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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视角论英汉习语的翻译

张晶晶

(沈阳音乐学院公共基础部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８)

摘　 要:英汉习语互译时ꎬ不能简单地从单个词语或某些字面意思来获得ꎬ必须考

虑英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ꎮ 为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障碍ꎬ顺利完成英汉习语的跨

文化翻译ꎬ阐释了英汉习语反映的文化差异ꎬ指出了翻译常犯的错误ꎬ并提出了适

用的翻译方法ꎬ使习语的英汉互译准确、畅通ꎬ进一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ꎮ

关键词:跨文化翻译ꎻ习语ꎻ文化差异ꎻ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ꎬ文化通过语言得到

传承ꎬ以一种语言为载体将文化内涵转换为

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形式ꎬ可称之为翻

译ꎮ 习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ꎬ大

都形象鲜明ꎬ言简意赅ꎬ承载着大量的信息ꎬ

具有很强的修辞色彩ꎮ 没有习语ꎬ语言会变

得枯燥无味ꎬ在说话、写作中适当引入习语会

增强语言的感染力ꎬ使语言更生动传神[１ － ３]ꎮ

尽管许多学者对习语进行了研究ꎬ但迄

今为止ꎬ没有一个清晰确定的定义能被所有

人所接受[４ － ５]ꎮ 给习语下定义如此困难是因

为很难用一两句话将习语的内涵表达清楚ꎮ

习语是人们在漫长的语言历史发展中积累下

来的ꎬ它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ꎬ因此ꎬ不能通

过单个词语的意思推断出习语的确切含义ꎬ

须将其看作一个整体ꎬ关联其特定的文化背

景ꎬ根据语境进行翻译[６ － ７]ꎮ 了解英汉习语

的文化差异ꎬ不仅有利于译者准确传达习语

的深层含义ꎬ而且有利于中英间的文化交流ꎮ

一、英汉习语反映的文化差异

１.地理环境差异

习语的形成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

式密切相关ꎬ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ꎬ气候

条件也存在差异ꎬ人们对某些特定的事物有

着独特的情怀ꎮ 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

国ꎬ历史上的航海业极其发达ꎬ因此ꎬ英国的

很多习语都与海、鱼、水、船相关ꎬ如英语习语

“ａｌｌ ａｔ ｓｅａ” (不知所措)、“ｑｕｅｅｒ ｆｉｓｈ” (字面

意思是没人要的鱼ꎬ译为怪人)、“ ｔｏｗｅｒ ｏｎｅ′ｓ
ｓａｉｌ”(甘拜下风)ꎮ 中国是内陆国ꎬ自古以来

都以农业为主ꎬ因此ꎬ中国很多习语与农业息

息相关ꎬ如“二人同心ꎬ黄土变金”“瑞雪兆丰

年”“种瓜得瓜ꎬ种豆得豆”等ꎮ 汉语说“守口

如瓶”ꎬ英语则为“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ａｓ ａｎ ｏｙｓｔｅｒ”(ｏｙｓ￣
ｔｅｒ 是牡蛎)ꎻ汉语说“挥金如土”ꎬ英语则为

“ｓｐｅ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ｌｉｋｅ ｗａｔｅｒ”ꎮ 此外ꎬ中国人认

为东风是春天的风ꎬ寓意希望和新生命ꎬ而英

国人认为西风才代表着希望ꎮ 人们经常说的

“冬天来了ꎬ春天还会远吗?”就出自英国著

名诗人雪莱的一首诗ꎬ名为“Ｏ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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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ｄ”(西风颂)ꎬ而“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

在中国则家喻户晓ꎮ
２.图腾崇拜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图腾作为国人的精

神寄托ꎬ人们通过图腾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亲人的祝福等ꎮ 英国和大多数西

方国家认为狮子是万兽之王ꎬ狮子在英国人

心中拥有很高的地位ꎮ 例如:“ｂ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ｄｅｎ”(太岁头上动土)、“ｂ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ｉｏｎ”
(虎口拔牙)、“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ｓｋｉｎ”(狐假虎

威)等习语中均出现狮子的单词ꎮ 汉语则将

其译为太岁、老虎等ꎬ因为中国人认为老虎才

是万兽之王ꎮ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ꎬ一直

将龙视为祥和、幸运、尊贵的象征ꎬ因此ꎬ中国

人被称为 “龙的传人”ꎬ皇帝自诩 “真龙天

子”ꎬ富贵人家子弟叫“龙子龙孙”ꎬ家长总说

“望子成龙”ꎬ但西方人却认为龙是不祥之

物ꎬ它凶恶残暴ꎬ最终的命运是被神消灭ꎮ 如

在«圣经»中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ｒａｇｏｎ”指恶魔撒旦ꎮ
如果将 “望子成龙”直译为“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ｏｎ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ｂｅ ａ ｄｒａｇｏｎ”就会令西方人费解ꎬ
也曲解了源语的意思ꎬ显然只能意译ꎬ如译为

“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ｏｎｅ′ 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ｉｇｈｔ
ｆｕｔｕｒｅ”ꎮ
３.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中ꎬ有许多和宗教相关的

习语都清楚地反映了不同宗教对民族文化的

影响ꎮ 英语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ꎬ西方人

信奉上帝ꎬ相信地狱和魔鬼等真实存在ꎬ如
“ｇｏ ｔｏ ｈｅｌｌ”(去死吧)、“Ｇｏ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天助自助者)ꎮ 他们将

«圣经»奉为经典ꎬ很多习语都与«圣经»里的

故事有关ꎬ如“ ｄｏｕｂｔｉｎｇ Ｔｈｏｍａｓ” (托马斯是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ꎬ他不肯轻易相信耶稣复

活了ꎬ因此怀疑的托马斯指不肯轻易相信别

人的人)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 ｏｎｅ′ｓ ｅｙｅ”(眼睛

中的瞳孔ꎬ译为掌上明珠)ꎬ“ｏｌｄ Ａｄａｍ” (老
亚当ꎬ指本性的罪恶)ꎬ“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
(转过另一半脸ꎬ表示“受到猛烈攻击而不还

手”ꎬ译为甘受侮辱)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新耶路撒冷ꎬ译为理想的国度)ꎮ

４.风俗习惯差异

习语来源于生活ꎬ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

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ꎮ 因此ꎬ对食物、动物等

与生活相关的习语进行翻译时ꎬ一定要充分

考虑中英风俗习惯的差异[８]ꎮ 英国人喜欢

以面包、奶酪、黄油为主食ꎬ因此ꎬ英国人说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ｃａｋｅ”(小菜一碟)、“ｈａｒｄ ｃｈｅｅｓｅ”
(倒霉、不幸ꎬ因为英国人认为一个人吃到硬

奶酪是不幸的事)ꎮ 中国人饮食习惯与英国

人大不相同ꎬ喜欢吃米饭和面食ꎬ因此ꎬ中国

有“粗茶淡饭”“生米煮成熟饭” “画饼充饥”
等习语ꎮ 西方国家认为狗是人类忠诚、友爱

的朋友ꎬ因此ꎬ有关狗的习语大都没什么恶

意ꎬ如“ ａ ｌｕｃｋｙ ｄｏｇ” (幸运儿)、“ ｅｖｅｒｙ ｄｏｇ
ｈａｓ ｈｉｓ ｄａｙ” (凡人皆有得意时)、“ ｔｏ ｂｅ ｔｏｐ
ｄｏｇ”(居于要位)ꎮ 然而ꎬ在中国尽管现代社

会中狗的地位越来越高ꎬ很多人把狗当成自

己的孩子来精心照顾ꎬ但自古流传的有关狗

的习语却不是特别好ꎬ甚至有很多是贬义的ꎬ
如“狗腿子”“狗眼看人低” “狗仗人势” “狼
心狗肺”等ꎮ
５.颜色认知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中ꎬ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同

的寓意ꎬ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红

色及白色的认知差异ꎮ 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

纯洁ꎬ象征纯真无邪ꎮ 如“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高尚、
有教养的人)、“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ｓｂ′ｓ
ｌｉｆｅ”(某人生活中的吉日)、“ ａ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
(正直的精神)ꎬ而红色则是“火” “血”的联

想ꎬ象征着血腥和暴力ꎬ如“ａ ｒ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血
战)、“ ｒｅｄ ｒｅｖｅｎｇｅ”(血腥复仇)、“ ｒｅｄ ｉｎ ｔ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ａｗ” (残酷无情)ꎮ 中国和西方恰好相

反ꎬ中国人认为白色枯竭无血色ꎬ象征死亡ꎮ
自古以来ꎬ亲人死后家属都披麻戴孝ꎬ穿白色

孝服ꎬ办“白事”ꎬ打“白幡”ꎮ 白色还象征奸

邪、阴险ꎬ比如“小白脸” “白眼狼”等ꎮ 中国

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喜庆ꎬ把促成他人美好

姻缘的人叫“红娘”ꎬ古代新娘出嫁要穿“红
喜服”ꎬ戴“红盖头”ꎬ过年要送“红包”ꎬ“开
门红”ꎬ走“红运”ꎮ

其实ꎬ表颜色的词语很多情况并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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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本身意思ꎬ例如:在英语习语“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ｓ”中ꎬ“ｂｌｕｅ”取“忧郁、沮丧”之意ꎬ译
为 “闷闷不乐”ꎬ类似的还有 ｃｒｙ /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ｓ(诉苦)ꎻ“ｇｒ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ｙ”中ꎬ“ｇｒｅｅｎ”
取“嫉妒的、猜疑的”之意ꎬ译为十分嫉妒ꎬ类
似的还有“ｇｒｅｅｎ － ｅｙｅｄ”(眼红ꎬ嫉妒的)ꎮ 此

外ꎬ“ ｇｒｅｅｎ”还有不成熟的、幼稚的含义ꎬ如
“ｇｒｅｅｎ ａｐｐｌｅｓ” (生苹果)、“ ａ ｇｒｅｅｎ ｗｏｒｋｅｒ”
(生手)ꎮ 在汉语中ꎬ灰色通常代表忧郁之

意ꎬ如“心灰意冷” “灰溜溜”ꎻ绿色具有两重

性ꎬ一方面代表正义ꎬ如“绿林好汉”ꎬ另一方

面代表邪恶ꎬ如“绿帽子”ꎮ

二、英汉习语的翻译方法

翻译界大都认同翻译中有 ２ 个阶段的分

法:理解原文和用译入语表达原文的意思ꎮ
高质量的习语翻译应当在充分理解源语习语

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基础上ꎬ用目的语将这

些信息传达出来ꎬ 确保读者能理解并认

同[９ － １０]ꎮ 笔者根据英汉两种文化的相似情

况ꎬ给出了 ４ 种适用的翻译方法:文化完全一

致———直译法ꎻ文化部分一致———替代法或

套用法ꎻ文化冲突———意译法ꎻ文化缺失———
直译加注法ꎮ
１.直译法

该方法适用于源语习语和目的语习语意

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ꎬ即在目的语中找

到对应的说法ꎬ切忌逐词逐字的替换ꎮ 直译

法的好处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习语的

比喻形象、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ꎬ但选择直译

法必须慎重ꎬ应以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原

文为原则ꎮ 尽管英汉习语有很多差异ꎬ但无

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上ꎬ总会有相同的认知ꎬ加上民族间的相互

往来ꎬ两国间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ꎬ一些习

语表现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ꎮ 这种

情况下ꎬ英汉习语翻译可直截了当地套用目

的语习语ꎮ 如“ ｔｅｅｔｈ ｆｏｒ ｔｅｅｔｈꎬｅｙｅ ｆｏｒ ｅｙｅ”
(以牙还牙ꎬ以眼还眼)ꎬ“ ｔｏ ｂｅ ａ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武装到牙齿)ꎬ“ ｂｌ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ａｔｅｒ”(血浓于水)ꎬ“ｗａ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ｅａｒｓ” (隔墙

有耳)ꎬ易如反掌 ( ａｓ ｅａｓｙ ａ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ｏｎｅ′ｓ ｈａｎｄ)ꎬ趁热打铁( ｓｔｒｉｋ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ｉｓ ｈｏｔ)ꎬ眼见为实(ｓｅｅ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ꎮ
２.替代法或套用法

该方法适用于英汉习语的字面意不同、
比喻意十分相近且文化内涵基本相同的情

况ꎬ译者可直接采用与之相近的目的语习语

来替代源语习语ꎬ不但能使语义通顺、简单易

行ꎬ而且便于读者理解ꎮ 例如:“ ｐ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中ꎬ“ ｃａｒｔ”指马车ꎬ“ ｈｏｒｓｅ”
指马ꎬ直译是马车在马前边ꎬ和汉语的“本末

倒置”是一个意思ꎬ因此ꎬ可用该习语替代ꎻ
“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ｏ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ｅｇｇｓ”中ꎬ
直译是杀能下金蛋的鹅ꎬ显然令人费解ꎬ而汉

语中杀鸡取卵与其意思一致ꎬ翻译时用该习

语替代能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习

语ꎮ 又如:胆小如鼠(ａｓ ｔｉｍｉｄ ａｓ ａ ｈａｒｅ)ꎬ西
方人认为兔子是胆小的象征ꎬ而汉语中ꎬ兔子

给人的联想是敏捷、乖巧ꎬ与胆小没什么关

联ꎬ尽管在两种文化中ꎬ对鼠和兔子的文化意

义理解不同ꎬ但习语的内涵却一致ꎬ因此ꎬ可
直接套用该习语ꎻ猫哭老鼠假慈悲( ｃａｒｒｉｏｎ
ｃｒｏｗｓ ｂｅｗａｉｌ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ｓｈｅｅ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ａｔ
ｔｈｅｍ)ꎬ译文直译是乌鸦吃死羊前先痛哭一

场ꎬ与原文意思相同ꎬ所以可以套用ꎮ
３.意译法

英汉习语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生活习

俗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ꎬ因此ꎬ在跨文化交际

时ꎬ如直译法和替代法或套用法不能完整、真
实地传达原习语含义ꎬ应使用意译法ꎬ先弄清

文化内涵和实际含义ꎬ再根据上下文适当处

理ꎬ做到“先达意ꎬ后传神”ꎮ 例如:“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ｋ”如果采用直译是“穿粉色的衣服”ꎬ显然

容易让人误解或干脆无法理解ꎮ 英文典故

中ꎬ打猎的人穿的衣服是深红色的ꎬ将猎人称

为“ ｔｈｅ ｐｉｎｋ”ꎬ而猎人经常运动ꎬ身体素质好ꎮ
该习语译者可根据典故来采取意译的方法ꎬ
译为“身体非常健康ꎬ气色很好”ꎬ意译出习

语的隐藏含义ꎮ 再如:汉语有个习语叫“畏
首畏尾”ꎬ如按照直译“ｂｅ ｆｅａｒ ｂｏｔｈ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则无法传达源语习语想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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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ꎬ莫不如意译成“ｂｅ ｏｖｅｒｃａｕｔｉｏｕｓ”ꎮ 类似

的还有扬眉吐气( ｆｅｅｌ ｐｒｏｕｄ ａｎｄ ｅｌａｔｅｄ)ꎬ不
能直译为 “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ｙｅｂ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ｌｅｔ ｏｕｔ ａ
ｂｒｅａｔｈ”ꎻ开门见山(ｃｏｍ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不能直译为“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等ꎮ
４.直译加注法

英汉习语很多源自典故、历史事件或神

话故事ꎬ习语中提到的人物、地点、事件等是

本国特有的ꎬ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相对应的文

化信息ꎬ翻译中若随意舍弃源语中富有民族

内涵的形象而代之以平淡的一般词汇ꎬ便会

使目的语习语过于单调ꎮ 因此ꎬ在文化缺失

的情况下ꎬ可采用直译加注法ꎮ 一方面ꎬ保留

了源语习语的原汁原味ꎻ另一方面ꎬ又展现了

习语的内在含义及文化信息ꎮ 例如:“ Ｉ ａｍ
ａｓ ｐｏｏｒ ａｓ Ｊｏｂꎬｍｙ ｌｏｒｄꎬ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译
为“我跟约伯一样穷ꎬ大人ꎬ但是没有他那样

的好耐性”ꎮ (注:约伯ꎬ以忍耐和贫穷著称

的圣徒ꎬ见«圣经约伯记»)ꎮ 熟读圣经者

无人不知约伯为何人ꎬ但中国读者对圣经并

不十分了解ꎬ更不知道约伯是谁ꎬ因此ꎬ需在

译文中加以注释ꎮ 再如:汉语习语中有“三
请诸 葛”ꎬ 应 译 为 “ ａｓｋ Ｚｈｕ Ｇｅｌｉａ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Ｚｈｕ Ｇｅｌｉａｎｇ ｗａｓ ａ ｗｉｓｅ
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ｅ ｄｅｃｉｄ￣
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Ｌｉｕ Ｂｅｉ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ｈｅ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Ｌｉｕ Ｂｅｉ. )ꎮ

三、习语翻译的常见错误

１.望文生义

习语都有其特定的含义ꎬ习语中越是简

单的词越容易出现理解错误ꎮ 再加上大多数

习语结构严谨ꎬ语义统一ꎬ因此ꎬ习语切忌只

看表面意思或是逐字翻译ꎬ否则很容易曲解

源语习语的意思ꎮ 例如:英语习语“ ｆｒｅｅ ｌｉｖ￣
ｉｎｇ”ꎬ无论是“ ｆｒｅｅ”还是“ ｌｉｖｉｎｇ”ꎬ都是很简

单的词语ꎬ表面上看就是“自由生活”的意

思ꎬ所以容易不假思索地给出译文ꎬ实际上该

习语的意思是“奢侈的生活”ꎮ 再如:英语习

语“ｃｈｉｌｄ′ｓ ｐｌａｙ”ꎬ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儿戏”ꎬ从单个单词的意思来看ꎬ这么翻译

一点问题没有ꎬ所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会将

译者带入歧途ꎬ实际上该习语指“容易干的

事”ꎬ而汉语中的“儿戏”是指处事轻率ꎬ不严

肃ꎬ显然两个习语完全不是一回事ꎮ 又如:汉
语中有“挂羊头ꎬ卖狗肉”ꎬ“挂”“羊头”“卖”
“狗肉”都有各自对应的英语单词ꎬ看起来翻

译并不难ꎬ可译为 “Ｈｅ ｈａｎｇｓ ｕｐ ａ ｓｈｅｅｐ′ ｓ
ｈｅａｄ ｂｕｔ ｓｅｌｌｓ ｄｏｇ′ｓ ｆｌｅｓｈ”ꎬ显然英语国家的

人根本无法理解这句习语的意思ꎮ 由于英国

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风俗和习惯ꎬ他们认

为狗是忠诚友爱的ꎬ一定会疑惑为什么要吃

狗肉ꎮ 抛开英汉两种文化对动物的认知差

异ꎬ译文也未能传达该习语的意思ꎮ 译文只

是将“羊头”和“狗肉”简单地直译成各自的

英语单词ꎬ却未能表达出该习语的真正含义ꎮ
这句话是说用好的名义作幌子ꎬ实际上做坏

事ꎬ比喻表里不一ꎬ直译使英语读者无法理解

该习语的真正含义ꎬ莫不如意译成 “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ｅ ｕｓｅｓ ｂａｉ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或干脆简单

地说“ｓａｙ 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ꎮ
２.生搬硬套

翻译方法中介绍过替代法或套用法ꎬ此
方法既能表达源语习语的内涵ꎬ又能使目的

语习语清晰易懂ꎬ还保持了习语的语义完整

和结构对称ꎮ 但该方法需慎用ꎬ如选错了借

代或套用的习语ꎬ便贻笑大方ꎮ 例如:英语习

语“ｇｏ ｔｏ ｌａｗ ａ ｓｈｅｅｐꎬｙｏｕ ｌｏｓｅ ａ ｃｏｗ”ꎬ看似

和汉语习语“捡了芝麻ꎬ丢了西瓜”意思相

似ꎬ但实际两个习语并非对等ꎮ 该英语习语

除了有得不偿失的喻义ꎬ还表达了西方法律

诉讼费用高昂之意ꎬ同时也反映了英美人习

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文化背景ꎮ 而汉

语的“捡了芝麻ꎬ丢了西瓜”无法传达这些隐

含的信息ꎬ因此ꎬ不能用该习语替代或套用ꎬ
译为“为一只羊打官司ꎬ却损失了一头牛”更
恰当ꎮ 又如:汉语习语中ꎬ人们常说“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ꎬ恰巧英语中有类似的表达

“ｙｏｕ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ｗ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 ｔｈｅ ｍｉｌｋ”
(不能既卖牛又想喝牛奶)ꎬ从浅层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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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这么翻译没什么错误ꎮ 但是汉语习语出

自孟子«鱼我所欲也»ꎬ下句话是“舍鱼而取

熊掌者也”ꎬ该习语不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ꎬ而是强调如果不能兼得的时候ꎬ人们应当

如何取舍ꎮ 而英语习语只是表达了二者不可

兼得的意思ꎬ并没有如何取舍这层含义ꎬ因
此ꎬ这样的替代或套用显然是错的ꎮ
３.褒贬不分

英汉两种语言中ꎬ都既有褒义词又有贬

义词ꎮ 因此ꎬ只是字面意思相同ꎬ隐含意义

(即褒贬意义)却相差甚远ꎬ“貌合神离”的习

语不能互译ꎮ 例如:“雨后春笋” 和 “ ｓｐｒｉｎｇ
ｕｐ ｌｉｋｅ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ꎬ前者比喻新生事物迅速

大量地涌现出来ꎬ指好的事物ꎬ而后者含有成

长迅速ꎬ但消亡也迅速的意思ꎬ因此ꎬ两个习

语的褒贬义不同ꎬ不能混为一谈ꎮ 再如:“锦
上添花”和“ ｔｏ ｐａｉｎｔ ｔｈｅ ｌｉｌｙ”ꎬ前者指在美丽

的锦织物上再添加鲜花ꎬ比喻在原有成就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ꎬ后者“ ｌｉｌｙ”是百合花ꎬ看
似意义相同ꎬ但实则后者和汉语的“画蛇添

足”意义基本相同ꎬ显然前者是褒义词ꎬ而后

者则是贬义词ꎬ不能互译ꎮ

四、结　 语

英汉习语寓意深刻ꎬ信息承载量大ꎬ是历

史传承和文化演变的结果ꎮ 译者只有通晓习

语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ꎬ才能实现习语跨文

化的转换ꎮ 笔者给出的英汉习语翻译方法都

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ꎬ不能生搬硬套ꎬ还应在

特定的语境中具体分析ꎬ同时ꎬ注意避免文章

中提到的错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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