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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语义问题研究 

摘要:  语义理解是在翻译表达过程中首先遇到并应当处理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正确把握词的语义特征, 

有利于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义,  充分展现原作的整体风格。 

关键词:  语义特征;  翻译表达 

  翻译中的语义问题研究,  在我国始于  1700  多年前,支谦在 《法句经序》  中有言:“佛言依其义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  当令易晓,  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  不加

文饰。  ”  相传这是三国时期流传至今的我国第一篇谈翻译的文章,  内中已把翻译中语义的传达作为论述

中心。清末马建忠的  “善译”  更将翻译中对语义的领悟与表达阐述得鞭辟入里,  他说:“……听有相当之

实义,  委曲推究,  务审其音声之高下,  析其字句之繁简,  尽其文体之变态,  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

如是,  则一书到手,  经营反复,  确知其意旨之所在,  而又摹写其神情,  仿佛其语气,  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

书,  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而止,  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  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

为善译也已。  ”        王宗炎先生也说:“辨义为翻译之本。  ”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则说:“翻译即是

翻译意义”  [1 ]。  因此,  不少译界专家及同行从不同角度对翻译中的语义作了深入的探讨。本文从词的感

受性语义特征角度对翻译表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用实例加以分析,  旨在证明准确把握词的语义特征尤其是

感受性语义特征在翻译表达中的重要性。 

          一、  词的感受性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Semant ic Features)在现代语义学中,  受到越来越多的语义学家的重视。根据  “语义成分分

析”  理论的基本观点,  所有实义词的 “意义”  都可以分解成一些 “语义成分”  (Sense Components)。  这

种语义成分,  也有些语义学家称之为 “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或语义成分)可以系统地加以分类。美国语

义学家 Don L. F. N ilsen  和 A llenPace N ilsen  把英语语义特征分为五大类: A 1  语法—语义特征  (Grammat 

ical Features ) ; B1  内  在  的  语  义  特  征( Inherent Features ) ; C1  谓语性语义特征  (P redicateFeatures) ;D1 

状语性语义特征(A dverbial Features) ; E.感受性语义特征(Percep t i on Features)。其中感受性语义特征是指

“带有主观色彩的”(Subject ive )、 “个别的”( Individual)和 “表示内涵的”  (Conno tat ive)语义特征。在

英语中有不少这样的名词,  它们在语义上都具有  “主观的”  感受性语义特征。例如:woman——妇女,  女

人,  女性(一般用语)lady——女士,  夫人,  小姐(带有尊敬色彩)female——女子,  女人,  妇女(带有粗俗色

彩)bitch——坏女人,  淫妇(粗鄙用语,  带有贬义)slut——懒妇,  荡妇(带有贬义)f loozy——荡妇,  妓女(带有贬

义)w ench——少女(方言词) ;  荡妇,  妓女(带有贬义)上面这一组词,  它们的“外延特征”(Deno tat iveFeatures)

是相同的,  即所指的事物是相同的。但是,  它们的感受性语义特征不同,  它们的 “内涵”  是不同的。和上

述的名词一样,  某些形容词和副词也具不同的感受性语义特征。下面这一组形容词,  它们在意义上没有很大

的区别,  都是指 “喝醉了”  ,  但是在使用上有 “文体层次”  的不同,  从 “正式”  到 “非正式”  :intoxicated

——喝醉(正式用语)drunk——喝醉(一般用语)t i p sy——喝醉了的,  微醉的(口语)p lastered——喝醉了的(美

俚)bombed out——喝醉了的,  沉醉的(俚语)以上几个词,  在语义上都具有感受性语义特征[2 ]。   

        二、  翻译过程中只有正确把握词的语义特征,          才能准确传达原作的意义,  充分展现其整体风格翻

译重在理解,  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  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底蕴[3 ]。译界前辈沈苏儒先

生在他的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一书中从“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三阶段”  的剖析入手,  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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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 “信达雅”  之说进行了实践层次的检验和理论层次的阐发。沈先生认为,  严复所说的 “信”  ,  首先

说的是理解阶段,  因为只有深刻全面地理解了原文,  才谈得上 “求其信”  。严复具体指出了在理解阶段的

三个通病:“浅尝”  、 “偏至”  、 “辨之者少”  ,  有此三病就不能 “信”  ,  自然也就不能 “达”  [4 ]。

针对词的不同感受性语义特征,  在翻译过程中,  正确地把握词的具体语义特征,  可以帮助我们全面、  完整、 

透彻地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义,  充分展现原作的整体风格。下面用实例来说明。11丹麦著名语法学家 J 

espersen  讲了一则语言笑话:A young lady home f rom schoo l w as exp laining .“Take an egg,  ”  she said,“and 

make a perfo rat i on in thebase and a co r responding one in the apex, then app ly theli p s to the aper ture, and 

by fo rcibly inhaling the breath,the shell is ent irely discharged of its contents . ” A nd o ldlady w ho w as listening 

exclai med:“It beats all how fo lk sdo th ings now adays . W hen Iw as a gal, they made a ho lein each end and 

sucked”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如何  “打蛋”  和  “吃蛋”  。如此简单的一件日常小事,  文中的  young lady 

却使用了大量的科技术语和正式书面语体,  如: perfo rat i on (洞,  孔,  打孔,  源于拉丁语,  多用于指在纸张上

打孔,  或医学上的溃病穿孔等) ; base (底部,  基部,  基地;  多作为建筑,  机械行业或军队等的用语) ; cor 

responding (对应的,  相应的;  正式用语,  多用于数学或物理学等专业) ; apex (顶点;  源于拉丁语,  多用于数

学,  医学,  物理,  天文或地质等学科) ; app ly (申请,  应用,  施加;  正式用语,  也多用于物理学) ,  俨然一位物

理教师在讲解一次物理实验,  结果把一件日常小事讲得令人摸不着头脑。而老太太则使用通俗词语,  如: 

beat (敲,  击,打,  难倒;  日常通俗语) ; fo lk (乡亲,  人们;  俗语) ; gal (女孩,姑娘; gir l  的非正式形式) ,  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  语言不那么规范,  却一语中的,  讲清了事情。至此,  人物在具体的情景语境中用语不当的滑稽

可笑之处,  便跃然于纸上,  令人读后忍俊不禁[5 ]。我们在翻译这段文字时,  应注意到语言变体的作用和整个

语篇的意义。在准确把握了原文词的不同感受性语义特征后,  就不难确定汉语译文的语域取向:  这位 young 

lady  应尽量使用科技性术语和正式书面语体,  以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学生腔,  而老太太则应尽量使用通俗词

语,  以表现其文化不高却直截了当。且看周俊清的译文[5 ]是怎样体现原作风格的:一位刚从学校回家的女学

生正在解释:“取一枚鸡蛋,  ”  她说,“在蛋的底部打一小孔,  再在蛋的顶点上打一对应的小孔。然后,  将嘴

唇置于该孔之上并用力吸气,  壳内之物则尽释无疑。  ”  一位听她讲话的老太太嚷了起来:“如今的人做事

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我作姑娘的那阵儿,人们把蛋一头磕一个洞,  嘶溜儿一嘬就吃了。  ”21  《红楼梦》  英

译本将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这一场面中,  贾母所行之令的一句 “这鬼抱住钟馗腿”  译作 “by h isleg the 

gho st‐ catcher he’s caugh t”  ,  将刘姥姥的  “大火烧了  毛  毛  虫”一  句  译  作“A big f ire burns the 

hairycaterp illar”  。  从词的感受性语义特征中的[Fo rmality ]角度来分析,  译文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原作中人

物的社会地位和相互间的角色关系:  贾母身处贾府多年,  阅历极深,  大小场面都经历过,  文化虽然不高,  却

能故作高深,  谈吐起来句句文雅。其令中的 “钟馗”  是运用典故。而译文将其译作俗语 “gho st‐ catcher”  , 

且未加注。  刘姥姥是一个粗俗朴实的农村老妪,  没有文化知识,  即使是在贵族世家的大观园内,  也是满口

的粗言俗语和乡间俚语。而英译本却把俗语 “毛毛虫”  译作拉丁学名 “caterp illar”  。这样的译文在英

语读者看来,  贾母显得无知而浅薄,  刘姥姥倒显得学识高深,  满腹经伦了[5 ]。这与原文作者要传达的意义是

相背的。   

            由此可见,  正确把握词的语义特征(尤其是其感受性语义特征)在翻译过程中的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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