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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字谜传递出中华民族独有的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想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如何认识和理解世

界，则对其英译的探索颇具必要性。本文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出发，以《谢小娥传》中的字谜英译为例，

从谜面形式的保留、解谜过程中的字谜意义的呈现及中西文化差异的弥合三个方面，分析译者如何缩小

读者与译文的“审美距离”，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汉字背后所传递出的对于世界的解读。研究发现，为了

完成上述目标，译者在谜面形式上，要关注词数、音节和语言语法属性的保留。字谜意义呈现时，译者

可以将汉字当成图形，按照笔画顺序拆解。与此同时，译者通过加注释的方式，增加信息，弥合中英文

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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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riddles emerges as a necessity as these rid-
dles manifest the uniqu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observing and under-
standing the world.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riddles in the novel “An 
Account of Xie Xiao’e” as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 recep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ranslators narrow the “aesthetic distance”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by preserving the form of riddles, presenting the underlying meanings of riddl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ciphering, and bridging the cul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
ties. By doing so, it aims to facilitate readers’ comprehens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conveyed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foremen-
tioned objectives, translators need to focus on preserving number of words, syllabic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grammar in the form of riddles. Furthermore, when presenting the meanings of riddles, 
translators can treat Chinese characters as visual symbols and deconstruct them according to 
stroke order. Simultaneously, translators should employ explanatory annotations to bridge the 
cultural gap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i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enable 
translators to minimize the “aesthetic distance”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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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字谜作为谜语中的一个类别，其拆解过程与汉字有着直接关联。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拥有象形、指

事、会意、形声等四个基本功能。组合汉字，形成字谜以后，其意义的构建方式依然要遵循这几项基本

法则。汉字通过基本笔画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本民族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并且通过笔画之间的组合将

这些理解和表达联系起来。汉语字谜呈现出来的是中国人观察与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字谜英译的意义，

体现在完成从汉语到英语的语言转换后，让英语读者了解汉字独特的意义构建和表现的方式，让他们能

够感受到一种与自己原来的语言文字所塑造的那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目前现有文献对于字谜的

研究多数集中中英两种语言差异的比较、东西方谜语差异的特点比较。但是作为谜语的直接阅读者，英

语读者如何理解汉语字谜，同样值得关注。而译者，作为两种语言和文化转换的桥梁，在谜语英译时候

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的。笔者选择 Anthology of Tang And Song Tales: The Tang Song Chuanqi Ji of 
Luxun 中，Xin Zou 所译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英译本 An Account of Xie Xiao’e [1]，从谜面形式的保留、

解谜过程中的字谜意义的呈现和中西文化差异的弥合，这三面，探究译者如何呈现字谜英译，从而缩小

“读者期待”与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从而帮助读者更加直观、清晰地感受汉语字谜背后所表现出

来的中国人理解和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 

2. 谜语英译的文献综述 

现存对于谜语英译的研究主要关注英汉谜语之间的异同，多集中于其可译性的探讨，也有研究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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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等理论研究谜语翻译，而从读者接受角度，采用译例分析的方式，研究字谜英译也是一个值得探索

的方向。 
李苏[2]关注谜语翻译的可译限度，从汉字渊源、语意联想、词汇空缺、典故、制谜与猜谜及含义合

情推理等角度探讨可译性。从语用学角度看，谜语翻译是可行，但是一项有限度的活动。其中的难点就

在于翻译的同时对于语境的构建。这种语境依赖于中文本身以及中文给人来的语义联想。此外，高远[3]
借助卡特福德对于可译性的分类，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分析了谜语的可译性，提出译者应该根据文本的不

同功能，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判断好在特定的语境中，哪些信息可以保留，哪些必须调整。再根据译

入语读者的需要从原文提供的信息中选择性地翻译。遗憾的是，高远的研究只是提及了英译谜语时需要

考虑读者这一因素，却没有借助译例，从读者接受角度深入研究译者在实际翻译中如何处理自己面临的

挑战。 
另有研究从翻译的目的论角度探索其对于谜语翻译的影响，但偏重理论论述。虽然谢思雄[4]从翻译

策略、谜语文本具体化和意义动态生成角度展开论述，但没有翻译案例支撑，显得笼统与空洞，论证也

不够直观，所得出的结论也过于宽泛，缺乏应用价值。 
英汉两种谜语在结构、内涵、修辞手段上具有相同点，但在制作方式和民族特色上具有不同点。想

要做好谜语英译，让英语读者能体会到上述乐趣，也并非易事。如何在英汉谜语的异同点之中找到合适

方法指导谜语英译，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在谜语英汉翻译中，有些可以对译，有些只能找到结构上对等，

离开了文化背景以后，其意义也无法传达[5]。在谜语翻译中，文化背景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也需要

译者额外留心关注。译者关注文化背景的目的其实是希望，通过译文传达出更多读者可理解的信息，直

观帮助读者理解字谜的谜底，从而让译者明白字谜背后的汉字所代表的中国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方

式。 
综上所述，现有对于谜语英译的研究多关注于集中于英汉语言差异层面，着重探讨谜语的可译性问

题，而从读者接受切入字谜英译的研究也值得深入挖掘。这对译者如何完成译文，让读者理解字谜，感

受到汉字字谜背后包含的独特思维方式有着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3.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字谜英译译例分析 

接受美学又名读者接受理论。该理论的奠基人姚斯将“期待视野”定义为：“对文学的期待、记忆

和预设所组成的、生发意义的视野之总和”。这一概念的提出，将读者视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接受美

学里的“审美距离”指的是“实际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表现形式之间的距离”([6], p. 197)。在翻译中，译

文形式即作品表现形式，“审美距离”指的便是读者与译文的距离。“审美距离”适用于分析读者接受，

原因就在于，“较为明显的审美距离，则伴随着更多的主动性、参与性和批判性，是一种能够产生想象

对象的创造活动”([6], p. 175-178)。读者产生创造性活动的前提便是“审美距离”合适。换言之，想要读

者理解译文，最重要的是译者如何呈现译文，因为在翻译研究中，译文呈现，事关“读者期待”与译文

之间的“审美距离”。“审美距离”越小，读者越容易理解译文。在字谜翻译中，读者通过前文的表述，

已经获悉自己会遇到字谜，可是鉴于中文与英文谜语在意义表述和呈现存在的差异巨大，想要读者理解

字谜，译者就必须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缩小“审美距离”，这样读者才能理解

字谜的意义，感受到汉语字谜所代表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观察世界的方式。 

3.1. 谜面形式的保留 

谜面形式的保留要关注词数、音节和语言语法属性的保留。中文字谜理解是象形文字通过拆解笔画，

得到新词，谜面在形式上工整对仗，如：例 1“車中猴，門東草”，同为偏正结构，字数相同。故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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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同样采用介宾短语，选择平行结构表达为：“the monkey in a carriage, the grass east of the gate”。美

中不足的是，此句翻译虽然在语法结构上原文相仿。可是在单词个数和音节数目上却无法对应。 
第二个字谜，即例 2 中“禾中走，一日夫”，原文除了字数对仗以外，并没有在短语结构上对照。

译文则表达为：“walked through the grain; he was a man for one day”，译者的关照表现在遣词造句上。

译文从表面上看来，每个小节占据的空间相同且音节数量也一致。这也是其为了尽量控制译文与读者的

审美差距所做的努力。译文在形式上维持读者与译文的审美距离后，译者虽然为了保全译文的文字形式，

但是想要让读者透过这四行短短的翻译就明白谜底，恐怕也不太容易，因为即便是中文为母语的读者，

看到中文的谜面以后仍旧有可能不知所云。至于中文的解字谜是通过拆分汉字，得到新字获取谜底，这

一解谜的过程后续也有详细介绍。 

3.2. 解谜过程中字谜意义的呈现 

字谜意义呈现时，译者可以将汉字当成图形，按照笔画顺序拆解。“车”“门”两字按照繁体的

“車”“門”出现。英文为抽象的字母书写体系，相较汉语，缺乏象形特质，在英译时，若单单采用汉

语拼音，不足以向读者解释汉字中笔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译者为了缩小“审美差距”，对译文做了如

下处理： 
在例 3，即第一个字谜的解谜过程中，译者选用了在文内加注的方法。在“the character for carriage”

后立刻添加括号，并且在里面注明汉语拼音和繁体的“车”，即“(ju 車)”。这一处理，形象地表现 carriage
一词在汉语中的象形写法，读者即便不能理解作为汉字理解其表达的意义，也能将其当作由各个线条组

成的图案来看待。而“車”这一汉字的出现，又为后面按照笔画拆字提供了最初的起始点。读者在译者

的指引下，先理解译文的英语表述，再参照象形汉字的笔画顺序，也能和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一样，先

理解，再拆解，逐步得出字谜的谜底。对于“蘭”以及“春”的谜底翻译也遵循上述的模式，只是字形

不同，故不赘述。译者虽然在英译谜语的时候，极力弥合由于英汉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审美

距离，即在竭力缩小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可是译文也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如对于“蘭”

这一谜底的形成过程解释，可以更加细致。虽说译文中表示“艸”放置于“門”之上，“東”置于其内，

可是在最后的谜底之中，“蘭”字的艹部与“艸”存在形式上的偏差。如若不加注解释，容易给那些将

汉字部首与笔画当作图形理解的读者造成不必要的理解障碍，他们无法将艹部与“艸”对等，这样反而

扩大了其“审美距离”，不便于其更好地了解谜底含义，也无法很好地享受拆文解字带来的乐趣。而对

于同一个谜底：“申”，汉语有不同的字谜，这也是文章的旨趣之一。对于这一字的解谜过程，本部分

的讨论暂且收笔全是出于叙述累赘的担心。因后续会涉及字谜英译中，译者对于中国文化呈现的也将涉

及这一译例分析。 

3.3. 解谜过程中中西文化差异的弥合 

译者更需要通过加注释的方式弥合中英文化差异。字谜拆解过程的翻译，译者为了缩短读者的“期

待视野”和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仅凭借将汉字书写体作为图片或者图形加上拼音呈现给英译本读

者是不够的。这样做容易造成文化上的缺失。文学翻译不单单只是汉字意义的传达，背后还有更多的文

化传递。可是“文学翻译中，丢的最多的是文化”[7]。文化储备是理解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母语为

中文的人在理解汉语字谜拆解的时候，因为有了中国文化作为支撑，感觉顺理成章地理解环节，对于以

英语为母语的人而言，便如同鸿沟一般。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便在于，汉英两种语言背后存在着巨大的

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对于翻译的影响不言而喻。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表现为文化距离。文化之间的距

离远近是读者接受的关键因素。“文化距离”“迫使译者设身处地考虑读者的接受”[8]。在字谜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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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和空间的限制，在翻译中更加需要译者巧妙处理文化差异，时刻以读者为本，显化、补全中国文化

内容，否则，英语读者就会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鸿沟放弃理解谜语。为了弥合字谜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译者做了如下努力。 
在“車中猴”的解谜环节中，原文表述为“又申属猴”。这里有很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天干地

支的表达。译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增补译文信息为：“She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onkey (in the system 
of twelve earthly branches)”，译文除了出现了 earthly branches 以外，原文还含有中国生肖关系。限于文

内篇幅的限制，译者采用增加脚注的办法，用来进一步解释地支和生肖还有年份的关系。脚注如下：

“Shen(申) is the ninth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the one of the monkeys.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ar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heavenly stems to designate years, months, days and hours.”脚注中直接点明了

“申”和“猴”的关系，也说明了天干地支的纪时作用。体现出译者以读者为中心，关照了读者，缩短

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读者能够借助更多的中国文化相关背景知识，理

解字谜意义。但在例 5 中，译者也注意到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在译文中妥善处理。例 5：“禾中

走，是穿田过”这一中文表述中，禾和田形成对照关系，“禾”为谷类作物的总称。用“禾”便代表了

“田”。“禾苗”所代表的是农耕文化，尤其指的谷物类种子的幼苗。常见的谷类作物有：大米、小麦、

玉米等。而在古代用来指谷子，这与英语世界的农业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译文所选用的词语“grain”
的定义为：“a seed or seeds from a plant, especially a plant like a grass such as rice or wheat”，译者将“禾”

翻译成“grain”选用了英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的词语来表现“禾”。这样，读者所接触得到的译文恰巧

是其期待视野里原先就有的内容。这样在译者的努力下，译文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得以缩短，译者理

解解谜过程更为便捷，更容易体会到猜字谜这一类文字游戏的乐趣。 

4. 总结与讨论 

译者在英译字谜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三点。谜面形式的保留要关注词数、音节和语言语法属性的保留。

字谜意义呈现时，译者可以将汉字当成图形，按照笔画顺序拆解。与此同时，译者更需要通过加注释的

方式弥合中英文化差异。这三个方面一起努力，译者才能缩小读者与译文的“审美距离”。读者才能更

好地体会到汉字字谜传递出来中国人独特的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字谜翻译中，谜面的翻译最为基础，译文需要尽量在形式上，也就是音节长短、句法结构和短语

长短上和原文形成对照关系。译文在内容的呈现上能够直接表现出汉字的意义即可，留给读者一些空白，

可供其发挥想象力。译者如果“说的太白”“解释得太多”，就像是将一杯咖啡换成了开水。[9]如此自

然谜面所赋予的神秘感就消失了。 
解字谜环节，译者则可以将汉字当成图形，标注在关键单词旁边，帮助读者理解文字笔画拆解组合

的过程，同时也能感受到汉字作为象形书写系统的魅力。但是，其实可以考虑将汉字笔画组合的顺序单

独列出，这样也方便读者了解汉字解谜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字谜里汉字的表现形式由

字谜形成的年份决定。古文作品中，字谜使用繁体字的概率偏大，拆字时候遇到偏旁部首单独与在汉字

里的表达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现象。这时就需要译者补充信息，消除可能引起歧义或者引发障碍的信息。

在解谜过程中，除了因为汉字为象形文字，而英语为拼音文字，因为两种文字属于不同类别而引发英译

和理解方面的问题，给译者带来挑战的话。文化差异也会给理解带来困难。而这些差异很轻易就被译者

忽视。译者更加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着力表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因为翻译之中最难跨越的就是文化距离。这也是读者接受的关键[8]。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译者可以使用

脚注，简要介绍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容，如例 2 涉及的天干地支和例 4 涉及的中国农耕文明中作物等。 
表现字谜背后的文化差异固然重要，但是字谜本身突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周遭世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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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兼顾文化差异的弥合以外，还更应该着重突出汉字如何通过笔画拆解来

描述中华民族对于周遭世界的理解和表达。 
字谜英译由谜面和解谜过程翻译组成，谜面翻译更加贴近原文，更加注重遵循语言形式上的保留。

解谜过程的英译也可以从汉字笔画拆解入手，将汉字当作图形理解，并且在此过程中，注重表现中西文

化差异中，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的传达，尽力缩短读者“期待视野”与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读者也

能感受到字谜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 

5. 结语 

汉语字谜体现出中国人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周边世界的角度，对其翻译的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

题。本文以接受视角为指导，从字谜的谜面形式保留、解谜中字谜意义的呈现和中西文化差异的弥合等

三个方面，探究在字谜英译时，译者如何帮助读者，缩短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之间的距

离。翻译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所难免，但是只要译者有心，总是能够找到各种办法，缩短这一方面到差距

[10]。 

参考文献 
[1] Mair, V. and Zhang Z. (2020) Anthology of Tang and Song Tales: The Tang Song Chuanqi Ji of Lu Xun. World Scien-

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Singapore. https://doi.org/10.1142/11720  
[2] 李苏. 民族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以谜语翻译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2): 123-127. 

[3] 高远. 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中文谜语英译[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2): 99-102. 

[4] 谢思雄. 读者反应理论对西方谜语翻译的影响[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4): 62-63. 

[5] 肖利华, 周瑞英. 汉英谜语比较及其翻译[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5(2): 122-124. 
[6] Jauß, H.R. (1970)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In: Jauß, H.R.,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Suhrkamp, Frankfurt.  
[7] 郑海凌, 许京.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距离”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 23(3): 47-49. 

[8] 屠国元, 李静. 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 翻译学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2): 46-50. 

[9] 胡安江. 文本的意义空白与不确定性——兼谈文学翻译的审美效果[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20(3): 120-123. 

[10]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7423
https://doi.org/10.1142/11720


张磊 
 

 

DOI: 10.12677/ml.2023.117423 3113 现代语言学 
 

附  录 

译例(参考用)： 
例 1： 
“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 
“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the monkey in a carriage, the grass east of the gate.” 
“walked through the grain; he was a man for one day.” 
例 2： 
“‘车①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 
Take “the monkey in the carriage”: the character for carriage (ju 車), when the top and bottom strokes are 

removed, becomes Shen (申). Moreover, She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onkey [in the system of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That’s why it was called “the monkey in a carriage.” 

例 3： 
“‘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 

If the character for gate (men 門) is placed under the grass radical (艸), inside of which there is the charac-
ter east (dong 東), then it becomes the character Lan (蘭).  

例 4： 
“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 

Furthermore, to walk through the grain is to penetrate through the field (tian 田), and this also becomes the 
character Shen (申).  

例 5： 
“‘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 

As for “a man for one day,” when one adds a stroke on top of man (fu 夫), and below that there is a sun, 
this becomes the character Chun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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