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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的译文广受业界好评，是现代散文英译的典范。本文借概念隐喻理

论，整理了文本中的概念隐喻，从结构、方位和本体三层次深入探究，指出其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对外翻

译中的翻译方法。研究发现，现代散文隐喻英译呈现无形化为有形、有形化为有形两大趋势。前者重神

似，后者偏形似。在翻译实操层面，前者重意译、改译、仿译，旨在再现原文神韵；后者重直译，借描

绘形象来引发人们的联想。在源域和目标域的对应过程中，译者当从认知方式入手，探究源域背后的文

化联想与心理机制，结合语境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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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in Zhang Peiji’s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Essays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th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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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ture circl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
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text, analyzes from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e, orientation and ontology, 
and points out translation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in modern Chi-
nese essays shows two major trend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angible to tangib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angible to tangibl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former focuses on free trans-
lation, variation translation and imitation translation, aiming at reproducing the charm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latter emphasizes literal translation, evoking people’s associations by depicting 
images. The translator should explore the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be-
hind the source domain from the cognitive mode, so as to m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choic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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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可以沟通本体概念与喻体概念，从而使行文生动有趣。在散文体裁的文本中，

作者可以利用隐喻传情达意和进行意境塑造。1980 年，Lakoff 和 Johnson 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书，将概念隐喻理论进行了系统化，赋予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新视角。因此，在概念隐喻理论指导下研

究散文隐喻，可以跳出传统文学和语言学的束缚，为深入探究散文英译和隐喻背后的认知成因提供土壤。

张培基是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其双语功底深厚，曾为《中国翻译》汉译英专栏撰稿。《英译中国现代散

文选》是现代散文英译的典范，其译文生动隽永，广受业界好评。国内目前结合概念隐喻理论解读中国散

文的研究较少，且文本大多集中在古典散文。因此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隐喻视角剖析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2. 概念隐喻与现代散文 

2.1. 隐喻与概念隐喻 

隐喻最初被当做修辞手段，用来描述语言现象；对其研究停留在语言学层面[1]。而在 20 世纪以来，

随着学界对心理学的深入探究，语言学相关领域也得到进一步拓展。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沟通了人类的

认知和客观世界[2]。因此，隐喻不再仅是语言层面的一种修辞手法，而是反映着人们对某事物或抽象或

具体的概念认知，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3]。Lakoff 和 Turner 认为，身体、社会与文化经验影响着隐喻的

生成与塑造[4]。20 世纪 80 年代，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将

认知科学知识引入隐喻，促进语言学的认知转向[5]。概念隐喻理论是指从熟悉、简单的源域到陌生、复

杂的目标域的图式结构映射。映射无法一蹴而就，它基于人类社会已有经验概念，从已有迁移到未有[6]。
在 Kövecses 看来，借助隐喻，陌生概念最好由熟悉且具体的内容来替代。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归纳

总结后呈现出系统性的概念体系[7]。反之，系统性的概念体系也会结构化人类的认知，使思维呈现出某

群体、某地域或某时间段的典型特征。因此，概念隐喻将折射出不同语言背后使用群体的世界观与价值

观，对民族心理、哲学本源、认知范式等研究都有所裨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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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 

散文，就现代意义而言，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9]。散文行文最为自由，

通常使用第一人称手法，来真实地袒露情感、展现个性、抒发生命体验[10]。现代散文神聚形散、意境悠

远、语言隽永，为英译带来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考验。 
笔者在知网上搜索隐喻与散文两个关键词，发现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分为两类：一是把隐喻当作通

常意义上的修辞手段；二是借用概念隐喻，将隐喻当作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在散文方面的研究初期盘桓

在修辞层面，即语言表象。赵晓彬就语言的聚合结构区分散文中的隐喻与转喻以及背后的信息传递方式

[11]。朱曦同样借隐喻探究散文，回溯五四以来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与流派特征，得出散文当是文化之

“散”与意义之“活”的结合体，盘活散文的情感、知识与趣味[12]。而把中国散文从现代认知语言学视

角来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少。金立和余月秋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孟子》散文的对话性特征，

阐述孟子观中的类比性内容，点明文本的短语、语句和篇章的隐喻系统[13]。另一主要研究者为舒舟，其

研究认为，鉴于中国古典散文中的意象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译者在翻译时得从认知方式入手，探究意

象背后的文化联想，根据上下文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及技巧[14]。 
综上，笔者发现，据文献搜索，国内核心刊物对中国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还停留在修辞阶段，而概

念隐喻理论下的散文研究更是集中在古典散文领域。因此，用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现代散文英译目前还

有较大发展空间。 

3.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 

Lakoff 和 Johnson 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是指用一个概念来认

知另一概念，两个概念认知域不同，但各自拥有独立的结构化认识。方位隐喻依赖于人们对方位的常识，

如上下内外。实体隐喻则将某概念映射到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实体上。 

3.1.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映射，将描述一种概念的词语用于描

述另一种概念。时间隐喻皆以时间概念理解与表达本体。作者将抽象的概念可视化，把看不见、摸不着

的概念转换为人人日常生活可见的、形象鲜明的现象，因此读者阅读起来自然感同身受。 
例 1：“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15] (p. 17) 
“I much regret having carelessly frittered away my school days.” (p. 18) 
例 2：“日子从水盆里过去”(p. 28) 
“Thus 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p. 29) 
例 3：“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p. 28) 
“But, ..., a new day is flashing past.” (p. 29) 
时间的隐喻向来丰富。在本书中，“过去了”“过去”“闪过了”三个词，这些动词的使用表面似乎平

平无奇，所以给予译者很大发挥空间。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时间分别对应动词“fritter”“flow”“flash”；

基于此分析，时间指向金钱、流水和光影：时间像金钱一样被蹉跎、时间像流水从手隙间穿过、时间像光

影一样闪过，即将抽象概念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此三个隐喻也体现出时间的特征：每分每秒的细

碎、无形、且最容易被忽视。 

3.2.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指人类按照空间排列组建的隐喻概念。人类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会赋予方位概念不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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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带有空间性质的词语在翻译时会根据其特性采用不同的英语词汇，从而使译文用词更丰富、

形象塑造更生动。 
例 4：“情郁于中。”(p. 24) 
“his pent-up emotion had to find a vent.” (p. 26) 
例 5：“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p. 30) 
“he had me cooped up in my study.” (p. 32) 
两例都指“困”这一概念：父亲接连遭受人生打击的抑郁之情“困”在胸中，无法找到宣泄口；作

者巴金小时被教书先生“困”在书房里，所以向往外面自由的世界。“困”一字，就像篱笆一样圈出一

片空间。在文中这片空间指的就是胸腔或书房。译者灵活运用动词，pen 和 coop 都用来圈禁牲畜，因此

也就赋予原文“牲畜无法逃出圈”的无奈之情和“人之如牲畜一般失去自由”的迷茫之感。 

3.3. 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借实体来理解社会经验，对经验进行物质性描写，比如身体隐喻借身体器官的功能或形态

描述某物体。 

3.3.1. 身体隐喻 
身体隐喻，即作者将文中本体比作人类身体的某一部分，本、喻体尤其形似。身体隐喻将人们自身

的行为感受带入对文中对象的描写，读起来妙趣横生。 
例 6：“穴口”(p. 6) 
“the mouth of cave” (p. 9) 
例 7：“一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p. 58) 
“ its neck broken.” (p. 58) 
人的身体部位也用来隐喻某事物的特征，而且这些用法都深入生活。在此笔者试举两例。一是“洞

穴的入口”，此“口”通人的“口”，文中螃蟹进入洞穴通食物进入人体。同理，瓶子靠近瓶口最纤细

的位置，比照人体结构，被比作“颈”，即脖子。由此可见身体隐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形似，穴口的样

子等同于人的口，而花瓶中间纤细的样子等同于人的身体轮廓。 

3.3.2. 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即作者将文中本体比作外界在形状上相似或功能性相通的某一物体。通常，译者会找到

译语文化中相对应的实体概念，比如原文的“树荫”与译文的“羽翼”；除想象力外，要求译者精通译

语文化。 
例 8：“牛的一毛”(p. 65) 
“a mere drop in the ocean” (p. 66) 
例 9：“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p. 65) 
“not something in bits and pieces” (p. 66) 
例 10：“在你的庇荫下”(p. 65) 
“under your wing” (p. 67) 
原文中一些零散的隐喻结构呈某共同特征，即从一个实体对等为另一个实体。笔者抽取几个比较典

型的例子。原作者撰写的“牛的一毛”是指自己对北平的记忆“多如牛毛”，而文中提及的只是其中之

一。由于原文是老舍先生抒发对北平的热爱之情，那从他对北平记忆用“牛毛”来形容，说明对北平之

情浓。就翻译而言，译者把“牛之一毛”译为“沧海中的一滴水”，把“牛毛”之多与“沧海”之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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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邃对应，延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同时，“一毛”与“一滴水”都与原指意象形成反差。例 9“枝

枝节节”即“细枝末节”，指作者爱的是北平的整体，比如她的建筑气韵和精神面貌，而不是细枝末节

的小事儿或个体。这里译者把“枝枝节节”植物的一部分，比作 bits and pieces 即碎片，是从物到物的沟

通与对等。二者都有琐碎、边缘化的特征。而最后一例，则是按照“树荫遮蔽”到“保护”到“wing”
的逻辑输出，“庞大的树荫”与“张开的翅膀”都覆盖一定区域，能遮风避雨，提供庇佑。 

4.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英译 

在笔者看来，本文中概念隐喻出现的原因有二：一在于英汉语言差异，即英语形合、汉语意合；二

在于散文文体特征。纵观文中所举范例，汉语大多注重达意，词语的词性变化莫测，所以句子成分不完

整或用语模糊也可成立。然而英语截然相反。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其所有结构都应完整，且讨厌句

意模糊。而散文本身的形散神不散和意境塑造，更是将汉语的意合特质发挥到极致，加剧了语言结构和

句意表达这两大英译挑战。就《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而言，体现语言结构和句意表达的概念隐喻呈现

两种趋势，一是从无形化为有形，二是有形化为有形。“从无形到有形”囊括了本书中大部分概念隐喻。

从本文来看，原文没有出现或点明的对象，在译文中加上某动词或名词，就将原来的概念具体化，实现

了原译文之间的“神似”对应，不求“形”之契合。而“从有形到有形”的概念隐喻数量较少，基本集

中在实体隐喻部分。因此就散文汉译英而言，若原文概念为实体，那在翻译时最好找到目的语对应的概

念实体，即实体对实体；若原文概念为抽象，那译者得找到相似的结构、本体或方位概念，然后转化为

目的语习惯的表达，即抽象对抽象或抽象对实体。 
针对《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概念隐喻两大特征，笔者将其隐喻对象依据翻译方法划分为意译、

改译、仿译和直译四类。 

4.1. 意译 

意译，在原义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转义手法来灵活、顺畅地再现原文意义，即重在意义的传达。

作者在充分理解原文内涵上作出正确选择，以时间隐喻为例。同样形容时间流逝，原文分别为“马马虎

虎过去了”、“水盆里过去”、“在叹息里闪过”，译者洞悉作者写作的因缘，经过分析译为“fritter 
away”“flow through”“flash past”，时间指向金钱、流水和光影：时间像金钱一样被蹉跎、时间像流

水从手隙间穿过、时间像光影一样闪过。 

4.2. 改译 

改译，是作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依据汉英语言差异，将汉语中内涵不露的情感和倾向显现化，

重在风格的凸显和与读者的共情。同理，在空间隐喻中，译者借改译，反映了译者背后的心理活动。“困”

这一空间概念，物理上指被局限在某一活动范围内，也可指人陷入某一种精神状态当中不可自拔。译者

借有一定情感倾向的动词来表“困”这一空间概念：pen 和 coop 都用来指圈禁牲畜，赋予原文“人之如

牲畜一般失去自由”、“牲畜无法逃出圈”的落魄与无奈。 

4.3. 仿译 

仿译，不拘泥于原文的含义或形式，通过翻译技巧来概述主旨或关键信息，重在译入语的归化。本

文中，仿译主要集中在实体隐喻，两个实体之间呈某共同特征。“牛毛”“枝枝节节”“庇荫”等，分

别代表着沧海一粟、支零破碎和庇护等含义。不同于意译与改译的本体，仿译的本体都是实体，所以译

者在译语文化中找到相似或相应的表达，使其译语更加地道。译者把“牛之一毛”译为“沧海中的一滴

水”，“枝枝节节”译为碎片，“庞大的树荫”译为“张开的翅膀”。读者会发现，不同国家对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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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所以英汉语中也会有相似表达。 

4.4. 直译 

直译在散文翻译中存在的前提比较苛刻。纵观全文，只有身体隐喻采用直译方法，将文中本体比作

人类身体的某个器官。比如“穴口”直译为“the mouth of cave”，“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为“its neck 
broken”。身体隐喻不仅本、喻体形状相似，而且读者在阅读时也会联系生活进行想象，比如文中螃蟹

进入洞穴类似食物进入人体，让静态场景活起来，阅读体验更佳。 
通过对散文隐喻英译方法的研究，结合其无形化为有形、有形化为有形的两大特征，笔者发现前者

大多数情况下采取意译、改译、仿译等翻译方法，通过归化策略来再现原文神韵；而后者普遍采用直译，

通过异化策略来描绘本体，引发人们的联想。鉴于《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前者特征为主流，后者所

占比重小，所以从整体而言，散文英译以归化策略下的意译、改译、仿译方法为主。总之，概念隐喻理

论为需要较大程度发挥语言意合能力的文学体裁，提供了从简单、熟悉的源域到复杂、陌生的目标域的

映射方式，帮助译者在原译文的隐喻转换之间提供一条可行路径。同时在实践操作层面，译者就隐喻背

后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异同，以意译、改译、仿译为主、以直译为辅进行翻译活动。 

5. 结论 

作为一种旨在传情达意、形式灵活的文学体裁，散文在文学界独树一帜。中国散文自五四以来步入

现代新阶段，总体呈现出形聚神散、手法多样、意境深邃的特征。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从传统的语言学

视角抽离出来，结合认知科学，赋予其认知方式的新视野。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支撑下，整理了张培

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从结构、方位和本体三层次深入探究。研究发现，现代散文

隐喻英译呈现两大趋势：无形化为有形、有形化为有形。前者注重神似，只要源域与目标域有类比性与

相似性，且符合译语文化，即神韵相似，就可能构成隐喻。后者偏重形似，即单纯从实体或联想形状上

相似，就直接构成隐喻。就翻译方法而言，前者多采取意译、改译、仿译等翻译方法，通过归化策略来

再现原文神韵；而后者普遍采用直译方法，通过异化策略来描绘本体，引发人们的联想。在此过程中，

概念隐喻理论启示译者从认知方式入手，探究源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以意译、改译、仿译为

主、以直译为辅进行翻译活动，结合语境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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