ ｔｏ ｄｅａｔｈ!’
例 ５ 帐外走进七八名军士ꎬ 将元义方掀翻在地ꎬ 一顿军棍ꎬ 只打得皮开肉绽ꎮ ( «鹿鼎记» )
译文: Ｓｅｖｅｎ 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ｍｅｎ ｃａｍ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ｉｎꎬ ｔｈｒｅｗ Ｙｕａｎ ｆａｃ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ｙｌｅ ｆｌｏｇｇｉｎｇ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ｏ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ｈｉｓ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ｏｃｋｓ ｔｏ ａ ｂｌｏｏｄｙ ｍｅｓｓ
例 ６ 另一个是矮矮胖胖的男子ꎬ 五官已给掌力打得稀烂 ( «鹿鼎记» )
译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ａ ｓｈｏｒｔꎬ ｆａｔ ｍａｎ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ｂａｔｔｅｒｅｄ ｔｏ ａ ｐｕｌｐ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ｌｍ ａｔｔａｃｋ
例 ７ 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ꎬ 打起架来ꎬ 在下其时酒醉ꎬ 失手将他打得重伤ꎮ ( «鹿鼎

记» )
译文: Ｂｕｔ ｔｈｅｎ Ｉ ｈａｄ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ｌｄｅｒ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ｕｎ ａｎｄ ｇｏｔ ｉｎｔｏ ａ ｆ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ｍꎻ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ｄｒｕｎ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ꎬ Ｉ ｈｉｔ ｈｉｍ ｔｏｏ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ｈｕｒｔ ｈｉｍ ｂａｄｌｙ
例 ８ (海老公) 右掌随出ꎬ 砰的一声ꎬ 将韦小宝打得飞身而起ꎬ 撞破窗格ꎬ 直摔入窗外的花

园ꎬ  ( «鹿鼎记» )
译文: ｗｈｉｌｅ ｈ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ｂｌｏｗ ｏｆ ｓｕｃｈ ｇｉ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Ｔｒｉｎｋｅｔ ｆｌｙ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ｅｄ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ｄｓｉｄ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就动作性而言ꎬ “打” 在例 ４ 被译为 “ｂｅａｔ”ꎬ 例 ５ 为 “ ｒｅｄｕｃｅｄ”ꎬ 例 ６ 为 “ｂａｔｔｅｒｅｄ”ꎬ 例 ７ 为

“ｈｉｔ”ꎬ 例 ８ 为 “ｋｎｏｃｋｅｄ”ꎮ 无论是动词原形、 过去式还是过去分词ꎬ 闵福德都坚持用英语动词来对

译动作 “打”ꎬ 毫无疑问ꎬ 动词比其它任何词类都更能彰显金庸小说原文的动感ꎬ 重塑武侠小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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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艺特征ꎮ 例 ７ 中 “ｈｉｔ” 和 “ｈｕｒｔ” 两个动词连用强调了孙长老受到的重创ꎬ 更反衬了大力士吴

六奇的卓越武功ꎮ 例 ８ 中 “ｔｈｒｏｕｇｈ” 和 “ｉｎｔｏ” 两个介词连用反映出海老公神秘武功的连贯性ꎬ 读者

真为韦小宝捏了一把冷汗ꎮ
就多样性而言ꎬ 闵福德敏锐地辨别出 “打” 的迥异方式ꎬ 使用五个英语动词匹配各种结果ꎬ 如

例 ６ “ｂａｔｔｅｒ” 在 «美国遗产词典» 释义为 “ｔｏ ｈｉｔ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ｂｌｏｗｓ” (以暴力方

式接连地猛打)ꎬ 符合瘦头陀在归辛树致命掌力之下血肉模糊的场景ꎬ 闵福德的翻译毫不避讳展示了

武侠江湖的危险ꎮ 他还力图采用多样的表达增添译文的趣味性ꎬ 如同样 “皮开肉绽” 在例 ４ 和例 ５
分别被译为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ｒｕｉｓｅｓ” 和 “ｈｉｓ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ｏｃｋｓ ｔｏ ａ ｂｏｌｄｌｙ ｍｅｓｓ”ꎮ 此外ꎬ 闵福德更启用英

语词化词以显化 “结果” 这一语义成分ꎬ 例如:
例 ９ 陶姑姑说ꎬ 她太师父在镶蓝旗旗主府中盗经书ꎬ 经书没盗到ꎬ 却给神龙教的高手打得重伤

而死 ( «鹿鼎记» )
译文: Ｈｅ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ｕｎｔ Ｔａ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ａ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ｅａｌ ａ 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ｔ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Ｃｌａｎｓ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ｅｄ Ｂｌｕｅ Ｂａｎｎｅｒ ｗｈｅｎ ｈ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ｔａｌｌｙ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 Ｄｒａｇｏｎ Ｓｅｃｔ

例 １０ 陈家洛这一掌已把巨狼打得头骨破碎而死ꎬ  ( «书剑恩仇录» )
译文: Ｃｈｅｎ ｍｕｓｔｅｒｅｄ ｈ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ｌｆ ｒ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ꎬ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ｋｕｌｌ
例 １１ 他是顾全镖局的威名ꎬ 堂堂镇远镖局的镖师ꎬ 给人打得赖在地上不肯爬起来ꎬ 那成甚么

话ꎮ ( «书剑恩仇录» )
译文: 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ｂａ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ｕａｒｄ ｗａｓ ｆｌｏ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ｅｖｅｎ ｇｅｔ ｕｐ
闵福德在例 ９ 中将 “受伤” 这一结果直接包含入核心动作 “打”ꎮ 例 １０ 和例 １１ 则取自 «书剑恩

仇录» 的译例ꎬ 恩沙比闵福德更侧重使用词化词ꎮ 根据 «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ꎬ① 英语 “打” 类

动词表现出较高的词化度: 有的 “打” 融入了器械如 ｂａｓｈ、 ｗｈａｃｋ 和 ｈａｍｍｅｒꎻ 有的 “打” 施加强作

用力如 ｔｈｕｍｐ 和 ｐｏｕｎｄꎻ 有的 “打” 甚至带有声效如 ｂａｎｇ 和 ｋｎｏｃｋꎮ 恩沙在例 １０ 使用词化词

“ｓｍａｓｈ” 准确体现了陈家洛由上至下的掌劈方式ꎬ 前景化了巨狼 “头骨破碎” 的结果ꎻ 在例 １１ 将名

词 ｆｌｏｏｒ 转化为动词使用ꎬ 具体化了 “打” 的结果 “赖在地上”ꎬ 读者仿佛可见童兆和的狼狈状ꎮ 总

之ꎬ 英语词化词使得核心动作和结果成分融为一体ꎬ 翻译简洁地道、 一举两得ꎮ 可惜的是ꎬ 恩沙还

是省略了 ２３ 个 “打＋结果” 的组合ꎬ 省略的数量甚至超过翻译的数量ꎮ 即使如此ꎬ «雪山飞狐» 的

莫锦屏译文还是比闵译和恩译略逊一筹ꎬ 例如:
例 １２ 正自得意ꎬ 但见胡斐双手衣袖倏地挥出ꎬ 已将数十颗来势奇急的铁念珠尽行卷住ꎬ 衣袖

振处ꎬ 嗒嗒急响ꎬ 如落冰雹ꎬ 铁念珠都飞向冰壁ꎬ 只打得碎冰四溅ꎮ ( «雪山飞狐» )
译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ｋ ｗａｓ ｍｕ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ꎬ Ｆｏｘ ｗｈｉｐｐｅｄ ｏｕｔ ｈｉｓ ｓｌｅｅｖｅｓꎬ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ｉｓｔｌｉｎｇ ｂｅａ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ｍ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ａｔ ｈｉｍ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ｈｉｓ ｓｌｅｅｖｅｓ ｆｌｕｔｔｅｒｅｄꎬ ｖｏｌｌｅｙ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ｍｉｓ￣
ｓｉ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ｗａｌｌｓ Ｔｈｅ ｂｅａｄｓ ｐａｔｔｅｒｅｄ ｌｉｋｅ ｈａｉｌｓｔｏｎｅ ｂｕｌｌｅｔｓꎬ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ｓｍｉｔｈｅｒ￣
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ａｌ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例 １３ 大厅上六柄长剑、 一对肉掌ꎬ 打得呼呼风响ꎬ 一斗数十合ꎬ 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ꎮ ( «雪

山飞狐» )
译文: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ｒａｇｅｄ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ｌꎬ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ｂｒａｎｄ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ｌ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ｅ ｈ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ｕｐ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ｉｒ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ｅｎｓ ｏｆ ｂｏｕｔｓ ｔｈ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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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ꎬ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ｖａｎｔａｇｅ
就动作性而言ꎬ 在例 １２ 中ꎬ 莫译 “ｓｍａｓｈ” 摹拟了碎冰的情状ꎬ 但它引导的 １４ 个词的从句居然

比主句的两倍还长ꎬ 而且一个从句附带了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ꎬ ｓｅｎｄｉｎｇꎬ ｆｌｙｉｎｇ” 三个现在分词ꎬ 抹杀了胡斐

应急挥袖接念珠的快速反应ꎬ 建议改译为 “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 ｉｎｔｏ ｐｉｅｃ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ｕｎｃｅ ｉｎ ａｌｌ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ｓ”ꎮ 例 １３ 中 “ｆｉｌｌ” 一词削弱了长剑缠斗的凌厉架势ꎬ 而且即使 “ｃｌａｎｇｉｎｇ” 和 “ｃｌａｓｈｉｎｇ” 以押

头韵的形式模拟 “呼呼风响” 的结果ꎬ 这两个动名词并列作为句子的主语ꎬ 导致整句话头重脚轻ꎬ
使大厅这场混战的动感大打折扣ꎬ 建议改译为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ｃｌａ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ｉｒ”ꎮ

例 １４ 好在年轻力壮ꎬ 精力远过对方ꎬ 是以数十招中打得难解难分ꎮ ( «雪山飞狐» )
译文: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ꎬ ｈｅ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ꎬ ｍ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ａｎ ｈｉｓ ｅｎｅｍｙ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ｔｏ ｕｎｆ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ｏｚｅｎ ｔｒｉｃｋ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例 １５ 不久在总管府中的侍卫也来一齐讲论ꎬ 都说日前赛总管与苗人凤接战ꎬ 起初二百招打成

了平手ꎮ ( «雪山飞狐» )
译文: Ｔｈｅｙ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ｍｂ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ｏｅｎｉｘ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ｈｕｎ￣

ｄｒｅｄ ｔｒｉｃｋｓ ｓａｗ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ｙ ｖａｎｔａｇｅ
就多样性而言ꎬ 即使例 １４ “打得难解难分” 和例 １５ “打成了平手” 在汉语中意思相近ꎬ 莫锦屏

一再翻译为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也容易导致译文枯燥无味ꎮ 事实上ꎬ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这

一模式在莫译出现了 １５ 次之多ꎬ 例 １３ “不胜不败之局” 也是如此对译ꎬ 难怪亚马逊网站的书评有西

方读者怀疑莫锦屏的英语语言能力ꎮ 因此ꎬ 建议例 １４ 改译为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ꎬ ｈｅ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ｍｉｎａꎬ Ｆｏｘ ｍａｎ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ｏｚｅｎ ｂｏｕｔｓ ”ꎻ 例 １５ 改译为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ｈｕｎ￣
ｄｒｅｄ ｔｒｉｃｋｓ ｓａｗ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ｈａｎｄ”ꎮ 毕竟多变的译文才更有助于突出侠客的个性ꎬ 强化

武侠小说的故事性ꎮ

四、 结语

借助率先建立的 “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ꎬ 本研究围绕动词对金庸小说现有译文的 “武
译” 进行了定量研究ꎮ 研究显示ꎬ 宏观上ꎬ 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动作性强ꎬ 其中 “打” 是高频动词里

最具代表的功夫动作ꎬ 且 “打＋结果” 的语义模式频繁出现ꎮ 而且ꎬ 英译文总体动词频率显著升高ꎬ
动词也成为英译文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类ꎬ 打破了英语多用名词的惯常ꎮ 微观上ꎬ 金庸小说译者们的

“武译” 水平参差不齐ꎬ 莫锦屏亦步亦趋的翻译导致译文动词频率不升反降ꎬ 严重偏离了金庸小说的

语言特征ꎻ 闵福德和恩沙都尽力实现武打翻译的动作性和多样性ꎬ 遗憾的是ꎬ 恩沙译文武功部分大

量省略ꎬ 唯有闵福德译文最大程度再现了金庸小说的功夫动感ꎮ
综上ꎬ 笔者建议未来译者应该注意到金庸武侠小说中动词主导的遣词特征ꎬ 有意识地在译文中

加大动词使用的比例ꎻ 同时ꎬ 借鉴闵福德和恩沙关于 “打” 的汉英对译模式ꎬ 调用英语词化词来前

景化翻译武打动作ꎬ 强化武侠小说武打见长的文类特征ꎬ 以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ꎬ 彰显侠义精神ꎬ
促进中国武侠小说更好走出国门ꎮ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ꎬ 福建厦门ꎬ 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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