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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翻译的情感批评∗

———以《祝福》英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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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小说翻译批评中如何精确地比较不同译本间情感的差异？ 译者的情感融入受哪些因素影响？ 对此学界尚

无深入研究。 本文以《祝福》的杨宪益译本、莱尔译本和蓝诗玲译本为例，以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 的评价理论为依据，用定量

的方法统计 ３ 个译本在情感赋值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莱尔译文的情感赋值大大高于另两个译本，并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影响翻译家情感融入的因素，包括译者阅历影响移情体验、译者惯习影响移情倾向和译者

理念影响移情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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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学翻译中

的情感批评，传统上是围绕着移情展开，如朱光潜

（１９８４：５３７）、刘宓庆（２００５：２２０ － ２２１）等学者都探

讨过移情的性质与过程。 但是，如何对译文的情感

进行定性和定量批评，如何精确地比较不同译本的

情感赋值，如何判断影响翻译家情感融入的因素，
目前尚无深入的研究。 本文准备以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５） 的评价理论为框架，以《祝福》的３ 个

译本为对象探讨情感批评。

１　 评价理论及其在翻译中的运用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５）的评价理论是对韩礼

德功能语言学人际领域的延伸。 它包括态度（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介入（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级差（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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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态度系统下面包括情感 （ ａｆｆｅｃｔ ）、判断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鉴赏（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 个子系统，态度

的呈现又有显性（ 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和隐性（ ｉｎｖｏｋｅｄ）两

种方式。 介入系统包括自言（ｍｏｎｏｇｌｏｓｓ）和他言

（ｈｅｔｅｒｏｇｌｏｓｓ），级差系统包括语势（ ｆｏｒｃｅ）和聚焦

（ｆｏｃｕｓ）。
目前将评价理论运用于翻译的研究，可以分

为规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 规定性研究主要是

从评价系统的等值角度对比原文和译文，如于建

平和岂丽涛（２００７）分析《好了歌》的 ８ 个译本在

评价系统上的等值情况；苏奕华（２００８）通过对比

学生译文和杨宪益译文，主张译文在态度翻译上

既不能欠额又不能过载。 描述性研究以描写的方

式分析翻译中态度的变化模式，以及影响态度变

化的变量，如钱宏（２００７）分析译文不忠实于原文

（主要是实用文本） 评价意义的因素；余继英

（２０１０）借助评价系统分析了对译文改写的意识

形态操控；Ｍｕｎｄａｙ（２０１２）运用评价理论分析不同

文本类型（政治文本、文学文本、科技文本）、不同

的翻译类型（笔译、口译）中，态度因素的存留和

改变；于丽（２０１９）运用语料库揭示译文会对原文

的介入和级差做出调整，使受话者接受原文的价

值判断。 然而，在文学翻译批评中，以下问题仍不

清晰，首先，译者可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情

感 ／态度因素；然后，如果不可能，又是哪些因素影

响这一改变过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能否以定量

的方式结合评价理论进行分析。
故此，本文以《祝福》的翻译为例，运用评价

理论对情感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批评。 我们选用鲁

迅小说 ３ 个最重要的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１９６０） （下文简称杨译）、莱尔译本

（Ｌｙｅｌｌ １９９０） （下文简称莱译）、蓝诗玲译本（Ｌｏ⁃
ｖｅｌｌ ２００９） （下文简称蓝译）作为分析的对象。 ３
个译本的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是已故著

名翻译家，也是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威廉·莱尔

是已故美国汉学家，生前为斯坦福大学中文荣誉

退休教授；蓝诗玲是英国汉学家，现任教于伦敦大

学伯克学院，翻译过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

２　 《祝福》译本的情感赋值：定量考察
２． １ 研究方法

我们先将 ３ 个译本在态度评价方面有差异的

句子全部取出，然后根据评价者和评价对象将它

们归集为 ４ 类：叙事者对祥林嫂的态度；叙事者对

自己的态度；叙事者对祥林嫂周围人的态度；祥林

嫂周围人对她的态度。 每一个句子里会含有一个

或几个评价小项，这些小项主要是情感，也有少量

的判断和鉴赏。 根据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５：４５）
的观点，判断和鉴赏是习俗化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ｅｄ）
情感，情感是判断和鉴赏的核心。 因此本文讨论

的小说情感取广义，是语言学理论中包括情感、判
断、鉴赏的整个态度成分。 ３ 个译文最大的区别

在于级差的不同，我们按照级差语势的高、中、低
分别给分 ３，２，１，失去评价意义的给 ０ 分。 然后

算出总分，并考察译本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２． ２ 翻译家对各型人物的情感赋值

２． ２１ 叙事者对祥林嫂的态度评价

对祥林嫂的描写可以按照故事时间分为前后

两段：早期摸样周正、健康耐劳的祥林嫂和晚期失

夫丧子、横遭讽辱、麻木呆滞的祥林嫂。 前期描写

存在差异的有 ４ 句，后期有 ８ 句。 我们各取一句

来分析。
① ……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

十六七，脸色青黄 ［鉴赏］，但两颊却还是红 ［鉴
赏］ 的。

② 她张着口怔怔的［情感］站着，直着眼睛看

他们，……

表１ 　 叙事者对祥林嫂的态度评价

原文 杨译 莱译 蓝译

脸色青黄 ｓａｌｌｏｗ ｒａｔｈｅｒ ｐａｌｅ ａ ｓａｌｌｏｗ，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ｔｉｎｇｅ
两颊红的 ｒｅｄ ｒｏｓｙ ｐｉｎｋ
怔怔的 ｓｔｕｐｉｄｌｙ ｓｔｕｎｎｅｄ ｓｔｕｐｉｄｌｙ

　 　 例①描写的是刚刚丧夫、初来鲁镇的祥林嫂。
“脸色青黄”“两颊却还是红的”属于鉴赏之下的

反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杨译是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ｓａｌｌｏｗ
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ｄ，其中 ｓａｌｌｏｗ 和 ｒｅｄ 二词为中

等语势，分值判为 ２；莱译是 ｗ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ａ⁃
ｔｈｅｒ ｐａ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ｗｅｒｅ ｒｏｓｙ，虽然 ｒｏｓｙ 的

语势很高，但句子的重心却在 ｒａｔｈｅｒ ｐａｌｅ 上，因此

分值也判为 ２；蓝译是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ｈａｄ ａ ｓａｌ⁃
ｌｏｗ，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ｔｉｎｇｅ ｔｏ ｉｔ， 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ｗｅｒｅ ｐｉｎｋ，在
蓝诗玲心目中祥林嫂是最为健康的： ａ ｓａｌｌｏｗ，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ｔｉｎｇｅ 显示脸上只有淡淡青黄的痕迹，且
ｐｉｎｋ 处于句子的重心，它则使读者联想起 ｐｉｎｋ
ｈｅａｌｔｈ（极佳的健康），其分值判为 ３。 例②描写的

是失去儿子又得不到同情的祥林嫂。 “怔怔的”
属于情感之下的不安全（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杨译和蓝译

的 ｓｔｕｐｉｄｌｙ 转变为判断之下的规范（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语
势中，分值为 ２；莱译 ｓｔｕｎｎｅｄ 是情感之下的不安

全，语势高，分值为 ３。
我们将 １２ 个句子统计之后发现，在叙事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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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祥林嫂的态度评价上，莱译分值最高，４４ 分，杨
译稍低，４２ 分，蓝译最低，３１ 分。 然后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统计，结果表明，莱译和杨译没有显著

性差异（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 ． ３２２），莱译与蓝译有显著性

差异（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 ． ０１２），杨译与蓝译没有显著性

差异（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 ． ０５３）。 这表明，莱尔和杨宪益

对祥林嫂不幸命运明显表露出同情，对祥林嫂勤

劳朴实、善良温顺、易于满足的品质，以及丧夫失

子之后所受的打击、所做的挣扎、所经历的痛苦和

绝望，有着深刻的理解。 相比之下，蓝诗玲比较注

重故事情节，对主人公的同情不够。
２． ２２ 叙事者对自己的态度评价

在叙事者对自己的评价中，６ 个句子有差异，
我们选看其中的两句。

③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情感］
④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情感］，过了一夜，也

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

［情感］，在阴沉［情感］的雪天里，在无聊［情感］
的书房里，这不安［情感］愈加强烈了。

表２ 　 叙事者对自己的态度评价

原文 杨译 莱译 蓝译

极有用

的话
ａ ｍｏｓｔ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ｈａｔ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ｌｙ
ｕｓｅｆｕ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ｔ ｉｓ．

不安 ｕｎｅａｓｙ ｕｎｅａｓｙ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
不祥的

豫感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ｂｏｄｉｎｇ

ａ 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

ｉｌｌ ｏｍｅｎ

阴沉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ｇｌｏｏｍ ｇｌｏｏｍｙ
无聊 ｇｌｏｏｍｙ ｗｅａｒｉｓｏｍｅ ｔｅｄｉｏｕｓｌｙ
不安 ｕｎｅａ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ｅａｓｅ

　 　 例③是叙事者自责的一句话，属于情感之下

的不满意（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杨译用普通陈述句，
结尾用句号，语势最低，分值为 １；莱译用的是感

叹句和感叹号，语势最高，分值为 ３；蓝译用的是

感叹句和句号，语势居中，分值为 ２。 例④含有 ５
个情感评价项。 第一项“不安”，３ 位译者分别译

为 ｕｎｅａｓｙ， ｕｎｅａｓｙ，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它们都是中等语势；
第二项“不祥的豫感”，杨译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
ｂｏｄｉｎｇ，语势中，聚焦（ ｆｏｃｕｓ）低，分值为 １；莱译 ａ
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语势最高，分值为 ３；蓝译 ｉｌｌ
ｏｍｅｎ 语势中，分值为 ２。 第三项“阴沉”，杨译为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莱译为 ｇｌｏｏｍ，蓝译为 ｇｌｏｏｍｙ，３ 者都是

高语势；第四项“无聊”，杨译为 ｇｌｏｏｍｙ，语势最

高，分值为 ３；莱译为 ｗｅａｒｉｓｏｍｅ，蓝译为 ｔｅｄｉｏｕｓｌｙ，
二者均为中等语势，分值为 ２。 第五项“不安”，杨
译为 ｕｎｅａｓｉｎｅｓｓ，语势中，分值为 ２；莱译为 ａｎｘｉｅ⁃

ｔｉｅｓ，语势最高，分值为 ３；蓝译为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ｅａｓｅ，
语势中，分值为 ２。

我们将这一部分 ６ 个句子的分值相加，发现

在叙事者对待自己的评价上，莱译分值最高，２６
分，杨译次之，１９ 分，蓝译最低， １７ 分。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统计表明，莱译和杨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１４，有显著性差异，莱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００，有显著性差异，杨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４８９，没有显著性差异。 叙事者“我”是一个具有

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同情弱者，但
面对封建礼教的黑暗、残酷又无能为力。 对于叙

事者复杂、矛盾的性格和心情，莱尔体验最为深

刻，杨宪益和蓝诗玲则相比较弱。
２． ２３ 叙事者对祥林嫂周围人的态度评价

祥林嫂周围的人包括四叔、四婶、卫老婆子、
柳妈、祥林嫂婆婆、堂伯、村民，这些人是直接或间

接杀死祥林嫂的凶手，叙事者对待他们持着否定、
负面的态度评价。 有评价意义的句子是 １６ 个，我
们选 ４ 句做分析。

⑤ 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
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隐含情感］∥杨

译：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ｕｐ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 ｗａｓ ｆ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 ｗａｓ ｆａｔｔｅ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ａｔ⁃
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ｓ． ∥莱译：Ｕｐｏｎ ｓｅｅｉｎｇ ｍｅ， ｈｅ
ｒｅｃ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ｌａｃ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ｐｕｔ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ｈｅ ｂｅ⁃
ｇａｎ ｔｏ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ｙ． ∥蓝译：Ａｆｔｅｒ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ｏｌｉｔｅ ｃｈｉｔ⁃ｃｈ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ｐｕｔ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ｔｉｒａｄ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ｅ⁃
ｆｏｒｍ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鲁四老爷虚伪残忍，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叙

事者在表达对他的反感时，将隐含情感表达于重复

句式中：“之后……之后……”。 杨译和莱译给予

很好的体现，语势高，分值为 ３；蓝译却将此重要的

表达简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语势，分值为 ２。
我们再看下面 ３ 句。
⑥ 柳妈的打皱的脸［隐含情感］ 也笑起来，

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隐含情

感］ 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
⑦ 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

［隐含情感 ／判断］，絮絮 ［隐含情感］ 的对四婶

说：……
⑧ 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

［隐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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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叙事者对祥林嫂周围人的态度

原文 杨译 莱译 蓝译

打皱 ｗｒｉｎｋｌｅ ｗｒｉｎｋｌｅ ｓｏｕｒ ｆｒｏｗｎ
干枯的

小眼睛
ｂｅａｄｙ ｅｙｅｓ ｗｉｚｅｎ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ｙｅｓ ｔｉｎｙ， ｓｈｒｉｖｅｌｅｄ ｐｕｐｉｌｓ

显出慈

悲模样

ｃｏｍｐａｓ⁃
ｓ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ｈ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ｄｕｌｇｅｎｃｅ

絮絮 （缺） ｐｒａｔｔｌｅｄ ｏｎ ａｎｄ ｏｎ ｖｅｒｂｏｓｅｌｙ

徘徊
ｐａｃ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ｓｋｕｌｋ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ｏｉ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ｗａｙ ｏｆｆ

　 　 例⑥是对柳妈的评价。 柳妈虽是穷苦人，但
也是摧杀祥林嫂的间接帮凶，叙事者的字里行间

隐含着不满，形象上也给予丑化。 对于“打皱”，
杨译和莱译都是 ｗｒｉｎｋｌｅ，但是蓝译用的是 ｓｏｕｒ
ｆｒｏｗｎ，语势大大高于前二者，杨译、莱译、蓝译评

分分别为 １，１，３。 对于“干枯的小眼睛”杨译是

ｂｅａｄｙ ｅｙｅｓ， 朗 文 词 典 解 释 ｂｅａｄｙ 意 为 ｓｍａｌｌ，
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ｈｉｎｉｎｇ，莱译的 ｗｉｚｅｎ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ｙｅｓ 和蓝

译的 ｔｉｎｙ， ｓｈｒｉｖｅｌｅｄ ｐｕｐｉｌｓ 都突出“干枯”的形象，
隐含情感的语势高于杨译，评分分别为 １，３，３。
例⑦是对卫老婆子的评价。 卫老婆子利欲熏心、
虚伪狡黠，原文用“显出慈悲模样” “絮絮”，明显

外溢厌恶之情，属于情感之下的不满意。 杨译用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ｌｙ，将原文的否定评价变成

肯定，分值为 ０；莱译用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和 ｐｒａｔｔｌｅｄ ｏｎ ａｎｄ ｏｎ，蓝译用 ｈ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ｄｕｌｇｅｎｃｅ 和 ｖｅｒｂｏｓｅｌｙ，都用表达强烈的厌恶之情，
语势高，分值都为 ３。 例⑧是对祥林嫂堂伯的评

价。 他贪财无情，原文的“徘徊”隐含恐惧的情感

意义。 杨译的 ｐａｃ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蓝译的 ｌｏｉｔｅｒ ａ
ｗａｙ ｏｆｆ 都没有情感意义，分值为 ０；莱译的 ｓｋｕｌ⁃
ｋ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加入情感意义，韦氏词典解释 ｓｋｕｌｋ
为：ｔｏ ｈｉｄｅ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ｉｓｔ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 可见，莱
译给予的负面评价最高，分值为 ３。

在叙事者对于祥林嫂周围人群的态度上，莱
译的情感赋值最大，分值为 ６３，蓝译次之，５２ 分，
杨译最低，３９ 分。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统计表明，莱
译和杨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莱
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４９，有显著性差异，杨
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４１，有显著性差异。 这

体现出翻译家对于国民性，即愚昧、麻木、卑怯、自
私、善良、勤劳、贪婪、冷酷的夹杂，在理解上，莱尔

非常深刻，蓝诗玲译次之，杨宪益则较弱。
２． ２４ 周围人对待祥林嫂的态度评价

对待祥林嫂有评价的周围人有四叔、四婶、卫
老婆子、柳妈。 他们对祥林嫂的态度出现于他们

的话语或者思维之中，共 ５ 句，我们选看 ３ 句。
⑨ 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

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

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

败坏风俗［判断］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

可用不着她沾手［隐含判断］，一切饭莱，只好自

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⑩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隐含情感］？ 倒不

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

警告她。
 卫老婆子高兴的说，“……可是祥林嫂真

出格［判断］，……”

表４ 　 周围人对待祥林嫂的态度评价

原文 杨译 莱译 蓝译

败坏风俗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ａ ｂａｄ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ｄｅｌｅｔ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ｂａｄ ｌｕｃｋ ｗｉｔｈ ｈｅｒ

不着她沾手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ａｎｃｅｓ⁃
ｔｒａｌ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ｍｕｓｔｎｔ ｔｏｕｃｈ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

祥林嫂怎么这

样了
Ｗｈａｔｓ 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ｓ Ｗｉｆｅ？

ｗｈａｔｓ 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Ｘｉａｎｇ⁃
ｌｉｎ？

Ｗｈａ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ｓ ｗｉｆｅ？

真出格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ｏｐｐｅｄ ＇ｅｍ ａｌｌ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例⑨是四叔对祥林嫂的评价。 在这句话里，３
个译文在两个评价小项上存在差异。 第一项“败
坏风俗”，杨译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ａ ｂａｄ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语势

高，分值为 ３，莱译 ｈａｖｅ ｄｅｌｅｔ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语势高，分值为 ３，蓝译 ｗ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ｂａｄ ｌｕｃｋ ｗｉｔｈ ｈｅｒ，语势低，分值为 １。 第二项

“不着她沾手”，杨译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语势中，分值为 ２，莱译 ｍ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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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ａｃｒｉ⁃
ｆｉｃｅ，其中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使得语势最高，分值为 ３，蓝
译 ｍｕｓｔｎｔ ｔｏｕｃｈ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
语势中，分值为 ２。 例⑩是四婶对祥林嫂的评价。
失夫丧子的祥林嫂不能再为鲁家干好活，四婶逐

步厌烦起来。 莱译和杨译都是 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语势

中，分值 ２；蓝译是 ｗｒｏｎｇ，语势高，分值 ３。 例是

卫老婆子对祥林嫂的评价。 对于“真出格”，杨译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语势中，分值为 ２；莱译 ｔｏｐｐｅｄ ＇ｅｍ
ａｌｌ，语势最高，分值 ３；蓝译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语势

低，分值 １。
我们将周围人对祥林嫂态度的分值统计后发

现，莱译 ２４ 分，蓝译 １９ 分，杨译 １８ 分。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统计表明，莱译和杨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３１，有显著性差异，莱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２５８，没有显著性差异，杨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７３０，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对待催逼祥林嫂死亡的直接凶手（鲁四老

爷）、间接凶手（柳妈、卫老婆子、四婶等）的理解

上，莱尔非常深刻，蓝诗玲、杨宪益则相比较弱。
综上，３ 个译文在情感总体评价上，有 ５６ 个

小项评价存在差异，统计分数为莱译 １５７ 分，蓝译

１１９ 分，杨译 １１８ 分。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统计表明，
莱译和杨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００，有显著性差异，
莱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０００，有显著性差异，
杨译和蓝译的 Ｅｘａｃｔ Ｓｉｇ． 为． ９０８，没有显著性差

异。 这说明，在整体译文上，莱译的情感融入大大

高于杨译和蓝译，杨译和蓝译之间没有明显区别。

３　 影响翻译家情感融入的因素：定性考察
翻译家的情感融入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生活阅

历、译者惯习和翻译理念。
３． １ 移情体验与译者阅历

译者的移情体验受制约于其学术关注点和生

活经历，这二者决定译者对主题的理解，对人物情

感倾向性、社会裁约得体性的判断。
３． １１ 学术核心

《祝福》的主题在于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

质，和自私、冷漠的国民性。 ３ 位译者中，莱尔是

研究鲁迅的专家，其专著《鲁迅的现实观》 （Ｌｙｅｌｌ
１９７６）就是由博士论文改写而成。 在书中，他对

鲁迅小说反映的中国社会问题和各阶层人物进行

深入探讨，通过揭示人物的性格剖析中国的国民

性，比如鲁四老爷代表保守、冷酷、迷信（同上：
１４４），祥林嫂被大众认为不贞洁、肮脏、带来霉运

（同上：２２０），她深受压迫又毫无希望 （同上：

２２３），而杀害祥林嫂的凶手是融贯儒家道德和民

间佛教的吃人社会（同上：１４４）。 再如他曾经将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分为 ３ 类：传统型、中间

型、现代型。 《祝福》中的叙事者（在莱尔看来他

代表鲁迅本人）是中间型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

旧式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知道中国的疾病是什

么，但是他们只是没有医药的诊病医生。 面对现

实，他们没有能力改变，对此他们苦甜交加、自我

批评、满怀愧疚。 （同上：１７７ － １７９）
杨宪益的译作除鲁迅小说外，还有 《红楼

梦》、史学、诗词、典籍、革命题材作品，翻译量达

一千万字，其中很多是作为政治任务完成的，因此

很难对某一部作品有特定深刻的研究。 蓝诗玲是

研究“中国学”的汉学家，其研究重心在于中国的

文学、历史、现代化建设，翻译过 ７ 部中国小说。
相比之下，莱尔的翻译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和

老舍两位作家上，正因为他特定的研究功底，他对

鲁迅小说的主题理解最为深刻，对小说中各型人

物的情感体验最为浓烈。
３． １２ 生活经历

移情体验还取决于翻译家的生活经历。 如祥

林嫂初次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白头绳”是祥

林嫂丧夫后在服装上的标志，隐含有判断意义，属
于社会裁约（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之下的得体性（ ｐｒｏ⁃
ｐｒｉｅｔｙ）。 杨 译 为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ｂａｎｄ， 莱 译 为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ｏｌ，蓝译为 ｗｈｉｔｅｃｏｒｄ． 我们看到，这一意义只在

杨译中体现出来，莱译和蓝译丧失评价意义。 这

显然与两位西方翻译家的生活背景有关系。 又

如，柳妈讥笑祥林嫂从了第二个丈夫，说“总是你

自己愿意”，“愿意”是情感之下的倾向性（ ｉｎｃｌｉｎａ⁃
ｔｉｏｎ），杨译是 ｗｉｌｌｉｎｇ，莱译和蓝都是 ｗａｎｔ． 这体现

在“性”的意识上，两位西方译者比中国译者阐释

得更加主动。 再如鲁四老爷因祥林嫂是寡妇再嫁

而骂她“伤风败俗”，杨译和莱译都是从封建道德

角度予以阐释，而蓝译为 ｗ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ｂａｄ ｌｕｃｋ ｗｉｔｈ
ｈｅｒ，显然不是从批判中国封建礼教方面理解的。

３． ２ 移情倾向与译者惯习

在表现隐性情感的时候，杨译倾向于同原文

一致，将原文隐性的情感以隐性的方式表达。 莱

译和蓝译则倾向于化隐为显。 比如四婶初见祥林

嫂时觉得她“模样还周正”，杨译为 ｌｏｏｋｅｄ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莱译为 ｑｕｉ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ｂｌｅ，蓝译为 ｇｏｏｄ ｓｔｕｒ⁃
ｄｙ ｌｏｏｋ，我们能看出，情感上两位西方译者比杨宪

益更加外显，他们心中的祥林嫂比杨宪益的更健

康、漂亮。
莱译和蓝译在化隐为显的风格上又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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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们可以借用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 评价理论中“基
调”（ｋｅｙ）和“站位”（ｓｔａｎｃｅ）的概念做出区别。 基

调是对总体评价意义潜势的次选择，站位则是一

个下位的概念，它是一个“分基调”，与特定的修

辞目的以及作者的写作个性相关。 （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５：１６４）在化隐为显的时候，两位译者都

保留原文同情、批判的基调，但是在站位上，蓝诗

玲常常由悲凉、愤懑的站位转到反讽站位，而莱尔

则保留并强化原文的站位。 这种例子在二者的译

文中各有 ４ 处，我们各看一例：其一，“（只觉得天

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

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蓝译为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ｓｔｏｗ ｊｏｙ ｅｖｅｒｌａ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ｂｕｒ⁃
ｇｅｒｓ ｏｆ Ｌｕｚｈｅｎ。 其中 ｇｏｏｄ 化隐为显，其反讽的味

道更浓，但原文的压抑、悲愤之情则有所丧失。 其

二，“（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
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莱译为

Ｉ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ｗｏｍａｎ，其中 ｓｉｍｐｌｅ 化隐为

显，但原文的站位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语势得以

加强。
移情倾向与译者的翻译惯习相关。 惯习

（ｈａｂｉｔｕｓ）是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

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定势（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系统，包
括过去的经验，和一个由感觉、鉴赏、行为组成的

矩阵体所引发的功能。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７１：１８３） ３ 位

译者所处的翻译场域（ ｆｉｅｌｄ）不同，他们的翻译惯

习也相异。
杨宪益先生一生命运多舛，经历抗战之乱、文

革牢狱之灾、丧子之痛，终是“身陷囹圄死生轻”
（杨宪益 文明国 ２０１１：１３５），处世从容淡定（同
上：４６）。 在翻译的情感惯习上，他能保持内敛、
克制、平静，除了对应原文的情感之外，很少有格

外的个人情感融入。 在莱尔方面，根据他的同事

介绍，莱尔为人率真，从不做作，幽默风趣，富于想

象，对生活和工作赋予极大的热情，教学、写作、翻
译上追求至善至美。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５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ｙｅｌｌ⁃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０２２５０９． ｈｔｍｌ）在翻译的情感惯习上，他富于

想象，情感外显，对小说人物给予极大的同情。 而

蓝诗玲的惯习，根据笔者与她的通信交流，她说自

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对情境过分的戏剧

化（比如该用 ａｎｇｒｙ 的地方用 ｆｕｒｙ，该用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ｄｏｏｒ 的地方用 ｓｌａｍ），对副词和形容词也常常超

额使用。 而她最终的译作常常是由汉学家杜博妮

（Ｂ．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和她的丈夫（剑桥大学英文教授，

作家）修改，使其风格平缓下来（ｃａｌｍ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另外，出版前她的文字

编辑 Ｓａｒａｈ Ｃｏｗａｒｄ 又会最后润色，使之符合英语

读者的表现习惯（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４）。 我们注意到，
虽然蓝诗玲的总分只是比杨宪益多 １ 分，但是蓝

译中有省略未译的，有因生活阅历而导致评价缺

失的，有对鲁迅重复性语言自然化的。 这些加起

来蓝译就比杨译少 ７ 分。 此外，情感融入上她有

高低起伏的表现，可能与作家朋友的修改有关系。
３． ３ 移情再制与译者理念

鲁迅语言的一个突出性特征是果戈里式的语

言，包括重复句式、标记语序、冷峻幽默。 而这些

特征正是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５）列举的词汇之外

的重要情感评价方式。 翻译家对此处理，有着自

己不同的理念。 杨宪益曾说：“翻译的时候不能

作过多的解释。 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
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

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

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 （杨宪益 文明国 ２０１１：
４ － ５）。 在翻译实践中，杨宪益总是运用对等于

字面的词汇或结构去再制情感，很少会夸大表述。
而莱尔则说：“鲁迅与他的风格是不可分离的。
我努力再现阅读原作的体验……，方法之一是使

用夸张的风格（ ｉｎｆｌａｔｅｄ ｓｔｙｌｅ）” （ Ｌｙｅｌｌ １９９０：ｘｌ）。
在翻译实践中，莱尔常常运用大于原文字面的情

感去翻译。 蓝诗玲曾评论说，“汉语和英语截然

不同。 在风格和用语上追求与鲁迅风格的对等一

直是对我的挑战。 他的一个让我经常停下来思考

的写作习惯便是，经常、故意地重复……将此重复

准确地译出，在英语读者看来，既不舒服，又不高

雅，所以有时候我会对此做一些变换” （ Ｌｏｖｅｌｌ
２００９：ｘｌｉｖ⁃ｘｌｖ）。 对待原文的变异、重复所表达的

情感，蓝诗玲往往会做自然化处理。
我们能看到，在翻译“内中一个破碗，空的”

的时候，杨译和蓝译都是按照正常语序翻译为

ｅｍｐｔｙ ｂｏｗｌ，但是莱尔译为 ａ ｂｒｏｋｅｎ ｂｏｗｌ ｌａ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ｉｔ — ｅｍｐｔｙ，表现出对这一反常化表述的深刻理

解。 又如“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
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之中不厌其烦

的重复隐含了对鲁四老爷的反感，杨译和莱译都

体现出来，但是蓝译给予过滤，导致情感意义的减

弱。 再如，在翻译“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
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的时候，莱尔译为 ｔｈｅ ｃｏｒ⁃
ｎｅｒｓ ｏｆ ｈ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ｇｏ ｂａｃｋ ｓｏ ｆａｒ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ｄｅｅｐ ｗｒｉｎ⁃
ｋｌｅｓ ｓｈｒｕｎ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ａ
ｗａｌｎｕｔ，杨译为 ｗｒｉｎｋｌｉｎｇ ｕｐ ｌｉｋｅ ａ ｗａｌｎｕｔ⁃ｓｈｅｌｌ，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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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 ｐｕｃｋｅｒｉｎｇ 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ｕｐ ｌｉｋｅ ａ ｗａｌｎｕｔ． 莱译显然

使用夸张的手法，对人物的刻薄挖苦，在程度上超

过杨译和蓝译。

４　 结束语
本文分析《祝福》３ 个译本对人物不同的情感

赋值和态度评价，并循此探讨影响翻译家情感融

入的因素。 翻译家因为自身阅历、译者惯习、翻译

理念的不同，必然会导致移情体验、移情倾向、移
情再制的差异，译文的情感赋值不可能、也没必要

与原文保持一致，批评者不能根据译文情感赋值

是否与原文相同判断译文的艺术成就。 借用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Ｗｈｉｔｅ 的评价理论，批评者能够对情感

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从而得出较为精确、
客观的结论，为翻译批评开辟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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