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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章回小说回目为小说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特点，主要表现为语言简练明了、句法结构固定、涵盖人、事、动词要素。
在对明清小说回目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译者深入掌握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有效巧用词类转换法，巧用增译法与省译法，
重视回目中副词翻译，通过对这些翻译技巧的掌握和使用，使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翻译更切合其自身特点，更为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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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涌现出了大批高质

量长篇小说，其中四大名著均为明清时期所著。明清时期

小说以章回体小说为主，即小说每一回合标题均为词句工

整且前后相衡的对联，这也是章回小说典型文本特征。[�]

在中国明清长篇小说体例上，分回有目、量体定名为重要

要求，回目的确立与发展，对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来说，

为其艺术形式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回目标题在字数、词

性及结构和内容等方面均有一定要求，自身特点鲜明，其

主要功能在于对每一章节故事情节进行高度概括与浓缩，

不仅统领着小说的各个章回，而且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但对于译者来说，面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章回小说回目，如

何在把握其特色基础上进行准确地翻译，将其形象地介绍

给西方读者，是较大的挑战。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对

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有深入的了解，有效运用相关翻译

技巧。

2�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

明清章回小说在近六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突出的

自身特色尤其在章回小说回目上，更是别具一格。明清章回

小说的回目，同明清章回小说一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

历程，呈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2.1�语言简练明了

因明清章回小说在回目标题位置上具有特定性，相较

对联来说其自由度十分有限。普通对联在创作过程中，可

基于需要对长度进行设定，而回目标题则需以最少字数对

最充分信息进行传递。在明清章回小说每个章回中，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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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都居于最前端，其重要作用在于“导入”，好的回目

可通过最精炼的语言，实现对各章节内容的有效提炼与概

括，让读者直观地认识到章节主要故事梗概，且能够达到

对读者的吸引目的。[�] 基于回目标题的这一目的，小说家

通常比较重视回目语言，对文字尽可能地提炼，尽量使每

章回的内容被浓缩于十四或十六字对联中。如在《水浒传》

（��� 回版）中，可以看到其 ��� 个回目中，以十四字对联

为主，其次为十六字对联，短短十几个字便对各回合故事

情节进行了一清二楚的交代。如回目标题过于冗长，往往

容易导致读者视觉疲劳，且易对回目标题所具有的统章立

意功能产生影响。所以，对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标题来说，

简练明了为其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其翻译也需做到

练达简洁。

2.2�句法结构固定

综观明清章回小说回目，在句法结构上，普遍具有固

定结构，尤以 6+9+2（主语 + 谓语 + 宾语）和 6+9（主

语 + 谓语）十分常见，且大部分为 6+9+2（主语 + 谓语 +

宾语）结构。不管在汉语语言中还是在英语语言中，该类

句法结构均为最基本结构。[�]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该类结

构在回目标题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形式

对高度概括的情节进行表达，不仅能够做到通俗易懂，还

有助于读者识记与传诵。无论故事如何曲折复杂，通过这

种回目结构，均能够明确主人公做了什么。如在《红楼梦》

中，第 ��回回目标题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荣

国府”，即为 6+9+2 结构。从章回小说的回目结构也可

以看出，其回目句式多对仗工稳，偶数句不仅在回目字数、

结构上相同，且词性相对，在对仗上极为工稳。明清章回

小说中的回目，在句法结构上看似简单，且可达到对每一

个章节内容的高度概括，且在视觉感应角度下，该类句子

结构也较为容易辨析，能够较大地引起直观注意，对章节

内容进行统领。

2.3�涵盖人、事、动词要素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回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故事情节进

行总结，其多会包含人名与事件，而作为人名与事件连接的

桥梁，谓语动词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明清章回小说回目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事、动词为其中重要要素，在这些

要素支撑下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故事情节中主人公会做什

么事，且这些要素密不可分，为明清章回小说回目核心要素。

如《水浒传》第 ��回回目标题中的“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读者能够直观地认识到“一丈青”会“单捉王矮虎”；《三

国演义》第 ��回回目标题中的“曹丕乘乱纳甄氏”，读者从

回目中即能够了解本回内容中“曹丕”会“乘乱纳甄氏”。

因小说重点任务在于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而人物形象的塑

造离不开完整故事情节，因此，在明清章回小说回目中必然

会涵盖人、事、动词这些要素，达到对主人公所做的事情的

叙述。

3�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翻译技巧

从以上分析可知，明清章回小说回目具有独特的特色，

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将其回目准确顺达翻译出来，是翻译

者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就要求译者在明确明清章回小说回目

特点的基础上，对以下翻译技巧加以掌握。

3.1�巧用词类转换法

对明清章回小说回目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贴合原

文，且需要与译文语言规范相符，很多时候无法做到在原文

词类上的对号入座，更不能逐字硬译。这就要求译者对一些

词类适当地加以改变，即在翻译中将原文中的词类适当地转

换，使其成为另外一种词类，该种翻译方法对于汉英翻译来

说是较为常见也比较重要的方法，如能够恰当地运用，有助

于翻译文本的通顺流畅，与英语习惯相符，更易于英语语境

读者理解。[�] 如在《三国演义》第 ��回目中，关于“赵云截

江夺阿斗”的翻译，英文为“�KDR��LORQJ� UHFRYHUV��K��RX�DW�

WKH� ULYHU”这里的“截江”为动宾结构，在英语翻译中将其转

变成介宾短语“DW� WKH�ULYHU”。[�] 而在英译中如对“截、夺”

进行直译，则会导致翻译过于臃肿，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简

洁的语言风格相左，而通过词类转换法则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3.2�巧用增译法与省译法

在对明清章回小说回目进行翻译时，因汉语与英文在表

达方式上存在差异性，所以需对一些原文中没有的词适当地

增加来进行翻译。但增词并非随意添加，而是需根据原文内

容的意义来增添，确保原文内容意义的完整性。[�] 以《红楼梦》

第 ��回回目为例，关于“张太医论病细穷源”的翻译，为“�U.�

�KDQJ��LDJQRVHV�.HTLQJ’V�,OOQHVV”在“论病细穷源”的翻译上，

译者将其翻译为“�LDJQRVHV�.HTLQJ’V�,OOQHVV”在小说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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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主要指张太医对秦可卿的病因与症状进行分析，但为了

句式整齐，中文回目中省去了“秦可卿”这一人名，但在英

语翻译中，为了使读者对本章内容更加清楚地了解，译者添

加了主代词“.HTLQJ’V”，使回目意义更加完整，这也是受

英汉差异影响，而需要放弃直译改为增译。[�]

省译法是相较增译法提出的一种翻译方法，主要指对于

译文视角下一些多余的内容，不需要生硬地全部翻译下来，

可以适当地删减。[�] 以《红楼梦》第 �回回目为例，关于“恋

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这一回目，被翻译为

“�HYRWHG�)ULHQGV�-RLQ� WKH�&ODQ�6FKRRO，0XG-6OLQJLQJ�

�R�V��UDZO�LQ�WKH�&ODVVURRP。”[�] 在英译中，对“恋风流”与

“顽”两词进行了省略，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译文字数整齐

以及形式工整，向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靠拢，且虽然翻译

中省去了这两个词语，但意义却依然完整，省略的词义可见

于 �HYRWHG与 �UDZO两词中。

3.3�重视回目句子形式美

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可以看出，其对仗十分工整，

多在字数上保持相等，在句式上也具有一致性。从句法结

构来看，十分重视前后句在句法结构上的呼应，即前文所

说的 6+9+2（主语 + 谓语 + 宾语）和 6+9（主语 + 谓语）

结构。对于印欧语系来说，其语言主要为听觉语言，比较

注重音象美；但对于汉语来说，其除了是一种听觉语言外，

同时还是一种视觉语言，不仅能够产生音象美，且能够产

生视象美。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来看，其视象美主要体现

为对仗工整的形式美。对于英语来说，其单词长短不一，

在音节方面有多有少，在翻译过程�中虽然较难对汉语结构

形式进行还原，但基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特点，还是应该

尽可能地注重回目句子翻译的形式美感。以《水浒传》第

��回回目为例，关于“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

这一回目，被翻译为“)RU�PRQH��0LVWUHVV�:DQJ�DUUDQJHV�D�

VHGXFWLRQ；,Q�DQJHU��XQJH�ULRWV�LQ�WKH�7HD.6KRS”从这一回

目的句法结构看，其标题中运用了两个并列谓语，一为“贪

贿 + 说风情”，二为“不忿 + 闹茶肆”，但在英语语言中，

这种现象并不会发生。通过分析可知，“贪贿”与“不忿”

均表原因，进行翻译过程中可将其处理为原因状语。在以

上翻译中，将“贪贿”翻译成“)RU�PRQH�”，将“不忿”�

翻译成“,Q�DQJHU”，且均放在句首，即做到了前后对应，

使翻译文本在整体上表现出了对仗的形式美，且对句意也

进行了准确表达。

3.4�重视回目中副词翻译

明清小说家对章回小说回目标题进行创作时，通常会

于动词前加副词，达到对气氛的渲染或促进色彩的增加。在

回目标题中，这些副词往往发挥着画龙点睛效果，多用来对

故事主人公行事方法进行描述。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该副

词十分重要。不过，明清章回小说回目中的副词多仅为一个

字，在翻译方面灵活多变，在难度上较高。[��] 以《水浒传》

第 �回回目为例，关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的翻译，赛珍

珠将其翻译为“7KH�7DWWRRHG�3ULHVW，DQG�KRZ�KH�SXOO�XS� WKH�

ZHHSLQJ�ZLOORZ”，沙博理将其翻译为“7KH�7DWWRRHG�0RQN�

XSURRWV�D�ZLOORZ�WUHH”。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副词的翻译，

可以采用副词融入动词的方式，在译文中可以仅留下动词，

使动词意义消失，如在“倒拔”的翻译上，不管翻译为“SXOOHG�

XS”还是翻译为“XSURRWV”，在“倒”这个字的意义上均消

失了。

4�结语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回目标题以其突出的特点构成了章

回小说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整个回合故事情节发挥着重要统

领作用。对于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的翻译，也是章回小说翻译

中重要部分，对回目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应基于回目自身特点，

灵活掌握和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确保明清章回小说回目翻译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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