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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
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

昆和Joel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

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

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

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

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

与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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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中国原创科幻文学屡获国际重要奖项,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科幻小说讲述

了全人类共同面临外星文明入侵危机时的宇宙史诗,以中国地方性的历史和文

化知识为基调,既包含对宇宙命运走向和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想象,也蕴含“地
球上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行动”(李广益2021:67)的观念,彰显了中

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未来实践。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广受关

注,学者多从翻译史(高茜、王晓辉2021)和特定译本翻译过程(卢冬丽、劭宝

2021)等角度开展研究,却对译者在科幻文学译介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所忽视,
鲜有关注科幻译者个体化的风格特征,在全面剖析中国科幻文学一般性译介规

律这一方面略有缺憾。
知识翻译学这一全新中国译论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

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2021:2)。知识在翻译之间,人在知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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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知识共同演绎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关系(杨枫2023:1),译介过程可看作源

语作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知识多元互动,译者风格可被阐释为译者将地方

性知识世界化过程中知识跨语转化和调适的个体差异倾向。本研究以《三体》
英译本为语料,运用语料数据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知识翻译学

理论观照下,对比分析译者在完成中国科幻文学知识的世界化互动与重构中所展

现的风格异同及成因,旨在为中国科幻文学外译译者风格的系统研究提供参考。

1.研究设计

1.1语料来源

以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英文名:KenLiu)翻译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所

著的《三体1:地球往事》(以下简称为《三体1》)和美籍科幻译者JoelMartinsen
翻译的《三体2:黑暗森林》(以下简称为《三体2》)译文为语料,并根据自然章节

分别将《三体1》和《三体2》切分为35个和7个文本(遵循汉语原著,《三体2》仅
千余词的极短尾声部分不独立成章以保留源语叙事结构并均衡语料长度,降低

分析误差)。语料特点有:(1)规模大。《三体1》英语译文正文近12万词,《三体

2》英语译文正文超19万词;(2)代表性强。《三体》系列作为近年来中国科幻小

说的代表作,国际上广受好评,其中《三体1》刘宇昆英译版获世界科幻最高奖雨

果奖;(3)可比性强。《三体1》和《三体2》故事情节内容具有极强连贯性。两部

中长篇作品为连续创作,时间间隔不足两年,由原文导致的语域差异极小,有利

于译者风格比较分析。

1.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 用 Nini开 发 的 语 料 多 维 标 注 与 分 析 工 具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Tagger1.3.1(MAT)对语料进行特征提取和数据统计。通过“斯坦福

词性赋码器(StanfordPOSTagger)”对语料进行词性标注,并基于Biber(1988,

1989)的语域变异理论,对67个语言特征因子和6个语域功能维度进行量化分

析。首先,通过文本词性标注和特征提取,分别统计各语言特征的频率并计算

标化得分。根据67个语言特征在相应语域中的共现载荷汇总至6个维度,并
由软件内嵌算法计算各功能维度的标准化分数,即维度值,再基于6个维度值

的分布来确定译本的总体语域特征。其中,语言特征因子包括时态、语态、人称

代词和从句等微观语言特征,6个语域功能维度为:维度1:交互性与信息性表

达;维度2:叙述性与非叙述性关切;维度3:指称明晰性与情景依赖型指称;维
度4:显性劝说型表述;维度5: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维度6:即席信息组织精细

度。语域类别包括普通叙述说明(generalnarrativeexposition)、虚构性叙述

(imaginativenarrative)和说明性阐述(learnedexposition)等。

1.3研究步骤

研究步骤见图1。采取语料库驱动的远读法(distantreading)和回归文本

的细读法,首先对两译本整体所属语域类别进行对比分析,而后比较两译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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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域维度上的差异以分析两译本整体风格特征,再通过回归建模(使用SPSS
26.0)来分析导致译本呈现特定语域特征的微观语言因素。最后,在语料库数据

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原文和译后记、译者访谈等副文本要素,从译者知识

态度、知识阶位等层面分析译者风格差异成因。

图1 研究步骤

2.数据分析

2.1两译本总体语域特征

多维分析结果表明:就文本类型而言,两译本总体均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

型文本,符合科幻小说的文类特征。如图2所示,就各维度得分而言,两译本均

有差异。在维度1,两译本均呈现较强的信息性特征,但《三体2》的交互性略高

于《三体1》。在维度2,两译本均呈现叙事性特征,且《三体2》的叙述性得分高

于《三体1》。在维度3上,两译本得分均接近0,无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在维度

4和维度5,二者均为负分,展现出两译本的非显性劝说的叙事特征和较为具体

化的信息组织方式。在维度6,二者得分也均为负,表现出较弱的即席信息组织

精细度,但《三体2》信息即席组织性高于《三体1》。就使用的微观语言特征而

言,《三体1》英译本中过度使用的2个语言因子为 NN(不包括名词化和动名词

的全部单复数名词,下同)和SPIN(分裂不定式,下同);《三体2》英译本中过度

使用的3个语言因子为 NN,TSUB(THAT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主语)和
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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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译本总体维度得分统计

2.2两译本语域维度量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存在较大差异的语域特征维度,将两译本分别按照自然章节

切分,进行分章节6维度分析评分。就各自然章节文本类型而言,《三体1》的
35个章节中的33个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而第十章 DaShi(大史)被归

为虚构性叙事文本,第十三章 RedCoastIII(红岸之三)被归为说明性阐述文

本;《三体2》7个章节全部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就6维度得分而言,如
表1所示,由于两组数据正态性较差且组间样本容量差距大,对两译本6维度

得分进行独立样本曼-惠特尼 U检验。维度2和维度6中p<0.05,表明两译本

上述两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表1 两译本分章节6维度得分统计

《三体1》(N=35) 《三体2》(N=7)

M SD M SD U p

维度1 -8.35 3.45 -6.94 2.3 156.5 0.257

维度2 1.44 1.92 2.63 0.63 185 0.034

维度3 0.19 1.6 -0.18 0.71 111.5 0.716

维度4 -1.12 1.56 -1.77 1.19 108 0.644

维度5 -0.33 1.12 -0.72 0.35 97.5 0.407

维度6 -0.84 0.76 -0.34 0.26 195.5 0.011

2.3维度差异的语言特征归因

上文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译本在维度2和维度6的语域特征上出现显著差

异。为深入挖掘导致差异的微观语言因素,基于SPSS软件,以维度得分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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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关语言因子标化频率为自变量,对维度2和6分别建立回归模型,通过对比

模型间引入变量及变量系数差异,量化分析导致译文语域差异的语言因素。

2.3.1维度2:叙述性与非叙述性关切

维度2分值反应文本的动态叙事性,用以“区分动态的、以事件为导向的话

语和更静态的、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话语类型”(Biber1988:109),与译文的叙

事连贯性和生动性呈正相关,可由 VBD (过去时),TPP3(第三人称代词),

PEAS(现在完成时),PUBV(公动词),PRESP(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VPRT
(现在时),JJ(定语形容词),WZPAST(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AWL(平均词

长)和SYNE(合成否定)这10个语言因子的频次预测 (Biber1988:102)。因

此,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两译本维度2得分和以上10个语言因子标准化频

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以探究《三体2》译本叙事性微观语言特征层面上高于《三
体1》译本的原因。如表2所示,对于《三体1》和《三体2》,维度2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拟合优度统计参数 R 均为1,表明该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具有

很强的解释力。

表2 维度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效果参数表

模型 R R2 调整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三体1》 1.000 1.000 1.000 0.00777

《三体2》 1.000 1.000 1.000 0

SPS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三体1》在维度2中的10个语言因素都

参与了回归运算。当显著性水平小于0.01时,维度2得分的回归方程可写作:
维度2=-7.401+6.266*SYNE+5.882*PRESP+1.915*PEAS+1.838*
PUBV+0.446*TPP3+0.329*VBD。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表征自变量对因变

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即特定语言因子的使用对特定文本语域维度特征差异的贡

献程度。对《三体1》维度2变异预测强度较高的6个语言因素依次为合成否

定、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现在完成时、公动词、第三人称代词和过去时。《三
体2》在维度2上,回归模型只涉及6个语言因素,不包含过去式、第三人称代

词、公动词和定语形容词4个语言因素。则《三体2》在维度2的回归方程为:维
度2=20.040+(-4.640)*WZPAST+(-3.393)*AWL+2.620*SYNE+
2.327*PEAS+(-0.992)*PRESP+(-0.930)*VPRT。由此判断《三体2》
在维度2上语域特征贡献较大的语言因素依次为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平均词

长、合成否定、现在完成时、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和现在时。
基于两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两译本在维度2中涉及的语言因素和相关系

数均存在差异。导致《三体1》与《三体2》在译文叙事连贯性上出现显著差异的

主要语言因素归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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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饰语。《三体2》译者 Martinsen更倾向使用被动形式修饰语和较长

的词语。这些微观语言特征将多重知识在句子层面压缩,提高了知识跨语共享

的效率。而《三体1》的译者刘宇昆则更倾向在译本中使用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

为修饰语,以在描写性话语中塑造生动画面的图像化译文完成地方性知识景观

的全球化调适。
(2)叙事时态。《三体1》英译本使用动词过去式的频次较高,同时使用较多

第三人称代词。此外,译文中还存在更多以公动词为标志的间接报道性表述。
以上三个微观语言特征的共现作为维度2叙事话语的标志,表明《三体1》英译

本存在较多对于动作发出者和接收者之外的第三者过去事件的描述(Biber
1988:109)。这一语言特征指向原文独特的多线叙事的知识组织结构和其中大

篇幅融合中国地方性历史知识的故事内容,也折射出译者倾向于通过多元化的

动作描写完成原文叙事脉络的再语境化,同时向读者展示全景化、动态化的中

国地域性历史文化知识。《三体2》叙事时间背景设定在21~23世纪,在紧凑的

情节发展中融合未来的想象知识。
(3)叙事线索。《三体1》国内中文版单行本因政治敏感等因素对章节顺序

适当调整,而《三体1》英译本出于外国读者理解的考量还原了《科幻世界》杂志

2006年最初连载的章节顺序,但其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和较多需要译者跨文化

再阐释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默会知识”仍对译文叙事连贯性产生了一

定负面影响,而《三体2》的译文则按时间顺序行文,与原文保持一致,叙事线索

更清晰。

表3 维度2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t值 p值

《三体1》

(常量) -7.401 0.078 -95.200 0.000

VBD 0.329 0.002 0.284 136.568 0.000

TPP3 0.446 0.002 0.285 285.395 0.000

PEAS 1.915 0.008 0.230 230.368 0.000

PUBV 1.838 0.007 0.248 264.628 0.000

PRESP 5.882 0.009 0.499 690.584 0.000

VPRT 0.002 0.002 0.001 0.786 0.440

JJ 0.000 0.002 0.000 0.211 0.834

WZPAST 0.014 0.021 0.001 0.659 0.516

AWL 0.004 0.013 0.000 0.279 0.782

SYNE 6.266 0.015 0.326 410.35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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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t值 p值

《三体2》

(常量) 20.040 0.000 . .

PEAS 2.327 0.000 0.583 - -

PRESP -0.992 0.000 -0.108 - -

VPRT -0.930 0.000 -0.651 - -

WZPAST -4.640 0.000 -0.205 - -

AWL -3.393 0.000 -0.389 - -

SYNE 2.620 0.000 0.478 - -

因变量:维度2

2.3.2维度6: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

维度6分值与文本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呈现正相关,即维度6分值越

高,译文的信息组织方式越倾向于“在有限文本内呈现或补充详尽的碎片化信

息”(Biber1988:113)。该语域维度特征与 THVC (THAT 从句作动词补足

语),DEMO(方位指示词),TOBJ(THAT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语>),

THAC (THAT 从 句 作 形 容 词 补 足 语),STPR (句 尾 介 词),EX(存 在

THERE),DEMP(指示代词),WHOBJ(WH-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

语>)和PHC(and做短语连接词)9个语言特征的出现频次相关(Biber1988:

103)。基于SPSS软件,以维度6得分为因变量,以上文9个语言特征标化频率

为自变量,对两译本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建模。如表4所示,两译本维度6
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统计参数 R均为1,表明两个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力均较强。

表4 维度6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效果参数表

模型 R R2 调整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三体1》 1.000 1.000 1.000 0.00373

《三体2》 1.000 1.000 1.000 0

回归模型显示(表5),《三体1》在维度6有9个因子参与回归运算。同理,
当显著性水平小于0.01时,《三体1》在维度6上语域特征影响较大的2个语言

因素依次为 THAT 从句作动词补足语和方位指示词(如that,this,these,

those)。《三体2》只有6个语言因素在维度2参与回归运算,对《三体2》在维度

6上语域特征影响较大的4个语言因素依次是THAT从句作动词补足语、方位

指示词、THAT从句作形容词补足语和 WH-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语)。

·151·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三体》英译本风格比较研究



导致两译本即席组织精细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多种修饰性和解释性从句

的使用。Martinsen更倾向通过多种从句的综合运用将附加的细节化地方性文

学知识整合到句子层面的文本单元中,在有限的文本中完成大量知识的跨语转

换,体现了译者追求知识跨语转换效率的个体倾向,但过度精细化地补充附加

知识可能会导致文本信息趋于碎片化和语体趋于非正式化。附加知识的详细

阐述强化了译者对原著的中国地方性文学知识世界化的中介作用,即译者身兼

传播者的角色而试图向读者解释通往知识全景的路径而达成超越文本和技术

理性的“知识之知识”的跨语转换生成(张生祥2022:61)。相比之下,译者刘宇

昆则更倾向以精练的语言为读者提供连贯而系统的跨语文学知识体验。

表5 维度6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t值 p值

《三体1》

(常量) -3.490 0.005 -747.178 0.000

THVC 3.441 0.007 0.566 496.385 0.000

DEMO 2.388 0.003 0.800 682.847 0.000

TOBJ -0.002 0.011 0.000 -0.143 0.887

THAC -0.013 0.015 -0.001 -0.905 0.374

STPR 0.007 0.008 0.001 0.879 0.388

EX -0.014 0.009 -0.002 -1.550 0.134

DEMP -0.009 0.006 -0.002 -1.426 0.166

WHOBJ -0.020 0.070 0.000 -0.279 0.782

PHC -0.005 0.004 -0.001 -1.366 0.184

《三体2》

(常量) -3.555 0.000 - -

THVC 3.483 0.000 0.430 - -

DEMO 2.466 0.000 0.820 - -

THAC -0.542 0.000 -0.032 - -

STPR 0.013 0.000 0.002 - -

WHOBJ -0.071 0.000 -0.003 - -

PHC -0.007 0.000 -0.002 - -

因变量:维度6

3.讨论

3.1译者风格差异的语料库远读分析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学主义思潮盛行的当下,中国本土原创科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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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异军突起,其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客观图景、科学话语和科技文化也

逐渐内化为群体性、民族性的地方知识。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为代表的中国

科幻的世界译介不仅是中华民族未来知识全球化的传递、迁移与重构实践,又
蕴含着关照当下、桥接未来的中国本土科技话语的全球化阐释与大众传播。知

识在翻译中运作时,译者一直处于在场状态,因其个体性介入使知识由地方走

向世界(梁林歆、王迪2023)。而译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主体,介入源语和目

的语知识时,受译者自身知识阶位和在翻译实践研究中所扮演的多维角色的制

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所特有的知识跨语转换样式和符号标记体系,在译本

的字里行间留下“译者的声音”(Hermans1996:23),即体现“留在文本中的一系

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化特征”(Baker2000:245)的译者风格。译者风格既寓

于宏观的文体特征,也归因于微观层面的语言特征,反映个体译者知识全景的

模式化特征和具体知识的跨语重构路径选择倾向。本研究借助语料库驱动的

多维分析法,以“远读”的方式对译者刘宇昆和 Martinsen分别向英语世界展示

出的《三体1》和《三体2》的文学知识全景进行多层次的语言特征数据挖掘,通
过量化数据呈现两位译者将地方知识世界化重构的个体倾向。

两译本总体语域变异的量化分析表明,两位译者在将原著知识世界化重构

的过程中,均遵循了科幻小说不同于爱情、冒险等其他小说的知识呈现与组织

模式,通过对客观科学技术和主观文学想象的融合来完成世界观跨语重构和叙

事流向搭建。两译本在总体语域特征上表现为突出的强交互叙事性和区别于

爱情、冒险小说的强信息性特征,与人物传记和社论等文类共同被归为普通叙

述说明型文本 (Biber1989)。科幻小说这一文体“自诞生之初即具备的全球

性”(宋明炜、汪晓慧2022:88)特质也有助于《三体》三部曲内蕴的中国知识的国

际传播和接受。中国地域性、民族性的未来知识和未来话语以科幻小说为载

体,以翻译为实现跨语远航的力量保障,驶向世界知识海洋深处,引发世界知识

体系的“新浪潮”。
结合6个维度分章节语域特征和微观语言因子的量化分析展现了两位译

者在地方性知识全球化转化实践中具象操作层面的个体差异倾向。《三体1》的
译本叙事性较弱但信息的组织呈现方式更系统化,主要表现在多样化的公动词

使用、主动性的修饰语、时态的灵活变化乃至部分章节文体的变异,如第十章被

归为“虚构性叙事”语域子类等。译者刘宇昆更倾向以生动细腻的描写来塑造

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和情感脉络以进行知识的跨文化转换与调

适,力图通过文学层面上中国地域性与世界性知识体系的商谈和对话向读者直

观地呈现出具象化的知识全景。《三体2》的译文则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但更偏

向于较精细化的知识组织方式。Martinsen通过大量使用修饰性从句和被动性

修饰语来实现多重知识的句内压缩,进而完成细节化文学知识的跨语组织。同

时,解释性从句的大量使用表明 Martinsen在将原作中国本土知识全球化的过

程中,倾向于通过对附加知识的详细阐释来呈现通往知识全景的路径,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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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与中介的知识态度与风格特征。

3.2译者风格差异原因的文本细读分析

3.2.1刘宇昆: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

翻译具有知识建构和文化互鉴的属性,翻译的本质就是关于他者的地方性

知识,经由陌生化学习、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而成为普遍性知识(杨枫

2022:1)。中国科幻文学所承载的科技理念、历史文化和未来想象等地域性和

民族性知识在跨越大洋进入英语世界时,必然会面临陌生化所带来的挑战。对

此,译者刘宇昆以平等对话的跨文化姿态,通过对中国地方性知识全景的跨语

调适与建构,使译文满足英语世界读者期待,同时保持部分中国地方性知识的

“他异性”,最终使得原著所承载的中国知识完成首次进入英语世界知识体系的

旅行。语言数据挖掘结果显示,译者刘宇昆倾向于使用“第三人称+公动词过

去时”的表达方式,以第三人称视角描写人物动作、对话或态度。另外,刘宇昆

还倾向使用现在分词独立小句来增强译本在英文语境中的叙事连贯性和描写

生动性,通过“调适叙事技巧”(Liu2014:398)帮助美国读者熟悉来自中国的地

方性和民族性知识。如例(1)所示:

例(1)

原文:潘寒向剩下的五个人伸出手来,挨个与他们紧紧握手。最后庄严地说:

“我们,是同志了。” (刘慈欣2008a:172)

译文:Panheldouthishandtotheremainingfive,shakingeachpersonshand

inturn.Thenhesaid,solemnly,“Wearecomradesnow.”
(Liu2014:230)

原文是地球三体组织(ETO)高层,生物学家潘寒迎接新的 ETO 成员时的

动作和对话描写。刘宇昆将“握手”的动作译为现在分词修饰性状语独立小句,
同时用“hesaid”这一“第三人称+公动词过去时”的形式引出第三人称视角下

的人物对话,同时省译动作修饰语“紧紧”,使得叙事更加流畅,细腻平实的行文

风格呈现一种全景式的画面感。译者对原文文本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进行适

度调适与融通,使得译文能有效满足读者期待。
美籍华裔译者刘宇昆因其独特的文化身份而对原文中大量中国历史文化

知识占据较高的知识阶位,但在翻译中他却倾向于“原封不动,保留原文特色表

述为佳”(Liu2014:398),以“避免西方视角对于中国政治和历史事实的遮蔽”
(同上:398),这一翻译理念贯穿译文始终。例如,原著三体游戏中出现的中国

历史人物秦始皇,刘宇昆选择了拼音音译“QinShiHuang”,并在章节标题和人

物首次出场时在文内增加释义。而对于欧美读者普遍陌生的作为故事开端背

景的十年“文革”,译者采取了直译并加注解释的方式对部分包含地域性、时代

性隐形知识名词进行知识全景的跨语建构。如原文中作为特殊时代禁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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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黑子”,被直译为“sunspots”并加注解释其时代性隐喻义。此外,对于含有

中文隐喻义的科幻新词,刘宇昆往往通过创译将寓于隐喻的隐性知识迁移至目

的语中。如把原文中三体人通过质子高维展开和低维合成技术研发的智能物

理粒子“智子”译为“sophon”。该译文是译者用表达“智慧、哲学”等语义的词根

“soph-”和常用于质子等物理学微观粒子词后缀“-on”创造而成。刘宇昆对于中

国地方性文化历史知识保持他异性的跨语建构倾向使得“目标读者把目光停留

在字面本身,拉长对于陌生文化意象的感受时间,冲击在这一文化特有项上的

固有认知,激活目标语读者对该文化项的再理解和再联想”(吴赟、何敏2019:

100),这种平等对话和商谈的姿态令地域性、民族性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以科

幻文学为全新的出发点,以不加矫饰和遮蔽的原貌抵达英语世界的彼岸。

3.2.2JoelMartinsen: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在全球互动交流愈加紧密的当下,知识的流动广泛地辐射各文明、各种族、
各国家、各地区,使全球文明交流与互鉴成为可能(蓝红军、陈红梅2023:908-
909)。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学知识向世界流动的过程中,译者作为一个独立

的知识主体居于源语知识世界和目的语知识世界之间,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理

解与重构在目的语世界中再现文学体验和文学认识。译者知识阶位的提高是

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保证,而知识态度则锚定了译者知识跨语重构的目标定

位,知识阶位和知识态度共同塑造了译者独特的个体风格。JoelMartinsen中

学开始接触中国文学,曾于北京师范大学跟随吴岩教授系统性地进行中国现当

代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硕士课程学习,这提高了译者的中国文学知识阶位,
为其作为外籍译者深入理解原著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三体2》的翻译,其翻

译初衷即为“将中国文学传递到世界”(同上:82),而在译本受众,即知识跨语传

播目标对象的定位上,Martinsen更倾向于对“英语世界幻想故事的一般大众读

者”(同上:85)传达文学知识。立足知识的世界性,译者意图将《三体2》中所包

含的科技哲学与未来社会想象通过翻译与每一位英语读者共享,这反映在译文

较高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上。他认为科幻译者在进行原文阅读的同时也在

进行原文关涉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的知识建构,在提升自身知识阶位后还要

通过“反复修改的精确话语”(Deng&Goh2023:84)完成知识向普通读者的高

效传递。因此,他倾向于通过细节信息的补充和解释在译本的文内语境中对通

往知识的路径进行地方化阐释。《三体2》译文语言特征反映出译者在将地方性

知识再生产为世界化的文化知识过程中所秉持的一些特定模式和语言习惯,如
译文中解释性从句的大量运用也反映了 Martinsen倾向在句子层面通过增加

额外信息而对知识的形成路径进行阐释,以向较低知识阶位的读者提供更加完

整的文学体验,见例(2)。

例(2)
原文:章北海举起一只手,航天服手套中握着一个瞄准镜,他用这东西当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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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观察着十公里外黄河站的一个出口。 (刘慈欣2008b:228)
译文:ZhangBeihairaisedonehand.Thegloveofhissuitheldatelescopic

sightwhichheusedtoobserveoneofYellowRiverStationsexits,ten
kilometersdistant. (Liu2015:254-255)

此句描写的是章北海为了恒星际远航飞船发动机制造能够走上正确技术

方向而策划暗杀。译文将汉语三个分句的内容压缩至两句英文译文内,这里主

要分析第二句译文。译者首先将中文的有灵主语转换为英文的无灵主语,又利

用定语从句增加了额外细节信息,最后名词短语“tenkilometersdistant”作后

置定语并与主句隔开,以紧凑的信息流营造暗杀行动的紧迫氛围,准确高效地

完成了原文中“暗杀准备”这一文学知识的再语境化。此外,《三体2》译文中过

去分词短语作定语的语言现象每个章节平均出现频次高达40,也起到了类似的

补充解释细节信息的作用,见例(3)。

例(3)
原文:“就是说,你们的思维和记忆对外界是全透明的,像一本放在公共场合

的书,或者说是在广场上放映的电影,或者像一个全透明鱼缸里的鱼,
完全暴露,可以从外界一览无遗。” (刘慈欣2008b:10)

译文:“Imean,yourthoughtsandmemoriesaretransparenttotheoutside
world,likeabookplacedoutinpublic,orafilmprojectedinaplaza,

orafishinaclearfishbowl.Totallyexposed.Readableataglance.”
(Liu2015:20)

此句摘自伊文斯和三体世界的对话,原文连用3个比喻阐释三体人外星种

族“思维和记忆透明,且思考等于言词”的科幻文学知识,为后文的人类利用这

一特点,群策群力粉碎三体人对地球的侵略行动埋下伏笔。译文首句连用两处

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对“book”和“film”进行修饰限定,完成了原文“三体人独

特的思维构造”这一科幻文学虚构背景知识的跨语重构。同时译文第二、三句

巧妙地连用两个短句,生动有力地表现伊文斯得知三体人思维特点时的惊诧。
过多地通过从句和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等方式在句子层面引入额外知识会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局部译文的信息组织系统性和文体正式程度,但英语母语译者

较高的译入语知识阶位则通过精准、高效的表达而较好地保证了整体译文的动

态叙事性,使得行文生动流畅。

4.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科幻小说《三体》的译介为例,应用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法

和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了译者在中国地方性文学知识向世界性知识汇合过程

中所表现出的个体风格特征。两位译者在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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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的基础上,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性两个层面表现出差异性的

译者风格特征。刘宇昆和JoelMartinsen分别遵循的“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
与“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的翻译理念系译者风格差异的主要成因。虽然风格

各异,但两位译者共同助力了地方性的中国文学知识向世界性知识交融汇合,
进而实现了以科幻文学为载体的中国未来想象、科技话语和文化观念与世界的

共享与对话。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知识翻译学为洞悉包括译者

风格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规律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野,更为世界译学研究

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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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suggestthatinthegameofdiplomaticdiscourse,inordertoconstruct
anequivalentdiplomaticdiscourseandpoliticalstatuswiththeUnitedStates,

andbetterachievediplomaticpurpose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asa
dominantnation,Chinacouldincreasethenumberofpositivewordsand
reducetheproportionofnegativewordsintheEnglishsetofwordembedding
intranslatingfromChineseintoEnglish,soastobuildanequaldiplomatic
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withequalpositiveand
negativediplomaticdiscourses.
KeyWords:thesetofwordembedding;diplomaticdiscourse;discourseinc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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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StudyofTranslatorStylesintheEnglishTranslationsofThe
Three-BodyTrilogyfromthePerspectiveofTransknowletology,byJINShengxi
&LIHaoyu.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Transknowletology,thepaperconductsa
comparativeanalysisofthetranslatorstylesexhibitedbyKenLiuandJoel
MartinsenintheprocessofglobalizingandreconstructinglocalChinesescience
fictionknowledge.Thestudyconstructsaself-builtcorpusoftheEnglish
translationsofTheThree-BodyProblem andTheDarkForestandemploys
MultidimensionalAnalysismethodcombinedwithtextclosereading.Itis
foundthatbothtranslatorsadheretothegeneralorganizationalform of
knowledgetypicaltosciencefictionliterature,yetsignificantdifferencesexist
intermsofnarrativeconcernsandinformationalelaborationinthetwo
translations.Thefundamentalcauseofthesestylisticdifferencesliesintheir
distincttranslationphilosophies:Ken Liuleanstowards “cross-linguistic
modulationandinterculturaldialogueinknowledgetranslation”,whileJoel
Martinsenis moreinclinedtowards “translationasanintermediaryfor
knowledgeworld-sharing”.
KeyWords:Transknowletology;translatorstyle;sciencefictionliterature;

TheThreeBodyTri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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