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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是美国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所著的经典短篇小说。本文以《上升的一切

必将汇合》及仲召明所译的汉译本为文本，运用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三大纯理功能，从概念功能、人际功

能及语篇功能三方面对两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英汉两个版本的相同点和差异性并分析造成差异的

原因。从总体来说，仲召明的汉译本基本忠实原文，翻译准确。通过对比分析《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及其汉译本，可以得出二者的异同点，为运用三大纯理功能来分析研究外国短篇小说的汉译提供一条可

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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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is a well-known short story written by Flannery O’Connor, a 
southern American writer. This thesis compares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with its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Zhong Zhao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etafunctions— 
ideational function, interpersonal function and textual function, to identify similarities and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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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us to further explore reasons for discrepancies. Generally speaking, 
Zhong’s version is faithful and accurate. By analyzing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and 
its Chinese versi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be concluded, and it also offers a practical 
way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short stories with Three Meta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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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被认为是“一位

成就非凡的短篇小说作家”[1]。《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收录在弗兰纳里·奥康纳撰写的同名短篇小说

集——《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2]。它被公认为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是对 1960
年代初期蒙哥马利巴士抵制之后美国南方种族问题的艺术再现。 

本文选择由年轻但经验丰富的翻译家仲召明所译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3]进行分析。仲召明的

译本目前流传甚广，更能代表当今翻译的发展。通过对《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最新译本的分析可以挖

掘出对奥康纳作品深奥主题的新见解。 

2. 文献综述 

三大纯理功能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总的来说，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点有三个方面。首先，它已被应用于外语教学，可以作为处理教学内容的指南，例如

方琰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应用了衔接理论[4]；王初明将功能语法应用于阅读实践[5]。其次，不仅是三大纯

理功能，它的其他子系统，也被应用于文体分析。1971 年，韩礼德发表了题为《语言功能与文学风格：

威廉·戈尔丁<继承者>语言研究》的文章，标志着功能文体分析的开始。第三，许多学者将该理论应用

于翻译研究和汉语研究。黄国文分析了《清明》一诗的英汉翻译并提出了他对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6]。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是奥康纳最有生命力、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她的作品研究中经常被

提及和分析。然而，很少有学者单独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从奥康纳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来看，康建秀认为

朱利安的母亲是“狭隘白人女性的典型代表”[7]。至于奥康纳对种族歧视的态度，曾艳钰在讨论黑人妇

女和黑人孩子的描写时有提及到，认为谴责奥康纳为种族主义者是不合理的[8]。《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写作技巧和文学分析，导致对其汉译研究的缺乏。因此，本文基于三大纯理功能理论

对《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英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3. 理论框架 

韩礼德提出了语言本质功能的理论。在理论上，他将形态学分为三大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是一种与经验理论的建立和维护有关的语言，包括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韩

礼德将逻辑功能描述为在一个子句单元和另一个子句单元之间建立逻辑语义关系的系统[9]。概念功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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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通过及物性来实现的。及物性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过程本身、过程的参与者和与过程相关的环境。

根据汤普森·杰夫的《功能语法入门》，交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与他人互动，交流本质上是双向的[10]。
人际功能是指语法选择，使说话者能够形成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语言不仅构成了经验，还表明了对我

们生存至关重要的人际交流。允许这两种方式的意义自由组合，是第三种不同意义方式的代求，称为语

篇功能。语篇功能可以通过主位 + 述位结构、语篇衔接和信息结构来实现。本论文着重于主位结构和语

篇衔接。主位是作为信息出发点的要素，而述位是信息的其余部分，在述位中主题会进行扩展[11]。 

4.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英汉版本对比分析 

4.1. 从概念功能角度出发的对比分析 

汤普森将术语及物性描述为根据动词是否有宾语来区分动词的一种方式([10], p. 94)。韩礼德在《功

能语法导论》中说，及物性系统将经验世界解释为一组可管理的过程类型([11], p. 170)。物质、心理和关

系过程是主要的，而行为、言语和存在过程是次要的。两个版本的过程类型详细分布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s of process typ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1.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英文版过程类型分布 

及物性过程 英文版本 中文版本 

物质过程 572 572/1106 = 51.72% 597 597/1189 = 50.21% 

心理过程 126 

534/1106 = 48.28% 

155 

592/1189 = 49.79% 

关系过程 219 209 

行为过程 148 184 

言语过程 29 25 

存在过程 12 19 

总数 1106 100% 1189 100% 

 
根据表 1 分析，两个版本的六种过程类型的分布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两个版本的物质过程占据主

导地位，均超过 50% (英文版为 51.9%，中文版为 50.21%)。尽管在《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朱利安

的心理描写和他母亲与他的对话占了整篇文章的关键部分，但经过仔细的计算，其中存在大量“做”和

“发生”的过程。物质过程出现在对话的简单句子中，同时也出现在背景描绘和心理描绘的复杂长句中，

甚至以嵌入成分的形式出现。因为物质过程不一定是表达具体动作的动词，也可以用表达抽象意义的

动词来体现，比如文中的“struggle”、“permit”等。正如胡壮麟所说，人类既然是在物质世界中生

存和生存的，那么“做”就是最本质的、最根本的[12]。在物质过程的基础上，其他的人体生理特征过

程也随之而来。此外，英文版本的过程总数为 1106，而翻译版本的总数为 1189。六个过程的比例和数

量都相似，只有很小的差异，这表明语言在构建现实世界的心理图景和理解周围环境及内心世界中发

生的事情方面具有基本相同的经验方式。在翻译《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时，仲召明采用了中国读者更

容易、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然而，即使由于表达习惯的差异，某些过程发生了变化，过程的类型也

基本保持不变。 
直接参与过程的参与者与过程一起构成了句子的核心部分。参与者做某事、感知某事、谈论某事或

存在补充成分。它与事件直接相关，而不是依赖介词作为中介。为了考察中英文版本的概念功能，下面

列出了两个版本参与者的详细分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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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中文版中的动作者和目标数量略高于源文本。中文版中的物质过程更多情况下可

能是解释，因为从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过程总数的增加可能会增加参与者的数量。就行为过程而言，只

有一个参与者行为者参与其中，行为者需是一个有意识的生物或物体。在表 2 中，中文版本的行为者数

量少于英文版本。仲召明在翻译原文时，为简洁起见可能会在长句中省略一些主语。主语省略是汉语使

用中常见的现象。就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而言，与行为过程不同的是，参与心理过程的参与

者必须是两个，即感觉者和现象。感觉者需是一个人或拟人化的参与者。现象是可以感觉到、思考和看

到的目标，可以是一件事。除了言说者和言说内容之外，还有其他参与言语过程的参与者，例如接受者、

对象等。在《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言说者和言说内容占主导地位，因此被选为研究对象。参与存

在过程的存在者通常反映在“There + be”结构中。这三个过程中英译本的参与者数非常接近，原因是仲

召明在翻译这些句子时采用直译，导致参与者数量变化不大。就关系过程而言，句子有属性式和识别式

两种。如果某些品质特性归因于某个实体，则该品质特性将被称为属性，而该实体就是一个载体。当一

个实体被用来识别另一个实体时，这两个参与者就被称为被识别者和识别者。如表 2 所示，与翻译版本

的参与者相比，英文版本中关系过程的参与者总数更大。 可能是因为当一些包括几个关系过程的长难句

被翻译成中文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仲召明将关系过程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过程。汉语词类的灵活性有利

于仲召明进行关系过程的转换。 
 

Table 2. Distributions of participan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2.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英文版参与者数量分布 

过程类型 参与者 英文版本 中文版本 

物质过程 
动作者 109 115 

目标 62 68 

行为过程 行为者 45 37 

心理过程 
感觉者 18 22 

现象 19 19 

言语过程 
言说者 9 11 

言说内容 7 8 

关系过程 

载体 96 85 

属性 88 78 

被识别者 54 49 

识别者 57 38 

存在过程 存在者 12 19 

总数 576 549 

4.2. 从人际功能角度出发的对比分析 

就语篇而言，不仅要考虑相关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基本表现，还要考虑其组织过程和方法。本文主

要从词汇层次和篇章组织两个方面探讨英汉译本的异同。首先，从词汇层次分析，词汇层面表示情态和

语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英语情态助动词和汉语能愿动词；其次，语气附加语；第三，评论

附加语；第四，带感情色彩的名词(包括呼语)、实义动词和形容词。本文重点考察前三个方面。 
根据表 3，可以明显看出英文和中文版本的共同点和差异。就相似性而言，无论是哪种语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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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肯定的情态操作词和低程度的能愿动词出现频率最高，英汉分别为 41.75%和 56.32%。而且，中等程度

的否定情态动词在英汉两个版本中的使用最少，均未超过 9%。朱利安和他母亲的对话以及朱利安微妙的

心理活动占据了短篇小说的重要部分，奥康纳将朱利安描绘成一个自以为是、拥有民主思想和受过高等

教育的年轻人，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对过去的荣耀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使用更肯定的

情态操作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隐含的冲突和斗争。中文版通过更多使用低程

度的肯定能愿动词和更少使用中等程度的否定能愿动词成功地再现了他们的个性和心理。至于两个版本

的差异，英文版中低等程度和高程度情态操作词的缺失与中文版不同。在中文版本中，低程度否定能愿

动词 10.34%，高程度否定能愿动词占 12.64%。此外，肯定的英语情态操作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文版本。

在原文中，否定含义大都不是由情态操作词来表达的，而在译文中，仲召明使用了更多的否定能愿动词

来表达情感意义。汉语的委婉、含蓄之美体现在于将英语中等程度的肯定情态操作词转变为汉语中低程

度的肯定能愿动词。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modal operators in English version and modal verbs in Chinese version of “Everything that Ris-
es Must Converge” 
表 3.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英语情态操作词和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 

 
肯定 否定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英文版 

情态 
操作词 

Can (13) 
May (1) 

Could (23) 
Might (6) 

Will (5) 
Would (29) 
Should (4) 
Was to (2) 

Must (6) 
Ought (2) 
Had to (3) 

—— 
Won’t (5) 

Wouldn’t (1) 
Shouldn’t (3) 

—— 

总数 43 40 11 0 9 0 

比例 41.75% 38.83% 10.68% 0 8.74% 0 

中文版 

能愿 
动词 

可能(5) 
会(30) 
可以(11) 
能够(2) 
容易(1) 

愿意(1) 
想要(2) 
希望(3) 
值得(1) 

应该(5) 
必须(3) 

不会(9) 
不愿意(1) 
不想(1) 
不敢(1) 

不可能(1) 
不能(7) 
不得(1) 
不该(2) 

总数 49 7 8 9 3 11 

比例 56.32% 8.05% 9.20% 10.34% 3.45% 12.64% 

 
除了情态操作词，从词汇层面表示语气和情态的第二个要素是情态附加语，包括语气附加语和评论

附加语。下面两张表格从情态附加语的角度比较了《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两个版本。 
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如表 4 所示，表示“归一度”“或然性”“意愿”

“强度”的语气附加语在英汉两版中的比例几乎相同，有力地证明了汉译本翻译的相对准确性。至于两

个版本差异，首先最明显的是，中文版中表示“程度”语气附加语的比例大约是英文版的两倍(英文版为

6.87%，中文版为 13.54%)。可能原因是汉语中有大量的“程度”语气附加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

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所体现的从众心理。另一个原因是仲召明在翻译中利用了更多的表示“程度”的语气

附加语，细腻地刻画了朱利安心理的微妙转变和母亲遭受的严重精神冲击。其次，根据表 5 可以得出的

结论是，原文中的评论附加语比译文中的要少得多，这可能与本篇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朱利安长篇的内心

独白有关。中文版本中表示“见解”、“愿望”、“效度”和“评价”的评论附加语较少，而表示“承

认”、“保留”和“预料”的评论附加语出现得更多，这中国人秉持中庸之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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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mood adjunc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4.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英汉版语气附加语对比 

语气附加语 版本 例子 数量 比例 

归一度 
英文 Not (35), Yes (3), No (24), So (7) 69 52.67% 

中文 不(120), 无(12), 没有(16), 没(15), 未(9), 是(119) 291 52.53% 

或然性 
英文 Certainly (3), Maybe (1) 4 3.05% 

中文 也许(5), 或者(4), 或(3), 许是(1), 可能(5) 18 3.25% 

惯常性 
英文 Usually (2), Always (2), Never (9), Ever (2) 15 11.45% 

中文 经常(2), 时常(1), 常(1), 根本(5), 一向(1), 少(1) 11 1.99% 

意愿 
英文 —— 0 0 

中文 当然(2), 特别(1) 3 0.54% 

倾向性 
英文 —— 0 0 

中文 必然(1), 自然(1), 肯定(7), 一定(3), 可能(5), 也许(5) 22 3.97% 

时间 
英文 Yet (1), Still (4), Once (6), Soon (1), Just (1) 13 9.92% 

中文 尚(1), 仍然(1), 依然(2), 还是(4), 还(13), 仍(3), 已经(14), 曾(1),  
刚才(2), 才(2), 刚(2), 正(5), 即(6) 

56 10.11% 

典型性 
英文 Regularly (1) 1 0.76% 

中文 —— 0 0 

明显性 
英文 Of course (1) 1 0.76% 

中文 —— 0 0 

强度 
英文 Just (5), Simply (1), Only (9), Even (2), Actually (1), Really (1) 19 14.50% 

中文 仅仅(1), 只(12), 就(51), 才(1), 只有(1), 只是(2), 甚至(2), 真正(3), 
真(4), 其实(1) 

78 14.08% 

程度 

英文 Quite (1), Almost (2), Scarcely (1), Hardly (1), Totally (1), Entirely (1), 
Completely (2) 9 6.87% 

中文 
很(10), 最(8), 极(1), 太(3), 挺(1), 老(2), 多(2), 无比(1), 完全(3), 
彻底(2), 非常(4), 特别(1), 较(2), 微微(1), 微(8), 都(19), 了(1),  
至少(4), 几乎(2) 

75 13.54%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comment adjunc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5.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英汉版评论附加语对比 

评论附加语 版本 例子 

见解 
英文 —— 

中文 我想(1) 

承认 
英文 —— 

中文 当然(2) 

劝说 
英文 Really (1) 

中文 其实(1) 

愿望 
英文 —— 

中文 可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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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保留 
英文 —— 

中文 还是(3), 到底(1), 总(4) 

效度 
英文 On the whole (1) 

中文 总体来说(1) 

评价 
英文 Foolishly (1) 

中文 —— 

预料 
英文 —— 

中文 甚至(2), 还(6) 

4.3. 从语篇功能角度出发的对比分析 

语篇衔接是指说话者可以通过语言手段来表达文本的体验和人际连贯性，因此它是一种语篇现象

([10], p. 215)。它是表达连贯流畅意义不可或缺的语言资源。韩礼德和哈桑认为，在一篇文章中实现语篇

衔接一般有五个手段，即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然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

异，英汉文本的衔接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 
在省略、替代和词汇衔接方面，省略是指省略文本中的某个组成部分，以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

与省略密切相关的是替代，即用替代词来替换文本中的某个元素。《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的省略数

量和替代数量几乎相同。然而，在翻译版本中，省略出现的频率要高得多，替代数量几乎减半。译文中

省略较多的原因可能是仲召明将这种衔接手段运用到人物之间的对话中，尤其是在对话中省略了代词，

可以减少多余的信息。至于替代的减少，在背景描绘和心理描述的段落中，仲召明选择重复之前提到的

信息，而不是用“这样”、“这么”来替代。词汇衔接，例如重复和使用同义词，在两个文本中出现得

最少。整体来看，两个版本在语篇衔接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表 6，英文版的衔接方式有 1520 个，

而翻译文本中只有 897 个，且差异主要在于连接和照应的应用。 
 

Table 6. Overview of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6.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英文版的语篇衔接 

语篇衔接手段 英文版本 中文版本 

省略 47 68 

替代 46 24 

词汇衔接 7 4 

连接 102 94 

照应 1318 707 

总数 1520 897 

 
根据韩礼德的说法，连接标志着一种关系，其中一个文本跨度阐释、延伸或加强了另一个之前的文

本跨度([11], p. 540)。从表 7 中可以看出，英文版中阐释的连词数量与中文版有很大不同。原文中 13 个

“and”，仲召明只翻译了一个。那是因为在汉语中，不需要用连词(比如“并且”)来连接两个有意义的

句子。只要这两个句子有逻辑关系，就可以用逗号连接起来。而且，翻译中过度使用“并且”可能会使

文本冗长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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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Distributions of conjunc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表 7.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英文版的连接分布 

连接的类型 版本 例子 数量 

阐释 
英文 At least (4), Actually (1), And (13) 18 

中文 至少(4), 并且(1) 5 

延伸 
英文 Moreover (1), But (39), Yet (1), Instead (2) 43 

中文 而且(5), 但(38), 而不是(1), 然而(1) 45 

加强 
英文 Then (12), At the same time (2), Finally (1), At once (2), Meanwhile (1), 

Now (9), So (7), Still (4), Though (3) 41 

中文 然后(12), 同时(2), 与此同时(1), 最终(1), 立即(2), 现在(12), 所以(4), 
仍(4), 尽管(6) 

44 

5. 结论 

本论文选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著名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作为语料。从三大纯理功能

理论的三个角度——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对《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及其中文版中的三个

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原文和翻译文本的异同，从而进一步探讨差异的原因。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从概念功能的角度比较两篇文章，通过比较分析两个版本中的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总

的来说，两个版本的共同点大于差异。两个版本中六种流程类型的分布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物质过

程的百分比和数量最大，这反映了“做”的流程是两种语言的基础。然而，及物化过程的转变导致了参

与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的参与者的差异。 
其次，本文还从人际功能的角度分析了两篇文章，从语气和情态上比较英汉两个版本。中英文版本

在最多的和最少的英语情态操作词和汉语能愿动词的种类上有明显的相似性。而且，语气附加语出现的

频率最高，而评论附加语在这两个版本中几乎都找不到。然而，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并不难发现。在翻

译的文本中出现较少的语气附加语，但更多的评论附加语。 
第三，从语篇功能的角度对两个版本进行了研究，主要从语篇衔接方面着手。由于是“意合”语言，

中文版中阐释的连词要少得多。为简洁起见，也省略了许多人称照应、指示照应。这些特点反映了两种

语言之间的内在差异。 
综上所述，本论文从三大纯理功能理论的角度对《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英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以洞察英汉文学文本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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