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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昆科幻小说译者风格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语域变异多维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　 金胜昔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浩宇

　 　 摘　 要　 该研究基于自建的刘宇昆中国科幻小说英译本及其原创英语科幻小说语料库，进行语

域变异多维分析，旨在挖掘兼具科幻作家与译者双重身份的美籍华人刘宇昆，在中国科幻文学翻译

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独特译者风格及其成因。 研究发现，刘宇昆的译者风格特征为细腻凝练、简洁流

畅。 具体体现在译文语境性、信息性和书面性均较强，通过细节信息的整合完成叙事流跨语重构，高

频使用多种修饰语和说明性从句等。 译者遵循译入语规范，整合信息、再现情境和促进中外科幻文

化交流的主体意识是形成此类译者风格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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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１ 世纪以来，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外

译迎来了高速增长，作品数量、译介语种、发行范围均

取得空前成绩，已然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面旗

帜。 在中国科幻小说外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处于中心

地位，发挥着能动作用，对特定译者译作风格的探析

亦有助于把握文学译介的核心问题（潘程程、胡加圣，
２０２４）。 作为包括雨果奖获奖作品《三体》和《北京折

叠》在内的数十部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语译者，美籍华

裔刘宇昆在促进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国际传播的过程

中居功甚伟。 同时，刘宇昆身兼作家和译者的双重角

色，其英语原创科幻小说作品多次荣获世界级重要奖

项。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宏观语境下，中国本土科幻文

学的海外译介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学者从译介历史（高
茜、王晓辉， ２０２１）和文本特征（金胜昔、李浩宇， ２０２４ａ）
等视角对中国科幻文学外译开展了研究，但针对刘宇昆

等特定科幻文学译者风格的考察尚不多见，不利于全面

探究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规律。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认为，译者风格是译者在其所有翻译

文本中所反复呈现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语言使

用模式。 对于身兼科幻小说作家和译者这一特殊双

重主体身份的刘宇昆而言，其译者风格为其在多本译

作中所共同体现出的语言行为模式与惯习，但需以排

除其创作风格的影响为前提。 Ｍａｅｖｅ（２０１４）认为，“要
确定翻译文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译者风格，最有效

的途径是分析译者所写的非翻译文本”。 祝朝伟、李
润丰（２０２３）的研究表明，通过对比翻译作品与原创作

品来分析译者风格是有效的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理

论与实践价值。 为此，本研究基于自建的刘宇昆汉语

科幻小说英译本及其原创英语科幻小说语料库，通过

语域变异多维分析驱动的“远读”以及回归翻译文本

和副文本的“细读”，探究刘宇昆科幻小说英译者的翻

译风格，并结合译者翻译语言行为的规范性和自主性

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类型文学的

海外译介提供参考。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语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刘宇昆英译长篇科幻小说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ｄ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三体》）、 Ｄｅａｔｈ'ｓ Ｅｎｄ（《三体Ⅲ：死神永

生》），以及其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ｅ ｏｆ Ｋｉｎｇｓ
（《蒲公英王朝：七王之战》）和短篇科幻小说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ｎａｇｅｒｉ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 为语料。 经人工数据

清洗，去除注释、目录等副文本，只保留文本正文，分别

自建刘宇昆英语科幻小说翻译语料库（以下简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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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刘宇昆英语科幻小说原创对照库（以下简称“原
创库”）。 根据分库中所包含作品的自然章节或篇目，
分别将以上四部作品切分为 ３５、 ７５、 ５１、 １５ 个文本，
并按照原文和译文汇总分组，语料库构成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语料库的主要特点为： （１）规模大。 翻译库和

原创库的容量均逾 ３０ 万词。 （２）代表性强。 翻译库

中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荣获世界科幻最高奖雨

果奖，Ｄｅａｔｈ'ｓ Ｅｎｄ 获雨果奖提名。 原创库中刘宇昆首

部长篇英语科幻小说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ｅ ｏｆ Ｋｉｎｇｓ 是科幻文学

“丝绸朋克”新概念的开山之作。 刘宇昆的科幻创作以

短篇见长，数据集中包括横扫雨果奖、星云奖、世界奇幻

奖三大科幻界最高奖项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ｎａｇｅｒｉｅ 等多篇

获奖作品。 （３）可比性强。 四部作品成书时间接近，首
次出版年份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因此具有较强可比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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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ｇｇｅｒ １． ３． １ 对语料进行

自动标注、特征提取和数据统计。 通过“斯坦福词性

赋码器”（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ＰＯＳ Ｔａｇｇ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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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个语域功能维度和 ８ 种文本类型进

行量化分析。 首先，通过文本词性标注和语言特征数

据挖掘，分别统计各语言特征的标准化频率并计算标

准化分数。 然后，根据 ６７ 个微观语言特征在相应语域

中的共现载荷汇总至 ６ 个维度，并由软件嵌入式算法

分别计算每个功能维度的分数值。 最后，基于 ６ 维度

值的共现分布图谱来确定文本的总体语域特征和语

域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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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语域功能维度分别

为：维度 １，交互性与信息性表达；维度 ２，叙述性与非

叙述性；维度 ３，指称明晰性与情境依赖性指称；维度

４，显性劝说性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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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性叙述和说明性阐述等。

２． ３　 研究过程

本研究以刘宇昆的科幻小说翻译作品语料库为

研究对象，以其科幻小说原创作品语料库为参照语料

库，在数字人文的翻译实证性研究新视域下，将研究

划分为描写和解释两大阶段（胡开宝、黑黟， ２０２０）。
首先，通过语料语域变异多维分析数据驱动的远读，
对刘宇昆在科幻小说英译中反复出现的普遍性语言

特征进行客观的描写和归纳。 然后，通过回归译语文

本和译者注、译后记等副文本的细读，对译者风格及

其规律性特征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阐释与例证，研究

过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过程

３　 数据分析

３． １　 总体语域变异

两分库总体多维分析结果表明，就总体文本类型

而言，原创和翻译作品总体均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
符合科幻小说的文类特征。 此文类的典型代表包括

新闻报道、传记和科幻小说等次类，其特征为“以具有

一定非虚构性特征的叙述传递和阐释信息” （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９）。 就各维度得分而言，刘宇昆翻译和原创作品之

间均存在一定差异，如图 ２ 所示。 维度 １ 说明翻译作品

表 １　 语料库构成情况

语料库名 作品名 作品类型
章节

（篇目）数

首次出版

年份

文本容量

（万词）

语料库容量

（万词）

翻译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长篇小说 ３５ ２０１４ １１． ６

Ｄｅａｔｈ'ｓ Ｅｎｄ 长篇小说 ７５ ２０１６ ２２． ５
３４． １

原创库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ｅ ｏｆ Ｋｉｎｇｓ 长篇小说 ５１ ２０１５ １９． ５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ｎａｇｅｒｉ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 短篇小说集 １５ ２０１６ １４． ０
３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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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原创作品具有较强的信息性和较弱的交互性；维度

２ 显示译文的动态叙事性略低于原创作品；维度 ３ 表

明翻译作品呈现出语境性的特征，而原创作品则呈现

出相反的指称明晰性特征；就维度 ４ 而言，翻译和原创

作品均为非显性劝说性表述；维度 ５ 体现二者呈现出

相反的趋势，翻译作品的信息呈现更抽象，而原创文

本更具体；维度 ６ 则说明翻译作品的即席信息组织精

细度较高。

图 ２　 刘宇昆翻译和原创作品总体维度得分对比

为深入探析更低文本粒度下译语语域变异特征，
分别对两分库中按自然章节（篇目）数切分的文本逐个

进行多维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知，对刘宇昆

翻译和原创科幻小说而言，比例最高的章节（篇目）文
类均为符合科幻小说文体特征的普通叙述说明。 同

时，英译科幻小说分章文本覆盖了 ８ 种文本类型中的

５ 种，较之原创增加了以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为代表

性的“科学说明”文类，而包含爱情小说和冒险小说等

典型次类的“虚构性叙述”文类比例较低。 “科学说

明”的文类特征为极强的信息性、较强的书面性和对

概念的明确界定；“虚构性叙述”则将叙事焦点集中于

事件发展和适度的人物塑造而非传递信息 （ 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９）。 这表明，相对于原创作品而言，刘宇昆科幻小

说译文文体类型更加富于变化，具有信息性更强而动

态叙事性偏弱的文体倾向。
就刘宇昆科幻翻译与科幻创作的功能维度差异

而言，译文在维度 ２ 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科幻创作（见
表 ３），表明译文虽表现出动态叙事性的功能特征，但
其动态叙事性显著低于原创同类文本。 除维度 ２，刘
宇昆科幻小说译文和原创文本存在显著差异的功能

维度还有维度 ３、维度 ５ 和维度 ６，统计结果趋势和上

文对两分库的总体分析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３． ２　 维度显著差异的语言特征归因

基于以上分析，相对于其原创科幻小说，刘宇昆

的科幻小说译文呈现出动态叙事性偏弱、语境性强、信
息抽象程度较高以及信息即席组织精细度较高的风格

表 ２　 两语料库分章节（篇目）文本类型统计

文本类型
归类文本数量

（翻译库）

百分比

（翻译库）

归类文本数量

（原创库）

百分比

（原创库）

普通叙述说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８５ ７７． ２７％ ４９ ７４． ２４％

虚构性叙述（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６ ５． ４５％ ８ １２． １２％

正式说明（Ｌｅａｒｎｅｄ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５ ４． ５５％ ２ ３． ０３％

交互性劝诱（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９ ８． １８％ ７ １０． ６１％

科学说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５ ４． ５５％ ０ ０

表 ３　 两语料库分章节（篇目）６ 维度得分统计

翻译库（Ｎ ＝１１０） 原创库（Ｎ ＝６６）

均值 标准偏差 均值 标准偏差
ｔ Ｓｉｇ．

维度 １ － ６． ８３５ ５． ４９６ － ４． ９５５ ５． ６２７ ２． １７７ ０． ０３１

维度 ２ ２． ０３７ ２． ３４５ ３． １１９ １． ５７５ ３． ６５７ ０． ０００

维度 ３ ０． ０６５ ２． １７９ １． ５７９ １． ４２３ ５． ５６６ ０． ０００

维度 ４ ０． ０１７ ２． ３０１ ０． ６００ １． ６４７ １． ９４７ ０． ０５３

维度 ５ １． １３２ ２． ０８９ ０． １７４ １． ０１７ ４． ０７０ ０． ０００

维度 ６ － ０． ６１５ ０． ９９０ － １． １４１ ０． ６２９ ４． ３０４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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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为进一步探究导致以上译本特征的微观语言

因子，笔者应用 ＳＰＳＳ 软件，以两组文本分章节维度的

得分为因变量，各语言因子的标准化频率为自变量，
分别建立 ８ 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确定两组文本在

４ 个具有显著差异维度上的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刘宇

昆作为科幻小说译者独特的翻译语言行为模式和译

语特征。
３． ２． １　 维度 ２：叙述性与非叙述性

维度 ２ 分值反映文本的动态叙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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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与译文的叙事

连贯性和生动性呈正相关，可由过去时（ＶＢＤ）、第三

人称代词 （ ＴＰＰ３ ）、 现在完成时 （ ＰＥＡＳ ）、 公 动 词

（ＰＵＢＶ）、现在分词作独立小句 （ ＰＲＥＳＰ）、现在时

（ＶＰＲＴ）、定语形容词（ＪＪ）、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ＷＺ⁃
ＰＡＳＴ）、平均词长（ＡＷＬ）以及合成否定（ＳＹＮＥ）这 １０
个语言因子的频次预测（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分别建立翻

译和原创作品在维度 ２ 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Ｒ２分

别为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９，表明上述两模型拟合优度高，对于

维度 ２ 上的语域变异统计解释力较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４），刘宇昆科幻译作与

原创作品在维度 ２ 上涉及各语言因素的相关系数均存

在差异，其中 ＪＪ 和 ＷＺＰＡＳＴ 两项因子系数差距较大。
同时，回归方程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反映不同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对刘宇昆科幻译作维度 ２ 分值

影响较大的前 ３ 个语言特征依次为 ＡＷＬ、 ＰＥＡＳ 和

ＳＹＮＥ；而对其科幻原创作品在维度 ２ 分值影响较大的

前 ３ 个语言特征依次为 ＡＷＬ、 ＴＰＰ３ 和 ＰＥＡＳ。
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各语言因子的频率统计，刘

宇昆科幻译作动态叙事性偏低的原因可归因于其译

作中倾向于运用合成否定、现在完成时和定语形容

词，而较少用“指称积极参与对话所涉外部事件的特

定他者”的第三人称等（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完成时的语言

特征常与过去事件的描述相关，而合成否定是一种借

助“Ｎｏ ＋形容词 ＋ 名词”等特定词汇搭配来间接传达

否定语义的语言形式。 它着重凸显被否定对象的属

性，有助于增强文本的文学表现力。 定语形容词在刘

宇昆科幻译文中的使用倾向表征“常见于非叙述性话

语中对于名词特征的详细描述” （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详尽

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译文的动态叙事性。 这

符合刘宇昆科幻译文“细腻平实的行文风格呈现一种

全景式的画面感”的评价（金胜昔、李浩宇， ２０２４ｂ）。

以上微观语言特征的综合使用，塑造了刘宇昆科幻小

说翻译文体叙事性较强但动态叙事性稍逊于原创的

风格特征。
３． ２． ２　 维度 ３：指称明晰性与情境依赖性指称

维度 ３ 用于“区分高度明确的、上下文无关的指

称和非特定的、情境相关的指涉”（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与先

行词在从句中作宾语的 Ｗｈ⁃关系从句（ＷＨＯＢＪ）、带介

词的定语从句关系代词（ＰＩＲＥ）、先行词在从句中作主

语的 Ｗｈ⁃关系从句 （ＷＨＳＵＢ）、 Ａｎｄ 作短语连接词

（ＰＨＣ）、名词化（ＮＯＭＺ）、时间状语（ＴＩＭＥ）、地点状语

（ＰＬＡＣＥ）以及副词（ＲＢ） ８ 个语言特征的载荷相关

（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分别建立翻译和原创作品在维度 ３
上的语言因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Ｒ２ 分别为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７，表明两模型解释力均较强。

回归模型系数如表 ５ 所示。 通过建立科幻译作和

原创作品在维度 ３ 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综合分析

各因子系数可知，对刘宇昆科幻译作在维度 ３ 得分影

响较大的语言特征为 ＮＯＭＺ、 ＷＨＯＢＪ、ＰＬＡＣＥ 和 ＴＩＭＥ
等。 结合各语言特征的频次统计，发现与科幻原创作

品不同，刘宇昆主要通过名词化和关系从句两种方式

来保证译文的指称明晰性，前者是“信息化显性指称

话语”的标志；后者作为语言策略，用来“明确、详细地

识别文本中所指对象”。 他还通过大量使用时间和地

点副词状语来将译文中的指涉置于预设的时间和地

点情境中，进而加强译文的语境性，使得译本的指称

明晰性低于原创作品，导致译文总体表现出极弱的情

境依赖性指称倾向（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３． ２． ３　 维度 ５：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

维度 ５ 区分的是文本的信息抽象程度，正向分值

用于标记“抽象、技术性强且正式的信息话语”（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其得分与连接性状语（ＣＯＮＪ）、不带施动者的

被动语态（ＰＡＳＳ）、过去分词作独立小句（ＰＡＳＴＰ）、带
施动者的被动语态 （ ＢＹＰＡ）、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

（ＷＺＰＡＳＴ）、其他状语从句连接词（ＯＳＵＢ）、补语形容

词（ＰＲＥＤ）以及类符形符比（ＴＴＲ）８ 个语言因子的量

化共现频次相关（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分别建立翻译、原创

作品在维度 ５ 上相关语言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Ｒ２分别为 ０． ９８９、 ０． ９７１，表明两模型均对因变量在维

度 ５ 的得分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维度 ５ 上各语言因子回归模型系数如表 ６ 所示。

由两模型中各语言因子回归系数综合分析可知，对于

刘宇昆科幻小说译文信息抽象性语域变异贡献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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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刘宇昆翻译与原创科幻作品维度 ２ 回归模型系数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翻译

ＡＷＬ －１． ４０９ ０． ０４６ － ２． １３１ － ３０． ９２２ ０． ０００

ＰＥＡＳ １． ９６２ ０． ０４５ ０． ７０８ ４３． ５３５ ０． ０００

ＰＵＢＶ １． ９０７ ０． １０５ ０． ３３１ １８． １９７ ０． ０００

ＰＲＥＳＰ ５． ６７２ ０． １４３ ０． ４９９ ３９． ６０６ ０． ０００

ＴＰＰ３ ０． ３８６ ０． ０１９ ０． ４５２ ２０． ８１８ ０． ０００

ＶＰＲＴ － ０． １７２ ０． ０２０ － ０． １３４ － ８． ７９５ ０． ０００

ＶＢＤ ０． ２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５６２ １１． ４４７ ０． ０００

ＳＹＮＥ ６． ３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５７２ ４３． ５８６ ０． ０００

ＪＪ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３ ０． １６５ ３． ３８７ ０． ００１

ＷＺＰＡＳＴ － ０． ０９１ ０． １６６ － ０． ００９ － ０． ５４６ ０． ５８６

原创

ＡＷＬ －１． ４３６ ０． ０６１ － １． ７７３ － ２３． ４８５ ０． ０００

ＰＥＡＳ １． ７９４ ０． ０５９ ０． ４８４ ３０． ６３１ ０． ０００

ＰＵＢＶ １． ８３２ ０． ０８４ ０． ４０３ ２１． ９２４ ０． ０００

ＰＲＥＳＰ ５． ７７４ ０． ２０８ ０． ３７３ ２７． ８０８ ０． ０００

ＴＰＰ３ ０． ４４６ ０． ０１４ ０． ７１０ ３１． １７６ ０． ０００

ＶＰＲＴ － ０． １２１ ０． ０１９ － ０． １１２ － ６． ２９１ ０． ０００

ＶＢＤ ０． ２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４６９ １０． ４４６ ０． ０００

ＳＹＮＥ ６． ２８３ ０． １６４ ０． ４２０ ３８． ２４７ ０． ０００

ＪＪ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７ １． ０５３ ０． ２９７

ＷＺＰＡＳＴ ０． ３６６ ０． ２３９ ０． ０２２ １． ５３５ ０． １３０

表 ５　 刘宇昆翻译与原创科幻作品维度 ３ 回归模型系数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翻译

ＷＨＯＢＪ ６． ８３３ ０． ９３６ ０． ０７１ ７． ２９８ ０． ０００

ＷＨＳＵＢ ４． ７５６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６ １８． ９３６ ０． ０００

ＰＨＣ ３． ８９６ ０． ０６７ １． ０７８ ５７． ８２８ ０． ０００

ＰＩＲＥ ０． ５８６ ０． ３６７ ０． ０１７ １． ５９５ ０． １１４

ＰＬＡＣＥ － ２． ７４３ ０． ０６０ － ０． ９４７ － ４５． ５６１ ０． ０００

ＴＩＭＥ － ２． ７９１ ０． ０７３ － ０． ７９９ － ３８． ３９６ ０． ０００

ＲＢ － ０． ２４７ ０． ０２０ － ０． ３９３ － １２． ４６３ ０． ０００

ＮＯＭＺ ０． ７８０ ０． ０１５ ０． ９６０ ５２． ２０９ ０． ０００

原创

ＷＨＯＢＪ ４． ７１１ ０． ７６６ ０． ０５７ ６． １５１ ０． ０００

ＷＨＳＵＢ ５． ２５７ ０． １９６ ０． ４５２ ２６． ８３６ ０． ０００

ＰＨＣ ３． ９０８ ０． ０５８ １． ８０７ ６６． ９９６ ０． ０００

ＰＩＲＥ ０． ９３４ ０． ６０６ ０． ０１６ １． ５４１ ０． １２９

ＰＬＡＣＥ － ２． ６４５ ０． ０８６ － ０． ７６８ － ３０． ９２２ ０． ０００

ＴＩＭＥ － ２． ７６１ ０． １０６ － ０． ６２４ － ２６． １１０ ０． ０００

ＲＢ － ０． ２９６ ０． ０２３ － ０． ５１１ － １２． ９４０ ０． ０００

ＮＯＭＺ ０． ８５９ ０． ０４４ ０． ４１０ １９． ５７９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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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语言特征为 ＣＯＮＪ、 ＰＡＳＴＰ 和 ＰＡＳＳ。 被动语态和

连接性状语的共现是“聚焦信息的抽象性科技话语”
的文体标志（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而过去分词作独立小句常

见于正式的书面语体中，弱化了施动者而强化了动作

结果，以上语言因子的综合使用使得译文表现出较高

的抽象性、信息性与书面性。
３．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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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
ｂｅｒ， １９８８）。 该语域维度特征与 Ｔｈａｔ 从句作动词补足

语（ＴＨＶＣ）、方位指示词（ＤＥＭＯ）、Ｔｈａｔ 引导关系从句在

从句中作宾语 （ＴＯＢＪ）、Ｔｈａｔ 从句作形容词补足语

（ＴＨＡＣ）、句尾介词（ＳＴＰＲ）、存在 Ｔｈｅｒｅ（ＥＸ）、指示代词

（ＤＥＭＰ ）、先行词在从句中作宾语的 Ｗｈ⁃关系从句

（ＷＨＯＢＪ）以及 Ａｎｄ 作短语连接词（ＰＨＣ）９ 个语言特征

的出现频次相关（Ｂｉｂｅｒ， １９８８）。 在 ＳＰＳＳ 软件中分别建

立翻译、原创作品在维度 ６ 上相关语言因子的回归模

型，Ｒ２分别为 ０． ６３２、０． ８９９，表明两模型对维度 ６ 均具有

较好的预测作用。 如表 ７ 所示，两个回归模型的对比分

析表明，导致刘宇昆科幻译文在维度 ６ 上发生语域变异

的主要微观语言因素为 ＴＨＡＣ、ＷＨＯＢＪ、ＴＯＢＪ 和 ＥＸ 等。
存在词常作为信息阐述的标志，关系从句表征碎片化信

息的整合，而形容词补语从句则多用来表明情感和立

场。 多种修饰性从句和存在 Ｔｈｅｒｅ 的使用提高了刘宇

昆科幻译文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使得译文在有限的

语言单元内包含了更多的细节信息。

４　 刘宇昆科幻小说英译译者风格分析

４． １　 语料数据驱动的“远读”
两组文本量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其科幻

小说创作，刘宇昆英译的汉语科幻小说具有以下特

点： （１）擅长多种文本类型的英译跨语转换，译语丰富

多变，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对于原著的“忠实”； （２）译

文语境性和信息性较强，偏重抽象和细节信息在文本

内部的跨语传递与整合，语体偏正式和书面化； （３）倾
向于在译文中使用完成时态、定语形容词，以及表示

时间、地点、逻辑关系和动作结果的多种修饰语与限

定说明性从句等微观语言特征。 其科幻翻译作品语

言细腻凝练，行文简洁流畅，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

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中国科幻文学与世界文

学的交流与融合。

表 ６　 刘宇昆翻译与原创科幻作品维度 ５ 回归模型系数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翻译

ＣＯＮＪ ６． ２２９ ０． １７３ ０． ６７０ ３５． ９１２ ０． ０００

ＰＡＳＳ １． ２２５ ０． ０６７ ０． ４９５ １８． ３１６ ０． ０００

ＰＡＳＴＰ － ０． ５２３ ０． ２９７ － ０． ０２９ － １． ７５９ ０． ０８１

ＰＲＥＤ －０． １７９ ０． ０７８ － ０． ０７０ － ２． ２８０ ０． ０２５

ＢＹＰＡ ０． ０２５ ０． ２９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４ ０． ９３３

ＷＺＰＡＳＴ ２． ８０１ ０． １６５ ０． ３７３ １６． ９６２ ０． ０００

ＯＳＵＢ ８． ７６９ ０． ２０７ ０． ７９６ ４２． ３６７ ０． ０００

ＴＴＲ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 １． ３８５ － ３１． ７３８ ０． ０００

原创

ＣＯＮＪ ５． ９４４ ０． ４２２ ０． ６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ＰＡＳＳ １． ０９３ ０． １３７ ０． ７６６ ７． ９８５ ０． ０００

ＰＡＳＴＰ ０． ０７１ ０． ４９４ ０． ００７ ０． １４４ ０． ８８６

ＰＲＥＤ －０． １６３ ０． １２０ － ０． １３７ － １． ３６２ ０． １７８

ＢＹＰＡ － ０． ７３１ ０． ４８２ － ０． ０６８ － １． ５１７ ０． １３５

ＷＺＰＡＳＴ ３． ９０１ ０． ３６６ ０． ８０４ １０． ６６６ ０． ０００

ＯＳＵＢ ８． ７９８ ０． ２４４ １． ９７８ ３５． ９８４ ０． ０００

ＴＴ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 ３． ３９３ － ２３． ５４４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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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刘宇昆翻译与原创科幻作品维度 ６ 回归模型系数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翻译

ＴＨＡＣ －１． ４０１ １． ０４４ － ０． １０４ － １． ３４１ ０． １８３

ＴＨＶＣ ２． ３０９ ０． ４２２ ０． ７２６ ５． ４７２ ０． ０００

ＴＯＢＪ － １． ５３２ ０． ７２１ － ０． ２０２ － ２． １２４ ０． ０３６

ＤＥＭＯ １． ４１７ ０． ２３８ ０． ９７７ ５． ９５７ ０． ０００

ＤＥＭＰ － １． ５７４ ０． ２９０ － ０． ６９９ － ５． ４１９ ０． ０００

ＥＸ － １． ０５３ ０． ６０１ － ０． ２０３ － １． ７５１ ０． ０８３

ＳＴＰＲ － ２． ９６９ ０． ６７８ － ０． ３９３ － ４． ３７７ ０． ０００

ＷＨＯＢＪ － ５． ３６１ ３． ４９０ － ０． １０４ － １． ５３６ ０． １２８

ＰＨＣ － １． ２９６ ０． ２４８ － ０． ６７０ － ５． ２１９ ０． ０００

原创

ＴＨＡＣ －０． ６９４ １． ４８６ － ０． ０３４ － ０． ４６７ ０． ６４２

ＴＨＶＣ ２． ２６８ ０． ４８３ ０． ５４１ ４． ７００ ０． ０００

ＴＯＢＪ － ０． ４７９ ０． ７４０ － ０． ０５８ － ０． ６４７ ０． ５２０

ＤＥＭＯ １． ４９９ ０． ３５１ ０． ６９０ ４． ２７１ ０． ０００

ＤＥＭＰ － １． ９８０ ０． ４９８ － ０． ５７９ － ３． ９７３ ０． ０００

ＥＸ － ０． ２５１ ０． ６８４ － ０． ０３５ － ０． ３６７ ０． ７１５

ＳＴＰＲ － ２． ２１２ ０． ８４９ － ０． ２５４ － ２． ６０５ ０． ０１２

ＷＨＯＢＪ － ０． ４５６ ２． ６６６ － ０． ００９ － ０． １７１ ０． ８６５

ＰＨＣ － １． ５３４ ０． １５５ － １． １５６ － ９． ９０５ ０． ０００

４． ２　 回归文本和副文本的“细读”
翻译风格作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语言转换执行

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规律性语言行为模式，是翻译这一

社会文化复杂系统中译者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

译者行为的主体意识，但也受到外部多方面翻译规范

的调节和制约（刘猛， ２０２４）。 刘宇昆在中国科幻小说

英译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特译者风格正是其在翻译行

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张力之间寻求自洽的内在逻辑

和行动实践。 为此，本文将从译者行为的规范化和自

主性两方面，对基于语料数据分析归纳总结出的刘宇

昆科幻小说英译译者风格进行阐释与归因。
４． ２． １　 翻译行为的规范化

翻译规范是一种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被广

泛接受的指南，它融合了翻译过程中所选择的翻译方

法、策略，以及力求满足目标语群体对译文的期待， 旨

在调节源语及目标语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惯

习与传统（吴苌弘， ２０２１）。 翻译规范对语码转换和意

义再现的制约是双向的，既重“求同”，也重“存异”。
翻译行为的核心主体是译者，译者呈现出来的行为受

特定规范的制约并具有相应的规律，这种规律在翻译

产品层面外显为译者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刘宇昆中国科幻小说外译译语总体文体特征

而言，符合英语世界科幻小说“自诞生之日即具备全

球性特质的文类” （宋明炜、汪晓慧， ２０２２）的一般规

范，对于全人类共同未来想象的跨语书写为译文的国

际传播提供了有利前提。 刘宇昆译文中完成时和多

种修饰语等语言特征的高频共现增强了其叙事性和

文学表现力，完成了中国科幻小说叙事流向的跨语重

构。 例（１）为《三体Ⅲ：死神永生》的原、译文节选。
例（１）原文：冬眠中心是一片被绿树掩映着的雪

白建筑，目前在里面处于冬眠状态的有十几个人，但

都是短期的试验者，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要跨越世纪

的冬眠者。 （刘慈欣， ２０１０）
译文： Ｔｈｅ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ａｓ ａ ｗｈｉ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ｉｄｄ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ｕｓ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ａ ｄｏｚｅｎ ｔｅｓｔ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ｈｉｂ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 Ｓｏ ｆａｒ， ｎｏ ｏｎ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Ｌｉｕ，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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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为程心参观冬眠中心时对中心概况的叙

述。 原文是一个汉语所特有的以主语指认复杂多变

为特征的流水句，译者刘宇昆遵循目的语语言规范，
按照主语的意指变换将该流水句拆分为三个短句。
在译文的第一个短句中，译者以过去分词短语“ｈｉｄｄ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ｕｓ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作定语修饰“ａ ｗｈｉ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
方式处理“一片被绿树掩映着的雪白建筑”。 在第二

个短句中，译者首先通过适度调整语序来整合汉语原

文中的信息，然后通过两个形容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的连用，突出原文所要强调的焦点信息，
表现了人体冬眠技术尚处试验阶段。 第三个短句通

过间接否定形式“ｎｏ ｏｎｅ”和无施动者被动语态的完成

时“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叙述并凸显了难以

实现人体长期冬眠的技术事实信息，为下文“阶梯计

划”的实施埋下伏笔。 译者在遵循英语语言规范的前

提下，对原文叙事流进行精巧的重构，跨语再现了中

国科幻小说的文学体验，体现了译者细腻流畅的翻译

风格和作为知名科幻作家的深厚语言功底。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中外文化

观、价值观等多方面差异的考验，对于这种异质性的

处理是中外文化能否经由翻译形成有效交流和平等

对话的关键（于银磊， ２０２４）。 对于文中“朝歌（Ｚｈａｏ
Ｇｅ）”和“伏羲（Ｆｕ Ｘｉ）”等中国文化专有项，刘宇昆采

用了正文内拼音音译以保留他异性，同时通过增加副

文本等方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进而使译文很好地被

异语文化所接受（崔凌霄、李淑华， ２０２３）。 这也体现

了译者“让读者感受到异质文化的同时，在忠实于原

文、恰当的表达和优美的风格之间取得平衡”的文化

翻译理念（Ｌｉｕ， ２０１４）。
４． ２． ２　 译者行为的自主性

人类译者作为独立的意志主体，其翻译行为具有

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周怡珂、周领顺， ２０２３）。
这种由译者自主意志决定的行为规律体现在译文的

字里行间，译者行为的自主性是导致译者在翻译产品

中呈现出普遍性、规律性的语言使用模式（即译者风

格）的重要成因。
就语言性翻译行为而言，刘宇昆作为译者主体的

自主性首先表现在其对科幻小说中信息的整合。 科

幻小说因其突出的信息性而区别于爱情、冒险等其他

小说文体，译者刘宇昆擅长通过名词化和多种修饰性

从句等微观语言形式完成大量抽象和细节信息的跨

语整合与呈现，进而跨语再现了科幻文学的独特信息

性，彰显了其简洁凝练的译语风格。
例（２）原文：“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呢？”叶文洁

轻声问，并没有透露出她对这想法是赞同还是反对，但
她能说话，已经让白沐霖很感激了。 （刘慈欣， ２００８）

译文：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ｄ ｙｏｕ ｇｅ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Ｙｅ
ａｓｋｅｄ ｓｏｆｔｌｙ． Ｓ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Ｂａｉ ｗａｓ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ｈａｄ ｓｐｏｋｅｎ ａｔ ａｌｌ．
（Ｌｉｕ， ２０１４）

例（２）为“地球三体组织”的领袖叶文洁年轻时在

大兴安岭林场与记者白沐霖相识的情节。 译者将原

文中的长句拆分为分别描写人物对话和态度的两个

短句，第二个短句运用“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两

个连续的名词化表达，侧显叶文洁谨慎而试探的态度

信息。 另外，修饰形容词“ｇｒａｔｅｆｕｌ”的补语从句表明白

沐霖对于叶文洁的相关回应持有积极的态度。 译者

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巧妙地将多个汉语分句的信

息压缩至两个英语分句中，使译文简洁凝练。 相对于

略偏口语化的原文，译文更加正式。
译者主体的自主性还体现在中文语境的跨语再

现。 刘宇昆擅长通过丰富的时间和地点状语对中文

语境进行流畅精巧的跨语重构，“既营造出充满想象

力和惊险的氛围，却又不失原作的中国语言文化意

境，不同于惯常的西方科幻小说叙事节奏”❶。
例（３）原文：下面的大地上，方阵均匀的色彩开始

出现扰动，复杂精细的回路结构浮现出来，并渐渐充

满了整个方阵，十分钟后，大地上出现了一块三十六

平方公里的计算机主板。 （刘慈欣， ２００８）
译文：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ｃｏｌ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ｌａｎｘ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ａｎｄ ｍｏ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ａ ｔｈｉｒｔｙ⁃ｓｉｘ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ｒ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４）

例（３）选自《三体》游戏中秦始皇构建人列计算机

的场景。 译者通过两个句首的地点和时间状语独立

分句“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ｌｏｗ”和“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ｌａｔｅｒ”表现

该人列计算机的运行过程，在译语中再现了中文的

高语境性，将紧凑的叙述节奏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

的宏大场景置于流动变化的时间空间情境下，使译

文呈现出相对于西方传统科幻小说差异化的阅读体

验，令读者耳目一新。

❶ ｈｔｔｐｓ： ／ ／ ｌｏｃｕｓｍａｇ．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ｇａｒｙ⁃ｋ⁃ｗｏｌｆ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ｃｉｘｉｎ⁃ｌｉ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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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的自主性还体现在对隐喻性科幻新词

术语的创译中，如将外星文明 “三体世界” 创译为

“Ｔｒｉｓｏｌａｒｉｓ”，隐喻该行星所在星系有三颗恒星；将指称

一种智能物理粒子的“智子”创译为“Ｓｏｐｈｏｎ”等。 刘

宇昆通过创造性翻译完成了隐喻性术语语义概念跨

域复杂映射的语际转换和科幻新奇文学美感的动态

跨语生成，彰显了译者追求文学翻译艺术审美的主体

取向与细腻凝练的风格特征。 此外，译者刘宇昆的主

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中国科幻文化主动传播的社会

行为上，他不仅常年致力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译

介，也将中国文化融合进自身科幻创作中。 这种促进

中外科幻文化间平等对话的翻译动机以及“避免西方

视角对于中国政治和历史事实的遮蔽”的主体观念也

是其译者风格的内在成因之一（Ｌｉｕ， ２０１４）。

５　 结语

本研究以自建的刘宇昆科幻小说英译本语料库

为研究对象，以其原创作品语料库为对照，通过语域

变异多维分析驱动的“远读”，发现刘宇昆科幻译文

具有文体风格灵活多变，信息性、语境性和书面性较

强，善于通过细节信息的整合完成跨语叙事流搭建

以及高频使用多种修饰语和限定说明性从句等微观

语言因子的共性特征。 总体而言，刘宇昆的科幻小

说翻译具有细腻凝练、简洁流畅的译者风格。 从译

者翻译语言行为的规范性和自主性的角度来看，译入

语规范以及译者整合信息、再现情境和促进中外科幻

文化交流的主体意识是塑造该类型译者风格的主要

原因。 对身兼译者和作者双重身份的特殊译者而言，
其译者风格和创作风格系同一主体在不同语境下“一
体双生”的两种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语言行为模

式。 因此，经由量化对比分析，排除原创风格影响的

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更能有效反映译者在翻译中

所独具的语言规律，亦兼具一定翻译理论与实践层面

的创新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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