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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意” 兼而译 “心”
———以 《唐人街》 为例

林明玉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要］ 《唐人街》 是林语堂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 旨在传播粤语文化、 闽南文化和道家文化。
但是， 唐强汉译的 《唐人街》 却过度改写和操控了其中的闽南文化、 粤语文化和道家文化， 未能完整、 准

确地再现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的创作意图， 只译出了 “意”， 却未能如实译出 “心”。 根据回译的特点， 回

译者在回译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时， 应该本着与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相一致的翻译目的， 恰当选用不同的翻

译策略， 译 “意” 兼而译 “心”， 才能真实再现原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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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人街》 简介

《唐人街》 是林语堂于 １９４８ 年写就的一部

英文小说， 讲述的是来自广东的冯氏一家人在美

国纽约唐人街艰难创业的过程， 并通过辛苦的劳

作和诚实的努力， 最终实现了 “美国梦” 的故

事。 小说以主人公汤姆·冯的成长、 恋爱为主

线， 展现这一家子的奋斗过程。 故事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汤姆的父亲冯老二是广东的农民，
从美国东海岸淘金到纽约， 开了一家地下室的洗

衣店， 与大儿子洛伊、 大儿媳佛罗拉共同经营。
二儿子佛莱迪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之后， 在佛

莱迪的资助下， 冯老二把妻子以及 １３ 岁的小儿

子汤姆、 １２ 岁的小女儿伊娃从广东接到了纽约

团聚。 从此， 汤姆和伊娃开始了在美国的学习、
生活之旅， 好奇地感受着这个神奇的国家带给他

们的影响。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冯氏一

家和其他海外华人积极投入到捐钱抗日的热潮

中。 在为抗战募捐的过程中， 汤姆邂逅了一位来

自上海被聘到唐人街教中文的女孩艾丝·蔡， 并

与其相知、 相恋， 历经情感磨难， 终成眷属。 期

间， 佛罗拉生了个儿子； 佛莱迪不顾家人的反对

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为妻， 却生活得不幸福， 最

终以离婚告终； 冯老二在一次车祸中身亡， 一家

子获得了 ５ ０００ 美元的赔偿金。 冯氏一家由此有

了在街面上开餐馆的启动资金， 经全家共同努力

慢慢实现了他们的 “美国梦”。

二、 译 “意” 还是译 “心”？

根据翻译目的论， 翻译是有目的的人类行

为， 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人类活动。 不同的翻译目

的决定了翻译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与策略。 翻译

目的有三种解释， 即译者的目的 （如赚钱）， 译

文的交际目的 （如启迪读者）， 以及使用某种特

殊翻译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 （如为了说明原语

中 语 法 结 构 的 特 殊 之 处 而 采 用 直 译 的 方

法）。［１］２７ － ２８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 有些译者选择

忠实于原著和原文作者； 有些则对原著进行任意

改写或操控。 华裔英文文学作品旨在传播中国文

化， 在回译成中文时就要考虑到原文作者的创作

意图， 不能撇开原文作者而过度改写或操控原

著。 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 是近现代中

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

征和一位智者。［２］００２纵观林语堂的英文小说，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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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都闪耀着中国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光辉。
《唐人街》 虽没有 《京华烟云》 的磅礴气势和强

烈的历史意义， 但是原著反映了林语堂传播粤语

文化、 道家文化和闽南文化的初衷。 然而， 经过

唐强回译成汉语的 《唐人街》 却在传播原著中

的道家文化、 闽南文化、 粤语文化方面存在错

译、 漏译之处。 回译者是应该译 “意” 即可，
还是要兼而译 “心” 呢？ 在汉语里， “意” 和

“心” 是两个词义相近的字， 都有 “心愿” “心
思” “愿望” “意图” 等意义， 但是 “心” 的内

涵却更丰富一些。 《新华字典》 （第 １１ 版） 中，
“心思” 的意义是归于 “指思想器官和思想感情

等” ［３］５４９这一义项上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一义项下

与 “心” 相关的词语是带有情感色彩的， 而

“意” 字却没有此内涵。 林语堂在 《唐人街》 中

不惜用威妥玛氏拼音方案把涉及的粤语和闽南语

等地域文化直接音译过去， 并大量引用 《道德

经》 里的原文语录， 体现着其对中国语言文化的

热爱之情。 这种带着爱慕的创作意图用 “心” 字

才能正确地加以体现。 因此， 文中所谓的 “意”，
笔者只取 “意” 的 “意思 （ｍｅａｎｉｎｇ）” 这一义

项， 指小说的故事情节； 所谓 “心”， 则是指林

语堂传播中国文化的创作意图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唐强汉译的 《唐人街》， 小说脉络清晰， 故

事情节完整， 与林语堂的英文原著大体相符。 从

对小说故事情节的保留完整与否来看， 这一点唐

强是做到了， 也就是所谓的译 “意”。 但是， 林

语堂曾在 ４０ 岁生日时给自己写了副对联： “两
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４］２８， 以此表

明自己的伟大志向， 即要致力于推动中西文化交

流。 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向世界

传播中国文化。 其所著的英文小说内含丰富的中

国文化和地域文 化。 《唐人街》 这部小说就是以

传播粤语文化、 道教文化、 闽南文化为创作初衷

的， 林语堂在该小说中用威妥玛氏拼音方案将粤

语及相关的中国文化直接音译或直译了过去， 介

绍给西方读者。 因此， 在将其回译成汉语时， 译

者就必须考虑到林语堂的创作初衷， 将作品中的

中国文化元素如实地进行还原， 以此为翻译目

的， 才能体现该作品的真正价值。 这就是所谓的

译 “心”， 即译出原文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 否

则， 凭着林语堂先生过硬的英语语言功底， 他就

无需大费周章地让自己的作品读起来有些许的

拗口。
唐强汉译的 《唐人街》 虽保留了原著的故

事情节， 却在回译其中的道教文化、 粤语文化和

闽南文化时出现了漏译、 错译等现象， 这就违背

了林语堂最初的创作意图， 没有全面实现原著传

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这正是唐强汉译本的一大缺

憾。 因此， 笔者认为在回译 《唐人街》 时， 既

要做到译 “意”， 又要做到译 “心”。 针对回译

这种特殊形式的翻译， 回译者在回译时应该本着

与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相一致的翻译目的， 恰当

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即 “内容归化、 文化异

化” 进行翻译， 才能真实再现原文的价值。［５］７２

　 　 三、 道家文化在唐译 《唐人街》
中的漏译及缺憾补救

　 　 （一） 林语堂的道家情结

林语堂是精通儒、 道、 释三大思想的作家，
但是道家的分量在他的心中要高于儒家和释家。
他曾自诩为 “道家老庄之门徒”， 也曾表示 “倘
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 我可能会

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 说出

‘道家’ 二字”。［６］１９８王兆胜认为： “林语堂是中

国现代作家中最重要也是唯一一位道家文化的传

承者， 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 ［２］０１７其实， 道家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由来已

久。 虽然林语堂最初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但是

早在圣约翰大学求学其间， 林语堂就已经开始阅

读老子的 《道德经》。 为了研读 《道德经》， 他

曾犯规夜读， 而被校长卜舫济撞个正着。 自从

１９２７ 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他更是开始全面

接受道家文化的影响。 因此， 在他随后的英文作

品中都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影子， 如 《吾国与

吾民》 （１９３５ 年）、 《生活的艺术》 （１９３７ 年）、
《京华烟云》 （１９３９ 年）、 《中国印度之智慧》
（１９４２ 年）、 《老子的智慧》 （１９４８ 年）、 《从异

教徒到基督徒》 （１９５９ 年） 等等， 当然也包括本

文要研究的 《唐人街》 （１９４８ 年） 这部小说。
林语堂借用他的作品把自己崇尚的自然闲适的生

活方式、 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 退隐保守的道家

哲学表达了出来， 尤其是在其英文小说中， 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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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理想人物， 向世人传播道家文化， 展示

其道家情怀。
（二） 《唐人街》 中的道家哲学

《唐人街》 虽不像 《京华烟云》 那般明显，
在每卷的篇首都引用庄子的话题之， 并专门设置

第一卷为 《道家的女儿》， 明确告诉读者小说是

以道家思想贯穿之。 但是林语堂在 《唐人街》
这部小说里也赋予了几个人物一定的道家思想，
如冯老二、 杜格叔公、 艾丝·蔡及其父亲。 当汤

姆在去给客户送洗好的衣物的路上遭受一群粗野

男孩的欺负时， 佛莱迪建议汤姆要用打架来解决

问题， 而冯老二的观点却是： “为什么要这样小

题大做呢？ 如果这条街不好， 不要从那里走就是

了。 这不是很简单吗？ 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方法，
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生存

的方式，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待人处世之方。” ［５］０８２

“这种方法是由道家的智慧而来， 水流向低处而

能渗透每一个地方。 冯老二在他所听过的中国箴

言中， 觉得老子的哲学， 是第一个教人掩饰自己

的哲学， 例如劝人和水一样往低处流， 做人不要

太露锋芒， 要大智若愚， 以柔克刚， 沉默是真正

的智慧， 言多必失， 身在低处的好处， 以及喧哗

吵闹的无益。 这些哲学就是冯老二的生活哲

学”。［７］１５２这是林语堂借用冯老二来弘扬道家的

“水德” 以及 “不敢为天下先” 的哲理。 杜格叔

公是冯老二的好朋友， 是唐人街最受欢迎的领导

人物。 他在汤姆的母亲六十大寿的宴席上发表了

有关生与死的哲学言论。 他认为： “人的精神、
作品和竞争都具有无可毁灭的性质。 庄子把死称

为 ‘回家的伟大旅程’。 那就是精神的永垂不

朽。 老子说 ‘死而不亡者寿。’ ‘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８］２７４ － ２７５杜格叔公对待生死具有超

脱自然的态度， 这是老庄道家思想在其身上的体

现。 《唐人街》 中最能体现道家思想的是女主人

公艾丝·蔡， 笔者将在下一小节里着重论述。
（三） 《唐人街》 中道家文化的漏译及补救

林语堂在 《唐人街》 中赋予女主角艾丝·
蔡姚木兰似的道家女儿的形象。 艾丝出生于一个

书香门第之家， 她的父亲也是老子的崇拜者， 遵

从老子 “柔弱不争， 隐忍慈让” ［９］ 的道家精神。
艾丝从小就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接触了老庄的

道家思想。 艾丝之所以能够让汤姆为其着迷， 其

中的原因主要是艾丝身上恬静的道家气质， 是这

种气质使得汤姆觉得自己与艾丝差距巨大， 所以

为了配得上艾丝， 汤姆开始认真学习中文， 练习

中国书法， 认真研读老子的学说。 因此， 笔者认

为把艾丝和汤姆联系起来的这根红线正是老子的

道家思想。 当艾丝跟汤姆在一起时， 两人经常会

聊起 《道德经》 里面的内容。 而林语堂在文中

就大量引用了老子的学说。 林语堂曾经说过：
“我曾引用许多老子的话， 因为我认为读者会喜

欢他的话， 最重要的是因为老子能说得比我的意

译好得多， 且有效得多。” ［４］１８６其实， 从小说原著

的第 １２ 章开始， 林语堂就开始陆陆续续引入老

子 《道德经》 中的语录， 但是， 唐强在回译这

部小说时， 却把引自老子的原文都一一漏译掉，
忽略了林语堂向西方传播道家思想的初衷。 例

如， 在小说的第 １８ 章第 ３ 小节， 林语堂引用了

大量老子的语录， 但是当读者阅读唐强的译文

时， 这部分内容都不存在了。 当艾丝收到母亲的

来信告知其父亲在中日战争中不幸遇难时， 汤姆

在安慰艾丝的过程中， 两人共同研读老子的学

说， 艾丝从中找到了平静， 而汤姆也由此更进一

步了解艾丝。 唐译 《唐人街》 不仅漏译了两人

在艾丝房中探讨的大量的老子哲学， 还漏译了之

后艾丝把书借给汤姆研读的一系列内容， 整整漏

译了包含道家文化在内的 １９ 个段落。 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ｃｏｌｄ．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ｓｔｉｌｌ ｏ⁃

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ｈｅａｔ． Ｗｈｏ ｉｓ ｃａｌｍ ａｎｄ ｑｕｉｅ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８］２１２ （静胜躁， 寒胜热。 清

净为天下正。［１０］１７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ｖｅｒ ｄ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 Ｆｅｍａ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８］２１２ （谷神不死，
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１０］２５）

小说第 １８ 章第 ３ 小节正是汤姆接受老子思

想最深刻的一个章节， 而唐强却将此部分内容省

去不译， 使得读者无法了解随后汤姆在性格和生

活态度上发生改变的原因。 道家思想对汤姆的影

响是循序渐进的。 汤姆从一个好动的男生慢慢变

成一个懂得静下心来思考、 做事、 懂得进退的

人。 在汤姆向艾丝两次求婚不成之后， 他在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 “以退为进” 的思想指导下，
对艾丝开始疏远， 由此让艾丝意识到汤姆在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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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最终赢得了艾丝的爱情。
因此， 道家哲学在这部小说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不可随意漏译。
《唐人街》 原著中共有四个章节引用了老子

《道德经》 中的语录： 第 １２ 章有 ４ 处； 第 １８ 章

有 １２ 处； 第 ２０ 章有 １ 处； 第 ２５ 章有 ２ 处， 共

１９ 处。 但是， 唐强却把包含道家思想精髓的这

１９ 处通通漏译掉， 使得小说的汉译本读者无法

感受到老子哲学对艾丝和汤姆的影响之深， 也无

法如实传递出林语堂传播道家文化的 “本心”。
笔者认为， 作为回译者， 应该在忠于原文作者意

图、 在查实大量的史料之后， 对小说进行真实准

确的还原， 才能真正还原原文小说的价值， 做到

既译出原文的故事情节， 即 “意”， 又能抓住作

者的创作初衷， 即 “心”。

　 　 四、 《唐人街》 中闽南文化、 粤
语文化的错译和漏译

　 　 闽南文化和粤语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

部分。 要让其得以长久流传， 需要正确无误地对

其进行传播。 然而， 唐强在回译 《唐人街》 中

的闽南文化、 粤语文化等中国文化时却出现了错

译、 漏译等情况， 其中错译有 ９ 处， 漏译有 ３２
处。 笔者认为应该对其进行纠正， 特举例如下。

（一） 错译

例 １ 　 原文：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ｎｎｅｒ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ｃ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ｚｅ ｗａ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ｋｅ ａｂｏｕｔ
ｅｉｇｈｔ ｉ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ａｌｌ 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
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８］９２

唐译： 晚餐后他们玩骰子， 第一个奖品是放

在饼盒中间的， 直径在八寸左右的大月饼。 其他

还有中型、 小型的月饼， 全部都以他们所包的材

料来命名。［７］１０５

这里写的是有一年中秋节， 汤姆的舅舅送给

汤姆一家一盒月饼， 并在中秋节这天与他们一起

博饼过节的情景。 博饼， 是闽南地区如厦门、 泉

州、 漳州独有的中秋传统活动， 是闽南一种独特

的娱乐民俗文化。 由于闽南人遍及省外、 台湾地

区和海外， 因此， 这种中秋博饼的习俗也被移居

外地的闽南人继承了下来。 博饼是用六粒骰子投

掷结果组合来决定参与者的奖品。 传统的奖品为

大小不同的月饼， 专有名为会饼， 每会月饼按照

各级科举制度的头衔， 设有 “状元” １ 个， “对
堂 （榜眼）” ２ 个， “三红 （探花）” ４ 个， “四
进 （进士）” ８ 个， “二举 （举人）” １６ 个， “一
秀 （秀才）” ３２ 个。 现在的奖品除了月饼， 还可

以是日用品或食品之类的。 林语堂在这里是想把

闽南的这种 “博饼” 风俗介绍给西方读者， 而

唐强却把 “ ａｌｌ 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译成 “全部都以他们

所包的材料来命名”， 这完全搞错了博饼奖品的

命名原则。 为了体现林语堂传播闽南文化的意

图， 笔者尝试把这句话译为： 晚餐后他们玩博饼

游戏。 一等奖是一个直径约八寸的大月饼， 其他

奖品按头衔和大小递减， 所有奖品都是以科举考

试的不同名次来命名的。
例 ２　 原文：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ｗａ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ａｌｌ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ａｓ Ｏｌｄ 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ｒｔ． ［８］４

唐译：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把三番市叫做旧

金山的原因。 可是远在海外的中国人却把它叫做

大港。［７］５

这里唐强把 “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译成 “中国人” 是

不对的， 它指的仅仅是广东人， 词义的范畴被扩

大了。 １９ 世纪美国淘金热的时候， 很多广东人

跑到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三藩市） 去淘金， 然后把赚

到的钱寄回给广东老家的亲人。 因此， 在小说的

时代背景下， 在广东人眼里，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被称

作旧金山。 笔者认为此句可改译为： 对所有回到

广东老家的广东人而言， 三藩市被叫做旧金山，
而在美国的海外华人却把它叫做大港。

例 ３ 　 原文： Ｈｅ ｏｎｃｅ ｐｒａｙ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ｆａｎ － ｔ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ｓ 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ｉ⁃
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ｆ ｈｉ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ｌｏｓｔ ｉｔ ａｌｌ ａ⁃
ｇａｉｎ． ［８］７

唐译： 他曾经希望赌马能使他致富， 有一次

还赢得两百一十元的奖金， 但是， 由于他希望能从

这里多赢一些， 好接家人出来， 结果又输光了。［７］９

原文中的 ｆａｎ － ｔａｎ 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坐庄赌

博游戏， 林语堂按照粤语发音直接将其音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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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回译成汉语应为 “番摊”。 虽然番摊和赌马

本质上都是赌博游戏， 但是两者在形式上是不一

样的。 林语堂用 ｆａｎ － ｔａｎ 这个词， 是为了向读者

展示在美国奋斗的广东人平时的娱乐活动， 如果

用 “赌马” 来翻译， 就失去了这一中国特色。
因此， 笔者认为还是回译成 “番摊” 最恰当。

（二） 漏译

唐译本 《唐人街》 对闽南文化、 粤语文化

也出现较多主观漏译的情况。
例 ４ 　 原文 １：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ｚ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ｕ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ｎｏ ｏ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ｃｌａｉｍ ｉｔ ｆｏｒ ｈｉｓ ｏｗｎ． ［８］９２

唐译 １： 但是一等奖只有一个， 谁也不敢说

自己会得到。［７］１０６

原文 ２： Ｅｖａ ｔｈｒｅｗ ａ ｃｈｕ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ａｋ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Ｅｖａ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ａｓ ｏｖｅｒ． ［８］９２

唐译 ２： 伊娃中彩了， 大家都欢呼着， 最大

的月饼归伊娃所有。［７］１０６

这两句与例 １ 所涉及的内容相同， 都是讲中

秋博饼这一闽南民俗文化。 林语堂在这两个句子

里把一等奖的称呼 “状元” 也音译了过去， 因

此， 译者再将其回译成汉语时， 也应保留这一闽

南文化特色， 让中国读者也感受一下闽南民俗风

情。 笔者认为对上面的两句译文应该稍作修改，
可译成：

译文 １： 但是一等奖只有一个， 即 “状元”，
谁也不敢说自己会得到。

译文 ２： 伊娃博到了 “状元”， 大家都欢呼

着。 等到博饼游戏结束时， 最大的月饼归伊娃

所有。
例 ５ 　 原文：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ｌｏｒａ

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ｍａｎ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 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ｓｔｙｌｅｄ “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 Ｉｆ ｃｏｍｅ
ｗａｓ ｌｏｙ， ｏｐｅｎ ｗａｓ ｈｏｉ， ｄｒｕｎｋ ｗａｓ ｊｏｙ， ｓｅｅ ｗａｓ
ｔｏ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ｗａｓ ｃｈｏ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ａｒｄ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ｓ
ｋｏｙ ｃｈｏｙ， ｔｈｅ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８］３４

唐译： 佛罗拉学了很多的广东话单字： 来就

是 ｌｏｙ， 开就是 ｈｏｉ， 喝就是 ｊｏｙ， 看就是 ｔｏｙ， 菜

就是 ｃｈｏｙ， 芥菜就是 Ｋｏｙ ｃｈｏｙ 等。［７］３８

这里写的是佛罗拉 （意大利人） 和她婆婆

在厨房边干活边学习广东话的情景。 佛罗拉通过

学习， 发现了广东话发音的规律， 用了 ｈｏｉ － ｐｏｌ⁃
ｌｏｉ 这个词对广东话的特点作了总结。 而唐强在

回译时却把原文中的两处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略掉了， 这

就抹掉了林语堂借佛罗拉之口展示广东话发音特

点的意图， 使得汉译本读者无法领略粤语的魅

力。 因此， 笔者认为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体现的是发音特

点， 可以保留不译。 原文可改译如下： 毫不奇

怪， 佛罗拉学了很多广东话单字， 她很快就将其

发音特点归为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如果来就是 ｌｏｙ， 开就

是 ｈｏｉ， 喝就是 ｊｏｙ， 看就是 ｔｏｙ， 菜就是 ｃｈｏｙ，
芥菜就是 ｋｏｙ ｃｈｏｙ， 那么很明显， 广东话就仅仅

是 ｈｏｉ － ｐｏｌｌｏｉ 而已。
例 ６　 原文： Ｓｈｅ ｇ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ｍａｄ ａｔ ｍｅ ａｎｄ Ｆｌｏ⁃

ｒ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ｓ ｆａｎｋｗｅｉ ｗｈｅｎ ｗｅ ｓａｉ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ｒｒｙ ｔｉｌｌ ｈｅ ｃａｎ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８］２７０

唐译： 我和佛罗拉告诉她， 这是现代人的观

念， 男人在没有抚养妻子的能力时不应该结婚，
她气死了， 一直骂我们。［７］３０８

这里是伊娃写信告诉二哥， 老妈逼迫汤姆和

艾丝赶快结婚， 遭到年轻人反对时， 老妈对她们

发火的情景。 当伊娃和佛罗拉支持汤姆和艾丝两

人不着急结婚时， 受到了老妈责难， 骂她们俩是

ｆａｎｋｗｅｉ。 汤姆、 艾丝、 伊娃、 佛罗拉因为受到美

国人现代观念的影响， 认为应该先有事业， 再谈

结婚， 而老妈却认为年轻人到 ２０ 岁了还不结婚，
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认为他们都学外国人， 是

ｆａｎｋｗｅｉ （番鬼）。 唐强汉译时将这个词漏译， 使

读者无法体会到新旧两代人在中西文化上的强烈

差异， 也无法感受到粤语的骂人文化。 唐译文的

最后一句最好补充完整： 一直骂我们番鬼。

五、 结　 语

林语堂在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时喜欢把自己

所学的儒、 道、 释三大思想以及中国的地域文化

融入到其作品中， 着力于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
因此， 作为其小说的回译者应该 做 到 既 译

“意”， 又译 “心”， 紧紧抓住林语堂传播中国文

化的创作初心， 以此为翻译目的， 才能体现林语

堂小说的真正价值。 在回译过程中， 采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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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归化、 文化异化” 的翻译策略， 译 “意” 兼

而译 “心”， 让读者真正领略到林语堂作品的文

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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