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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偏离（deviation）主要指偏离常规语言系统规

则和用法的现象（Leech 1969）。偏离和翻译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两个视角：一是探讨这些非常规现象

在翻译过程中的处理策略及原因 （祖利军 2007）；

二是运用翻译理论（如钱钟书的“翻译距离说”）或

文学理论（如赛义德“旅行理论”）来解释说明翻译

偏离的原因（高圣兵、辛红娟 2010）。
概括而言，有两种大的偏离现象。从偏离方向

看，译本偏离原文的现象属于语际偏离现象，而译

本偏离原创文本规范的现象可称之为语内偏离现

象。目前研究多关注语际偏离，例如文学翻译的创

造性已经引发广泛关注（许钧 2003；董明 2003；谢

天振 1992；2012；郭建中 2014）。一般而言，翻译偏

离研究多以个案形式展开，考察特定译本中某一

类或几类偏离原文的现象，并对之加以批评和解

释。对翻译偏离目前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肯

定，肯定翻译偏离带来的积极效果和价值，例如有

研究认为名物翻译偏离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李

玉良 2014：95），翻译偏离分析可用于指导中译英

教学实践（龚锐 2016），翻译的变异促进了世界文

学的形成（曹顺庆 2018）；而另一种是否定，多视翻

译偏离为误译或“翻译腔”，对之加以批评和纠正。
对于翻译偏离的成因，译者的翻译能力和水平是

必然因素，而历史语境也有推动作用 （刘立香

2016），也有学者（刘正光、陈弋、徐皓琪 2016）从认

知语言学视角对译作的偏离现象进行阐释。翻译

本质是社会活动，特定的社会需求和读者认可能

够容忍甚至接受翻译偏离现象。但是，翻译偏离作

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翻译实践行为，其在译文中的

具体表现、分类和原因等值得进一步挖掘。把翻译

偏离现象的研究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文本分析结

合起来，可更系统客观地描述各种偏离现象，为理

论假设提供实证参考。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著作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在中国已有几十个译本和编

译本，对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第一个译本是陈寿彭与薛绍徽合译的《八十日

环游记》（转译自英文 1），这个译本是 20 世纪初翻

译偏离的典型案例之一，不仅开启女性参与翻译

实践的新篇章，而且还影响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
之后，不断有新译本出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沙

地译本，于 1958 年 2 月在北京出版第 1 版，并在

之后多次重印，深受读者喜爱。这两个译本可谓代

表了两个时代对翻译的要求。本文以法国作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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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薛译本的偏离现象进行标注，一级标

注符号下又包括二级标注和解释，由于篇幅限制，

在此仅列部分一级标注符号及其意义，如 WT
（wrong translation 误 译），C （change 改 变），AD
（adding more details in description 添 加 细 节），D
（deleting 删除），R（rewrite 改写）等。对所标注的偏

离类型进行统计、整理。然后，通过文本分析和语

言功能理论，分析翻译偏离的功能。
再次，结合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偏离成因进

行深入讨论，分析影响翻译偏离的因素及其机制。
最后，对如何把控翻译偏离提出建议和对策。

4. 翻译偏离表现及其功能

通过比对薛译本、沙地译本、英译本和法语原

文，笔者发现薛译本和沙地译本都呈现出一定的

偏离倾向，但是偏离的主要方向不同：薛译本主要

偏离原文，而沙地译本则主要偏离自身的语言系

统，表现出形式化特征增强的趋势。
4.1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研究

4.1.1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表现

薛译本的翻译偏离主要是语际偏离，具体表

现在三个层面：微观的策略偏离、中观的篇章结构

偏离和宏观的文化偏离，通过对薛译本全部三十

七回中各种翻译偏离进行标注、统计，得出表 2（见

刘立香 2016：197）：

从数据看，虽然薛译本中无意识的误译占相

当的比例（35.48%），但似乎并未造成大范围的前

后矛盾。这也印证了“距离说”的基本观点，“距离

尔 纳 的 著 作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 -vingts
Jours 及其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参照英语译本

和法语原文，对翻译偏离现象的类型、功能和成因

进行讨论，揭示翻译偏离产生的一般规律及其影

响机制，并启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把控影响因

素，调控翻译偏离程度。

2. 研究问题

本文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两个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偏离基本类型有

哪些？

（2）翻译偏离的功能是什么？

（3）两个译本对比，翻译偏离有无差异？

（4）造成翻译偏离的原因有哪些？

（5）如何把控翻译偏离？

3. 研究方法

首先，选择了四个文本作为对比语料：法语原

文与译自法语的沙地译本、译自法语的 Towle 英语

译本和译自英译本的薛译本，对各个文本进行校

对、整理，各文本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1 四个文本的基本信息

类

型

方

向

作品名称 译者

出版

年份

署名 译者说明 章节 注释 总字数

段

落

数

段落平均字数

（WordSmith
统计）

汉

译

本

英

译

汉

《八十日环游记》
陈寿彭、
薛绍徽

1906 陈绎如

陈寿彭序言、薛绍

徽序言（选材原因、
翻译过程、感受）

章回体，

分 4 卷，

37 回

文内括号

说明

94110 字

（注释在

内）

222 213.96

法

译

汉

《八十天环游地球》 沙地 1979 沙地

再版重校后记 （原

作者、原著、译者翻

译经历、希求）

37 章

数 字 标

注、文字

在下方

135333字
（不算注

释）

1968 35.79

英

译

本

法

译

英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George
Makepeace
Towle

1873
George
Makepeace
Towle

无 37 章 无 62762 1704 36.89

法

文

原

文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 -vingts
Jours

作者：

Jules
Verne

1872
Jules
Verne

无 37 章 无 67070 2054
约 33（总字数

除以段落数计

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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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译文对原文不可避免的偏离，只要这种偏离

可以满足更高一级的要求，就可以被视作合理的

偏离”（高圣兵、辛红娟 2010：114）。很明显，有意识

的翻译偏离策略如添加、改写、删除、重写等是译

者的主要策略，表现译者较强的翻译主体意识。
在微观层次，薛绍徽翻译语言中的偏离主要

是策略偏离，译者采用添加、改写、删除、重写等策

略手段，对原文信息重新加工，一定程度上改变原

来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在中观层次，薛译本的

语际偏离主要是文体偏离，译者采用合并段落、添
加标题等手段，把英文的章节体改成中国传统的

章回体通俗小说；在宏观层次，薛译本的翻译偏离

主要是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偏离，主要表现为

归化、异化策略的大量使用。这三个层次的翻译偏

离建构了一个新的语篇，发挥了具有创新意义的

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4.1.2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功能

通过对比英译本和法语原文发现，薛译本语

际偏离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在：在微观层面，改变

故事主要人物的形象和关系；在中观层面，改变语

篇结构；在宏观层面，表达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Halliday（1978）曾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

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薛译本偏离形式不

同，但结果类似，都产生积极的人际功能。
（1）人物形象语际偏离的功能

首先，译者的偏离策略改变故事的人物形象。
故事主要塑造两个关键人物：福格和阿黛。法语原

文所塑造的 Phileas Fogg 是个讲究效率和质量，做

事一丝不苟，貌似有点呆板神秘的先生，作者多次

（7 次） 用了 mathématiquement 一词描写福格古怪

的性格和行为，而阿黛只是福格旅途中遇到的印

度王妃，所占篇幅并不多。而在薛译本中，两个人

物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老爷

福格，薛译本在描写福格的外貌和心理时添加了

很多细节，甚至改变原文的描写重心，适应译者的

想象。在薛译本中，福格展示的总体形象是英武高

大、温文尔雅、擅于谋划的一位儒雅老爷形象。例

如：
例 1 法语原文：En somme, rien de moins communi－

catif que ce gentleman. Il parlait aussi peu que possible, et

semblait d'autant plus mystérieux qu'il était silencieux.

Cependant sa vie était à jour, mais ce qu'il faisait était si

mathématiquement toujours la même chose, que l'imagina－

tion, mécontente, cherchait au-delà.

英译本：He was, in short, the least communicative of

men. He talked very little, and seemed all the more myste－

rious for his taciturn manner. His daily habits were quite

open to observation; but whatever he did was s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he had always done before, that the wits of

the curious were fairly puzzled.

沙地译本：总而言之，再也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与

人交往的了。他尽可能少说话，似乎由于沉默寡言的缘

故，他的性格越显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

的，一举一动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老是一个样子。这

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产生了奇怪的猜测和想象。

表 2 薛译本翻译偏离表现及其数量

偏离层次 偏离类型 具体表现 数量 百分比

微观层次 误译

添加

改写

删除

重写

总数

理解错误（语法、句子、词组、单词），时间、数字、主语理解错误、意义相反、
扭曲原文，如 cuts，lumps of sugar，the goddess of love and death
转译造成误译：英文错误导致误译（toilette，unclear denotation of le/he）
章节标题、修辞、目的、语气、心理描写、行为、人物描写、评论

描写重点、叙述方式、内容、主语、心理描写、问题位置、表情描写

词汇、句子、对话细节、省略对英国人的评价、简化结构

一个故事、人物关系(Francis and Fog)、心理描写（Fog and Passepartout）、重
写对话、标题

三十七回共 222 段

49

6
25＋37
23
11
4

共 155 处

31.61%

3.87%
40%

14.84%
7.1%
2.58%

100%

中观层次 篇章结构 原作章节式结构变成了章回体结构，段落大量合并 英文 1704 段合并成汉语

222 段

宏观层次 归化

异化

名字本土化（阿荣/Passepartout），时间表达、婚姻习俗、社会制度等

地名音译（加注释）

9 种归化偏离 （包括 728
次人名本土化处理）

878 次地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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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译本：举凡赋税一切，又能默计盈绌，预先筹划，

才智之过人如此，故世人无测其高深焉。

例子对比可见，法语和英译本都突出福格“神

秘”、“精确”、“古怪”，薛译本中的福格与其他三个

文本的福格判若两人，薛译本没有提到福格的精

确和古怪，而是侧重其“高深”和“才智过人”，塑造

的福格形象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儒雅老爷形象，

更加注重形象的完美和权威性，可见薛译本的描

述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和英译本。
此外，阿黛在法语原文中并非主要人物，薛译

本在描述阿黛时添加了大量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表情描写等细节，突出了阿黛中国式的美貌和贤

惠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形象。
其次，译者的偏离策略改变了故事中的人物

关系。薛译本所描述的几个主要人物关系是福格

和阿荣的主仆关系、福格与阿黛的关系、福格与维

新会成员的关系、福格与非克士的敌我关系等，这

些关系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样，但是，福格与途中所

遇到的 Francis 的关系与英法文本相差较大。英法

文本中，两人刚开始见面时，Francis（佛兰诗士）对

福格的评价并不高，英译本用了“古怪”“冷酷”“精

确”这些词描述 Francis 对福格的总体印象，但是薛

译本把两人的关系变成知己，译文偏离较大。
例 2 英译本：Francis Cromarty had observed the odd－

ity of his travelling companion… and questioned himself
whether a human heart really beat beneath this cold exteri－
or, and whether Phileas Fogg had any sense of the beauties
of nature. The brigadier-general was free to mentally con－
fess that, of all the eccentric persons he had ever met,
none was comparable to this product of the exact sciences.

薛译本：“胶漆相投，情孚意洽……两人奇癖相逢，

几恨见晚，知己之感，非旁观所能窥测也。”

这些主要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的偏离不是随意

而为的，而是有明显的偏离方向，即中国传统特

色，薛译本中主要人物的外貌、品行、关系都带上

了中国传统雅士淑女的特征，反映了译者对中国

传统精英阶层的认同。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的语际

偏离与读者的期待达到了一致，实现了积极的人

际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处使用了这种有意

识的偏离策略，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故事的主要

人物形象，使得译文故事的人物不论是在外貌，还

是情态和品行方面，都带有中国传统社会人物的

特点。
（2）篇章结构语际偏离的功能

薛译本篇章层面的语际偏离改变了英译本的

结构，选择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样式叙事。每一章都

添加标题，用来说明章节内容。而在段落方面偏离

最为明显，薛译本把英文 1704 段合并成了汉语

222 段，对段落信息进行重新铺排。在句子层面，也

有较大程度的偏离，通过添加描写细节、改写叙述

方式、变化主语、简化句子结构、重写对话等策略，

大大改变原文句子的结构形式。篇章层面的变化

突显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文体与西方章节小说的差

异，也说明晚清时期通俗小说的盛行，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译本的传播和接受。因此，薛译本篇章层

面的语际偏离是积极的。
（3）文化价值语际偏离的功能

薛译本在宏观层面的选择主要体现为文化价

值的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主导故事人物及其情节

的塑造过程，投射到文本各个层次。在微观层次，

文化选择偏离主要体现为外国人名和地名翻译的

偏离。薛译本在翻译人名时，用方言词“阿”来称呼

其中的人物“阿黛”、“阿荣”，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

发挥了积极的人际功能，拉近读者和人物的距离。
而对于地名，译者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似乎疏远读

者，但是在“欲读西书”的年代，异化的地名反而给

读者一种想象，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探索异域

风情和文化习俗。中观层次的篇章偏离也是这种

文化选择的结果。文化价值选择的语际偏离同样

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核心，发挥了积极的人际

功能。
可见，薛译本微观层次的偏离主要改变人物

形象，中观层次的偏离改变语篇结构，而宏观层次

的偏离改变文化价值取向，三个层次的偏离实现

不同的语言功能，但是最终都达到积极的人际功

能，促进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4.2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研究

4.2.1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表现

沙地译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翻译法语原

作。从语际翻译看，该译本的忠实度显然比薛译本

强。但是从语内历时比较的角度看，沙地译本似乎

呈现语内偏离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沙地译本有形

式化特征较强的趋势，如人称代词和“的”字的高

频使用（利用软件 Monoconc 对分词并标注词性的

两个译本进行词频统计，得出前 17 位高频词类），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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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个译本高频词排序

两个译本相差 70 多年，使用的语言规范不

同，薛译本用的是浅近的文言，而沙地译本用的是

已经成熟的现代白话，但是从词类总体排序可见，

沙地译本所代表的现代汉语译本明显呈现出形式

化特征较强的趋势。从语际翻译角度看，沙地译本

对法语原作亦步亦趋，语际偏离痕迹较少，人物塑

造和故事讲述都比较符合原著，但却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语际迁徙现象，已有研究发现，译本中使用

大量的人称代词，具有类比显化的趋势 （黄立波

2008：454）。那么这种形式化特征发挥怎样的功

能？

4.2.2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功能

语内偏离的功能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积

极的语内偏离可以创造新的语言表达，产生一定

的前景化效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消极的语

内偏离则可能造成阅读负荷，影响读者的接受。从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看，译文的形式化特征产生

一定的消极功能，其中“的”字的大量使用改变了

汉语的松散结构，形成了多重定语的复杂句式。例

如，“警察厅已经在美洲欧洲所有重要的进出港口

布置了许多十分机警能干的侦探。”该句子主干成

分是“警察厅已经在港口布置了侦探”，在“侦探”
前面有一个较长的定语“许多十分机警能干的”，
而在地点状语“在港口”中，则使用了四个定语，这

种多重定语结构扩充了汉语结构的容量，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
4.3 两个译本翻译偏离的差异

薛译本和沙地译本呈现不同的偏离方向，薛

译本主要是语际偏离，沙地译本则是语内偏离。但

是仔细观察译本及其副文本信息，发现两个译本

偏离的方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薛译本虽然

语际偏离现象比较普遍，但也存在一定的语内偏

离痕迹，如地名异化；沙地译本虽然形式化特征明

显，语内偏离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语际偏离倾

向。具体表现如表 4：
表 4 两个译本的翻译偏离对比

薛译本的翻译偏离以语际偏离为主，包括积

极的语际偏离和消极的语际偏离，积极的语际偏

离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突显中国传

统的文化特色，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有利于读者

接受，发挥积极的人际功能；而消极的语际偏离，

如误译，则降低译本的传播力。除了语际偏离，薛

译本也有一定的语内偏离表现，如地名翻译的异

化呈现的是语内偏离倾向，给文本增加了一些

“译”味，激发了读者对外国事物的兴趣，发挥了积

极的人际功能。
与此相比，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不同于薛译

本，偏离的层次不是在词汇层次，而是在句子结构

上表现出形式化的特征，这种语内偏离增加了句

子的复杂性，因此具有一定的消极功能。此外，在

沙地译本副文本信息中，译者有意识地对人物形

象进行拔高，与文本中的人物描述并不完全一致。
故事简介提到，“福克先生从伦敦出发，经过欧、
非、亚、美四个洲，以坚定的意志克服了无数自然

和人为的障碍，终于在八十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回

排序 陈寿彭、薛绍徽译本 沙地译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v 动词

n 名词

d 副词

ng 名词性语素

p 介词

vg 动词性语素

nrf 外国人名

a 形容词

m 数词

uzhi 之

rz 代词

vi 不及物动词

c 连词

f 方位词

y 疑问词

nsf 外国地名

rr 人称代词

6.67%
6.19%
3.76%
2.21%
2.05%
1.85%
1.42%
1.25%
1.17%
1.10%
0.98%
0.94%

0.79%
0.78%
0.62%
0.56%
0.53%

n 名词

v 动词

d 副词

ude1 的

rr 人称代词

p 介词

a 形容词

m 数词

q 量词

f 方位词

nrf 外国人名

rzv 谓词性指示

代词

y 疑问词

c 连词

vf 方向性动词

vshi 是

rz 指示代词

其他词类：

ng 名词性语素

vg 动词性语素

uzhi 之

8.90%
6.64%
3.79%
2.36%
2.07%
1.55%
1.49%
1.30%
1.17%
0.91%
0.88%
0.80%

0.79%
0.78%
0.77%
0.74%
0.52%

0.45%
0.13%
0.01%

译本 偏离方向 偏离表现
人际

功能
偏离的特色

薛译本

沙地译本

语际偏离

语内偏离

语内偏离

语际偏离

微观、中观、宏观

误译

地名异化

形式化特征增强

副文本中的人物

形象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国传统特色

降低传播力

外国特色

原著特色

中国英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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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伦敦，甚至还提前一天完成任务”（沙地 1979：

272）。以此突出了主人公福克“坚定”的形象。之后

译者在“再版重校后记”再次提到福克作为“英雄

人物非常英明高大的形象：相信科学，勇于实践，

正直守法，平等待人，为了救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全

部财产和生命”（ibid）。在简短的文字描述中，可看

出译者放大了人物身上“英雄”式的性格特征，如人

定胜天的斗争精神、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实际上，

故事的主人公不仅内心慈善、做事规律、行动勇敢、
头脑机智，还有一些看似古怪、过于机械、有点呆板

的缺点，而且他不是为了“救人”而“牺牲自己的全

部财产和生命”，而是为了赢得赌局。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都有语内偏离和语际偏

离倾向，但两个译本都试图在两种偏离之间寻求

平衡点，薛译本更倾向于语内偏离，沙地译本则侧

重语际偏离，偏离的主要倾向与译者所处的时代

背景和译者自身的翻译能力息息相关。

5. 翻译偏离的成因及其把控策略

5.1 翻译偏离成因

翻译偏离不仅是一种翻译现象或结果，从过

程视角看，翻译偏离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行为，跟

译者所处的社会、译者的翻译信念和水平等密切

相关。
首先，翻译偏离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薛译本

案例的成功表明了翻译与社会要求的关联：薛译

本的选材符合大众期待，凡尔纳在中国的热潮推

动了译本的接受；20 世纪初的社会对译者翻译水

平要求不高，而是对译者的写作水平要求很高，这

容忍了薛绍徽的误译，同时激励了薛绍徽的翻译

偏离；薛译本的翻译过程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历

史主体的需求和期待，呼应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

态。
同样，沙地译本的翻译和出版也跟时代背景

紧密相关。首先，译作选材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对凡尔纳的认可”推动了

凡尔纳在中国的翻译，符合当时中国文学翻译的

主流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凡尔纳再一次得到重

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黄伊，注意到凡尔

纳的世界声誉，特别是苏联对凡尔纳的认可，提出

出版凡尔纳选集的设想。他表示，凡尔纳的作品可

以大开青年的眼界，为他们插上科学和幻想的翅

膀。当时的中青社领导纷纷表示支持，于是这套在

凡尔纳中译史上很有分量的选集从 1957 年起陆

续面世。译者阵容十分强大，范希衡、曾觉之、杨宪

益、沙地等名家都承担了翻译工作”（李广益 2015：

46）。而且，从文本功能看，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具有

科学教育功能，符合建国后的建设需求，翻译工作

也得到当时主要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因此，沙地译

本的翻译和出版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翻译偏离与译者自身的水平和身份相

关。前期研究发现造成薛译本翻译偏离的原因主

要有：一是为了增加译作的语言美，二是为了满足

多层次读者的需求，三是发出译者自己的声音，四

是历史语境的推动（刘立香 2016：199）。很明显，前

三个原因跟译者的作家身份有关。薛绍徽本人精

通诗书，自己著有诗集，语言功底深厚，对语言要

求很高。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描写人物样貌、心
理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译者都采用了添加手段，增

加了译作的语言美。而且，薛绍徽所处的时代重视

写作，甚至把翻译视为写作，这样的时代要求给了

译者创作的空间。因此，薛译本的语际偏离特色与

时代要求和自身素质相适应。
同样，沙地译本的翻译偏离也体现译者自身

的翻译标准和信念。译者在“再版重校后记”提到

自己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和对读者的考虑。“新长

征开始的 1979 年新春，应出版社要求怀着劫后余

生，重上征途的心情对译文作了进一步校订，力求

接近前人提出的‘信达雅’标准和原著那种简明流

畅，为青少年所喜爱的风格”（沙地 1979：264）。沙

地译本整体上比较忠实原著，符合“信达雅”的基

本要求和出版社“原著那种简明流畅”的风格。
两个译本翻译偏离倾向不同，影响因素却类

似。社会对翻译的要求和译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

翻译偏离的主要因素：译者对社会要求做出判断，

其选择和决策明显受时代制约，同时，自身的水

平、信念和素质直接影响了译本的生成，社会要求

和译者自身两大要素相互影响，很难剥离。
5.2 翻译偏离的把控策略

译者要适度把控两种偏离倾向，就要对社会

需求做出准确判断，分析翻译过程中各个主体的

需要，提高自身的翻译素养，积极把控翻译偏离程

度和方向，做好翻译工作。
首先，译者可采用积极的翻译偏离策略，如添

加、删除、改写等语际偏离策略，以及创造新表达

方式等语内偏离策略，实现积极的人际功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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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传播和接受。
其次，译者要扼制消极的翻译偏离，包括消极

的语际偏离和语内偏离。适度减少消极的语际偏

离，如误译现象；同时适度控制消极的语内偏离，

如汉语翻译语言的形式化倾向，减少偏离目的语

规范的现象，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
最后，译者要寻求翻译偏离方向和程度的平

衡点。在语际翻译方面，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译

者要以读者期待和社会需求为依归，适度从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采用适当的语际偏离策略促

进人际功能的实现。而在语内偏离方面，要注意偏

离的层次：在词汇层面，适度的语内偏离可增加译

作的新鲜度；而在句子结构层次，则要避免生成过

度复杂的句式。

6. 结论

翻译偏离是翻译现象，也是译者有意识的策

略选择行为，往往呈现语际偏离和语内偏离两种

倾向。语际偏离主要表现为对原文信息的改写、添
加、删减甚至误译等，而语内偏离就本研究而言主

要表现为汉语翻译语言形式化特征加强的现象。
通过翻译偏离策略，两个译本都达到了译者的翻

译目的，实现了积极的人际功能。翻译偏离有度，

翻译偏离的程度与译者和作者的时空距离无关，

而是与社会需要和译者水平直接相关。译者要积

极对社会需求和翻译标准做出准确判断，适度把

控翻译偏离的方向和程度。

注释：

参 考 文 献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Leech, Geoffrey.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London: Longman.
曹顺庆，2018，曹顺庆: 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J]，
《外语与外语教学》（1）：126-129。

董明，2003，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外语与外语教

学》（8）：46-49。
高圣兵、辛红娟，2010，零度翻译与翻译偏离[J]，《南京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4-119。
龚锐，2016，翻译偏离分析在中译英笔译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翻译》（5）：54-59。

郭建中，2014，创造性翻译与创造性对等 [J]，《中国翻译》
（4）：10-15+128。

郭延礼、郭蓁，2009，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文学家：薛绍徽[J]，
《东方翻译》（2）：37-40。

黄立波，2008，英汉翻译中人称代词主语的显化———基于语

料库的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6）：454-459。
罗列，2008，女翻译家薜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

的重构[J]，《外国语言文学》（4）：262-270＋288。
李广益，2015，凡尔纳的中国旅途[J]，《读书》（11）：44-51。
李玉良，2014，《诗经》名物翻译偏离及其诗学功能演变———

以《关雎》英译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1）：91-96。
刘立香，2016，历史语境下的翻译偏离及其接受———基于薛

绍徽翻译《八十日环游记》的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196-202。
刘正光、陈弋、徐皓琪，2016，亚瑟·韦利《论语》英译“偏离”

的认知解释[J]，《外国语》（2）：89-96。
沙地译，1979，《八十天环游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出版。
谢天振，1992，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

32-39+82。
谢天振，2012，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

文学》（2）：33-40。
许钧，2003，“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

译》（1）：8-13。
祖利军，2007，偏离与翻译[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107-112。

（刘立香：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李德超：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8-07-30

通讯地址：361021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 根据罗列（2008：164）和郭延礼、郭蓁（2009：40）考证，

《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不是源自法文，而是由 M. Towle
和 N. D'Anvers 的英译本转译而来。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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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deviations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Le Tour du Monde en Qua-
tre-vingts Jours （Liu Lixiang & Li Dechao,p1)

By conducting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deviations i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by Jules Verne 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1) linguis-
tic deviations exist in both versions: whereas Chen Shoupeng and Xue Shaohui's translation shows a strong tendency of inter-
lingual deviations, Sha Di's translation demonstrates a tendency of intralingual deviation; (2) both versions differ in deviation
types, which can have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3) the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linguistic devi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uch factors as social needs and translator's competence. It is proposed that transla-
tors should strive for an optimal degree of linguistic devi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by adopting suita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boost positive deviations and suppress negative ones.
Research review on the domestic studies on diasporic translators: Status quo,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Huang
Qin & Xie Pan, p8)

The concepts of Diaspora and Diasporic Translators have been gradually notic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levant research articles on diasporic translators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ough being noticed, it has not drawn fair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insufficient articles, nar-
ro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eak research contents and monotonous methods. Besides,the definitions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are divergent and the realization to their identity is cursory. Therefore, the paper presents some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se issues to push forward the studies on diasporic translators, facilitating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o-
verseas through translation.
Collocations of keywords in the English report on the work of government （Li Jinman & Wei Jialin, p31)

This corpus-based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ranslated collocations differ from what are preferred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with a focus on frequently-occurring collocation patterns of the top 50 key words in the English Reports on the
Work of Government (ERWG, 2000-2016). The comparison of 637 collocations in ERWG with their equivalents in BNC and
COCA has shown that 10% of the high-frequency collocations be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from the patterns identified in
the native English corpora, which is partly constrained by the collocational habits in Chinese, and partly due to translators'
overuse of some expressions never or rarely occurring in native English texts. Results suggest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colloca-
tions in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should be treated discretely and translated in a better way,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people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rpora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Era （Lu Zhi & Hu Jian, p39)

Big data has brought language research a great volume of new natural language materials in variety, but these web-
based unstructured electronic data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orpora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By reviewing
the basic steps of corpus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and up-to-date software and new technology tools are introduced and it is
found that corpora development currently is faced with three major trends: for the development tools, corpora development
turns more to web-based application than the stand-alone software;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ment, corpora development and
corpora-based analysis are integrated functionally; for corpora application, corpora development tends to provide access to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Exploring the need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Zhang Li & Chen Huijie,
p64)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loring the need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
national contex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By conducting a questionnaire on 29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800 local and 89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 attempted to investig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s from 5 perspectives: goals, contents, ap-
proaches,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Mean scores were calculated and ranked, One-way ANOVA was adopt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opinions.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were mad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eir preferences and needs in these five aspects. It is found that for some
of the item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opin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r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
al students. The exploration of needs will be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
tional c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