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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汉英对应小说语料库，以评价系统为分析框架，本文进行汉译英原文与译文和英译汉原文与译文评价

范畴的对比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无论是汉译英还是英译汉，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的态度意义基本一致，但原文与

译文在介入和级差意义的建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小说翻译的过程中，译文忠实于原文的价值判断，译

者通过介入和级差系统的不同选择，协商翻译中附加的人际关系，促使受话者接受原文的价值判断，但在不同译向的小

说翻译中介入和级差意义的建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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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construction of Appraisal Meaning in Nove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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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is paper i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Novel Corpus of Appraisal Meanings． Th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hat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in translation，there is a consistency in attitud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ce and target langu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agement and
graduation． That means in the process of novel translation，the translators tend to be faithful to values reflected in the source text，
but they are inclined to employ engagement and graduation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bjects．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
lation a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re different in the ways of engagement and graduation mean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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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学语类，通过对环境和

故事情节的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反应社会生活。
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受制于并体

现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依据系统功能语

言学的基本观点: 语言是语境中的语言，语境不同

则语言各层次( 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 /字
系层) 内的选择不同。小说翻译最表层的变化是

从源语向目标语的转换，但根本性变化是小说写

作与翻译目的，作者和译者、源语和译语读者所处

的语境等的多重错位。这种错位必然导致在语言

层选择的差异，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3 个维度上产生翻译的不确定性和译者的主体

性。人际功能中的评价系统是体现语篇价值评判

的最 有 效 的 框 架。 ( Thompson，Hunston 2006:

308) 小说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载

体，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既能忠实于原文的价值观

念，又能降低由人际关系的附加，语境错位，尤其

是文化语境的错位带来的交际风险，是译者必须

面对的问题，而评价意义的重构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为此，本文以 Martin 和 White ( 2005 ) 建

构的评价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汉英对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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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语料库”(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Appraisal Meanings) 中的汉英对应小说子语料库，

分析在汉译英和英译汉过程中，小说原文与译文

评价意义建构的异同，探究译者评价意义再建构

的整体倾向性。

2 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的范

畴，它将人际意义从小句语法上升为语篇语义的

范畴，关注语篇的态度协商、情感强弱、价值来源

以及读者定位 ( Martin，Ｒose 2003: 22 ) ，涵盖态

度、介入和极差 3 个子系统( Martin，White 2005:

7) 。态度是对人、物或行为的积极或消极感受，

是对他人行为或事物的评判; 介入关注态度的来

源和讲话者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级差用来表达语

义的不同等级，在两个可分级维度发挥作用: 对强

度或数量的评估和对典型性或精密性的评估，前

者称为语力，后者称为聚焦( 同上: 137) 。评价系

统在态度、介入和级差 3 个维度上存在不同精密

度的选择，依据 Martin 和 White ( 2005 ) 在最精密

度上划分的 26 类子范畴，可将其整理为图1 呈现

的系统。

图1 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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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意义中

的态度意义体现价值判断，介入和级差则体现语

域中的语旨，即人际关系，它们是讲话者与受话者

协商观点、立场，建构语篇参与者之间关系的重要

资源。而语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说话人想

要构建怎样的“主体间关系”( 岳颖 2012: 84) ，受

讲话人的主观调控。

3 语料描述与分析方法
本文语料来自彭宣维主持研发的“汉英对应

评价意义语料库”中的汉英对应小说子语料库。
该子库有汉语小说 10 篇:《春蚕》《春风沉醉的晚

上》《荷花淀》《华威先生》《林家铺子》《潘先生在

难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石青嫂子》《为奴隶的

母亲》和《小二黑结婚》以及相对应的 10 篇英译

文; 英文小说 3 篇: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和 Love of Life 以及相对

应的 3 篇汉译文。语料的对比分析从两个视角展

开: 汉语原文与其英译文和英语原文与其汉译文

的对比分析。评价范畴英文的检索工具为 AM-
ParaConc 2012，汉 语 的 检 索 工 具 为 AMParaConc
Professional，数据统计软件为 SPSS17． 0。行文中

限于篇幅，只呈现卡方统计交叉表，计数行体现原

始频率，残差行是调整后的残差值。

4 汉英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
4． 1 态度系统内的对比分析

表1 是小说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与态度系统

内各范畴的交叉统计。从计数行原始频率的分布

状况来看，除判断范畴中的态势性、真诚性和恰当

性在译文中的分布频率下降外，其它各子范畴在

向英语转换的过程中频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上

升。原文和译文中各范畴的分布频率虽然有所不

同，但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 P ＜ ． 05 的情况下，原

文和译文在态度范畴上的差异并不显著。

表1 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与态度交叉统计

态 度

情感 判断 鉴赏

意愿性 愉悦性 满意性 安全性 态势性 能力性 可靠性 真诚性 恰当性 反应性 构成性 估值性

总计

语言

汉语

英语

计数 630 740 418 536 232 534 724 81 808 592 58 509 5862
调整残差 － ． 1 ． 2 － ． 2 － ． 3 ． 4 － 1． 5 － ． 3 ． 4 1． 1 ． 4 ． 5 ． 0

计数 650 751 433 558 230 597 751 78 786 593 54 523 6004
调整残差 ． 1 － ． 2 ． 2 ． 3 － ． 4 1． 5 ． 3 － ． 4 － 1． 1 － ． 4 － ． 5 ． 1

4． 2 介入系统内的对比分析

依据语篇主体间对话空间的扩缩，介入资源

分为收缩性介入和扩展性介入。收缩性介入指说

话人或作者直接介入话语过程而陈述的价值或观

点，对不同状况、观点及其范围的挑战、抵制或限

制; 扩展性介入指说话人或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

不同观点或声音的容忍态度。( 彭宣维 2010: 55)

但介入不仅涉及到讲话者与话语中其它声音的对

话，即话语间性的问题，同时还关注内外部声源的

问题，即相关意见来源于“说话者”还是“外人”
( 张冉冉 2015: 13) 。介入系统中的否定、对立、认
同、断言和接纳属于内部声源，引证、宣称和疏离

是外部声源。外部声源的选择是讲话者对自己立

场和态度的策略性建构。表2 是小说汉语原文、
英语译文与介入系统内各范畴的交叉统计。

表2 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与介入交叉统计

收缩 扩展

否定 对立 认同 断言 引证 接纳 宣称 疏离
总计

语言

汉语

英语

计数 1517 1461 837 162 2 1637 281 33 5930
调整残差 2． 3 7． 1 7． 0 3． 2 － 2． 1 － 13． 5 － 1． 0 － ． 4

计数 1242 999 511 96 8 2077 269 32 5234
调整残差 － 2． 3 － 7． 1 － 7． 0 － 3． 2 2． 1 13． 5 1．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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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残差行调整后残差值显示，否定、对

立、认同、断言、引证和接纳的残差绝对值大于临

界值 1． 96，而且对立、认同、断言和接纳 4 个范畴

的调整后残差的绝对值大于 2． 58 这个临界值，说

明原文与译文在这 6 个范畴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P ＜ ． 05。
从调整后的残差值的正负判断，在汉语小说

原文中，否定、对立、认同、断言的应用比率明显高

于与其相对应的英译文。从内外部声源系统来

看，这 4 个范畴都属于内部声音，既在汉译英的过

程中，汉语原文更多地使用内部声音，而译文中内

部声音的使用比例显著下降，即译文中讲话者减

少语篇中直接性主观介入; 从对话空间来看，否

定、对立、认同、断言属于收缩性介入，汉语原文与

译文相比，汉语中的对话空间较小，而译文由于收

缩性介入资源的显著减少和扩展性介入资源接纳

应用比例的升高，对话空间扩大。
在译文中引证和接纳的应用比例明显高于与

其相对应的汉语原文。虽然从对话空间的收放来

看，引证意义属于收缩范畴，但是它的声源是外部

声源，体现其他人的价值和观点。即在汉译英的

过程中，更多地是通过外部声源把相应的价值和

态度以一种客观、正确的方式引入到语篇中，以减

少读者对相应立场和意图的质疑。
接纳是扩展性内部声源，表示说话者的立场

和观点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承认他人不同

意见的存在，充分考虑读者的可能意见，其目的在

于建立一致关系，减少对话冲突。从表2 中调整

后的残差值来看，接纳范畴调整后残差绝对值大

于 2． 58，差异的显著性为 P ＜ ． 01，表明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到译文读者因素，在表达说

话者立场、观点的同时，承认其他观点和立场的存

在，力图减少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对称而带来的矛

盾冲突。
4． 3 级差系统内的对比分析

级差系统调解态度的强弱和主体介入程度，

体现主体的态度和评判。在语义范畴内承认其他

级差梯度的可能性是对话空间建构的一种隐性方

式。表3 是小说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与级差系统

内各范畴的交叉统计。

表3 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与级差交叉统计

语力

数量 体积 跨度 品质 过程
聚焦 总计

语言

汉语

英语

计数 1481 259 2052 1497 5051 260 10600
调整残差 2． 1 － ． 2 4． 8 － 6． 5 ． 9 － 3． 8

计数 1292 247 1669 1733 4683 332 9956
调整残差 － 2． 1 ． 2 － 4． 8 6． 5 － ． 9 3． 8

表3 中调整残差行显示，数量、跨度、品质和

聚焦调整后残差绝对值均大于 1． 96 这个临界值，

原文与译文的差异主要通过这 4 个范畴体现。另

外，通过调整后残差值的正负，可以判断出在汉语

小说原文中数量和跨度两个范畴明显高于其在译

文中的比例。数量和跨度属于量化的范畴，但数

量不体现为具体精确的数值，而是一个具有梯度

的量的范畴。跨度体现的是时间和空间的跨度，

不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数量和跨度表达的都是

非精确概念。在译文中数量和跨度频率与应用比

例的减少，实际是减少主体间在数量和时间、空间

上协商的机会。
品质和聚焦两个范畴在汉译英的过程中频率

和应用比例都增加。二者调整后残差值的绝对值

分别为 6． 5 和 3． 8，均超过 2． 58 这个差异的显著

度为． 01 的临界值。品质修饰形容词或副词，形

容词和副词是体现态度系统的主要资源。从表1

态度系统的统计结果看，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在

态度系统内各范畴的应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也

就是说，在基本观点和立场不变的前提下，译者在

汉译英的过程中倾向于在语义范畴内添加级差等

级来调整态度的强弱，在语义范畴内打开对话空

间，承认其他等级的存在，为读者的观点预留空间，

通过级差使读者观点自然化，以减少对立冲突。

从经验的视角看，聚焦修饰不可分等级的范

畴( Martin，White 2005: 137 ) 。当一个不可分等

级的范畴被聚焦资源修饰时，这个范畴内涵发生

变化，倾向于表达该范畴所具有的品质。同时，通

过弱化( soften) 和强化( sharpen) 体现被修饰范畴

与经验范畴原型的距离。强化聚焦表示靠近经验

范畴原型，弱化聚焦则表示离中心较远，属于边缘

范畴。但无论是弱化还是强化，都是与原型的吻

合程度。与品质范畴相似，聚焦资源的应用使范

畴内存在以原型为依据的多梯度选择，是译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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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内建构对话空间、承认读者可能存在的其他

观点的一种方式，能增加主体间的协商性。
可见在汉译英过程中，由于原文读者与译文

读者在文化语境中的不对称，所以存在意识情态

等方面的差异。为此译者常常会通过内外部声源

的归属、收缩性和扩展性介入资源的的使用来调

节讲话者对所阐述观点、立场的介入程度，以减少

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产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汉译

英中译文介入意义的建构通常更多地应用扩展性

介入资源，而收缩性资源的应用较少，其目的是扩

大讲话者和受话者的对话空间; 同时，通过外部声

源的归属来减少讲话者自身的介入。无论是扩大

对话空间还是将观点归属外部声源都是在降低与

目标读者产生矛盾冲突的几率，以实现与读者的

协商。另外，汉译英中译者借助级差系统对态度

和原型范畴级差化，以建构语义范畴内的对话空

间，降低对信息判断的绝对性，加强与其他主体的

协商关系。

5 英汉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
本部 分 的 语 料 来 自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和 Love of Life 以

及其相应的汉译本。从评价范畴的原始分布频率

和卡方检验结果来看，英语小说在向汉语翻译的

过程中存在评价范畴选择的变化。
5． 1 态度系统的对比分析

表4 是小说英语原文、汉语译文与态度范畴

的交叉统计。调整后的残差值显示，原文与译文

在每一个次范畴的使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

是说，以忠实原文为前提，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态度

系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表4 英语原文、汉语译文与态度交叉统计

态 度

意愿性 愉悦性 满意性 安全性 态势性 能力性 可靠性 真诚性 恰当性 反应性 构成性 估值性
总计

语言

英语

汉语

计数 401 433 147 262 175 815 752 17 255 896 103 565 4821
调整残差 － ． 7 － ． 6 － ． 2 ． 2 ． 0 ． 4 ． 4 － ． 1 ． 0 ． 4 － ． 5 ． 0

计数 424 453 151 259 177 807 741 18 258 886 111 568 4853
调整残差 ． 7 ． 6 ． 2 － ． 2 ． 0 － ． 4 － ． 4 ． 1 ． 1 － ． 4 ． 5 ． 0

5． 2 介入系统的对比分析

表5 是小说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与介入范畴

的交叉统计。该表的计数行显示，除引证范畴在

原文和译文中均未出现外，译文中其它介入子范

畴出现的频率均呈上升趋势。与原文相比，译文

中主体间对话性渐强。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原

文与 译 文 介 入 范 畴 的 应 用 具 有 显 著 差 异，

P ＜ ． 01。

表5 英语原文、汉语译文与介入交叉统计

收缩 扩展

否定 对立 认同 断言 引证 接纳 宣称 疏离
总计

语言

英语

汉语

计数 1031 781 357 101 1584 511 2 4367

调整残差 ． 2 － 4． 2 － 3． 9 － 3． 0 5． 2 2． 6 － ． 6

计数 1200 1094 539 172 1601 513 4 5123

调整残差 － ． 2 4． 2 3． 9 3． 0 － 5． 2 － 2． 6 ． 6

表5 的调整残差值显示，英语原文与汉语译

文在介入系统中对立、认同、断言、接纳和宣称 5
个子范畴的应用存在显著差异，且调整后残差绝

对值大于 2． 58，P ＜ ． 01。从残差值的正负判断，

英语原文中的对立、认同、断言 3 个收缩性介入资

源的应用显著低于其汉译文中的应用比例。英语

原文中的接纳和宣称两个扩展性资源的比例则显

著高于其汉译文中的此例，但从原始频率来看，接

纳和宣称在译文中的频率呈上升趋势，比例的下

降是由于其它范畴应用比例的升高所致。也就是

说，与原文相比，译文中增加收缩性介入资源的使

用，而对立、认同和断言均属于内部声源，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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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说话人或作者直接介入话语过程、陈述价值或

观点的几率。
5． 3 级差系统的对比分析

表6 是小说英语原文—汉语译文与级差范畴

的交叉统计。调整残差行显示，原文与译文在跨

度与聚焦两个子范畴上的差异显著，残差绝对值

大于 2． 58，P ＜ ． 01。从调整后残差的正负可知，

英语原文中跨度资源的应用比例显著低于其在译

文中的应用; 聚焦资源的应用比例显著高于其在

译文中的应用比例。数据显示，汉语译文中更倾

向于利用语力资源建构对话空间，与原文相比最

为显著的是抽象与具体时空的范围化，而非具体

化，这一点与汉译英恰好相反。

表6 英语原文、汉语译文与级差交叉统计

语力

数量 体积 跨度 品质 过程
聚焦 总计

语言

英语

汉语

计数 941 350 1389 1351 3899 287 8217
调整残差 ． 2 － ． 3 － 3． 2 ． 9 ． 5 4． 0

计数 1192 457 1964 1672 4934 263 10482
调整残差 － ． 2 ． 3 3． 2 － ． 9 － ． 5 － 4． 0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英译汉中态度范畴

基本不变; 介入和级差资源与原文相比呈上升趋

势，对话空间增多。介入资源中译文体现内部声

源的对立、认同和断言的比例显著升高，即译文中

主体的直接介入和干预增多。

6 结束语
在小说的翻译中，态度意义的建构基本忠实

于原文，原文与译文不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英译

汉。但介入意义和级差意义的建构，无论汉译英

还是英译汉的原文和译文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即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价值判断，译者通过介入和级

差系统的不同选择，协商翻译中附加的人际关系，

使受话者接受原文的价值判断。
同时，统计分析显示，汉译英和英译汉中译文

介入和级差意义的建构方式并不相同。在汉译英

的过程中介入和级差资源减少，整体对话空间缩

小。但译者通过调整内外声源使信息正确化、客
观化，减少主体的直接介入和干预; 通过态度和原

型范畴的级差化，建构语义范畴内的对话空间，与

原文相比信息和态度的读者可接受性增强。而在

英译汉的过程中，介入和级差资源增加，总体对话

空间得到扩展。但译者通过提升内部声源的收缩

性介入资源的应用比例，增加讲话者直接介入话

语过程、陈述价值或观点的几率。即译者采用不

同的策略来建构评价意义，调整主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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