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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声音 !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 � 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 ∀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 

重要手段 ∀当然 � 英汉语音在结构 !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 

关键词 � 声音 �节奏 �音义对应 �可译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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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 � 有时是对语言本身 

意义的补充 ∀ 或者说 �/ 词语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 

体0 ≈� ∀作者可以运用各种途径借助语音手段来加 

强自己想表达的意义 � 寄情于声音之中 ∀ 这在诗歌 

中尤为普遍 ∀ / 语音的组合不仅是构成诗歌语音音 

乐性的一个要素 � 同时也是诗歌表意寄情的一个有 

效手段0 ≈�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 # 蒲 

柏� ϒ⊂⊕¬ℑ∈⊗ ⊕  °∉∠⊕� ���� � �����曾经指出 �/ × ∪⊕ 

 ∉∏∈⊗ ⊆∏   ⊕ ⊕⊆ ℑ∈ ⊕ ℘ ∪∉  ∉  ∪⊕  ⊕∈ ⊕0 �声音应该 

反映并加强意义� ∀他说 � 一个杰出的诗人会使声音 

适应于他所写的事物 � 形成一种声音的风格�假如可 

以这样措辞的话� , ,毫无疑问 � 声音效果具有不可 

低估的力量 � 能把形象铭刻在读者的脑海里 ∀其实 � 

不仅是诗人 � 许多作者总喜欢运用拟声等音义对应 

的手段来取得声情并茂 !相映成趣的艺术效果 ∀ 当 

听到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5声声慢6中的/ 寻寻觅觅 � 

冷冷清清 � 凄凄惨惨戚戚0时 � 即使听者不懂汉语 � 似 

乎也会体会其中那份凄凉 ∀当读到十九世纪宪章运 

动诗人欧内斯特 # 琼斯 � ∞ ∈⊕  ♠∉∈⊕ � ���� � 

����� × ∪⊕ ≥∉∈∩ ∉∅  ∪⊕ ← ∉⋅ ≤⊂ℑ  ⊕ 中的 / •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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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ℑ∈ ℜ⊕ 0时 � 读者仿佛能看到当时英国工人阶层 

的疾苦 � 自己也置身于那水深火热之中 ∀ 难怪有语 

言学家指出 � ���音具有/ 柔弱0 !/ 低沉0等的表意功 

能 ∀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 �旨在用一种语言再现另 

一种语言的所有信息 ∀ 翻译理论家尤金 # 奈达 

�∞∏∩⊕∈⊕ ϒ � → ⊃ ⊗ ℑ�指出 � 要达到理想的翻译 � 不仅要 

在译语中找到顺乎自然的对等语 �而且还要找到最 

为切近的对等语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 ∀ 笔 

者认为 � / 自然0就是要求译文尽量不露出任何翻译 

痕迹�正如罗新璋所言 �/ 外译中 �非外译外0� �/ 切 

近0则是指原语和译语间的意义与风格尽量等值 ∀ 

本文试图探讨声音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 并浅析它们 

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 一孔之见 � 望同行指教 ∀ 

拟声词 � 又称象声词 � 指那些为模仿事物或动作 

的声音而构成的词 ∀ 严格地讲 �这些词的读音理应 

声如其 / 义0 �比如 �ℜℑ∈∩�啪啪声� �  ⊃ ∈∩�叮叮声� � 

⊗ ⊃ ∈∩ 2⊗∉∈∩�叮冬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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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朱生豪译 

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均有丰富的拟声表达手段 � 

其目的和效果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在翻译中也 

可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 ∀ 在上例中 �拟声词 ℜℑ ⊄ � 

ℜ∉⋅2 ⋅∉⋅ 和 ℘ ∉℘ ⊄2ℑ 2⊗∉∉⊗ ⊂⊕ 2 ⊗∉∉等 � 都能找到意义等 

值的汉语对应词 ∀ 

��� 楼上传来铁器砸门的声音 ∀ / 匡匡0门砸开 

了 ∀ / 哗啦 � 0 桌子推翻了 ∀ / 乒乓 � 0 椅子摔过来 ∀ 

/ 冬冬 � 0有人在地板上撕打 ∀忽然 � 又象条猪似的吼 

叫起来 , , 

) ) ) 陶承 � 5我的一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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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培基译 ≈� 

这里 � / 匡匡0 !/ 哗啦0 !/ 乒乓0 !/ 冬冬0都是拟声词 � 

语法上都是独立成份 �℘  ℑ ∪� × ∪∏⊆∠� ′ℑ∈∩ 和 

× ∪∏⊗无论是语法上和意义上都译得恰如其分 ∀ 

还有一种被称为 / 声音象征0 � ∉∏∈⊗  ∧ ⊆ℜ∉⊂2 

⊃ ⊆�或/ 次要拟声0 � ⊕ ℘ ∉∈⊗ ℑ ∧ ∉∈∉⊆ℑ  ∉∠∉⊕ ⊃ ℑ�的词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声传义 �而且英语中的大量拟 

声正是出现在这种 / 声音象征0 上 ∀ 所谓 / 声音象 

征0 � 就是指声音和意义有某种象征性的对应和联 

系 ∀例如 � 英文单词 ∅ ⊂ 2开头的往往带有/ 光在移动0 

的意思 � ∅ ⊂ℑ ∪�闪光� � ∅ ⊂ ⊃ ℘ ⊄⊕  �闪烁� ∀2∏  ∪ 有 / 向前 

�压 !挤等�0 的意思 �∠∏  ∪�推� � ∏  ∪�前冲� ∀ ∩ ⊂ 2有 

/ 光的0意思 �∩ ⊂ℑ ⊕�耀眼� !∩ ⊂ ⊃⊆ ⊆⊕  �微光� ∀ 从理论 

上讲 � 既然音位本身有了独立的意义 � 成了某种区别 

性的特征 �无疑它们本身便成了基本的翻译单位之 

一 ∀但在英汉互译实际操作中 �它们可译吗 � 仁者 

见仁 � 智者见智 ∀笔者认为 � 翻译要求内容和形式上 

的一致 � 但两者不可兼得时 �内容应先于形式 �是第 

一性的 � / 翻译追求话语信息的等值 �而不刻意追求 

语言单位的一致0 �王德春� ∀ 更何况译者还可以采 

取变通和补偿手段 � 以达到某种/ 动态0对等 ∀当然 � 

这种/ 动态0可能意味着某些成份的失落 �表明这种 

音义对应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 ∀ 

作者还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行选择不同的 

字音来表达各种意义 ∀不同的发音部位和方法产生 

不同的效果 ∀元音一般比辅音悦耳 � 前者是乐音 �后 

者是噪音 ∀研究过发音的人往往发现 � 不少语言�如 

英语�中的前元音经常能表达  ∉⊆⊕  ∪ ⊃ ∈∩ ⊆ℑ ⊂ ⊂� 而后 

元音则表示  ∉⊆⊕  ∪ ⊃ ∈∩⊂ℑ  ∩⊕� ← ⊕ ⊕ ℘ ∪认为 � 下面四组 

辅音按序码由柔至刚 �

 ℑ�流音和鼻音    �⊂�   � �   �∈�  � ⊆�

 ℜ�摩擦音和送气音 � �√�   �∪�  �∅�等

 ℘�塞擦音 � � �   �⊗ �

 ⊗�爆破音 � �ℜ�   �⊗ �   �∩�等 

比如 � ⊂ℑ  ⊕和 ∅⊕ ⊕⊗就比 ∅ℑ 和 ℜℑ 要柔和得多 ∀ 作者 

可以有效地运用各种字音 �让听读者听读起来感到 

和谐悦耳或生硬刺耳 �以补充甚至传达某种伴随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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ϒ ∈⊗ ℜ ⊃ ⊗ ℑ ⊂ ⊕  ∈ℑ  ⊕ ∠ℑ  ⊃ ∉∈∅ℑ ⊂ ⊂ ℑ∈⊗ ⊃  ⊕� 

) ϒ⊂⊕¬ℑ∈⊗ ⊕ °∉∠⊕ 

涛澜汹涌 � 使人胆战心惊 � 

只有粗犷的韵文才能反映 � 

埃杰克用力抛出沉重的山石 �诗行和词句也得 

迁缓吃力 � 

卡米拉在平原急行 � 在禾尖飞跑 � 

在海面掠过 � 诗行也相应变调 ∀ 

蒂莫宙多变的歌声你要倾听 � 

它会鼓动哀乐不同的感情 ∀ 

) ) ) 亚历山大 # 蒲柏 

英文原文字里行间读起来时而抑扬顿挫 !流畅 

跳跃 �时而沉重吃力 !缓慢压抑 ∀ 如 • ∪⊕∈ ϒ⊇ 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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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π√ℑ ⋅⊕ ⊃ ∩∪ ∉  ∪ ∉⋅ 读起来就 

有一种沉重感 �而这正是诗人的目的 ∀ 诗人巧妙利 

用音义对应手段 � 真正做到了 × ∪⊕  ∉∏∈⊗ ⊆∏   ⊕⊕⊆ 

ℑ∈ ⊕ ℘ ∪∉  ∉  ∪⊕  ∉∏∈⊗��中文译文是否达意 � 读者自 

有评说 � 但读来总觉得比原文少了些什么 ∀ 译文似 

乎没有再现 °∉∠⊕在诗中对字音等的刻意编排 � 让人 

读来少了那份抑扬顿挫之感 ∀ 

不同的民族相互是有共性的 �他们的语言也是 

如此 ∀语言间除了共性外 � 还有很大的差异性 � 差异 

性包括语法 !拼写 !篇章等 �当然还有语音 ∀ 英汉语 

音在结构 !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给可译性打了 

折扣 � 即导致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 有人说翻译 

即叛逆 � 认为原语有些东西是不可再现出来的 ∀ 实 

际上这也是可译性限度的问题 ∀ 笔者认为 �译者要 

保持译语的优势 � / 叛逆0一番也无妨 � 因为译者除尽 

量再现原语信息的同时 � 还要注意译文读者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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