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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影响。书中对人物的

刻画描写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其中比喻修辞的运用最为精彩。本文以《围城》维译本为语料，在现

代修辞学基础上，从汉维语对比角度出发，对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比喻运用进行分析研究，人物描写将以

肖像、心理、语言、动作等四方面为研究角度，比喻修辞将以明喻、暗喻、借喻等三方面为研究角度进行

研究。最后阐述了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的表达中存在异同，并总结了汉维比喻辞格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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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sieged City, written by Qian Zhongshu, is a classic of Chinese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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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book uses a lot of rhetorical 
devices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among which the use of metaphor is the most wonderful. Based 
on modern rhetoric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Uygur languages, this paper ana-
lyzes and studies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e descrip-
tion of characters will be studied from four aspects: portrait, psychology, language and action, and 
the figurative rhetoric will be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simile, metaphor and metonymy.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figurative rhetoric in Chinese and Uygur 
language, and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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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钱钟书先生作为“中国第一博学鸿儒

[1]”。 书中作者运用大量比喻修辞手法对人物进行刻画描写，充分地展示了文字的魅力，不仅增强语言

的感情色彩，还使读者融入作品中，感同身受。比喻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本文从汉维对

比角度写人物描写的比喻运用，并对其进行分析，既丰富了《围城》比喻方面的研究，又使读者对《围

城》中的人物形象有更深刻的了解。文中对《围城》维译本中人物描写比喻运用和在汉语中的相同点和

不同点进行探索，有利于大家对汉维语比喻修辞的异同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钱钟书先生的才情、哲

思有更进一步的体会，有利于学习者加深对汉维语比喻修辞的理解。 

2. 《围城》中不同人物描写的比喻运用及其维译 

不同人物描写的比喻类型及其维译 

在小说中，主要人物是整个小说故事主要情节的中心点，也是小说中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而其他

次要人物也发挥着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作用[2]。 文中大多数运用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人物描写以

下列几种描写为主：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文中不同人物描写的比喻运用也较

为丰富，比喻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本体、喻体和喻词 [3]。笔者将从明喻、暗喻、借喻这三种类型着手，

通过统计整理，搜集到 84 条有关人物描写的比喻句，笔者对不同人物描写类型所使用的比喻类型进行归

纳，进行汉维语对比分析。 

肖像描写中的比喻运用 
《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巧妙地利用语言符号进行人物的肖像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

象。肖像是人物性格的外化形态，性格是人物肖像的内在灵魂，它们共同耦合成完整的人物艺术形象 [4]。
书中多处对人物的外貌进行描写，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围城》中有关肖像描写的比喻修辞现象大

概有 20 处，其中以明喻为主，笔者从中选取了较为典型的语句进行分析，例如：  

(1) 韩太太虽然相貌丑，红头发，满脸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 

χɛn ʃɵjyniŋ χotuni χɛn χanim seriq ʧaʧ, ʧiwin ʧiʧiwɛtkɛn nandɛk jyzini sɛpkyn besip kɛtkɛn, nahajiti sɛt χotun bols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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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in tok soquwɛtkɛndɛk tez hɛrikɛt qilatti. 

例 1 中使用了明喻，喻词为“像”，本体为“满脸雀斑”，喻体为“面饼上苍蝇下的粪”。例 2 讲

述的是方鸿渐前往韩学愈家做客吃饭，见到韩太太是对其的外貌描写，仅仅一句话，就将韩太太的外貌

行为描写的淋漓尽致。她这样的头发，加上毫不修饰的面容，再搭配上她那“通电似的”举止动作，给

人一种滑稽的感觉，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视觉。译者将喻体译为“ʧiwin ʧiʧiwɛtkɛn nandɛk”(像馕上撒的

苍蝇)来表达，构成成分“dɛk-”表示喻词“像”，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文中的“面饼”译者用“nan”
来表达，运用的十分巧妙，同时原文中“粪”一字，在译文中做了删减处理，保留了明喻的比喻形式。 

心理描写中的比喻运用 
表达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心理描写最为直接。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就是对人的心理

状态、情绪感觉等的描写 [5]。在《围城》中，为了展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采用了大篇幅的心理描

写进行表达，文中的心理描写总共出现了 27 处，例如： 

(2) 辛楣听苏小姐护惜鸿渐，恨不得鸿渐怀里的酒滴滴都化成火油。 

ʃinmej su χenimniŋ χuŋʤjɛngɛ boluʃuwatqanliqini kɵryp, χuŋʤjɛnniŋ romkisidiki haraqni kɵjdyrgyʧ doriʁa ajlandurup, 

χuŋʤjɛnni bir jolila kɵjdyryp kylgɛ ajlanduruwɛtkysi kɛldi. 

该句中使用了暗喻，本体是“酒”，喻体是“火油”，喻词是“化成”。译者用“kɵjdyrgyʧ doriʁa”
(燃烧剂)来表达，将喻体意译。文中辛楣中意于苏小姐，而苏小姐百般护惜鸿渐，辛楣因此心中不满，非

常嫉妒，此句将辛楣对方鸿渐的醋意以及敌意的心理表现的十分到位。 

语言描写中的比喻运用 
在人物描写中语言描写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形象的一个手段，其中包括人物的独白和对话

两种情况。《围城》中的语言描写，鲜明的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文中共出现了 20 
处。例如： 

(3) 辛楣瞧他们脸色灰白，说：“吐了吗？没有关系的。第一次坐飞机总要纳点税。” 

ʃinmej ulɑrniŋ tɑtirip kɛtkɛnlikini køryp: qustuŋlɑrmu? hetʃ wɛqɛsi joq, tundʒi qetim ɑjropilɑnχɑ olturʁɑndɑ hɑmɑn 

ɑzraq bɑdʒ tølɛʃkɛ toʁrɑkelidu. 

该句中使用了借喻，本体和比喻词都未出现，只出现了喻体“税”，而维语译文也只出现了喻体

“bɑdʒ”，属于暗喻结构。结合上文得知，方鸿渐两人第一次坐飞机，身体不适，晕机难受呕吐，将其喻

为“税”，赵辛楣巧用这种比喻，化解了两人晕吐的尴尬。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使得比喻形象而恰当。 

(4) 鸿渐道：“我最惭愧了，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真是饭桶。”  

mɛn χidʒil boluwɑtimɛn, bu qetim mɛn hetʃqɑndɑq iʃ qilip bɛrɛlmidim. øzymni poq qorsɑq desem bolidu, dedi 

χuŋdʒjɛn. 

该句使用了暗喻，方鸿渐一行人去往三闾大学的途中，通过孙小姐去求助妇女协会取得了旅费。为

庆祝和感谢，大家一起摆桌吃饭，这是饭桌上方鸿渐和李梅亭的对 话。本体是“我(方鸿渐)”，喻体是

“饭桶”，在译文中用“poq qorsɑq”(大腹便便)来表达，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贴近原文内容，

帮助读者理解。 

动作描写中的比喻运用 
在人物描写中，通过一些动作描写展现人物的性格。恰当的动词在人物的塑造上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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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动作描写离不开动词的运用，它可使人物或呈缠绵之态，或现悲世之怀[6] 。 动作描写往往可

以展现出语言无法呈现的东西，书中出现约 17 处。如下例： 

(5) 汪处厚见了他，热烈地双手握着他手，好半天搓摩不放，仿佛捉搦了情妇的手，一壁似怨似慕地说：“李先

生，你真害我们等死了，我们天天在望你来”。 

waŋ ʧuχu uni kɵryp, uniŋ ikki qolini χuddi aʃnisiniŋ qolini tutqandɛk qizʁin, ʧiŋ siqiwelip χeliʁiʧɛ qojuwɛtmidi-dɛ, 

aʁrinʁan hɛm χuʃamɛt qilʁan halda: li ɛpɛndi, siz bizni χojmu saqlattiŋiz.biz hɛr kyni sizniŋ joliŋizʁa qarap kɵzimiz teʃilɛj-, 

edi. 

该句使用了明喻，喻词是“仿佛”，本体是“握着李梅亭的手”，喻体是“捉搦了情妇的手”。该

句描述的是对汪处厚在欢迎会上见到李梅亭后的一系列动作描写，“热烈地握着他的手”“搓摩不放”，

这些动作放在一起，足以表现出汪处厚对李梅亭的高涨的“热情”。作者用“仿佛捉搦了情妇的手”来

表达，将汪处厚的媚态和虚假全部展现出来。译文用“χuddi aʃnisiniŋ qolini tutqandɛk”(像握着情人的手)
来表达，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与原文内容相对应，保留了明喻的比喻形式。 

3. 《围城》中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具体表达的异同 

3.1. 相同之处 

第一，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比喻词的功能作用相同。 

(10) 那女人讲了一大串话，又快又脆，像钢刀削萝卜片。 

heliqi ajal birmunʧɛ sɵzlidi, uniŋ sɵzi ʃundaq tez, kɛskin idiki, u goja quʃqaʧtɛk wiʧirlajtti. 

(11) 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χuŋʤjɛn uʃtumtut kɛjnigɛ ɵryldi - dɛ, χuddi it myʃykkɛ χiris qilip hyrpɛjgɛndɛk hyrpɛjginiʧɛ ɵzini qattiq bir silkidi - dɛ, 

meŋip kɛtti. 

(12) 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 

ularniŋ ɛslidiki tatiragʁu ʧiraji bygynki kyndɛ qizirip, piʃurulʁan kala gɵʃigɛ ajlanʁanidi kɵzliri qizirip, qan toʃup 

kɛtkɛndɛk halʁa kɛlgɛn, qorsaqliri pompijip saman tiqqan taʁarʁa oχʃap qalʁanidi.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汉语句子还是维吾尔语句子，它们都是用喻词将本体与喻体的特

点做比拟，使句子更加生动、完善。增强语句的文学效果。 
第二，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比喻词的语义相同。 

(13) 赵辛楣和鸿渐拉拉手，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 

baʃtin heliqi jigit χuŋʤijɛn bilɛn qol eliʃip kɵryʃti - dɛ, goja bir qarapla kɵryp bolidiʁan kɵdɛklɛr baʁʧisiniŋ oquʃluqidɛk 

mɛnsitmigɛ qijapɛttɛ faŋ χuŋʤjɛn baʃtin - aχir sɛpselip ʧiqti. 

(14) 张太太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仿佛罩褂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子。 

ʤaŋ χanim ʃaŋχɛj tɛlɛppuzida erigɛ qariʁanda jaχʃiraq sɵzlɛjtti, biraq uniŋ sɵzidin bɛzidɛ χuddi nimʧisi kiʧik kelip, 

iʧidiki ʧapinini japalmiʁandɛk sɛhra tɛlɛppuzmu bilinip qaltti. 

(15) 元朗摊开扇子，高声念了一遍，音调又像和尚施食，又像戏子说白。 

saw juɛnlŋ jɛlpygyʧni eʧip, ynlyk oquʃqa baʃlidi, uniŋ awazi diwanɛ-rɛhibniŋ sɛdiqɛ tiligɛn awaziʁimu, ojunʧilarniŋ 

ojun muqɛddimisi sypitidɛ sɵzligɛn sɵzigimu oχʃajtti. 

上述例子中，汉语比喻词为“是”“仿佛”“像”，译文中维吾尔语比喻词为“oχʃaʃ”“χuddi...dɛ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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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ja...dɛk”，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内在含义相似，即表明，本体像喻体。 
第三，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表达中，存在喻义相同，喻体相同现象。 

(16) 孙小姐只是笑，像母亲旁观孩子捣乱，宽容地笑。 

sun χenim ana-baliniŋ ʃoχluqiʁa qarap kylyp turʁandɛk hɛ dɛp kylɛtti. 

(17) 鸿渐饿的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 

χuŋʤjɛn aʧliqtin obdan uχlijalmidi.qorsiqi eʧip, quruq hɵuʤɛt somkisidɛk aldi temi arqa temiʁa ʧapliʃip kɛtkɛnidi. 

在上述表达中，喻体分别为“母亲旁观孩子捣乱，宽容地笑”“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在维吾尔

语的表达中，译者直接将其直译为“ana-baliniŋ ʃoχluqiʁa qarap kylyp turʁandɛk” “quruq hɵuʤɛt somkisidɛk”，
维吾尔语与汉语两者在表达时喻义相同。 

3.2. 不同之处 

第一，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比喻词种类不同。 
汉语的比喻词有“是”“像”“似的”“好比”“一般”“如……一样”等等，其中有比况动词“好

比”，比况助词“一般”，动词“是”，维吾尔语的比喻词有“oχʃaʃ”“χuddi”“tɛk/dɛk-”，由此看出，

汉语的比喻词比维吾尔语比喻词的种类广泛，表达形式也不相同。 
第二，表达原文时，汉语保留比喻形式，维吾尔语舍弃比喻形式。 

(18)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

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 

saw jyɛnlŋniŋ ʧirajiʁa kylkɛ jygyrdi: siz ʃeirniŋ meʁizini ʧyʃinipsiz, uniŋ mɛnisini ʧyʃiniʃ haʤɛtsiz, ʃeirniŋ mɛzmunluq 

bolʁini, uni nɛs basqanliqi! 

(19) 明天一早方鸿渐醒来，头里还有一条锯齿线的痛，舌头像进门擦鞋底的棕毯。 

ɛtisi faŋ χuŋʤjɛn ojʁanʁanda beʃi teχiʧɛ qattiq aʁriwatatti.tilimu qetip kɛtkɛnidi. 

在上述例子中，译者在翻译时，舍弃了比喻形式，将文中内容用“曹元朗脸上露出了笑容：你懂得

了诗的精髓，不需要理解它的意思，诗的内涵就是它的倒霉”“第二天，方鸿渐醒来的时候，他的头还

在剧烈地疼痛着，舌头也僵硬了”来表达，把“投了石子的水面”“进门擦鞋底的棕毯”等喻体省略，

为了表达原文的内容，换了表达方式，来更好地传达文本内容。 
第三，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存在喻义相同，喻体不同现象。 

(20) 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 

ula rniŋ ɛslidiki tatiraŋʁu ʧiraji bygynki kyndɛ qizirip, piʃurulʁan kala gɵʃigɛ ajlnʁanidi kɵzliri qizirip, qan toʃup 

kɛtkɛndɛk halʁa kɛlgɛn, qorsaqliri pompijip saman tiqqan taʁarʁa oχʃap qalʁanidi.  

该句中，喻体为“青蛙在鼓气”，表现了人物肚子肥大的特征。在译文中译者用“saman tiqqan taʁarʁa”
来表达，改变了喻体形象，同样表达出了巡警肚子的肥胖，通过语言文字描写，将法国巡警的模样刻画

的生动形象。 

(21) 一个穿短衣服、满脸出油的汉子摆开两膝，像打拳里的四平势，牢实地坐在位子上，仿佛他就是汽车配备

的一部分。 

aptubusta qisqa ʧapan kijgɛn, jyzidin maj ɵrlɛp tulʁan bir ɛr kiʃi ikki putini kerip, ʧambaʃ ojnaʃqa hazirlnʁan adɛmdɛk 

lapʧijip aptobusniŋ birɛr zapʧisidɛk ʧoqʧijip olturwalʁan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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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中，喻体是“打拳里的四平势”，意思是太极拳的“四平”即眼平、肩平、胯平和动作平移。

维语例句中表达为“ʧambaʃ ojnaʃqa hazirlnʁan adɛmdɛk”译为“玩武术的人”，两者喻体不同，但都表达

出了这个汉子的硬朗和强壮的形象。 

4. 结语 

比喻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是作者传达信息、流露真情的媒介。本论文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汉文本、维译本中的人物描写的比喻句为语料，对汉维两种语言在人物描写的比喻使用方面进行对比分

析。 
首先，我们发现，译者根据描写的不同情况，在忠实内容的基础上，运用直译、意译的翻译方式，

结合加词、减词的翻译技巧，完整的再现原文的内容，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其次，在对比分析

时发现，译者为表达原文内容，传达作者思想，汉语和维吾尔语在表达的过程中修辞形式与含义相对应；

在译文中，无法与原文喻体事物达到对应时，译者会改变译文喻体形象，替换成其他事物，以便读者理

解，忠实于原文；在无法做到比喻形式相对应时，会舍弃比喻形式，直接描述原文内容。最后，通过对

比分析得出人物描写的比喻修辞在汉维语中具体表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表现在，在汉维语中人

物描写的比喻修辞中比喻词的功能作用相同，比喻词的语义相同，以及存在喻义相同，喻体相同现象；

不同点表现在，人物描写的比喻词种类不同；表达原文时，汉语保留比喻形式，维吾尔语舍弃比喻形式；

存在喻义相同，喻体不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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