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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化视域下《老人与海》吴劳译本的策略研究

瞿鸣凤

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本文以前景化（Foregrounding）理论为框架，分析吴劳译《老人与海》对海明威“冰山风格”中语言偏离现象的

跨文化重构。译者采用复现高频短句、保留西语词汇偏离、局部调整人称代词及宗教意象等策略再现了原作的“前景化”

效果；但在语境偏离注解（如西语拼写错误）等方面存在文化折损。研究揭示文学翻译中“偏离保留”与“读者接受”的

张力，为经典重译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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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1.1 前景化理论的核心内涵

前 景 化 理 论 源 于 布 拉 格 学 派 穆 卡 洛 夫 斯 基（Jan 

Mukařovský）的“突出说”（aktualisace），其核心命题是“通

过系统性偏离语言常规，使文本要素获得审美突出性”（van 

Peer, 1986: 1）。该理论后被 Leech 与 Short（2007: 48-49）

细化为质偏离（Qualitative Deviance）与量偏离（Quantitative 

Deviance），前者为非规范性表达，如语法错误、生造词或

语际混合现象；后者为超常频率使用常规语言单位，如高

频重复、异常句长分布等。

在翻译学领域，Hatim 与 Mason（1990: 10）提出“偏

离迁移”（deviance transfer）概念，强调译者需识别原文偏

离的诗学功能，并决策其在译文中应保留、调整或消解。

张美芳（2002: 67）进一步指出，前景化翻译的成败取决于

“译者对偏离层级与读者接受阈值的平衡”。前景化语言

作为作家突破文体规范的核心策略，其非常规表达承载着

三重艺术功能：在文本接受层面制造陌生化审美体验，在

创作论层面彰显作者的叙事匠心，在风格学层面建构作品

的美学指纹。译者对这类偏离现象的移植策略（保留 / 重构

/ 消解），直接决定了译文对原作文学性的再现系数，成为

衡量艺术忠诚度的关键维度。

1.2 《老人与海》的前景化特征

海明威的“冰山文体”本质是前景化创作的典范，其

偏离特征可归纳为四类：(1) 句法偏离：量化统计显示，原

文平均句长 13.92 词，短句（≤ 15 词）占比 72%，且多为

主谓宾简单结构（王东风 , 2001: 45）。高频短句形成的“电

报体”节奏，构成文本最显著的量偏离。

(2) 词汇偏离：实词密集化与虚词省略构成词汇层偏离。

刘泽权、王梦瑶（2018: 86）统计发现，said（188 次）与

thought（165 次）分列动词频次前两位，而连接词（如 and/

but）使用量仅为同长度小说的 60%。这种“去连接词化”

迫使读者主动填补逻辑空白，强化文本张力。

(3) 语际偏离：22 处西语词汇嵌入构成显性语际偏离，

海明威还刻意设计西语拼写错误（如“salao”吞音、“Gran 

Ligas”复数缺失），通过质偏离折射古巴底层语言生态。

(4) 修辞偏离：包括拟人化代词（以 he 指代马林鱼）、

宗教隐喻（“God”关联基督受难）及生态意象（“they”

指代海豚）等非常规修辞，构成主题表达的“突出锚点”。

上述偏离服务于两大文本功能，一是美学功能：短句

与高频词营造凝练冷峻的风格，贴合硬汉精神内核；二是

文化功能：西语偏离标记文本的“古巴性”，抵抗英语文

学霸权（Berman, 2005: 122）。译者需在译文中重构这些功能，

否则将导致风格扁平化与文化失真。

2. 前景化视角下的译本策略分析

2.1 句法偏离的跨语言重构

海明威通过短句高频重复强化文本节奏，吴译本采用

两种策略再现这一偏离：

（1）句长与语序复现：原文：“He thought.”（句尾

165 次）吴译：“他想。”（句尾 116 次）量化分析显示，

吴译本保留原文句尾位置达 70.3%，使译文同样呈现“电报

体”节奏。这种量偏离的复现使译语读者感受到原作“思

维轨迹的凝练感”（王东风 , 2001: 47）。对比张爱玲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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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句尾“他想”出现频次仅为 89 次，且常添加连接词（如“他

想，或许…”），导致原文节奏松散化。吴译通过最大限

度复现句尾位置，实现偏离迁移的功能对等。

（2）句法简化处理：原文：“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吴译：“老

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译者删除原文

介词结构（with...），改用逗号分隔短句，既维持平均句长

（14.1 词），又符合汉语流水句习惯。此策略属偏离的功

能补偿，以汉语意合结构替代英语形合，实现同等凝练度。

吴译的句法简化通过维持平均句长与节奏感，补偿了形式

差异的损失，这种偏离的动态调节印证张美芳（2002: 68）“程

式化≠刻板化”的论点。（3）口语化特征的语音偏离迁移：

海明威的“电报体”包含大量口语化缩略（如省略主语 / 连

词），构成语音层偏离。吴译本通过植入方言词应对：

原文：“‘Qué va,’ the boy said.”（西班牙语，表否定）

吴译：“‘哪里！’孩子说。”

选用北方方言词“哪里”替代标准语“不必”，以地

域语音偏离（儿化音缺失）贴近原文口语风格。

2.2 语际偏离的文化迁移

海明威刻意植入西语词汇及错误拼写，构成“质偏离”，

吴译本通过三级策略处理：（1）零翻译 + 注解（保留异质

性）例：原文“Tiburon”（鲨鱼）吴译：“Tiburon” + 注“西

班牙语：鲨鱼”。此策略通过异域符号的陌生化触发读者

关注，符合 van Peer（1986: 7）所言“偏离的审美唤醒功能”。

西语词汇的零翻译不仅标记文化身份，更构成文本的“声

音景观”（soundscape）。如“Ay”的保留，使汉语读者感

知原文语音偏离（感叹词跨语际移植）。

（2）音译 + 范畴词（平衡可读性）例：原文“dentuso”

（利齿鲨）吴译：“登多索鲨” + 注“当地俗称”。音译

部分保留语音偏离（/den’tu:so / →“登多索”），“鲨”

作为范畴词降低理解难度，属偏离的部分迁移。

（3）意译 + 注解缺失（偏离消解）例：原文“salao”（吞

音版 salado，倒霉）吴译：“倒了血霉”（无注）。译者虽

传达语义，但未注解吞音现象的文化内涵（古巴底层讲话

吞音的语言习惯），导致语境偏离的流失。

再 如“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 此 菜 肴 为 古 巴 渔

民爱吃的鱼肉黄米饭，用大米、鱼肉，辅以古巴特色调料

achiote（一种黄色素）烹制，吴译为“鱼煮黄米饭”导致

其中烹饪文化偏离的消解。“two dollars and a half”译为

“两块半”而非古巴的货币单位比索（peso）。西语词汇

“galanos”为复数，原文应指群鲨，吴误译为单数“你”。

“two streets down the road”译为“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

角”，消解了西语国家中把城市里两条街道之间的距离叫

做 cuadra（街段）的语境。

又如双关语偏离的译例：文末侍者指大马林鱼为鲨，

说“Eshark,”正确的句子应为“Es shark。”“Es”是西语，

指“是”，“shark”是英文，此处侍者自作聪明，混用英

西两个语种。吴译通过零翻译保留语音偏离（Eshark），但

注解为“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

前面多了一个元音。”并不准确也未复现语言混用讽刺。

2.3 修辞偏离的审美再现

（1）生态意象的偏离强化策略：原文通过代词性别

转换构建生态观，如老人称海洋为“la mar”（阴性）而非

“el mar”（阳性），吴译保留西语零翻译：“他称她为 la 

mar” + 注“西班牙语阴性称呼”。此处理通过语法性别

偏离的跨语言移植，凸显“海洋 - 母性”关联（Bermann, 

2005: 124），属成功的性别修辞偏离迁移。

再如处理海豚“they”时译为“他们”，保留修辞意图。

但在另一处，原文用“he”指代马林鱼，将大马林鱼当做

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惺惺相惜的朋友，暗含“生态平等观”（王

爱菊 , 2012: 85）。吴译本译为“它”，消解拟人化偏离，

消弭了海明威“侣鱼虾而友麋鹿”，蕴天人合一于对抗自

然的人类中心价值表征的生态观。

表 1  宗教隐喻的偏离层级处理

原文 吴译本 偏离类型 处理评价

老人手伤流血 “左手抽筋” 一级（主题核心）偏离消解（未显化）

“Thank God” “感谢天主” 二级（文化标记） 偏离部分保留

老人躺姿呈十字形 “摊开手脚躺着”三级（隐晦象征） 偏离完全消解

吴译本仅在中层（文化标记）保留部分偏离，而消解

核心层（伤痛隐喻）与隐晦层（十字架意象）。据 Lefevere

（1992: 41），这种选择性处理可能受制于目标文化的宗教

意识形态规范。原文中“God”（出现 12 次，基督教符号），

吴译为“天主”（6 次）、“上帝”（3 次）、“老天”（3

次），混用“天主”“老天”使得宗教偏离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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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前景化翻译的局限与启示

2.4.1 吴译本的文化折损

（1）语音偏离流失：原文“said aloud”通过爆破音 /d/

与开音节 /laʊd/ 凸显力量感，吴译“他说出声来”中“声”

为擦音 /sh/，语音偏离弱化。对比张爱玲译本“朗声道”，

后者双元音 /ang/ 更贴近原文音效。声谱图显示，“朗声道”

的共振峰分布与“said aloud”相似度达 72%，而“说出声来”

仅为 53%（Praat 软件分析，采样率 44.1kHz）。这证明语

音偏离的跨语言重构需结合音系对比分析。

（2） 偏 离 文 本 的 注 解 不 足： 如 西 语 拼 写 错 误“un 

espuela de hueso”（应为 una）反映古巴口语语法松散，吴

译本仅直译未加注，导致作者意图的隐蔽化。

2.4.2 理论启示

译者可建立偏离迁移等级区分“核心偏离”（如高频

短句）与“边缘偏离”（如次要词汇错误），前者应优先

再现。当前研究多侧重定性分析，未来可通过眼动追踪实验，

量化译语读者对偏离的认知负荷与审美响应，为分级策略

提供实证依据（O’Brien, 2010: 98）。

3. 结论

前景化理论揭示，《老人与海》的翻译本质是“偏离

的跨文化博弈”。吴译本通过句法复现、选择性异化等策略，

部分重构了海明威的“冰山文体”，但在语音偏离、注解

深度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研究证实，文学翻译需以“偏

离识别 - 分级 - 重构”为轴心，平衡审美忠实与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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