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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三译本对比研究

张　 威ꎬ朱娜葳ꎬ孙泽瑞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基于自建的语料库ꎬ从源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翻译特征 ３ 个

角度探讨巫宁坤、李继宏、张思婷 ３ 位译者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的风格差异ꎮ
研究发现:巫译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ꎬ译文中的晦涩表达较多ꎻ李译采用长篇

导读和详尽注释ꎬ目标语读者关照程度最高ꎬ有利于中文读者理解译文ꎻ张译女性

主义翻译特征最明显ꎬ脏话的委婉处理次数最多ꎮ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ꎻ语料库翻译学ꎻ翻译风格ꎻ女性主义翻译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其三译本

出版于 １９２５ 年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

茨比»(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ｔｓｂｙ)ꎬ是美国著名作家

弗朗西斯  斯科特  基  菲茨杰拉德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ｃｏｔｔ Ｋｅｙ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的巅峰之作ꎬ
奠定了他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ꎮ
这部小说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纽约市和长岛

为背景ꎬ细致刻画了美国上流社会纸醉金迷

的生活ꎬ并围绕“美国梦”这一主题展开记

录、描写和分析ꎬ揭示了“荒原时代”的内涵ꎮ
笔者选取巫宁坤、李继宏、张思婷 ３ 位译

者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汉译本作为研究对

象ꎮ １９８０ 年ꎬ«世界文学»杂志邀请巫宁坤翻

译此书ꎬ巫译本是中国大陆的首译版本ꎮ
２０１３ 年ꎬ«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丛书出版ꎬ
其中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ꎮ 同年ꎬ张译本

由漫游者文化出版ꎮ

二、三译本的比较分析

基于自建的语料库ꎬ以 ３ 位译者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汉译本作为研究对象ꎬ以源

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主义翻译

特征 ３ 个角度作为考察译者风格的切入点ꎬ
分析这 ３ 位译者的翻译风格ꎮ
１.源语透过效应的比较分析

翻译中的语言干涉ꎬ准确地说就是“源
语透过效应”ꎮ 文学作品由一种语言翻译成

另外一种语言ꎬ其过程中必然有源语透过效

应的产生ꎬ主要原因有三:翻译过程中的文化

交流ꎻ遵循语言的发展规律ꎻ翻译过程中必然

发生语言接触[１]ꎮ
源语透过效应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

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ꎮ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单

位ꎬ而句子则是语言中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

义的单位[２]ꎮ 在词汇层面ꎬ本研究关注助词



第 ６ 期 张　 威等:基于语料库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三译本对比研究 ６１９　　

“的”、数量词“一个” “一种”是否滥用ꎻ而在

句法层面ꎬ可以通过句长、句段长来判定受源

语透过效应影响的程度ꎮ
首先ꎬ通过统计文本中标点符号的数量ꎬ

包括句号、问号、感叹号、冒号、逗号、分号ꎬ计
算出句子数和句段数ꎬ并根据总词数计算出

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ꎬ以此作为判断三译

本源语透过效应的标准之一[３](见表 １)ꎮ 张

译本的句子数和句段数最多ꎬ平均句长、句段

长最短ꎬ句法简单ꎬ可读性强ꎬ易于理解ꎻ李译

本次之ꎻ而巫译本平均句长大于其他两个

译本ꎮ
表 １　 三译本句法总体特征

三译本 总词数 / 词 句子数 / 个 平均句长 / 词 句段数 / 个 平均句段长 / 词
巫译本 ７ ７５７ ３ ２０３ １６. ８４ ７ ３６０ ７. ３３
李译本 ７ ６３４ ３ １９９ １５. ９２ ７ ６９８ ６. ６２
张译本 ８ ６８６ ３ ５８３ １３. ８７ ８ ６１４ ５. ７７

　 　 从理论上来说ꎬ英语的定语规则比汉语

复杂且繁多ꎬ定语可以放在被修饰中心语的

左边或者右边ꎮ 而在汉语体系中ꎬ定语只能

放在被修饰中心语的左边[４]ꎮ 因此ꎬ汉译本中

出现了一些带有超长修饰语的句子ꎬ其中必不

可少地要使用助词“的”ꎬ使句子变长ꎮ 在古

代汉语体系中ꎬ文言文中存在极少数包含结构

助词“的”的词语或句子ꎮ 在英译汉作品中ꎬ
虽然“的”字不可或缺ꎬ但是使用频率过高ꎬ造
成“的的不休”的句式也常常被人诟病[５]ꎮ 因

此ꎬ结构助词“的”的使用频率可以作为判断

译文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程度的指标ꎮ
利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软件统计三译本中结构助

词“的”的词频ꎬ巫译本中出现了 ３ ３３０ 次ꎬ李
译本中出现了 ２ ９５１ 次ꎬ张译本中出现了

２ ４５９次ꎮ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料库

显示ꎬ平均一句话中有 ４ 个及以上的“的”ꎬ
这可以作为衡量一句话滥用“的” 的标准ꎮ
为了更加精准地进行搜索ꎬ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

编码筛选一个句子里包含 ４ 个及以上“的”
字的频数(见图 １)ꎮ

图 １　 三译本中含 ４ 个及以上“的”字的句子数

　 　 由图 １ 可知ꎬ巫译本中结构助词“的”出
现的数量均高于其他两种译本ꎮ 结构助词

“的”过多出现在汉语译本中虽然还原了源

语语言结构ꎬ但会导致译文不够清晰ꎬ臃肿累

赘ꎬ不利于读者理解ꎮ
译例 １:
原文: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ꎬ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ｃａｓｕａ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ａｔｓｂｙ′ｓ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ａｂｓ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

巫译本:话说回来ꎬ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

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ꎬ就有她自己的世界

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ꎮ (６ 个

“的”)
李译本:终归到底ꎬ盖茨比的宴会虽然不

讲繁文缛节ꎬ却有着罗曼蒂克的可能性ꎬ而这

在她的世界里是完全没有的ꎮ (４ 个“的”)
张译本:毕竟ꎬ在盖府随性氛围中酝酿的

种种浪漫ꎬ从来不曾出现在她的世界ꎮ (２ 个

“的”)
译例 １ 中ꎬ巫译本出现了 ６ 个“的”ꎬ大

都表示修饰关系ꎬ置于名词之前ꎬ使句子冗

长ꎮ 在这短短一句对晚会的描写中ꎬ巫译本

选择 ３ 个带有“的”的前置定语共同修饰名

词“气氛”ꎬ另外 ３ 个带“的”的前置定语共同

修饰名词“可能性”ꎬ明显受到了源语的影

响ꎬ语句生硬ꎮ 李译本和张译本有意避免过

多使用助词“的”ꎬ并适当调整语序ꎮ 从这个

角度看ꎬ巫译本受到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ꎮ
在英汉翻译过程中ꎬ汉语“一个”“一种”

常常对应英语不定冠词不确指的翻译ꎬ而删

除这些不必要的数量词对译文并没有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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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这两个数量词的使用可作为判断译文

受到了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的标准之一[６]ꎮ
利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软件进行检索ꎬ巫译本中

出现“一个”２８１ 次ꎬ“一种”５９ 次ꎻ李译本中

出现“一个”８５ 次ꎬ“一种”１９ 次ꎻ张译本中出

现“一个”７８ 次ꎬ“一种”仅 ５ 次ꎮ 巫译本使

用这两个数量词的次数明显高于李译本和张

译本ꎬ这不是偶然的ꎬ是因为巫译本受到英语

源语的影响ꎬ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翻译腔ꎮ
译例 ２:
原文: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ｎ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ｒ ｖｏ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ｄ ｃ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ｒ
ｆｏｕ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ｏｒｇｅｔ:ａ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ꎬ
ａ 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 “Ｌｉｓｔｅｎꎬ”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ｈａｄ
ｄｏｎｅ ｇａｙꎬ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ｕｓｔ ａ ｗｈｉｌｅ ｓｉｎｃｅ

巫译本:但是她声音中有一种激动

人心的特质ꎬ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

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ꎬ一声喃喃

的“听着”ꎬ一种暗示ꎬ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

完一些赏心乐事
李译本:但最让人兴奋的还是她的

声音ꎬ足以令在乎她的人永生难忘:那是低吟

浅唱ꎬ也是窃窃私语ꎬ暗示着她刚刚做完欢乐

轻快的事
张译本:最难忘的还是她说话时掩

不住的兴奋ꎬ仿佛说着说着就要唱起歌来ꎮ
“嘿”ꎬ像这样附在你耳边ꎬ说着她做了哪些

好玩的事
译例 ２ 中ꎬ巫译本选择对英语中的不定

冠词一一进行对应翻译ꎬ还原源语句式结构ꎬ
使汉语译文晦涩生硬ꎮ 李译本和张译本对这

样不必要的数量词则进行了省译ꎬ使句式更

加简洁ꎮ
综上所述ꎬ巫译本的平均句长最长ꎬ助词

“的”和数量词“一个”“一种”的使用频率最

高ꎬ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强ꎮ 这是因为巫

译本出版之时ꎬ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刚刚

复苏ꎬ更加注重忠实于原文ꎬ而李译本和张译

本出版于 ２１ 世纪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ꎬ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要求也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ꎬ不仅要求做到忠实于原文ꎬ

还更加注重译入语的表达习惯ꎬ李译本和张

译本有意识地避免源语对译文的影响ꎬ因而

二者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相对较小ꎮ
２.目标语读者关照的比较分析

接受美学是文学批评理论之一ꎬ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代表人物包括汉斯罗伯

特姚斯(Ｈａｎ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ｕｓｓ)和沃尔夫冈
伊瑟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Ｉｓｅｒ)ꎬ强调读者及其阅读

接受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７]ꎮ 接受

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ꎬ认为翻

译活动不只是原作者和译者两者之间的互

动ꎬ译文读者也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主体ꎮ
读者对于翻译文本的阅读与接受与否是判断

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两大要素ꎬ因此ꎬ译者对

目标语读者的关照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课题ꎮ
副文本(ｐａｒａｔｅｘｔ)这一概念由法国文学

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提

出ꎬ是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

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

材料” [８]ꎬ包括封面、标题、序跋、致谢、注释、
插图等ꎮ 通过研究译文中的序跋和注释两种

副文本ꎬ考察 ３ 个译本的目标语读者关照

状况ꎮ
巫译本于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再版时增添

了«译后记»和«译序»各 １ 篇ꎮ ６ 页«译后

记»简要地记述了巫宁坤从美国回国任教将

该书带回中国、应«世界文学»月刊之邀翻译

此书的过程ꎬ以及后来偶遇菲茨杰拉德之墓

的感触ꎻ８ 页«译序»介绍了该书的背景、情
节、主题及意义ꎮ 李译本中为读者提供了长

达 ２０ 页的详尽导读ꎬ首先详细介绍了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的美国这一创作背景ꎬ包括爵士

乐、汽车产业、妇女选举权、禁酒令等ꎬ其次介

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命名、销量、
荣誉等ꎬ最后从 ３ 个方面分析了该书的艺术

成就ꎬ包括时代氛围的再现、人物形象的刻画

以及对美国梦的审视等ꎮ 而张译本中则没有

添加序跋ꎮ
巫译本中共有 ６１ 处简短的脚注ꎬ平均每

处 １９. ２８ 字ꎮ 李译本的注释详实ꎬ统一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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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ꎬ共计 １３ 页、１０３ 处ꎬ平均每处 ６４. ７２
字ꎬ部分参照了美国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出版公

司出版的 ２００８ 年版本 Ｔｏｎｙ Ｔａｎｎｅｒ 的注释ꎬ
均已注明来源ꎮ 而张译本仅有 ６ 处脚注ꎬ这
是因为当时与其出版时间接近的汪芃译本使

用了不少译注ꎬ张译本的出版社漫游者文化

的编辑要求她设法把自己的注解融入译文ꎮ
巫译本采用较为简短的序言、后记和注

释帮助读者接受译文ꎮ 李译本采用长篇导读

和详尽注释两种手段实现细致入微的读者关

照ꎮ 张译本并未使用上述副文本手段关照读

者ꎬ但将注释融入译文以便于读者理解ꎮ
３.女性主义翻译特征的比较分析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大量翻译学者

开始尝试研究女性与翻译的关系[９]ꎮ 其从

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ꎬ发掘译文和原著中所

隐藏的性别歧视ꎬ强调女性译者在翻译中的

主体性和创造性ꎮ 女性译者常使用色彩词、
语气词和强势语ꎬ尽可能地避免使用粗俗禁

忌语ꎬ较多地使用委婉语[１０]ꎮ 译者巫、李二

人为男性译者ꎬ张为女性译者ꎮ 笔者从感叹

句和疑问句的使用以及脏话委婉处理的角度

来探讨 ３ 个译本的性别差异ꎮ
首先ꎬ统计三译本的感叹号数和问号数

(见表 ２)ꎮ 张译本全文共 ４１９ 个疑问句ꎬ远
高于李译本和巫译本ꎮ 女性译者更倾向于在

陈述语句中使用疑问语气ꎮ 在感叹句的使用

上ꎬ女性译者往往更能体察主人公的情感ꎬ擅
长使用感叹词或者感叹句来充分表达主人公

的情绪ꎬ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ꎮ 数据表明ꎬ
张译本使用感叹句的频数高于其他两位男性

译者ꎮ
表 ２　 三译本的问号和感叹号数量 个

三译本 问号 感叹号

巫译本 ３２７ １１２
李译本 ３４０ １１０
张译本 ４１９ １２８

　 　 其次ꎬ译文中脏话的处理方式大多数是

“降格”处理ꎬ将“人”降为“非人”ꎮ 译者对

于文学作品中的脏话处理呈现出浓郁的性别

意识指向ꎮ 部分男性译者的脏话处理更加直

白ꎮ 而女性译者则倾向于在不影响原文语境

的前提下ꎬ尽可能地文雅化处理ꎮ 笔者从性

别与语言差异的角度出发ꎬ对比三译本对

“ｂｉｔｃｈ”“ ｈｅｌｌ” “ ｄａｍｎ” 等 １６ 处脏话的处理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三译本的脏话处理方式 处

三译本 对应 弱化

巫译本 ７ ９
李译本 ９ ６
张译本 ５ １１

　 　 由表 ３ 可知ꎬ张译本对脏话弱化处理的

次数最多ꎬ在保留原文脏话所表达情感的基

础上ꎬ语言较为文雅ꎮ 巫译本次之ꎮ 李译本

则更偏向于保留原文的脏话ꎬ将其翻译成对

应的中文ꎮ
译例 ３:
原 文: “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ｓｏｎ￣ｏｆ￣ａ￣ｂｉｔｃｈꎬ” ｈｅ

ｓａｉｄ.
巫译本:“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ꎮ”他说ꎮ
李译本:“这婊子养的真可怜ꎬ”他说ꎮ
张译本:“这狗崽子ꎬ死得可怜啊ꎮ”
译例 ３ 中ꎬ“ｂｉｔｃｈ”是指女性性关系混乱

的脏话ꎬ在汉语中相对应的女性贬降词是

“婊子”ꎮ 巫译本没有采用这一汉语对应词ꎬ
将其转换成其他脏话ꎬ弱化了对女性的侮辱ꎮ
李译本使用直译的方法ꎬ没有进行任何委婉

处理ꎮ 张译本则将指人的“ ｂｉｔｃｈ”降格为动

物ꎬ显示出对女性的尊重ꎮ
综上所述ꎬ张思婷作为女性译者ꎬ其译本

体现出女性主义翻译色彩ꎬ具体表现为凸显

文本中的感叹和疑问语气ꎬ以及面对女性贬

降词时的委婉化处理ꎮ

三、结　 语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经典作品曾被

多次复译ꎬ为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贡献

了新的力量ꎬ也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提供了

新鲜的素材ꎮ 笔者基于自建的语料库进行研

究ꎬ从源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

主义翻译特征 ３ 个角度对比考察三译本的风

格差异ꎮ 研究发现:三译本体现出不同的译

者风格特征ꎬ与其出版时间、背景环境有着密

切关联ꎮ 在源语透过效应方面ꎬ以平均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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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词“的”、数量词“一个” “一种”作为考察

标准ꎬ发现巫译本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ꎬ
具体表现在平均句长最长ꎬ使用助词“的”的
频率最高ꎬ且高频使用数量词 “一个” “一

种”ꎬ语言欧化倾向较为明显ꎮ 在目标语读

者关照方面ꎬ通过序跋和注释两种副文本的

考察ꎬ发现巫译本采用较为简短的序言、后记

和注释ꎬ李译本采用长篇导读和详尽注释ꎬ张
译本并未使用上述副文本手段ꎬ但将注释融

入译文以便于读者理解ꎮ 从女性主义翻译特

征角度出发考察翻译处理方式ꎬ发现张思婷

作为女性译者ꎬ对原文进行文雅化处理最多ꎮ
其次是巫宁坤ꎬ处理策略相对保守ꎮ 而李继

宏的翻译策略则是直接客观地再现原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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