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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基于自建的《面纱》可比语料库，包括《面纱》源文本以及于大卫和阮景林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

以活动度为观察项，比较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在文学体裁里的差异以及翻译汉语在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

另外，为探究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的活动度差异，本文选取张爱玲的小说集《倾城之恋》作为原创汉语

参考语料。研究发现：1) 翻译汉语的活动度更接近原创汉语的活动度，而更远离原创英语的活动度。

2) 翻译汉语的活动度根据译本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两中译本的活动度都更接近原创汉语。 
 
关键词 

翻译汉语，活动度，原创英语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ed Chinese  
—A Study Based on Corpus 

Zhiju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Sep. 11th, 2022; accepted: Oct. 14th, 2022; published: Oct. 24th, 2022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ctivity analysis in translated Chinese in comparison with native Chinese based 
on a corpus including the original text The Painted Veil written by W. Somerset Maugham and two 
Chinese versions translated by Yu Dawei and Ruan Jinlin respectively. Also, activity analysis in 
different translated Chinese texts is explored.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in 
activity between translated Chinese and native Chinese, the author selects Eileen Chang’s novel 
collection Love in a Fallen City as the native Chinese corpus.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at activity in 
translated Chinese is closer to the one in native Chinese, bu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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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 activity. In addition, activity in translated Chinese versions varies on different translated 
texts, but both closer to the one in translat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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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和计量语言学方法的发展，用语言计量特征去统计译文的语言计量特

征、辨别译者、评估译者语言风格已很普遍。作家在语言表达中会有不同的言语特征，表现在数量上就

是统计特征上的差异。同理，不同的译文也会在数量上有语言计量特征上的差异。活动度作为计量语言

学的特征之一，在文本分析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国内对翻译汉语的研究大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包括类符/形符比或者句段长

度(王克非、秦洪武；赵秋荣、王克非)、各种词性(秦洪武、王克非；胡显耀、曾佳；庞双子、王克非 2018)、
词簇与搭配(肖忠华、戴光荣；秦洪武、司佳冰；朱一凡、胡加圣；秦洪武、孔蕾)、多维度分析(胡显耀；

肖忠华、戴光荣；王克非、秦洪武)等。微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汉语里具体、特定的语言形式，比如“把”

字句研究(胡显耀、曾佳)、被动形式和“被”字句研究(朱一凡、胡开宝；杨晓琳、程乐)、话语重述标记

研究(赵秋荣、王克非)、人称代词研究(任小华；朱一凡)、指示代词研究(徐秀玲)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

面描写了翻译汉语不同于原创汉语的一些特征，为我们了解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参考，

同时也为翻译过程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选取的观察项，无论

是单一参数还是多个参数，基本上都是孤立描写，很少体现各个参数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关系。第二，大

多局限于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的比较，未纳入原语。其中，徐佐浩、蒋跃对翻译汉语的活动度在不同体

裁上的差异以及与原创英语的活动度差异进行了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探索不同翻译译本以及不同语言在活动度特征上的异同，本文基于自建的

语料库，对毛姆小说《面纱》的不同译本之间以及源文本和中译本之间进行活动度特征的对比研究，以

期回答如下研究问题：1) 在文学体裁中，翻译汉语与原创英语的活动度有何差异？2) 翻译汉语的活动度

在不同译本中有何异同？ 

2. 语料与研究内容 

2.1. 语料选取 

笔者选取《面纱》作为原创英语活动度的研究对象。《面纱》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

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 1925 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香港和一个叫“湄潭府”的地方。女主人公

凯蒂·费恩因为和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通奸，被丈夫瓦尔特(细菌学家)发现后胁迫她去了霍乱横行的湄潭

府，最终瓦尔特不幸染病死去，凯蒂回到香港，重投查理怀抱后羞愧不已，最终回到英国和父亲和解，

并和父亲同往巴哈马群岛生活。 
另外，原创汉语活动度为《倾城之恋》小说集。选取此小说集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1) 此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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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与《面纱》的主题相似，涉及婚姻、战争、爱情和人性等，从而在内容上提供一定的可比性；2) 此
小说集出版时间和《面纱》出版时间相近，故事发生地都在中国，同时都涉及香港。《倾城之恋》是张

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之一，首次出版于 1925 年，其探讨了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的

变化，以及面对如此变化个人如何生存和挣扎。此小说集共有九篇短篇小说，分别为《第一炉香》《第

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连环套》。 
迄今为止，《面纱》有 5 种英译本，为保证语料的可比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研究自建《面纱》

一个可比语料库和一个平行语料库，前者其中包含两个译本，分别是重庆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阮景林译

本(简称“阮译本”)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出版的于大卫译本(简称“于译本”)。后者包括两个英译

本和《面纱》源文本。两个中译本均包含八十个小节，每个译本的字数不一，阮译本和于译本分别为 124,195
个字和 117,328 个字。 

2.2. 研究内容 

活动度(activity)最初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中应用广泛，不仅能探究文本人物特征、语言风格，而且能体

现出文本中动词和形容词所代表的两种力量间的互动情况[2]。每种体裁都有其典型的写作方式、描述或

叙述的侧重点，例如，新闻报道以事实记录为主，小说则侧重故事情节的讲述。通常来看，动词主要反

映文本的活动度，形容词反映文本的描写度。在一个文本中，动词的型符数与动词和形容词型符总和之

比即为该文本的活动度，用公式如下：Q = V/V + A [3]。文本的活动度(Q 值)介于 0~1 之间，若 Q 值大于

0.5，则表示文本为活跃性文本(active)，注重对动作的记叙和故事情节的叙述；反之，则表示文本为描述

性文本(descriptive)，注重对情节的描写。 
从形式上看，活动度也是关于文本中动词和形容词使用频率的研究。然而，从本质上看，它却与传

统的语料库词性研究不同它并不是孤立、静态地研究某个或某些词性，而是关注动词与形容词在文本中

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动态协同关系。[1] Zomig 等人把这种关系称作 descriptive-active(dis)equilibrium，

字里行间蕴涵着动词与形容词之间的相互角力。活动度这种特殊属性，使得它具有跨语言对比的能力。

一般来说，不同语言由于词性标注方法不同，往往是不可比较的。然而，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度比较，

是把一种语言(L1)自身体系里动词(VI)与形容词(A1)的比率(Q1)，拿来与另一种语言(L2)中这两种词的比

率(Q2)进行比较。这两个比率反映的是两种语言各自体系内部动词与形容词的动态协同关系，因而具有

可比性。 
活动度作为文本风格的计量指标由来已久，早在 1925 年就被 Busemann 所使用，随后受到不少学者

的关注。近十年的相关研究更是异彩纷呈。Popescu 等人用活动度研究抒情诗，随后更是岀版了与之相关

的专著[2]。Zomig 等人研究了包括汉语在内的 11 种语言共 86 个新闻文本的活动度。[3]还有学者把活动

度作为计量指标，研究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词(Kubat & Cech)、意大利总统演讲词(Zomig & Altmann)，以及

用捷克语、俄语、英语和法语写成的十四行诗、长诗和新闻报纸文本(Mistecky 等人)。[4]许明、蒋跃对

《阿 Q 正传》译入译出文本进行了风格计量学对比。[5]上述研究表明，活动度作为计量语言学范式里的

一种风格指标，已经在多种语言、数种体裁(文学体裁和非文学体裁)的对比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和普遍认

可，可见它既能用于体裁研究，也可用于跨语言比较。 

2.3. 研究步骤 

首先，根据四个语料的词性赋码规则，分别检索出它们的动词和形容词出现频数。然后，根据公式

Q = V/(A + V)，计算出各自的活动度 Q。最后，比较四个语料的活动度差别。具体步骤如下：笔者基于

自建的语料库，先用 ICTCLAS 对《面纱》两个中译本和《倾城之恋》源文本进行了汉语词性标注，考虑

到 ICTCLAS 分词精度达 98.13%，词性标注精度达 94.63%。然后使用 Tree Tagger 对《面纱》源文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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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英语词性标注。接着使用 AntConc 对四个文本的动词和形容词进行统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汉语(包
括翻译汉语)动词的次级分类下有一种特殊的名动词。关于名动词的概念、界定及其“动性”的讨论，国

内尚存在较大争议。朱德熙认为，名动词是兼有名词性质的动词。这样看来，在计算活动度时要剔除名

动词。因此，本研究剔除了动性很弱的名动词，以便得出更加精确的研究结果。[6]  

3. 结果与讨论 

Zomig 等学者提出，文本的活动度高大概率代表着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更便于理解，因为文本避免使

用丰富的形容词修饰语，同时，活动度偏高也可能说明文本中语言表述单一，以叙事为主，略于描述，

文本名物化特征明显。[5]从图 1 可以看出，四个文本的活动度均高于 0.5，表明四个文本的动词使用均比

较活跃，形容词占比较少。由于小说具有天生的叙事为主的特征，不论译者还是作者，原创中文小说还

是原创英语小说，都均侧重于对动作的记叙和故事情节的叙述，而描写度相对较低。《面纱》属于小说，

自然遵循小说的体裁特征，两译者都在叙述情节方面接近原文小说对活动的叙述，而《倾城之恋》源文

本的活动度相比较于《面纱》源文本的活动度较高，这体现了英汉两种语言的本质特征(汉语为动态性的

语言，英语多为静态性的语言)。 
 

 
Figure 1. Q value for activities for four texts 
图 1. 四个文本的文本活动度 Q 值 

 
从表 1 进一步观察发现，于译本与阮译本相比，活动度较低，或许说明后者译者主体性发挥得更明

显一些。另外，两译本的活动度与原创汉语的活动度更类似，几乎都接近 0.8，而《面纱》源文本的活动

度最低，只有约 0.68，说明两译者在翻译时更加侧重于对故事情节的叙述，都发挥了一定的译者主体性；

而毛姆在对故事的叙述的同时兼顾对故事情节的描写，其描写性更强，再加之英语语言的本质属性，故

活动度较低。 
 

Table 1. Basic data for four texts 
表 1. 四个文本基本信息表 

文本 活动度 动词 形容词 总字数/词数 

《面纱》ST 

于译本 

阮译本 

《倾城之恋》ST 

0.675 

0.849 

0.858 

0.830 

10,611 

17,652 

18,673 

6110 

5210 

3128 

3084 

1254 

313,873 

117,328 

124,187 

21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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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阮译本的活动度比于译本更高(表 1)，这说明阮更倾向使用动词。通过以下例子发现，阮

译比于译使用更多动词(例 3)，在译者主体性上发挥更强烈一些，或者带有明显译者的个人翻译风格(例
1)。笔者通过研读文本发现：整体上，于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遵循原文词性；而阮译采用归化的翻

译策略，喜用汉语四字格，多动词，译者风格相对明显。 
例 1 
ST: She could never have been pretty with anything but the prettiness of youth. 
于译：她怎么看都算不上漂亮，只是因为年轻才显得有那么点儿可爱。 
阮译：除了她还是个年轻女子时那点人人都有的可爱之处外，她恐怕从来不会和“可爱”这个词沾

边。 
例 2 
ST: Kitty, coming to Hong-Kong on her marriage, had found it hard to reconcile herself to the fact that her 

social position was determined by her husband’s occupation.  
于译：凯蒂随自己的丈夫来到香港后，发现自己很难接受眼前的现实——她的社会地位由她丈夫的

职业所决定。 
阮译：凯蒂跟随丈夫来到香港，到这儿后才发现她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丈夫所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

这让她一时难以接受。(阮译) 
例 3 
ST: It had always seemed perfectly natural that he should lead a dog’s lif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m with 

board and lodging, clothes, holidays and money for odds and ends. 
于译：为了给她们提供食宿、衣物、度假和买这买那的钱，他就该做牛做马，一切再自然不过。 
阮译：为了她们吃好住暖、游玩取乐，他理应做牛做马。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 翻译汉语的活动度基本上更接近原创汉语，而更偏离原创英语，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人关于翻译语言本质的探讨，表明翻译语言是原语和目标语双重影响、共同作

用的产物，是第三语码和调节性、受限性的语言变体，不能完全代表一种全新的语法系统。2) 翻译汉语

活动度随着译本的变化而变化，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翻译

风格。文章中如出现附录(Appendix)或附件等形式的内容，统一放在参考文献之后，它们之间保持适当的

间距。附录内容较少，与参考文献排在同一页；如出现内容较多，则另起一页。附录的字体为 12 磅，Times 
New Roman 字体，加粗。附录内容格式要求与正文一致。 

4. 总结 

考察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的用词特点有助于呈现译本的语言特征。因此，本文以计量语言学的文体

参数“活动度”为观察项，利用自建的语料库来比较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原创英语在小说体裁中的差

异。当然，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发现的规律仅仅是在英汉语对里，其他语对里的情况

还需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选取的语料较少，仅仅选取数篇语料，不足以代表小说体裁乃至整个文学

体裁；如能基于大量语料，更能具有说服力。最后，翻译汉语的活动度随不同译本而变化，从而体现一

定的译者风格，这部分讨论比较粗糙，若加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阐释可能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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