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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显化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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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显化是译者在译文中挑明原文暗含信息的一种策略，而原文暗含信息可能是语言

差异或语境缺失决定的。考察翻译文本发现，语言显化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显化，而语境显

化是译者的普遍冲动，有时容易导致“过度显化”，反而影响目标读者获得相当的语境效果。因

此，译者如何把握语境显化的“度”是关键，关联理论衍生出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可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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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化（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概念最先由法国人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Ｖｉｎａｙ和Ｊｅａｎ　Ｄａｒｂｅｌｎｅｔ提出，指的是“将源

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理出的信

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示的方法”［１］，与之相对的是隐

化（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２］。这 一 概 念 在 随 后 的 翻 译 研

究著述 中 被 不 同 的 学 者 冠 以“策 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技 巧”（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或“方 法”（ｐｒｏｃｅｓｓ）等（见

Ｂｌｕｍ－Ｋｕｌｋａ　１９８６；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　１９９２；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６；

Ｏｌｏｈａｎ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０；Ｐáｐａｉ　２００４），其外延和内

涵不断拓展丰富，继而分化出两大阵营：语内显化

研究（如Ｂｌｕｍ－Ｋｕｌｋａ　１９８６，ｖｅｒａｓ　１９９８）和语际显

化研究（如 柯 飞２００５、胡 开 宝 等２００９、胡 显 耀 等

２００９）。这些研究多半是基于语料库展开的，但是

“显化本身不具备概念地位，导致语料库操作难以

全面展开”［３］，因此仍旧采用传统研究方法，采集

了２６篇英汉对照和３７篇汉英对照的文章，逐字

逐句考察其中的显化现象，发现语言结构差异导

致的显化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显化，而其它情

形的显化可以用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关联理论的“语境”概念予以统摄，并进一步揭示：
译者进行语境显化的关键在于遵循“推理空间等

距原则”，维持推理悬念，才能有节、有度。

　　一、语言差异显化

匈牙利学者Ｋｌａｕｄｙ对显化进行了最为系统

的分类，提出了强制性（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选择性（Ｏｐ－
ｔｉｏｎａｌ）、语 用 性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翻 译 本 身 固 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ｅｎｔ）四种显化类型［３］。强制性

显化源于不同语言在句法、语义方面等的差异所

致（见 Ｂａｒｋｈｕｄａｒｏｖ　１９７５；Ｖａｓｅｖａ　１９８０；Ｋｌａｕｄｙ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Ｅｎｇｌｕｎｄ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　１９９３），而其他三

类显化则与文体、文化等相关。考察翻译文本发

现，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形式特征上的差异，英

汉互译中皆有强制性语言显化现象，显化主要表

现在英语中被动语态的施事主语、省略、替代、句

际衔接、笼统词义等方面。

（一）英语被动语态施事主语在汉译中

显化

英语的被动语态往往隐含施事主语，但 翻 译

为汉语主动句时要求有灵主语，因此在译文中都

显化出相应的主语，如（例中英语斜体、汉语着重

号皆为作者所加，起强调作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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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Ｃｈｅｒｉｅ’ｓ　ｂｅｅｎ　ｔｏｌｄ　ａｂｏｕｔ　ａ　ｈａｎｄｙ　ｓｕｐ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ｃａｎ　ｂｕｙ　ｓｏｍｅ　ｆｏｏｄ　ｉｎ　Ｂｒｉｎｄｉｓｉ，

ａ　ｔ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ａｒｅ　ｈｅａｄｅｄ．

有人
獉獉

告诉切莉，在我们前往的意大利 南 方 东

海滨小城布林迪西有个方便的超市，可以在那里

买些 食 物。（摘 自Ｉａｎ　Ｄｕｎｗｏｏｄｉｅ著Ｊｏｕｒｎｅｙ　Ａ
ｂｙ　Ｔｒａｉ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张莉译）

原文“Ｃｈｅｒｉｅ’ｓ　ｂｅｅｎ　ｔｏｌｄ”中隐含的被动语态

施事主 语“［ｂｙ　ｓｏｍｅｏｎｅ］”在 译 文 中 显 化 出 主 语

“人”。

２．Ｐｅｒｈａｐ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ａｌｌｅｙｗａｙ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　ｃａｎ　ｂｕ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ｈｉｎｇ———ｕｎｓｅ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ｅａｒ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也许在小巷深处莫斯科人还可以买到真正的

冰淇淋———那里没人
獉獉

注意，也不必担心 别 人
獉獉

说他

反动。（摘 自Ｐｅｔ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著Ｂｉ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ｕｓｓｉａ南左敏译）

原文过去分词“ｕｎｓｅｅｎ”、被动语态“ｂｅｉｎｇ　ｌａ－
ｂｅｌｅｄ”隐 含 的 两 处 泛 指 主 语“［ｂｙ　ａｎｙｏｎｅ］”在 译

文中显化。

（二）英 语 省 略、替 代 显 化 在 汉 译 中 显

化

英语行文尽量避免重复，因此常常使 用 省 略

和替代（借助代词、介词等），而汉语没有相应语言

形式（代词他、她、它使用频率较英语低），而大多

借助词汇重复来指称同一对象，如：

３．Ｉ　ｈａｒｄｌｙ　ｅｖｅｒ　ｅａｔ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ａｔ　ｈｏｍｅ，ｂｕ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ｅｆ　ｖｉｓｉｔ　ｉｎ　１９７８．

在美国，我几乎不 吃 冰 淇 淋，但 在１９７８年 对

俄罗斯的一次短暂访问中却迷上了俄罗斯品种的
獉獉獉獉獉獉

冰 淇 淋
獉 獉 獉

。 （摘 自 Ｐｅｔ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著 Ｂｉ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ｕｓｓｉａ南左敏译）

原文为 了 避 免 重 复，用“ｖａｒｉｅｔｙ”来 指 代“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译文中却不得不遵循汉语表达习惯，恢复

其指代的“冰淇淋”。

４．Ｗｅ　ｄｅｔｅ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ｍｏｒｅ
ｏｆ　ｉｔ　ｔｈａ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我们对抽象艺术深恶痛绝；但所创作 的 抽 象
獉獉

艺 术 品
獉獉獉

却 超 过 世 界 上 其 它 国 家 的 总 和。（摘 自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王

桂珍译）
原文用 代 词“ｉｔ”来 指 代“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ｔ”，但 译

文中也只能显化为抽象艺术品，否则不知所云。

（三）汉语隐含施事主语在英译中显化

汉语句子常常隐含施事主语，而且一 个 句 子

常常串联多个动词，有行云流水之感，译为英语时

却不得不补上主语，根据动词适当断句，否则难以

成句。如：

５．干
獉

得很顺手，上
獉

汽车没到三分钟，一个钱包

就到手
獉獉

了，鼓鼓囊囊的，看来钱不少。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ｂｕｓ，ｈｅ　ｈａｄ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ｐｉｌ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ｖｅｒｙ　ｆｕｌｌ　ｍｏｎｅｙ　ｐｕｒｓｅ．（摘自祝承玉《钱包》何志

范译）
原文几个小句均为“零主语”，翻译为英语时

却不得不加上隐含的主语“他（ｈｅ）”。

６．故乡
獉獉

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

风轮声，仰头
獉獉

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

蓝色的蜈蚣风筝。（摘自鲁迅《风筝》刘士聪译）

Ｉｎ　ｍｙ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ｋ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ｌｏｗ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ｐｒｉｎｇ．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ｗｈｉｒ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ｉｎｄ－
ｗｈｅｅ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ｋｅｄ　ｕｐ，ｙｏｕ　ｓａｗ　ａ　ｄａｒｋｉｓｈ　ｃｒａｂ－
ｋｉｔｅ　ｏｒ　ｏｎｅ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ａ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ｅ　ｏｆ　ｌｉｍｐｉｄ
ｂｌｕｅ．

译文显化了原文隐含的泛指主语“你（ｙｏｕ）”
和修 饰 名 词“ｈｏｍｅｔｏｗｎ”的 隐 含 所 有 格“我 的

（ｍｙ）”。

（四）汉语句际衔接关系显化

汉语句子的逻辑关系常常在语意中 自 含，少

有连接词明示，文言文尤为如此；而英语译文受英

语句法所限，两 个 语 义 相 关 的 小 句（ｃｌａｕｓｅ）必 须

有连接词 相 连 才 能 组 成 完 整 的 句 子（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如：

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 彼 而 知 己，一 胜

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Ｙｏｕ　ｃ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
ｆｅａｔ　ｉｆ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ｏｎ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ｓｅ　ｏｎ　ｂａｔｔｌｅ　ｉｆ　ｙｏｕ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ｌｅａｖ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ａ－
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ｌｏｓｅ　ｅｖｅｒｙ　ｂａｔｔｌｅ　ｉｆ
ｙｏｕ　ｌｅ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ｎｄ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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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句读明了，但文意暗含。译 文 将 原 文 分

句断为三个句子，每个句子都不得不添加了主语

“ｙｏｕ”和假设关系词“ｉｆ”。

８．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 柳 枯 了，有 再

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Ｓｗａｌｌｏｗ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ｗｉｌｌｏｗ　ｔｒｅｅ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ｅｄ　ｂａｃｋ，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ｅａｃｈ　ｂｌｏｓｓｏｍ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ｆａｌｌｅｎ，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ｌｏｏｍ　ａｇａｉｎ．（摘

自朱自清《匆匆》朱纯深译）
此例与例１０类似，译 文 添 加 了 三 个“ｂｕｔ”连

接小句，同时挑明了转折关系。

（五）英汉语笼统词义在互译时显化

英汉语某些词汇的语义场有别。原文词汇更

为笼统，而在译文中需要点明具体词义，翻译时相

当于将上义词译为下义词，如：

９．Ｔｈｅｙ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ｕｎｃｌｅ　ｏ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ｒ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ｗｈｏ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

他们不再有从事农场工作的兄弟
獉獉

、叔伯
獉獉

、父亲

或祖 父。（摘 自Ｅｄ　Ｈａａｇ著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卿润译）

原文含糊的“ｂｒｏｔｈｅｒ”和“ｕｎｃｌｅ”在 译 文 显 化

为“兄弟”、“叔伯”。

１０．于是在一片“识时务者
獉獉獉獉

为俊杰”、“浪子
獉獉

回

头金不换”、“人 文 精 神 又 回 来 了”的 啧 啧 赞 叹 声

中，亲戚们来往走动得更勤了。

Ａｎｄ　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ｔｕｎｅ　ｏｆ“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ｓ　ｈｅ（ｓｈｅ）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ｐｒｏｆｌｉ－
ｇａｔ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ｈｉｓ （ｈ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ｇ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ｇｏ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摘自徐坤《亲戚们》朱虹译）

女权意识在汉语中的影响或体现并 不 大，因

此不存在有标记的泛指词汇，而英语却要兼顾两

个性别，泛指时“ｈｅ”和“ｓｈｅ”必定出双 入 对、形 影

不离，故原文中“俊杰”和“浪子”都显化出性别“ｈｅ
（ｓｈｅ）”。

上述例子 中 的 显 化 都 源 于 语 言 系 统 的 异 质

性，并不是原文作者有意隐含某些信息，而译者在

翻译时貌似“增添”了一些语言成分，也并非有意

“增益”意义，此类显化其实并不能称作严格意义

上的显化。笔者发现，更多情形下，显化是译者出

于交际冲动，主动在译文中添加连接词或解释性

成分以增强连贯性。这一现象可通过关联理论加

以解释。

二、关联理论与语境显化

根据关联理论，人 类 交 际 是 一 个 明 示—推 理

（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过程，成功 的 交 际 便 是 交

际双方实现最佳关联（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说话者

的明示可以让听话者通过适度的努力（结合语境

进行推理）领会说话者的本意，同时说话者的本意

也的确值得听话者付出相应努力，即产生足够的

语境效果（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关联理论里的语境是一个心理概念，指 的 是

听话者对世界的假设，也就是理解言语时使用的

一组 假 设（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ｉｎｇ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５］。因 为 翻 译 促 成 了 原 文 作 者 与

译语读者 间 的“二 次 交 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６］，翻译的语境基本囊括读者阅 读 译 文 时

的所有认知储备和心理准备，即上下文和背景知

识。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译文中建立新的最佳关联

潜势，达成新的明示—推理平衡，显化即是弥合读

者语境缺口的一种策略。

（一）上下文显化

上下文显化主要包括衔接关系及言外之意的

显化，使行文更为流畅，如：

１１．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ｎ　ａ　ｌｏｇ，Ｉ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　ａ　ｓａｎｄ－
ｗｉｃｈ　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ｓｃｅｎｅｒｙ．Ｔｗｏ　ｔｕｒ－
ｂｕ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ｃｌｅａｒ，ｄｅｅｐ　ｐｏｏ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ｏａ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ｗｏｏｄ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

坐在根圆木上，一边
獉獉

打开三明治，一边
獉獉

欣赏着

山间的景色。只见
獉獉

两条湍急的小溪汇流在一起，
先是形成一个清澈、幽深的水潭，接着

獉獉
又沿草木丛

生的峡谷 奔 泻 而 下。（摘 自 Ｇｌｅｎｎ　Ｗａｓｓｏｎ著 Ａ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Ｐｒａｙｅｒ冯国华、吴群译）

原文的“ａｎｄ”表示前后动作在时间上的连续，
但相较译文中的“一边……一边”更为含蓄；而后

文的“ｂｅｆｏｒｅ”表示时间上的先后，译文中的“先是

……接着”显然更为直白。而“只见”是无中生有，
起过渡作用，但并未增益原文的含义。如若隐去，
于语意无碍。

１２．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Ｎｏｗ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ｈａｄ　ｃｏｍｅ　ａｇａｉｎ．Ｔｈｅ　ｄｕｃｋ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ａｇｕｌｌｓ　ｆｌｅｅ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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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ａｓｔ．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ｇｒｅ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ｈ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ｗｉ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ｎ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ｙｏｕｒ　ｆａｃｅ　ａｓ　ｙｏｕ
ｐｕ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ｍ．

这一切都是夏日的往事了，过去十年了，现在

又是冬天了。河 里
獉獉

，鸭子有飞来的海鸥 做 伴。岸
獉

上
獉
，树木已经叶落枝枯，穿行在树丛中，拨开刮在

身上 的 枯 枝，听 到 的 是 枯 枝 噼 噼 啪 啪 的 折 断 声。
（摘自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著Ｇｏｏｄ－ｂｙｅ冯国华、吴群

译）
译文平白增添了“河里”和“岸上”，将空间关

系挑明。如果按下不表，译文仍旧通顺。

１３．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Ｉ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ｍｙ　ｆｅｅｔ．Ａ　ｂｒｏｋｅｎ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ｅｅ　ｗａｓ　ｆｅｅｂｌ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ｎｄ．

功夫不大，我感觉脚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低
獉

头一看
獉獉獉

，发现
獉獉

一个遍体鳞伤的蜜蜂挣扎着从沙土

里钻了 出 来。（摘 自 Ｇｌｅｎｎ　Ｗａｓｓｏｎ著 Ａ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Ｐｒａｙｅｒ冯国华、吴群译）

原文没有明示“低头一看”，只是根据“脚旁”
自然的推理。对原文无伤大雅，对译文饶有裨益。

１４．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 美 酒，那 一 种 半
獉獉獉獉

开
獉
、半醉的状态
獉獉獉獉獉

，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Ｕｎｌｉｋ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ｈａｌ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ｒ　ｇｏｏｄ　ｗ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ｓｔ　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ｏｎｅ　ｉｓ　ｈａｌｆ　ｄｒｕｎｋ，ａｕ－
ｔｕｍ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　ｂｅｓ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ｅｎｔｉｒｅ－
ｔｙ．（摘自郁达夫《故都的秋》张培基译）

原文的隐含意思：名花半开、名酒半醉“最 为

美妙”，而赏秋则必须“完全领略”为宜，在译文中

分别显化为“ｍｏｓ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ｓｔ　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ｅｎｔｉｒｅｔｙ”

１５．你以为当官的都活得挺 舒 坦？没 有 那 事

儿。官场不好混。左右逢源，上下照应，按下葫芦
獉獉獉獉

起来瓢
獉獉獉

，没有金刚钻还真揽不了这瓷器活儿。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ｌｉｆ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ｂｅｄ　ｏｆ　ｒｏｓｅｓ！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ｐｌａｃａ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ｅｆｔ，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Ｉｔ’ｓ
ｎｏ　ｊｏｋｅ，Ｉ’ｍ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ｙｏｕ　Ｉ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ｏｎｅ　ｔｈｏｒ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ｕｐ．Ｉｔ’ｓ　ｎｏｔ　ａｎｙ　ｄｉａ－
ｍｏ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ｏｎ　ｓｕｃｈ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摘

自谌容《活着的滋味》朱红译）
原文的俗语比喻“按下葫芦起来瓢”指棘手问

题此起彼伏，在译文中直接显化为本意“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ｏｎｅ　ｔｈｏｒ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ｕｐ”。

（二）背景知识显化

背 景 知 识 一 般 为 文 化 承 载 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是源语读者共享而译语文化缺失

的历史、地理、文艺、币制等特有知识。背 景 知 识

的显化是为了 “便 利 不 懂 外 文 之 读 者，如 不 懂 外

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７］。

１６．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ｗａ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Ｇｒｅｅｋ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ｗｅｒ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ｓ．
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ａ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十五世纪中］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占。自
獉

希腊罗马之衰
獉獉獉獉獉獉

，古文化残存于世，仅君士坦丁堡一

地。既陷，寓居于君士坦丁堡之希腊学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相率流
獉獉獉

亡意 大 利
獉獉獉獉

，意 大 利 倾 慕 希 腊 人 文 之 学 者，迎 为 上

宾。达迦玛绕好望角抵印度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哥伦布西行发现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地
獉
，而世界为之扩大
獉獉獉獉獉獉獉

。哥白尼立日中心之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而宇
獉獉

宙为之 扩 大
獉獉獉獉獉

。（摘自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著Ａ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许国璋译）

原文暗含许多西方历史知识，如达迦 玛 绕 好

望角抵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创立日心

说。如若不了解相关背景，则理解原文都相当困

难，因此译文将之显化在词句中，使之更加简明易

懂，连贯通顺。

１７．我同书籍，即将 分 离。我 虽 非 英 雄，颇 有
獉獉

垓下之感
獉獉獉獉

，即无可奈何。

Ｓｏｏｎ　Ｉ’ｌｌ　ｐ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ｍｙ　ｂｏｏｋｓ；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ｅｒｏ　Ｘｉａｎｇ　Ｙｕ　ｐ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ｌａｄｙ　Ｙｕ　Ｊｉ　ａｔ　Ｇａｉｘｉａ．（摘 自 孙 犁

《书籍》刘士聪译）
垓下“霸 王 别 姬”为 中 国 百 姓 熟 知 的 历 史 典

故，但译为英语时必须补出背景知识，否则译语读

者难以理解。

１８．“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 处，”要 找 到 你 决

心要回的那一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数倍于

回信本身。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ｗａｓ　ｔｏｌ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ｕｓｅ　ｈｅ
ｗａ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Ｉ　ｋｎｏｗ　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ｉｓｔ　Ｉ　ｃａｎ’ｔ　ｔｅｌｌ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ｓｐｅｎ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ｖ－
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ｙ　ｉｔ　ｓｅ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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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余光中《尺素寸心》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ａｒｄ译）
原文涉及汉语的诗文出处，因此需点 明 诗 文

的背景，便于读者将其与上下文联系起来。

１９．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
獉

浪
獉
”，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

精华。

Ｏｎｅ　ｉｓ　ｈｅｒｅ　ｒｅｍｉｎｄ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ｍａｉ　ｌａ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ｉｐｐｌ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ｌｐ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ｏｕｒ　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ｉｎ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　ｈａｐｐｙ　ｐｈｒａｓｅ．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ｗａｖｅ　ｏｆ　ａ　ｃｌｅｖ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ｒ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ｇｅｍ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ｌｏｎｇ　ｕｓａｇｅ．（摘自

茅盾《白杨礼赞》张培基译）
原文 “麦浪”以汉语拼音形式音译到英语中，

因此在照搬的同时需加上解释。

２０．Ａｓ　ａ　ｐａｉｎｔｅｒ，ｈｉ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
ｗａｙ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ｔ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ｉｓｍ．

他喜欢从自然形态的日常生活中寻 找 题 材，
虽然他的画法常常与墨守成规

獉獉獉獉
的传统主义观点紧

密 相 连。（摘 自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Ｃａｉｌｌｅｂｏｔｔｅ （１８４８－
１８９４）：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ｉｌ （Ｅａｒｌｙ　１８８０ｓ）易

莹译）
对于书画界外行而言，西方的艺术流 派 知 之

甚少，译文明示“传统主义观点”（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ｉｓｍ）的特点———墨守成规，有助于读者理解

文中主人公的作画风格。

２１．彼时故宫门票刚从五角涨到十块
獉獉獉獉獉獉

，事先没

得到通知的吾辈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导游一下子

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在带亲戚团出游到了门口

时，买好门票把他们都恭请进去，然后以“有事”为
名把自己留在了故宫院墙外边。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ｅｅ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ｔｗｅｎｔｙ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ｆｔｙ　ｆｅｎ　ｔｏ　ｔｅｎ　ｙｕａｎ，ａｎｄ　ｗｅ　ｔｈｅ　ｐｒｏ－
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　ｗｅｒｅ　ｃａｕｇｈｔ　ｂ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Ａｌｌ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ｗａｓ　ｔｏ　ｂｕｙ　ｔｉｃ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摘

自徐坤《亲戚们》朱虹译）
原文涉及外国人不熟知的中国币制，译 文 中

解释了“角”与“块”两个货币单位的关系（译文中

添加了“ｔｗｅｎｔｙ　ｔｉｍｅｓ”），显化了故宫门票涨幅之

大。
可见，语境显化取决于译者对读者语 境 的 预

设，可酌情为之、灵活机动。然而，译者的 自 由 裁

度偶尔也会导致“过度显化”，反而破坏了明示—
推理平衡，无法达成最佳关联。

三、翻译中的“过度”显化

翻译的显化体现了的译者主体性，而 译 者 一

旦“忘情”，将自己对原文进行推理得出的语境效

果直接纳入译文，剥夺了译文读者推理的权力和

乐趣，无异于越俎代庖，多此一举。如：

２２．“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Ｉ　ｏｎｌｙ　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ｙｏｕ，ｗｈｏ　ａｒｅ　ａ　ｓｔｏｎｅ　ｔｏ　ｍｅ．”

“你难道不 知 道 我 爱 的 只 有 你？你 对 我 就 象

石头一样冥顽不灵
獉獉獉獉

。”［８］

原文暗喻的 喻 体“ｓｔｏｎｅ”，即 汉 语“石 头”，在

两种语言文化中都有冰冷、坚硬的涵义，都可以比

喻人与人之 间 冷 酷、无 情，而 译 文 中 将“ｓｔｏｎｅ”的

喻义显化为“冥顽不灵”不但有失偏颇，而且多此

一举。

２３．Ｈ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ｉｎ　ｈｉｓ　ｂ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ｅｎｄ　ｉｔ　ａｌｌ．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ｈｅ　ｗ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ｍ　ｏｕ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ｍｏｒｅ．Ｔｈｅｎ　ｈｅ　ｗｉｓｈｅｄ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ｕ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ｅ－
ｃａｍ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ｙ　ｑｕｉｅｔ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ｈｅ　ｆｏｕｎ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ｉｎ　ａ
ｖｏｉｄ．Ｈｅ　ｇｏｔ　ｒｉｄ　ｏｆ　ｈｉｓ　ｂｏｄｙ　ｑｕｉｔｅ　ａ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ｅｐ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ｏｕ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耶和华躺 在 医 院 的 病 床 上，决 意 了 断 一 切。

他凝望着窗外，瞪着天上的星星，想要它们消失。
得，星星消失了！接着，他要医院里所有的人都消

失。于是，本来就很清静的医院一下子变得无声

无息，静得出奇了。随之，他又想要整个世界都消

失，整个世界也就消失了。这时，他觉得自己在虚

无中缥缈，轻而易举地就游离到了体外。最后，他
想让自己也 消 失，却 没 能 如 愿 以 偿

獉獉獉獉獉獉獉
。（摘 自Ｆｒｅ－

ｄｒｉｃ　Ｂｒｏｗｎ著Ｔｈｅ　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ｔ冯国华、吴群译）
原 文 步 步 铺 垫，最 后 一 句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ｈａｐ－

ｐｅｎｅｄ．”另起一行，单独成段，与前一段拉开距离；
其意“什么都没发生”，与前文接二连三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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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形成意外反差，产生讽刺效果。译文却不动

声色将之并入前一段，并直表隐含意义“他没有如

愿”，从布局和文意两个方面都消除了悬念，令讽

刺效果大打折扣。依循原文另起一段，将之直译

为“什么动静也没有
獉獉獉獉獉獉獉

”，保持悬念，也许更为妥当。

２４．Ｂｌａｃ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ｌ　ｔｏｏ　ｏｆｔ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ａ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黑人们经常发现所谓的美式民主自由等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

过是恶梦一场［９］。
美国的强势文化借助好莱坞影视作品的“包

装”渗透全球，相信中国读者对于所谓“美国梦”耳
熟能详，译文将之显化，不但低估了读者的背景知

识，也破坏了“美国梦”与“噩梦”相呼应的修辞效

果。

２５．Ｊａｐａ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　ａ　ｂａｎｄ－
ａｉｄ，ｗｈ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　ｎｅｅ－
ｄｅｄ．

日本的金融部门遇到了麻烦，政治体 制 四 分

五裂而且混乱，最近的经济措施只像是一片 邦 迪
獉獉

牌创可贴
獉獉獉獉

，而实际需要的却是重大的修整外科手

术。（摘自Ｓ．Ｐ．Ｓｅｔｈ著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ｕｄｄｌｅ
于华译）

“Ｂａｎｄ－ａｉｄ”是 美 国 强 生 公 司 旗 下 的 知 名 品

牌，创立于１９２０年，汉语译为“邦迪牌”，开始特指

该品牌的止血消炎绷带———邦迪 牌 创 可 贴，但 此

处原文用 的 是 小 写“ｂａｎｄ－ａｉｄ”，泛 指 所 有 品 牌 的

创可贴，为汉语读者所熟知，译文中没有必要再明

示“邦迪牌”。

２６．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ｉｔ　ａ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Ａ　ｔｒｅｅ　ｔａｋｅｓ　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应该认识到，育 人 就 像 种 树 一 样，需 要 一 代
獉獉（二十到三十年

獉獉獉獉獉獉
）时间才能使树木长大成材。（摘

自 Ｓａｎｄｒａ　Ｊ．Ｂｅａｎ 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Ａ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王

彦熙译）
无论英语还是汉语，“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和一代人

所指的时间一样，所以译文没有必要解释“二十到

三十年”。
可见，显化是译者 为 了 重 建 明 示—推 理 动 态

平衡，实现最佳关联而对预期的读者语境缺失进

行补 偿 的 策 略，而 偏 离 这 个 宗 旨 的 显 化，都 为 失

职。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语境显化有节有度、不越

雷池呢？

四、显化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

译语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都是结合文本明示

和自身语境，通过推理达到最佳关联。因而，译者

在翻译显化时应当遵循推理空间等距原则，力求

“保存假设集合，通过演绎和对比确定这个假设集

合中的假 设 对 译 文 读 者 的 可 及 程 度（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
ｔｙ）和对原文读者的可及程度一样”［１０］，通过译文

的显化“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假设，
让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在推理原作者的

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１０］。如下例：

２７．Ｏｆｔｅｎ，ｗｈｅｎ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ｕｐ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ｉｎｓｕｐｅｒ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ａｎｄ　ｕｐ，ｐｕｔ　ｈｉｓ　ｐｉｐ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ｓａｙ　ｉｎ　ｈｉｓ　ｑｕａｉ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　ｗｉｌｌ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ｉｎｋ”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Ｔｈｅｎ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ｐａｃｅ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ｔｗｉｒｌｉｎｇ　ａ　ｌｏｃｋ　ｏｆ　ｈｉｓ　ｌｏｎｇ，

ｇｒａｙｉｎｇ　ｈａｉｒ　ａｒｏｕｎｄ　ｈｉｓ　ｆｏｒｅｆｉｎｇｅｒ．（摘自Ｂａｎｅｓ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著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冯国华、
吴群译）

对于原 文“Ｉ　ｗｉｌｌ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ｉｎｋ”（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ｔｈ”）原文读者的假设推理如下：
（１）“ｔ”ａｎｄ“ｔｈ”ａ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ｂｕｔ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ｌｙ；
（２）Ａｃｃｅｎ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ｔｈ”ａｓ

“ｔ”；
（３）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ｔｈ”；
（４）Ｈ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ｓ“ｔｈｉｎｋ”ａｓ“ｔｉｎｋ”；
（５）Ｈｅ　ｈａｓ　ａｎ　ａｃｃｅｎｔ；
（６）Ｈｅ　ｓｏｕｎｄｓ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ｕｎｎｙ　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ａｔ．
译文：不少时候，我们遇到看似无法攻克的难

关，爱 因 斯 坦 就 总 是 站 起 身 来，把 烟 斗 往 桌 上 一

放，操着别有韵味的英语说道：“让我来显一显。”
因为发音 不 准
獉獉獉獉獉獉

，他 把“想 一 想
獉獉獉

”说 成 了“显 一 显
獉獉獉

”。
说完“让我显一显”，他就不停地踱起步来，一边踱

着步还一边用食指缠绕着额前一缕花白的头发。
译文读者假设推理：
（１）“想”和“显”读音不同但类似；
（２）有口音的人会把“想”念成“显”（如闽南口

音）；
（３）他不会发“想”的音；
（４）把“想”念成“显”；
（５）他有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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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他带口音的话有点滑稽。
原文提及英语读音“ｔｈ”（／θ／），属于特殊语言

形式，汉语无法照直翻译，只能代之以汉语的发音

“想”与“显”的类似，并将“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显化为“发 音 不 准”，语 境 含 义 化 为 语 言 明

示，保存了读者的假设集，也即维持了明示—推理

的动态平衡。

五、结语

虽然显化研究开展时间不长，却是目 前 翻 译

领域中得到最为全面研究的现象之一。通过考察

具体的翻译文本，发现显化是翻译中译者的普遍

冲动，因此无论语言、语类、语域如何，“译文总是

比原文更 为 冗 长”［１１］。但 是，不 同 语 言 系 统（如

英语与汉语）异质性导致的词汇补偿应与译语文

本连贯性要求的语境显化划清界限。同时，由于

译者对译文读者语境的预期往往是“推己及人”，
较为主观，为避免“过度”显化，译者应遵循“推理

空间等距原则”，抑制其主体性过度彰显，不可随

意将语境效果直接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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