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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霍克斯俗语标记体式翻译策略
———基于«红楼梦»平行语料库

邓　 琳ꎬ陆　 梅

(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ꎬ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从语料库翻译学视角出发ꎬ探讨杨宪益和霍克斯对«红楼梦»１２０ 回中俗语

标记体式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原文不同类型俗语标记体式的分布情况以及在两

译文中的再现情况ꎮ 研究发现:俗语标记体式集中于前 ８０ 回ꎬ谚语标记体式占比

最高ꎬ其次是成语标记体式ꎮ 对两译者处理俗语标记体式的规律性翻译策略分析

发现鉴于俗语的重要性ꎬ两译者都尽量避免使用省译法ꎬ而中西文化的差异限制了

习译法的使用ꎮ 总体上ꎬ杨宪益倾向使用直译法以最大程度地再现原语意义ꎻ霍克

斯则依据俗语的内涵以及翻译目的ꎬ灵活选用直译或意译法ꎮ 再现原文俗语标记

体式语用内涵方面ꎬ两译者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漏译ꎮ

关键词:«红楼梦»ꎻ语料库ꎻ俗语标记体式ꎻ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曹雪芹活用了大量民间俗语于«红楼

梦»的故事情节建构、人物形象塑造、主题内

容刻画中ꎬ赋予人物独特的语言特性、鲜活的

生命感ꎬ给予作品浓烈的生活气息ꎮ 俗语作

为书中人物语言的亮点ꎬ备受红学研究者的

重视ꎬ但对作品中俗语的分布情况、译者规律

性翻译策略的分析相对来说较为缺乏ꎬ多是

针对特定俗语的翻译策略的分析ꎬ缺乏对俗

语的全面检索和系统分类ꎬ结论不够全面ꎬ如
党争胜[１] 对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中“压岁

钱”“合欢宴”“灶王”３ 个俗语翻译方法的分

析 ꎮ 一些基于单译本对不同类型俗语翻译

策略的研究ꎬ缺乏同语境多译本的横向对比ꎬ
使得翻译策略的总结具有片面性ꎬ如钱亚旭

等[２]对霍克斯译本中 ５ 类物质文化负载词翻

译策略进行的定量研究ꎮ

一、语料库翻译学概述

语料库因含有大量、客观的真实语言而

开始运用于语言学、心理学、文学等各种人文

社科研究领域ꎬ成为助推社会科学研究的跨

学科探索的桥梁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语料库语言学开始

运用于翻译研究中ꎬ经过几十年的跨学科发

展ꎬ最终形成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向ꎮ
与以往翻译研究不同的是ꎬ语料库语言

学借助语言学理论和计算机工具对大量、真
实的文本进行统计和分析ꎬ基于语料表现出

的客观语言规律ꎬ揭示翻译文本的整体特征ꎮ
而传统的翻译单学科研究主要归属于描写性

研究ꎬ缺乏对文本语言现象的规模性研究ꎮ
因此ꎬ笔者从语料库翻译学视角出发ꎬ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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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平行语料库ꎬ探究杨宪益和霍克斯

对«红楼梦»中俗语标记体式的翻译策略ꎮ

二、«红楼梦»中的俗语标记体式

１.译本的选择

俗语也称俚语、俗言、谚、野谚、里谚、俗
谚、古谚、常言、俗话等[３]ꎮ «辞海»将其分为

谚语、俚语以及口头化成语等ꎬ其中ꎬ俚语与

俗语存在范畴的交迭ꎮ 广义的俗语包括谚

语、歇后语、常用语、惯用语和方言土语等ꎬ狭
义的俗语指民间定型的语句ꎮ 俗语涵盖内容

的多样性使其类型归属因不同的划分标准而

不同ꎮ 学界公认的划分标准可依据内容、功
能、形态等进行ꎮ 若根据俗语的呈现形式ꎬ可
分为标记体式、变异体式、化用体式、联用体

式[４]ꎮ
笔者选择«红楼梦»两个全译本即杨宪

益和戴乃迭译本[５] (简称 Ｙ)以及霍克斯和

闵福德译本[６](简称 Ｈ)作为研究文本ꎬ基于

张宗伦的俗语体式概念[７]ꎬ选定小说中的俗

语标记体式为研究对象ꎬ统计其分布情况ꎬ并
基于检索结果ꎬ根据俗语标记体式的翻译方

法———直译(Ｌ)ꎬ意译(Ｆ)ꎬ习语翻译( Ｉ)ꎬ省
译(Ｏ)———对各类俗语标记体式及其翻译方

法进行标注[８]ꎬ对比分析杨宪益、霍克斯俗

语标记体式翻译方法在再现原文意义方面的

异同与得失ꎬ总结两译者的俗语标记体式规

律性翻译策略ꎮ
２.俗语标记体式选取方法

绍兴文理学院的«红楼梦»汉英平行语

料库采用句级对齐方式ꎬ对两译本进行了语

料库检索处理ꎬ 提供了在线开放检索平

台[９]ꎮ «红楼梦»的版本包括 ８０ 回的抄本系

统(脂本系统ꎬ附有脂砚斋评语)和 １２０ 回的

刻本系统(程本系统:程甲本和程乙本)ꎮ 杨

译前 ８０ 回用的是抄本系统的戚序本又叫有

正本ꎬ后 ４０ 回是刻本系统的程乙本ꎮ 霍译用

的底本主体是刻本系统的程乙本ꎬ也结合了

不同的手抄本ꎬ并做了相应的改动ꎮ
笔者通过俗语标记体式提示语———常

言、人说、古人(常)说、自古道 /说 /云、人家

(常)说、俗说、俗语、古人(有)云、所谓、听见

人说、谚云等进行全文检索ꎬ并基于英文检索

词 ｓａｙｉｎｇ、ｐｒｏｖｅｒｂ 进行对比ꎮ 结果的类型归

属是基于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检索平台[１０]

对比商务印书馆«成语大词典» 进行甄选ꎮ
最终确定的俗语标记体式共 ８８ 例ꎬ包括谚

语、歇后语、成语、惯用语四大类(见表 １)ꎮ
表 １　 俗语标记体式

俗语标记体式 出现章回 总次数

谚语标记体式 ６ꎬ９ꎬ１６ꎬ１７ꎬ２１ꎬ３４ꎬ４４ꎬ４６ꎬ４９ꎬ５１ꎬ
５２ꎬ５５ꎬ５７ꎬ６３ꎬ６４ꎬ６５ꎬ６７ꎬ６８ꎬ７２ꎬ
７４ꎬ７６ꎬ７７ꎬ８４ꎬ８５ꎬ８７ꎬ８８

４１

歇后语标记体式 ２４ꎬ２６ꎬ５７ꎬ８１ꎬ８２ꎬ８４ ６

成语标记体式 ２ꎬ４ꎬ６ꎬ１３ꎬ１５ꎬ２９ꎬ３１ꎬ３４ꎬ４１ꎬ４４ꎬ
５５ꎬ５８ꎬ６０ꎬ６３ꎬ６４ꎬ６７ꎬ６８ꎬ７２ꎬ７３ꎬ
７４ꎬ７８ꎬ８０ꎬ８１ꎬ８２ꎬ８３ꎬ８５ꎬ９４ꎬ１００ꎬ
１０３ꎬ１１０ꎬ１１７

４０

惯用语标记体式 ５５ １

三、俗语标记体式的翻译策略分析

«红楼梦»第 ６、４９、５７、６５、７２、７６、８７ 回均

出现谚语标记体式 ２ 次ꎬ第 ９、１６、４６、６８ 回均

出现谚语标记体式 ３ 次ꎬ第 ２９、５５、６３、６８、
７３、８２ 回均出现成语标记体式 ２ 次ꎬ第 ６７ 回

出现成语标记体式 ４ 次ꎮ 后 ４０ 回俗语标记

体式共出现 １８ 次ꎬ这与«红楼梦»作者研究

的复杂性相一致[１１ － １２]ꎮ 此外ꎬ俗语标记体式

集中在谚语和成语两类ꎬ其次是歇后语ꎬ再次

是惯用语ꎮ
１.谚语标记体式翻译

谚语体现特定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社会风向、行为准则、集体信仰ꎮ 第 ６４ 回的

谚语“女子无才便是德” 根植于传统才德

观[１３]ꎮ 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社会ꎬ
女子附属于男子ꎬ相夫教子是第一要旨ꎬ妇德

是女子最被看重的内容ꎬ这与第 ６８ 回的俗语

“妻贤夫祸少”中“贤”代表的社会评价标准

一致ꎬ属于封建礼教对民间思想影响具体体

现于谚语的实例之一[１３]ꎮ
(１)翻译方法统计分析

«红楼梦»共有 １０ 例谚语标记体式因底

本或个别语素的变化导致译文不同ꎮ 如表 ２
所示ꎬ杨、霍所用底本谚语标记体式各 ３９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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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例ꎮ 杨以直译为主ꎬ霍的直译和意译占比

均衡ꎮ 中国译者杨宪益偏爱异化策略ꎬ尽量

保留原语的文化特点ꎬ最大程度地再现原语

文化内涵ꎬ霍克斯则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ꎬ灵
活选用直译或意译ꎮ

表 ２　 谚语标记体式翻译方法和比例统计 ％

译本 Ｌ Ｆ Ｉ Ｏ

杨译 ２７ / ６９. ２３ ９ / ２３. ０８ ２ / ５. １３ １ / ２. ５６
霍译 １８ / ５１. ４３ １５ / ４２. ８５ １ / ２. ８６ １ / ２. ８６

　 　 (２)翻译实例分析

①直译与意译法

例 １:
阎王叫你三更死ꎬ谁敢留人到五更[１３]ꎮ

(第 １６ 回)
Ｉ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ｌｌ ｓｕｍｍｏｎｓ ｙｏｕ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ꎬ ｗｈｏ ｄａｒｅｓ ｋｅｅｐ ｙｏｕ 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５]? (Ｙ)

Ｉｆ Ｙａｍａ ｃａｌｌｓ ａｔ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ｈｏｕｒꎬｎｏ ｍａｎ
ｃａｎ ｐｕｔ ｏｆｆ ｄｅａｔｈ ｔｉｌｌ ｆｏｕｒ [６]? (Ｈ)

“阎王叫你三更死ꎬ谁敢留人到五更ꎮ”
体现了中国传统宿命论ꎮ 人的生死早已注

定ꎬ并由地狱的审判者 (阎罗王ꎬ 梵语为

Ｙａｍａｒａｊａ)来进行审判ꎮ 谚语中对“阎王”这
一东方意象的翻译ꎬ霍的意译法采用了该意

象的梵语简写ꎬ便于目标读者直观感受该意

象在中国佛教里的特殊身份ꎬ相较于杨的直

译传达了更多中国文化信仰ꎮ 谚语中 “三

更”和“五更”来源于中国古代漏刻计时方

式:傍晚到次日清晨共分为 ５ 个更次ꎬ三更、
五更表示黎明前的第三更和第五更ꎮ 每更为

两个小时ꎮ 三更指午夜 １２ 点左右ꎬ五更指次

日凌晨 ４ 点左右ꎮ 杨为了在目的语中完整呈

现古代中国以“更”计时的方法ꎬ保留原文原

貌ꎬ三更、五更直译为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ꎬ但
目的语读者对此可能存在理解的障碍ꎮ 霍为

顺应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范式和认知范畴ꎬ意
译为现代通用的时间表达方式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ｈｏｕｒ、ｆｏｕｒꎬ虽大大降低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

难度ꎬ却略去了古代中国传统计时法的文化

内容ꎮ 三更、五更比较恰当的译法是采用直

译加释译ꎬ即三更英译为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 (ｍｉｄ￣

ｎｉｇｈｔ ｈｏｕｒ )、 五 更 英 译 为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ｗａｔｃｈ
( ｆｏｕｒ)ꎬ这样目的语读者不仅能完整感受中

国传统计时文化ꎬ阅读愉悦感也能得到保证ꎮ
②习译法

例 ２:
僧不僧ꎬ俗不俗ꎬ女不女ꎬ男不男[１３]ꎮ

(第 ６３ 回)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ｆｉｓｈꎬｆｌｅｓｈ ｎｏｒ ｆｏｗｌ!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５]  (Ｙ)
Ａ ｍｏｎｋ ｎｏ ｍｏｎｋ ａｎｄ ａ ｍａｉｄ ｎｏ ｍａｉｄ[６]!

(Ｈ)
“僧不僧ꎬ俗不俗ꎬ女不女ꎬ男不男”表示

不伦不类的行为ꎬ僧和俗、女和男两两对立ꎬ
杨选用“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ｆｉｓｈꎬ ｆｌｅｓｈ ｎｏｒ ｆｏｗｌ” 的习译

法ꎬ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内容ꎮ 霍用直

译法ꎬ因僧和俗、女和男的对立性ꎬ只选取了

两组对立面的一面ꎬ表达为 ａ ｍｏｎｋ ｎｏ ｍｏｎｋ
ａｎｄ ａ ｍａｉｄ ｎｏ ｍａｉｄꎬ但就信息传递的完整性

而言ꎬ霍译因略去两组对立面的另一面ꎬ实则

造成了信息的漏译ꎬ易引起理解的偏差ꎬ不如

杨的习译法忠实于原语、吻合目的语读者的

语言风格ꎮ
③省译法

例 ３:
所谓“妻不如妾ꎬ妾不如偷” [１３]ꎮ (第 ４４

回)
Ｔｈｉｓ Ｊｉａ Ｌｉａｎ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ｄｏ Ｈｅ

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ｉｄ:“ Ｉ′ｍ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ｊｕｓｔ ｗａｙ ｙｏｕ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
ｔｅ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ꎬｍｉｓｓ ” [５](Ｙ)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ｗｉｆｅ ｌｉｋｅ 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ｇｏｅｓꎬ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ｙｏｎｅ ｅｌｓ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ａｙ ａ ｗｏｒｄꎬｈｅ ｈａｄ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ｕｐ ｔｏ ｈｅｒ ａｎｄ ｂｅ￣
ｇａｎ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ｉｎｇ[６]  (Ｈ)

“妻不如妾ꎬ妾不如偷”属于警示谚语ꎬ
体现了封建社会男子视女子为玩物的畸形心

理ꎮ ｖｅｒｙ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ｄｏ、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生动描绘出贾

琏抓住贾母为其铺设的台阶顺势认错的心

理ꎬ虽然想着“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ｗｉｆｅ ｌｉｋｅ 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ｇｏｅｓ”ꎬ但因担心机会稍纵

即逝ꎬ遂赶紧向前低头认错ꎬ该省译法生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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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了语境内涵ꎮ 译法的选择需有目的性地

针对话语情境进行信息最大化的表达ꎮ 省译

法并不等同于信息的丢失ꎬ恰当地使用省译

法也能达到原语语境最大化地传递ꎮ
２.歇后语标记体式翻译

歇后语的结构一般分为两部分ꎬ前一部

分是对事物的描述ꎬ后一部分对前一部分进

行引申ꎬ之间用破折号连接ꎬ前后意象常用谐

音、双关等方式进行关联ꎮ 一些哲理感强的

歇后语常缩略为谚语使用ꎬ如第 ５７ 回的歇后

语“千里姻缘一线牵” 可作谚语使用[１３]ꎬ体
现了封建社会普遍认同的婚姻观:婚配乃命

中注定ꎬ像白娘子和许仙这样的妖和人ꎬ因有

命中注定的姻缘ꎬ最终也能结为夫妻ꎬ所谓白

娘子遇许仙———千里姻缘一线牵ꎮ 歇后语前

后部分意象有强相关性时ꎬ常省略后半部分ꎬ
如第 ２４ 回贾芸讨好贾宝玉的歇后语“摇车

里的爷爷ꎬ拄拐的孙孙”就省略了谐音的后

半部分———萝卜虽小却长在辈(背)上[１３]ꎮ
(１)翻译方法统计

就歇后语标记体式的翻译策略而言ꎬ杨
以直译为主ꎬ霍以意译为主(见表 ３)ꎮ 在传

递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歇后语时ꎬ中国

译者杨宪益以最大化的信息对等翻译模式传

递原文内容ꎬ英国译者霍克斯主要考虑英语

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语言使用习惯ꎬ采用

意译的归化策略ꎬ最大化地顺应目的语的语

言与文化规范ꎮ
表 ３　 歇后语标记体式翻译方法和比例统计 ％

译本 Ｌ Ｆ Ｉ Ｏ

杨译 ５ / ８３. ３３ １ / １６. ６７ ０ / ０ ０ / ０
霍译 １ / １６. ６７ ５ / ８３. ３３ ０ / ０ ０ / ０

　 　 (２)翻译实例分析

例 ４:
嫁出去的女孩儿ꎬ泼出去的水[１４]ꎮ (程

乙本ꎬ第 ８１ 回)
Ａ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ｐｉｌｔ ｗａｔｅｒ[５] 

(Ｙ)
Ｍａｒｒｙ 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ꎬｔｈｒｏｗ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６] 

(Ｈ)
“嫁出去的女孩儿ꎬ泼出去的水———收

不回来”因前后部分的强关联性ꎬ原文只出

现了前面部分ꎮ 杨选用逐词翻译的直译法

“Ａ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ｓｐｉｌｔ ｗａｔｅｒ ”将歇后

语的前面部分从内部切开ꎬ形式上并不符合

原文的语言形态ꎮ 霍的意译法强调嫁女儿与

泼水行为的同质性ꎮ 两译文均忽略了原语的

语用意义ꎬ对不了解中国传统婚姻观、子女观

的目的语读者而言ꎬ该歇后语的文化内涵

“收不回来”就难以领悟ꎬ这时适当的增译尤

为必要ꎬ即直译加增译为 Ａ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ꎬ
ｓｐｉｌｔ ｗａｔｅｒ———ｃａｎ′ ｔ ｇｅｔ ｉｔ ｂａｃｋ 或 Ｍａｒｒｙ 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ꎬｔｈｒｏｗ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ｃａｎ′ ｔ ｇｅｔ ｉｔ
ｂａｃｋ
３.成语标记体式翻译

成语的结构和形式较固定ꎬ以 ４ 字居多ꎬ
但也有 ３ 字以上的ꎬ甚至能分成两部分ꎬ以逗

号隔开ꎮ 如第 ２ 回中成语“百足之虫ꎬ死而

不僵”ꎬ第 １３ 回的成语“树倒猢狲散”ꎮ 一些

谚语因强习用性也能作为口语化成语使用ꎬ
如第 ３１ 回由谚语衍变的成语“千金难买一

笑”、第 ７２ 回的“求人不如求己”等[１３]ꎮ
(１)翻译方法统计

杨、霍的底本出现成语标记体式各 ４０、
３８ 次ꎮ 杨译中直译偏多ꎬ占比 ５７ ５％ ꎬ远超

意译法ꎬ霍译中直译和意译占比相同(见表

４)ꎮ 从统计数据看ꎬ杨宪益更倾向保留原语

的文化特质和语言结构ꎬ尽量忠实地再现原

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ꎬ而霍克斯仍是参

照具体翻译目的和语境ꎬ灵活选用直译或意

译法ꎬ主观上没有明显的策略选择倾向ꎮ
表 ４　 成语标记体式翻译方法和比例统计 ％

译本 Ｌ Ｆ Ｉ Ｏ

杨译 ２３ / ５７. ５ １１ / ２７. ５ ４ / １０ ２ / ５
霍译 １７ / ４４. ７４ １７ / ４４. ７４ ４ / １０. ５２ ０ / ０

　 　 (２)翻译实例分析

①直译与意译法

例 ５:
百足之虫ꎬ死而不僵[１３]ꎮ (第 ２ 回)
Ａ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ｅ ｄｉｅｓ ｂｕｔ ｎｅｖｅｒ ｆａｌｌｓ ｄｏｗｎ [５] 

(Ｙ)
Ｔｈｅ ｂｅ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ｌｅｇｓ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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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 ｄｙｉｎｇ[６]? (Ｈ)
“百足之虫ꎬ死而不僵”指势力雄厚的家

族ꎬ虽运程衰退ꎬ但就算没落ꎬ其残余势力或

影响仍存在ꎬ正如马陆这种百足的虫ꎬ被切断

后ꎬ断开的部分仍能继续蠕动ꎮ 冷子兴用该

成语表明荣国府虽不及先年兴盛ꎬ但外面的

架子未倒ꎬ其势力仍具影响ꎮ 对“僵”含义的

把握ꎬ两译者有不同意见ꎮ 辛弃疾的“君看

百足虫ꎬ至死身不颠”说的就是“百足之虫ꎬ
死而不倒”的意思ꎮ 杨把“僵”直译为“ ｆａｌｌｓ
ｄｏｗｎ”突出百足之虫断而不蹶ꎬ持之者众也ꎮ
霍把“僵”理解为僵硬ꎬ与原文意思有出入ꎮ
两译本相比较ꎬ杨译更符合原文之意ꎮ

②习译法

例 ６:
与人方便ꎬ自己方便[１３]ꎮ (第 ６ 回)
Ｈ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ｅｌｐ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５] 

(Ｙ)
Ｈ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ｅｌｐ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６] 

(Ｈ)
“与人方便ꎬ自己方便ꎮ”的普适性处世

之道在中西方习语中都有所体现ꎮ 两译者不

约而同地采用了习译法ꎬ用目的语中对等的

习语 Ｈ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ｅｌｐ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进行

转换ꎬ对接了东、西方处世观ꎬ简明、扼要、完
整地再现了原语内涵ꎬ忠实原文意义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与译入语文化对接ꎮ
③省译法

例 ７:
不是冤家不聚头[１３]ꎮ (第 ２９ 回)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ｗｈｏｍ ｈａｄ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ｅｒｂ

ｂｅｆｏｒｅ [５]  (Ｙ)
Ｔｉｓ Ｆａｔｅ ｂｒｉｎｇｓ ｆｏ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ｅｓ ｔｅｇｉｔｈｅｒ[６] 

(Ｈ)
“不是冤家不聚头”在第 ２９ 回同一语境

共出现 ２ 次ꎬ第一次出现于贾母抱怨贾宝玉

和林黛玉不省事的情境ꎮ 再次出现时ꎬ为了

语言的简明、连贯性ꎬ杨只用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ｅｒｂ 进

行指代ꎮ 霍为了突出该成语的重要性ꎬ仍重

复译出ꎬ意在向读者传达恰恰是贾母苦心相

劝之语令宝、黛二人参禅似的细细领悟而会

意双方情愫ꎮ 不论是杨的省译还是霍的意

译ꎬ都是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而采用的具体

翻译方法ꎬ译者的意图尽显其中ꎮ
４.惯用语标记体式翻译

惯用语为口语中固定的词组或来源于地

方方言ꎮ 书中唯一的惯用语标记体式“议事

厅儿”为贾元春省亲时ꎬ执事太监起坐所用ꎬ
省亲之后空置在那ꎮ 厅上悬有一匾ꎬ题字为

“辅仁谕德”ꎬ贾家上下把这厅俗称为“议事

厅”ꎮ 鉴于该语境下“议事厅”特殊的政治内

涵ꎬ杨直译为具有政治严肃性、正式性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ａｌｌꎬ霍意译为生活化的 Ｔｈｅ ｊｏｂｓ
ｒｏｏｍꎬ杨的直译更符合原文的言外之意ꎬ更
完整地传达了该词的语用内涵ꎮ

四、结　 论

鉴于俗语的文化内涵及其在«红楼梦»
中大量的存在ꎬ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了译

本的优劣ꎮ 与以往片面、零散的统计不同ꎬ笔
者借助汉英平行语料库ꎬ对俗语标记体式进

行穷尽式检索ꎬ并基于俗语标记体式类型的

归属分析两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ꎮ 研究

发现ꎬ两译者对 ８８ 例俗语标记体式多选用直

译和意译ꎬ习译和省译较少ꎮ 原因在于:第
一ꎬ中西文化差异下ꎬ两种语言体系较难有意

义与文化内涵完全对等的俗语表述ꎻ第二ꎬ因
对俗语重要性的认识ꎬ两译者较少使用省译

法ꎬ只在具体翻译目的驱动下才选用ꎬ以避免

因信息缺失导致的误解ꎮ 从翻译策略选择倾

向来看ꎬ杨宪益倾向于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语

的语言、形态、文化内涵ꎬ偏爱直译法ꎻ霍克斯

更多的是根据俗语内涵和翻译目的灵活选用

直译或意译法ꎮ 在一些俗语标记体式意义的

再现上ꎬ两译者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语用意义

的漏译ꎮ 鉴于篇幅有限ꎬ两译者对俗语标记

体式外的俗语类型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尚未

纳入笔者的研究范畴ꎬ漏译现象也未详尽展

开ꎬ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可作进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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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８０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ｔ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ａｒ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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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ｉｄｉｏ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ｌｄｏｍ ｕｓ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ＹａｎｇꎬＨｓｉｅｎ￣ｙｉ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ｕ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ｄ ｆｏｌｋ
ｓａｙ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ｗｋｅｓ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Ｂｕｔ ａ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ｆｏｌｋ ｓａｙｉｎｇｓꎬｂｏｔ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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