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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 三体 》 系 列 为代表的 中 国 当代科幻 文 学外译 已成为 中 国 文 学海外传播的 典型成功案例 ，

其英译者 刘 宇 昆 （
ＫｅｎＬ ｉｕ

） 和 周 华 （
Ｊｏｅ ｌＭａｒｔ ｉｎ ｓｅｎ

） 在译介 中发挥 着 重要作 用 。 本文基 于 自 建 《 三

体 》 英译本语料库 ，
应 用 ＴＡＡＳ ＳＣ 句 法复杂度分析工具 ，

从宏观 句 法复杂度指数和微观化 的从 句 复

杂度、 名 词短语复杂度以及 句 法精巧度四 个层面 分 别 对 两译本共计 三 百余个 句 法特征指标进行数

据挖掘 ， 开展对比分析 。 研究发现 ，
刘 译本动 词 与 构 式 多 元化搭配风格凸显

，
而 周译本 多 用 复杂名 词

短语和从 句 且从 句 结构层次较为 复杂 。 基 于译者行为
“

求真 务 实
”

连 续 统评价模式考量 ，
刘 宇 昆

的
“

求真性务 实
”

和周 华 的
“

务实性求真
”

差异化译者行为倾 向是形 塑 两位译者在 句 法层 面 风格差 异

的 重要成 因 。 基于语料库 的 句 法复杂度分析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 了 新的 增长 点 。

关键词 ： 中 国科幻 小说
； 译者风格 ；

语料库 ； 句 法复杂度 ； 科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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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引 言

在新时代 中 外文 明交流互鉴 的宏观语境下 ， 随

着 以 《三体》 系列作者刘慈欣为代表 的 中 国 作家近十

年来三次摘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桂冠 ， 中 国 当

代科幻文学备受世界瞩 目 。 抒写未来世界 的浪漫东

方想象 ，传播科学技术 的 中 国话语 ，
蕴涵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的未来实践 ， 中 国科幻 因 其独特 的文学美

感和丰富 的思想 内 涵 而成为
“

将 中 国 引 向世界文学

中心舞台 的领跑员
”

（ 宋明炜 、 汪晓慧 ，

２ 〇２ ２
：８５ ） 。 科

幻 出海 ， 翻译先行 。 高质量 的译文无疑是 中 国科幻

国 际传播 的重要保障和先决条件 ， 因 此科幻 翻译近

年来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 既有对 于科幻译介历史 的

回顾总结 （ 高茜 、 王 晓辉 ，

２０２ １
 ） ， 亦有对科幻 翻译认

知过程的实证性研究 （ 文旭 、罗静纯 ，

２０２ ３
） 。 但现存

研究多着眼于科幻 翻译文本 ， 鲜有关注科幻文学 的

译者 。 译者是
“

翻译活动 的主体和任何译介伦理规

范和翻译原则 的贯彻者
”

（ 吴术驰 ，

２ ０２ ３
：１ １ １

） ， 其在

科幻文学译介研究中 的长期
“

隐身
”

不利于全面洞悉

中 国 当代科幻文学翻译与传播规律 。

译者风格是
“

译者 留 在文本 中 的
一

系 列语言和

非语言 的个性化特征
”

（
Ｂ ａｋｅｒ

，

２ ０００
：２ ４ ５ ） ， 语料库驱

动 的译者风格研究方法 已得到广泛应用 。 句子是表

达完整意义 的最小语言单位 ， 从 目 的语特有句法结

构应用角 度分析译者风格是较为可靠 的 研究方法

（ 胡开宝 、谢丽欣 ，

２ ０ １ ７
：１ ４

） 。 句法复杂度 的研究方

法发轫于二语 习 得研究 中 学 习 者写作能力评估 ，
已

有学者将其引 人译本 比较研究 中 （ 赵秋荣 、 孙培真 ，

２ ０２ ４
） ，其指标在译者风格研究 中 的有效性也 已得到

验证 （ 祝朝伟 、李润丰 ，

２ ０２ ３
） 。 而 比较视野下 的 中 国

文学外译译者研究在
“

合理认识译者在 中 国 类型文

学外译中 的在场性和 主体性 ， 深刻把握文学译介 的

核心要素
”

（ 刘云虹 ，

２ ０２３
：４６ ） 等方面具有独特 的研

究价值 。 纵观 中 国 当代类型文学 的 国 际传播历程 ，

《三体 》 系 列英译本作为首部荣获雨果 奖 的亚洲科

幻 ， 其译介过程对于 中 国 文学
“

走 出 去
”

具有较高 的

研究价值 。 据此 ， 本研究 以 句法复杂度为切人点 ， 对

科幻小说 《三体 》两部译本句法层面 的微观语言特征

进行全面深人的 比较分析 ， 探赜两位译者刘宇昆和周

华在 目 的语句法结构层面所表现出 的译者风格特征 。

２ ． 研究设计

２ ． １ 语料来源

以华裔科 幻 作 家兼译 者刘 宇 昆 （ 英 文 名 Ｋｅｎ

Ｌ ｉｕ
） 翻译的 中 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著 《三体 １

： 地球往

事 》英译本 办 Ｐ ｒｏＷｅｍ
（ 下简称为 《三体

一

》 ） 和美籍科幻 译者周华 （
Ｊｏｅ ｌＭａｒｔ ｉｎ ｓｅｎ

） 翻译 的

《三体 ２
： 黑暗森林 》英译本 Ｄａ ｒｆｃ下简称

为 《三体二 》 ） 译文全文正文为研究语料 ， 并据英译本

自 然章节分别将 《三体一 》 和 《三体二 》 切分为 ３ ５ 个

和 ８ 个文本 。 该 自 建语料库特点 主要有三 ： 其一为

规模较大 ， 《三体一 》 和 《三体二 》 英译版正文语料库

库容分别 近 １ ２ 万词和超 １ ９ 万词 ； 其二为代表性较

强 ， 《三体一 》刘宇昆英译本获雨果奖 ， 《三体 》 系列作

为 中 国 当代类型文学 国 际传播 的成功范例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 ； 其三为可 比性较强 ， 两译本 系 《三体 》三

部 曲 的前两部 ， 情节连贯 ， 部分主要人物 叶文洁 、史

强和常伟思等贯穿文本 。 《三体一 》原著最初于 ２ 〇〇６

年 ５ 月 起在科幻文学杂志 《科幻世界 》上连载 ， 《三体

二 》原著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首次出版 ，
以上两部中长篇科

幻作品可视作连续创作 ， 中 文原文语言特征差异极

小 ， 有利于 比较视野下的译者风格分析 。

２ ． ２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基 于 自 建 《三体 》 系 列 英译全文正文语

料库 ，
以 凯 尔 （

Ｋ
ｙ

ｌ ｅ
，
２ 〇 １ ６

） 开 发 的 Ｔｏ ｏ ｌ ｓｆｏ ｒ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 ｉｃ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Ｓ ｙ

ｎｔａｃ ｔ ｉｃＳ ｏｐ
ｈ ｉ ｓｔ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
ｐ

ｌｅｘ ｉ ｔ
ｙ （ 下简称 ＴＡＡ Ｓ ＳＣ

） 为语料分析工具开展

语料库驱动 的译者风格研究 。 该软件通过宏观句法

复杂度 （
ｓ
ｙ
ｎｔａｃ ｔ ｉｃｃｏｍ

ｐ
ｌｅｘ ｉ ｔ

ｙ ） 和从句复 杂度 （
ｃ ｌａｕ ｓｅ

ｃｏｍ
ｐ

ｌｅｘ ｉｔ
ｙ ） 、名词短语复杂度 （

ｎｏｕｎ
ｐ
ｈｒａｓｅ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 ｔ
ｙ ）

和句法精巧度 （
ｓ
ｙ
ｎｔａｃ ｔ ｉｃｓｏ

ｐ
ｈ ｉ ｓｔ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 四个层面 的语

句长度 、从属结构数量和并列结构数量等多个维度

的语料数据 ， 对多达三百余个句法复杂度细粒度测

量指标进行 自 动化分析 （
Ｋ
ｙ

ｌｅ ＆ Ｃｒｏ ｓ ｓ ｌｅ
ｙ ，２

０ １ ８
） 。 后

利用 ＳＰＳ Ｓ２６ ． ０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通过

分章句法复杂度数据 的均值 比较判断具备显著差异

的句法复杂度特征 ， 并通过数据与文本的有机交互来

锚定区分两译本 的特征化译者风格线 索 。 最后 回归

文本细读 ，
通过两译本 的案例分析分别对译者风格进

２ ４



行阐释与例证 ，并结合译者注和译后记等副文本来剖

析译者行为倾向性导致译者风格差异 的成 因 。

３ ． 数据分析

３ ． １ 宏观句法复杂度分析

句法 复 杂 度 是 句 子 形 式 语 法 特 征 的 丰 富 性

（
Ｋ
ｙ

ｌｅ
，

２ ０ １ ６
：８ ） 。 本研究所考察 的宏观句法复杂度

指标为 内嵌于 ＴＡＡＳ ＳＣ 软件 中 的 Ｌ２ ＳＣＡ 参数体系 ，

包括单位长度 、 句子复杂度 、 从属 子句使用量 、 并列

结构使用量和特定短语结构 ５ 大类 １ ４ 个指标 （
Ｌｕ

，

２ ０ １ ０
） 。 首先测定 《三体一 》 和 《三体二 》全文宏观句

法复杂度指数 ， 结果显示两译本 间 各项指标均存在
一定差异 。

为进一步确定两译本 间存在显著差异 的宏观句

法复杂度特征 ，
通过独 立样本 Ｔ 对两译本分章宏观

句法复杂度指标进行检验 。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 ｐ
＜ ０ ． ０ １

时 ， 《三体二 》 的 ４ 个宏观句法复杂度参数显著高 于

《三体
一

》 。 这表明译者周华在 《三体二 》译文 中倾 向

于使用数量更多和层次更复杂 的从句 ，
以 完成大量

细节信息在句子层面 的跨语整合 ， 这使得 《三体二 》

译本信息密度更高 ， 句子结构更为复杂多变 。

３ ． ２ 从句复杂度分析

ＴＡＡＳ ＳＣ 可 以测量语料的 ３ １ 个细粒度从句复杂

度参数 ，其中涵盖 ２ ９ 个用 以计算每个从句 中连词 、施

事 、情态动词 、 短语动词小品词和话语标记语等特定

■口
（ 翻 ） 译传播 《 三体 》 英译本句 法 复 杂度对 比研 究

语言结构均数的指标 ，
还包括 ２ 个通过计算从句 中依

存成分 均 数 和 多 样性 而量 化句 法 变 异 性 的 指标

（
Ｋ
ｙ

ｌｅ
，

２ 〇 ｌ ６
：５４ ５ ５

） 。 首先测定两译本全文从句复

杂度参数 ， 结果显示各参数均存在一定数值差异 ， 进

而测定两译本分章从句复杂度参数 ， 并通过独 立样

本 Ｔ 检验判定两译本间存在显著差异 的从句句法特

征 。 结果显示 （ 见表 ２
） ， ｐ

＜ ０ ． ０ １ 时
， 《三体二 》共有 ３

个显著高于 《三体一 》 的从句复杂度特征参数 ， 这表

明译者周华在 《三体二 》译文 中倾向 于使用多层次的

嵌套或并列结构从句 以在句 子层面整合细节信息 ，

并且通过丰富的动词短语使得行文更加生动流畅 。

３ ． ３ 名词短语复杂度分析

ＴＡＡＳ ＳＣ 可 以 测量短语类别 、 依存成分类别 以

及短语和依存成分共现关 系 的 ３ 个层面上 的共 １ ３２

个名词短语复杂度指数 。 其 中 名词短语被标注为名

词性主语 、施事和介词宾语等 ７ 类且人称代词和非人

称代词分别标注 ， 依存成分被标注为限定词 、 所有格

和形容词作修饰语等 １ 〇 类 。 软件从均数和标准差两

个维度 ，
对两译本短语层面特定语言结构 的数量和

变异性进行量化分析 ，
以探究细粒度下两译本 的句

法特征 （
Ｋ
ｙ

ｌｅ
，

２０ １ ６
：５６ ５ ８

） 。 经测定 ，
两译本全文 的

短语复杂度指数各数值均存在一定差异 。 为确定两

译本间具备显著差异 的名 词 短语句法结构特征 ，
再

在 ＴＡＡＳ ＳＣ 软件 中对两译本分章各 ３ ５ 个和 ８ 个子

库进行名词短语复杂度分析 ， 并应用 ＳＰＳ Ｓ 对两译本

分章库名词短语复杂指数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表 １ 两译本间具有显著差异的宏观句 法复杂度特征参数

参数名称 （ 英语 ） 参数名称 （ 汉语 ）
ｔ 值 Ｐ 值 高分译本

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
ｐ

ｅｒ ｓ ｅｎｔｅｎｃ ｅ
（ 
Ｃ／ Ｓ

） 每个句子 中 的子句数量 ３ ． ４４ ７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
ｐ

ｅｒ Ｔ ｕｎ ｉ ｔ
（ 
Ｃ／Ｔ

） 每个 Ｔ 单位 中 的子句数量 ３ ． ６４ ０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 ｔ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

ｐ
ｅｒ ｃ ｌ ａｕ ｓ ｅ

（
ＤＣ／Ｃ

） 从属子句 比率 ３ ． １ ３ ３ ０ ． ００３ 《三体二 》

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 ｔ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

ｐ
ｅｒ Ｔ ｕｎ ｉ ｔ

（
ＤＣ／Ｔ

） 每个 Ｔ 单位 中 的从属子句数量 ３ ． ５４ ３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表 ２ 两译本间具有显著差异的从句 复杂度特征参数

参数名称 （ 英语 ） 参数名称 （ 汉语 ）
ｔ 值 Ｐ 值 高分译本

ａｄｖ ｅｒｂ ｉａ ｌ 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
ｐ

ｅｒ ｃ ｌａｕ ｓ ｅ 从句 中状语从句均数 ２ ． ９ ７ ０ ０ ． ００５ 《三体二 》

ｃ ｏ ｎ
ｊ
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ｓ

ｐ
ｅｒｃ ｌ ａｕ ｓ ｅ 从句 中连词均数 ２ ． ７ ６ ３ ０ ． ００９ 《三体二 》

ｐ
ｈｒａ ｓ ａ ｌ ｖｅｒｂ

ｐ
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

ｐ
ｅｒ ｃ ｌ ａｕ ｓ ｅ 从句 中短语动词小品词均数 ２ ． ９ １ ７ ０ ． ００６ 《三体二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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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译本间具有显著差异 的名 词短语复杂度特征参数

参数名 称 （ 英语 ） 参数名称 （ 汉语 ）
ｔ 值 Ｐ 值 高分译本

ｒｅ ｌ ａｔ ｉｖｅｃ ｌ ａｕ ｓ ｅｍｏ ｄ ｉ ｆｉ ｅｒ ｓ
ｐ

ｅｒ ｎｏｍ ｉｎ ａ ｌ

单个短语 中修饰名词 的关系从句

均数
３ ． ５ ７５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ｒｅ ｌ ａｔ ｉｖｅｃ ｌ ａｕ ｓ ｅｍｏ ｄ ｉ ｆｉ ｅｒ ｓｐ
ｅｒｎｏｍ ｉｎａ ｌ

（
ｎｏ

ｐ
ｒｏｎｏｕ ｎ ｓ

）

单个短语 中修饰名词 的关系从句

均数 （ 不包括代词 ）

３ ． ６４５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ｒｅ ｌ ａｔ ｉｖｅｃ ｌ ａｕ ｓ ｅｍｏｄ ｉ ｆ ｉ ｅｒ ｓｐ ｅｒｏｂｊ
ｅｃ ｔｏ ｆ

ｔｈｅ
ｐ

ｒｅ
ｐ
ｏ ｓ ｉｔ ｉｏｎ

单个短语 中介词宾语 的修饰性关

系从句均数
２ ． ７ ３ １ ０ ． ００ ９ 《三体二 》

ｒｅ ｌ ａｔ ｉｖｅｃ ｌ ａｕ ｓ ｅｍｏｄ ｉ ｆ ｉ ｅｒ ｓｐ ｅｒｏｂｊ
ｅｃ ｔｏ ｆ

ｔｈｅ
ｐ

ｒｅ
ｐ
ｏ ｓ ｉｔ ｉｏｎ （

ｎｏ
ｐ

ｒｏｎｏｕｎ ｓ
）

单个短语 中介词宾语 的修饰性关

系从句均数 （ 不包括代词 ）

２ ． ７ ３５ ０ ． ００ ９ 《三体二 》

结果显示 （ 见表 ３
） ， ｐ

＜ ０ ． ０ １ 时 ， 《三体二 》 的 ４ 个

名词短语复杂度指数变量得分显著高于 《三体一 》 。

这表 明 《三体二 》译者周华在短语层面倾向使用关系

从句修饰名词 ， 使 《三体二 》 译本表现 出 更加复杂 的

句法结构 。

３ ． ４ 句法精巧度分析

句法精巧度反映特定句法 的相对认知难度和写

作者 的创作能力 （
Ｋ
ｙ

ｌｅ
，

２ ０ １ ６
：８ ） 。 句法精巧度指数

的 引人将句法复杂度 的研究范畴从型式语法转 向构

式语法
，
即从单一 的语言形式研究扩展到对形式 和

语义 的联结 的关注 ，
进而使本研究所考察 的译者风

格超越了传统 的语言形式参数 限制 ，
研究视野拓展

至语义 界 面 。
ＴＡＡＳ ＳＣ 将 主 动 词 词 目 （

ｍａ ｉｎｖｅｒｂ

ｌ ｅｍｍａ
） 、动词论元构式 （

ＶＡＣ
） 和组合 （

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 ｏｎ ｓ
）

３ 个层面 的频次 、类 形 比和关联强度等 １ ５ 个句法精

巧度 的基本指标进行量化 ，
上述基本指标及其多个

变体共产生 ３８ 个独 立 的 句 法精 巧 度 指数 （
Ｋ
ｙ

ｌｅ
，

２ ０ １ ６
：
６９

） 。 以 上 ３８ 个 指 数 在 软 件 中 分 别 参 考

ＣＯＣＡ
（ 美国 当代英语语料库 ） 中 的 ５ 个子库 （ 学术期

刊 、小说 、流行杂志 、 报纸和包括上述 ４ 个子库加和 的

所有书面语 ） 计算得分 ， 结果共包含 １ ９０ 个句法精巧

度指数 （
Ｋ
ｙ

ｌｅ
，

２ ０ １ ６
：５９ ） 。 篇幅所 限 ， 本研究仅讨论

与小说文体关系较为密切 的小说和所有 书面语语域

下共 ７６ 个句法精巧度指标数据 。

首先测定两译本总体句法精巧度指数 ， 然后测

定两译本分章句 法精巧度 指数 ， 并基 于分章数据 ，

通过 Ｓ ＰＳ Ｓ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探究两译本 间 存在显

著差异 的句法精巧度特征 ， 最后返 回 总体得分 ， 判

断得分较高 的译本 。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 ｐ
＜ ０ ． ０ １ 时 ，

两译本共存在 １ ６ 个具有 显著 差 异 的 句 法精巧 度

特征 ；
两对照 库检 测 得 出 的 差异 性 特征具有

一定

程度 的趋 同 趋 势 ，
主要 集 中 于科幻 英译译文 的 动

词和作为语言形式 与意义 （ 功能 ） 匹配体 的动词论

元构式 。

相对于小说和所有 书 面语参照 库 而言 ， 《三体
一

》译本具有较高 的主动词和构式类 型 比 ， 这表 明

该译本主动词和动词论元构式 的多元化特征较为 明

显
； 与此 同 时 ， 该译本动词论元构 式 的 使用 频次较

高 。 动词 （ 提示 ） 构式 （ 结果 ） 是指特定动词频次导

致特定动词论元构式 出 现 ，
即动词对 于构式 的单 向

提示关系 （
Ｋ
ｙ

ｌｅ＆ Ｃｒｏ ｓ ｓ ｌｅ
ｙ ，

２ ０ １ ７
：５２ ５ ） ， 其高忠诚度

和 ＡＰ 值得分则表 明该译本特定动词对 于构式 的 出

现有显著影 响 ，
显示刘宇 昆译本 中 动词对句法结构

影响较大 ， 即译者对 于科幻叙事 的跨语认知建构较

多地依赖于动词 的应用 。 同 时 ，
两对照库 中 现存构

式在 《三体一 》英语译文 中 占 比均较高意味着译文 中

的动词论元构式在 目 的语小说和 书面语语域下较为

常见 ， 表明译者语言使用 的规范性和文体风格 的稳

定性 ，从而使译语既表现 出特定 的译者风格 ，
又符合

译人语小说和 书 面语语域特征 ， 满足英语世界小说

读者的 阅读期待 。

平均近似构式搭配关联强度是动词和特定构式

的共现 强 度 （
１＾＾ ＆ ０

＂

０ ８ ８＾ ，

２ 〇 １ ７
：

５２ ５
） 。 《 三体

二 》译本 的该项指标相对 于小说语域参照库显著较

高 ，说明章节 内部动词和构式搭配具有稳定性倾 向 。

同时 ， 《三体二 》译本 的平均近似构式搭配关联强度

分章标准差在小说语域 内也显著较高 ， 表 明 动词 和

特定构式的搭配在章节 间 表现 出 变异性趋势 ，
导致

篇章层面呈现句法多样性特征 。 此外 ， 构式搭配强

度可作为判定构式原型性 的有效指标 ， 《三体二 》英

译文平均近似构式搭配关联强度较高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译者倾 向 于使用原型性较高 的动词 ， 语言使

用呈现出一定 的 固化和规约性倾向 。

２ ６



■口
（ 翻 ） 译传播 《 三体 》 英译本句 法 复 杂度对 比研 究

表 ４ 两译本间具有显著差异的句 法精巧度特征参数

参照语域 参数名称 （ 英语 ） 参数名称 （ 汉语 ）
ｔ 值 Ｐ 值 高分译本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ａ

ｐｐ
ｒｏｘ ｉｍａｔｅｃ ｏ ｌ ｌ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ａ ｌ

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 ｆ ｉ ｃ ｔ ｉ ｏｎ

平均近似构式搭配关联强度

小说
３ ． ４４ ２ ０ ． ００ １ 《三体二 》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 ｃ 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ｆｒ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ｙ （
ｔ
ｙｐ

ｅ ｓ

ｏｎ ｌ

ｙ ）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平均构式频率 （ 仅类型 ） 小说 ３ ． ７８ ５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ｆａ ｉ ｔｈ ｓ ｃｏｒｅｖ ｅｒｂ （

ｃｕ ｅ
 ）

ｃｏｎ ｓｔｍｃｔｉｏｎ （
ｏｕｔｃｏｍｅ

） （
ｔｙｐｅ ｓｏｎｌ

ｙ ）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动词 （ 提示 ） 构 式 （ 结果 ） 忠

诚度均分 （ 仅类型 ） 小说
４ ． ２ ０ ６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小说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 ｄ ｅ ｌ ｔａ

ｐ ｓ ｃｏｒｅｖ ｅｒｂ （ 
ｃｕ ｅ

）

ｃｏｎ ｓｔｍｃｔｉｏｎ （
ｏｕｔｃｏｍｅ

） （
ｔｙｐｅ ｓｏｎｌ

ｙ ）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动词 （ 提示 ） 构 式 （ 结果 ）
ＡＰ

均分 （ 仅类型 ） 小说
４ ． ２ ４ １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ｍａ ｉｎｖ ｅｒｂ ｌ ｅｍｍａ  ｔ
ｙｐ

ｅ ｔｏｋｅｎ ｒａｔ ｉｏ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主动词词 目类 形 比 小说 ３ ． ３０ ４ ０ ． ００ ２ 《三体
一

》

ｃ ｏ 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ｔｏｋｅｎｒａｔ ｉｏ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构式类 形 比 小说 ３ ． １ １ ４ ０ ． ００３ 《三体
一

》

ｐ
ｅｒｃｅｎ ｔａ

ｇ
ｅｏ ｆｃ 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ｎ ｔｅｘ ｔ

ｔｈａ ｔａｒｅ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ｃｏ ｒ
ｐ
ｕ ｓ ｆ ｉｃ ｔ ｉｏ ｎ

文本 中包含在参照语料库 中 的

构式百分比 小说
３ ． ３ ２ ３ ０ ． ００ ２ 《三体

一

》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ａ

ｐｐ
ｒｏｘ ｉｍａｔｅｃ ｏ ｌ ｌ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ａ ｌ

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 ｆｉ ｃ ｔ ｉｏｎ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 ｉ ａｔ ｉ ｏｎ

）

平均近似构式搭配关联强度

小说 （ 标准差 ）

３ ． １ １ ５ ０ ． ００３ 《三体二 》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 ｃ 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ｆｒ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ｙ （
ｔ
ｙｐ

ｅ ｓ

ｏｎ ｌ

ｙ ）
ａ ｌ ｌ

平均构式频率 （ 仅类型 ） 所有

文本
３ ． ７３ ７ ０ ． ００ １

《三体
一

》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ｆａ ｉ ｔｈ ｓ ｃｏｒｅｖ ｅｒｂ （

ｃｕ ｅ
 ）

ｃ ｏ 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 ｏ ｎ （ｏｕ ｔｃ ｏｍ ｅ
 ） （ ｔ

ｙｐ
ｅ ｓ

ｏ ｎ ｌ

ｙ ） 
ａ ｌ ｌ

动词 （ 提示 ） 构 式 （ 结果 ） 忠

诚度均分 （ 仅类型 ） 所有文本
４ ． ０６ １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所有

书面语

ａｖ ｅｒａ
ｇ
ｅ ｄ ｅ ｌ ｔａ

ｐ ｓ ｃｏｒｅｖ ｅｒｂ （ 
ｃｕ ｅ

）

ｃ ｏ 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 ｏ ｎ （ｏｕ ｔｃ ｏｍ ｅ
 ） （ ｔ

ｙｐ
ｅ ｓ

ｏ ｎ ｌ

ｙ ） 
ａ ｌ ｌ

动词 （ 提示 ） 构 式 （ 结果 ） ＡＰ

均分 （ 仅类型 ） 所有文本
４ ． ０５ ３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ｃ ｏ ｌ ｌ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ｒａｔ ｉ ｏ ａ ｌ ｌ 共现构式 比率 所有文本 ３ ． ２ ７ ９ ０ ． ００ ２
《三体

一

》

ｃ ｏ ｌ ｌ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ｒａｔ ｉ ｏ （
ｔｙｐ ｅ ｓｏｎ ｌ

ｙ ） 

ａ ｌ ｌ

共现构式 比率 （ 仅类型 ） 所有

文本
４ ． ２ ５ ８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ｍａ ｉｎｖ ｅｒｂ ｌ ｅｍｍａ  ｔ
ｙｐ

ｅ ｔｏｋｅｎ ｒａｔ ｉｏ

ａ ｌ ｌ

主动 词 词 目 类 形 比 所 有

文本
３ ． ３０ １ ０ ． ００ ２ 《三体

一

》

ｃ ｏ 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ｔｏｋｅｎ ｒａｔ ｉｏ ａ ｌ ｌ 构式类 形 比 所有文本 ３ ． １ ０ ０ ０ ． ００３ 《三体
一

》

ｐ
ｅｒｃｅｎ ｔａ

ｇ
ｅｏ ｆｃ 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ｎ ｔｅｘ ｔ

ｔｈａ ｔａｒｅ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ｃｏ ｒ
ｐ
ｕ ｓ ａ ｌ ｌ

文本 中包含在参照语料库 中 的

构式百分比 所有文本
４ ． ７６ １ ０ ． ０００ 《三体

一

》

４ ． 结果讨论

４ ． １ 译者风格差异的语料分析结果

ＴＡＡＳ ＳＣ 软件的远读结果表 明 ， 《三体
一

》 和 《三

体二 》 的译者刘宇 昆和周华在句法层面表现 出 差异

性 的微观语言特征倾 向 ， 分别形成 了各 自 具有
一

定

辨识度的译者风格 。 《三体一 》 的译者刘宇昆倾 向 于

在科幻译文 中 使用更为丰 富 的动词 和构式 ， 并且倾

向于二者 的联合使用 ， 反映 了 译者语义和语法形式

的多元搭配倾 向 ， 同 时译文文体符合一般英语小说

规范且易读性较高 ， 满足英语世界读者对 于 中 国科

幻小说文体的 阅读期待 。 《三体二 》 的译者周华则更

倾向 于通过增加从句 的频次和层次来完成原文 中 大

２ ７



ｌｕ巧 尤 ＊５ 极 孝 传播 口译学 与 口译传播 学 专题
Ｔｒａｎｓ ｌａ ｔ ｉｏｎ Ｒｅ ｓ ｅ 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 ｃ ａ ｃ ｌ ｕｎ

ｇ

量科幻文学信息在句子层面 的跨语整合 ， 增加 了译

文句子型式语法特征 的 丰 富性 。 同 时 ， 周译文 的 名

词短语复杂度也较高 。 此外 ， 作为译人语母语译者 ，

其科幻译文相对于英语世界一般小说 ， 表现 出 较为

多变 的构式搭配特征 ， 导致译文文体特征更加灵活

多变 。

４ ． ２ 译者行为层面的风格成因

译者行为是一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 的执行者对

原文求真 的翻译语言行为和在其基础上融人服务于

读者需要等务实性 目 标而表现出 的社会性行为之总

和 （ 周领顺 ，

２０ １ ０
：９３ ） 。 就科幻 翻译而言 ， 求真偏重

原文可译性 的表达和科技信息 的有效跨语传递 ， 务

实则倾 向 于满足读者文学 阅读美学期待和科幻新奇

认知体验的跨语重构 ， 但求真和务实是一组对立统
一

的连续体 。 翻译行为产生 了作为翻译活动执行 的

客观物质成果的译文 ， 其 中译者作为独立 的意 志体 ，

在译文 中体现出 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 的个性特征

即是这种作为求真 务实连续统 的译者行为规律在

文本 内部 的彰显和 导 向 。 据此 ，
回归文本细读 ， 对基

于语料数据和软件算法远读得出 的译者句法层面 的

语言风格特征进行 阐释与例证 ， 并结合译者注和译

后 记等 副 文 本 探 析译 者风 格在译者行 为 层 面 的

成 因 。

４ ． ２ ． １ 刘宇昆的
“

求真性务实
”

译者刘宇 昆 既重视译本 中 原文意义 的 跨语再

现 ，
也重视中 国科幻文学美感体验 的跨语建构 ， 更重

视中 国文化 以科幻 为载体 的 国 际传播 ， 体现 出
“

务

实
”

的译者行为倾向 ， 表现出
“

求真性务实
”

的译者风

格特征 。 试看下例 ：

例 １
： 但今 天 ，

当 叶 文 洁 扫 了
一 眼 波形 显 示器后 ，

发现 有 些 异样 。 即 使是 专 业 人 员
，
也 很 难 仅 凭 肉 眼

看 出 波形是否 携 带信 息 ， 但 叶文 洁对 宇 宙 噪 声 的 波形

太 熟 悉 了 ，
眼 前 移 动 的 波形 ， 似 乎 多 了 某 种 说 不 出 来

的 东 西 ，
这条起伏 的 细 线像是 有 了 灵 魂 ， 她 敢 肯 定 ，

眼

前 的 电 波是被智 能 调 制 的 ！ （ 刘 慈 欣 ，

２〇〇８ａ
：２〇２ ）

译文 ：
Ｏｎ ｔｈ ｉ ｓｄａ

ｙ ，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Ｙｅｓａｗｓｏｍｅｔｈ ｉｎ
ｇ

ｏｄｄｗｈｅｎｓｈｅ
ｇ

ｌａｎｃ ｅｄａｔ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 ｉ ｓ
ｐ

ｌａ
ｙ

．Ｅｖｅｎ

ｅｘ
ｐ
ｅｒｔ ｓｈａｄａｈａｒｄｔ ｉｍｅｔｅ ｌ ｌ ｉｎ

ｇ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ｎａｋｅｄｅ
ｙ
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ｗａｖｅｆｏ ｒｍ ｃａｒｒ ｉｅ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Ｂｕｔ Ｙｅｗａ ｓｓｏ

ｆａｍｉ ｌ ｉａｒ ｗ ｉ ｔｈ  ｔｈｅ ｎｏ ｉ ｓｅｏ ｆ  ｔｈｅｕｎ ｉｖｅｒ ｓｅ ｔｈａｔｓｈｅ ｃ ｏｕ ｌｄ ｔｅ ｌ 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ｗａｖｅ ｔｈａｔｎｏｗｍｏｖｅｄ 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ｈｅｒｅ
ｙ
ｅ ｓｈａｄ

ｓ ｏｍｅｔｈ ｉｎ
ｇｅｘｔｒａ ．Ｔｈｅｔｈ ｉｎｃｕｒｖｅ

，ｒ ｉ ｓ ｉｎ
ｇａｎｄｆａ ｌ ｌ ｉｎ

ｇ ，

ｓ 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ｐ

ｏ ｓ ｓｅ ｓ ｓａｓｏｕ ｌ ．Ｓｈｅｗａ ｓｃｅｒｔａ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ｄ ｉｏ

ｓ ｉ

ｇ
ｎａ ｌｂ ｅｆｏｒｅｈｅｒｈａｄｂｅｅｎｍｏｄｕ ｌａｔｅｄｂ

ｙ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

ｇ
ｅｎｃ ｅ ．

（
Ｌ ｉｕ

，２ ０ １ ４
：２ ７ １ ２ ７２

）

本例节选 自 《三体
一

》 中 叶文洁首次接收到三体

星系发来的信号 的情景 ， 叶文洁 自 此发现三体外星

文 明 的存在 ， 系 故事情节 的关键转折点 。 译者刘宇

昆用 ５ 个句子对应原文 的 ２ 句 ， 较短 的句子更能营造

出情节转折点 紧张惊险 的悬疑氛 围 ， 同 时他还运用

种类和形式多样化 的动词来再现原文 的文学体验 。

译文首句 中 ｓ ａｗ 译出原文
“

发现
”

在看波形监视器这

一上下文语境 中 的 隐 喻含 义 ，
和 同 句 后

一个动 词

ｇ
ｌａｎｃｅ 同属

“

看
”

的原型语义范畴 ， 使读者不 自 觉地

带人叶文洁发现外星文 明 信号 的第一视角 ， 获得身

临其境 的科幻文学体验 。 同 时 ，

５ 个短句 中 富 于变化

的主动词与
“

动词 ＋介词短语
”“

动词 ＋形容词短语
”

和
“

动词 ＋名词短语
”

等多种构式 的交替搭配使译文

叙事流畅生动 ， 满足读者对 于小说动态叙事性 的 阅

读期待 。 译文倒数第二句 中 的 动词现在分词 连用

ｒ ｉ ｓ ｉ ｎ
ｇ

ａｎｄｆａ ｌ ｌ ｉｎ
ｇ 同样 营造 出

一

种动态 的文学美感 。

语言对经验的识解功 能很大程度上 由动词承担 （ 董

晓 明 、 林正军 ，

２０ １ ８
：１ ２

） ， 多元化 的动词使用 能够更

为恰切地跨语再现原文 的科幻 审美体验 ， 使译文流

畅细腻 ，体现 了译者刘宇 昆科幻作家角 色主导下 的

务实倾向 。

此外 ， 术语翻译也是考察 中 国文学外译过程 中

译者行为倾 向 的
一个创新研究视 角 （ 许 明 武 、 陈嘉

欣 ，

２ ０２ ４
：１ １ １

） 。 对于 《三体一 》 中
“

姬 昌 （
Ｊ ｉＣｈａｎｇ ）

”

和
“

二锅头 （
ｅｒ

ｇ
ｕｏ ｔ〇Ｕ

）

”

等数十个 中 国历史 、文化和

民俗术语 ， 译者刘宇昆常采取音译加注 的翻译策 略 ，

这种
“

知识性厚译
”

的翻译方法反映出其
“

求真 中兼

顾务实
”

（ 李焱 、苏宇琪 ，

２０２ ３
） 的译者行为倾 向 ，保 留

文化异质性 的处理方式也折射 出译者
“

避免西方视

角对中 国历史和政治事实 的遮蔽
”

（
Ｌ ｉｕ

，

２ ０ １ ４
：３９８ ）

的文化翻译理念 。 译者作为翻译过程 中 的双语操控

者 ，
不只是把源语转换为 目 的语 ， 更重要 的是作为文

化的使者 和 两 种 意识形 态 的 摆 渡 者 （ 康 志 峰 等 ，

２０２ ３
： （５２

） 。 译者刘宇昆通过文 内 的 翻译和文外 的解

释 ， 构造出
一个互文性 的 中 国文化语境 ， 在科幻翻译

中主动传播 中 国 文化 。 同 时 ， 直观感受异质文化本

身也是英语世界读者对译人科幻文学产生新奇 阅读

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

对 于 《 三 体
一

》 中 外 星 智 慧 种 族
“

三 体 人

（
Ｔｒ ｉ ｓｏ ｌａｒａｎ

） 

”

和其发 明 的用 以监视地球文 明 的 智 能

微观粒子
“

智子 （
ｓｏ
ｐ
ｈｏｎ

） 

”

等 内蕴隐喻或双关等语义

修辞的科幻新词术语 ， 译者刘宇 昆往往采取创译 的

翻译策略 （ 金胜昔 、李浩宇 ，

２０２４
） 。 译者发挥主观能

动性 ， 不仅在 目 的语中完成 了意义层面 的
“

求真
”

， 更

从读者 阅读体验 的实际需求 出 发 ， 跨语重构原文语

义修辞所独具的新奇科幻文学认知体验 。 这体现 了

２ ８



刘宇昆
“

求真性务实
”

的译者行为特征 ，
也彰显 了 其

“

在忠实原作基础上传递其美学韵 味
”

（
Ｌ ｉｕ

，

２０ １ ４
：

３９８
） 的科幻文学翻译理念和

“

希望通过翻译在 中美

两 国科幻读者群体间架起一座桥梁
”

（ 同上 ） 的社会

性翻译动因 。

４ ． ２ ． ２ 周华的
“

务实性求真
”

科幻小说 因其较强 的 信息性而区别 于爱情 、 冒

险等小说文体 ， 译者周华在 向英语世界译人 中 国 当

代科幻小说时 ，
立足科幻小说独具 的强信息性特征 ，

重视信息 的跨语整合与传递 ， 倾 向 于运用嵌套式从

句和结构复杂 的 名 词短语 ，
以 求精确 高效地跨语组

织和传递原文 的 大量信息 ， 体现 出
“

务实性求真
”

的

译者行为特征 ，试看下面二例 。

例 ２
： 开始 ， 他 以 为 这是 章 北 海对 自 己 的 某 种 防

范 ， 感 到 很 委 屈 。 （ 刘 慈 欣 ，

２ 〇〇８ｂ
：

１ ３
）

译文 ：

Ａｔｆｉｒ ｓ ｔ
，ｈｅ ｔｈｏｕ

ｇ
ｈｔ ｔｈａｔＺｈａｎ

ｇ
Ｂ ｅ ｉｈａ ｉｗａ ｓ

ｓｏｍｅｈｏｗｏｎｇ
ｕａｒｄ

，ｗｈ ｉ ｃｈｏｆｆｅｎｄｅｄＷｕ ．

（
Ｍａｒｔ ｉｎ ｓｅｎ

，

２ ０ １ ５
：２ ６ ）

此例系章北海和吴岳被上级安排到
“

唐
”

号航母

工作 ， 分别任政委和舰长 时 ，
吴岳 因不 了解章北海 的

思维方式而对于章北海不坦诚 的误解 ， 侧 面塑造章

北海沉着坚毅的性格特点 和
“

三体危机
”

下为人类命

运负重前行 的人物形象 。 在译文句法特征层面上 ，

运用 了宾语从句
ｔｈａｔＺｈａｎ

ｇ
Ｂ ｅ ｉｈａ ｉｗａ ｓｓｏｍｅｈｏｗｏｎ

ｇ
ｕａｒｄ 和关系从句 ｗｈ ｉ ｃｈｏｆｆｅｎｄｅｄＷｕ 的嵌套 ， 完成 了

吴岳 内 心 活动 和 态度信息 的 跨语整合与 重 构 。 同

时 ，在译文 中 ，译者把
“

委屈
”

这一语境依赖性较强 的

汉语多义词 ， 语义 明 晰化为
“

ｏ ｆｆｅｎｄｅｄ
（ 被 冒犯 ）

”

， 更

易 于英语世界读者理解 。 译者周华既准确传达 了源

语信息 以
“

求真
”

，
又兼顾

“

为读者考虑 ， 贴近外 国 受

众群体的思维方式
”

（ 朱光燕 、卢卫 中 ，

２０２３
：１ １ ９

） 以

“

务实
”

。 这 同 时也呼应 了译者访谈 中提及 的
“

为大

众读者讲述 中 国科幻故事
”

（
Ｄ ｅｎ

ｇ
＆ Ｇｏｈ

，

２０２ ３
：８５ ）

的翻译理念 ， 体现 了译者周华
“

务实性求真
”

的文 内

行为倾向 。

例 ３
： 这个仍未 醒 来 的 世界 ，

不 知 道 自 己 已 被 当

作 一场 豪 赌 的 筹 码 ， 放 到 了 宇 宙 的 赌 桌 上 。 （ 刘 慈

欣 ，

２ ００８ｂ
：４６２ ）

译文 ：
Ｉｔｗａ ｓａｗｏｒ ｌｄ ｔｈａｔｈａｄｎｏｔａｗａｋｅｎｅｄ

ｙ
ｅｔ

，

ａｎｄｄ ｉｄｎ
’

ｔ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ｉ ｔｗａ ｓｎｏｗａｃｈ ｉ

ｐｐ ｌａｃｅｄｏｎａ

ｃｏ ｓｍｉ ｃ
ｇ

ａｍｂ ｌ ｉｎ
ｇ

ｔａｂ ｌｅ ．

 （
Ｍａｒｔ ｉｎ ｓ ｅｎ

，２ ０ １ ５
：５０ １

）

本例选 自 《三体二 》结尾时面壁者罗辑据其发现

的
“

黑暗森林
”

宇宙社会学公理而与逐渐逼近 的三体

舰队进行决战 的环境描写 。 译者周华用一个定语从

句
ａｗｏｒ ｌｄ ｔｈａｔｈａｄｎｏｔａｗａｋｅｎｅｄ

ｙ
ｅｔ

和复杂名词短语

ａｃｈ ｉ

ｐｐ
ｌａｃｅｄｏｎａｃｏ ｓｍ ｉ ｃ

ｇ
ａｍｂ ｌ ｉｎ

ｇ
ｔａｂ ｌｅ

将原文３个

■口
（ 翻 ） 译传播 《 三体 》 英译本句 法 复 杂度对 比研 究

汉语小句 的信息整合至 ２ 个英语小句 中 ，简洁有力地

跨语再现 了两个文 明 进行命运对决 的场景 ， 给译语

读者带来紧张惊险 的科幻文 学 阅读体验 ， 折射 出 译

者
“

务实性求真
”

的行为倾向 。

５ ． 结语

从
“

翻译世界
”

到
“

翻译 中 国
”

， 新时代世界文 明

交流互鉴的宏观语境下 ， 中 国 当代文学 的对外译介

传播 已成为世界 了解 当代 中 国 政治 、 历史与文化 的

一

扇 窗 口 。 本研究 以 中 国 当代类型文学翻译传播典

型成功案例科幻小说 《三体 》 英译本为个案 ， 基于 自

建语料库 ， 通过句法复杂度特征 的对 比分析厘清刘

宇昆和周华译者风格及其成 因 。 研究发现 ， 刘宇 昆

动词与构式多元化搭配 的科幻译者风格使译文独具

细腻流畅 的文学美感 ， 而周华 多用复杂名 词短语和

从句 的风格则 凸 显 了科幻小说 的未来科技想象 。 刘

宇昆的
“

求真性务实
”

和周华的
“

务实性求真
”

的差异

化译者行为倾向是形塑两位译者在句法层面风格差

异 的重要成 因 。

求未来科技之真 ， 务东方幻想之实 ，
两位译者风

格虽
“

各美其美
”

，但在 《三体 》 系列翻译传播 的成功

中都起着不可替代 的 主体作用 ，
可谓

“

美美 与共
”

。

对外译代表性译作风格的深人分析有助 于探索 中华

文化
“

走 出 去
”

的规律性翻译风格 ， 进而助 推 中 国 文

学在西方世界 的传播与接受 （ 刘芙蓉 、 黄勤 ，

２ ０２４
） 。

同时 ，
基于译文语料数据 的多指标 、细粒度句法复杂

度计量分析也为译者风格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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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２ ３
，

５５
（
０４

） ：５８３ ５９４＋６４０ ６４ １ ．

［
２ １

］ 吴术 驰 ． 新 时 代 中 国 文 学 外 译 的 问 题 与 方

法 基于跨文化交际 的视角 ［
Ｊ

］
． 翻译研究

与教学 ，

２ ０２３
（
０ １

） ：１ ０ ７ １ １ ４ ．

［
２ ２

 ］ 许 明武 ， 陈嘉昕 ．术语英译 中学者型译者身份与

译者行为关系 研究 以 《淮南子 》 两译本 中

古代天文术语英译为例 ［
Ｊ

 ］
．外 国语文 ，

２ ０２ ４
，

４０

（
０ １

） ：１ １ ０ １ ２ １ ．

［
２ ３

］ 赵秋荣 ，孙培真 ．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影响

路径 的语料库考察 以 《传 习 录 》 英译本为

例 ［
Ｊ

］
． 外国语文 ，

２ ０２ ４
，

４０
（
０ １

） ：１ ３ １
－

１ ４３ ．

［
２ ４

］ 周领顺 ．译者行为与
“

求真 务实
”

连续统评价

模式 译者行为研究 （ 其
一

） ［
Ｊ

］
． 外语教学 ，

２ ０ １ ０
，

３八 ０ １
） ：９３

－

９ ７ ．

［
２ ５

］ 祝朝伟 ，李润丰 ．基于语料库 的庞德 中 国典籍英

译译者风格探析 ［
Ｊ

］
． 外语教学 ，

２０２３
，

４４
（
０４

） ：

７ ５ ８２ ．

［
２ ６

］ 朱光燕 ，卢卫中 ．从
“

求真 务实
”

连续统评价模

式看 《 习 近平谈治 国理政 》 （ 第二卷 ） 文化负载

词 的 翻 译 ［
Ｊ

］
． 翻 译研究 与 教 学 ，

２０２ ３
 （

０ １
） ：

１ １ ５
－

１ ２０ ．

３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