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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浮生六记》两译本看归化和异化

口刘 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 由于归化和异化之争在国内外翻译界由来已久，笔者从语言角度和文化角度出发

来比较《浮生六记》的两英译本(林语堂译本和布菜克译本)。最后得出结论，即归化和异化是互补

的翻译策略．异化应是主流，归化是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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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和异化的争论由来已久并持续至今。许多

学者都曾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几年

来这场争论再次激烈起来。当一派慷慨陈词时，另一

派似乎总能找到反击处。两派分歧主要如下：

第一，翻译目的。归化派认为翻译目的是跨越语

言文化差异以求相互交流沟通，而异化派认为是展示

异国文化；

第二，忠实性，归化派认为忠实于原著意义更能

达到文化对等的效果。而异化派认为只有传达了所有

源语现象才能忠实；

第三，读者因素，归化派认为译者应优先照顾读

者能轻松阅读，而异化派认为读者对异质文化具备包

容能力。

看来．到底是归化还是异化?没有仔细分析和思

考，盲目接受他人观点是不可取的。

下面我们将《浮生六记》两英译本进行比较：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用简单通俗

的文盲文写成。它讲述了作者对美满婚姻生活的留

恋和对人生的感悟，其问穿插了风景描绘和文学、艺

术批评。它原本由六章组成，但后两章在流传过程中

丢失了。韩子满(2000：41)认为：“近年来有关中国古

典名著各种英译的比较也同样不无启示：和中国人自

己的翻译不同，几乎所有的英美翻译家都对原文中的

文化意象作了改动”笔者选择该书的原因是它的两

名译者一名是中国人林语堂，而另一名是英国人谢利

·布莱克(shidey M．Black)。

林语堂学贯古今中西，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

面作出杰出贡献。《浮生六记》是林语堂颇为推崇的

作品，其中的沈复和芸尽情享受自然和艺术之美的恬

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正是林语堂艺术地生活的主张的

最佳样板。林语堂在前言中说他翻译该作“仅仅是因

为它是一个应该让世界知道的故事。”(林语堂，1999：

20)“我从这对夫妇的经历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生活方

式的精髓”。(林语堂，1999：21)出自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林语堂译作总体上运用了异化策略。

布莱克作为一名外国人，翻译此书只想满足～般

读者的猎奇心理。他在译作前言中说：“从第四部分

起我省略了有关参观庙宇和景点的描写，因为它们都

很相似且对没去过、不熟悉实地的读者来说意义不

大。同时我还省略了一些文学批评和园艺部分，因为

它们太专业了，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此外，我

将一些章节按不致让人含混的顺序重新排列。”显而

易见，布莱克译作总体上运用了归化策略。

为了深入研究归化和异化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翻

译策略，笔者将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浮生六记》的

两英译本进行比较。

～、语言层面

(一)词汇

·【收稿日期】2加3—02—0s

·-【作者简介】 划蜂(1盯3一)士．四川宜宾人．疆士，电子科技大学外目语学盹教师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年(第5卷) 第4期

Joumal of UESTC(social sc{ences edition)Dec．2003，voI，5，No．4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分析翻译问题

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词汇。笔者发现两译者在处理

词汇方面有值得研究之处。

例l 问从途。日：“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沈

复，1999：164)

——I 8sked them for directions aIld thev told me that

1 was to go straight south{br ten li until I should reach

Taili“g ci‘y．．．(Lin Yut“g，1999：165)

——I asked them the wav，”Go south about three

向les”．0ne of them directed me”when vou reach the citv

of Tai-hsing．．．”(Shidey M．Black，1959：92)

例2(芸)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沈复，

1999：58)

——She tucked it mund the waist aTld put on a

mkua 0n top．(Hn Yutang，1999：59)

——she stitched a tack amund the waist 8Ild covered

it with a shon j眦ket(sh试ey M．Black，1959：19)

马褂是清代满人穿着的一种无袖外衣，它和西式

夹克毫无相似之处。中国和英国采用不同的度量衡

单位，林语堂借助于音译法保留了其异国情调，而布

莱克将中国的长度单位转换成英国的长度单位，所以

剥夺了原有的民族色彩。

例3乾隆乙已，随侍吾父于海宁官舍。(沈复，

1999：126)

——when 1 w越stayi“g with rny father at the Hain-

i“g yamen in 1785．．．(Ⅱn Yuta“g，1999：135)

——Inthe ve缸0fthe serpent，1785，whenl w鹊蛐

assistant to my fa【her at tll8 yamen in H“-ning．．．(Shid吖

M．Black。1959：74)

有时，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译者在保留语言

形式和保留内容方面难以面面俱到。如例三所示，中

国传统的记录时间的形式由三部分组成：在位皇帝年

号，十天干，十二地支。这种复杂的记录方式对外国

人来说是一无所知的。如果用音译法，原作的意义就

无法传递。正因为此，林语堂和布莱克都借助归化策

略，用世界通用的公历来解决。

以上对比可得出一些结论：

①在词汇层面。为忠实性起见，应尽可能地运用

异化策略。

②确实有不可跨越的困难时，可必要地用归化

策略。

(=)语法

斯大林认为：“语言的文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

汇变化更慢。它当然逐渐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

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

文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

证明了，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都替社会服务得

很好。”(1950：23．24)在语法层面，到底是归化为主还

是异化为主呢?

例4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

者。(沈复，1999：6)

——I aSked for the眦nusc打pts of he。poer璐and

f叫nd【h aI th。y consisted mainly of c叫plets and three or

four lines，bei“g u血nished poems．(“n Yut蚰g，1999：7)

——I had船ked Yuentolet me readtheIou曲d础
of her latest poems，but found，when sh8 gave me the

manuscipt，出at rI】ost 0f the ve璐es were uIlfinished，being

曲u—ets，or at most，st8nzas of oIlly three or f扎r lines．

(shidey M．Black，1959：5)

马建忠指出，汉语中缺乏主语的现象是可以接受

的。而在英语中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最基本的句子

结构是“主语加谓语”，还有严格的规则来保证主谓间

的语法一致和概念一致。为避免违背基本的生成句

子原则，在将原文翻译成英语时两译者都加了名词或

代词作句子主语。这应是归化策略的运用。

例5时已薪水不继，余佯为雇骡以安心，实则

囊饼徒步，且食且行。(沈复，1999：162)

——At t}Iis time．we are alreadv unable to meet our

daily elpenses，but in order to ease her工IIind，I pretended

to her th8t 1 w聃90i“g t0 hire a donk。y．As a m砒ter of

‰t，I t00k the jourr蛇y on fbot，mereb eating∞me whe8t

cakes inⅡly pocket whenever I felt hu“gry．(Lin Yutang，

1999：163)

——As byt}listimel was nolonger nleetingt}Ie ex—

penses 0f our daily 1ife，I pretended to hi陀a mule in order

to quiet her heart，me枷“g，jn reality，to set o廿0nfbot

with a b姑0f cakes仰which I could nibble as I砌ked．
(Shid町M．Black，1959：93)

汉语重意合，强调语言简洁；而英语重形台，强调

语言精确。因此，汉语多流水句，英语多竹节句。汉

语的句子是靠意义连接的，表面结构显得松散。英语

句子靠连词连接，结构较为缺乏弹性，句子之问的内

部关系靠连词来指示。例5是个很好的证明。沈复

的原句由四个子句组成，子句一提出原因，子句二隐

含目的，子句三、四内部是并列关系，而与前两句闻有

转折关系。原著中并没用连词来表现内在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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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译本中则正好相反。林语堂用but表转折，用in which had hidden herface，we looked at one anolher long

orderto表目的；布莱克髂表原因，用in orderto表目 and steadily；then Yuen s商led at me——andIfound her

的。此外，由于汉语中没有关系代词，这就使得定语as enchaming as before(shidey M Black，1959：7)

的位置和顺序在英汉转换中会经历很大变化，所以英 文言文的特点是简洁有力，富有表现力。林语堂

语中的长句要比汉语中多得多。在后两个子句中，因译作用句紧凑，与原著对应，而布莱克译作用句累赘

为林语堂用了whene”r来联接，布莱克用了whieh来拖沓。

联接，所以英语译文要比原句长得多。 综上所述：

茅盾(罗新璋，1984：513—514)认为：“要从外国作 ①在风格层面，应当用也可能用异化策略。

品中去吸收新的词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 ②异化策略要求不能对原著进行任意改动和删

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 节。

生吞活剥，生搬硬套，都是有害的。”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在语法层面，归化策 二、文化层面

略应是主流。

(三)文学风格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其意义植根于千百年历

茁壮认为，《浮生六记》属于笔记小说。它以简洁史创造的文化之中。它是民族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

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化传播媒介，是文化主客观的表现形式。翻译不

中最早产生并贯串始终的小说文体。它有以下特点：仅是跨语言交际，更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文化取向

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会直接影响到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的取舍。

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 例7时当六月，内室炎蒸。(沈复，1999：18)

沈复将他的小说分成六个章节：闺房记乐、闲情——h was in the 8ixlh㈣，then，aIld the r00心

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从were vew hot．(un YutBng，1999：19)

而回顾了虽然悲惨，但也不乏欢欣和美好的婚姻生——It w聃tIlen tlle sixt}l monlh，the weatller wa8

活。前三章可看作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但该书却不能verv Bul铆叫d the wh01e}姒m wa岛hot and damp．(shidey

被看作纯粹的爱情故事。后三章展示了作者的生活M．Black。1959：11)

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布莱克把沈复的原著认作是 中国有自己传统的阴历来划分一年时间，直到二

“所有恋爱故事中最温柔、最快乐的一个”(Black，十世纪才沿用世界通用的阳历。林语堂取啪蚰舍

1959：xi)，他将他的译作以婚礼开始，以芸的去世结mnth显然用心良苦：m00n一词说明了中国传统历法

束。此外，他还将原著的六章改编成按时间发展的十和月亮活动规律有关，monlh就没有这种内涵。

二章，并任意删节反映沈复夫妇享受自然及艺术之美 例8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

等章节。从广义上讲，他失去了一个向外国读者介绍(沈复，1999：14)

中国特有文化的机会；从狭义上讲，他破坏了笔记体——Althou小1 wanted her to lie in bed 10n辨r．I

小说的风格。林语堂在这点上作得很好：遵循原著写could not help ad血dng her vi咖e，and so 90t up mvself，

作内容和顺序，保留了笔记体小说“杂”的风格。 too，砒the s肿e dme讲th h酊(Ijn Yutang．1999：15)

从表达方式看，《浮生六记》文笔简洁生动，那么——1 wamed to mke love to her a窖ain；to hold her

英文译本又如何呢?试看以下例： in mv ams 8 little 10n辨r；vet I had such respect for her

例6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已揭，相视嫣stren舢0f character￡halI made myself get out 0f bed，as

然。(沈复，1999：10) 蝴as she did．(Shirlev M．Black，1959：9)

——I‰nd that she had the same slender矗gⅡre a8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的约束，人

before，when herbidal veil was lmed，we looked at each们意识敏感、保守。有关性的话题长期以来被当作禁
0ther and sIrIiled．(Hn Yut“g，1999：11) 忌。相反，西方文化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而更具开

——I s8w at 0nce that she had n0I cha“ged，that放度。不同文化间的不同开放度对翻译策略产生重
her8 still the sⅢe delicate，sensitive 69【lre I knew so well大影响。在例子8中“卧”是委婉语，林语堂用1je jn

证my dream．when，atl聃t，she咄8ed lhe weddi“g”n kd恰如其分，而布莱克的译文就过于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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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张日：“夫人即或魂归，业阴阳有间”(沈

复，1999：176)

——Ch“g”plied，”Even if your w如’s 8pidt

should retum，she is living in a wodd di珏erent f∞m ours”

(Lin Yuta“g，1999：177)

——Chang Pe璐isted”Even if t}le 8pi血of your wife

does∞me back to you，she is no 10“ger a human bei“g but

has already becom8 pan 0f tlle nether wodd 0f Hades”

(shidev M．Black．1959：99)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文学打上了很深

的希腊神话的烙印，象Eumpe及Pais等地名都是由

此而来，还有象“a Herculeall t鹪k”、“an Achme’s

heel”、“a Pandora’s box”等数不胜数的例子。在例子9

中，“阴阳”属佛教说法。林语堂因选择文化中性表达

法而抹杀了原著文化色彩。布莱克的译法给人错觉，

即古代中国人信仰希腊神话。

例10与余为总角交。(沈复，1999：192)

——He was a childh00d chum 0f rIline．(“n Yu—

tallg，1999：193)

——we had been抽ends fbm eadv childhood．

(shidev M．B1ack，1959：106)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

不同民族的人会用一些特殊的修辞表达法来交流，这

就给翻译带来很大难度。“总角”原指儿童头上的发

髻，后常被用作借代童年。这对有一定的古文功底的

读者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但对门外汉的外国读者来说

就不知所云了。因此两译者都用归化来处理。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归化策略的负面影响是无根据地增加、删节、

淡化文化信息含量。

②异化策略是保持原著文化信息含量的首选策

略。

③异化策略在处理文化转换方面也有力不从心

之处，而归化策略是其补充。

总之，通过对《浮生六记》两译本的分析和比较，

不难看出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表面矛盾而实质互补。

笔者以为，在当今开放和交流的大背景下，异化是发

展趋势。翻译工作者们应给异化策略予优先权，将归

化策略看作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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