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喻，就是用具体、形象、通俗浅显的事物或现

象，来描绘复杂、抽象、深奥难懂的概念或道理。它

可以将抽象的概念、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心理活

动，以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使所描绘的事物

更具体、更生动、更形象。

比喻，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使用得都极

为广泛。比喻手法精妙而恰当的使用，往往使笔底

生辉，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喻往往体现

了作者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体现了作者对生活

的观察和领悟。在翻译作品中，对原作中比喻手法

进行合理而巧妙的翻译，直接关系到原作风格神韵

的完美再现。因此，在翻译时，如何恰当灵活地进行

比喻的翻译，生动形象地体现原文的修辞风格，是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作为修辞格，比喻虽然是一种语言技巧，但其

运用和翻译绝不单纯是一个语言技巧的问题。因为

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任何语言技巧离开它所表

达的思想内容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时，思想内容

的表达也离不开语言的形式和技巧。因此，一个精

妙恰当的比喻的翻译，必然是本体的形象和意蕴的

完美再现，必然是建立在真实反映原作艺术意境基

础上的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但由于汉英两种语

言在历史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意识、语言习惯等方

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而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原文中的比喻十分准确、鲜明、生动、自然，可

是一搬到译文语言中，就未必准确、鲜明、生动、自

然了，有时还可能引起误解。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

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

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解相矛盾：

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

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

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

求，既要保证原作艺术意境的再现，又要易于读者接

受，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在比喻的翻译

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文的形象和意蕴所指，来探求译

文的语言形式。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原文的语言形

式，尽可能保持原文比喻形式的完整再现；同时，我

们也要不拘泥于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灵活自如地

采取新的译文语言形式，以便更自然地表达原文的

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原文内

容和形式的实际情况，把直译和意译这两种基本的

翻译方法加以灵活运用，把我们的翻译提高到更高

的水平上来。

在比喻翻译中如何恰当地选择直译还是意译

呢？这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可依，但也绝不是没

有规律可循。笔者在长期的翻译学习和研究中，发现

喻体是比喻翻译的关键，喻体的可接受度是选择直

译还是意译的基础。比喻通常都是由“本体”、“喻

体”、“喻词”组成。本体即要描绘的对象，喻体即用以

比喻本体的事物，喻词即表示比喻关系的词语。比喻

的翻译，也就是对本体进行准确而生动的再现。而本

体的准确再现，关键在于喻体的翻译，在于读者对喻

体的可接受度。读者对喻体的可接受程度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总的来说，读者对喻体的可接受度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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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两个方面：

!"喻体是否为读者熟悉易懂。

#"读者是否认同喻体的感情色彩。

正是以读者对喻体的可接受度为基础，我们可

以根据原文和译文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采取直译还

是意译。

如果原文中的喻体能够被译文的读者所接受，

那么比喻就可以直译；例如：

$%& ’()*&+ ,-+)(). ’/0 12&/+ /0 1+30*/2" $%&
04)+(0& 54+)&6 +&6 () / 74+& 083，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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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 ’%(*& /)6 01()*(22/*(). 9(&260 7/*1%&0 -9
9/+ -99 9-+&0* %4). 2(8& 0,-8&"

当天的早晨水晶般明澈，纯净的东边天上朝日

烧得通红，林子边上的影子是暗蓝色，隔着那耀眼

的白漫漫的田野，远处的森林象挂在半空中的烟

云。

原文用水晶比喻早晨天空的明净清澈，用烟云

比喻远处森林的朦胧，形象而贴切。译文将其直译，

描绘出一幅清新明丽的水彩风景画，既有广漠明净

的淡彩，又有葱郁深沉的浓色，可谓景色旖旎，生意

盎然。又如：

;66 .2&/,0 -9 04)0%()& 01/**&+&6 +45(&0 47-)
*%& 5/**2&0%(70 () *%& 5/0()"

夕阳的残照犹如红宝石的点点金光，洒向停泊

在海湾中的兵舰上。

原文用宝石喻指夕阳残照，浓墨重彩，译文加

以直译，再现了原文的气势和意境。

如果原文中的喻体不能被读者接受或完全接

受，那就要灵活地采用其他手法进行翻译。一是直

译加意译，即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以解释；二是对喻

体进行恰当而贴切的转换，既可以直现原文的修辞

形象，又易于读者接受；三是完全意译，即为了准确

表达原文的意旨，而舍弃原文比喻的形式。让我们

来看下面的几段译文是如何运用这三种方法对比

喻进行翻译的。

! 直译加意译

<&) 0&)* 92-’&+0， 2-=& )-*&0， -99&+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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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给她送花，送情书，送时运。可是她还幻梦

无边。这一百五十块钱！这一百五十块钱！真象藏神

灯的山洞给阿拉丁打开了大门。

原文喻体出自《一千零一夜》，但只说阿拉丁的

山洞，并不是每个读者都知道。译文既保留了典故，

又适当加以说明，读者马上就能心领神会，想到那盏

奇妙的神灯。

$%(0 ’/0 / +/. *- *%& 5422"
这话简直是朝着公牛摇晃红布，火上浇油。

原文用暗喻，但朝公牛摇晃红布以激怒公牛，在

中国并不是人人熟知，所以译文加以解释，使形象更

加完整。

A& (0 / ,-6&+) B/,0-)"
它是一个现代参孙式的大力士。

（B/,0-)：参孙，《旧约全书》人物，以力大无比著

称。）

?& %/=& &)+-22&6 &=&+3 2-1/2 C(1&+-"
我们把各地西赛罗式的雄辩家都招来了。

（C(1&+-：西赛罗，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哲学

家）

以上两例，用B/,0-)代大力士，用C(1&+-代雄辩

家，中国人并不熟悉，如果不加以说明，读者就无法

理解，也起不到借代作用。因而译文采用了直译加意

译的方法，既将原修辞格直译出来，又加入了一些解

释性说明，既再现了原文的修辞形象，又便于读者理

解。

“D- 1-7 9-+ 3-40&，” 0/(6 *%& ’/(*&+，’(*% /
=-(1& 2(8& 54**&+ 1/8&0 /)6 /) &3& 2(8& *%& 1%&++3
() / </)%/**/) 1-18*/(2"

“用不着惊动警察老爷，”侍者说，嗓音油腻得象

奶油蛋糕，眼睛红得象鸡尾酒里浸泡的樱桃。

原文如果直译，虽然也能让读者明白其意所指，

但却不符合汉语习惯，因此译文中加上“油腻得”、

“红得”予以贯通，显得自然生动得多。

# 喻体转换

E4* -) *%& #F*% 6/3 -9 G423 *%& 9+4(* -9 *%&
+&723 /77&/+&6 -) *%& *+&& -9 &=&)*0"

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七月二十六日，

这封回信就产生结果了。

H-)@* */8& (* *-- 0&+(-40" I.)-+& (* /0 3-4
(.)-+& *%& 1-26 -9 2/0* ’()*&+"

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就当是耳旁风算了。

以上几例，原文喻体虽然也能为读者所理解，但

如果直译到汉语中，就显得不那么自然了。因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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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喻体进行了转换，或用成语，或用习语，既自然浅

易，又贴切恰当。

2 意译

4D@ 8## #,< % <#’ 8# ,)%9& &)> 893*?6B
我上了年纪，学不会新道道了。

(+36 %;;#9<6 *+%9@3&’ ;##< ;#9 *#&8)@:,%83#&B
48 6+#>6 "6 >+%8 % A)%"83;", 8+3&’ +"@%& &%8"9)
6#@)83@)6 36B

这件事为深思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它使我们看

到：人的本性有时实在美妙。

以上两例，分别用狗暗喻老年人，用食物暗喻

材料，都不符合中国习惯，故译文采用意译，突出主

旨，而略去比喻形式。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首小诗的两种译文：

H#+&，F&<)96#&，@$ I#，H#+&，

J+)& >) >)9) ;3968 %*E")&8，
K#"9 ,#*?6 >)9) ,3?) 8+) 9%=)&，

K#"9 A#&&3) A9#> >%6 A9)&8B
我的爱人，

我们当初相遇的时候，

你的头发黑得象乌鸦，

你的额也是丰润无暇。

约翰·安特生，我的爱人，

记得当年初相遇，

你的头发乌黑，

你的脸儿如玉。

我们来比较两种译文，原诗用乌鸦来比喻爱人

的黑发，第一篇译文将喻体直译，很不符合中国人的

习惯，中国人是不会把心目中美好的东西比作乌鸦

的。第二篇译文则舍弃比喻，直接描写本体，对原作

的艺术意境给予积极审美评价，提炼出心中情人美

的神韵。

关于翻译的标准，钱钟书先生提出过“化境”说。

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

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

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比喻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灵

活运用，喻体转换的准确自然，可以说是翻译作品通

向“化境”的门坎儿，只有精敲细琢，千锤百炼，才能

达到自然生成，浑化无迹，清水出芙蓉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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