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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喻視域下的英漢習語翻譯研究

單新榮　 賈紹東

廣州應用科技學院

摘　 要：基於轉喻的認知屬性和轉喻相鄰性所指關系，提出英漢習語的轉喻翻譯策略。 從英漢習語的形式與意義

來看，英漢習語呈全對應、半對應和零對應關系。 研究認為英漢習語的全對應關系側重歸化、直譯翻譯方法；半對

應關系則應采用直譯＋註釋和意譯的翻譯方法；零對應關系多側重異化、轉譯和意譯的翻譯方法。 習語翻譯涉及譯

者的主觀意向性，對習語的理解和表達體現了文化的傳遞和語言的表意方式。 本研究對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具有

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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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轉喻視域；英漢習語；翻譯研究

基金項目：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 ２０２０ 年度冷門絕學研究專項課題《南海“更路簿”翻譯研究一一以

蘇德柳和彭正楷抄本為例》階段研究成果之一。

引言

習語是由固定的詞組和句子所構成的語言表達形式， 漢語稱其為“熟語”，包括成語、諺語、典故、俗語

等，習語具有深厚的文化含義。 “轉喻主要具有一種指代功能，它允許我們用一種實體代替另一實體，同時，
轉喻是一個認知過程，讓我們通過與其他事件的關系對另一件事件進行概念化理解。” ①“概念轉喻是在同一

個認知域中源域為目標域提供心理可及的認知操作過程，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關系是或然的，目標域處於

突顯位置，源域處於背景化位置，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轉喻關系密切程度在於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概念距

離和源域的突顯程度。” ②“轉喻（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是一種映現，是一種“替代（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關系”。③不同的轉喻由

相對突顯（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的認知原則提供理據，突顯的項目作內容以認知為參照點，來喚起相鄰的內容，
借助語境，對對應內容進行識解（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 相對隱喻的研究習語翻譯，轉喻研究習語翻譯的文獻較少。
鑒於習語的形式與意義差異較大，借助轉喻理論，基於隱喻研究的基礎，本研究從概念轉喻角度對英漢習語

形式與意義進行分析，研究轉喻在習語翻譯方面的運作機製及翻譯策略。

一、 轉喻研究

近年來，學者們從多角度對習語翻譯進行了研究，例如劉艷芳從順應論的角度探討了新聞報道中不同

文化的碰撞，結合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進行轉換，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僅要關註語言形式的適

應性選擇轉換，更要關註雙語文化內涵和交際效果圖的傳遞與闡釋”。④單偉龍分析了莫言作品中的習語英

譯本中的翻譯，研究了譯者翻譯習語使用直譯、意譯的翻譯方法。⑤邱能生根據 Ｎｉｄａ 的文化理論、Ｖｅｎｕｔｉ 異
化、歸化分類，認為“習語的翻譯應側重異化的翻譯方法”。⑥對習語的轉喻翻譯，國內學者肖坤學基於認知語

言學的語言觀與轉喻構建的認知特點，提出了以轉喻構建為依據、以意義為參照的轉喻翻譯思想，認為“從

隱喻研究角度更在多數，但是轉喻如同隱喻一樣，是人們認知事物的一種方式，伴隨著語言左右。” ⑦譚業升

闡釋了轉喻圖式－－例示級階的翻譯轉換、翻譯變體的創造性翻譯的理念，並且提出“在翻譯過程中以語境為

基礎並受規約限製的轉喻認知方式。” ⑧盧衛中以認知的概念轉喻理論為指導探討了轉喻翻譯的認知基礎與

策略，運用認知語言學理論解決轉喻翻譯的實際問題。⑨

認知語言學家王寅提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多重互動作

用為認知基礎的”、“翻譯具有體驗性”。⑩體驗性構成了不同語言之間具有互譯性的認知基礎。 翻譯的體驗

性一方面表現為原文本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另一方面為譯者對原文本的理解和推理。 奈達認為“翻譯

的目的在於把源語的全部信息在譯語中再現並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 ，因此翻譯中的等值是經驗結構

的相似性，換言之，翻譯某種意義上要求概念對等。 翻譯被認為是一種轉喻思維的體現，轉喻翻譯是一種主

體意識活動。 意向性是人的意識的一項核心內容，可體現為意識活動的一種工具，是意識觀照（ ｃｏｎｓｔｒｕｅ）
事物事件事態時所展現出的一種體現利己的取舍傾向。

從“中國知網”文獻中的主題輸入“轉喻”和“習語翻譯”可得到文獻總數：６ 篇；檢索條件： （主題 ＝ 轉

喻 或者 題名 ＝ 轉喻 或者 ｖ＿ｓｕｂｊｅｃｔ ＝ 中英文擴展（轉喻，中英文對照） 或者 ｔｉｔｌｅ ＝ 中英文擴展（轉喻，中英

文對照） 並且 （主題 ＝ 習語翻譯 或者 題名 ＝ 習語翻譯 或者 ｖ＿ｓｕｂｊｅｃｔ ＝ 中英文擴展（習語翻譯，中英文對

照） 或者 ｔｉｔｌｅ ＝ 中英文擴展（習語翻譯，中英文對照）） 我們發現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間有關“轉喻翻譯”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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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發文量有 １４ 篇，平均每年發文一篇。 在發文中，以“英語習語”和“習語翻譯”文獻數各為 ２ 篇，以“翻

譯策略”、“英語文化背景”、“英語表達”、“英國人”、“英語國家文化”、“動物詞”等都為 １ 篇，相對於“轉喻”
和“翻譯”的文獻數（２９９ 篇）來說，習語翻譯研究需進一步深入。

Ｓｍｉｔｈ 最早強調了習語的基本特征，認為“習語的意義不是它的組成詞的意義的總和，對習語的研究提

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認為翻譯是再現原義的信息，而不是保留原文的結

構；翻譯對等不是同一，沒有完全的對等，意義是譯者優先考慮的因素； 翻譯的過程中，不但要考慮譯出語和

譯入語的差異，更要考慮作為文化載體的兩種語言所產生的文化差異。 習語作為語言的精華及文化的載

體，在各種交際場所，習語使用的使用頻率更高。 認知語言學為習語的理解和翻譯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徑。

二、 英漢習語轉喻形式與意義對比分析

語言符號是形式和意義的統一體，習語也不例外。 習語的形式即習語字面義所傳達的信息作為認知參

照為隱含的意義提供心理通道，實際的含義需依賴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行推理才能獲得。 習語的意義具有一

定的文化背景，其意義的不確定性通過相鄰、相近或“部分激活整體”的轉喻思維來推理。 因此，在翻譯過程

中，對源文本的解讀體現了相鄰、相近和“部分代整體”、“整體帶部分”的轉喻思維。 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不同

的文化，從對比的角度來看，英漢習語可分為相互對應，半對應和非對應的英漢習語，具體例示如下：

序號 源語 目的語 對應關系

１ Ｈｅ ｗｈｏ ｒｉｄｅｓ ａ ｔｉｇｅｒ ｉｓ ａｆｒａｉｄ ｔｏ ｄｉｓｍｏｕｎｔ 騎虎難下

２ 好馬無劣色 Ａ ｇｏｏｄ ｈｏｒｓ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ｏｆ ａ ｂａｄ ｃｏｌｏｕｒ
全對應關系

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ｏｆ ｏｎｅｓ ｅｙｅ 掌上明珠

４ 膽小如鼠 ａｓ ｔｉｍｉｄ ａｓ ａ ｈａｒｅ
半對應關系

５ ｔｏ ｄｒａｗ ｏｎｅｓ ｂｌｏｏｄ 惹人生氣

６ 依賴某人 ｔｏ ｈａｎｇ ｏｎ ｓｂ．ｓ ｓｌｅｅｖｅ

７ 四面楚歌 ｔｏ ｂｅ ｂｅｓｉｅｇｅｄ ｏｎ ａｌｌ ｓｉｄｅｓ

零對應關系

　 　 例 １ 和例 ２ 中英語習語或諺語在漢語中都有對應的動物，而且動物意象相近，都有與之相對應的漢語習

語或諺語。 例 １ 中的“ ｔｉｇｅｒ”翻譯這類英語習語時，形式和意義相對應的漢語習語是最佳譯法。 漢語也有一

些習語，與英語的一些習語相對應。 例 ３ 和例 ４ 呈半對應關系，通過部分代替整體的轉喻思維對應在英漢習

語占習語中的大部分。 半對應的英漢習語通常是轉喻意義相同，但喻體形象迥異。 譯者須對源語習語意象

加以轉換，產生聯想，用合適的目的語將其譯出。 例 ５ 和例 ６ 中的英語習語涉及獨特的西方文化意象，染上

了獨特的西方文化色彩，只有采用意譯法處理，才能為目標語（譯文）所理解。 例 ７ 這類習語是漢語歷史上

留傳下來的典故和成語，字面翻譯無法為英文讀者所接受；如果加上一長串解釋性文字，就失去了成語精粹

的特點。 最好的辦法是避開其文化背景，譯出隱性的含義。 翻譯過程中，譯者的目標域的取舍受到譯者的

意向性，目的語接受者的文化喜好、理解程度等因素的製約，導致習語翻譯時產生不同的翻譯策略。

三、 轉喻翻譯的機製

轉喻是一種認知操作方式，在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活動得到充分發揮，英漢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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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漢民族原始社會以母系社會為主，生活具有典型的農耕特色，習語中“牛馬年，好耕田”，用“耕田”來

表達“農耕生活”，實現事件要素之間的轉換；英語習語則多使用功能轉換的轉喻詞．英漢民族思維重視膚色

與種族或階級差異，如“ ｒｅｄ ｔａｐｅ（官僚作風）”。 英漢民族中間經歷了以體驗為基礎的復雜過程。 劉宓慶認

為翻譯首先是對語符形式的意義構建，因為“所謂翻譯的本質，就是意義的語際轉換”。 譯者對源語文本進

行解讀，在理解的基礎上形成概念和意義，建構認知信息，然後在目的語中將該認知信息用語言形式表征出

來。 意義的建構是一個推理的過程。 原文本的語言符號所編碼的信息作為認知參照點為隱含的意義提供

心理通道，“顯性的語言編碼只是讓我們到達了一個正確的鄰近地區，但要找到確切的位置還需其他方法”。
也就是說，語言符號僅僅具有產生某種意義的潛勢，具體的意義還要依賴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行推理才能獲

得。 這種意義的不確定性通過語境的激活 到達目標的心理通道。
譯者對源文本進行解構，在頭腦中形成了概念和意義，根據表達習慣，在源語中表達整體意義的詞語在

目的語中會尋找和挑選部分意義來替代，產生“部分替代整體”、“整體替代部分”和“部分替代部分”等關

系。 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認知機製的轉喻也是一種翻譯策略。 轉喻作為翻譯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 “部分替代整體”的轉喻機製

源文中沒有使用轉喻思維，但在翻譯過程中采用轉喻思維機製，從而使譯文更加生動形象。
例 ８：他愛財如命，可是為了維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老舍，《駱駝祥子》）
譯文：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ｗａｓ ｌｉｋ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ｉｆｅｓ ｂｌｏｏｄ， ｈｅ ｇｒｉｔｔｅｄ ｈｉｓ ｔｅｅｔｈ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ｊｏｂ．
譯文存在著用名詞短語“ｈｉｓ ｌｉｆｅｓ ｂｌｏｏｄ”代替“生命”的跨語言轉喻用法，體現的是由組成部分轉指整個

人的生命。 就翻譯而言，譯文“ｈｉｓ ｌｉｆｅ”與源文“愛財如命”之間構成了“部分替代整體”的轉喻關系。

（二） “部分替代部分”的轉喻機製

“部分代部分”對於同一個目標概念，兩種語言可能會選取實體的不同部分或屬性來表征該事物。 因為

鄰近關系在不同語言中的凸顯程度是不一樣，因此在源語中用事物的某一屬性或特征來通達該事物，而在

目的語中可能選取的是事物的另一屬性或特征，但這些屬性或特征處於同一個認知框架中，構成“部分代部

分”的轉喻關系，例如：
例 ９：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ｃａｐｐ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ｓ ｌｏｓｔ 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ｊｏ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ｉ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ｓ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ｓｅｅｉｎｇ， 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ａｌｏｎ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ｏ ｂｅ
ｇ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Ｊａｍｅｓ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

譯文：白雪皚皚的高山因其清晰可見而失去它的尊嚴，但旅遊者卻因能夠看見站在山頂上的遊人而喜

形於色。 對於大多數人，單是為了要看見而要看見的願望需要得到滿足而已，因此，他們僅以能看見細節

為快。
譯文中“ｓｎｏｗ－ｃａｐｐｅｄ”用事物的組成部分譯入事物的屬性，部分代替部分。 在源語中用山的頂部高的

特征來表達雪的覆蓋，目的語中選取的是事物的屬性“白雪皚皚”來翻譯。 英語語言註意白的自然特性，漢
語關註事物的結果，構成部分替代部分的轉喻翻譯。

（三） “整體替代部分”的轉喻機製

在翻譯過程中，源語中的整體概念在目的語中可能用部分概念來表達，或者源語中的事物在目的語中

用其特征或屬性來表達。 換言之，在為目標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過程中，源語中的概念和目的語中的概念

構成整體和部分的轉喻關系。
例 １０：輕聲細語

譯文：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ｉｅｓｔ ｖｏ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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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輕聲細語”指說話時聲音很小很細，一般用來形容女子說話，而譯文則借“ｖｏｉｃｅ”轉指“聲音”，就
譯入語與源語的關系而言，兩者之間構成了“聲音代話語”的跨語言轉喻關系。

為了保持與源文一致的心理可及過程，轉喻翻譯必須盡量保留源文的轉喻特征，這包含以下兩方面的

含義：首先，譯文要盡可能讓譯文讀者獲得與源文讀者相同的心理反應。 換言之，在翻譯的過程中，譯文應

盡量保留源概念為目標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轉喻思維過程。 這種心理可及的過程是意義層面的。 因此，在
不同的語言中，表達目標概念的源概念的語言表達形式可能不一樣，但認知過程是一致的。 其次，譯文要盡

可能再現轉喻的修辭功能，維持原文的形式美和意蘊美。 在使用轉喻的過程中，為達到譯文的優美，必須註

重修辭效果。 轉喻通常是以凸顯的或具體的事物來為不凸顯的或抽象事物提供心理橋梁，把兩種表面上關

聯不大的對象聯系起來，引起讀者的聯想、思考和感悟，從而獲得語言的美感。 同時，轉喻通過簡單的措辭

來傳達復雜的意義，以達到認知和表達的經濟性。 因此，轉喻翻譯除了保持信息的忠實與文字的通順外，譯
文還要實現原文修辭效果的對等再現，讓譯文讀者能夠欣賞或領略到原文轉喻的風采。

四、習語翻譯的策略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互動體驗與認知加工的產物。 由於人類具有相同的生理結構，不同民族對客觀

世界的體驗與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然而，由於不同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與風俗習慣

不同，不同民族的互動體驗、認知加工與語言表達也存在明顯的差異。 從形式與意義維面來看，英語與漢語

中習語呈全對應、半對應和零對應關系。 針對英漢習語的翻譯，譯者可視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直譯、意譯、轉
譯等具體的翻譯策略（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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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譯

直譯是源語的意義在目的語中的再現，源語的轉喻和表達手法在目的語中也會出現。 英語的習語在形

式和意義與漢語的形式和意義全對應或半對應常采用直意。
例 １１：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呆氣了，混說的是什麽？ 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

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 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 你

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象你大姐姐做娘娘呢？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譯文： Ｂｏｔｈ ａｍ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ａｓｐｅ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 ｅｘ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ｇｏ ａｇａｉｎ－ｔａｌｋｉｎｇ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Ｓｏｏｎｅｒ

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ａ ｇｉｒｌ ｈａｓ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ｎｃｅ ｓｈｅｓ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ｏｆｆ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ｏ ｆｏｒ ｈｅｒ Ｉｆ ｓｈｅ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ｔｏ ｇｅｔ ａ ｇｏｏｄ ｈｕｓｂ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ｉｆ ｎｏｔ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ｉｔ — ｔｈａｔｓ ｆａｔｅ． Ｓｕｒｅｌｙ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Ｍａｒｒｙ ａ ｃ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ｃｋ ｍａｒｒｙ ａ ｄｏｇ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ｏｇ  Ｈｏｗ ｃａｎ ｅｖｅｒｙ ｇｉｒｌ ｂｅ ｌｉｋｅ ｙｏｕｒ ｅｌｄ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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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ｔｅｒ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 ．．． 
習語“Ｍａｒｒｙ ａ ｃ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ｃｋ； ｍａｒｒｙ ａ ｄｏｇ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ｏｇ”中映射漢民族女性在婚姻中的

依附。 這句俗語是從＂ 嫁稀隨稀，嫁叟隨叟＂ 諧音訛化而來的。 “稀”為少年，“叟”為老者，古人的婚姻只能

聽憑父母安排，兩人甚至在結婚前都不知道對方是老是少，是美是醜。 對對方的印象僅能從父母與媒人的

話中想象，所以等看到對方的時候， 無論是好是壞都已成定局，只能認命了。 譯者選擇直譯便於理解，同時

也存在著轉喻思維方式。

（二） 直譯＋註釋

源文中的轉喻喻體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包含特有的生活習慣、民俗風情、典故、傳說、歷史事件、人物、
政治、宗教等，在另一種文化中用對等的喻體進行翻譯時，往往無法再現原文的文化信息。 為了準確表達原

文的意義，讓譯語讀者獲得同樣的認知反應，譯者可以采用“直譯 ＋ 釋義”相結合的翻譯方法，對其文化內涵

進行解釋。
例 １２：Ｈｅ ｉｓ ｌｉｋｅ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ｂｒｅｄ ｈｏｒｓ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ｙｅ， ｄｏｃｉ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ｔｏｕ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ｓｔ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ｕｎ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ｎｔａｙａｎａ，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ｎ Ｈｉｓ Ｓｏｕｌ）
譯文：何況他就像是一匹英國純種馬，在內行人看來無可挑剔，輕輕一拍就能領會你的意圖，載著你穿

越空曠的原野，和你完全融為一體。
在翻譯上有限度地改變原文連續用地使用轉喻進行翻譯，“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ｙｅ， ｄｏｃｉ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ｔｏｕ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ｓｔ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ｕｎｉｓｏｎ”保持原文意思的連續，全段文字產生統一中有變化的審美

情趣。

（三） 轉譯

由於各民族在社會環境、歷史傳統、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在與客觀世界的互相作用中獲得的經驗會

存在一些差異。 這種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同樣會體現在包括轉喻在內的語言表達形式中。 在這種情況下，原
文中用來激活目標概念的源概念跟譯文中的源概念不一致，但體現了同樣的認知方式。 通常情況下不能把

原文中的喻體移植到目的語中，而是采用目的語中對應的喻體，對原文中的轉喻進行轉譯，使轉喻的信息在

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易於接受，從而實現翻譯等值。
例 １３：肖英受到十足地傷害，人們幾乎一致認為她這是傍大款。
譯文：Ｉｔ ｉｓ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ｗｈｏ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ｓｈｅ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 ｓｕｇａｒ

ｄａｄｄｙ ａｓ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上句是“傍大款”在原文中所要表達的是“年輕女子嫁給有錢人”的意思，含貶義。 這個漢語習語所描述

的社會現象並不是中國特有，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和轉喻表達在漢語和英語中都有。 翻譯所采用的策略便是

轉換喻體，即找到英語讀者所熟悉的喻體來表達同樣的含義。 在這個例子中“ ｆｏｕｎｄ ａ ｓｕｇａｒ ｄａｄｄｙ”便是英語

讀者所熟悉的喻體，運用這個轉喻能完全表達出原文的含義，並保留了原文的語言特色。

（四） 意譯

當在目的語中找不到與源文一致或對等的源概念來激活目標概念時，通常采用歸化＋意譯的方法，即在

理解詞語表層結構的基礎上，用目的語的習慣表達方式把原文中轉喻的目標概念表現出來，以達到交流的

目的。
例 １４：小丁在男女的問題上已經可以算是閱盡人間春色了，故而有點修成正果的味道，篤誠篤意地認為

還是一夫一妻的方式最佳，既人道又天道，老天是絕不會用艾滋病來騷擾恩愛夫妻的。
譯文：Ａｓ ｔｏ ｓｅｘ， Ｘｉａｏ 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ｈａｓ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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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ｍｏｎｏｇａｍ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Ｉｔ ｉｓ ｂｏｔｈ ｈｕｍａｎ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ｏｖｉｎｇ ｃｏｕｐｌ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ｂｙ
ＡＩＤＳ．

在這個例句中“閱盡人間春色”這個漢語習語也是有較深的隱喻含義，指“經歷過數量眾多的美貌女

子”，屬於漢語中耳熟能詳的表達。 但是對於英語讀者來說，“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無法和“美女”聯

系起來，所以這個習語的翻譯舍棄了“人間春色”這個喻體，而直接意譯為“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譯者在處理習語的轉喻有不同的選擇，在目的語中有源語的的對應時，可采用直接翻譯的策略； 若沒有

對應的翻譯時，譯者選擇間接翻譯的策略。

結語

轉喻在習語中使用非常廣泛，而且形式多樣。 轉喻是兩個概念實體可及的心理基礎，借助鄰近關系實

現不同語際的表達。 在翻譯的過程中，源語表達與目標語的表達出現部分與整體、部分與部分、整體與部分

的不一致，導致譯者在不同語言的轉換中選取不同的語言載體表達相同的意義。 換言之，對於源語中的心

理可及過程，譯文可能選取不同的實體來激活目標。 在翻譯中，采用直譯、直譯＋釋義和轉譯的的翻譯策略

和方法，達到“達”和“雅”的的境界。 從宏觀層面研究了概念轉喻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作用，認為翻譯是具

有轉喻性的認知活動，翻譯過程中對文本的理解和表達都體現了轉喻認知語用機製。 同時，轉喻本身也是

一種翻譯策略。 通過翻譯，挖掘深厚的文化意義，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增加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意義。

注釋：
Ｌａｋｏｆｆ， Ｇ， Ｍ．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０） ．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ｎｔｈｅｒ， Ｋ， Ｕ． ＆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ｇ， Ｌ． （２００６） ． Ｍｅｔｏｎｙ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ｓｐｅａｋ． Ｉｎ Ｂｅｎｃｚｅｓ Ｒ． ＆Ｓ． Ｃｓáｂｉ （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ｏｆ ｓｉｘｔ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６０ｔｈ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ｏｆ Ｚｏｌｔáｎ Ｋｏｖｅｃｓｅｓ．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Ｅｔｖｓ Ｌｏｒá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ｋｏｆｆ， Ｇ． ＆ Ｍ．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９） ．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ｃｏｏ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 ｆｉｅｌ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ｐｏｅ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Ｎｉｄａ， Ｅ， Ａ． （１９９３）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ｍｉｔｈ， Ｌ． Ｐ． （１９７９） ．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ｄｉｏ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劉艷芳：《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看新聞報道中隱喻習事的翻譯》，《上海翻譯》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單偉龍：《基於語料庫的葛浩文習語翻譯研究－－以《紅高梁家族》和《變》為個案》，《外語電化教學》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邱能生，邱曉琴：《文化差異背景下英漢習語翻譯的異化和歸化處理探微》《上海翻譯》，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肖坤學：《以認知理據分析為基礎的轉喻翻譯》，《中山大學學報論叢》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第 ２１６—２１９ 頁。
譚業升：《轉喻的圖示—例示與翻譯的認知路徑》，《外語教學與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６５—４６７ 頁。
盧衛中：《轉喻的理解與翻譯》，《中國翻譯》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６４—６７ 頁。
王寅：《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中國翻譯》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９—２０ 頁。

（Ｅｄｉｔｏｒ： Ｌｕｃｙ）

９８０
ＳＨＡＮ Ｘｉｎｒｏｎｇ　 ＪＩＡ Ｓｈａｏｄｏ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