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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

内容概要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
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
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
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三原则与内涵。保持隐喻特征；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根据语境
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
者的思维中“映射”。
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译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
意象一致；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
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
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三个翻译方法与内涵。转换喻体；扩展隐喻，补出寓意；直
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
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
’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
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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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结论　　1.1　西方隐喻研究新发展对本研究的启发　　西方隐喻研究近20年来有了很多
的新发展，其中的一些新观点对本文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笔者受西方隐喻
研究新发展的启发，萌生出隐喻汉英翻译的四点新认识，详述如下。　　（1）隐喻汉英翻译的新认
识之一：我们研究的隐喻汉英翻译原则重点应建立在隐喻意象从汉语到英语的思维传递上。这种思维
传递以汉英读者的隐喻意象认知一致为目标。　　列文森（Levinson，S）在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
（Pragmatics）与奥托尼（Andrew Ortony）在1993年出版的《隐喻与思维》（Metaphor and Thought）
两本书都研究了隐喻的语用特征，认为，语境在认知隐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法国认知心理学家丹·斯珀伯和英国语用学家迪尔德丽·威尔逊（DanSperber＆Deirdre
Wilson）198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rn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专著中最早提出的，不但对认知语用学贡献很大，而且对我们解释隐喻性话语很有启发。关联理论解
释的人理解话语是根据事物的关联性形成语境，从新信息与已有信息的关联中找到寓意，也正是人们
理解隐喻所应该经历的心理过程。理解隐喻就是寻找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最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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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在论及汉语隐喻翻译时提出的翻译原则很有见地，很喜欢！
2、图书馆借过，买来看看，不过到书时，感觉书很旧，前后封面都有点掉出来，得自己贴好
3、隐喻是当前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之一，但对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进行研究还不多，本书视角较为新
颖。
4、译例也好似在很多不同教材中看过，理论也不算新颖总的说来，不是很吸引人。浙江工商大学的
老师很能出书，类似陈明瑶，刘法公等等，总觉得有股浮躁的气息，没有真正治学的闪光创新论点。
不是很喜欢，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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