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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隐喻翻译是翻译研究中重要而又特殊的部分。隐喻翻译研究在根本上触及的是语内相似性和语际相似性，

具有二次相似性的特征。隐喻翻译的语内相似性是通过隐喻形式上的点式、线式、面式相似得以建构; 隐喻翻译的语际

相似性是以隐喻翻译的语内相似性为基础，推演出隐喻翻译的线性、平面、立体相似。根据原文隐喻建构的 6 种相似模

式，本文推导出 18 种隐喻翻译的相似转化类型并提出 4 种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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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Similarity: The Spirit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Sun Qiu-hua

( Centre for Ｒ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Metaphor translation is a special part of translation study． Metaphor translation study fundamentally concerns with intra-lin-
gual and inter-lingual similarities． Thus it has a feature of binary similarity． In metaphor translation，the intra-lingual similarity is
formed by point，line and plane similarities; and the inter-lingual similarity is formed by line，plane and 3-dimension similari-
ties，deriving from the intra-lingual similarity． According to six similarity patterns of original metaphor，this paper develops eight-
een 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in metaphor translation，and puts forward four strategies for metaphor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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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隐喻翻译的语内相似性
隐喻中目标域和源域之间所具有的或创造出

来的相似性是隐喻翻译的语内相似性，它是隐喻

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隐喻建构的相似形式是隐

喻翻译的语内相似性的外在表现。理解隐喻的语

内相似性是隐喻翻译的前提，同时隐喻的语内相

似性也是隐喻翻译的“一次相似性”，为隐喻翻译

的“二次相似性”形成奠定基础。
1． 1 隐喻建构的基础: 相似性

人脑在认识客观事物前具有先已贮存的经

验，即“相似块”，可将新认知的对象和熟悉的事

实建立联系。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其本质就是

用一类事物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类事物，并且以事

物的相似性为基础 ( Lakoff，Johnson 1980: 148 ) 。
“隐喻中的相似性是指目标域与源域两者之间具

有某种类似的特征或特性。施喻者根据自己对目

标域的认识或为了反映目标域的某一特征或特

性，寻找与之具有相应特征或特性的源域，最终将

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王文斌 2006: 125)

1． 2 隐喻建构的相似形式

随着隐喻研究的扩大化，俄语隐喻建构的相

似形式已经不局限于经典的“目标域、源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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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还有只出现“目标域”/只出现“源域”/出现

“目标域、相似性”/出现“源域、相似性”/出现“目

标域、源域、相似性”5 种模式。隐喻建构模式的

喻词有 есть，быть，казаться 等，或“－”( 破 折

号) 或无喻词。汉译时会出现喻词“像”、“是”、
“为”、“成为”等，或无喻词。隐喻建构是通过词

义、词组义或句义等挑选出某种共同特征或特性，

从而确定相似性，有时相似性会被凸显或隐藏。
1． 21 点式隐喻建构

原文隐喻建构时，只出现目标域，源域和相似

性被隐藏; 或只出现源域，目标域和相似性被隐

藏，这两种情况多集中在词 /词组 /句子中的某个

词上，故称为点式隐喻建构，参见图1 和图2。

·目标域 ·源域

图1 图2

原文隐喻只出现目标域( 见图1 ) 。一般来说，

隐喻应该出现源域，但在特定的场合，基于双方共

同的认知模式、背景知识、特定语境等，只提目标

域，不提源域也可以产生相似性，也就是说源域往

往在不言之中。有的目标域与源域词形相同; 有

的目标域具有源域的某些特征; 有的目标域是源

域的特征概括。所以有时不必提及源域和相似

性，仍能被原文读者所理解。
原文隐喻只出现源域( 见图2 ) 。在特定的语

境中可省去目标域和相似性，往往用源域喻指目

标域，这样的表达更具有吸引力。其实，目标域是

不言而喻的，只是在俄语交际中为求隐含效果或

忌讳某词没有明确说出来。
1． 22 线式隐喻建构

原文隐喻建构时可出现“目标域、源域”/“目

标域、相似性”/“源域、相似性”3 种情况。第一种

情况相似性被隐藏; 第二、三种情况相似性被凸

显。这 3 种情况的表现形式多集中在句中两个有

方向性的词上，两词之间存在一定的映射或相似

关系，故称为线式隐喻建构，参见图3、图4 和图5。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和源域( 见图3 ) 。相似

性被隐藏的原因是作者特意设置悬念，为增强表

达效果故意不说出来，但容易被读者理解。这是

一种较为常见的隐喻建构形式，该种隐喻在俄语

表达中出现频率较高。

目标域·←·源域( 相似性) 源域· → ·相似性

图3 /4 图5

注: 图中箭头←表示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有方

向性的映射关系; 箭头→表示目标域与相似性、源
域与相似性之间有方向性的相似关系。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相似性( 见图4 ) 。由于

作者表达需要省去源域，传统俄语语法认为这是

搭配不当的句式，但语用学认为在适当的语境中

这是搭配得当的句式。
原文隐喻出现源域、相似性( 见图5 ) 。该形式

之所以未出现目标域，是为了给读者留下更多的

想象空间，可以有多个目标域，常表现在发人深

省、告知道理的句中。
1． 23 面式隐喻建构

原文隐喻建构时出现目标域、源域、相似性的

情况，这是典型的完整隐喻表达形式。3 者之间

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的表现形式多集中在句

中 3 个有方向性的词上，并且 3 个词之间存在映

射或相似的关系，故称为面式隐喻建构，参见图6。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源域、相似性( 见图6 ) 。

该种隐喻建构的形式常在源域前有修饰成分，此

成分一般是目标域与源域的相似性，读者无需推

理，就能理解隐喻的含义。
相似性
·
 

目标域 ←· · 源域

图6

2 隐喻翻译的语际相似性
隐喻翻译的语际相似性是隐喻翻译的二次相

似性。相似性作为隐喻翻译的度量标准，同时也

成为翻译的度量标准。与其他语言现象相比，隐

喻翻译的语际活动显得更加复杂。因此，须要充

分考虑隐喻建构的基本要素。以原文隐喻建构的

点式、线式、面式的相似形式作为隐喻翻译的线

性、平面、立体相似形式的基础。
2． 1 隐喻翻译度量标准: 相似性

“任何翻译活动都试图达到‘等值’标准，但

往往原文翻译成译文是很难做到的。”( Фёдоров
1983: 31) “翻译的最高标准是‘似’。”( 辜正坤

1989: 18) “就亲属和非亲属语言间的翻译实际来

看，评判的标准是看译文与原文在多大程度上

‘似’。”( 黄忠廉 2009: 3 ) 由此可见，“似”与“相

似”都是在描写翻译的标准，但用什么来度量翻

译的标准呢? “相似的前提和基础是相似性，研

究相似的关键在于相似性。”( 周美立 2004: 5 ) 其

实，宏观上翻译过程具有隐喻式的特点。原文相

当于源域，译文相当于目标域，相似性是原文与译

文不同翻译形式转化的体现及内容的成功翻译。
显然，相似性是度量翻译的标准。隐喻翻译是翻

译的一类，所以隐喻翻译的度量标准也是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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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隐喻翻译在微观上隐喻内部需要目标域、
源域间具有相似性特征或特性，所以二次相似性

贯穿隐喻翻译的始终。
2． 2 隐喻翻译的相似形式

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验存在很大程

度的相似性，俄汉两种语言中必然会出现众多概

念域映射方式相同的隐喻表达形式，汉译时可以

完全保留、不完全保留、完全不保留原文内容形

式、句子结构和文化内涵等。对隐喻翻译过程中

出现的线性相似、平面相似、立体相似 3 种形式，

可能有对译法、増译法、减译法、换译法、综合法

等。这些相似的形式和方法使隐喻翻译的度量标

准得以体现。
2． 21 隐喻翻译的线性相似

在原文点式隐喻建构中只出现“目标域1”/只
出现“源域1”两种情况时，翻译到译文可只出现

“目标域1”/只出现“源域1”/“源域1 + 目标域1”/
“相似性”4 种情况。须要强调的是原文隐喻建构

的点式翻译到译文里变成点式、线式相似或不构

成隐喻。尽管原文与译文在翻译过程中可出现对

译、増译、换译的形式，但是从原文到译文仍然保

持在词、词组、句中的一个词与一个词之间有方向

性的相似转化，所以隐喻翻译呈线性相似。
( 1) 原文隐喻只出现目标域1，译文隐喻可出

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相应的目标

域1 ( 见图7 － 1 ) ; 另一种是采用换译法译成源域1

( 见图7 － 2 ) ，例如:

原文 目标域1·

↓


译文 目标域1·( 源域1 )

图7 － 1 /2

注:↓是原文到译文方向符。

① меню / 菜单

② Вот альфа и омега их работы． / 这就是

他们工作的全部。

例①词本身作为目标域使用时与源域词形相

同，它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常用术语，与平时在餐

厅点菜的菜单有相似之处。由于俄汉两种语言所

指科学概念相同，所以直接汉译成“菜单”即可。
例②中目标域 альфа 是希腊语第一个字母的名称

喻指源域 начало，омега 是希腊语最后一个字母

的名称喻指源域 конец． 由于 альфа，омега 对于

汉语读者较为陌生，所以汉译时将 альфа 和 оме-
га 换译成源域“开始”和“结束”。又由于译成

“工作的开始和结束”不符合汉语表达，所以改译

成“工作的全部”。
( 2) 原文隐喻只出现源域1，译文隐喻可出现

4 种情况: 第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相应的源域1

( 见图8 － 1 ) ; 第二种是采用增译法译成源域1 + 目

标域1 ( 见图8 － 2 ) ; 第三种是采用换译法译成目标

域1 ( 见图8 － 3 ) ; 第四种是采用换译法译成相似性1

( 见图8 － 4 ) ，例如:

③ Почему она не вышла из тюрьмы? / 为

什么她不从牢笼中跳出来呢?

④ колыбель революции / 革命的摇篮———
彼得堡

⑤ слёзы дождя / 雨滴

⑥ ягоды одного поля / 志同道合

原文 源域1·

↓


译文 源域1·( 源域1 + 目标域1 /或目标域1 或相似

性1 )

图8 － 1 /2 /3 /4

例③中源域 тюрьма 喻指目标域 брак，俄汉

语都有“婚姻是牢笼”的隐喻表达，不提目标域也

可以明白，所以直接汉译成“牢笼”。例④的词组

本身是源域。在俄罗斯人的心中，1905 年革命、
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都发生在彼得堡，所以汉译时

为了让读者了解俄罗斯的国情，不仅要把源域

“革命的摇篮”译出，通常还把目标域“彼得堡”也

翻译出来。例⑤词组中源域 слёзы 喻指目标域

капли． 若直接将源域译成“雨泪”，汉语读者不能

理解，所以只能换译成目标域“雨滴”。例⑥是整

个词组作源域。由于汉语中没有“一个地里的浆

果”这样的表达，所以汉译时只把相似性“志同道

合”译出，相当于相似性替代源域。
2． 22 隐喻翻译的平面相似

在原文线式隐喻建构中出现的“目标域1、源

域1”/“目标域1、相似性1”/“源域1、相似性1”与原

文面式隐喻建构中出现的“目标域1、源域1、相似

性1”4 种情况，翻译到译文可出现“目标域1、源

域1”/“目标域1、源域2”/“目标域1、相似性1”/“目

标域1、源域1、相似性1”/“目标域1、相似性2”( 相

似性1 的同义表达) /“源域1、相似性1”等 10 种情

况。须要强调的是原文隐喻建构的线式、面式相

似翻译到译文变成线式相似。尽管从原文到译文

的翻译过程中可出现对译、换译、增译、减译的形

式，但原文本身的映射或相似关系与译文本身的

映射或相似关系保持在句中两个词与两个词或两

个词与 3 个词之间有方向性的相似转化，所以隐

喻翻译呈平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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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1、源域1，译文隐喻

可出现 4 种情况: 第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目标

域1、源域1 ( 见图9 － 1 ) ; 第二种是采用换译法译成目

标域1、源域2 ( 见图9 － 2 ) ; 第三种是采用换译法把相

似性1 替换源域1，保留目标域1 ( 见图9 － 3 ) ; 第四种

是采用増译法，增加相似性1，保留目标域1、源域1

( 见图9 － 4 ) ，例如:

原文 目标域1 ←· ·源域1

↓
 相似性1

 ↓



译文 目标域1 ←· ·源域1 /2 ( 相似性1 )

图9 － 1 /2 /3 /4

⑦ Ты славную долю выбрал себе，сокол． /
你选择了一种光荣的命运，你这只鹰。

⑧ Этот парень ест за двоих，зверь на рабо-
ту． / 这个小伙子吃饭顶俩，干起活来象个小老虎。

⑨ Смерть сына для матери была казнью
души． / 儿子的死伤透了母亲的心。

⑩ Религия — опиум для народа． / 宗教是

毒害人民的鸦片。
例⑦中目标域是 ты，源域是 сокол． 由于俄

汉语读者具有相似的认知结构，所以可对译成目

标域“你”和源域“鹰”。例⑧中目标域是 парень，

源域是 зверь． 由于句中对 парень 是褒扬干活勇

猛，若将源域 зверь 译成汉语有贬义的“野兽”不

符合句意，所以只能保留目标域“小伙子”，而将

源域上位概念换译成下位概念“小老虎”。例⑨
中目标域是 смерть，源域是 казнь，它们的共同相

似性是伤人。由于直译“儿子的死是对母亲心灵

的判刑”会让汉语读者不容易理解，所以去掉源

域，译出相似性。例⑩中目标域是 религия，源域

是 опиум．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毒害人。为了语义

的详细表达，汉译时相似性也要译出。
( 2)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1、相似性1，译文隐

喻可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目标

域1、相似性1 ( 见图10 － 1 ) ; 另一种是采用换译法译

成目标域1、相似性2 ( 见图10 － 2 ) ，例如:

原文 目标域1 →· ·相似性1

↓


↓


译文 目标域1 →· ·相似性1 ( 相似性2 )

图10 － 1 /2

瑏瑡 Умереть страшно，если ты живёшь в себе
и для себя． Если лес живой，дерево，умирая，не
умирает． / 假如你囿于自我，只为自己活着，死是

可怕的。假如森林活着，树木则虽死犹生。
瑏瑢 Студенты в обычные дни — ничего，

爯розовыми爲． / 大学生们平日里无所事事，红光

满面。
例瑏瑡中只出现目标域 лес，源域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没有出现，相似性是 живой． 因前文语境中已提

过源域，为了避免啰嗦，汉译时采用对译法即可。
例瑏瑢中目标域是 студенты，相似性是 розовые，源

域 цветы 没有出现。汉语中相似性若译成“粉色

的”，恐怕不能被读者接受，所以要换译成汉语常

用的“红光满面”。
( 3) 原文隐喻出现源域1、相似性1，译文隐喻可

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源域1、相似

性1 ( 见图11 －1 ) ; 另一种是采用换译法译成目标域1、
相似性1 ( 见图11 －2 ) ，例如:

原文 源域1 →· ·相似性1

↓


↓


译文 源域1 →· ·相似性1

( 目标域1 ) 图11 － 1 /2

瑏瑣 Какая страшная надстройка! / 多么可怕

的上层建筑!

瑏瑤 Прошёл свой путь от тракториста до се-
кретаря райкома． Тяжёлый хлеб． ． ． / 他从一个

拖拉机手到区委书记一路走来。谋生艰难啊……
例瑏瑣中源域是 надстройка，相似性是 страш-

ная，没有出现目标域。为达到特殊效果，俄汉语

都不需要出现目标域，所以对译成“可怕的上层

建筑”。例瑏瑤中源域是 хлеб，相似性是 тяжёлый．
由于中国人的主食不是面包，所以不能直译成

“艰难的面包”。为了让译语读者理解只好用目

标域“谋生”替代源域“面包”。
( 4)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1、源域1、相似性1，

译文隐喻可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采用减译法译

成目标域1、相似性1 ( 见图12 － 1 ) ; 另一种是采用减

译法译成目标域1、源域1 ( 见图12 － 2 ) ，例如:

瑏瑥 Все эти пламенные речи оказались лишь
пустым сотрясением воздуха． / 所有这些慷慨激

昂的演说，原来只不过是空喊一通。
瑏瑦 Она сама была парень в юбке． / 她是个

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姑娘。

图12 － 1 图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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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瑏瑥中 目 标 域 是 речи，源 域 是 сотрясение
воздуха，相似性是 пустое． 由于相似性 пустое 与

源域中 воздух 汉译时语义上重复，所以舍掉源

域。例瑏瑦中目标域是 она，源域是 парень，相似性

是 в юбке． 由于已知 она 是姑娘，所以为了避免

啰嗦不必把相似性译出。
2． 23 隐喻翻译的立体相似

在原文面式隐喻建 构 中 出 现“目 标 域1、源

域1、相似性1”，译文隐喻可出现“目标域1、源域1、
相似性1”/“目标域1、源域2、相似性1”两种情况。
须要强调的是，原文隐喻建构的面式相似翻译到

译文仍然保留面式相似。尽管在原文到译文的翻

译过程中可出现对译、换译的形式，但是原文本身

的映射或相似关系与译文本身的映射或相似关系

保持在句中 3 个词与 3 个词之间有方向性的相似

转化，所以隐喻翻译呈立体相似。
原文隐喻出现目标域1、源域1、相似性1，译文

隐喻可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采用对译法译成目

标域1、源域1、相似性1 ( 见图13 － 1 ) ; 另一种是采用

换译法译成目标域1、源域2、相似性1 ( 见图13 － 2 ) 。
例如:

瑏瑧 Он был ужасный петух． / 他可是只好斗

的公鸡。
瑏瑨 Гей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爯Честность — пре-

красная вещь， если кругом все честные， а я сре-
ди них жулик爲． / 海涅说过:“如果周围所有的人

都是诚实的，而其中唯独我是骗子，诚实才是优秀

的品德。”
例瑏瑧中目标域是 он，源域是 петух，相似性是

ужасный，分别译为他、公鸡、好斗。说话人把他

与公鸡相类比，隐藏的含义是像公鸡一样好斗。
例瑏瑨中目标域是 честность，源域是 вещь，相似性

是 прекрасная． 根据下文语境，需把原文的源域

вещь 换译成“品德”。
隐喻翻译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从整体隐喻翻

译的相似形式看，译文隐喻建构的模式也是 6 种。
第二，原文隐喻要素不同，但译文隐喻要素相同。
如在图9 － 1 和图12 － 2 中，原文隐喻分别出现“目标

域1、源域1”和“目标域1、源域1、相似性1”要素，译

文隐 喻 出 现“目 标 域1、源 域1”要 素; 在 图9 － 3、
图10 － 1、图11 － 2、图12 － 1 中，原文隐喻分别出现“目标

域1、源域1”/“目 标 域1、相 似 性1”/“源 域1、相 似

性1”/“目标域1、源域1、相似性1”要素，译文隐喻

出现“目标域1、相似性1”要素; 在图9 － 4 和图13 － 1

中，原文隐喻分别出现“目标域1、源域1”和“目标

域1、源域1、相似性1”要素，译文隐喻出现“目标

域1、源域1、相似性1”要素。第三，原文隐喻建构

的点式相似翻译到译文变成点式、线式相似; 原文

隐喻建构的线式、面式相似翻译到译文变成线式

相似。原文隐喻建构的面式相似翻译到译文仍然

保留面 式 相 似。第 四，图8 － 3 原 文 隐 喻 出 现“源

域1”要素，译文出现“相似性1”要素，不构成隐喻。

图13 － 1 /2

3 结束语
隐喻翻译经历语内自相似和语际他相似的二

次相似过程，隐喻建构的基础和隐喻翻译的度量

标准都是相似性。隐喻建构的点式、线式、面式相

似为隐喻翻译转化成线性、平面、立体相似形式

提供前提基础。本文根据 6 种隐喻建构的相似模

式，推导出 18 种( 图7 － 1—图13 － 2 ) 隐喻翻译的相似

转化类型并提出对译、増译、减译、换译 4 种翻译

策略。隐喻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需要逻辑推

理加形象思维并举的认知过程，隐喻翻译的成功

与否要看是否能把握好语内相似性和语际相似

性，所以隐喻翻译的核心离不开二次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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