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新英汉词典》和《英汉大

词典》对部分文化局限词的处理

黄 欣

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异
,

它们的词汇中各存在相当数

量的在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而产生的文化局限词
。 “

在

汉族文化中所没有的一些外来事物的名称
,

我们称之为
‘

文化局限

词
’ 。 ’,

例如
, “

馒头
” 、 “

华表
” 、 “

气功
”

等事物只是在通行汉语的语

言环境中存在
,

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
,

他们对这些事物会感到

陌 生
,

从而也 就增加 了理解这些词语的困难
。

同样
,

英语中像

奶油茶点
,

三 党
,

莫里斯舞

等事物在汉语语言环境中也不存在
,

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也就

较难理解这些词语的内涵意义
。

英汉词典应尽可能准确地用有效的释义方法进行语义传递
,

较全面地表达出英语中文化局限词的全部外延与内涵
,

这样才能

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
、

掌握英语
。

在这方面
,

做得较成功的有《新英

汉词典 》 年增补版
,

下简称 和《英汉大词典 》 一

年初版
,

下简称
。

而对某些文化局限词在释义方面的处

理
,

 与  ! 相比
,

又作了些改进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



修正了一些不准确
、

不恰当的译法
。

准确是词典释义首先必须遵守的原则
。

对双语词典来说
,

准确

性具体体现在
“

要求释词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再现被释词的词汇意

义
、

语法意义
、

语体意义
、

语用意义等
” 。

在处理文化局限词的过

程中
, “

词汇意义
”
要相符

,

即原语和译语所指的对象
、

内容要大体

一致
。

这一点是首先要做到的
。

例如
,

作
“

爱斯基摩人居住的房子
”

解时
,

 译成
“

爱

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
” ,

这是不符合常识的
。

翻看几本英美单语词

典
,

在 的释文中并无
“

茅屋
”

一词
,

而且释文大体相同
。

以第

三版 美国传统词典》
,

下简称

 为例
,

它对 的第 个义项是这样解释的
, 一  

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
,

尤指拱形 圆顶
,

用冰雪块砌成的冬季住

所

可见
,

这种独特的建筑是用冰雪砌成的
,

请看 提供 的正

确译文
。 人的 拱形圆顶小屋 常用冰块或坚厚雪块砌成

再如 一词
,

似乎可直译成
“

自由主义
” 。

其实
,

带有

中国特色的
“

自由主义
”

是个贬义词
,

指的是
“

革命队伍中的一种错

误的思想作风
,

主要表现是缺乏原则性
,

无组织
,

无纪律
,

强调个人

利益等
”

见 年版 现代汉语词典 第 页
。

而

则带有褒义色彩
。

对  一词的内涵与词义色彩就把

握得恰到好处
,

体现了和原词相一致的词汇意义

 宽容
,

开朗 开明的思想 或行为
、

原则等 自由主义 指一种强

调个人活动和发展完全 自山
,

主张社 会和政治机构逐步改良的政治思想 经济

自由主义 指一种经济理论
,

主张放任个人自由经营
,

自由竞争
,

反对国家干预经

济生活卜
·

试 比较  ! 的释义

 自由主义 指革命组织中取消思想 斗争
,

主张无原 则的和平



的一种错误倾向 自由主 义 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一种在
“

个

人 自由
”

等幌子下
,

实质主张剥削与竟争自由的反动政治思潮 自由放任主义

十九世纪初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放任资产阶级 自由剥削和掠夺的一种

反动经济理论卜
·

可以看出
,

把  处理成了贬义词
。

词典是对语

言的忠实记录
,

不应带有主观政治倾向
。 “

对于双语词典来说
,

编者

尤其需要客观地对待两种语言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

避免乱加褒

贬
,

把一种语言词汇的内涵加到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上
,

加深文化误

解
。 ”

把汉语
“

自由主义
”

的内涵加到 了英语 上

见义项
,

这是一种文化误解
。

补充释义
,

使译文提供的信息更加完整
、

确切
。

完整地传达被释词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
,

也是双语词典释义

准确性原则的要求之一
。

在这方面所作的改进具体表现为这

样几点
。

增补义项
。

如 在 中只有一个 由两

个小义项合成的大义项
“

美理 在杂货店里 或街头 闲逛的人 吹

牛的人
” 。

而 则将  原有的义项分成两个独立的义项
,

并增补了三个义项
,

反映了该词语词义的扩大
。。

〔美理」 穿牛仔服而没当过牛仔的 假牛仔 在杂货店前

闲逛的人 游手好闲的人 不拍片时在杂货店前闲逛的 西部片临时演 员 在

公共场所闲荡想讨异性欢心的人 吹牛大王

再如 一词
,

 ! 等一般英汉词典都解释为
“

异教徒
、

非基督教徒
” 。

查阅几本英语单语词典
,

可见有的在上述释义后再

加一句
“

特指 古希腊或古 罗马的 多神教徒
。 ”

然而
,

这个
“

特指
”

的范围现在 已不仅仅局限于
“

古 罗马
”

或
“

古希腊
” ,

当今美国的多

神教徒也称
。

笔者有一位美国朋友
,

自称是
,

她说

就是
“

崇拜众多的神 包

括女神
” 。

 在 一词下增设了
“

多神教徒
”

一义
,

且没有

限制性说明
,

这符合 一词的古义今用



异教徒 指非基督教徒
,

非犹太教徒或非伊斯兰教徒 多神教徒

用括号里的附加说明来进 一步限制
、

说 明
、

补充释文的内

容
。

诚然
,

不是每个词语都需要附加说明
,

但附加说明又是双语词

典释义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
。

特别是在处理某些文化局限词时
,

由

于两种语言的词义不等值
,

即使用了比较贴切的对应词语
,

仍有必

要作进一步说明
,

使释义更加明白
、

准确
。

例如

临退时发出的一箭 喻〕临去时所说或所做的事  

 ! 古代安息国骑兵在退却或佯作退却时返身发射的 回马箭

庙走时说的尖刻话
,

临别时的敌意姿态
,

亦作

可以看出
,

 的附加说明提供了 的典故来

源
。 “

回马箭
”

的译名则体现了该词语的原义
。

相比之下
,

 的

,’庙退时发出的一箭
”

提供的文化信息就不够清楚
、

具体
。

此外
,

的附加说明
,

有的比 的具体
、

清楚
。

中国读

者对英语文化局限词往往感到生疏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一本英汉

词典提供的附加说明尚不能让中国读者对某个英语词所指的事物

有一种较清晰的认识
,

那么这种释义工作可以说是不成功的
。

举一

个英美饮食文化中的词 为例
,

 ! 提供的释义是
“

布丁

西餐中一种松软的甜点心
” 。

然而
,

这种
“

松软的甜点心
”

是用什

么原料做的呢 ?与蛋糕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中国读者
,

如果对 p
ud
-

di ng 没有感性认识
,

对 N E C D 提供的附加说明也许不会满意
。

再

来看看 E C D 是 如何提供该词义的补充说明的
:“
布丁 (一种以面

粉
、

牛奶
、

鸡蛋等为基料的糊状甜食)
。 ”

看来
,

E C D 的附加说明文

字可以让读者得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

可见
,

既然有了附加说明
,

就

应尽可能把该词条所包含的外延与内涵表达清楚
。

在 p
udding 一

词 中
,

虽然外延—
“

布丁
”

表达出来了
,

但 N E c D 对 pudding 的

内涵未表达清楚
,

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笼统的印象
,

使其未能得到

完整的信息
。

3

.

改变译名
,

尽可能用较确切的译名来表达原语文化局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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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意义
。

由于文化局限 词自身的特点
,

很 多词语是不可译 的
,

称之 为
“

词汇空缺 (l ex ic al g ap )
’,

¼
。

在翻译时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就是
:
释

译
、

意译
、

音译
、

造词
,

或其中任何一种与另一种方法的结合
。

但是

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方法在翻译时进行语义传递又是一种问题
,

用得不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

例如
,

p i zz
a

,

N E C D 译成
“
( 意大

利式)烧馅饼
” ,

E C D 则译成
“

皮杂饼
” ,

后面还附上说明性文字
“

一

种涂有奶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烧饼
” 。

我们且看看 A H D 3

是如何解释 pi
zza
的
:

A baked pieofItalian origin eonsisting ofa shallow breadlikeerusteove red

with seasoned tom atosauee , e
h

e e s e , a n
d

o
f
t e n o t

h
e r t o p p i

n g s , s u e
h

a s s a u s a g e o r

ol iv
e s

( 一种源于意大利的烤饼
,

饼皮像薄面包皮
,

上面敷有番茄酱
、

奶酪和其他

配料
、

浇头
,

如 香肠或牛肉卷)

可以看出
,

N E C D 的译名是释译(意大利式)+ 意译 (烧馅饼 )
,

而 E C D 则是音译(皮杂)十意译(皮杂十饼)+ 释译(附加的说明文

字 )
。

我认为
“

皮杂饼
”

这一译名较
“
(意大利式 )烧馅饼

”

来得好
。

因

为
,

第一
,

它采用了相近的译音
“

皮杂
” ;

第二
, “

皮杂
”

这两字又是意

译
,

似乎把 pizza 一词所具有的 内涵给表示 了出来
,

因为 pi
z
za 饼

的馅是全敷在皮子上面的
,

馅的名堂也很多
。

所以
“

皮杂
”

两字用得

较形 象
,

把这种饼给 人的主观感觉给表 现 出来了
。

相 比之 下
,

N E C D 的译名似乎体现不 出 pizz
a
饼的风味

,

读者 只知道是意大

利 式糕点
。

再说
, “

烧馅饼
”

这个词含义模糊
,

汉语里
“

烧卖
” 、 “

烧

饼
”

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

那
“

烧馅饼
”

又是什么呢?

其他例子还有
:bov ve

r boo t
“ ‘

约伐
’

靴(指街头斗殴时踢人用

的钉有平头钉的大皮靴)
”
( N E C D ) 和

“ ‘

街头钉靴
’
( 流氓打群架时

穿的一种底部钉有平头钉
,

尖端包有钢套的重钉靴
,

用于踢击伤

人)
”
( E C D )

; s a u n a “
( 芬兰式的)蒸汽浴室

”
( N E C D )和

“

桑拿浴
、

蒸

汽浴
”
( E C D )

;

so
ul m us ic

“
( 由黑人歌手发展和推广将强节奏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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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与黑人宗教音乐揉合在一起的)
‘

魂
’

乐
”
( N E C D ) 和

“
< 美口 >爵

士灵歌 (源出美国黑人的福音唱诗
,

其特点为朴实
、

伤感
、

节奏极

强 )
”
( E C D )

,

等等
。

总之
,

定译名不是一桩易事
,

值得探讨的东西

还很多
。

当然
,

E C D 对文化局限词的处理并非 已十全十美了
,

尤其在

译法和对原语词义的完整理解上
,

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

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

例 1
.
yuppie 一词的译法

。

N E C D 译成
“

城市职业阶层中的年

轻人士
,

雅皮士
” ,

我认为这个译法是可以的
。

E C D 译为
“
( 城市>少

壮职业人士
,

雅皮士
” 。

虽然两本词典在
“

雅皮士
”

前都采用了描述

性译法来释义
,

但我认为
“

少壮职业人士
”

的译法
,

不论从汉语的词

语搭配习惯还是语感角度来讲都有待商榷
。

汉语中有
“

少壮派
”

一

说
,

但
“

少壮职业人士
”

读上去似乎拗 口 了些
。

事实上 yu PP ie 一词

的全部外延与内涵是很难用汉语完整表达出来的
。

请看 1992 年出

版的((朗曼英语语言与文化词典 》(L
o ng m an D ietion ary of E nglish

I
Jang uag e and C ulture)对该词的解释

:“ s o
m

e t i m
e s

d
e r o

g ( f
r o

m

a
b b

r e v
.
o
f Y

o u n
g U p

一

W

a r
d l

y
一

m
o

b i l
e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a

y
o u n

g p
e r

-

s o n
i
n a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j

o
b w i

t
h

a
h i g h i

n e o
m

e , e s
p

.
o n e

w h
o e n

j

o
y

s

s
p

e n
d i

n
g

n i o n e y a n
d h

a v
i
n

g
a

f
a s

h i
o n a

b l
e

w
a

y
o

f l i f
e …

”

可见
,

y u
p p i

e

一 词有 时带有 贬义
,

是 you ng U p
一

w
a r

d l y

一

m

o
b i l

e
P

r o
f
e s

-

s
io

na
l( 年轻的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的职业人士)的缩略形式

,

指那

些城市高薪阶层的年轻人
,

他们追求物质享受
,

崇尚时髦的生活方

式
。

如果译成
“
(城市高薪阶层的)雅皮士

” ,

后面再作附加说明
,

不

知如何?

例 2
.
对
Ski nhe

ad 一词的理解
。

N E C D 和 EC D 将这个词的外延

都表达了 出来
,

即
“

光 头 青年
”
( N E C D ) 或

“
( 英 国 的)光头 仔

”

( E C D )

,

而且都有附加说明文字
:“
指英国青年的一个派别

,

剃光头
,

服饰怪异
,

常参与街头斗殴
”
( N E C D ) 和

“

尤指特别仇视亚裔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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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团体的成员
”
( E C D )

。

看来 N E C D 的附加说明是对译名内容的

补充
,

而 EC D 则是对译名内容的限制
。

但根据 A H D 3的解释
,

s
ki

n
-

h ea d 是指
“

英美各种白人青年派别中的一派成员
,

他们剃光头
,

常出

现在摇滚音乐会和体育比赛的场合
,

有时还参加 白人至上主义

(w h ite
一
s u

p
e r

m
a e

i
s t

) 和反移 民活动(
anti一 i m m i g

r a n t a e t
i
v
i
t
i
e s

)

” 。

笔者也曾在国外杂志上看到过丹佛的美国 sk i
n hea ds 在恫吓排斥黑

人的照片
。

所以
,

E C D 和 N E C D 对
skinhead 的解释都不很全面

。

例 3
.
对 san dw ieh bo ard 的附加说明的译法

。

N E C D 对这个词

没有附加说明
,

只有
“

挂在身前身后的广告牌
”

这一描述性译法
。

E C D 则是
:

sa nd wich bo ar d三明治式广告 (或标语)牌(指广告员或罢工纠察从肩头挂至

身前和身后使身躯似夹心 肉片的两块广告或标语牌)

显然
,

E C D 为让读者彻底搞清
sandw ieh bo ard 是什么东西

,

在行文上可谓煞费苦心
,

但未免冗长些
。

其实
,

E C D 在附加说明

前的译名
“

三明治式广告(或标语)牌
”

就 已较成功地用汉语对应词

传递了原语词的语义
,

因为
“

三明治
”

对当今中国读者来说 已不陌

生
,

而
“

三明治式广告牌
”

本身就是一个形象的译法
。

如果要附加说

明的话
,

还不如参考 N E CD 的译文
,

即将此词处理成
:“

( 挂在身前

身后的)三明治式广告(或标语)牌
。 ”

对文化局限词的处理
,

始终是摆在双语词典编纂者面前的一

个棘手问题
。

不管怎么说
,

E C D 和 N E C D 在这方面的处理都有值

得借鉴的地方
。

附注
:

¹ 黄河清《外汉词典中的
“

释义词
”

和
“

释义语
”
》

,

香港《词库建设通讯 》第 l 期
。

º 钱厚生《双语词典释义原则与问题 》
,

载张后尘 主编《双语词 典学研究 》第 199

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 9 94 年
。

»
同上

,

第 204 一 2 05 页
。

¼
张德鑫《汉英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 》

,

载《复印报刊资料
·

语言文字学 》19 9 5 年

第 6 期
,

第 1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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