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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裏尋他千百度─「雙關語」英漢互
譯的「動態層次策略觀」

董 琇
同濟大學

摘 要

雙關語中語音、語義特徵本身作為了信息內容加以傳達，而英漢

屬非親屬語言，雙語間表層（音、形）缺乏意義的信息轉換通道，

從而造成了雙關語英漢轉換的可譯性限度。本文從「雙關語」具有

「雙」層相「關」意義的基本特徵出發，將雙關語的翻譯策略化歸為

三個層次：一、通過對應雙關，忠實再現原雙關的表層、深層概

念意義及其「關聯」，僅限於極少數的語義雙關。二、通過模仿採

用相近雙關翻譯或在直譯的基礎上採用註釋點明原文雙關，譯文

中仍然出現兩層意義及其關聯。三、捨棄關聯，僅分別譯出二

義、或單譯表層意義或單譯深層意義。雙關翻譯是一個動態選擇

策略的過程，同一譯者在不同時期，不同譯者在不同時期或同一

時期都可能採取不同層次的策略對同一雙關進行處理。「動態層

次策略觀」，強調以「動態模仿」、「功能代償」為核心，在「翻譯審

美圖示」的四個平面（「觀覽」、「品味」、「領悟」和「再現」）上不

斷推進，充分「移情」，實現「營造體驗」，採用整體處理法，通過

概念結構的遞迴式整合，調節詞音、詞性、詞序和詞義的關係，

本文係2007–2009年同濟大學文科科研基金課題「雙關語英漢互譯探析」的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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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聯想機制，實現兩種不同語言的概念結構系統的轉軌，擴大

不同語言之間信息轉化的通道，以使譯文達到形式和意義的完美

結合。

（一）引言

「雙關」是指利用語言中的一詞（語）兩義或兩詞同音的現象，表
達雙重意義，表面上說甲，實際上說乙，言此意彼，或兩義都要。
（馮慶華 2002：171）雙關又可分為利用兩詞同音現象的諧音雙關
（homophonic pun）、利用一詞（語）兩義的語義雙關（homographic 

puns）和歧解雙關（asteismus）。雙關是漢語和英語共有的語言現象。
漢語「雙關」一詞源於《詩經．關雎》的首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關」一詞本身就具有兩層意思，既指雎鳩
唱和的聲音，又暗示鳥雙雙鳴叫。「雙關」對應的英文“pun”，據推測
來源於“punctilious”一詞，而該詞又與義大利語“puntiglio”（表示妙
語、雙關）有關。中國的民謠詩歌中處處可見雙關語充滿智慧的身
影；日常生活中，雙關使用比比皆是。經常見到嶄新的私家車後擋
風玻璃上噴繪着一條非常靦腆的「提示語」─「別吻我，我怕羞」，
「羞」諧音通「修」。該雙關極有創意，一個純潔無暇的少女形象頓現
眼前，滿足了駕駛員的心理要求，有效地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典雅
的文學作品中，雙關對意境的塑造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例如「隔水
看芙蓉」，「芙蓉」是花名，又諧音通「夫容」，生動、形象地描繪新娘
「遠距離看丈夫」就像「隔水看芙蓉」一樣，產生一種「距離美」和「朦
朧美」。 雙關語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喜愛和使用，在西方雙關語也源
遠流長，可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雙關語的使用在伊莉莎白時代
的戲劇和詩歌中非常流行，成為一種時尚，莎士比亞的作品中運用
了三千餘個雙關語。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它卻被看作是一種頹廢的
俏皮話。而根據《西方文體學辭典》，在當代文學理論中，雙關語卻
因其能夠揭示出多種概念間的細微差別，作為語義「無窮的文字遊
戲」，從而備受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思潮創始人德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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