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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功能看汉语虚词的英译
!

韩 兆 霞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摘"要!在汉英翻译中"人们很注重对实词的处理"而易于忽视虚词#确实"在对内容的陈述"
对形象个别或整体的展现上"实词的语法作用不可低估$而这并不是说那些虚词就不重要或

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忽略不计#事实上"某些虚词在文中的作用不可不注意"它可以活跃实词"
使篇章生动#从虚词着手"以文言和白话虚词为例"强调虚词在翻译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省略

和跨越的地位"讨论了翻译中虚词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实词$虚词$语法作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张继$枫桥夜泊%&月 落 乌 啼 霜 满 天"江 枫 渔

火对愁 眠’姑 苏 城 外 寒 山 寺"夜 半 钟 声 到 客 船(
诗的主题是描写离家的一位旅客 "在夜半经过古

城时的一种孤独寂寥之感’该诗从&月落(到&钟

声("出现了一系列形象)而每一个形象除有其相

对独立作用之外"又有加强整体形象&客(的辅助

作用’这里的&月落(*&钟声(*&客(等都是形象实

词"故在翻译时需要特别注意如何处理’当然"这
并不等于说其他的语词就不必注意了"比如此处

的&对(这一虚词’
汉语中的虚词是指那些本身并无什么实际的

词意"只是用来帮助表达语气的词’汉语中的虚

词用得较多"文言文有之*乎*也*者*矣*焉*哉)白
话文 里 有&的(*&了(*&吗(*&呢(*&啊(*&呀(*
&嘛(*&就(*&还(*&居然(*&竟然(*&难道(等等’

一!文 言 文 虚 词 在 汉 诗 中 的 语 法 作 用

及在汉译英时的处理

"!"汉诗中虚词的语法作用

由于诗歌所保留的若干与音乐*舞蹈 同 源 的

痕迹"虚词在汉语诗歌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

而被广泛地运用"汉语诗歌句中和句末常掺入的

虚词"既利于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感情的抒发"也增

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
虚词的运用增强了节奏感和音乐性’此时的

虚词又称为&衬字(’&衬字(在文义上为不必要"
但中国字独立母音字少"单音拖长最难"所以于必

须拖长时&衬(上类似母音的字以凑足音节’这种

&衬字(格 是 中 国 诗 歌 所 特 有 的+",!-.""#’$诗 经%*
$楚辞%*$乐府民歌%中的&兮(*&矣(*&之(*&也(等
字皆属此类’

!"#汉之广 矣"不 可 泳 思 ！江 之 永 矣"不 可

方思！!$诗经-汉广%#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

漪’不 稼 不 穑"胡 取 禾 三 百 廛 兮？!$诗 经-伐

檀%#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

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楚辞-离骚%#
虚词的运 用 利 于 内 容 的 表 达*感 情 的 抒 发’

中国文字往往一字数用"极经济之能事’例如一

个&喜(字"至少就可以派四种用场"当作动词*名

词*形容词和副词’加上中国文法独特的弹性和

韧性"乃使中国古典诗在文法和意义上获致最大

的表现空间’故在诗中虚词与实词都是一样重要

的’虚词往往起一种使实词灵活起来"取得生命

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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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阶 生 白 露#夜 久 侵 罗 袜$却 下
%

水 精 帘#

玲珑望秋月&!李白’玉阶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

%
徘徊&上有愁思妇#

悲叹有余哀&!曹植’七哀诗("
!,"月落 乌 啼 霜 满 天#江 枫 渔 火 对

%
愁 眠&姑

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

泊("
!%"玉露 凋 伤 枫 树 林#巫 山 巫 峡 气 萧 森&江

间波浪兼
%

天涌#塞上风云接
%

地阴&!杜甫’秋兴八

首("

!!汉诗英译时虚词的处理

起凑足音节)增强语言节奏感和音乐 性 的 虚

词#在英译中可省略不译或根据情况用时态)句型

或增词语的办法来加以体现&如’诗经()’楚辞()
’乐府民歌(等中出现的大量起*衬字+作用的虚词

常常以上述的方法来在英文中加以体现&
!""012-#312-#4536782497155:;<=(98

->:5715422829715?@9A#BC7154@75D<3:5@D
@98D>--:>9E,F15C95>715D<2492DD5@-$&24
71591@G5715C71D551698D58<15@G5<2H32D9？

!坎坎 伐 檀 兮#置 之 河 之 干 兮#河 水 清 且 涟

漪&不稼不穑#胡 取 禾 三 百 廛 兮？"-!.!-.",+"此 处 的

*兮+或*之+或 省 略 不 译 或 用 词 语7154228和

7159来体现#既表明了逻辑关系又明确了时态和

因果关系&
!!"(1#715&@9><<24>85=I3@9927<4>;>7

,(98715J@9E7K5><<2:29E#I3@9927-@<<>7！

!汉 之 广 矣#不 可 泳 思 ！ 江 之 永 矣#不 可 方

思！"-+.!-.","此处的*矣+用英文的(1来体现#表达

了原诗中男子失望但又深情依旧的强烈感情&
!+"L9G2>/M2:29E1@G5;C5C5<<7@D58>972

7158><7@935$J5@D9>9E293572D576D9#?6795G5D
A924>9E4159,F15?>D8<3@9H:C12;572715>D
2:895<7<$F158C>9EH2N3@9D576D972H@351><
5@D71,F1@7I4@<?:@;5:5<<#C573@<7@<>85@98
5N>:58$L@318@C@989>E1771><<7>::<5@D<;C
<26:.!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

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
日夜而忘之！"!屈原’九章%哀郢("-+.!-.!)"此处的

*兮+和*之+或以句型或以时态或以增词语的方法

体现于英文句中#再现了原作的既无奈又执著的

思想情绪&
而更多的汉语诗歌中运用的虚词不单顾及了

音节而更兼顾了内容及诗的整体效果#于是在翻

译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对待#而要视情形慎重处理&
例如上引*江枫渔火对愁眠+#其中*对+字是个虚

字#却是个很重要的字&因为有了这*对+字之后#
好像江枫渔火和愁眠山产生了一种有意识的对话

之感000也可以说*江枫渔火+对这种夜间失眠寂

寥的情意产生一种加强或促进的作用-/.!-.",,"&这

个*对+字可见是很重要的&这种虚字往往就像化

学作用中的3@7@:C<7!催化剂"一样#具有一种起关

键作用的效能#也绝不可轻视#因此在翻译时亦需

注意/其字虽小#作用却很大&再如*却下水精帘+
!李白’玉阶怨("#*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

诗家秘传&此一转折#似断实连$似欲一 笔 宕 开#
推却愁怨#实 则 经 此 一 转#字 少 情 多#直 入 幽 微&
却下#看似无意下帘#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又再

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杜甫’秋

兴八首("波浪汹涌#仿佛天也翻动$巫山风云#下

及于地#似与地下阴气相接&前一句由下及上#后
一句由上接下&此两句形象有力#内容丰富#意境

开阔&这里三例的英文译文各如下/
!/"F15;229><<>9A>9E$@3D243D2@A<@*

8D5@;>9E$O5@717159>E17<AC715HD2<73@<7<@
1@K5$P54H><1>9E*?2@7:>E17<2H71QD>G5D<>85G>:R
:@E5$(D582K>9E2HH>9715>D;676@:<@8E@K5,

PD2;71502:8 &>::B29K@DC267<>85$F153>7C
4@::2HS6<67249$F15D5<2698>9E?5::><72::>9E
>7<3:@9E26D$(7;>89>E1772715-@<<59E5D<1>-
8249.!O>E17 T22D>9E @7 P59EU>@2 V>:R
:@E5"-’.!-.+)%"

!’"W548D2-<29715E5;<75-<H@::Q9322:#

F1D26E115DH:>;<C<>:A59<23A<<55-,M75-->9E
824971D26E1715<3D5592H3DC<7@:?5@8<#M15@7
715<-@DA>9E@676;9@:;2298271-55-.!X:@>97
29S5;M75-<"-’.!-.")!"

!,"01>::#3DC<7@:854<1@G5<5@D58715;@R
-:54228<$F15@6D@2H715Y6T2697<@98S2DR
E5<><8D5@D.Y1>:54@G5<2H715H:2286-15@G5@R
E@>9<7715<AC#W59<54>98*<45-73:268<69H6D:
72<1D268715-5@A<<155D.!L>E17Z37@G5<29
(676;9@:T6<>9E<"-’.!-.+’)"

二!白话文中虚词汉英翻译的处理

一般说来#白话文中的虚词本身并无 什 么 实

际的意义#只是说话人在句末附加的词#用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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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语气!故在汉译英时"一般常作如下处理#省
略不译$或根据情况"用时态%句型或增词语的办

法来加以体现&,’(-.,$)!

"!省略不译

例如#
(")没有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

*
不

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Y>71267715-2:>3C2H53292;>3D5H2D;@98
2-59*6-"01>9@Q<53292;>3@31>5G5;597<426:8
9271@G5?559<2ED5@7.此处+就,省略不译!

(!)她的朋友们听到她家中的困难情况后"都
*

主动伸处援助之手!

(H75D15DHD>598<15@D8@?26715DH@;>:C8>HR
H>36:7>5<"715C2HH5D5815D@15:->9E1@98.+都,省
略不译!

(+)难
*

道
*

这样的国耻也能忘了么？香港终于

在"$$%年%月"日回归祖国了！哪一个中国人

不感到自豪呢？

&243@9@9C295H2DE5726D9@7>29@:8><R
ED@35:>A571@7？&29E[29E8>832;5?@3A7215D
;2715D:@98(01>9@)29\6:C"""$$%@7:29E:@<7！

&243@9@9C01>95<5927H55:-D2682H>7？+难

道,省略不译!

!!用时态"句型来处理

例如#
(")上海市区的高楼大厦够多了吧

*
？但是浦

东新的高层建筑群还要多!

F15D5@D5;@9C7@::?6>:8>9E<>97158249R
7249<537>292HM1@9E1@>"@D59Q7715D5？B67715D5
@D55G59 ;2D51>E1D><5<E2>9E6->9X6829E.
+吧,往往有肯定意味的疑问"这儿用反意疑问句

表示!
(!)外宾对翻译说#+你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多好啊
*

！想想看"把我丢失的钱包送还分文不取

哩
*

！,

(H2D5>E9E65<772:8715>975D-D575D"]&24
9>35715@G5D@E501>95<5><！\6<771>9A"151@<
<597?@3A;C:2<74@::574>712677@A>9E@9CD5R
4@D8！]原文中 的+啊,和+哩,等 表 示 感 激 和 惊 讶

的感情"用感叹句在译文中表现出来了!
(+)我们 政 府 的 领 导 真 忙"刚 视 察 了 高 新 技

术区"又回去接见外国代表团了
*
!

Z6DE2G5D9;597:5@85D<@D5D5@::C?6<C.
F15C1@G5 6̂<7;@85@9>9<-537>29726D2H715
&>E1*7531W><7D>37"7159715C1@G5E295?@3A
72D535>G5@H2D5>E985:5E@7>29.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之间二十一世纪

就要到了
*
!

&247>;5D5@::CH:>5<！I971574>9A:>9E2H
@95C5"715!"<705976DC><@--D2@31>9E.

以上两例中的+了,表示即将出现或已经出现

的情况"用相应的时态表示!

+!用增词语的办法来加以体现

例如#
(")说错了"没关系"大家一起研究嘛

*
！

I7825<9Q7;@775D>HC26;@A5@;><7@A5.
+(9C4@C,"45QD57271D@<126771>9E<72E5715D.
(9C4@C译出了+嘛,字的语气!

(!)她还在闹情绪呢!

M15><<7>::>9715?:65.本句的+呢,表示情况

依然如故"译文中用+<7>::,来表示+呢,的语气!
(+)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固执"叫我怎么才给

你说得通呢？

W5@D;5"C26@D5<2<76??2D9！&243@9I
7@:AC26@D2698？句 中 的+呢,含 有 疑 问 的 意 味"
在译文的疑问句中加上+&243@9I,表达了原文

的语气!

总而言之"在翻译的过程中"须要特别注意如

何处理形象语词(总形象语词"个别形象语词)"但
这并不等于说其他语词就不必注意了!中国古人

认为"诗中的+虚 词,与+实 字,都 是 一 样 重 要 的!
形象语词多半是实词"而虚词却往往起一种使实

词灵活起来"取得生命的作用"不可忽视!虚词的

运用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而更利

于了诗歌内容的表达%感情的抒发!故在中英翻

译时"须慎重处理虚词!只有如此"中国 文 字%文

化的丰富内涵才不会在翻译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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