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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فيظولا ؤفا#تلا روظنم نم "ءارم>;ا ةعيفرلا ةرذلا" ةياور 23 ةيانكلا ةمجرت تايلا#شإ

在功能对等视⻆下《红⾼粱家族》⼩说中的隐喻翻译

问题 

 ١دمحم داوع '&ع ةيآ

 رصم ،ةيليعامسلإا ،س@وسلا ةانق ةعماج ،نسللأا ةيل9 ،ةين5صلا ةغللا مسقب ةاروتكد ةثحاب١

 
 ةمجرت ؛"ءارمحلا ةعیفرلا ةرذلا" ةیاور ؛يفیظولا ؤفاكتلا ةیرظن :ةیحاتفملا تاملكلا
 ةیانكلا ؛ةمجرتلا تایجیتارتسا ؛)ةحقنملا ةخسنلا( ةیبرعلا "ءارمحلا ةعیفرلا ةرذلا"

Abstract: 
Metapho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iterary works, as its 

unique expressive technique distinguishes literature from 
everyday language, adding a layer of literary quality. From a 
traditional rhetorical perspective, metaphor, as a rhetorical 
devic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s literary 
creation. Aristotle, one of the pioneers of metaphor rhetoric, 
believed that metaphor is essentially similar to simile, serving 
as a rhetorical means to convey the same meaning through word 
substitution and functioning as a modifier in sentence structure. 
Aristotle emphasized that metaphors arise from the connections 
and contrasts between things, and great writers must be skilled 
in discover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different objects. 
Furthermore, Richards proposed the interaction theory of 
metaphor, asserting that a metaphor consists of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ubject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rench scholar 
Fondane categorized metaphor as a figure of speech, believing 
that metaphors are assigned new meanings to expres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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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s, which differ to some extent from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These theories provide a profound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hetorical use of metaphor in literary works, 
demonstrating its unique function and value in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theory; Red 
Sorghum; revised Arabic translation of Red Sorghu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etaphor. 

摘要 

   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独特的表现手

法使得文学作品区别于日常语言，增添了文学性的色彩。

从传统修辞学视角来看，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历史悠

久且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亚里士多德是隐喻修辞学研究

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隐喻本质上与明喻相似，是通过替

换词语来传达相同意义的一种修辞手段，并且在句式中起

到修饰作用。亚里士多德强调，隐喻来源于事物间的联系

与对比，优秀的作家需善于挖掘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此外，理查兹提出了隐喻的互动论，强调隐喻是两个主词

相互作用的产物。法国学者方达尼尔则将隐喻归为辞格之

一，认为隐喻是为了表达不同情感而赋予事物新的意义，

具有不同于原始意义的多重含义。隐喻的这些理论为我们

理解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修辞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展示了隐

喻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

族(修订本)》阿译本；翻译策略；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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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隐喻 

    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文学作品之

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学，正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日常用语习惯

的隐喻表现手法，使文本更具有文学性。 

1.1 传统修辞视角下的隐喻  

隐喻在传统修辞学中有着悠久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与

明喻相似，通过替换词汇传达相同含义，并起修饰作用，源

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查兹提出隐喻互动论，认为隐喻

由主要与次要主词的互动产生。法国学者方达尼尔认为，隐

喻赋予事物新的情感意义，扩展了其修辞功能，且隐喻的本

质是传达不同情感的新的概念。1  

     在阿语的词源:动词" ىّنك "(kanna)的来源,其过去式为 

" ونكی انك "(kana yaknu)。此动词表示"避免直接说出,而用别的

词语来代替"的意思。定义:在阿拉伯语语法学中,"隐喻

"( ةیانكلا )指的是不直接说出某事物的名称,而用另一个词语来

代替。《秘密钥匙》一书的作者萨卡基指出,"隐喻"一词的词

根" ي،ن،ك "在阿拉伯语中指"隐藏"的意思,不论它如何组合使

用。
2 据穆罕默德·塞义德·谢赫翁所说,在语言学中,"隐喻"

的定义是:一词的来源是"我称呼它为某物"。也就是说,当你

不想直接说出某事物时,而用另一种说法来代替。在术语中,"

隐喻"是指一个词语所指的是它含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允许

直接指向本来的意义。例如," 穆罕默德的脖子很长"  دمحم( 

 
16-2000: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隐喻学研究[M]束定芳  

 Thesis. . PhDيكاكسلل مولعلا حاتفم باتك للاخ نم ةیبرعلا ةغلابلا يف يلوادتلا دعبلا .ریخلا مأ ;يوافلس  2
Université de Ouargla-Kasdi Mer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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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اجنلا لیوط , 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是"穆罕默德的脖子很长",但

实际含义并非此,而是指穆罕默德的身高很高。这种情况下,

既可以理解为"脖子长",也可以理解为"身高高"。两种意思都

成立,这就是隐喻的特点。
1
 根据这段文字,阿拉伯语学者阿

哈迈德·盖拉什对"隐喻"( ةیانكلا )的定义如下: 隐喻是指使用

一个词语,表达其必然蕴含的意义,同时也允许直接指向其原

有的字面意义。通常情况下,更倾向于表达必然意义。"我们

住在一个灰烬很多的人家" 这句话的字  )دامرلا ریثك لجر ىلع انلزن (

面意思是"他家灰烬很多",但实际上是在隐指"他是个很慷慨

好客的人"。因为"灰烬很多"意味着"烹饪很多",而"烹饪很多

"通常意味着"接待了很多客人"。所以这句话是在用"灰烬很

多"这个词语来隐喻"他很慷慨好客"。2刘法公指出，隐喻在

汉英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通过使用隐喻吐露心声，写

观察得出的结论。而理解隐喻需要依靠喻化思维，并运用自

身的 “经验”，找出不相干两件事物的相似点或客观逻辑。3

对此，笔者认为理解隐喻更需要借助语境，将隐喻带入到具

体文本中才能分析其特殊效果。 

1.3 隐喻的定义  

    在上述两种不同的隐喻观下，出现了对隐喻不同的定

义。《新明解国语词典(第七版)》将“隐喻”一词解释为不使

用“像...”、“比...”等对比形式的比喻，采用如“雪肌”、

 
 ١٣٩-١٣٨ :ص .)م١٩٩٢-ه١٤١٢ رشنلل نایبلا راد :ةرھاقلا( .ةیفاولا ةغلابلا ،نوخیش دیسلا دومجم روتكدلا 1
 ١٢٢:ص .)يدواد ناوفص :ةرونملا ةنیدملا( .ةغلابلا ریسیت .شلاق دمحأ خیشلا 2

3  刘法公[M]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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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等隐示的方式解释�项事物的特征。1 《大辞

林(第三版)》的解释也同样倾向于修辞学上的定义:在句式上

不采用明喻的比喻，不使用“如...”、“像...”等喻词，例

如“雪肌”、“玫瑰的微笑”。
2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新明解国语词典》和《大辞

林》中的隐喻都是指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而《现代汉语大

辞典》则将隐喻的含义拓展得更宽、更加 全面。《现代汉语

大辞典》中的隐喻不仅涵盖了修辞学范围内属于修辞手法的

隐喻，还涉及认知学领域中认知隐喻的部分。  

     本研究采取对等翻译理论对《红高粱家族》中的隐喻翻

译展开探讨。《红高粱家族》中有大量隐喻表达，一部分是传

统修辞学定义下的隐喻—“不含喻词的比喻”，如:“红布腰

带坠成一牙残月”、 “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另一方面《红

高粱家族》属于典型的乡土文学，作者莫言运用了大量的惯

用语、詈言、文化负载词，生动刻画了在高密县东北乡生活 

着的乡土百姓形象。因此，作品中的隐喻还包括如“拔了萝

卜地面宽”、“留下买 路钱”等广义上的隐喻。总体而言，本

研究所涉隐喻表达包括不含喻词的比喻， 以及表达字面所不

具有的言外之意的惯用语、成语、詈言、文化负载词等。  

     功能对等理论力求找到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词来重现

原文，即译文具有一种最自然地契合原文的形式。因此，作

 
1  吴锦露.认知隐喻视角下《红高粱家族》的汉译日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2 吴锦露.认知隐喻视角下《红高粱家族》的汉译日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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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该理论有助于最大程度缩短译文中修辞手段的接受者

与原文之间的理解距离，从而实现最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为

了保持目的语的意义内涵尽可能地不变，译者需要在源语和

目的语双重认知域的制约下，准确理解原文本作者的文字意

图，并完全把握目的语读者的认知 思维、阅读模式和文化经

验。使译语读者和译语文本的关系更加接近源语读者和原文

本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功能对等译者应理解原文语境含义

，在语用层面再现原文内容，使译文读者实现原文读者一样

的共鸣感。不难看出，隐喻翻译关键在于译者的认知观，即

对源语隐喻的理解和对异语言之间认知方式的协调。   

    笔者来考察译者哈赛宁在阿译文中是否“认同”莫言的

意象选择，有何异同，并探讨差异背后的动因。笔者将基于

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研究莫言隐喻辞格中上述翻译七类

一部分的属性分布，并对比分析译文，探讨译者处理不同语

言和文化中的隐喻意象的方法和策咯。 

1.直译 

   当中阿隐喻的本体和喻体意象一致时，中阿读者对该隐喻

也会有同样的认知方式。这种情况下，采用隐喻直译法可以

还原中文的喻体意象，使得阿语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同样的

对待。 

例 1 

原文：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什么大

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P51) 

.ىربك ةمیرج ُّدعُی لا اذھ نإف ،ةأرما راوجب اًتقو لجرلا يضقی نأ - :ةمجرت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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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ةیعرلا لثم ھلثم ھئطخ ىلع بساحُی نأ دبلاف ،أطخ كلملا بكترا اذإ ،دئاقلا اھُّیأ - 
 )95ص(

分析： 

    余司令的部下任副官为被强奸的玲子抱打不平，希望余

司令能够枪决加害 者。余司令再听到有人奸淫“我中国姐

妹”时，义正言辞的表明态度认为当杀， 却在知道加害者正

是对自己有恩的亲叔叔-余大牙时，反口说到这不算大事。

“王子犯法，一律同罪”的类似说法还有“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天子犯法，同于 庶民”等等，最初来自于《史

记·商君列传》。  

    在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就有“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

之说，但商鞅在变法 时对待犯法的秦孝公的太子同样要求处

以惩罚。即使最后是以太子的老师代为受 刑而了结，称不上

是真正的法律平等，但却是首次对王权贵族的法律特权发出

了挑战。  

    随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使用，

如李伯元的《中国现在纪》第二回中就有“俗话说的好‘王

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这里只知道关押犯人，却不会分辨

谁是老爷，谁又不是老爷。”的例子。用以隐喻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无论地位是否高贵，有何人脉。任副官使用使用该句

话借以表达，奸淫者不论是谁都应该受到处罚，即使是余司

令的亲叔叔也不应该念旧情、徇私情。  

埃及与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过度时

期。埃及宪法第 53 条规定法律面前不能因贵族身份、勋章

荣典，或是人种、性别、信仰和社会 地位等而给予优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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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虽然使用的本体是“王子”，但在后世引用中多指皇。哈赛

宁教授对“王侯”的解释为王和诸侯，正好与中文中的贵族

阶级相对应。并且，法律面前不徇私情，不论身份地位的意

象在阿文中也能够达到同等映射。译者选择直译法，将任副

官使用的隐喻直接转移到目的语中，目的语读者也能很自然

的感受到任副官是隐指余司令不可因私情包庇余大牙。  

例 2 

原文：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P21) 

 )44ص( .اھداصح دعوم رظتنت ةیرقلا يحلاف لثم ةرُّذلا تناك :ةمجرتلا
分析： 

    以上个例句是关于“花”的隐喻。将时间与花相联系，

并利用花会结果的自然规律，点明正如花会有果实那样，经

过时间的推移，事情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结果、结局。《红高粱

家族》采用插叙的叙事手法，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线交叉重

叠，此处的“等待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其实也为后面“爷

爷”余占鳌伏击失败，高粱被践踏、烧毁埋下了伏笔。  

    从例 2可以看出, 译者采用的直译法。在原文中,作者使

用了一个诗意的隐喻,描述了高粱田和人们都在期待时间的果

实。这个隐喻可以理解为高粱和人类分享着同样的等待、希

望和命运。而在阿拉伯语翻译中, 将隐喻转为明喻的直译法,

将高粱比喻成村里的农民在等待收获的季节。此处使得译文

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并忠实于原文。  

例 3 

原文：这小子，就这点兔子胆还能杀人? (P151) 

 )290ص( ؟لتقی نأ عیطتسیو بنرلأا لثم نابج ،لجرلا اذھ نم هآ :ةمجرتلا



 
 

 
   

 

 2025 )١( ددعلا ةيملعلا ةمجترلاو ةيبدلااو ةيوغللا تاساردلا ةلجم "تْاينسُلأ" 

ISSN (Print): 3009-7789  

ISSN (ONLINE): 3009-643X 

33 

分析： 

李抒惠学者将“兔子”的隐喻意象进行了整理，有因外

貌特征而使用的“兔 子眼”，也有因动作敏捷而使用的“动

如脱兔”。(2011:104)原文中“花脖子” 绑走“奶奶”，向

“爷爷”索要赎金，“爷爷”为了报仇，在“花脖子”放枪后

假装害怕地抱头唔唔叫唤，“花脖子”奇怪传闻中杀了人的

“爷爷”怎会如此胆小， 便嘲笑“爷爷”是“兔子胆”。例

中使用的“兔子胆”是借兔子生性胆小的特性，映射“爷

爷”的胆子如兔子一般怯弱，怕事。同样具有胆小的意象，

但源域“兔子胆”与目标域“胆小”隐喻在阿语使用习惯中

并不常见。因此译者在此处添加上比喻词，隐喻转明喻，使

两者的映射关系更加紧密。 

2.直译与注释 

当俗语和文化负载词涉及文化典故、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

时，特殊的文化内 涵使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但特殊的文化

意象能够给目的语读者带来新式的文化 体验，且不少喻体在

原文中起着建构人物形象或情节背景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 

下，译者可采取注释法，保留源文中的喻体意象，并附上注

释 直接阐明喻义，使喻义清晰化。 

例 1 

原文：⻤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冲天大火，经

久不熄，把半 个天都烧白了。 （P155)   

 نارینلا لاعشإب اوماق ،ناكملا نم باحسنلاا نوینابایلا نیطایشلا ررق امدنعو :ةمجرتلا
 ةرتفل ترمتسا يتلا ،ةلعتشملا نارینلاب ةیرقلا ءامس تلأتما ،ةیرقلا نكاسم عیمج يف

 )299ص( .اھدامخإ مت ىتح ةلیو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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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父子二人在高粱地里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抗战,尽管设

法击毙了数十名敌军,却最终因力量悬殊而无法取胜。傍晚时

村民试图逃往村南却遭到日军的疯狂扫射,数百人丧生在高粱

地里。⻤子撤退时烧毁了整个村庄,天空被染成血红色,原本

丰满的月亮也变得苍白凄凉。“鬼子”是对日本侵略士兵的蔑

称，译者丝毫没有改正或遮掩的想法，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将

“鬼子”这一隐喻转移到目的语中，并添加相关解释，帮助

目的语读者理解。  

   《红高粱家族》讲述了英勇的高密县东北乡的平民老百姓

如何英勇团结抗击 日军的故事。“鬼子”一词在中国近现代

的文学文本中经常见到，单在《红高粱家族》文中就出现 

136 次，可见“鬼子”这一意象贯穿于全文，再首次出现

时， 添加详细的解释，也方便对后续的“鬼子”意象进行理

解。  

例 2 

原文:曹县长一拍桌子，说:“......你简直是鲁班门前抡大

斧，关爷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门前背《三字经》，李时珍耳边

念《药性赋》，给我拿下啦!” (P112)  

 ماما كفیس زھتو ،ناب وول لزنم ماما كسأف عفرت تئجو تأطخأ كنأ ودبیو :ةمجرتلا
 أرقت تئجو ،سویشوفنوك میكحلا فوسلیفلل" ثلاثلا لمجلا باتكلا" لترتو ،ھیی ناوق
 يف ءاملا عیبت امنإ اذھ كلعفب كنا لوقأ .نیج ھش يل بیبطلا عماسم ىلع بطلا باتك
 )208ص( "ءادرلا اذھ كنع علخاف .نییقاسلا ةرا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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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曹梦九被“罗汉大叔”请去断案，在看到“奶奶”的做

戏后相信奶奶是良善 之人，变断定庄长单五猴子羡慕单家财

产，贪慕“奶奶”貌美才会设计杀害单扁 郎和单老头。例 2 

中的四个隐喻同一目标，即在行家能手面前卖弄本 领，译者

并未选择意译法将四项隐喻所指向的目标域直接提取出，也

将除世界闻名的孔夫子之外三人，没加上注释性前缀，而是

加阿拉伯语的对等的成语。不仅能让目的语读者在不了解这

些历 史人物的情况也能掌握文本想要传达的对应意象，还能

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 读者相差无几的认知体验。 

3.意译 

    不同语言映射着不同民族的认知体系，是不同民族文化

的文字载体。当某些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相差甚远时，隐

喻的非对应性导致了隐喻翻译一定程度上 具有了不可译性。

当源文本中的喻体意象难以使目的语读者联想起相似认知体 

验，有无法在目的语中寻找到相似替代表达时，译者可以采

取意译法。译者无需拘泥原文的修辞手法和句式，只需要使

目的语读者感受到最终的认知效果。 
   如果中阿语言文化没有很强的亲缘性，所以在意译概念体

系上能实现一一对应，此种语言环境下，意译的隐喻翻译方

法将更为适用。  

例 1 

原文：大爷说，“心急喝不得热粘粥。” (p5) 

 )23 ص( .ةسیرفلا ىلع لاجعتسلاا مدعب ویل دجلا حئاصنو :ةمجرتل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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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跟着罗汉大爷夜间里去河滩边抓螃蟹，看着螃蟹

成群结队的朝着罩子灯围上来，就非常急切地想冲上去捕

抓。这时，罗汉大爷按住“父亲”的肩头并说出上述隐喻。

热乎乎的粘粥的确让人非常有食欲，却可能因为着急，一不

小心反而将自己烫伤。类似还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走

马看不了春秋”等等隐喻，表示越是喜欢越不能心急，不然

反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此处罗汉大爷使用“心急喝不得热

粘粥”来告诫想要冲上去抓螃蟹的“父亲”，可能会因为心急

导致螃蟹都被吓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抓不到。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不一样，没有喝粥的习惯，但是，阿

语中还有如 "ةكرب يذ ریغ راحلا نإف ،راحلا ماعطلا اودربأ"   等词表达怕吃

热食的人，同时表达不能心急的隐喻，可见阿语读者可以对

于无法吃“热粥”这个本体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之前后文完

全未到“父亲”和罗汉大爷要喝粥吃饭的内容，很容易让译

文读者联想到此处为隐喻告诫之意。但是，译者选取了意译

法，将中文文本中的意象转移到了阿语文本中，可是，没有

保留了源文本的本体隐喻特征。  

例 2 

原文：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

着老百姓修成  

的。 (p7) 

 ينابایلا شیجلا ماق يذلا غنیب وایج قیرط بوص ریسیس بكرلا نأ فرع :ةمجرتلا
 )24ص( .ةیرقلا لھأ نیرخسم هدیبعتب هؤلامع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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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很早就受到了人类的驯化，成为家畜。关于“狗”

的意象也非常之多，有表示地位低微的“看门狗”;表示凶狠

残忍的“狗咬狗”;还有表示鄙夷、厌恶之情的“狗东西”等

等。除此之外，“狗”还代表着忠实与信赖，如:儿不嫌母

丑，狗不嫌家穷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走狗”原意指外出捕猎时帮助捕捉和追寻猎物的猎犬，

来源于《史记》中 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史记》中的“走狗”指代奔走效劳的 人，借狡猾的兔

子死后，走狗无用也会被烹饪而食，来隐喻人没有利用价值

就会 立刻被舍弃。这一意象在后世逐渐演变为特指阿谀奉

承、帮助恶人做坏事之人， 比“爪牙”更多一层对谄媚表示

鄙夷的情感色彩。  

阿拉伯语中的	" لیمع "	和	" لیلذ عبات "	在基本意义上确实符合“⾛
狗”的中⽂含义，指帮助恶⼈做坏事的⼈，但缺乏“狗”这⼀隐喻
性的直接联想。⽽如果译者将其翻译为	" بلاكلا ھئلامعو "	可以实现
隐喻的对等，因为	“ بلاكلا ”	明确保留了“狗”的意象，能唤起与原
⽂类似的情感共鸣和隐喻感。 

例 3 

原文：闪闪烁烁的骡蹄铁下，一簇簇尘土遍地开花。 (P105) 
 نم ةریبك تایمك هءارو رھظت تناك ،ةعرسلا هذھب يضمی لغبلا ناك امنیبو :ةمجرتلا
 )193ص( .قیرطلا ءامس ءلام يذلا بارتلا

分析： 

   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视觉比喻,描述

骡蹄下扬起的尘埃如同"到处绽放的鲜花"。但在阿译文中,这

个诗意的视觉隐喻被舍弃了,改为更直接、更贴近现实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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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即"大量尘土"在骡后飞扬,充满了道路的天空。译者采用

的意译法，目的是用更现实、更为读者熟悉的方式来重塑原

文中的文学修辞形象。 但笔者认为，根据奈达功能对等的翻

译理论，将隐喻翻译为明喻可归为其隐喻翻译策略中的第三

种方式。这种策略通过将隐喻转化为明喻，如翻译为 "  ریاطتو
ةعملالا لغبلا رفاوح لعفب حتفتت ارًاھزأ ناك ول امك ھفلخ رابغلا "，既保留了原文

的形象感，也使目的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和感受文本的意

境。这样的表述进一步强调了隐喻对等的实现效果。 

例 4 

原文:奶奶自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闷在家里，几乎与世隔

绝。(P121)  

  .تیبلا ةبتع رداغت لا اھیبأ لزنم يف ةسوبحم اھرغص ذنم يتدج تناك دقو :ةمجرتلا
 )226ص(

分析： 

    余占鳌闯进“奶奶”屋里，不料“奶奶”却装作不认识

的样子来，抬手就是 一耳光，余占鳌随即问“奶奶”是否真

的不认识他。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古代住宅极具民族特

色，空间布局和居住分配也极为讲究。惯用语“大门不出，

二门 不迈”当中的“大门”正是指外院的正门，而“二门”

则是指分隔开内院和外院的“垂花门”。  

    阿拉伯传统住宅的结构与中国古代住宅有所不同，缺乏

“大门”“二门”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因此读者对“不出

大门，不迈二门”的文化体验难以产生共鸣。译者采用意译

法，将原文中“奶奶”从未走出家门的意象转化为“  رداغت 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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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یبلا ةبتع ”（不离开家门的台阶），这一表达更贴近阿拉伯文

化的习惯用语，避免了对陌生文化背景的困惑。 

这一意译方式能够使阿拉伯读者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

通过熟悉的语言形式理解上下文的叙述。例如，通过“奶

奶”从未出门这一设定，清楚地了解她为何不认识“余占

鳌”，从而使读者能够顺畅地理解情节逻辑。这种翻译策略

虽然未能完全传递源文中蕴含的文化隐喻，但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文化信息的缺失，成功实现了功能和文化上的对等。 

例 5 

原文：当一个雄性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没有必要猴

子戴帽，他会  

  加倍疯狂，他会脱掉那些刺绣着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

野兽一样扑上 

  去。(p325) 
 يدتری نلأ ارطضم نوكی نل ،هدرفمب سرتفم شحو ناسنإ كانھ نوكی امدنعف :ةمجرتلا
 ضقنیو ،ةعنقلأا عیمج نم صلختیسو ،ھشیطو ھنونج نم فعاضیسو ،ةیناسنلإا عانق

 )610ص( .ةیشحو لكب ھتسیرف ىلع
分析： 

    当六个日本兵对“二奶奶”实施暴行时，“我”在想如果

只有一个日本兵， 是否就会因为想起自己的妻子或母亲，而

引发恻隐之心,但最终“我”得出的结 论是不会的。“猴子带

帽”来源于成语“沐猴而冠”，出自《史记》，韩生讥讽项 羽

“以为汉庭公卿诸如沐猴而冠耳”，后形成歇后语:猴子穿衣

戴帽，终究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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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属于灵长类，也是与人类最亲缘的种族，汉语

中存在不少与“猴” 相关的词汇，且大多带有负面色彩。

如:尖嘴猴腮;猴子学走路-假惺惺;猴子 唱戏-想一出是一出;

猴子学人样-装相等等。穿衣戴帽是人类的习惯，“猴子” 与

人相近，但因为终究不是人类，穿衣戴帽只会给人似像似不

像的奇怪感觉。例 9 中的“猴子”指的日本兵们，而“戴

帽”则是隐喻日本兵们假装像人类一样 讲文明，讲道德。  

译者提取“猴子戴帽”隐指的装腔作势、装模做样的实际

内涵，采用意译法 将作者想要反讽日本兵的情感直接明了的

展现在目的语读者眼前，使目的语读者轻松就能理解日本兵

迟迟不对“二奶奶”事实暴行，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性善，

而是不会被迫戴上人性的面具,直接点出了隐藏本性的行为,

就如“猴子戴帽”一样可笑。译者在这里根据目标语读者的

文化习惯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准确传达原文的内涵。虽

然失去了原文的文学性,但更容易被阿拉伯读者理解。 
4.换译 

受社会文化、习俗习惯的影响，源语与目的语中相同词汇

的内涵差别显著，源语读者与目的语读者会对同一本体产生

不一样的联想和不同的认知方式。因此，在无法使源文本与

译本的喻体直接对等时，可以在目的语中寻找相似表达进行

转换，尽量争取最大地等值翻译，给予目的语读者相对等体

验。 
例 1 

原文： 路边说话，草颗里有人(P131) 

 )248ص( ناذآ اھل ناطیحلا نإف :ةمجرت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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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在《红高粱家族》中，酒坊的伙计讨论“奶奶”的趣事时

提到“路边说话，草棵里有人”，意指谈话可能被他人偷听，

提醒小心言辞。这一表达类似汉语中的“隔墙有耳”或“路

边说话草儿应”。但阿拉伯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直译会

引发文化误解。因此，译者采用了阿拉伯语习语“  ناطیحلا نإف
ناذآ اھل ”（墙有耳），以传达“秘密容易泄露”的意义。这种

转换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义，还避免了文化错位，确保

目标读者准确理解。 

例 2 

原文：我们八路军绝对不从朋友碗里抢饭吃 ....  (P187) 
 مل اذإف ،ھئاقدصأ مف نم ةمقللا فطخ ىلع اًدبأ مدقی نل نماثلا شیجلا نإ :ةمجرتلا
 )359ص( .ةمئاق ةقادصلا ىقبتس ،اننیب امیف قافتا ىلإ لصاوتن

分析： 

  江队长说这句话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八路军需要当地人

民的支持和食物，但队长认为不应强夺，而是要尊重人

民、维护友谊。他强调“不从朋友碗里抢饭吃”意味着要

与人民建立互利关系，体现了八路军的革命理想和军纪，

保持高尚的道德操守，赢得人民支持。 

     原文使用了"抢饭"一词,带有一定侵占性。翻译者用了

" ةمقللا فطخ "(抢夺一口食物)这个词,更精确地表达了这种行

为。"从碗里"被替换成了 "مف نم" （从口中),体现了更亲切、更

贴近人的意象。从“从碗里”到“从口中”的转换法不仅保

留了隐喻的表达形式，也能使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的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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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原文：他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 (P94) 

 لوقح لخاد هاوأم ىلإ ةدوعلا يف رخأتی ھتلعج ةریثك بابسأ كانھ تناكف :ةمجرتلا
 )174ص( .ةرذلا

分析： 

  “爷爷”既是领导队伍抗击敌人的革命烈士，又是杀死花

脖子、单扁郎和单老头的凶手。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善与恶两

个方面。“绿林”一次原指王莽等人起事时所在的地点-湖北

绿林，后隐喻聚集在一起反抗政府或打家劫舍的团体。“绿林

好汉”、“绿林豪客”与普通“盗贼”不同，具有一定的褒义

词性。“爷爷”在 奶奶去世之后也曾加入土匪帮，但作者将

“爷爷”的土匪形象也描写的积极向上，因此“绿林”也隐

含了“爷爷”不是做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奋起反抗的绿林

英雄。 

   “绿林”一词也存在于阿语中，但仅仅表示绿色的森林，

与英雄好汉和壮士的聚集地不存在任何的映射关系。译者如

果将“绿林”只换译为 " ةرذلا لوقح لخاد هاوأم " ，则会给“爷

爷”这一形象注入过多的负面效果。阿拉伯文化中完全缺失

的“绿林”文化，导致中阿两国对于“绿林” 隐喻的不对

等，提取主要信息和文字色彩的换译法就能使隐喻翻译最少

的降低信息量的流失。  

例 4 

原文：哑巴是余司令的好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

饼”的草莽英雄。（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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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عم لاكاو ،لایوط ھقفارً لاطب ،وی دئاقلل امًیمحو امًیدق اًقیدص سرخلأا ناكو :ةمجرتلا
 )26ص( .ةرذلا تاعارز طسو زبخلا

分析： 

   “拤饼”是山东特色美食，因需用双手拧着吃而得名。在

艰苦的时期，拤饼因制作简单、易储存而成为盗匪的象征。

阿拉伯文化中虽有类似面食，但与盗匪无关，阿拉伯习语

“ حلملاو زبخلا اعم لاكا ”表达的是深厚友谊。如果直译或省略，可

能导致误解。由于“爷爷”余占鳌既是抗战英雄，又是盗

匪，拤饼在故事中对人物塑造至关重要。译者通过直译保留

了核心内容，并借用阿拉伯习语增强文化意义，或通过注释

解释，帮助读者理解“拤饼”与“盗匪”的关系，同时丰富

人物和情节。 

 

 

5.省译 

   阿拉伯语倾向简洁表达，避免华丽修辞。因此，译者通过

省略调整语言风格，迎合阿拉伯读者的审美偏好。为了控制

篇幅，避免冗长，译者删减非核心信息。总体而言，省略翻

译考虑了文化差异、表达习惯和篇幅控制等因素，旨在使译

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 

例 1 
原文：外曾祖父遮遮掩掩不回答，外曾祖母把奶奶的女伴们

痛骂一顿，其 

  意大概是说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之类。(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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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سب تفتكا دقف اھتدلاو امأ ،اھتلاؤاست ىلع ةباجلإا نم برھتی اھدلاو ناكو :ةمجرتلا
 )72 ص( .يرثلا جوزلا ىلع اھتنبا ندسحی نھنأ اھنم اًنظ ،اھتاقیفر

分析： 

   在《红高粱家族》中，“奶奶”听说未来丈夫单扁郎是麻

风患者，向外曾祖父求证时，外曾祖父遮掩不答，显然因看

中单家的财富而同意婚事。外曾祖母用“狐狸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是酸的”来讽刺“奶奶”的朋友，暗指她们因嫉妒“奶

奶”能嫁入富贵家庭而造谣。这个隐喻源自《伊索寓言》，用

来批评无法得到的事物就贬低它。“狐狸”在中国文化中有着

狡猾和贪婪的负面象征，而在阿拉伯文化中，狐狸也代表狡

猾。阿语中有类似隐喻“ لیللا رویط نم اھسفن بسحت ةموبلا ”，意味

着因自身能力不足而贬低无法得到的事物。译者在阿语中使

用了意译，将外曾祖母的贬低之情转化为“  ىلع اھتنبا ندسحی نھ
يرثلا جوزلا ”，直接表述了嫉妒和情绪，虽然失去了隐喻的文

化特色，但简化了表达，避免了误解。 
结论 

本文主要是对《红高粱家族》小说中隐喻对等，《红高

粱家族》是莫言著作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但多数研究集

中于英译本,对阿译本关注较少。本研究从功能等价的角度,

分析了阿译本中常见隐喻表达的翻译策略,如直译、直译与省

略或注释、意译、转换、和省略等。译者采取了多种策略,努

力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认知体验。直译和意

译是主要手段,而省略和转换则较少使用。译者尽可能忠实于

原文,保留隐喻形式,但在无法实现完全等价时,也会选择舍弃

隐喻形式,直接传达源语读者的意义对等,以求达到功能对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