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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等值始终是翻译研究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大多涉及等值的概念、类型及可行性。 本文从语言价值视角重

新审视翻译对等现象，根据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说探讨意义和价值的关系，以“相同价值”解释等值问题，指出在共享使用

价值的基础上原文和译文保持的对应关系即翻译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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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值”一直受到翻译理论研究的关注，相关

讨论大多涉及等值的概念、类型和可行性问题，鲜
有人问津翻译对等单位设定的依据。 从语言价值

的角度看，判断两个语言单位的对等交换性在于

判断它们是否有相同的语言价值。

１　 语言间符号的关系
“语言价值”是索绪尔符号理论体系的核心

概念。 该理论从能指、所指和语言系统的角度考

察语言符号的价值，从差别性、交换性和对比性方

面解释语言单位和语言系统的关系、意义和价值

的关系。 “词语的价值仅是不同要素共存的结果

而已。 价值乃是共存要素的对等物”。 （索绪尔

２００７：１５４） 共存关系是语言价值的基础，关系对

等是翻译中价值对等的基础。 价值对等体现目的

语语言价值和源语语言价值的可交换性。 可交换

程度和翻译对等程度有正相关性。
语言符号的产生是任意的。 任意性使符际间

的词不可能完全以“ Ａ ＝ 甲”的简单等式关系存

在，这在某种意义上增加翻译的难度（金隄 １９９８：
８６）。 “如果词的任务只是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
那么语言之间都会存在意义上完全对等的词。”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２００１：１１４ － １１５） 事实并非如此，符号

的任意性导致不同语言间概念表征的差异。 差异

的存在说明翻译不是简单的“Ａ ＝ 甲”，而是 Ａ 语

言价值 ＝ 甲语言价值。

２　 符号的价值
词是音响形象和概念任意结合的产物，是表

达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也是符号切分世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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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差别性和任意性是符号切分世界的方式，切
分的结果是：（１）意义单位的形成；（２）不同语言

间能指体系和所指体系不同。 每种语言切分世界

的方式不同。 所指体系的差异意味着不同语言组

织概念或范畴的方式不同，也意味着不同语言间

词的语义表征不完全对等，语言之间词义部分不

对等是常态，这一点在翻译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声音和思维的连续体上进行切分可产生一

定数量的能指和所指对立相依的语言单位。 这些

语言单位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可分辨性或

差别性是切分词的依据，没有差别性就没有词的

产生。 差别切分能指，也切分概念和概念范畴，使
概念与概念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此联系即语

言价值产生的基础。
孤立的词只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是

一个封闭的、独立存在的语言单位，孤立的词有意

义但不具备价值。 词的意义相对单个符号而言，
价值则相对语言系统和规约而言。 换言之，词的

意义源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价值则源于词与语

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共存关系。 “语言是一个系

统，系统中的各要素有连带关系，每个要素的价值

取决于各要素间的共存关系。” （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２００１：
１１３） 不考虑与之相邻的其他词就不能确定这个

词的价值。 价值是语言系统中各要素共存关系的

产物。 当概念既是声音的等价物又是共存要素的

产物时，意义等同于价值。
区分意义和价值的概念给翻译等值一个符号

学的解释，即不同语言间概念相同或部分相同的

两个词在孤立状态下即使有相同的意义，也未必

有相同的价值。 翻译等值追求两种语言依托符号

间的关系或符号与文本外其他要素的关系形成的

价值对等，而不是脱离语言使用范围的词义对等。
实际上，同一语言中或不同语言间的同义词都可以

用来说明价值和意义是不同的，因为同义词具有相

同的意义但不同的价值。 价值体现于语言系统中

要素的差别或关系。 意义相同的两个词只有在特

定语境里才能决定其价值是否对等。

３　 翻译———同价值话语单位的转换
把翻译看作同价值话语单位的转换指在价值

共享的基础上以甲话语单位置换 Ａ 话语单位。
语言价值是能指系统交换的基础，也是实现翻译

中话语单位等值交换的条件。
３． １ 价值原则

价值是不同系统间要素的等价交换。 所指和

能指是语言学中不同系统的要素：一个是概念系

统，一个是声音系统。 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在交

换中：音响形象的价值实现于概念的存在，反之概

念的价值也是由音响形象来体现的，声音和概念

由此形成可交换的等价关系。 两者的交换发生在

语言内部，是静态的，交换的结果是符号的形成。
翻译中也有一种交换，但交换发生在不同语言的

能指系统间，即音响形象的交换。 Ａ 语言与甲语

言在声音层面（即能指层面）进行交换，交换的结

果是改变音响形象，致使不同的能指匹配相同的

所指。 在共享所指的基础上甲语言符号与 Ａ 语

言符号构成等价关系。 单从能指交换的层面来

看，翻译对等似乎是通过改变源语音响形象再现

能指和所指等价关系的符号系统切换行为，但实

际上这仅仅是相对单个符号的翻译而言，只是一

种涉及单词的静态等价交换关系，这种交换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等值概念。
就孤立的词而言，如果 Ａ 语言和甲语言在能

指层面与同一个所指产生等价交换，那么 Ａ 语言

与甲语言之间就构成符号的等价关系，两者意义

对等，或者说概念对等。 这种静态对等的单词翻

译常见于词典翻译和以教或学单词为目的的教学

翻译。 脱离语境的词义对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静

态的翻译对等概念，称不上是翻译价值对等。 语

言符号的价值实现于符号的使用过程。 “使用价

值”（ｕｓｅ⁃ｖａｌｕｅ）是区分翻译价值对等与结构主义

语言学等值观的关键要素（ Ｐｙｍ １９９２：３８）。 “我

们应该舍弃结构主义语言学一度采用的不同语言

系统间对称性的‘对等价值’理念，应该借助经济

学的交换理论来区分自然使用价值对等和功能对

等这两个假设，应该看到等值实际上是在交换价

值基础上体现的对等翻译理念。” （同上） “自然

使用价值对等”指不同语言系统中存在的自然对

等语言单位的概念，这也正是等值论受到质疑的

关键原因。 翻译价值对等侧重于等价值基础上的

语际间话语单位能指形式的转换，这可以理解为

功能或动态对等的含义。
３． ２ 翻译中的价值对等

词在翻译中的价值须满足可交换性和可比性

两个条件：（１）根据可交换原则：目的语的能指和

所指之间也有等价交换关系。 源语的能指和所指

的等价关系在改变音响形象后变成目的语能指和

所指的等价关系。 在这一语符切换过程中，等价

物是所指，这是交换的基础，也是体现能指价值的

实体；源语和目的语的话语单位所指不变，等价关

系不变。 这是一种改变能指不改变所指的单词翻

译。 （２）根据可比性原则，一个词与其他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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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确定该词在系统中的价值。 词在翻译中首先

需要确定的是意义。 意义的基础是能指和所指的

等价关系。 其次，要确定的是词在系统中的价值。
意义不完全等同于价值，价值归属于特定的系统，
在系统中产生的意义才有价值。

能指和所指间的联系产生意义，符号与符号的

联系产生价值，价值体现在符号的使用过程中。 脱

离语境，符号的意义是静态的，被语境激活的意义

才能体现出符号的价值，价值是动态意义之所在。

４　 等值的多维性与改写的适度性
翻译即改写，翻译中的改写因意识形态差异或

语言差异的干扰而发生，改写为的是选择与翻译目

的相适应的诗学维度或意识形态维度的价值对等

交换单位。 对等维度的选择取决于源语的语言价

值、目的语的诗学规范或文化规范的取向。 价值对

等是译者做出的目的性明确的翻译选择结果。
４． １ 翻译等值的多维性

语言价值体现在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使用在

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上体

现一定的价值倾向，因此，翻译价值对等的取向也

是多维度的。 等值单位不是对称性地存在于不同

语言系统中，而是译者通过比较选择出来的在某

一个或几个维度上可对等交换的翻译操作单位，
这是一种不少学者倾向采纳的客观审视翻译过程

的眼光。 持有或倾向等值观的学者都是以在某一

个或几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对等关系来界定或谈

论等值概念的 （ Ｃａｔｆｏｒｄ １９６５， Ｐｙｍ １９９２， Ｋｏｌｌｅｒ
１９８３）。 事实上，无论是形式等值还是动态等值，
无论是语用等值，还是语言规范等值，任何翻译对

等单位的采用都是译者在考量语言使用维度的前

提下做出的翻译选择。 选择是动态的，决定选择

的是“使用价值”或“有用性”（ｕｔｉｌｉｔｙ）（Ｐｙｍ １９９２：
４４），选择的直接结果就是或对形式或对内容做

出某种性质的改写。
４． ２ 价值选择的倾向性与改写的目的性

价值的选择有明显的倾向性，皮姆以英国电视

游戏节目“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ｒｉｇｈｔ”为例说明判断等值关系

的依据不是语言形式 （同上 ２００７：２７４）。 表１ 显示同

类的节目名称在不同语言间不同维度的对等关系。

表１ 　 不同语言间话语单位对等关系的多维性

语言类型

语言特征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汉语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Ｌｅ ｊｕｓｔｅ ｐｒｉｘ． Ｅｌ ｐｒｅｃｉｏ ｊｕｓｔｏ． Ｄｅｒｐｒｅｉｓ ｉｓｔ ｈｅｉｓｓ． 价格猜猜猜。

语法结构的

对等程度
主系表结构 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

（后置定语）
主系表结构 主题—评述结构

ｒｉｇｈｔ 的语义

对等程度

ｒｉｇｈｔ 的释义：ｉ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ｉｃｅ．
语义对等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ｉｃｅ．
语义对等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ｈｏｔ ．
所指不对等

Ｇｕ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命题不对等

音韵效果

对等程度
ｐｒｉｃｅ 和 ｒｉｇｈｔ 押韵 无音韵效果 无音韵效果 ｐｒｅｉｓ 和 ｈｅｉｓｓ 押韵

以原词复现体

现音韵效果

　 　 ∗表中的汉语名称为笔者添加。

　 　 根据表１ 中各项说明，可概括为以下 ３ 点：
（１）有相同有用性的话语单位在不同语言里

可以有不同的语法结构。 作为电视栏目名称，语
法结构越简单、越便于记忆越好。 法语和西班牙

语分别省略系词采用偏正结构，这是一种满足电

视节目命名简洁性原则的策略。 虽然其语法结构

与英语的不同，但命题相同，语义价值则相同。
（２）如果两种语言在某个层面（如语义、语

音、功能）拥有相同的有用性，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的两个话语单位可构成价值对等交换关系，这种

关系是操作话语单位转换的价值基础。
（３）话语单位的价值有时来自语言系统内

部，有时来自语言的使用环境。 如果环境是决定

使用价值的因素，翻译时则倾向于功能层面的价

值对等，而非语义层面的价值对等。 例如：德语

ｈｅｉｓｓ（热的、刺激的）的语义与英语 ｒｉｇｈｔ 没有语义

特征对应关系，而有相同语义对应关系的则是

ｒｉｃｈｔｉｇ（正确的） 或者 ｒｅｃｈｔ（合适的），但 ｐｒｅｉｓ 与

ｈｅｉｓｓ 同现和 ｐｒｉｃｅ 与 ｒｉｇｈｔ 同现一样，会产生很好

的谐音效果，谐音突出语音的和谐美。 此外，在
ｐｒｅｉｓ 的语义限制和电视节目场景的作用下，ｈｅｉｓｓ
的语言张力得以加强，猜价格节目场景的刺激程

度犹如温度一般触手可及（同上），这一点也使得

ｈｅｉｓｓ（对应英语是 ｈｏｔ）可以与 ｒｉｇｈｔ 构成有效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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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等关系。 这种以效果为重的翻译行为是一种

功能取向的等值翻译。
就翻译而言，以上 ５ 种语言的话语单位都可以

相互转换，转换的基础是不同维度的价值对等关

系。 价值的选择意味着对原文某些维度的舍弃和

改写。 如果以英语电视节目的名称作为原文，那么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ｒｉｇｈｔ 就是其他 ４ 种语言翻译改写的参

照物。 这 ４ 种语言的翻译与原文的关系如下：
（１）语法形式不对等，语义价值对等。 法语

和西班牙语译文改写的是原文的语法形式，主谓

结构改为偏正结构，命题不变，语义关系对等。
Ｒｉｇｈｔ 释义中 ｊｕｓｔｉｃｅ 语义特征显示这个英语单词

与法语的 ｊｕｓｔｅ 和西班牙语的 ｊｕｓｔｏ 有共享的语义

成分，因此 ３ 者语义价值对等。 语义成分和语义

关系对等意味着所指对等，以所指对等为取向的

翻译称为语义等值翻译。
（２）语法形式对等，词义不对等，但形式—审

美效果对等。 德语译文是在语义维度上对原文进

行改写，舍弃 ｒｉｇｈｔ 的语义对等词 ｒｉｃｈｔｉｇ，取而代之

的是表示温度的词 ｈｅｉｓｓ，这是一种典型的诗学取

向的改写，以功能价值为重，改写语义，保留原文

的谐音效果，以谐音之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３）语法形式不对等，词义不对等，但形式—

审美效果对等。 汉语译文与原文的句子结构不一

致，前者为主题—评述句，后者为主谓句。 此外，
在词汇层面汉语译文改写原文（ｒｉｇｈｔ 改为“猜”），
但重现原文的形式—审美效果，用叠词体现原文

的韵律，再现原文押韵的美学效果。 再者，对原文

的改写是一种语言规范取向的适应性策略。 有研

究者对中国内地及香港凤凰卫视的 １０３０ 个电视

栏目进行统计，绝大多数栏目的名称都在二至八

言（音节）之间，其中以四言、五言最多，中央台节

目中以五言格式命名的栏目主要集中在二套、三
套等娱乐性、文艺性较强的频道（蒋成峰 ２００７）。
“价格猜猜猜”正是以五言格命名娱乐节目的做

法，很适合受众的审美价值观。
改写不是任意的，对哪一个维度进行改写都

不能改变主题。 Ｐｒｉｃｅ 是主题词，所有的译文都必

须保留该主题词，改写主题就彻底切断译文和原

文的关系，两个文本之间也就不存在价值对等。
围绕同一个主题可以换一种语言形式、表述方式

和视角，所有的改写都是为更好地表现原文主题，

或让目的语读者更易于接近原文。

５　 结束语
翻译是在有一定价值对应关系层面上进行的

跨语言文化的交际活动。 脱离作为参照物的原文

和交际环境谈意义和改写都不是一种正确的做

法。 既然等值发生在不同的维度上，那么改写也

应该在相应的维度上进行，这种基于相同价值的

改写才能控制改写的方向性和适度性。 如果说翻

译是一个寻求可交换对等话语单位的过程，那么

语言使用价值就是衡量原文和译文之间话语单位

转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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