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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10 多年的服务经验 

如何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的转换 

摘要: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从衔接手段、  行文结构及风格转换等几个方面

论证如何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的转换。 

关键词:段落;汉英篇章翻译;分析单位 

        引言   

        近二十年来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翻译单位的确立争议颇多:有的主张以小句为基本操作单位  ,有的主

张以句子为基本单位  ,也有的主张以句群(语段)为基本单位  ,还有的主张以段落为基本单位  ,还有人把翻译

单位划分为若干层次  ,比如音位(字位)  、词素、  词、  短语、  句子和话语单位  ,更有人主张以话语或篇章

为基本单位。        著名学者方梦之曾在  “翻译新论与实践”  一书第八章专门就翻译的层次与单位进行了

探讨  ,提出了翻译的  “结构单位”  和  “操作单位”  两个概念。方先生主张把语段作为基本结构单位  ,

同时提出  “翻译单位是翻译过程中的操作单位  ,即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  (最低限度)  的语言单

位”,并引用了 Vinay和 Darbelnet  的定义  “翻译单位是一句话中必须一起翻译的最小切分”  。方先生认

为翻译单位与翻译层次及语言单位之间关系密切  ,不同文体的翻译应有不同的翻译单位  ,但最终还是指出

了 “以句子为基本翻译单位”  。罗选民教授曾提出话语层的 “分析单位”  和 “转换单位”  两个概念  ,

并指出话语作为翻译的分析单位以及小句作为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综上所述  ,翻译单位可细分为 “分析

单位  ,结构单位  ,操作单位  ,转换单位”  等  ,笔者在此仅探讨翻译的分析单位。 

        一、  语篇•  段落•  篇章翻译 

        近年来  ,随着篇章语言学  ,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  ,人们逐渐倾向于在语篇层次对语言进行分

析  ,并把它应用在翻译理论中。根据系统功能理论  ,语篇是语义单位  ,表达一个完整的语义。一般来说  ,由

句子、  句群和段落组成  ,但有时可能是一个句子。根据这个定义  ,语篇是结构和意义的统一体。事实上  ,

语篇既包括  “话语”  (discourse) ,也包括  “篇章”  (text) (胡壮麟  2000 :1)  。话语主要指比句子要长  ,以

交际为目的语言段落  ,话语研究的主要是口语  ,而“篇章”  主要指书面语  ,因此在对书面语的研究中  ,语篇

即指篇章。   

        关于段落  ,有人提出篇章段落有自然段落(physical paragraph)和概念段落(conceptual paragraph)之分。自

然段落就是指有明显始末标志  ,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思想的一段文字。而概念段落则是指由作者为扩展

一个核心陈述(core statement)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即一组修辞意义上紧密相关的概念)组成。一个概念段落可

能由二个或二个以上的自然段落构成。本文只涉及自然段落  ,以下简称段落。对于段落  ,中外学者都曾有过

研究  ,比如美国语言学家 Longacre (1968 ;1976)和 Levins on (1977) ,还有中国的胡壮麟等  ,他们都认为段落是

反映语篇主题思想的基本单位  ,段落都有一个统一的主题(topic) ,把每一段的主题句串连起来  ,即成为某个

语篇的主题思想  ,这就从语义的角度说明了段落与篇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当我们从语篇这一角

度观察翻译时  ,如  Neubert所说  ,翻译就是  “由源语语篇诱发的译语语篇生成过程”  (text ‐ induced test 

production) ,也就是用译入语的衔接  ,连贯的语篇取代原语中与其对应的语篇的过程。在语篇翻译中  ,译者

的任务就是创造与源语语篇意义相符  ,功能相似的译语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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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分析单位的理论依据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是指篇章内一个相对完整的语

言材料  ,即能帮助我们对篇章的组织结构  ,衔接手段  ,语义  ,语境及风格等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作出恰当

分析的单位(参阅罗选民  “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  的定义)  。   

        要达到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意义相符  ,功能相似  ,我们必须根据译语的规范  ,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

习惯  ,对译语语篇结构作必要的调整。其中必然包括对原语篇衔接手段的调节  ,以达到译语语篇的连贯。而

段落作为语篇的基本构成单位恰好具有衔接和连贯这两大语篇特征  ,所以我们主张把段落作为篇章翻译的

基本分析单位是切实可行的。另外  ,就英汉互译的情况来看  ,汉译英时语篇结构的变化似乎总是多于英译

汉  ,因为现行的翻译标准对汉译英译文语言在自然、  流畅、  地道方面的要求较高  ,而对英译汉则相对比较

宽松  ,对  “汉语式英语”是一片喊打声  ,而  “英语式汉语”  或  “欧化汉语”  则可我行我素  ,顺利通行。

正是基于现行的翻译标准  ,我们有必要把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作为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  ,以达到译语语篇

的自然、  流畅、  地道。而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不外乎是句群( sentence group)  、段落(paragraph)  和语篇

( text )  。在这三大语言单位中  ,句群的划分难免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  ,且容易忽视句群与句群间的衔接与

连贯。如以语篇为分析单位  ,源语与译语所具有的最小对应的语言单位就是语篇  ,译文表达的任意性太大  ,

难免或多或少不能忠实于原文。因此汉英篇章翻译的最理想的分析单位就只能是段落了。   

          三、  以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的具体操作纵观中西翻译史上译论家们指出的各种各样的翻译原则  ,

从严复的  “信”  、  “达”  、  “雅”  到鲁迅的  “宁信而不顺”,从泰特勒的  “翻译三原则”  (A、  译

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B、  译文的风格  ,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C、  译文应象原文一样流畅自

然)到尤金•  奈达的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什么样的翻译原则  ,无不把 “信”  作为

翻译最重要最基本的翻译准则  ,即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就汉英翻译而言  ,最困难地莫过于将原文的

意义与功能用地道贴切的英语加以再现(陈宏薇 1998)  。因此在汉英篇章翻译中  ,应以段落为单位  ,首先通

读全文  ,从宏观上理解各个段落所传达的意义  ,尤其是要抓住各段的主题(topic)  。有些段落有明显的主题

句;而有些段落则没有  ,对这种类型的段落要特别注意抓住该段的主题  ,这样在翻译过程中  ,就能做到  “胸

有成竹”,从而能在译文中完整、  清楚地体现出原文的主题。            在把握源语段落整体语义的基础上  ,

译者还要注意段落内部的结构。孤立的句子是不能构成段落的  ,只有通过各种衔接手段使各个句子之间在

逻辑和语义上紧密联结起来  ,才能构成一个段落。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受到各自特定文化的制约  ,因此表现为

不同的思维习惯  ,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英语相比  ,汉语的语义表达以意会为主  ,形式不是决定因素;中国

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  ,在具体语言运用中  ,汉语善于融汇各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形成一个意义整

体。汉语的这种意会特征使得有时句与句之间富含各种语义关系而缺乏明显的形式衔接标记。但英语属形

合语言  ,形式是决定因素  ,因此句与句之间往往有明显的衔接手段。在汉英段落转换过程中  ,如果原语段有

明显的衔接手段  ,则要在译语段落中用恰当的  ,符合英语习惯和规范的衔接手段转换或变通原语段中的衔

接成份;如果原语段落中没有明显的衔接手段  ,则应弄清汉语各句之间的关系  ,确定其类别  ,而后选择恰当

的英语衔接词把句子组织起来。可以说  ,恰当地转换  ,变通或补偿原语段落中的衔接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该段落翻译乃至整个篇章翻译的整体效果。例如:位于上海市南的豫园是著名的古典园林。花园  ①  的

原主人姓潘  ,曾是明代四川的布政使。花园  ②的建造始于  1558  年  ,但  ③由于资金短缺  ,时建时停  ,二十

年以后才建成。后来  ④,潘家败落  ,其子孙急于出售  ,一些商人得以低价购入。以后  ⑤豫园与城隍庙合并  ,

成为其 “西花园”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  ,外国侵略者不止一次在此  ⑥  驻军  ,因此  ⑦,历史上豫园

屡经灾难  ,许多原有的丰采不复存在。(孙万彪  ,冯慎宇《翻译教程》  )原语段落中有  7  个明显的衔接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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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译文段落中就要采用恰当的衔接手段转换原语段中的衔接词  ,以达到译语段落结构的完整性  ,让我

们来看参考译文:Yu yuan garden , located in the s ourthern partof Shanghai , is a famous classical garden. The 

origi2nal owner of the garden①, Pan , was once the g ov2ernor of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C 

onstruction of the garden  ②started in 1559 but  ③went on and off for lack of money. I t  ⑧did not cometo 

completion till twenty years later. When  ④thePans went into a decline , their descendants were ea2ger to sell 

the garden , s o  ⑨  s ome businessmenbought it at a low price. Later  ⑤it was incorporatedinto the City G od 

Temple to become its“West G ar2den”  .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the Taiping Rev o2lution , foreign aggress 

ors stationed their troops in thegarden  ⑥more than once. As a result  ⑦, the gardenexperienced repeated 

devastation in its history andlost much of its original grandeur.我们可以看出  ,原段中的衔接词  ①②③⑤被直

接转换成译语段落中衔接词  ①②③⑤,原段中的衔接词  ④⑥⑦,在译语段中根据上下文语义的逻辑性分别

被改成了  ④  “When”,  ⑥  “the garden”  和  ⑦  “As aresult”  。此外译语段落中的衔接词  ⑧、  ⑨是

原语段中没有的  ,为了使句间衔接紧密  ,译者补上了衔接词“it”  和 “s o”  。这样  ,译者通过对原语段中

衔接手段的转换  ,变通和补偿  ,使译语语段自然地道  ,浑然一体。由此可以看出  ,在汉英篇章翻译中  ,以段

落为单位对源语的衔接成分作恰当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衔接上的处理外  ,汉英篇章翻译中还要以

段落为单位  ,对译语进行句际结构的调整。段落中的各个句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之间的组合受到人类

共同的思维逻辑的制约  ,因此译者在动笔翻译以前  ,应认真分析句与句之间的内在的  ,本质的联系(对于汉

语的长句  ,还应分析小句与小句之间的语义联系) ,理顺语义关系  ,合理安排语序。具体地说  ,原文句子(小句)

有的可能要超前译出  ,有的可能要滞后表达  ,有的可能两句并为一句  ,有的一句可能要拆成两句。必须注意

的是  ,段落内句子重新组织或局部调整  ,应以信息重心安置得当  ,通顺连贯  ,符合译语的语言习惯为主要目

的。例如:①  红房子西菜馆原名“喜乐意”,开设于 1945年  ,主要经营法式、  意式西菜。②当时仅两间门

面  ,12  只座位  ,外墙涂上红漆  ,显得十分别致。③  久而久之  ,顾客都叫它  “红房子”,1956年正式定名为 

“红房子西菜馆”  。[参考译文  ]  ①Established in 1945 , therestaurant was then named chez Louis .  ②I t 

servedmainly French and I talian foods.  ③The restaurantthen was s o tiny that it had room for only 12 seats.④

The red ‐ painted exterior wall of the restaurantwas s o unique in style that people started calling itthe“Red 

House”as time went by.  ⑤I t was official2ly named the Red House Restaurant in 1956. (孙万彪  冯慎宇《翻译

教程》  )原文 3 句  ,译文  5  句。原文第  ①句共有  3  个小分句  ,译者将第二个小分句置于句首以过去分词

短语的形式出现  ,然后把整个句子拆成了英文的两个句子。经过拆译后  ,译文看上去简洁  ,明了而又地道。

原文第  ②  句共有 3个小分句。译者把第  1  个小分句作为一个英文句子译出  ,而且用了“s o. . .that . . .”  句

型译出了该分句的  “言外之意”,然后译者把句  ②  的第 2 ,第 3个小分句和原文第  ③  句的第 1个小分句

合并成一个英文句子  ,它们分别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  ,谓语和状语从句。经过这样的调整  ,就从语义上把这

几个分句之间的逻辑联系表达得十分清楚。最后译者把原文句  ③  的第 2个小分句作为一个英文句子译出。 

          事实上  ,这种句际间形式结构的调整在汉英翻译中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正如前文所述  ,现行的翻译标

准要求的是  “地道的英译文”,对所谓的  “中式英文”  (Chinese English/ Chinglish)是持批评态度的  ,这就

决定了汉英翻译时必须摆脱原文形式上的束缚  ,重新构建行文结构。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靠长期大量的阅读

地道的英文和长期的翻译实践的积累。此外  ,汉英篇章翻译还要特别注意风格的转换。翻开中国近、  现代

翻译论文集  ,很容易发现  ,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是十分重视翻译的风格的。早在 1921年  ,著名作家、 

翻译家郑振铎先生就提出了模拟原文  “风格”  与  “态度”  的必要性  ,并对各种类型的风格进行了精辟

的论述。随后  ,沈雁冰也就风格的翻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  “神韵”  与  “形貌”  未能两全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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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保留  “神韵”  而失  “形貌”  。此后  ,先后有陈西滢、  曾虚白等评论翻译中的风格与神韵的传达。

1933  年  ,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提出 “忠实须求传神。  ”  此后杨镇华、  朱生豪等也论及翻译 “风格”  问

题。从 50  年代至今  ,中国译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译论家  ,其中很多学者对风格的翻译有过精深

的研究和论述  ,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傅雷的  “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  “化境”,以及许渊冲的  “三美” 

学说。 

        由此可见 “风格”  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汉英篇章翻译中  ,译者应以段落为单位  ,尽量传达出原

文的风格。事实上  ,风格是可以翻译的  ,这一点在译界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究竟什么是风格呢  ?  有的人

认为风格是 “虚无缥缈  ,不可捉摸”  的东西;有的人对风格的理解仅限于 “简洁凝炼”, “朴实无华”, “幽

默风趣”, “雍容典雅”  等个人风格;有的人对风格的分析仅限于语音  ,用词  ,句子的变异;有人认为风格的

翻译仅限于文学翻译;更有人认为风格即文体  ,在英文中统称  style。事实上  ,我们对风格的理解应该是广泛

的  ,多层次的。            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先生对翻译的风格曾有过非常精辟的  ,独到的论述。刘先生认为  ,

狭义的风格是指作家的个人风格而言  ,属 “最高层次的风格”  ;广义的风格包括语体风格  ,文体风格  ,地域

风格  ,民族风格  ,表现风格等  ,属  “基础层次和中间层次的风格”  。   

          那么译者如何实现风格意义的转换呢  ?  要实现风格意义的转换  ,首先必须能够识别源语的全部风格

意义。刘先生认为风格是可以见诸于  “形”  的  ,它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

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 stylisticmarkers)  。风格标记又可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形

式标记分析主要指析出音系特征  ,词的使用域特征  ,原文句法的形式特征  ,原文的用词倾向  ,原文的修辞特

征等。非形式标记分析主要指析出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原则和技法  ,作品内在素质等。一般说来  ,一个

语段只会包括其中的一种或几种风格标记  ,所以译者是不难识别原文段落的风格的。然后译者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  ,用不同的方法实现风格转换。一、  对应式转码(corresponding) ,即模仿原文风格的表现法;二、  重

建式换码( recasting) ,即改造原语的基本风格;三、  淡化式换码(decolouring) ,即在确保概念意义的前提下不

得已放弃(或部分放弃)风格意义。例如:燕子去了  ,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

开的时候。但是  ,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  —  —  —  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

谁  ?  又藏在何处呢  ?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  ? (朱自清 《匆匆》  )[参考译文] I f swallows 

g o away , theywill come back again. I f willows wither , theywill turn green again. I f peach bloss oms fade ,they 

will flower again. But , tell me , y ou thewise , why should our days g o by never to re2turn ? Perhaps they have 

been stolen by s ome2one. But who could it be and where could hehide them ? Perhaps they have just run away 

bythemselves. But where could they be at thepresent moment ? (张培基译)原文段落选自朱自清的  《匆匆》,

通过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整段多用排比句  ,句子简短  ,朴实  ,读来朗朗上口  ,富有诗意  ,短句的频繁使用更

是烘托了时间流逝之快。此外  ,疑问句的反复使用流露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迷惘和淡淡的忧伤。同时拟人

修辞法的巧妙使用又使行文不乏俏皮风趣。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基本上采用的是对应式转码(corresponding) ,

模拟出了原文的风格。比如开头的三个排比句  ,译者采用了三个相应的句式。同时  ,每句均以  if  从句为首  ,

使人想起英国诗人雪莱(Shelly)的名句  if wintercomes , can spring be far away ,这样就烘托了原作者对时光流

逝的感伤之情。段末的排比句  ,译者用了对应的排比结构: “Perhaps . . . But . . . Perhaps . . . But. . .”  。其它

的短句  ,疑问句及拟人修辞法也分别在译文中再现。因此  ,原文清新朴素  ,俏皮风趣  ,译文亦然。 

          需要注意的是  ,语际间风格的转换固然重要  ,但切忌生搬硬套  ,刻意模仿  ,更不要为了创建自己的译

文风格抛弃原文的思想内容。总之  ,风格的翻译必须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否则即使翻译出了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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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也只能称作不合格的翻译。以上粗略地探讨了如何在汉英篇章翻译中以段落为单位对原文的衔接手

段  ,行文结构及风格进行转换的问题。通过以上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转换的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  ,

我们认为段落是汉英篇章翻译最理想的分析单位  ,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践上  ,都是经得起长

期考验的。当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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