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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由于引进西方翻译理论, 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跨学科研究的分量加重。翻译活动和

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所以多学科研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目前隐喻理论被尝试用于

翻译领域,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 并形成了新的隐喻翻译研究范式。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 它

更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隐喻的本质不是一种语义现象,而是一种语用现象,因而需从语用角度

分析文学作品中隐喻的有关问题。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隐喻词语,译者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而应根据语言

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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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喻翻译研究概述

近二十多年来, 由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

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与

其他学科跨类交叉研究方面。由于翻译活动和

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所以多学科研

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这一特

点,隐喻与翻译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

隐喻的研究成果正逐渐被翻译研究者运用到翻

译理论研究中去, 这样既可以丰富翻译理论, 又

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孙梅琳以隐喻的认知性为出发点,探讨了认

知性隐喻在科技文体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科学

文献离不开隐喻
[ 1]
。事实上, 许多科学定义也

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示的。孙梅琳将认知

性隐喻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英语科技文章翻译中,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徐莉娜围绕 张力 与语

境、系统与生成、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问题,探讨

了隐喻语翻译的几个问题。徐莉娜认为, 隐喻语

的翻译不能根据喻义的凝固程度、形象和结构方

式的对应程度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翻译模式, 而

只能从语用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隐喻语的诸特征

及 张力  、形象、语符组合方式等因素, 对其进

行动态技术处理,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语

用价值
[ 2 ]
。处理好隐喻语的翻译, 无论对文学

作品,还是科技作品都至关重要。在整合翻译与

隐喻研究方面,王斌的成就有目共睹。王斌先后

在 !中国翻译 ∀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探讨隐

喻的整合翻译问题。前者从意义与翻译这两个

概念入手,探讨隐喻与对等、客观意义与主观意

义以及隐喻与交织之间的关系, 回顾了等值和不

可译论的哲学、宗教以及语言学的根源, 指出传

统翻译隐喻观的局限性,并从认知结构的角度将

翻译纳入概念整合网络, 使之具有动态操作性,

以期能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

盾
[ 3]
。后者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

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 (域 )与的语 (域 )的整

合分析, 再现翻译中意义转换的心理运作过程,

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

个别整合模式;同时指出若将交织作为独立认知

运作, 则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 为翻译的全面

解释提供契机
[ 4]
。李向勤和朱和平从认知角

度,解读了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现象
[ 5]
。陈道

明阐述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和

借鉴作用
[ 6]
。陈道明将隐喻理论的研究成果用

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中, 令人耳目一新。李庆明以

科技英语文体为基础, 通过对隐喻性动词形象及

功能的分析和研究, 揭示出隐喻性动词具有说



明、描述、表明态度、宣泄感情、激发强烈的视角

形象和变静态为动态等功能,同时提出了隐喻性

动词的三种翻译方法:采用直译法,保留形象; 采

用意译法, 舍弃形象; 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

方法, 保留部分形象
[ 7]
。这些方法的提出有着

积极的实践意义, 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文

体,拓宽其研究范围。刘宓庆在其专著 !当代翻
译理论 ∀第三章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中,论述了

隐喻意义作为有表现力的意义表现手段之一, 为

人的思维提供了一个有形、有声、有色的 映

像  。在语际转换过程中要把握这种手段, 将其

映像 下的意义转换过来。同时,刘宓庆指出,

有些隐喻性形象词在汉语中有对应体,有一些找

不到对应体, 这就为意义转换提出了可译性问

题
[ 8]
。刘宓庆在自己的另一本专著!翻译教学:

实务与理论 ∀第三章和第四章列举了图里

( Toury)的六种可行的隐喻翻译法, 并强调语言

中所有的隐喻意义都是经过所指观念化的折射

摄取过程生成出意义来的。所指观念化过程赋

予了语言中的意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对翻译

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 9]
。刘宓庆教授站在翻译

理论的高度,对隐喻意义及其翻译方法的详细论

述,使我们深受启发。沈景炬阐述了 通道隐

喻  ( conduit metaphor)的形式, 分析了 通道隐

喻  与翻译有着紧密联系, 并且依据构词认为

翻译就是隐喻 [ 10 ]
,这种观点发人深省。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隐喻理论

在翻译领域的价值,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

看,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研究较零散、

不够系统,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隐喻与翻译问题进

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使隐喻与翻译能够有

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理论体

系,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总之, 隐喻与翻

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

的课题。

二、隐喻的语用功能

词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同时也是隐喻出现的

最小单位。隐喻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 主要体现在词语方面。隐喻是语言词汇体

系丰富和演变的一种重要手段
[ 11]
。那么, 如何

确定一个词是隐喻性转义呢? 理查兹认为, 要

决定某词是否用做了隐喻, 可以通过确定它是否

提供了一个本体和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

包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出本体和喻体,

我们就可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它的原义,如果我

们能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 那我们就说

它是隐喻。 [ 12]
英国学者克利斯丁#布鲁克 ∃ 罗

丝 ( Christine B roke- Rose)说: 隐喻不仅仅是在

差异中把握相似性,它同时也是词语之间的相互

转换 , 因为 隐喻表达在词语中, 一个隐喻性的

词将与其他在句法和词法上与它构成关系的词

发生相互作用  [ 13]
。可见,一个词的意义只有在

句子当中方能确定,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

判断出词汇发生的隐喻性转义,从这点来讲,隐

喻是一种以词为焦点、以语境为框架的语用

现象。

英国学者韦恩 # 布斯 (W ayne Booth)指出:

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生活及其可能形

态的隐喻,艺术作品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

的理想与批判;鉴于此,隐喻并非手段,它本身即

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而分享隐喻乃成为必不

可少的一种人类生活经验。 [ 14 ]
但是, 并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使用好隐喻的, 隐喻的使用是一项特

殊的才能,需要天才般的对事物相似性的洞察能

力。隐喻使用的正确与否代表着一个人的语言

运用水平,因为它是语言交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部分,一个好的隐喻能使语言锦上添花。

就此,笔者谈谈隐喻的语用功能。

第一,隐喻能将生疏的事物、抽象的道理、深

奥的知识描述得通俗易懂, 从而使人们获得感

悟。如 黑匣子  、数据库  、克隆  等现代科

技常用术语, 都是隐喻用法。通过隐喻的延伸,

人类的语言能力得以提高, 而不仅仅局限于词典

中的解释。

第二,隐喻常常可以使话语变得简练、生动,

妙趣横生。人们使用隐喻的原因之一就是隐喻

以较少的词语表达了较多的内容。有时简单的

一个词或词语能表达一系列的含义, 产生特殊的

效果。例如: 怎么, 哥们儿,让人给煮了?  短短
的一个 煮 字把被人 涮 的心态生动简练地表

现出来,让人听后忍俊不禁。

第三,新奇的隐喻能够激发人的灵感, 使人

愉悦。诗歌中充满了隐喻, 因而诗歌被称为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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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表达手段。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具有鲜明

的形象性特点, 作家通过不同词性的隐喻和成

语,表达了爱憎、褒贬等主观评价和感情色彩, 成

功地塑造出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中国

译者在翻译隐喻词语时,为了准确传达原文隐喻

词语的意思,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而应该根

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

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

对策。

国内外隐喻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 极大地

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如今,中国国内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隐喻理论与翻译研究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新的研究视角下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然而,中国的隐喻翻译研究要走的路

还很长, 还处于理论探讨和摸索阶段,并未形成

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一些典型的文学翻

译实例,我们看到文学翻译中存在着种种隐喻现

象,有许多课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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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 Translation in L iteratureW orks

WU Ba i zhen, SHEN Quan liu

( Schoo l o f Foreign Languages, No rtheast Petroleum Un ive rsity, Daq ing 163318, China)

Abstract: S inc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 ies have been in troduced, g 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ie ld o f the trans

lation study and much m ore interdisc ip linary study has been m ade in our country. T ranslation activ ities and transla tion phe

nom ena have taken on plura lism and com plex ity, so only bym ultidisc ip linary study can translation study be acce le rated. Cur

rently, m e taphor ica l theory is attem pted in the fie ld of trans lation to gu ide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has formed new

parad igm of m etapho r research transla tion. M etapho r is no t on ly am eans o f linguistic expression, bu t also an im po rtant means

in hum an cogn itive ac tiv ities. The nature of me tapho r is not a sem an tic phenom enon, bu t a pragm a tic phenom enon. Therefore,

the prob lem s concerning m etapho r should be ana ly zed from the ang le o f pragm a tics. In o rder to conveym etaphor words of the

o rig ina l tex t accurate ly, transla tion should no t be m ade literally. T rans lation po lic ies shou ld be m ade acco rding to linguistic

context and the speaker s' attitude tow ards event asw e ll as what the autho rw ants to express, com bined w ith expressive conven

tions o f Chinese.

K ey words: m etapho r; transla tion; pragma tic function; lite rary transl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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