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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名隐喻是《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小说的人名同时投射到人物形象、性格及作品的主

题等较抽象的概念上 ,使人名在一定语境中兼而实现了称谓功能以及表现人物与主题的文学功能 ,成为

颇具特色的文学隐喻。一部作品的主题、人物等文学因素是人名隐喻赖以生成的环境因素 ,也是其存在

的依据 ,和文化语境一样 ,制约着人名的文学解读与翻译。文化和文学语境交织存在 ,有时会发生冲突。

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述观点为霍译本的人名意译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并赋予

文学作品的人名翻译评价以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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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Contextual Constraint on the Translation of Name Metaphors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tor y of t he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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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literary contextual const raint on t he t ranslation of name metap hors has been

neglected to an extent . Alt hough bot h p honemic t ransliteration and semantic t ranslation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 ranslating t he names of characters in literary works , discussion as to which

is t he more appropriate is ongoing. Many st 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ult ural context for

explaining and considering t 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 but t hey seem to have

overlooked a key point : t hat naming in literat ure is in fact an art , a cent ral part of fiction. Unlike

in daily life , names of t he characters in literary works can be mapped onto t he images ,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characters , and t he t heme of the novel . So in a literary context ,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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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nction not merely as appellations , but also play a key role in terms of describing images ,

port raying characteristics , and conveying t he t heme. Thus , a kind of name metap hor is

p roduced : NAM E IS CHARACTER , NAM E IS T H EM E , which is a typical metap hor in

literature , st rongly dependent on certain works. A good example is t he Chinese classic Hong L ou

Men g ( T he S tory of t he S tone , t ranslated by D. Hawkes) , in which over 500 people are named

by t he aut hor in an artf ul/ artistic way : t he effective use of partial tone and quotations f rom

classical poems , which cont ributes much to t he vividness of the characters , images , and the

implicit conveyance of t he t heme.

We hold t hat t here is no way to discover name metap hors wit hout p robing into t he works :

name metap hors are usually dependent on the literary works in which they are implemented.

Characters and t heme serve to indicate why and how name metap hor occurs. In ot her words , t he

characters and topic t heme of t he works are contextual factors which bring t he name metap hor

into being. They are also poetic element s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literary t ranslation , as

A. Lefevere once noted. In relation to the cult ural context , we refer it to ″literary context″,

which consist s of theme , characters , style , aest hetic tendency , literat ure t radition , and so on.

These supply bot h a contextual foundation and a p urpose for t he name metap hor .

From the viewpoint s of t he 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 metap hor and the

literary context , we here suggest a new way for t ranslation st udy of the characters’names of the

literary works , and also some new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 he product s. The empirical study

reported in this paper revealed that when the literary context was observed , or both cult ural and

literary context s were observed , a semantic t ranslation was adopted , as in Hawkes’t ranslation.

Moreover , a plot2compensation p rocedure was applied appropriately when t he t ranslation of the

special names ( comment s on t he characters’personality , etc. ) was done wit h t he aim of

rep roducing the metap horical meaning. But Hawkes failed to t ransfer t 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partial tone names and t he covert aest hetic meaning of the names related to poems and literary

quotations due to his choice of p honemic t ransliteration. Thus , we argue t hat p honemic

t ransliteration can hardly help to rep roduce name metap hors.

In summary , st udy of the t ranslation by Hawkes has convinced us t hat cult ural context is not

t he only one that mediates t he t ranslation of names , as t he literary context act s in much t he same

way. We should also note t hat sometimes t he cult ural context and t he literary context remain

cont radictory and that t he notion of name metap hor can offer f urt her hint s.

Key words :name metap hor ; literary context ; Chinese2English t ranslation ; Hong L ou Meng/ T he

S tory of t he S tone

一般而言 ,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法有音译和意译两种 ,孰优孰劣 ,难成定论。目前许多著

述大多从文化语境来解读与评判 (例如夏廷德) [1 ] ,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名

是人名隐喻 ,除具有称谓功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的文学功能[2 ]39 - 41 。只关

注文化语境 ,忽略文学语境 ,势必造成文学作品及文学翻译的误读、误解与误导 ,也难以自圆其说。

基于这种认识并以《红楼梦》霍译本的人名翻译为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作品中单个人名

的翻译实际上是在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作品人物、主题双重关照下的行为 ,涉及文化及文学两个

49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面。换言之 ,人名的翻译受到普遍的文化语境制约 ,更受到特定的文学语境制约。因人名隐喻与

文学语境的这种依存关系 ,人名的翻译以意译法为优先策略 ,而评价人名翻译的得失也需要同时参

照文化及文学语境。

一、人名隐喻与文学语境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名是一种创作艺术[3 ]338 。比如一部《红楼梦》涉及五百多人 ,上至贵妃 ,下

至小厮、丫环 ,市井中人 ,无不栩栩如生 ,原因在于作者大量利用谐音和化用诗词典故等方法 ,赋予

各色人物极具鲜明个性的姓名。一般而言 ,人名都是以称谓为基本目的的。然而《红楼梦》的人名

不仅实现了称谓功能 ,还蕴涵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成为表现作品主题、反映人物性格与形象特点的

艺术手段。依据概念隐喻观 ,具体的人名投射到较抽象的人物、主题之上 ,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 ,

构成了隐喻的概念 :人名是人物 ,人名是主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人名隐喻”,它独立于结构隐喻、空

间隐喻与实体隐喻[4 ]之外 ,也不同于诗歌隐喻[ 5 ] ,是通过单个人名或多个人名群体性地构建而成的

隐喻 ,成为小说中一种特有的文学隐喻。

人名隐喻的发生依赖于一定的文学作品 ,涉及主题、人物形象、作者的写作风格与审美倾向以

及文学传统等 ,这些因素既是人名隐喻发生与存在的目的 ,又是人名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就人名

隐喻而言 ,其文学语境因素主要是人物与主题。离开了一定的人物与主题 ,亦即缺少了目的域 ,人

名隐喻也就缺乏发生机制。

人名隐喻与文学语境的这种依存关系对人名翻译的影响不容忽视。Lefevere 指出 :“文学翻译

并非发生在两种语言相遇的真空里 ,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存在的语境里。译者对两种文学传统进

行斡旋 ,翻译活动受到他们生活的时代、试图调和的两种文学传统以及语言差异三方面的限

制。”[ 2 ]6他称诗学、意识形态、文化万象、语言为制约文学翻译的四大要素 ,其中“诗学”因素亦即一

般意义上的“文学”因素 ,这表明了文学翻译中文学语境存在的现实。

二、人名翻译中的两种语境

(一)普遍的文化语境

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理解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在人物命名方面 ,文化语境体现为姓名的民

族文化特征以及对命名方式的规约作用。《红楼梦》是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作

品 ,“人名隐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 ,首先是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产物 ,具有下列文化特征 :

第一 ,“姓氏”反映家族文化与社会等级制。姓名作为“符号”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

构中的血缘关系 ,“是家族文化的内容之一”[6 ]391 ,还是区别群体与个人的标志。“姓氏”象征“门第”

高低贵贱始于周朝 ,从产生之日起就用于“昭名分、辨等威”。《红楼梦》中贾、王、史、薛等是当时朝

野尽知的望族 ,与刘禹锡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晋朝两大名门望族 ———王、

谢之类的诗书钟鼎之家相类似。“护官符”清楚地道明了这些名门望族如何将政治权势与社会财富

紧密结合的社会现实 ,形象地反映了清朝姓氏“门第”观念及社会等级制的新内容。一部《红楼梦》

就是一部以“贾氏”为中心、围绕着几大望族的社会兴衰史。在“贾氏家族”内部 ,各成员因为与荣宁

二府的血缘关系而分成三六九等 ,有亲疏尊卑之分。贾府内外 ,主子及其他自由人有姓有名 ,而奴

仆群体大多有名无姓 ,这些现象表明 ,姓氏反映了血缘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

第二 ,阴阳和谐的哲学理念。《红楼梦》中女性人名大多体现了阴柔之美 ,例如 :以飞禽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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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凤、春燕、鸳鸯等 , 以颜色如“红”为名的小红 (红玉) 、绛珠仙子 (黛玉前身) 、茜雪等 ,以金银首

饰命名的黛玉、宝钗等。贾宝玉因“落草时”口里衔下一块玉而得名 , 也显示了他作为国公之后

裔 ———娇贵似宝玉的特殊性 ,流露出贾府上下对其珍爱之情。

第三 ,以“字号”表达人生志向 ,彰显性格。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风操》说 :“古者名以正体 ,字

以表德。”例如 ,贾政的字为“存周”,表现了他恪守“周礼”的封建卫道士嘴脸。小说中没有说宝玉的

字 ,也许暗示了他“无为”的人生观 ;再如“怡红公子”、“富贵闲人”、“无事忙”等 ,这些“号”生动反映

了他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形象及其性格特征。宝玉为黛玉取的字“颦颦”,反映了她敏感多愁的

形象与性格特征 ;其“号”为“潇湘妃子” ,既合了她的居所 ———潇湘馆 ,也暗隐她与宝玉的爱情

悲剧。

总之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姓名与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上述三点反映了汉语人名的

基本文化特征 ,也是《红楼梦》人名隐喻所依归的文化内涵 ,作者巧妙地利用文化内涵传达文学意

图 ,使人名升华为人名隐喻。这些文化内涵是普遍存在的“文化语境”,制约着人名翻译。

(二)特定的文学语境

在人名隐喻的理解与表达中 ,文学因素与文化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 ,与狭义的文化语境相对

应 ,可称之为“文学语境”。人名隐喻的发生、理解与表达都离不开一定的作品 ,因为人名隐喻的诗

学功能只有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才能显现。如上所述 ,人名隐喻的文学语境在于为之服务的人物

与主题两个方面。作者根据人物的形象特征或者性格特征给人物命名 ,以实现“刻画人物、表达主

题”的创作意图 ,使人物因“称呼”而变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例如 :多浑虫、卜世人 (不是人) 。通过

人物命名达到渲染主题的目的 ,例如大量谐音命名传递了作者的好恶情感 ,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思

想。红学界众口一词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个人名暗隐“原应叹惜”,意思是“红楼”女儿的悲哀

让人扼腕叹息。然而 ,离开了《红楼梦》,撇开了作品“悲金悼玉”的主题 ,“原应叹惜”将无从解读。

再如 :甄士隐 (去) ———真事隐去 ,贾雨村 (言) ———假语村言 ,霍启 ———祸起 ,甄英莲 ———真应怜 ,詹

光 ———沾光 ,等等 ,这些谐音人名每每让人拍案叫绝 ,诙谐之外富有寓意。然而脱离了《红楼梦》的

文学语境 ,这些寓意也不复存在。再如丫环、小厮之名都与其主人有关 ,或显示主人地位 ,或点示主

人情趣 ,或表达主人意愿 ,或标示主人品行 ,或暗寓主人命运等 ,这些人名实现了刻画人物 (特别是

主要人物)形象、描绘人物性格和表现作品主题的目的。这些人物的姓名字号是为一定作品服务

的 ,上述人名只有在特定的作品 ———《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下才成为人名隐喻。

文化与文学寓意使《红楼梦》人名成为人名隐喻。普遍的文化语境、特定的文学语境制约着人

名隐喻的理解与表达。从霍译本人名翻译的策略及其得失来看 ,文学语境对人名翻译的影响是显

著的。

三、文学语境约束下的人名翻译

一般而言 ,《红楼梦》的译者 ,包括节译本的译者 (王际真、Bencraft Joly、Franz Kuhn 等)和全译

本的译者 (David Hawkes、杨宪益、戴乃迭)对人名的翻译基本采用音译和意译两种方法[1 ] 。杨、戴

译本以“音译”法 (威式拼法) 为主 ; Hawkes 译本兼用音译法和意译法 ,他对奴仆群体用意译法 ,而

对上层人物及自由人取音译法 ,这样对音译与意译人群进行划分以标示主仆有别 ,反映了译者对作

品中文化语境的认识。然而 ,音译法意味着文学语境意识的缺失 ,也表明译者缺乏人名隐喻观念 ,

因为音译只能表现发音特点和命名惯例 ,实现称谓功能 ,却不能像意译法那样表现人名隐喻的文学

功能 ,这从 Hawkes 的人名翻译实例中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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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译法之“得”

1.“美谥”的意译

意译法是译者在原作的文化、文学语境下 ,以“译意”为目的的翻译方法。《红楼梦》中人物众

多 , 可无论主次或出场次数多寡 , 均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 原因之一在于其姓名与人物的

形象及性格特征紧密相连。《红楼梦》命名之“切”是指与人物形象贴切 ,与主题贴切 ,这类例子不胜

枚举。例如《红楼梦》章回题名中 :贤袭人、俏平儿、痴女儿 (林红玉) 、病神瑛 (宝玉) 、冷郎君/ 冷二

郎 (柳湘莲) 、勇晴雯、敏探春、时 (识)宝钗、呆香菱、憨湘云、幽淑女 (黛玉) 、浪荡子 (贾琏) 、情小妹

(尤三姐) 、痴丫头 (傻大姐) 、二木头 (迎春) 、俏丫环 (晴雯) 、美优伶 (芳官) [7 ] 等 ,这些“美谥”极其精

炼地点示了各个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 ,也表现了作者的爱憎褒贬。倘若音译 ,将无法达到“美谥”

隐喻地刻画人物的目的。Hawkes 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翻译这些“美谥”,基本再现了人物的风貌

特征。

第一 ,语义对应的意译法。例如浪荡子 (a flirt) 、勇晴雯 ( brave Skybright ) 、贤袭人 ( righteous

Aroma) 、傻大姐 (a half2wit ted servant girl) 、冷二郎 (a cold2hearted young gentleman) 、时 (识)宝钗

( sapient Baochai) 、二木头 (Miss Doddyblock) [7 ,8 ]等 ,语义对应 ,也与人物形象契合。

第二 ,意译加情节补偿。Hawkes 根据那些与人物“美谥”相应的章回故事情节来翻译“美谥”。

例如痴女儿 (小红 , t he Quiet2voiced Girl ) ,反映小红先暗恋宝玉 ,后又暗恋贾芸 ;冷郎君 ( t he

Reluctant Playboy) ,说的是风流才子柳湘莲不愿与不洁净的宁国府之人尤三姐结秦晋之好 ;俏平

儿 (artf ul Patience、Kind Patience) ,平儿之“俏”材一是指她处理问题表现机智 ,二是指她的善良 ,

所以第 52 回的“俏”译为“Kind”;俏丫环 (a wronged maid)晴雯因天生风流灵巧而遭人怨、受冤屈 ,

被王夫人赶出贾府 ;“情小妹”(a warm2hearted young woman) 与“冷二郎”(a cold2hearted young

gentleman)相照应 ;美优伶 (t hree young act resses)虽指芳官 ,可故事中有三个优伶去水月庵出家 ;

憨湘云 (tip sy Xiangyun)是说湘云醉酒之时憨态可掬 ; 敏探春 ( Resourcef ul Tanchun) 之敏在于她

临时管理荣国府时兴利除弊所表现出的足智多谋 , 等等[7 ,8 ] , 相应的故事情节成了人物美谥的最

好注解。Hawkes 的译文体现了“情节补偿”策略 , 有利于预示故事发展 ,引导读者理解人物与

主题。

2. 奴仆之名的意译

《红楼梦》人名隐喻传达的文化与文学信息包括标志人物身份、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尊卑等社会

人际关系 ,以映现主题。以丫环、小厮之名为例 ,或者反映了主子的意愿爱好 ,例如凤姐的丫环及小

厮命名为平儿、丰儿、兴儿、旺儿、隆儿 ;或者表现主人的身份地位 ,例如贾母的丫环以琥珀、珍珠等

珍稀首饰为名 ;李纨的丫环名为素云、碧月 ,暗示了李纨的寡居身份与平淡处世的人生态度 ;或者昭

示主人的命运 ,例如黛玉的丫环 ———紫鹃、雪雁等[ 7 ] 。可见 ,奴仆群的命名是为衬托并刻画主要人

物服务的。

Hawkes 对这个群体的取名采取了意译法。例如 :贾府四位小姐的丫环分别是抱琴、司棋、待

书、入画 ,合起来是“琴棋书画”,标志了千金小姐的身份与喜好 , Hawkes 译为 :L utany、Chess、

Scribe、Picture ,传达了原名的基本含义。Hawkes 根据宝玉的小厮之职守 :端茶、扫花、种药、研墨、

伴鹤 ,分别译为 : Tealeaf 、Sweeper、Ploughboy、Inky、Storky ; 丫环之名为 : 袭人 : Aroma ,麝月 :

Musk ,晴雯 :Skybright ,茜雪 :Snowpink ,蕙香 :Cit ronella ,檀云 :Sandal ,绮霞 :Mackerel ,等等 ,再现

了宝玉这位“怡红公子”风花雪月、追香逐红、似闲云野鹤般的“富贵闲人”形象。再比如凤姐夫妇的

丫环、小厮 (平儿、丰儿、兴儿、旺儿、隆儿)依次翻译为 : Patience、Felicity、Joker、Brightie、Rich ,译名

成功传达了原作的命名意图 ,反映了凤姐一味追求家业兴旺、丰衣足食的普通愿望 ,与她荣府“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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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身份与心态十分切合。贾母的丫环 (如琥珀、珍珠) 译为 : Pearl、Amber ,表现了贾母作为贾府

最高统治者 ,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荣与富贵。李纨的丫环 (如素云、碧月) 分别译为 Candida (拉丁语 :

清白、诚实等)和 Casta (清廉、贞洁等) ,再现了她出身高贵 ,现又寡居生活 ,为人敬重的“一尊佛”形

象。王夫人的丫环金钏、银钏、彩云、彩霞分别译为 : Golden、Silver、Suncloud、Sunset [7 ,8 ] ,前两个译

名只取金、银二字 ,与贾母丫环之名相照应 ,暗示王夫人比贾母地位较低 ,后两个则通过实景色彩让

人联想到王夫人穿金戴银、遍身绫罗绸缎的贵妇形象。雪雁译为 Snowgoo se ,寓主人是离群孤雁 ,

再现了命名意图。

厨子“多浑虫”是一个吃饱喝足倒头就睡的邋遢之人。由于不懂风情 ,他那年青美貌的媳妇不

甘寂寞 ,招蜂引蝶 ,周围“凡是想上手”的人都能得逞 ,于是人称其为“多姑娘”。Hawkes 将“多浑

虫”译为 Droopy Duo ,使读者透过人名看到他那肥胖、邋遢不堪的形态 ;而 t he Matt ress (床垫)对应

“多姑娘”,是隐喻转换 ,使浪荡的“多姑娘”形象跃然纸上。

从 Ying2lian (英莲 ,音译)到 Calt rop (香菱 ,意译) ,暗示了该人物从自由人到奴仆的人生遭际。

将“鸳鸯”译为 Faithf ul ,“平儿”译为 Patience ,都恰当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将含有“婚姻”、“爱情”等

象征意义的信使“红娘”译为 Reddie[8 ] ,符合“红”色在原著中的审美效应 ,既表现了“红”与婚姻爱

情的联想意义 ,也传达了“红”色的吉祥含义 ,还把人物喜气洋洋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

谓匠心独运。

人名隐喻的文化与文学意义是相对而言的 ,两者难以分割。上述例证表明意译法更利于再现

其文学意义。

(二)音译法的“失”

1. 审美效果的丧失

《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姓名字号大多化用诗词典故 ,有着独特的审美效果。译文如何再现人名

的审美价值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的文学语境意识。例如 ,“袭人”之名典出陆游《村居书喜》诗

句。诗云 :“红桥梅市晓山横 ,白塔樊江春水生。花气袭人知骤暖 ,雀声穿树喜新晴。”Hawkes 将其

意译为 Aroma (香气) [ 8 ] ,表达了“袭人”的基本含义 ,并能在翻译“花气袭人知骤暖”时保留 Aroma ,

多少也暗示了“袭人”之名的出处。但是多数情况下 , Hawkes 忽略了人名的审美意蕴。例如林黛

玉的字“颦颦”,来自晏几道的《西江月》,词中有“愁黛颦成月浅 ,啼妆印得花残”。宝玉给黛玉取字

为“颦颦”,说到黛玉的“似蹙非蹙”的罥烟眉 ,以及“西方有石名黛 ,可画眉”的典故 ,可见“颦”与“黛”

有着内在照应关系。Hawkes 分别将其音译为 Dai2yu (名 ,暗示其为主子) ,意译为 Frowner (字 ,对

应人物形象特征) ,显然丢失了名与字内在的对应关系 ,更不能传达原名所包含的文学意蕴。贾府

四位千金之名出自诗章词句 ,例如 :“展礼肆乐 ,协比元春”(元春) ,“迎春且薄妆”(迎春) ,“一枝两枝

梅探春”(探春) ,“长安豪华惜春残”(惜春) 。以“春”命名又有着文化及文学寓意。古代称“春”为

“青阳”或“发生”,意思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艺文类聚》卷三引《尸子》云 :“春 ,动也。鸟兽孕宁 ,草

木华生 ,万物咸遂。”动物在春天发情 ,草木在春天萌发[9 ]100 - 102 。因而“春”代表着繁殖 ,让人联想到

“情色”,而“情色”是《红楼梦》的显性主题。作者还以“春”暗寓《红楼梦》的悲剧主题 ,因为汉语文学

中素有“伤春悲秋”的母题 ,惜春、伤春是寄托闺阁哀怨、寂寞之情。例如 :“将那三春看破 ,桃红柳绿

待如何 ?”(惜春判词) ,这里“三春”是双关语 ,既指惜春感叹暮春时节好景即逝 ,又指她从元春、迎春

和探春的不幸遭遇中看破红尘 ,遁入空门。可见 ,以“春”命名寓意深远。然而 , Hawkes 为了表明

她们的主子身份 ,将其名字一概音译 ,试图通过音译和意译人群的主观划分 ,表现主仆尊卑的人际

关系 ,但这样做却会导致人名隐喻的审美信息流失。虽然将“三春”译为“t riple sp ring”[8 ] I ,142 ,但因

未加注解 ,无法让读者联想其隐喻意义 ,也无法再现人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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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谐音”人名音译 :含义丧失

“谐音”人名是《红楼梦》人名隐喻的一大特色。例如甄士隐 (去) ———真事隐去 ; 贾雨村

(言) ———假语村言 ; 甄英莲 ———真应怜 ; 贾芸之舅为“卜世仁”———不是人 ,读者对其过目不

忘 ———贾芸求助于母舅 ,想赊欠香料 ,结果遭到一顿奚落 , 空手而归 ,作者利用谐音法将其吝啬、市

侩商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可谓“人如其名”;詹光是贾府门客 ———“沾光”;甄府家奴霍启谐

音“祸起”———甄士隐一家的灾祸因他丢失英莲而起 ;单聘仁谐“善骗人”;戴权谐“代权”;冯渊

谐“逢渊” ,亦即遭遇到苦海深渊 ;秦可卿谐“情可轻” ,秦钟谐“情种” ,姐弟俩英年丧命均为

“情”,隐含了作者看破红尘、“情色”皆空之意 ;尤氏姐妹俊俏风流 ,堪称“尤物”,也是贾珍、贾琏的玩

物 ;薛宝钗的薛谐“雪”,暗隐其严守礼制 ,不易露真情 ,最终遭宝玉遗弃冷清寡居 ,落得“金钗雪里

埋”的下场 ;林黛玉作为绛珠仙草 ,富有诗性气质 ,“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确至“灵”至真 ,如此等等。

每个人名都反映了各个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 ,寄予了作者的爱憎褒贬与是非美丑观 ,“表达创作

主张和创作思想”[10 ]276 。Hawkes 对这类人名几乎都用音译法 ,且未加注解 ,导致英语读者无法领

略其中奥妙。但他将“娇杏”(侥幸)译为 L ucky ,再现了人名的谐音含义 ,说明谐音人名是可以意

译的。

谐音命名是作者限于当时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 ,隐晦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艺术手段 ,是作

者殚精竭虑刻画人物形象、昭示人物性格及命运的智慧结晶。Hawkes 采用了音译法 ,无法再现人

名隐喻。

(三)意译法遭遇的语境矛盾

人名翻译过程中 ,有时会遭遇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的矛盾。例如 : Hawkes 将“紫鹃”译为

Nightingale (夜莺) [8 ] I ,105 ,是因为英语中与其对应的 cuckoo 在英语文化中有“妻有外遇或戴绿帽子

者”的含义 ,可是 ,“杜鹃”在中国文学中因“杜鹃泣血”的审美意象 ,一直是“忠贞、执著”的象征 ,正因

为这样的寓意 ,作者将林黛玉的忠仆命名为“紫鹃”。Hawkes 译文迎合了英语文化语境 ,却明显违

背了原作的文学语境 ,审美效果相去甚远。再比如 , Hawkes 将“潇湘馆”译为 The Naiad’s House ,

我们知道 ,Naiad 是水中仙女 ,与汉语的“潇湘妃子”意象相比南辕北辙 ,与“下世还泪”的悲苦“绛

珠”也相去甚远。再比如霍启译为 Calamity (灾祸) [8 ]61 ,从文学语境来看堪称佳译 ,却严重违反了

汉语的文化语境 ———霍启是甄家的家奴 ,主人是不会给家奴取如此不吉利之名的。可见 ,两种语境

相冲突时 ,译者往往只能顺从其中之一 ,无法兼顾。针对上述例子 ,本文建议采取直译并加注补偿

的策略 ,或可缓解语境矛盾与冲突。

在人名隐喻视角下 ,《红楼梦》人名的成功翻译需要兼顾文化及文学两种语境。Hawkes 译本

在“意译”法方面的“得”体现了译者较强的文学语境意识。意译也更利于再现人名在描绘人物角色

以及世情、人情等方面的文学功能。音译法的“失”除了文化语境及语言差异等客观因素所致 ,还在

于译者缺乏人名隐喻观与文学语境意识等主观因素。由于文化及语言差异 ,译者往往采取摹音或

音译等译法 ,然而为了再现人名隐喻的文学功能 ,意译法是首选策略 ,并应在需要时创造性地运用

补偿策略 ,如 Hawkes 译文中的“情节补偿”策略。谐音人名可以音译 ,但应加注解 ;或者进行语义

对应的意译。意译法需兼顾上述两种语境 ,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相冲突时 ,译者应慎重取舍 ,以不

误导读者或误解原作基本文化、文学信息为原则。

(本研究及论文写作得到王维贤教授的指导 ,谨此致谢 ! 同时感谢厦门大学吴建平教授对本文

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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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 2007 年 6 月 17 日 ,由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 ( MAR KETIN G RESEARCH CEN TER OF

CHINA ,MRCC)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同主办、香港浸会大学协办的“2007 年国际营销学术交流峰会”在杭州

圆满闭幕。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营销研究与实践”。来自国内八十余所高等院校的代表近二百

人以及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莱斯大学、芬兰瑞典语经济管理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国际著名高

校的十余名国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与会代表就营销战略、营销创新与新产品开发、

品牌管理、顾客关系管理、交叉销售、消费者行为、顾客满意研究及模型、服务营销、城市营销、网络营销的现状

与前景等研究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营销高层论坛 ,就品牌国际化案例进行了学者

与企业家间的深度对话 ;在专题小组研讨会中 ,与会代表还就消费者行为、品牌、产品、广告、渠道等几个主题展

开了积极的交流与探讨。会议结束后 ,与会代表对此次会议和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搭建的学术及实践交流

平台纷纷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评价 ,一致认为 MRCC 对促进中国营销学术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是由中、美、英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著名营销学教授发起

并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学术机构 ,中心主任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营销界权威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郭国庆教授。中心的宗旨是为中国营销学人创造更多的学术机会 ,搭建更好的研究平台 ,以推动市场营销学者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促进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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