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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功能翻译理论(译有所为)的翻译主张"对外语教材参考译文的生成体现出较强的指导力&以此为理论

依据"对日语教材-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的部分课文译文进行评析&既品评参考译文的地道与精妙"又指

出译文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和不足"兼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通过译文品评"学生得以加深对翻译的理解"全方位

建构语言知识"提高人文素质和思辨能力&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译有所为*日语教材*参考译文*翻译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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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

周年"也是一套中日合作编写%为日语学习者所熟知的教

材$$$-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以下简称-标日.#问世
!%

周年&该教材于
"&''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

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共同出版"据统计截至
$%"'

年
&

月底已发行
"F%%

万套"累计使用者
"%%%

万人"除作为日语学习者的良师益友外"还架起一道坚实的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庆祝-标日.出版
!%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既有官方的座谈研讨"也有为读者举行的有奖征文%书写%配

音等学习竞赛活动&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在中国日语自学者中"有八成以上的人使用-标日.作为教材"

有
C%Z

以上的日语培训机构将其选作教学用书+

"

,

"-标日.在日语教材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该教材的

畅销"诚然存在(编写理念%传播介质%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与时俱进)

+

$

,等诸多方面的优越因素"而若从其

配套的参考译文的视角进行探索"应同样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标日.能持久受到读者的认可和青睐"其

准确自然%匠心独具的参考译文想必功不可没&本论的目的之一即品评-标日.参考译文的优点"之二是

根据教学实践的体验"从求教与探索的立场出发"指正其参考译文的若干瑕疵&通过译文品评"发挥听说

读写译中(译)的功能"使学生在讨论%参与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增进对翻译的理解"全方位建构语言

知识"进而提高人文素质和思辨能力&

;

!

理论依据!译有所为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尔兹$曼塔里!

P).QEY-,99-+4

#认为"预期的目标文本接受者即

译文的目标读者"是目标文本创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

$D

&在-标日.的序言部分"编者开宗明义地说

道'该教材的编写着眼于中国人学习日语的角度"进而在内容与结构说明中指出"(使用对象主要是社会

上的日语自学者"也可用于大学或其他开设日语的学校)

+

#

,

"

&这说明-标日.的读者面向是清晰且明确

的$$$为中国日语自学者或学生而编写&弗米尔!

P-,8?2+H22+

#又指出翻译领域中可能存在三种目

的"其中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可能是为了启发读者+

!

,

!F

&参考译文作为外语教材的有机组

成部分"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者进行语言学习"发挥指导与参照作用&具体而言"有检查学生对原文的理解

是否正确"对原文的风格是否把握"是否能用母语准确地叙述+

F

,等诸多功能"其重要性不可小觑"而且从

-标日.日语自学者的读者定位来看"参考译文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有关译文的目标读者的信息"

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其感知和期望等"对译者来说都十分重要+

!

,

$'

&在翻译中"为译者确立翻译标准提供

参照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由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读者+

C

,

C'

&-标日.在出版之初就立于读者的角度"为日

语学习者配备了课文等内容的译文&此外"翻译功能派的目的论强调"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选择

翻译策略+

D

,

&在参考译文的翻译策略上"-标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本课文的翻译主要反映句子结构"而

应用课文则不囿于原文"依据场景并结合中日话语的不同表达习惯灵活采用增译或删减等翻译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家诺德!

J1+4894-,2A)+=

#提出了忠诚原则"主要指(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

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

!

,

&

&就-标日.的参考译文而言"忠诚原则涉及的几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

如下'译者"中国专家%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原文作者"日本专家%学者!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为主*译

文接受者"社会上的日语自学者或在校生*翻译发起者"人民教育出版社&其中"原文作者与另外三方不同"

并非恒定"而且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具体而言"-标日.的会话可能主要由光村图书聘请的日本专家学者自

己编撰"属显性作者*而课文部分"有相当一部分节选自其他材料"如中级上册第一课的日本铁路%第三课的

姓氏"属于日本概况%文化之类的题材"想必摘自其他书籍"故笔者将该类文章的作者视为隐性的!-标日.课

文亦未注明原文作者和出处#&因教材自身的特殊性"它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教材原文的译者比起对原作

者负责"似更应向读者负责&但并非读者直接告诉译者如何翻译"而是翻译发起者$$$人民教育出版社根

据调研和自身判断指示译者如何来工作"即需要呈现给读者什么样的译文&译者的工作"还须受到翻译委

托人的监督和检查&可见"-标日.的参考译文最终质量如何"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作用举足轻重&

=

!

参考译文评析

随着-标日.由旧版变新版"内容与结构不断推陈出新"其参考译文也日臻完善&薛朝晖根据不同题

D"!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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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语种%时代的翻译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提出了内容忠实%语言通顺%风格相当的翻译标准+

'

,

"D

&

以下且借鉴其标准"对-标日.参考译文进行评析&并从翻译视角"将参考译文融通至语言教学之中"使学

生从内容%语言%风格等层面初步把握翻译中的优与劣%得与失"加深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本质的理解&通

过译文评析"在教师讲解%自我体悟的过程中"培养思辨和批评思维的能力&

=<;

!

内容忠实

内容忠实"要求译者必须把原文的思想内容完全而准确地传达出来"使译文载荷的信息量与原文所

载荷的信息量完全对等&翻译理论家奈达!

G*

5

2,2B@A4=-

#认为"职业翻译必须有效地传递意义"因为

意义才是客户确切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

,

D!

&教材的参考译文恰是学习者学习外语必备的好帮手&这种属

性决定了准确乃是参考译文的第一要义&词汇%句型%语法乃至修辞等各方面的准确都应兼顾&就词汇

意义而论"欲内容忠实准确须结合具体的情境来思考"因为情境有限定和明确词义的功能"同样的词语

!单义词或多义词#"在不同的情境中"意义往往各不相同+

"%

,

&如-标日.中级上册第
""

课课文中出现的

(7878)一词"-新日汉辞典.有两种释义'活生生"生气勃勃*生动"栩栩如生&在-标日.的语法解释部

分列举了使用该词的
#

个句子&分别如下'

例
"

!

高画质97878:;<映像=生>出?@<&

译文'栩栩如生的高画质影像诞生了&

例
$

!

彼女A7878:;<表情B话C&

译文'她表情生动地说话&

例
!

!

木9叶=7878:;D7E&

译文'树叶看起来生机盎然&

例
#

!

子供<FG7878:;D7<&

译文'孩子们也个个精神抖擞&

例句中"(7878)分别译作(栩栩如生)(生动)(生机盎然)(精神抖擞)&显然"

#

个译词指向辞典

的两种释义又不局限于辞典释义"难得的是各不相同"却无一不意义准确"切合语境&这说明译者意识到

了情景语境对翻译的重要性"结合语境进行了译词的选择"忠实地进行了意义的传递&诚如林少华指出

的'(在特定语境中"最佳选项唯有一个&作为译者"就是要找出那个唯一&)

+

""

,

"$D在意义的准确传达之外"

通过学习这组译例"读者还可以从缤纷的译词中体会翻译的美学趣味&

对参考译文的译者而言"准确忠实就大体可以实现参考译文本身的功用了"而若能在审美的方向上

再进一步"那将意味着为学习者提供上等的精神食粮&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标日.的译者是有意朝

此方向努力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指明译文的闪光点在哪里"要给学生以美的启发&

$%"'

年颁布的

外语类专业新-国标.强调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而兼具内容忠实与词章之美的参考译文无疑将助力学生

人文素养的提高"当然这给参考译文的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看以下例句"分别摘自-标日.中级下

册第
"D

%

$$

和
$D

课课文&

例
F

!

路地HA朝市=频繁H开I@%屋台=?J&

译文'胡同里"早市频开"摊位云集&

例
C

!

使K<LH爱着=深ME%NOPQ9RSTUBC&

译文'设计精益求精"让您越用越爱不释手&

例
D

!

!

象
"

//万全9体制B临V&

译文'气象局//摆出万无一失的架势严阵以待&

显然"译文中使用了汉语的四字格&四字格言简意丰"富有形象性"能增强说话和作文的表现力"体

现着汉语言的魅力&对于-标日.学习者"译文越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他们越容易接受&要实现参考译

文的指导和参照功用"适度(汉化)是一条重要原则"故四字格的灵活运用有其必要性&三则译例四字格

均成对出现"朗朗上口"既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又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在气势和音律上充满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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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的连用还使译文显得庄重典雅"与课文的书面语体相得益彰&

=<=

!

语言通顺

翻译除要保存原作的思想风格之外"还必须符合译语的行文习惯"要语言通顺"具备可读性&汉民族

反映现实事件的思维序列大都是'主体$行为标志$行为$行为客体"表现在句法结构上"是
;̂ -=7@̂

?^K

结构&而日本民族反映现实的思维序列一般是'主体$行为客体$行为"行为标志相对自由"但必

定置于行为之前"属
;K?

的句法结构&由于汉语%日语叙述方式的不同"翻译时应对原语的外在形式作

必要的修正"灵活运用现代汉语逻辑"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
'

!

公园9周
#

HAW胡同X:呼Y@E狭7路地=无数H存在;D7E&

译文'公园周围有无数条被称为胡同的狭窄小巷&

例
'

出自-标日.中级下册第
"

课的课文"是一个典型的日语句子"修饰成分在前"被修饰词置后"主

干词借助长长的连体或连用修饰语增繁&(路地)作为结构重心居后"整句构成一种链状式的包孕句&为

实现汉译句子通顺连贯的目的"应根据现代汉语逻辑"将结构重心置前"语义重心置后"而参考译文恰是

这么做的"句子自然通顺&汉语句子类型属于话题$叙述说明型"较少使用(的//的//)形式将修饰

成份置于被修饰成份之前"否则句子就不通顺"容易失去动感及美感&例
'

译文若译成(公园周围被称为

胡同的狭窄小巷有无数条)"势必会让读者觉得滞涩不通&对比而言"日语句子在一番叠床架屋%山重水

复的铺排后"主干词悄然现身%悬念揭晓"给人另一种体味了&教师在讲解该类句子时"应顺带介绍汉语%

日语句子构造的相关特征"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那么教学效率就会显著提高&

=<?

!

风格相当

-标日.的课文涵盖说明文%报道%书信等文体"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参考译文的译者须以方便师生使

用为根本目的进行策略上的调整&方梦之从功能%目的论%语境文化%文体正式程度和内容等多个角度"

进行了译文文本类型的区分+

&

,

$F&

"为译者判断文本类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按目的论的分类"主要分

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三类文本&作为包容初%中%高三级共六册的教材"-标日.对话和课文数量庞

大"体裁广泛"涉及以上三类文本&译者在翻译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原文采用不同的策略"追求文体融

洽%风格相当&

例
&

!

佐藤'Z送Q7<O7<案内状%

$

见;M;<&

李'7[GZ世话H\

]

DZQMC//失礼;<;M;<&

译文'佐藤'贵公司寄来的商务通知已经拜读了&

李'承蒙多方关照//冒昧之处请多原谅&

上例选自-标日.初级第
#'

课"是
(J

策划公司上海事务所李秀丽副所长与客户佐藤先生的对话&显然"

从场合看二人对话属于商务交谈"正式程度较高"属正式体"语气拘谨"用语谦和有礼&参考译文使用(贵公

司)(拜读)(承蒙关照)(冒昧之处)等委婉%庄重的礼貌用词"与原文语体风格近似"再现了原文的语言情景&

除商务文本之外"-标日.中级很多课文以介绍日本社会文化为主题"这类文本属于普通科技类文体"

有较强的普及性%通俗性和趣味性&语场旨在传播社科知识"语旨大都是内行对外行"语式上用语生动%

语调活泼&译者翻译时"自然应根据科技类文本的语言特点进行词汇或句法的选择&如摘取自第
"

课课

文(日本
%

道)中的下例&

例
"%

!

W日本B一番高7

&

A^NB;

_

K&X答`A东京
&

BC&东京
&

AW上QX9最终9

&

H\

]

D7EIaBC&

译文'(日本最高的车站在哪里4)答案是东京站"因为东京站是(上行)的终点站&

通过课文我们知道"在日本铁路开往东京方向的叫上行"从东京开往各地的称下行"所以才会有原文

的那个谜语&该处译文简洁流畅"通俗易懂"相信-标日.的(外行)读者看到这个译文也会会心一笑&

?

!

参考译文中的偏误考辨

关于误译"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认为"(任何人的翻译都有错误"没有错误的翻译这个世界上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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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

"$

,

&傅雷谈-高老头.的重译"也说初译(对话生硬死板"文气淤塞不同//几

经改削"仍未满意)

+

"!

,

C

&著名翻译家都不讳言误译"可见任何译文都有修正完善的空间&-标日.洋洋洒

洒的六册课本"参考译文出现部分问题也在情理之中&笔者查阅教材译文批评有关的文献"研究者分析

了词语翻译错误%语法翻译错误%表述不恰当%文体不对应%修辞不合理等多方面的误译问题&罗新璋还

指出(翻译腔)的问题'(未经译者很好消化原文而形成的翻译腔"也给祖国语言掺进不少杂质&)

+

"!

,

#作为

一部畅销教材"-标日.的受众广泛"参考译文中一点微小的错误"经过流布传播"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的

错误"以至影响教学效果&而对一些问题译法的及时纠正"不仅能消除学生的疑惑"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

备课效率+

"#

,

&因此"就参考译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译法进行考辨就显得相当必要了&

?<;

!

模式化翻译

在汉日语互译中词汇方面必然涉及的一个点就是同形词的翻译"中日同形词有的词义对等"但用法

不尽相同&如日语(利用)一词"-新日汉辞典.的释义也是(利用)"看似词义对等"但在翻译中却不可随处

(利用)&且看-标日.中级上册第
"%

课的课文(温泉大国"日本)"(利用)出现两次"其中一处原文为'

例
""

!

利用者A一年间H延b

"

亿
#

千万人以上:7P@D7E&

译文'据称一年中利用温泉的人数总计达到
"

亿
#%%%

万人次以上&

改译'据称一年中泡温泉的人数总计达到
"

亿
#%%%

万人次以上&

译文中的(利用温泉)在汉语语境中是指开发利用的意思"例如可以说(利用温泉发展旅游产业)"也

可说(某地温泉能治疗多种疾病"但遗憾的是百余年来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但课文中的(利用)显

然是指人们洗泡温泉%浴用温泉"并不是开发温泉"译文直接沿用汉日同形词"在意义的传达上不够准确"

有模式化翻译的倾向&

同一课的语法与表达部分"还出现了有关(利用)的另一个例句'

例
"$

!

N9

&

9一日9利用者数A延b

!

万人BC&

译文'每天利用这个车站的乘客有
!

万人次&

改译'这个车站每天发送旅客
!

万人次&

汉语中与车站%旅客相关的规范说法有发送旅客%车站客流量%吞吐量等&但(利用车站)显然不符合

汉语规范及表达习惯"而带有浓厚的翻译印记&无怪林少华在谈自己的翻译观时着意指出"要尽可能消

除涩味"也就是消除日译汉特有的翻译腔+

"F

,

&

模式化翻译的偏误在句型语法的翻译时也常出现"某些固化译法往往会束缚住译者的思维"使译文

变得僵硬呆板&如-标日.初级下第
!&

课的句子'

例
"!

!

今朝A雾=II

]

D7E<cH%远dMB见`\7:思7MC=&

译文'今天早上有雾"我想可能看不远&

改译'今天早上有雾"可能看不远&

(:思7MC)是日语的初级语法"用于说话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想法"本例中译者译为(我想)&但比

较而言"将(我想)省略"译文反而更加简洁自然&再如-标日.中级下第
"D

课会话中的例子'

例
"#

!

N@BC&

'

虎酒造=日本B贩
(

;D7EW金星Xe使
]

<fghiBC&

译文'就是这个$$$龙虎酒业在日本销售的使用(金星)调制的鸡尾酒&

改译'就是这个$$$用(金星)调制的鸡尾酒"龙虎酒业在日本销售的&

本例语境为访日归来的王风向佐藤和大山做成果汇报"他从袋子中拿出一瓶酒"然后就说了本例中

的话&参考译文的(这个)与(鸡尾酒)的线性距离过长"信息的负荷量较大"与简洁明快的口语表达不符&

究其原因"仍是译者仅执著于句型语法的转换"未结合语境作灵活处理&

?<=

!

不通顺

!@$@"

!

搭配不当

例
"F

!

日本H行
]

<时%Z土产e买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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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去了日本的时候买了礼物&

改译'到了日本的时候买了礼物&

上例选自-标日.初级下第
$D

课"是(小句!简体形#

^

时)这个语法解释中出现的例句&(时)前接现

在时与过去时的句义有区别"而译者想要把二者的区别体现在例句的译文中"接现在时时译者译为(去日

本的时候)"接过去时时译为(去了日本的时候)"简便地反映出了原句的时态和意思&但(去了日本的时

候)学习者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因为前后搭配欠合理"汉语中的惯用表达一般是(到了某地的时候)&

例
"C

!

时间=G

]

<7\79B%jgk

)

B行8M;

_

K&

译文'时间怪可惜的"我们坐出租车去吧&

改译'怪浪费时间的"我们坐出租车去吧&

译文前半句(时间怪可惜的)有些不通顺"如果调整一下语序"译为(怪浪费时间的)亦或是(浪费时间

怪可惜的)"似乎更为妥切&

例
"D

!

Ml希望CE职种9会社e选
*

CEN:Ia始ME&

译文'首先要做的是选择自己瞩目的行业的公司&

改译'首先要做的是选择自己期望的行业的公司&

本例译文中的(瞩目)"一般组词为受人瞩目%万众瞩目等"好像没有(自己瞩目)的用法"前后搭配不

当"宜将(瞩目)改为期望%心仪%中意等词&

!@$@$

!

逻辑不清

例
"'

!

m@MBA%清9时代HB8<建物e修理;\=a使7

+

nD7M;<&

译文'在这之前一直是修修补补地用着清代的建筑&

改译'这原是一座清代的建筑"之前一直修修补补地用着&

该例选自-标日.初级下第
#%

课&参考译文如实地反映了原文的语法结构"但显然称不上规范流畅

的汉语表达"属于拘泥语法形式而致使语义传达不忠实的表现&

例
"&

!

日本B最G多7W佐藤XoW铃木XA%昔9武士o地名Ia[na@<名字O&

译文'在日本最多的(佐藤)(铃木)是旧时武士的姓氏"或者来自于地名&

改译'日本人口最多的姓氏(佐藤)(铃木)是旧时武士的姓氏"或者来自于地名&

该例出自-标日.中级上第
!

课&(日本B最G多7)参考译文译为(在日本最多的)"从翻译技巧上看

应属直译"倒也简洁"但读起来却令人费解"语义逻辑不清&改译通过加词"似乎较原译有所改观"也可直

接译作(日本最大的姓氏)&总之"(姓氏)一词这里省不得&

?<?

!

不规范

!@!@"

!

非习惯说法

例
$%

!

宅配便B送QMC&

译文'用送货上门的方式送达&

改译'用快递送达&

原文中(宅配便)一词"-标日.初级下第
!%

课中给出的词义是(送货上门服务)"当是对该词意义的直

译&此例若直译为(用送货上门的方式送达)"略显冗长"根据原文句意"(送货上门的方式)可以转换为日

常用词(快递)"这样译文将变得简洁明了&

例
$"

!

外Al

]

:车9音=;D7M;<p&

译文'外面一直是过车的噪音&

改译'一直能听到外面车辆的噪音&

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才能使译文与原文恰如其分地对应起来&该例参考译文中的

(过车)百度汉语解释为(过墓致祭或致敬)"与原文意义相去甚远&这种译法笔者猜测译者可能受某些方

言的影响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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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体不相称

例
$$

!

MO耳9奥H音
,

=残
]

D7MC&

译文'耳边还留着音乐的余韵呢&

改译'音乐还在耳朵里回响呢&

原文的语境是小李和小野一起看京剧"演出结束后"小李询问小野的观感&从文体上论"属于日常的

口语体"原文用语也十分平易&译文却使用文绉绉的(余韵)一词"破坏了前后文体的一致性"语感上颇显

突兀&

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标日.更多地用于第二外语的教学&笔者发现"有相当多的学生将参考译文

视为标准译文"甚至将之作为应付教师翻译作业的不二法门"比较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上所谓的

偏误考辨"从数量和内容上看比较简略"但笔者的主要意图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是给学生的一种提

示$$$参考译文就是参考用的"不是标准答案"世界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标准译文&笔者认为"对待-标

日.的参考译文"置于扎实日语基础之上的思辨眼光才是最宝贵的&

@

!

结
!

语

外语教材的参考译文"对学习者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译者应持审慎态度"本着为社会%为读者

服务的态度"提供给学习者规范%自然%地道的汉语译文&以上从内容%语言%风格三方面对-标日.的参考

译文进行了剖析"总体而言译文忠实准确%自然通顺%风格相当"体现了对原文和读者负责的精神"印证了

为读者%为日语自学者的翻译定位"有效实现了参考译文对学生自学和教师备课的重要指导意义"也使该

教材收获了市场和读者的信赖&学习者通过这样的译文"既加深了对课文%语法等内容的理解"又对日汉

语的语言差异以及翻译中语言转换的种种道理生发出特别的感悟"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无形中也得到提

高&在品评-标日.参考译文优点的同时"笔者也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对参考译文的部分瑕疵谈了一点

未必精当的看法"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限于篇幅"本文译例的选取尚存局限"将来可借鉴语料库的方法

穷尽同一个词在该套教材中的所有译法来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确保观点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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