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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了《红楼梦》及其两译本的前二十九章回，从评价理论视角对《红楼梦》中林黛玉交际过程中

的报道动词“笑道”进行了评价意义的判定，再与两个知名译本中“笑道”的评价意义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笑道”主要体现态度系统里的情感意义和判断意义，两译本对于黛玉的“笑道”的处理有明显

的区别。同时，该研究还考察了译本中报道动词携带的评价资源对人物塑造的作用，得出两译本对黛玉

的性格特点的展现都有得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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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as source data from the first 29 chapter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ir two 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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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how the reporting verb “Xiaodao” was maneu-
vered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Lin Daiyu in the source text and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at between two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Xiao-
dao” mainly reflects the affect and judgment meaning in the attitude system,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maneuver of Daiyu’s “Xiaodao”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the appraisal resources carried by reporting verbs in the trans-
lation on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wo translations have both me-
rits and demerits in the description of Daiyu’s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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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报道动词又称投射动词或转述动词，用于引导话语或思想，暗含了伴随话语行为的态度、情感等[1]，
常见于日常交际与文学作品。目前国内外对于报道动词的研究大多基于语料库，一方面是对于学术语篇

中报道动词的频率、功能、时态、语态、语义以及语用研究[2] [3]：恰当使用报道动词既能够体现作者遵

循学术道德、对某个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能够正确引用，亦可清晰地表达转述行为的性质以及准确地描

述作者对转述信息的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报道动词在文学作品中是重要的转述信号，能够显现语言环境，表明说话人物的心

理，反映人际关系，目前国内主要关注于文学作品翻译中报道动词的翻译策略与译者风格研究[4] [5] [6] 
[7]、翻译显化现象研究[8] [9] [10]以及译本间的对比研究[11]。这一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以来自古典文学的

报道动词为主，其中又以《红楼梦》最为常见，不仅因为其作为古典文学意义丰厚深邃，是汉语语言的

殿堂，还在于曹雪芹“通过人物话语的创造及其报道动词的操纵塑造了几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8]，
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红楼梦》中报道动词同人物形象描写和塑造紧密相关，出现频次高。以“笑道”

为例，引出了大量寒暄、叙述、争辩、询问、评论、感叹、建议等人物话语，对于情节描写与人物形象

塑造必不可少。 
本文试图根据丁立、刘泽权[12]建立的考察路径，对原文及两个公认的英文权威译本中林黛玉“笑道”

(包括“冷笑道”)的评价意义进行分析，并探讨译者如何操纵评价意义的异同及其对林黛玉形象塑造之影

响，进而验证评价理论在多译本比较评价中的适用性与准确性。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选取 

本文选用绍兴学院建立的《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13]中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简称

霍译)与我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简称杨译)，这也是目前流传最广泛的两个译本。由于该

语料库种不同译本部分章回内容有出入且杨译缺少第三十回，最后语料范围选定在两译本前二十九回，

其中包含共读西厢记、黛玉葬花等多处黛玉的对话情节。另一方面由于各译本所采用的底本不同，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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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过程中发现霍译选用的底本中“笑道”资源略少于另一底本，而原文选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鹗

续写版《红楼梦》因此数据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差。 

2.2. 评价系统选取 

评价系统理论由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和罗斯(J.R. Martin and D. Rose)在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功

能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评价系统包含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极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

其中态度系统作为评价理论的核心，承载了评价者的自身态度，亦是说话人建立与听众之间关系的“人

际性”工具[14]，可以次系统化为判断(Judg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而情

感系统仍然可以分类为不/快乐(un/happiness)、不/安全(un/security)、不/满意(un/satisfaction)的范畴。不

/快乐资源主要涵盖与人物周边环境相关的快乐、悲伤或是可能诱发这些情感的喜恶；不/安全资源包括

对周围环境的平和与焦虑的感觉，当然也包括与之分享这些感觉的人；不/满意资源处理的是与我们所

参与的活动相关的成就感和挫败感，包括作为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角色时[15]。判断主要是用于判断人物

性格，关乎人的常态、能力，以及心理性质的判断；鉴赏则是对自然现象、事物状态等的审美评价。

“笑道”作为小说中引入人物话语的程式化修辞模式在《红楼梦》中既可以反应主体的情绪、体现情

感意义，也可以展现人物性格，体现判断意义。因此此次研究选取的评价系统仅包含态度系统的情感

和判断两个子系统。 

2.3. 评价意义的判定 

此次研究的重点步骤在于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评价意义的判定，尤其要先明确原文中“笑道”的评价

意义。首先，在选定语料范围内没有出现有明确表态词表明黛玉的情感，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笑道”都

是隐形评价，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揣摩再做出判定。如例句： 
①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 
②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这件癖性，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因笑道：“我瞧瞧烫了那里了，

有什么遮着藏着的。” 
③黛玉一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 
例句①发生在黛玉和宝玉的私下对话中——宝玉来找黛玉为她解闷，还说没地方去见了别人只觉

得腻，黛玉被他的话逗笑，感到两人的亲近之处因而体现快乐的情绪。例句②发生在宝玉被贾环烫伤

之后，黛玉来看脸上敷着药的宝玉，宝玉却知道她癖性喜洁而不让她看。所幸黛玉心里明白宝玉的用

意，怕他过于照顾自己而影响两人的亲近，故而坚持要看看宝玉的伤势表明自己的担心，传递出不安

全态度意义。例句③是黛玉见到湘云给宝玉梳头时的亲近，正巧宝玉编发的装饰掉了一颗珠子，黛玉

的嫉妒发作而看似没头没尾便奚落宝玉的一番话，体现了她性格里的敏感自卑和刻薄，因此蕴涵的是

负面判断意义。 
具体评价意义的用“+”、“−”表示正面与负面，子系统与范畴词均可用缩写表示。如：(Aff:+sec)

表示情感系统中正面安全的态度。鉴于“笑道”体现的情感资源远多于判断资源[12]，此次对情感的统计

精确到次级范畴，而判断资源仅按正、负两类统计，不再次系统化分析。 

3. 数据整理与分析 

3.1. 原文评价资源整理 

对于《红楼梦》原文中黛玉的“笑道”整理后，其评价意义所属范畴全称及其内涵见上文评价系统

的选取与评价意义的判定，资源全貌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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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overall data of the appraisal resources frequency of “Xiaodao” 
表 1. “笑道”评价资源频数分类统计全貌 

子系统 范畴 原文 霍译 杨译 

Affect 

+hap 5 6 9 

−hap 0 1 1 

+sec 14 1 8 

−sec 4 3 4 

+sat 3 1 1 

−sat 15 6 8 

小计(显性) 41(0) 18(11) 31(23) 

 
Judgment 

+jud 2 1 2 

−jud 5 7 6 

小计(显性) 7 8(6) 8(8) 

总计(显性)  48(0) 26(17) 39(31) 
 

如表 1，原文前二十九回中黛玉的“笑道”总评价资源为 48 处，以情感资源为主，占总资源 85%。其

中各单项范畴里以不满意资源、安全资源占据各项范畴前二，快乐资源和负面判断并列第三，共计 41 处，

占全部评价资源的 81%。根据上文中提到的范畴内涵，可以得到一个交际中有些孤高自许、细腻敏感、甚

至有些挑剔刻薄但不失快乐、机灵的女子形象，实际上也符合林黛玉在荣国府身份较为尊贵优越的地位。

对比两个译本可以发现，杨译的评价资源数量较为接近原文，霍译则只有 26 处，将近原文的半数。观察两

个译本的单项范畴，占比前三位的范畴分布大致与原文相同，但不满意资源和安全资源明显少于原文。霍

译在安全资源上有缺失，而快乐资源则高于原文 13%，负面判断资源高于原文 17%；杨译的快乐资源也高

于原文 13%。以上数据说明两位译者发挥了较强的译者主体性，对于“笑道”的隐含意义有自己的理解。 
译文与原文的另一区别，也是翻译研究者们更容易观察到的：评价意义的显化。原文中“笑道”评

价资源并未呈现明晰的态度词，传递的人际意义需通过具体语境挖掘，属隐性评价，而译文却呈现了相

当一部分显性评价[12]。两译本的显性评价虽频数相同，但杨译中显性评价占比更高。两译本主要显性评

价资源如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explicit appraisal resources in translations 
表 2. 译本显性评价来源统计 

显性评价 高频词类 占比 表态词及频次 

霍译 
17 例 

副词 
10 种 12 例 

 
71% 

sneeringly, dangerously, scoffingly, weakly, coldly(3), haughtily, 
mockingly, malignantly, laughingly, wryly 

杨译 
30 例 

动词 
14 种 25 例 

 
83% 

exclaim, explain, retort(2), replie, smile(5), laugh(2), ask(2), demand, 
cry(5), announce, snort, protest, scoff, remark 

 

霍译善用表态副词，有 71%的显性评价是由副词传达的，且用词富于变化，重复率较低，而杨氏更

倾向于使用表态动词，占显性评价总数的 83%。 

3.2. 情感资源分析 

以下统计对黛玉的交际中受话对象进行阶层分类(见表 3)，即“上级、级平、下级”三个阶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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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包括贾母、薛姨妈等长辈；“平级”包括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以及王熙凤等同辈；下级则包括

雪雁、李嬷嬷等仆人。 
 
Table 3. Statistics of stratified affect resources of “Xiaodao” 
表 3. “笑道”情感资源分阶层统计 

范畴/阶层 
原文 霍译 杨译 

上 平 下 上 平 下 上 平 下 

+hap / 5 / / 6 / / 9 / 

-hap / / / / 1 / / / 1 

+sec 1 13 / / 1 / 2 6 / 

-sec / 4 / / 3 / / 4 /2 

+sat / 3 / / 1 / / 1 / 

-sat / 11 4 / 3 3 / 5 3 
 

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得知语料选取的二十九回原文中，黛玉主要的交际对象为同辈的兄弟姐妹。原文

中不满意资源最多且呈现对平级最多，下级次之，上级最少。而不/满意评价资源包括好奇、钦佩、厌倦、

不满等情感[15]。由此可以体现出黛玉其实性格孤高，对于同辈的大部分兄弟姐妹也常有不满的时候，尤

其在与才情不如她的人或是更加包容她的宝玉交际时，更加任性地表现自己的不满。反观译文，由表 1
所展示，霍氏(6 处)与杨氏(8 处)所译的不满意资源明显少于原文(15 处)，这是译者运用省译或用其他评

价资源代替满意情感造成的。 
类似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译本中安全资源的使用：霍译的安全资源占比远少于不安全资源是由于译者

使用快乐资源代替安全资源。不/安全资源主要反映人的自信、信任或担忧、恐惧等情感状态[2]。然而原

文中安全资源较多，其原因在于林黛玉虽然双亲去世，但作为贾母的亲外孙女在贾府的地位较高，不仅

是仆人不敢怠慢，一些长辈心疼其孱弱，同辈人也比较包容她。再加之黛玉有些少年老成，在与他人交

流时才思敏捷，甚至面对长辈也不卑不亢地诉说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强烈的“自尊情结”作用。尽管她

极早地萌生出别人尚且没有的许多对于自身身份、地位、命运、归宿的自哀、自伤和自怜焦虑的情绪和

心理[16]，但在人际交往中，她往往展现出自信顽皮的一面，不屑于在这大观园中费力去维护不必要的人

际关系。她口舌犀利还常有巧思，让人哑然也少有人能反驳。另一方面，林黛玉担忧的情感，通常出现

在与宝玉的交际中，比如对两人关系的疏远的担忧。 
上文提到，译者尤其是霍氏运用了大量省译，同时将一部分安全资源替换为快乐资源。表 4 就总列

举了黛玉与平级交际过程中，霍氏将安全情感省略或转换为其他情感的案例： 
 
Table 4. Hawkes’ ellipsis and substitution of security resources 
表 4. 霍译对安全资源的省略和替换改译 

受话人 原文 霍译 

薛姨妈 黛玉笑道(aff: +sec)：“姨妈不知道……” “……Aunt,” said Dai-yu. 

薛宝钗 黛玉忙让坐，笑道(aff: +sec)：“你瞧瞧……” Dai-yu invited her to sit down.“Look……” 

史湘云 黛玉笑道(aff: +sec)：“偏是咬舌子爱说话……” Dai-yu burst out laughing (aff: +hap) 

贾宝玉 一见宝玉，便笑道(aff: +sec)：“嗳哟……” she let out a wail of mock dismay (aff: -hap) 
 

由于这样的省略和改译，读者不能直观地感受到林黛玉的自尊自信和机灵的特点，而只是片面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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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不快乐的情感。这使得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变得扁平而非丰富多面，体现了霍氏在翻译中的不足之处，

即对黛玉的性格理解不够全面。 

3.3. 判断资源分析 

判断资源与作者或译者的价值观紧密联系，能够直接体现出说话者的态度立场和性格。原文中，判

断资源较少，其中负面判断略多于正面判断，这一点两个译本中的体现都较为符合原著。虽然林黛玉作

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作者曹雪芹想刻画的却绝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温柔贤淑的封建大家闺

秀。负面判断证明了黛玉是一个有率真又任性、才高气傲同时相对封建时代的女子更为反叛的形象。 
霍译多用副词，如 scoffingly，malignantly，wryly 等，将林黛玉的性中任性、刻薄的一面展现出来，

杨译则更喜欢用 snort，scoff 这样的动词展现黛玉时常突如其来的嘲弄和轻蔑；但有时黛玉也会展现她才

思敏捷思想深邃的一面，例如问禅宝玉这一幕： 
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 
霍译对这个“笑道”的处理是使用了一个词组“in a heavily mock-serious manner”：这是由于众人看

到宝玉悟禅留下的字帖想要劝他少说这样的“疯话”，黛玉却能够理解宝玉的感想却无法与众人解释，

便故作严肃，通过辩禅的方法将宝玉说服。可以说，霍译的这一处理将黛玉的才情和机智一并展现了出

来。 

4. 结论 

此次验证研究利用评价理论，沿着丁立、刘泽权[12]的探索路径，考察了《红楼梦》前二十九回里林

黛玉的“笑道”的评价意义及其译本的处理，证实了评价理论对文学文本翻译研究的适用绝不是偶然的。

同时，通过数据统计，此次研究分析了“笑道”这一报道动词携带的丰富评价资源及其对人物形象塑造

的作用。一直以来，人们印象里的林黛玉只是“多愁多病身”，但通过对仅仅一部分语料的评价意义分

析，可以得出与人们刻板印象里全然不同的黛玉，既强调了她自信率直的一面，又刻画了她嫉妒、刻薄

的生动形象。而霍译和杨译虽然对黛玉的性格均有部分的准确把握，但对于她强烈的自尊自信和淘气顽

皮的刻画则有所遗漏。可以推断，如果对全本语料进行更完整的评价意义分析，还可以继续丰富林黛玉

的性格特征，并且这一路径对于翻译批评研究有显著的参考价值。然而古典文学意义深远隐晦，根据

Martin 和 White 评价系统的划分对具体的评价意义的判定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也即该研究路径的局限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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