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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拟声拟态词在日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被广泛应

用于文学作品、日常对话、影视台词等，而汉语中象声象形

词相对较少，这使翻译拟声拟态词变得难上加难。在现有研

究中，大多围绕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构造方法、语音变化、分

类方式、意义特征等展开的，而从拟声拟态词自身的语法特

征考察中文译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统一

性。因此，论文选择从夏目漱石的名作《我是猫》中抽取全

部日语拟声拟态词，统计整理了最受读者欢迎的刘振瀛 [1]、

于雷 [2]、曹曼 [3] 三人译本中的对应汉译，从词性类别的角度

一一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探讨出拟声拟态词的汉译方法，

希望对中国日语学习者掌握拟声拟态词有所帮助。

2 先行研究与问题点

据《擬音語·擬態語辞典》[4]，拟声词表示外界声音，拟

态词表示用象征说法来表现某种动作或状态的词，论文按照

该定义展开论述。

在现有的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汉译方法的研究中，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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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10）在《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5] 中提出拟声拟态词

可被译为象声词（自造象声词）、形况词。赵鲲、高薇（2012）[6]

提出拟态词可被译为形容词、副词、动词、成语等 7 种类型。

王海燕（1994）[7] 总结出连用修饰语可被译为四字熟语、副

词式叠词，连体修饰语可被译为形容词、形容词 + 补语，谓

语可被译为动词、动词式叠词。但目前的研究也仅止步于此，

从词性类别的角度对拟声拟态词汉译的具体方法的研究尚未

不足。

因此，论文将从小说《我是猫》[8] 中抽取所有的拟声拟

态词及其对应汉译，从词性类别的角度一一进行比较与分析，

以总结出拟声拟态词的汉译特征与方法。

2.1 拟声拟态词的词性类别

据《汉语语法大全》，汉语中有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

象声词、连词、介词、代名词、数词、量词（序数词）、助词、

感叹词 12 类。据《日语概说》[9]，日语中有动词、形容词、

形容动词等 12 类。

论文按照以上分类，手动统计整理了《我是猫》中出现

的所有拟声拟态词及其汉译，并进行了对比分析。

表 1　拟声词出现频率表（按照“我是猫”中的词性分类）

品詞類別 出現回数 備考

副詞 189 1.「副詞」欄と「副詞 / サ変動詞」欄に

は重なる部分がある。 
2. 連体詞、名詞、代名詞、数詞、接続詞、

助動詞、助詞、感嘆詞を構成する場合は

なし。

副詞 / サ

変動詞
17

形容動詞 8

形容詞 1

由表 1 得知，在《我是猫》中，拟声拟态词没有作为状

况语和独立语出现过。从而，论文把研究范围缩至副词、サ

变动词、形容动词、形容词 4 类来考察拟声拟态词的汉译方法。

2.2 从词性类别展开的分析

如表 1 所示，日语拟声拟态词作为副词使用的情况最多，

达到 189 次，紧接着是サ变动词，出现 17 次，形容动词位列

第三，出现 8 次，形容词最少，仅出现 1 次。据此可知，拟

声拟态词的副词用法最为常见。

2.2.1 副词用法

表 2

品詞

オノ

マト

ペ

汉译词性 A/B/C 汉译 A 汉译 B 汉译 C

副詞

じめ
じめ

形容词 昏黑 / 潮湿 阴湿 阴暗潮湿

ぷう
ぷう

副词 不时地 咕嘟嘟地 噗噗地

のそ
のそ

形容词 慢慢 慢慢 慢慢

そろ
りそ
ろり

副词 / 短语 / 短语 慢腾腾地
神不知鬼不

觉
拖着酸痛的身

子

じっ
と

动词 忍耐着 忍心 忍一会

きら
きら

形容词 柔软的 晶莹的 有光泽的

ばら
ばら

副词 稀稀落落 纷纷 悠然

かっ
と

副词 突然 忽地 突然

ぴん
と

形容词 / 副词 / 动
词

高高 兀自 竖在

べん
べら

形容词 粗 粗 略译

ぶら
りと

形容词 / 动词 / 副
词

轻松自在地 信步 大大咧咧

すら
りと

形容词 苗条 袅娜 窈窕

そわ
そわ

动词 / 动词 / 形容
词

魂不守舍 意乱神摇 心不在焉

あぐ
りと

副词 足足 多长 至少

ぶく
ぶく

副词 越是 越是 更

けろ
けろ

动词 / 短语 睁大眼睛 眼珠一转 略译

ちょ
いち
ょい

副词 / 副词 / 形容
词

不时 微微 灵巧地

むら
むら

副词 不停地 自然地 合译

ぐる
りと

　 合译 合译 合译

モゴ
モゴ

动词 闭嘴咀嚼貌 嚼啊嚼啊 闭嘴着嚼

ちら
ほら

副词 偶尔 零星 只能

さっ
さと

副词 赶紧 匆匆地 赶紧

ほっ
と

　 合译 合译 合译

くさ
くさ

形容词 沉重 郁闷 郁闷

　 　 　 　 　
ぐる
ぐる

短语 / 副词 / 副词 走马灯似的 飞驰 反复

ふわ
ふわ

动词 轻轻颤动 婆娑摇曳 摆动

にや
にや

副词 / 副词 / 动词 嘻嘻地 笑眯眯地 笑着

はっ
と

副词 吃惊地 蓦地 赶忙

むら
むら

副词 一心 不由得 满脑子

ぐず
ぐず

动词 磨磨蹭蹭 磨磨蹭蹭 磨磨蹭蹭

ぴん
ぴん

动词 精神 活蹦乱跳 精神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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ぐら
ぐら

动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冒金花 漆黑 一黑

がら
りと

副词 突然 谁料 不凑巧

ぞく
ぞく

形容词 / 动词 / 短
语

凉飕飕 不发冷 觉得冷

ぐら
ぐら

动词 天旋地转 不发黑 天旋地转

ちら
ちら

副词 时有 隐约 就能

うと
うと

形容词 / 形容词 /
动词

迷迷糊糊 昏沉沉 犯迷糊

ごた
ごた

形容词 啰嗦 不伦不类 毫无章法 

ぴん
と

形容词 笔直地 笔直 傲然

ふっ
と

象声词 噗地 噗地 合译

ずか
ずか

形容词 / 副词 / 副
词

飘然 大摇大摆地 翩然

ごた
ごた

形容词 乱七八糟 乱糟糟的 乱七八糟

べら
べら

动词 说 哇啦哇啦说 合译

ぐん
ぐん

副词 赶忙 匆匆 合译

ぼん
やり

动词 / 副词 / 副词 发愣 默默地 愣愣地

ぷん
ぷん

动词 余怒未息 气哼哼地说 说生气

ぼん
やり

形容词 昏暗 朦胧 微弱

くる
くる

副词 / 短语 / 短语 来来回回 画着圆圈 摸了一圈

ペン
ペン

　 合译 合译 合译

しん
しん

动词 轻柔飘落 纷扬 合译

うじ
ゃう
じゃ

动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蠢动着 茫茫 乌泱乌泱

すら
りと

形容词 细高挑儿 修长 英姿飒爽

はっ
と

　 合译 合译 合译

どっ
かと

数量词 + 名词 一屁股 一屁股 略译

しみ
じみ

副词 深深地 不禁 合译

ぎり
ぎり

副词 来回不停地 滴溜溜地 合译

ずか
ずか

副词 大步地 大摇大摆地 大大咧咧地

ふら
ふら

副词 晃晃悠悠 踉踉跄跄 晃晃悠悠

ばら
ばら

量词 两半 合译 合译

ぴた
りと

/ 副词 / 合译 突然 合译

ぶる
ぶる

动词 打颤 哆嗦 一颤

つら
つら

副词 / 动词 / 副词 反复
左思右想（和
动词合并译）

无论如何

ゴワ
ゴワ

形容词 硬邦邦的
装腔作势 / 道

貌岸然
紧绷的

つる
つる

形容词 / 副词 / 滑溜溜的 滑溜溜地 合译

ぱっ
と

副词 立刻 刷的一下子 马上

むし
ゃむ
しゃ

动词 / 动词 / 象声
词

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 啊呜啊呜

ぐた
ぐた

动词 / 短语 / 形容
词

软瘫 拿不成个 疲惫不堪

むず
むず

动词 奇痒难耐 又痒 奇痒无比

ねち
ねち

动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安生不得 又黏 黏黏糊糊

がん
がら
がん

　 略译 略译 略译

ひら
りと

　 合译 合译 合译

ずら
りと

// 副词 合译 合译 光溜溜地

ゆる
りと

/ 副词 / 副词 合译 从容地 好好

かさ
かさ

/ 形容词 / 全是棱角 又尖 全是棱角

びり
びり

　 合译 合译 合译

紛々 　 合译 合译 合译
テラ
テラ

副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红扑扑地 艳艳有光 神采飞扬

にや
にや

动词 / 形容词 / 动
词

会心一笑 笑眯眯的 抿嘴一笑

愚図
愚図

形容词 / 动词 / 副
词

絮絮叨叨 唠哩唠叨 喋喋不休

つか
つか

动词 / 动词 / 副词 大踏步地 大摇大摆地 索性

ぶく
ぶく

动词 / 副词 / 乱折腾 咕噜噜 合译

かさ
かさ

副词 / 形容词 / 干刷刷地 干巴巴的 干巴巴的

ぴん
然と

副词 // 形容词 横七竖八 合译 乱七八糟

ひや
ひや

形容词 不安 惶惶不安 惶惑不安

ぷん
ぷん

　 合译 合译 合译

むく
むく

　 合译 合译 合译

にや
にや 动词 / 名词 / 动词 嘻嘻一笑 嗤嗤一笑 嘻嘻哈哈

ぴく
ぴく

副词 扑哧扑哧 不时地 时不时

悄々
动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垂头丧气 颓丧 蔫

ぴく
ぴく 

形容词 / 动词 / 动
词

扇忽扇忽的 呼扇 忽闪忽闪

けら
けら

副词 / 动词 / 副词 嘻嘻哈哈地 哈哈大笑 嘻嘻哈哈

から
から

副词 / 动词 / 副词 嘻嘻哈哈地 哈哈大笑 嘻嘻哈哈

ごた
ごた

形容词 满满当当地 乱糟糟地 满满当当

ギュ
ギュ

　 叫苦连天
挤死啦挤死

啦
让开

かん
かん

动词 / 形容词 / 晃眼 火辣辣的 合译

すぽ
りと

副词 狠狠 合译 合译

がさ
がさ

　 沙沙的
发出沙沙的

声响
发出沙沙的声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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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ん

かん 
形容词 明晃晃的 火辣辣 略译

ぶら

ぶら
　 合译 合译 合译

うろ

うろ
动词 转来转去 荡来荡去 合译

そわ

そわ
动词 心神不宁 心慌意乱 合译

すう

すう
象声词 // 副词 嗖地 合译 瞬间

ひょ

ろひ

ょろ

动词 晃晃悠悠地 飘飘遥遥地 合译

いら

いら

形容词 / 形容词 /
动词

不平 麻麻癞癞的 站不住

キョ

トキ

ョト

形容词 / 形容词 /
短语

心神不宁 贼眉鼠眼 保持警惕

コソ

コソ
副词 / 动词 / 短语 偷偷摸摸 胆战心惊 保持警惕

ぴり

りと  
动词 / 形容词 / 形

容词
刺痛 麻酥酥的 麻麻的

ぴり

ぴり
形容词 火烧火燎 麻酥酥的 麻麻的

ぽう

っと
动词 半睁半闭 发红 发沉

ぐに

ゃり

と

// 形容词 合译 合译 软绵绵地

がり

がり 
动词 挠起 咯吱吱地挠

嘎吱嘎吱继续

抓
がり

がり 
副词 / 短语 / 短语

抓缸壁的事

儿

挠得咯吱吱

响

把水缸壁抓得

嘎吱嘎吱

由表 2 可知，拟声拟态词作为副词使用时，通常可被译

为短语、形容词、动词、副词与象声词，其中，在被译为象

声词时，拟声拟态词与其汉译呈现了相同的特征。接下来利

用表 3 作进一步研究。

表 3

品詞

オノマトペ 汉译词性 A/B/C 汉译 A 汉译 B 汉译 C
副詞

ス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嗖的一下 嗖的一下子 嗖的一下

どさり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咚的一声 咕咚一声 咚的一声

ヒュ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呜的一声 哞的一声 嘀嘀

ギ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合译 吱的 吱的一声

ガタリ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咕咚一声 咕咚一声 哐啷一声

ぽかりと
副词 / 象声词 +

数量词 /
狠狠 啪的一声 合译

つるつる

象声词 + 数量词

/ 副词 / 象声词 +
数量词

哧溜一下 突噜噜 哧溜一口

ちゅう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哧溜一下 哧溜一声
哧溜哧溜

几声
からからか

ん

/ 象声词 + 数量

词 / 副词
合译 哐啷一声 赶紧

ぷんと
副词 / 象声词 +
数量词 / 动词

威风凛凛的

样子
嗵的一声 不甘示弱

ワと
象声词 / 象声词

+ 数量词 / 短语
哇地 哇的一声 扯着嗓子

ワッと 象声词 + 数量词 哇地 哇的一声 哇的一声

からりと
象声词 / 象声词

+ 数量词 / 副词
哗啦地 哗的一声 突然

ギャと 象声词 // 嘎 啊
凌厉的叫

喊

　

ニャニャ 象声词 喵喵 咪咪 奶声奶气

さらさら / 象声词 / 一阵阵 风呼呼地 沙沙响

ブブ 象声词 吱嘎噶地 吱吱嘎嘎 吱吱响

チリン / チ

リン
象声词 叮叮当当地 丁零零地 丁零丁零

びりびり
略译 / 象声词 /

略译
合译 哗啦啦 合译

にやにや
象声词 / 象声词 /

副词
嘻嘻地 嗤嗤地 偷偷地

ぐうぐう 象声词 咕咕 咕咕 咕噜咕噜

どぼりどぼ

りと
象声词 隆隆的 哗啦啦地 哐啷哐啷

げらげら 象声词 咯咯 咯咯地 哈哈

ちゃらちゃ

ら
/ 象声词 / 合译 丁零零 合译

ぷかりぷか

り
量词 / 象声词 一口一口地 咕嘟嘟地 合译

ごろごろ 象声词 咕噜咕噜的 呼噜噜地
咕噜咕噜

的

うんうん 象声词 哼哼唧唧 哼哼呀呀 合译

チンチン 象声词 当当 当当 当当

ぷかぷか 象声词 叭嗒叭嗒 吱吱地 噗噗地

くすくす 象声词 嘻嘻地 咯咯地 合译

クツクツ 象声词 吃吃的 哈哈 吃吃的

わいわい
象声词 / 动词 /

副词
吵吵嚷嚷 七吵八闹 齐声

ぴちゃぴち

ゃ
象声词 啪啪地 啪啪地 啪啪地

ゴシゴシ
象声词 / 副词 /

象声词
哗啦哗啦 好一顿 吭哧吭哧

ぱちぱち 形容词 / 象声词 / 热烈地 啪啪 合译

かんかん 象声词 当当地 砰砰地 当当当

トントン
副词 / 象声词 /

象声词
轻轻地 砰砰 咚咚

がりがり 象声词 咯吱咯吱 咯吱吱 嘎吱嘎吱

ざあざあ 象声词 哗哗 哗哗 哗啦哗啦

ワンワン 象声词 嗡嗡作响 哇啦啦 嗡嗡响

ぐうぐう
象声词 / 象声词 /

副词
呼呼 呼呼 很香

すぱすぱ
副词 / 象声词 /

象声词
大口大口地 吧嗒吧嗒 啪嗒啪嗒

ぽんぽん 象声词 砰砰地 啪啪 梆梆地

ちょきちょ

き
/ 象声词 / 象声词 合译 咯吱吱地 哗啦哗啦

がさがさ 象声词 簌簌的 嗡嗡地 哗啦啦

ずるずる 象声词 哧溜哧溜 哧溜溜地 哧溜哧溜

すとんと 象声词 咚地 啪地 咣当

があがあ 象声词 哇啦哇啦 吵吵嚷嚷 哇啦哇啦

ざぶざぶ
象声词 / 象声词 /

副词
稀里哗啦地 哗哗地 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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べらべら
象声词 / 中性词 /

动词
哇啦哇啦 合译

兴高采烈

地

ぱたぱた 象声词 啪嗒啪嗒 叮当 啪嗒啪嗒

にゃごにゃ

ご
/ 象声词 / 合译 咪哟咪哟

有技术含

量一点

がが 象声词 嘎嘎 啊啊 嘎嘎嘎

げげ 象声词 咯咯 嘎嘎 嘎嘎嘎

だらだら 象声词 滴滴答答 哗哗 合译

ぷうぷう 象声词 噗嗤噗嗤 噗噗噗的 嘟嘟嘟

きいきい 象声词 吱吱嘎嘎 吱吱哇哇 嘎吱嘎吱

ぴいぴい 象声词 吱吱嘎嘎 吱吱哇哇 嘎吱嘎吱

ひやひや 象声词 嚄 / 嚄 听啊听啊 哈哈

由表 3 可知，拟声拟态词被译为象声词时，其汉译分为

两种形式，一是象声词叠词，二是“象声词 + 数量词”。此时，

这些拟声拟态词也展现出一定的特征。

从词本身的意义而言，这些拟声拟态词几乎都是表现存

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声音或生物的声音的拟声词。

从词的构造形态而言，被译为象声词叠词的拟声拟态词

大都是 ABAB 形，A 多由浊音和半浊音构成。被译为“象声

词 + 数量词”的拟声拟态词都是“～＋ / ン / ッ＋と”形。

2.2.4 サ变动词、形容动词与形容词用法

表 4

品詞

オノマト

ペ
汉译词性 A/B/C 汉译 A 汉译 B 汉译 C

変動詞

フワフワ
形容词 / 动词 / 形容

词
悠悠忽忽

六神无

主
晕晕乎乎

つるつる
形容词 光溜溜的

油光锃

亮
光溜溜

むずむず 动词 / 形容词 / 动词 紧张得难熬
胀乎乎

的
紧张到酥麻

懲々 再也不敢
把俺坑

苦
再也不想

ねばねば 形容词 粘粘糊糊的
黏糊糊

的
黏糊糊的

くさくさ 形容词 沉重 郁闷 郁闷

まごまご 动词 / 动词 / 短语 打圈子
徘徊不

前
战线拉长

もじもじ
动词 / 形容词 / 形容

词

忸忸怩怩地

坐着

尴尴尬

尬

一阵红一阵

白

ぴかぴか 形容词 精光锃亮 锃亮 闪闪发光

じっと 动词 不动弹
纹丝不

动
不动

ふらふら 动词 / 形容词 / 动词 摇摆不定
恍恍惚

惚的
飘来飘去

喋々 动词
喋喋不休地

说

喋喋不

休地宣

传

鼓吹

ごつごつ 形容词 疙疙瘩瘩
粗糙不

平
疙疙瘩瘩

むずむず 短语 刺痒得很 痒得慌 痒痒得难受

ごちゃご

ちゃ
形容词 / 名词 / 乱糟糟的 嘈杂声 略译

ごろごろ 　 合译 合译 合译

ごろごろ 　 合译 合译 合译

表 5

品詞 オノマトペ
汉译词性 A/

B/C
汉译 A 汉译 B 汉译 C

形容動

詞

ぶくぶく 形容词 胖乎乎的 又肥又软 肉肉的
くちゃくち

ゃ

/ 形容词 / 动

词
略译 七扭八歪 变形

悠々 形容词 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 不紧不慢
渺々 形容词 波涛汹涌 茫茫浩瀚 宽广无边

得々

中性词 / 形

容词 / 形容

词

自鸣得意 得意洋洋 异样

悠々閑々 形容词 悠悠闲闲 优哉游哉 悠闲

得々

中性词 / 形

容词 / 形容

词

自鸣得意

地

洋洋得意

地
满意地

つんつるて

ん
　 略译 略译 略译

形容詞 しらじら
/ 形容词 / 形

容词
合译 活灵活现 自然

据表 4，サ变动词用法时，可被译为动词与形容词，此

类拟声拟态词有副词与サ变动词两种词性，与副词用法相比

更容易作为动词来使用，还有一些具有形容动词词性。

如表 5 所示，形容动词与形容词用法时，因表示事物的

性质、状态或生物的心情、感情等，通常直接被译为形容词。

3 结语

论文从《我是猫》中抽取了所有的拟声拟态词及其对应

汉译，从词性类别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拟声拟态

词的汉译特征与方法，如下所示。

拟声拟态词的副词用法最为常见。拟声拟态词作为副词

使用时，通常可被译为短语、形容词、动词、副词与象声词，

在被译为象声词时，通常是两种形式，一是象声词叠词，二

是“象声词 + 数量词”。此时，这些拟声拟态词也展现出一

定的特征。从词本身的意义而言，这些拟声拟态词几乎都是

表现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声音或生物的声音的拟声词。从

词的构造形态而言，被译为象声词叠词的拟声拟态词大都是

ABAB 形，A 多由浊音和半浊音构成。被译为“象声词 + 数量词”

的拟声拟态词都是“～＋ / ン / ッ＋と”形。

サ变动词用法时，可被译为动词与形容词，此类拟声拟

态词有副词与サ变动词两种词性，与副词用法相比更容易作

为动词来使用，还有一些具有形容动词词性。形容动词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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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词用法时，因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或生物的心情、感情等，

通常直接被译为形容词。

以上结论可能未必适用于全部拟声拟态词的汉译，但通

过文学作品总结拟声拟态词的汉译方法是有一定意义的。今

后，希望可以覆盖更多的文学作品，从意义、语音等不同角

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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