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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汉藏翻译中的直译方法 
大普布次仁（850000 西藏大学藏文系） 

    

  藏民族的翻译事业同现行的藏文几乎同步诞生，而且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

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翻译大量佛经，走过了几百年的翻译实践道路。到了赤德松

赞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文字改革，将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到后来几百年间进行翻译佛

经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并在赤松德赞进行第一次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

套具有规则性的翻译理论，据《声明学要领二卷》记载：当时主要是针对佛经翻译

制定了下列几条原则要求： 

  第一、翻译三大原则。 

  
  一、要合乎《声明集分论》之语言规律，二、不违背佛经思想内容，三、译文

要使藏民族自己听得懂。 

  第二、翻译四大方法。 

  一、音译，①一些单词难以解释又不能按照《声明集分论》翻译的要采用音译

法。②一词多义的字词做不到用一个词语把它们全部包括进去的就不能采用只译其

中一个意思的办法，而要采用音译法。③一些密宗学经典虽并非不可译，倘若译成

藏文会产生错译现象，故此，要采用音译法。 

  二、意译，按照上述翻译三大原则采用意译手法，要求做到使译文合乎语言学

规律，不违背佛经思想内容，真实地表达佛经内容，要求译词明了易懂。 

  三、直译，不打乱梵文语序采用直接翻译方法。 

  四、转换与调动译法。如果按照梵语词序直接翻译造成词不达意的，或可能产

生误译现象的可采用将词序转换和调动手法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译文。 

  第三，提出了翻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四条要求。 

  几百年来，藏民族基本上按照这么一个理论的指导，从事了大量的翻译事业。

在实际翻译工作中无论是佛经翻译，还是其它文种的翻译都主要采用了上述的直译

和意译两种方法，而且基本是以直译为主，逐步向意译为主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低估这两种翻译方法的作用。目前翻译界对这两

种重要的翻译方法中的直译方法提出了种种的非议，甚至一些旁观者也对此似乎有

着同样的看法，提出由于直译造成词不达意，语言生硬无味，文笔不流畅等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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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病。面对现实我们也承认这一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它的作用，尤其

是在一些特殊的语言环境和翻译一些特殊作品的时候直译手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还

是有它可取的一面。 

  一、直译方法的基本特点与标准 

  一般来说直译法是在较低层次上较为简便的翻译方法，通常主要用于词语和新

词术语的翻译。在标准上侧重于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具体说来有以下

几方面的特点： 

  ①采用直译方法首先有利于圆满地保持原文风格。译文紧紧按照原文的表达方

式与语言文字特色，基本不走样地采用直译方法，使原文中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

地区特色以及作者个人语言文字艺术特色等多方面的特色表达得真实、完美。 

  ②采用直译方法有利于创造和普及现代名词术语。相对而言，采用直译方法，

在译文中使用新词术语的比例较大，可以更好地按照语言学规律创造一些必要的现

代名词术语，丰富译文所需的词汇。从而达到普及现代名词术语的效果。例如：“软

件”“硬件”的译词（“藏文”）是由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和自治区翻译协会审定推广的译词。

这就是按照科学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产物创造的现代名词术语。 

  ③采用直译方法有利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风格。通过直译可以更好地了

解其他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字规律。由于民族不同，语言文字构成与使用方法也不

同，格调色彩不同，风格情趣不同。因此，在同样的用途上，有的语言很有情趣，

有的很滑稽，有的很深沉，有的则充满诗情画意。虽然各民族都具有这种语言特色。

特别是一些外国语言文字中这种特色尤为突出，在翻译中采用直译法注重原文语言

文学风格，不拘一格，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优点，从中就可以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

那些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使自己的语言文字更加丰富完美。 

  二、直译方法的主要用途 

  所谓的直译就是按照原文的词语意义和词汇结构选用对应的词语译出其词语。

一般来说直译从词序到原文和译文的字词结构上很多时候都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形

式。因而，直译方法主要用于词翻译，尤其是用于新词术语。例如：地下铁道（藏

文）高等数学（藏文）感觉神经（藏文）宇宙飞船（藏文）冬虫夏草（藏文）阳光

（藏文）民歌（藏文）汽车（藏文）等等类似的一些复合词和单词都习惯采用的是

直译方法。同样藏语和汉语中的很多动同和形容词也可以采用直译方法，特别是汉

藏语文中的成语、俗语、谚语、民间歌谣和一些格言的翻译习惯于使用直译方法，

例如：家破人亡－（藏文）、德才兼备－（藏文），还有藏族谚语（藏文）译成：

班宗经常哭，何必当忌讳。汉语中的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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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成：（藏文）上述几种译法从词序到内容，以及名词术语都采用了几乎一对一

的直译方法。 

  相对而言，论说文，记叙文和一些应用文的书面翻译多采用直译方法。因为它

主要讲究真实地表达原文思想内容，语言上要求通俗易懂，而不需要讲究文彩上的

更多的修饰。因此，要求根据不同的文体做不同的翻译处理。首先对于文学艺术作

品，特别是一些抒情诗歌和散文的翻译不宜于采用直译方法。因为它只要基本不违

原文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注重译文文学艺术上的修饰与表达技巧。 

  讲究文彩这一点上如果过于采用直译方法那就会造成使译文显得不伦不类，语

言生硬呆板，失去文学艺术的感染力。 

  其次，要看译文服务于什么对象，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假

如你翻译的东西是用于文化教育素质不高的对象，那就在翻译方法上不宜采用直译

方法，只要不受篇幅的限制要多采用解释性的翻译方法，简单的直译会使接受人感

到迷惑不解。例如：“那些违法犯罪的人进了‘笼子’想买‘后悔药’也来不及”。这句话中

的形象语言“进笼子”买“后悔药”之类就不宜采用直译或改译形象方法，而是要考虑到

对象的接受能力来采用意译方法译成（藏文）较为恰当，因为接受这一译词的人文

化素质不高，译文主要是要介绍清楚原词的具体含意，什么“进笼子”、“买后悔药”之

类一般人理解起来还是要费一定的脑筋。又如有这么两个人说：“我们这个村是个‘第
三世界’，另一句说：“对坏人坏事不能‘开绿灯’”。类似语言的翻译假如面对着一群没

有文化的老百姓采用直译方法分别译成：（藏文）如此不看对象一味地采用直译方

法，听话的人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讲直译方法，主要强调要表达原文中的那些具有特色的语言文字和与众不同的

艺术手法，而不是片面强调一对一的文字搬家。只要表达准确，又能保持原文特色，

译文就不用受原文更多的约束，一些诗歌体原文的翻译字面上的音节数就不一定与

原文完全相同，有时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点，译文中比原文多几个字，或少几句话

这都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一些包含主谓宾句型的更是如此。例如：“以寺养寺”译成

（藏文）这就在内容上表达得不是很明朗，似乎带有一个寺庙养另一个寺庙的含义。

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寺庙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的含义。另一句是“努力学习，提高

自己”译成（藏文）似乎译成“努力学习，抬高自己”之意。显而易见，由于过于直译，

结果这两句话的译文都造成词不达意，含糊不清，甚至产生歧义。要想改变这种状

况就必须采用直译加增译的办法将上述两句话分别译作：（藏文）和（藏文）这就

表明，直译方法虽然是一项重要的方法，但也并非独一无二的办法。切不可以千篇

一律、处处使用。 

  三、直译的方法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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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通过翻译来再现原文各种各样的特色，就要在翻译方法上尽量采用直译方

法。只要不是死译、硬译，在某些情况下直译同样可以收到好的效果。 

  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是显示风格的地方，例如《米拉日巴传》中对米拉日

巴姑妈的动作描写藏文中写道：（藏文）译者就采用直译方法译道：鼻子里噗嗤一

声，猛地从座垫上站了起来，又是打响榧，又是抖衣襟，又是顿脚，挥舞着袖子抽

打我和母亲”这一直译手法既保持了原文描写得生动、形象的特色，也保持了一个民

族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是一位藏民族妇女穿着藏袍所做出的那些独特行为动作等

等。如果把这一行为动作的描写采用意译手法译成汉语中常用的“捶胸顿足，拍胸跺

脚，拍桌打椅，拳打脚踢”之类来代替，就会失去描写一位藏族妇女独特行为动作的

那些特殊风格。 

  还有人物性格描写上同样要用形象直译形象的方法，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言

风格，例如：原文中写道：“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孩子般的轻信，性格柔和得象块黄

油，随你怎么抹都行。”这一段的译文一： 

  

   

虽然两种译文都准确表达了原意，但是两者间效果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基本采用了

直译方法，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所表达出来的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而有感

染力。然而，后者则采用了意译手法，去掉了一些原文中的形象词，结果使原文的

形象性荡然无存，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原文的风格。 

  此外，一些典型的形象词和典故语言是最常用、效果极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故

此，在翻译中只要读者能够听得懂、看得来就应该尽可能采用直译方法。这是最好

不过的。例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这些形象词语的产
生和使用都有它的背景和特殊的语言份量。要按照惯例分别译作：（藏文）之类。

与此相同，比喻人们各自施展本领的时候常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达。然而，

这样一些富有特色的典故语言和神话传说语言也居然有人就主张采用意译方法译

成：（藏文）有的还译作：（藏文）其实既便是这样采取改译形象方法，还是大大

失去了原文固有的那种典故特色，淡化了那些耐人寻味情趣十足的语言风味。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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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故语言本来可以按照它的故事情节讲出一番非常动听的故事来，因为这种典故

的内容在我国各民族中本来就普及得较广，有一定影响。采用直译方法把它译出来

的话，它给读者语言魅力不同，感受不同，所留下的印象也不同。然而，用另外一

个与原文中的典故差异很大的典故语言或用一句普普通通的语言来取而代之，使原

文的语言风味上受到很大的损伤不利于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因此，这句

曲帮应直译成：（藏文）这译文与原文更贴切，更有特色。对于这一观点从事多年

翻译工作的专家丹真珠扎老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老先生举出一句：瞎子国里，

独眼为王的外国谚语，认为这一句谚语如果按照意译方法来处理的话，可以译成汉

语中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藏语中的（藏文）本来这两句译文采用意译手法

表达得并没有什么差错，与原文例译更贴切，比喻形式相同，又符合译文语言习惯，

然而，老先生并没有选用这个译词，而是按照原文的意思选 用了一个创造性的译

词。译作：（藏文）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自己民族语言中固有的现成词，而要用

创造词呢？因为它首先没有转移比喻的对象，忠实原文的内容，语言表达方式相近，

语序排列相同，特别是与外国谚语的说法十分接近，再则，译文本身比较新颖、有

趣，说起来顺口流畅。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效果当然比意译好。 

  同样如此，藏语中的许多谚语也采用直译方法效果相当好。例如：（藏文）原

文是一则简短的藏族谚语，两句音节数相同，都是六个字，从内容到语言文学的使

用都很有民族特色。这一句曾有人采用直译方法译作：“虽然甘蔗香甜，还是糌粑经

吃”。原文文学简朴，语言流畅，译文也与原文一样，较圆满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

如果锦上添花的话，将这一句中的“甘蔗”一词译作“蔗糖”或“红糖”则更符合原文中（藏

文）一词的本意。因为藏区常见的是红糖，而很少有甘蔗。这就是在翻译中对原文

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仅仅按照原文的语言特色采用直译方法，从

而达到保持原文风格的成功之处。然而，有的译文则就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仓央

嘉措情歌》中的第一首： 

   

  曾有人把它译成：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损坏原文风貌和语言特色译作。译文与原文相差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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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到语言原文的风味所剩无几，乍一看好像是一首新作。如此望文生义，随意

发挥，过分雕琢，画虎不成反类猫，严重损坏了原文独特的风貌，违背了“原文是朴

素的不要译成华丽的”这一要求忠实原文风格的翻译原则，在译德上是极为不尊重原

作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这一译文把仓央嘉措情歌朴实无华，通俗易懂，

具有清新的生活气息，亲切真实的语言文字风味和特色用以浓郁的脂粉气和华丽的

词藻俗套形式所取代，使原文黯然失色。 

  这首情歌的译文很多，相比之下，王沂暖先生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译文是这

样的： 

  从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我心上。 

  这一译文就是紧紧抓住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方法。主要特点是保持了原文

的风格。这一方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类似的一些文学作品采用直译方法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萨迦格言》： 

   

  译作： 

  只要众人一条心， 
  弱者也能成大事， 

  据说蚂蚁结成群， 

  送掉了幼狮性命。 
  还有一些民间歌谣：    

   

  阿姐拉拇是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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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的粥是稀水， 

  无须汉地的明镜， 

  粥里可照见身影。 

   

  译作： 

  情人捎来的信， 

  字迹七扭八歪， 
  自己看了不懂， 

  让人看了害羞。 

  以上几首民间歌谣原文语言简炼，朴素流畅，只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毫无矫

饰晦涩，但比喻贴切形象，构思精巧深刻，艺术手法相当高超。译文呢，也是相当

成功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紧紧按照原文的风格尽可能采用了直译方法，使原文的独

特风味保持得完美无损。 

  综上所述，无论从什么角度讲，直译方法在汉藏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翻译中应按照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直译方法在内，而不应该偏废哪一方

面，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翻译方法，有利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该文荣获西藏大学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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