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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慈欣作品“三体”的英语文本的翻译模式研究
郝　青　李丽娜　谭宗燕

（武昌理工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摘要：《三体》是由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的一部优秀的

科幻小说，主要讲述了文革时期，人类偶然向外太空发射了一次

电波，进而引发了三体文明入侵。在长达几个世纪后，人类虽然

发现了宇宙的黑暗现实，但却还是被“黑暗森林”所毁灭。如此

庞大的世界观下，刘慈欣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历史生物等知

识运用得活灵活现，而这也在当今科幻小说市场引发了轩然大波。

《三体》系列英译版一经出版，便吸引了众多国外读者，不仅为

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媒介，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语言文化

对国外读者的吸引力。基于此，本文从《三体》英语文本的翻译

特点入手，并对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希望为广大学者后续研究提

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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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作为近十几年来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亦是中国“科

幻界”的里程碑之作。刘慈欣作为我国新生代小说的领军人物，

曾荣获多个奖项，更是被中国读者尊称为“中国科幻第一人”。

目前市场上较为畅销的英译版多为刘宇昆、乔尔·马丁森先生所译，

前者负责《三体》的第一部与第三部；后者则是第二部《黑暗森

林》，而且从翻译的形式与内容上来看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对此，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阐述。

一、《三体》英文翻译特点

（一）“科幻新词”的翻译特点

“中国式科幻”作为《三体》最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名词的解释、

还是科幻新词的创造都充满着一定的浓重的“中国味”，而这也

是作者想将中国科幻小说展现给世界的重要方式。

从《三体》三部曲整体结构来看，凡是关于宇宙解释、科学

理论的专有名词翻译的都十分准确，不仅反映了刘宇昆和乔尔·马

丁森先生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而且他们都是理工科出身，对

一些复杂、抽象的物理学、天文学知识理解存在一定天然的优势。

同时，在对一些特有名词进行翻译时，二者都仔细阅读了刘

慈欣的作品，并在了解作品世界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认知进行

翻译，保证作者原本意思的同时，利用简单的几个单词或是句子

引导读者进行理解，也在最大程度上遵循了原作的特点。

（二）科幻场景的翻译特点

从科幻场景翻译来看，刘宇昆的选词都以原文为基础，结合

自身理解，选择一些具象词语进行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丰富。不仅如此，在对宇宙某些事物进行解释时，刘宇昆常常会

借助相似事物，引导读者进行理解，并增加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语句，

提高整体翻译质量的同时，带给读者严谨、专业的一种感受。

此外，在语法的使用上，刘宇昆习惯使用简单的词或是短语，

尽量满足不同群体阅读体验。对于一些抽象、重复率过高的词语，

刘宇昆则是注重其存在的环境，增加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避免

读者出现“视觉疲劳”。

相反，乔尔·马丁森先生在对第二部《死亡森林》进行翻译

时，严格遵循了作者原著内容，对一些科幻场景翻译站在一个相

对客观的角度，选择西方读者可以理解、较为常用的词语、句型，

引导其理解的同时，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意图以直观、具体

的形式展示于其。

在对一些重复性高的名词进行翻译时，会采用英文简写、删

除后缀等方式进行翻译，缩减字符的同时，尽可能保证读者能够

理解作品内容。

（三）中国语言“特色”的翻译特点

中国特色作为《三体》三部曲的最大特点，不仅蕴含着丰富

的中华文化，而且语言的使用也相对“亲民”。但对一些成语、

歇后语、俗语等“口头化”语言进行翻译时，刘宇昆与乔尔·马

丁森先生却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首先，刘宇昆本身作为美籍华人，在《三体》和《死神永生》

中对中国成语、俗语的理解都更加透彻一些，准确率也更高一些。

不仅如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刘宇昆也会结合相关资料，掌握

成语、俗语本意的同时，对其进行解读。

而乔尔·马丁森先生在进行翻译时，对一些成语、俗语的理

解只是流于表面，加之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使其在对第二部《黑

暗森林》进行翻译时采用直译法，导致原本意思出现偏差，影响

读者理解。

为了降低错误翻译对读者阅读体验感的影响，乔尔·马丁森

先生常常会采用书下注释的方式，将成语、俗语的出处，内涵进

行阐述。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但由于英文、中

文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国外读者很难明白其背后的含义，

导致第二部口碑稍逊其他二部。

不过，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乔尔·马丁森先生

在对谐音词、成语、俗语等“中式表达”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二、对《三体》英语文本翻译具体分析

（一）对《三体》科幻场景翻译分析

科幻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差异在于，文章虽然对现实文明描写

的内容很少，但是科幻场景都是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为此，

在对虚拟文明进行描写时不仅要立足现实、反映现代社会、文明，

还要在描写过程中引发读者思考。对此，刘宇昆在这方面对词句

把握更加严谨一些。

例如：大雪把金字塔整个埋了起来，雪分为三层，从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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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水、干冰和固态氧、氮，晴朗的夜空上，银色火焰一般的

星星在闪闪发亮。（第 137 号文明）

通过查阅英文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刘宇昆的翻译基本贴合

原著。其中，在对原文中的“火焰”进行翻译时并没有采用传统

的直译，而是采用日常口语化的单词，结合相关字典可知，该词

不仅有“篝火、火堆”之意，而且多指具体化的火焰，选取这个

词语能够将抽象的文字叙述变得相对具体化，使读者获得到更多

的真实感与阅读体验感。从整体来看，刘宇昆的选词都比较简单，

没有晦涩难懂的少见词汇，一些青年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也没有太

大的压力。

（二）对《三体》“科幻新词”翻译分析

《三体》三部曲的时间跨度很大，一些设定、背景介绍、科

幻新词过于抽象，部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难理解。为了帮助读

者理解，乔尔·马丁森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无关紧要”的

设定进行刨除（如：泰勒“幽灵敢死队”计划中的“量子幽灵”

这一概念与和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球状闪电》有关），并对原

著内容进行调整、完善，使新读者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

以《黑暗森林》中“雷迪亚兹的核弹计划”为例，在翻译过程中，

乔尔·马丁森先生对细节的把控十分精准，如：“大地变得绸缎

般柔软”；“苏醒的巨人的脊背”；“随着地层被掀起，地下核

火球的光芒暴露出来”等。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乔尔·马丁森先生 将原文中的“掀

起”译成“涌动”而不是选择直译，根据牛津字典解释可知，“涌动”

更能让读者脑补出“地面如潮水般流动”的感觉，而且与上文“绸

缎般柔软”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进一步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对《三体》中国语言特色翻译分析

除了在作品形式上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三体》三部曲

在语言选择、形式运用等方面也上也有着鲜明的中国色彩。其中，

最具辨识度的就是成语、俗语、谐音字 / 词，加之口语、书面语结合，

向世界读者展现了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但为了体现文章的严谨，

谐音词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其作用大多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在此不过多赘述。

以“成语翻译”为例，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先生在翻译时

都采用了不同的模式，二者各具特色。

1. 刘宇昆对“成语”的翻译如下：

（1）小叶啊，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三体》第 14 章：

寂静的春天）

根据《辞海》解释，“仁至义尽”是指人的善意和帮助已经

做到了最大限度，而刘宇昆在翻译时词语选择十分巧妙，既向读

者解释了成语的意思，又通过几个明显词语进行表述，帮助读者

加深印象，跟原文表述较为吻合。

（2）一些同志现在是一叶障目……也有很多人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意思是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刘宇昆译为“自大、

傲慢”，比较符合自以为是者的形象，又简洁明了。

2. 乔尔·马丁森先生对“成语”的翻译如下：

（1）“花钱买东西，天经地义，我花钱给苗家买个后，更是

天经地义！

根据《辞海》解释，“天经地义”指天地间历久不变的常理，

乔尔·马丁森先生 将其译为“自然的法律”，选取“法律”这一

单词来进行表述，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较符合，而且反映出“天

经地义”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进一步说明乔尔·马丁森

先生专业的翻译能力与严谨的工作态度。

（2）东方，太阳以超越一切的庄严冉冉升起，仿佛在向世界

宣布，除了我，一切都是过隙的白驹。

“白驹过隙”意思是如同白色的马在缝隙前飞驰而过，比喻

时间过得快。在文中用来表达其他的一切事物在太阳面前都转瞬

即逝，反衬太阳的永恒。如果直译会显得形式上缀余，影响表达

效果。译者将“白驹过隙”译成了“像影子一样转瞬即逝”，这

不仅表达出了“白驹过隙”想要表达的变化之“快”，而且结合

本句的“太阳”，用了“影子”。因为“影子”的存在依赖于“太

阳”，随着太阳的变化而变化，而太阳每天都东升西落，恒久不变，

翻译得十分精彩。

总体来看，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先生在对《三体》进行翻

译时运用了多种模式，不仅抓住了文章的核心，而且为了照顾读

者需求，采用相对“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但《三体》和英译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部分成语、俗语并没有向读者展现出其在文中的

具体意思，导致小说细节出现变动，少了许多的趣味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三体》是一部立意宏大、波澜壮阔的科幻小说，

其庞大的世界观不仅吸引了许多读者，而且从文章内容连贯性、

词语、句式选用、细节处理的等方面来看，都能反映出刘慈欣文

学功力之深厚，创作热情之饱满。在中国，这部作品得到了广泛

好评，而这也是我国科幻小说迈向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但是，

优秀的译者同样是作品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三

体》三部曲的分析和对比，认为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先生无论

是在对科幻场景、科幻新词，还是对中国语言的翻译上都有着特

殊的优势，对《三体》的世界观、情节布局把控都十分精准，对

文章细节的翻译也是各具特色，其中，许多技巧与理念也值得我

们日后去学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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