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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介甫英译《边城》的生态翻译学研究 ①

郭亚丽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金介甫英译《边城》的译者、译文与翻译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研究。金介甫作为译
者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体现了与生态环境中各要素的和谐统一。“三维”转换方面，译者在语言维对原文语言多层次、

多方面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该译本的突出优点，译者通过厚译、细译和异化归化的灵活

运用，适应了原文的文化系统；在交际维，译本在个别地方存在改进的空间。总的来说，该译本充分体现了多维度的选择

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具有了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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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先生发表于 １９３４年的现代牧歌式小说《边
城》，被誉为“一幅淳美别致的风土人情画”，“一部最长的

诗”，“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

着国内外众多读者，也是现当代中国小说中被译介最多

的作品之一。到目前为止，已有４种英译全译本《边城》
出现———１９３６年项美丽和邵洵美（ＥｍｉｌｙＨａｈｎ＆ＳｈｉｎｇＭｏ
－ｌｅｉ）的译本，１９４７年金盽和白英（Ｃｈｉｎｇｔｉ＆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ｙｎｅ）
的译本，１９６２年戴乃迭（ＧｌａｄｙｓＹａｎｇ）的译本和２００９年金
介甫（ＪｅｆｆｒｅｙＣ．Ｋｉｎｌｅｙ）的译本。这些译本近几年也激发
起大家极大的研究兴趣，多篇硕博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

对几个译本进行了比较评析（徐敏惠，２０１１；谢金梅，
２０１１；向仍东，２０１１；杨凯，２０１１；于美荣，２０１１；桂筱帆，
２０１２；龚明星，２０１２；蒲璞，２０１２；李小雪，２０１２），提高了学
界对他们的认识。金介甫的译本是《边城》的最新译本，

对该译本的深入研究尚鲜见于学术期刊。由中国学者提

出的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为我们研究这

些译本提供了新的角度。因此，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角

度对其进行整体性解读，以期丰富对《边城》译本的研究。

１　生态翻译学
以生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

理论依据，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于

２００６年正式提出并诠释了“生态翻译学（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
ｇｙ）”。生态翻译学是一项利用生态系统的理性特征、从
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整合性研究。胡庚申教

授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

动”［１］３９，即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地适应和选择的

交替过程。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

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

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１］４０。该理论对翻译本体

做了如下解释：一是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

的交替循环过程；二是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

应与适应性选择；三是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

际维、文化维）转换；四是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

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从而得出了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

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这个结论［２］。

生态翻译学打破了以往种种翻译研究的局限，将翻

译置身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来探讨分析。该理论强调

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翻译行为的

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

为和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等理念［３］。该理论是关于译者

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

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２］。本文主要从翻译

生态环境与译者的适应和选择、译文的三维转换程度方

面对金介甫英译《边城》进行研究。

２　翻译生态环境与金介甫的适应和选择
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

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

的“选择”。译者“适应”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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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

择［４］。金介甫所译《边城》正是对和谐翻译生态环境适应

与选择的结果。

金介甫在英译《边城》中多维度适应了翻译生态环

境，体现了与原文、原语、译语、文化、社会、作者、读者和

委托者等典型要件的和谐统一。金介甫是美国的汉学

家、史学家，也是一位沈学家。他曾１０多次拜访沈从文，
并且七下湖南，深入到湘西，写出长达３０多万字的沈从
文传记ＴｈｅＯｄｙｓｓｅｙｏｆＳｈｅｎＣｏｎｇｗｅｎ（１９８７）。他被誉为国
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作为《边城》的英译者，金介甫有

着别人所不可能同时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长。”［５］

他对沈从文的生活和文学态度都有深刻的理解，对沈氏

文体特征体察充分，因此，他能最好地适应作者和原文。

他数次亲自游览湘西，了解体会了边城所描述的世界。

作为历史学家，他对现代中国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作为美

国汉学家，他深谙中西文化与社会，这些使他在翻译中对

原文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以及译文所面对的社会和文化

的把握和处理都能达到和谐统一。

金介甫具有很好的中英双语能力，其对原语和译语

的适应能力毋庸置疑。他丰富的沈从文作品的翻译经

验，在众多译者中也是独树一帜。１９９５年，金介甫编辑与
其他译者合译的《不完美的天堂》（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ａｒａｄｉｓｅ）是
迄今为止“涵盖范围最全、最具权威性的”（此书封底语）

沈从文小说的英译文本专集。正是由于金介甫对翻译生

态环境的适应，２００９年，金译《边城》成为了 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系列之一，并
且这是沈从文作品英译文本的第一个单行本［６］。由此证

明了译者和译本适应了赞助者的需要。

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是交替进行的。在金译《边城》

中，译者的选择同样体现了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金介甫曾指出，选择哪篇作品进行翻译需要做出价值判

断。他也指出，有些译本参考了多种不同的原作版本，且

倾向于选取较长的版本，以保证译文全面反映原作的思

想［６］。由此可见译者为适应读者需求和原文所做的选择

和努力。

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金译《边城》具有的显著特点

是采用了“厚译”。“厚译”主要是指译者在译文文本之外

添加各种注释，包括夹注、脚注、尾注等等，通常是对原作

中那些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表达方式做进一步补充和解释，从而把译文文本置于

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或语言的语境之中［７］。金译《边

城》末尾列出长达７页的３２个尾注［８］１６３－１６９，译注内容涉

及地域特点、民俗风情、历史典故、方言俚语、传说人物、

文学作品人物等。这些对原作的“厚译”，无疑使译作内

容的丰富程度超过原作，不仅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原作，

丰富其对原语文化的认识，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

研究资料［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尤其中国经济逐

渐强大，越来越多英语国家的人们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中

国文化也需要走出去，这样的“厚译”无疑适应了读者、文

化和社会的需求。

３　金译《边城》中的三维转换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翻译时，译者要注意“三维”

（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之间的转换，进行多维度的选

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最佳的翻译应该是“三维”转换

间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多维转换程度也成为了译评

标准之一。译者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要实

现文化内涵的传载和交际意图的传递。“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

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

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４］下文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

维等多维转换角度评析金译《边城》。

３．１　语言维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

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由于汉英思维方式不同，汉

语和英语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翻译时

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对词汇进行选择调整，

对语言形式进行转换，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从以下两例，试析金译《边城》中的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转换。

例１：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
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

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

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９］１。

Ａｎｏｌｄ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ｉｃｈｕａｎｉｎｔｏＨｕ
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ａｄ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ｓｔＨｕｎａｎｂｏｒｄｅｒ，ｔｏ
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ｗｎｃａｌｌｅｄＣｈａｄｏｎｇ．Ｂｙａｎａｒｒｏｗｓｔｒｅａｍｏｎ
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ｔｏｗｎｗａ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ｇｏｄａ，ｂｅｌｏｗｗｈｉｃｈｏｎｃｅ
ｌｉｖｅｄａ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ａｇｉｒｌａｎｄａｙｅｌｌｏｗ
ｄｏｇ．［８］１

这是小说开篇第一段，沈从文为读者简略地勾勒了

一幅乡村风情画，设定了故事发生的场所和人物。原文

有三句话，句式较短，比较上口，正是典型的汉语讲故事

的风格。译文按照英语表达习惯，将句子结构做了调整，

由三句变为了两句。原文的第二句所表达的两层意义被

拆分出来，分别与前后两句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符合英语

表达习惯的句子形式。原文第一句“由四川过湖南去，靠

东有一条官路。”被转译成了短语“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ｉｃｈｕａｎ
ｉｎｔｏ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做定语修饰主语“ａｎｏｌｄ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ｈｉｇｈ
ｗａｙ”。而原文第三句所表达的意义“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ａｇｉｒｌ
ａｎｄａｙｅｌｌｏｗｄｏｇ”直接做补语，与前句组合在一起。译文
很好地适应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同时为适应译语表达习

惯，对原文语言形式做了选择转换，而不是死译、硬译。

然而，在对语言形式的选择转换过程中，原文所体现的语

言风格却稍有削弱。

例２：女儿一面怀着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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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

冷水死去了。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

眼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

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

“翠翠”［９］１１。

Ｔｈｅ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ａｍ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ｙｅｄａｔ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ｓｉｄｅ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ｗａｓｂｏｒｎ，ｗｈｅｒｅｕｐ
ｏｎｓｈｅｗ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ｄｒｏｗｎｈｅｒｓｅｌｆｉｎｃｏｌｄｗａｔｅｒｓ．
Ａｓｉｆｂｙａｍｉｒａｃｌｅ，ｔｈｅｏｒｐｈａｎｌｉｖｅｄ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ａｔ
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ｙｅ，ｓｈｅｈａｄｇｒｏｗｎｔｏｂｅ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ｄｅｅｐ，ｅｍｅｒａｌｄｇｒｅｅｎｏｆｂａｍｂｏｏｓｔａｎｄ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ｎｅ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ｌｉｖｅｄ，
ｔｈｅｏｌｄｆｅｒｒｙｍ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ａｍｅｄｔｈｅｇｉｒｌ
ａｆｔｅｒｗｈａｔ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ａｔｈａｎｄ：Ｃｕｉｃｕｉ，ｏｒ“ＪａｄｅＧｒｅｅｎ．”［８］４

此处的翻译中，译者适应了原文的语言结构，但对词

汇表达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中“故意吃了许多

冷水死去了”，译者将其译为“ｄｒｏｗｎｈｅｒｓｅｌｆｉｎｃｏｌｄｗａ
ｔｅｒｓ”，原文的意义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避免了
歧义。而对“翠翠”名字的翻译，译者采用了音译加解释

的方式，有了前面对翠翠名字由来的说明，而且译者在后

面还补充了其英文意义“ＪａｄｅＧｒｅｅｎ”，无疑使译文读者得
出“Ｃｕｉｃｕｉ”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同时作为名字，
“Ｃｕｉｃｕｉ”这两个字的发音响亮，听起来亲切可爱，且富有
乡土气息，如果不采用音译的方式，恐怕很难体现出其名

字与其人物形象、性格的相辅相成。因此，对此处“翠翠”

名字的翻译体现了最佳的适应选择度。

３．２　文化维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

“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

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译者在进行原语语

言转换的同时，要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考虑到是选择保留原文文化

内涵，采用异化手段，还是采用译语中相对应的文化意象

进行替代，进行归化转换。

例３：“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
样子。”［９］７７

“ＥｌｄｅｒＵｎｃｌｅ，ｙｏｕｒＣｕｉｃｕｉｈａｓｇｒｏｗｎｑｕｉｔ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ｈｅ’ｓａｒｅａｌＧｕａｎＹｉｎ．”［８］５５

对极具汉语文化特色的专有名词“观音”，金介甫采

用了异化翻译的方式，将其直接音译为“ＧｕａｎＹｉｎ”并在
尾注中做了进一步解释。“Ｐ．５５：‘Ｓｈｅ’ｓａｒｅａｌＧｕａｎ
Ｙｉｎ．’”ＧｕａｎＹｉｎｗａｓｔｈｅｇｏｄｄｅｓｓｏｆｍｅｒｃｙ，ａｂｅａｕｔｙｉｎＢｕｄ
ｄｉｓｔ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译者多采用了这
种异化加注的方式。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张果老”

“铁拐李”“鲁班”等都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对中国文

化中特有的事物的翻译如“粽子（ｚｏｎｇｚｉ）”“楠木（ｎａｎ
ｍｕ）”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尾注的方式成为了
该译本的一大特色，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色

彩，适应了读者了解原语文化的需求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例４：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
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９］３１。

Ａｔ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ｏ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
ｌｕｎａｒｍｏｎｔｈ，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ｕｔｏｎｎｅｗ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ｗａｎｇ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ｓｕ
ｓｉｎｇｗｉｎｅ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ａｌｇａｒ．［８］２３－２４

此处对“端午日”的翻译采用了通用的译法“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并在文中做了补充解释“ｏ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ｈ
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ｌｕｎａｒｍｏｎｔｈ”。“王字”译为“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ａｎｇｏｒ‘ｋｉｎｇ’”同样是采用了文中夹注的“细译”方式。
“雄黄蘸酒（ｗｉｎｅ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ａｌｇａｒ）”的习俗作者在尾注
中给出了介绍。可见金介甫作为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尊

重，并也尽力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例５：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
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又要马

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９］７７

Ｃｕｉｃｕｉｉｓｓｏ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Ｉｗｏｒｒｙｔｈａｔｓｈｅｍａｙｂｅｓｕｉｔｅｄ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ｏｏｕｒＣｈａｄｏｎｇｌｏｖｅｓｏｎｇｓｂｕｔｎｏｔｔｈｅｈｕｍｄｒｕｍｅｒ
ｒａｎｄｓｏｆ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ｉｆｅ…．ＩｗａｎｔａｈｏｒｓｅＩ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
ｆｅｅｄ，ｂｕｔＩｗａｎｔｉｔｔｏｒｕｎｆａｓｔ，ｔｏｏ！［８］５６

汉语中的习语“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

被直接异化为了“ＩｗａｎｔａｈｏｒｓｅＩ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ｆｅｅｄ，ｂｕｔＩ
ｗａｎｔｉｔｔｏｒｕｎｆａｓｔ，ｔｏｏ！”而不是做归化处理“Ｉｗａｎｔｔｏｅａｔ
ｍｙｃａｋｅａｎｄｈａｖｅｉｔ”。这样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没有采用
加注的方式，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且很好地保留了原文

的习语风格，再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虽然异化的翻译方式在金译本《边城》中比较明显，

但是金介甫在有些地方也做了灵活的归化处理。

例６：祖父心里想：“做梦一辈子更好，还有人在梦里
作宰相咧。”［９］１４５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ｆｏｎｌｙｙｏｕｃｏｕｌｄｄｒｅａｍｏｎｆｏｒ
ｅｖｅｒ．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ｒ
ｄｒｅａｍｓ．”［８］１１０

“宰相”虽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官职，但其所起的作用

和地位与英语文化中的“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相似，译者进行了
大胆的归化翻译，灵活地选择适应了译语文化和原文

内容。

３．３　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

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

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例７：那二老说：“伯伯，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
……”［９］９５

Ａｔｔｈａｔ，Ｎｏ．２ｓａｉｄ：“Ｕｎｃｌｅ，ｙｏｕ’ｖｅｓｅｅｎａｌｏｔｏｆｓｕｎｒｉｓ
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ｌｏｃａｌｅ…”［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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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了确数“两万”，但这个数

字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意义，他只是为了表达对船夫的年

纪长见识多的赞叹，其中的交际意图超越了语言信息的

传达。所以金介甫将其选择转换为概数的“ａｌｏｔｏｆ”，正确
地传递了原文的交际意图。而下面这个例子中，交际维

的转换则稍欠佳。

例８：翠翠自言自语说：人那么多，有什么三脚猫好
看？先还以为可以在什么船上发现她的祖父，但各处搜

了一阵，却无祖父的影子［９］１１５。

Ｃｕｉｃｕｉｍｕｍｂｌｅｄｔｏｈｅｒｓｅｌｆ“Ｗｈｙａｌｌ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ｄ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ｆｉｎｄａｔｈｒｅｅ－ｌｅｇｇｅｄｃａｔ？”Ｓｈｅｈａｄｈｏｐｅｄｔｏｆｉｎｄ
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ｏ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ｔｓ，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ｍ
ａｌｌ，ｓｈｅｆｏｕ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ｏｆｈｉｍ．［８］８６

例８中“三脚猫”的语言指称意义并不重要，只是起
到加强语气的作用，强调没什么好看的，表达翠翠此时感

到无聊、心里不愉快，其中的交际意图更加突出。译文中

用“ａｔｈｒｅｅ－ｌｅｇｇｅｄｃａｔ”进行直译，不能很好地传达交际意
图，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歧义。

４　结　语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通过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

互动的整体性研究，可以看出金介甫英译《边城》中译者

的能力、经验等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中各要素，译者为适

应翻译生态环境对原文和翻译方法进行了最佳的适应性

选择。金译《边城》中“三维”转换方面，译者在语言维对

原文语言多层次、多方面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

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该译本的突出优点，译者通过厚译、

细译和异化归化的灵活运用，很好地适应了原文的文化

系统；在交际维，译本在个别地方的处理存在改进的空

间。总的来说，该译本充分体现了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

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具有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是一部佳译。该译本出版时间尚短，有待翻译生态环境

“事后追惩”“汰弱留强”法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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