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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无主句与比译问题

曾 小 红

摘 要: 现代汉语的无主句有句法空位无主句与语用空

位无主句之分。英语虽属于非代语脱落型语言 ,但也存在

一些无主句 (祈使句 ,感叹句等 )。在对现代汉语无主句进

行英译时, 需对不同类型的无主句加以区分, 并采取不同

的句式或方法进行翻译。

关键词: 无主句;句法空位; 语用空位

中图分类号: H 109. 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1- 490X ( 2007) 7- 197 - 02

作 者: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语言学博士生 ; 厦门,

361005

所谓 无主句  即句子的主语为空。无主句在现代汉语中

大量存在,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句法层面的主语缺失, 即句法

主语空位 (主语脱落 ), 如 下雨了  几点了  ; 另一类是语用

层面的主语缺失, 即语用主语空位 i(主语省略 ), 如 走了  

来吧  等。句法主语空位与语用主语空位的界标准是看其指

称能否在句内确定。如果一个主语空位无须借助上下文便可

在其出现的句子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所指,它就是句法空位,否

则为语用空位。从现代汉语句式的层次等级的角度, 我们可

将现代汉语无主句分为单句无主句和复句无主句。单句无主

句即非主谓句,主要有名词性单句无主句, 如: 车!  ;动词性

单句无主句, 如: 立正!  ; 形容词性单句无主句, 如: 好极

了。 ; 叹词性单句无主句, 如: 哈哈  。复句无主句通常指分

句全由非主谓句构成的复句。如:例 1. 沉默, 寂静。 (峻青 !党

员登记表 ∀ ) ;例 2.清早起来,就走到那座小山上。 (茅盾!雷雨

前 ∀ ) ; 例 3. 别吵吵, 分马了。 (周立波 !分马 ∀ ) ; 例 4. 黑漆漆

的,不知是日是夜。 (鲁迅 !狂人日记 ∀ )。以上例句逗号前后

的两个部分之间,分别有并列 (例 1)、承接 (例 2)、目的 (例 3)

和解说 (例 4)等关系。无论哪一层级的无主句都可以归入句

法空位与语用空位这两类, 只是复句无主句比单句无主句要

复杂一些而已。英语虽属非代语脱落型语言 2也存在主语空

位,例如 Com e over here(到这边来 )  , Stand up(起立 )  等。

这种空位属于语用空位, 与现代汉语的语用空位相一致。下

面,我们就从句法空位无主句、语用空位无主句以及它们的英

译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

现代汉语句法空位无主句有以下四种情形: 1. 关于天时

事件的日常用语,主要是那些用于说明自然现象、时间、季节、

天气、距离等句子,如:例 5.下雨了。 It is ra ining. 例 6. 两点了。

It is two o# c lock.例 7.出太阳了。 The sun is com ing ou.t例 8.

停电了。 The light went ou.t 下雨了  这类日常用语的主语从

来不需说出, 但谁都不会有理解困难。因此这类无主句完全

没有必要把主语补出来, 它们才是完全独立的无主句, 没有上

下文和语境也可以自足, 不会造成歧义。在将这类句子翻译

成英文时需要使用形式主语 it ,如例 5和例 6; 有时也可将现

代汉语句中的宾语翻译成英语的主语, 如例 7和例 8。 2. 关于

有无  的肯定句,即存在句。现代汉语在说明某处有某物时,

句中的主语不出现。如: 例 9.今晚有个晚会。There is going to

be a party ton igh.t i.i例 10. 到处是一片狼籍。There is a mess

everywhere.例 11. 楼下有一辆车等着。 There is a car wa iting

downstairs.现代汉语只是客观地陈述 有无  这一事实,而英语

注重的则是主体存在, 表明英语的主体中心和现代汉语的主

客一体。另外,在科技文献中的许多无主句,英译时都采用这

种 there+ be 结构。如: 例 12. 在确定切削速度时, 有许多因

素应当考虑。 There are many thing s to be considered in determ i

ning cutting speed. 例 13.目前, 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量已大大

增加。Now there is a big increase in demand fo r all kinds of con

sum er goods.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格言、

经验总结或带有哲理的无主句, 英译时也采用这种结构。如:

例 14. 有志者, 事竟成。W here there is a w il,l there is a way.例

15.有压迫就有斗争。Where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is strug

g le.例 16. 没有顺利, 无所谓困难; 没有困难, 也无所谓顺利。

W ithout facility, there would be no difficulty; w ithout difficulty,

there wou ld a lso be no fac ility.当然, there + be  句型也不可

滥用, 以免译文显得僵硬死板、失去活力。如:例 17. 历史上

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 这句话本可译为: In

history, there are only tw o k inds ofw ars, just and un jus.t  或 In

history, w ars can be div ided into two k inds only, just and unjus.t  

但翻译大师们却给出了这样的译文: H istory know s only tw o

kinds of war, just and unjus.t  这一译言语将 H istory 拟人化,

使用了主动句,避免了被动句, 避免了被动句和 there + be  

句型可能造成的单调和生硬,译文显得生机盎然。 3. 关于 是

非  的肯定。现代汉语有一些 是  字强调句没有也不需要主

语。这类句子翻译成英文强调句时需要用 it 作形式主语。

如:例 18. 是总编亲自和我谈了话。 It was the president h mi se lf

who spoke to me. 例 19.就是在这儿丢了钱包的。 It is here that

the pursewas los.t 4. 现代汉语无主句中可能的主语表示泛指,

因此主语不必说出。如: 例 20. 一朝遭蛇咬, 十年怕井绳。

Once bitten by a snake, one is scared by ropes.例 21. 不怕慢,只

怕站。 It# s better tomove ahead slow ly than just tom ark tmi e.例

22.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A s you sow, sow ill you reap. 例 23.不

进则退。H ewho does not advance fa lls backw ard. 例 24.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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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债。Death pays alldebts.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箴言或谚语。现

代汉语的谚语或真理格言针对的是泛指的人或某一类型的

人,它潜存在人们心中, 为追求句子的简练,主语是不出现的。

但是,翻译时,对应的英语句子都需要补出主语, 要么用 it作

形式主语,如例 21,要么以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甚至以物称作

主语,如例 20,例 22, 例 23和例 24。

二

语用空位无主句又分为语境省略无主句和上下文省略无

主句两类。

(一 )语境省略无主句

1. 动作的主事无从根究之必要, 因而主语被省略。如:例

25.又盖了许多楼堂馆所。M any tall build ings, big m ansions,

hotels have been buil.t 例 26. 这儿将修建更多的居民大楼。

M ore apartm ent housesw illbe built here. 这类无主句翻译成英文

时,一般是把受事语充当英语句子的主语, 或是以表示某一类

型的人作主语。如: 例 27.山上在栽树 The trees are being plan

ted on the h il.l 或 Some people are planting trees on the hil.l

2. 指令型无主句

指令型无主句可以说是语用空位无主句的主要代表。这

类无主句通常是对其指令对象 (一般是听者或读者 )表示命

令、建议、要求等。现代汉语指令句常常主语空位, 语义和语

气变化灵活多样,英译这类无主句时,应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

指令句式特点及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 选择适当的英语句型

进行转换,以使译句在语义、语气和句式上尽可能接近原句。

这类汉语无主句主要有以下几种翻译方法:

第一、翻译成英语祈使句。从句式和语气上来看,英语祈

使句可以说是汉语指令型无主句的对应句型 ∃ ∃ ∃ 两者均无主

语,且基本上都是以命令的语气直接向对方 (读者或听者 )传

递指令信息, 即大致为直接指令? ( direct instruction? )。如:例

28.选台时,先将 调频 \调辐波段转换开关  拨到所选波段。

W hen selecting the desired station, slide the FM /AM BAND

SW ITCH to the band o f your cho ice firs.t例 29. 令 f( t)为实函数。

Let f( t) be a real function. 例 30. 好好睡一觉, 再仔细考虑一

下。H ave a good sleep and th ink it over.然而,汉英两种语言之

间毕竟还存在语言差异。英译涉及到语气差异的指令型无主

句时,则不能或不应一味译成英语祈使句, 而必须根据所涉及

的具体语差及英语的表达习惯, 选用其它更合适的英语句型

进行转换。

第二、翻译成英语被动句、系表句或先行主语句。当指令

型无主句中含有 应当  、应使  、必须  、需要  、不必  、

可以  、最好  等表示要求或建议的词语时, 该句的命令语气

实际上已明显减弱, 即在指令的传递中已融入了要求性或建

议性的婉转语气。这类指令型无主句与其说是直接指令, 不

如说是间接指令: 直接仅为其指令信息的传递形式 ∃ ∃ ∃ 直接

传递给对方而不是他方, 而其指令信息的传递语气则已间接

化,即不再是以直接命令的语气,而是从要求或建议的角度婉

转了语气。显而易见, 若将此类指令型无主句仍译为英语祈

使句 (即英语的直接指令 ), 那么必将会导致原文语义部分缺

失,造成原句与译句之间的语气差异。因此,应将这类指令型

无主句译为英语间接指令 ( indirect instruction)。翻译时一般

可以采取被动句、借助情态动词的系表句、先行主语句、感叹

句等句式进行合理的转换。

(二 )上下文省略无主句,即不完全主谓句

在将这种句子英译时必须添加合适的主语,如: 例 46. 我

吃了饭 ( )就去踢足球。 I# ll go to play footba llwhen I have had

my d inner.例 47.她买了一件衬衫, ( )是草绿色的。 She bought

a shir.t It is the co lor of g rass. 值得注意的是,加主语要十分谨

慎。第二个动词省略的主语常常不是前面一个动词的主语,

换言之,前面一个动词的主语管不到后面这个动词。因此, 翻

译时, 要从上下文来推敲,选择适当的词作主语。如: 例 48. 弄

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If th ings are not properly handled, our labor

w ill be tota lly los.t该例汉语无主句的第一分句语义比较含糊、

很难补足一个具体的主语, 因而选择了一个笼统词 th ing 作

主语; 第二分句的主语指的是说话人或说话人的一方所付出

的劳动或努力,因而选择了一个具体的词 our labor 作主语。

可见,英译汉语无主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补充主语, 以

形成英语句中主谓齐全的格局。但是, 补充什么作主语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译者必须透彻理解上下文, 仔细斟酌原

句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反复推敲目的语的表达方式, 这样

才能补充出恰当的主语, 否则就会歪曲原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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