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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惯用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源自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惯用语通俗易懂，感情色彩鲜明，恰当地使

用惯用语能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然而，由于汉族群众与维吾尔族群众存在显著的文化多样性，因此汉

语惯用语翻译成维吾尔语时往往会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本文以《新疆日报》汉维双语版本为语料来源，

通过统计法、文献法、分析法对惯用语的维吾尔语翻译进行研究，分析例句中惯用语词语的特征，总结

出汉语惯用语的维译方法，为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参考，解决翻译中出现的词不达意现象。 
 
关键词 

汉语，惯用语，新闻，维译方法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Uyghur Translation 
Methods of Idioms in News 

Zhi Wang, Jing W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Dec. 23rd, 2024; accepted: Feb. 11th, 2025; published: Feb. 24th, 2025 

 
 

 
Abstract 
Idioms is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Idi-
oms are easy to understand and vivid in emotion. Proper use of idioms can make the language more 
vivid. However, due to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diversity between Han and Uyghur people, Chinese 
idioms often fail to convey their meaning when translated into Uyghur. Based on the Chinese-Uy-
ghur bilingual edition of Xinjiang Dai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idioms through 
statistical, documentary and analytical method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ioms in the exam-
ple sentences,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Chinese idioms in dimensionality, s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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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yghur learners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solve the phenomenon of word 
incomprehension in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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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惯用语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表达方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而新闻是人民

群众在生活中主要的信息来源。惯用语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新闻则需要简明扼要地表达出重要事件。

新闻报道中使用惯用语使得新闻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

文化多样性，惯用语在翻译成维吾尔语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词不达意的问题。因此惯用语能否准确翻译

会对读者理解新闻内容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本文以《新疆日报》的新闻内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新闻

内容中惯用语的分析，归纳维译方法，得出一些惯用语翻译注意的要素。 

2. 新闻中惯用语的界定 

新闻报道中有许多三音节词，由于三音节词与三音节惯用语字数相同，因此，我们在研究惯用语时，

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曾靖雯(2019)对三音节惯用语的界定为以动宾式为主体的口语化三音节定型短语

[1]。王欣欣、王宇枫(2017)认为在三音节词与惯用语的区别上，扩展法是一个重要方法，如“拖后腿——

拖谁的后腿”“成气候——成什么气候”，同时三音节体词性惯用语基本可以看作三音节词[2]。结合上

文惯用语定义可知，惯用语大多由三音节构成，但三音节词不一定是惯用语。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字数判

断三音节词一定是惯用语，还应综合分析考量。 

(1) 在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中国仍是促进全球发展的“主引擎”。(《新疆日报》2024 年 1 月 2 日) 

dunjɑ iqtisɑdi pɛskojʁɑ ʧyʃyp qɑlʁɑn ɑrqɑ kɸrynyʃtɛ, ʤuŋɡo jɛnilɑ jɛrʃɑriwi tɛrɛqqijɑtni ilɡiri syridiʁɑn “ɑsɑsij motor” 

boldi. 

“主引擎”通常指机械系统或动力系统中的主要发动机或动力源。在现代语境中，也可以引申为某

个系统或组织的主要推动力或核心部分。原文中的“主引擎”虽是带有比喻色彩的三音节词，但更倾向

于是一个技术术语，多用于书面语并不是口语化的定型短语，故不能称作惯用语。译者采用直译法将“主

引擎”译为“ɑsɑsij motor”，更利于读者理解原文内容。此类三音节词与惯用语在结构、语义上较为相

似，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加注意。 

(2) “只有当好‘领头羊’，村民才能喜洋洋。”(《新疆日报》2024 年 3 月 28 日) 

pɛqɛt jɑχʃi bɑʃlɑmʧi bolʁɑndilɑ, kɛnt ɑɦɑlilirini χuʃɑl qilʁili boldi. 

例句中“领头羊”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容在某个领域或行业中起引领作用的人或组织。该词语

广泛出现在日常口语中，通俗易懂，故此类词语可以确定为是体词性惯用语。译者采用意译法将“领头

羊”翻译为“bɑʃlɑmʧi”，准确地表达了原文意思，更便于读者体会到原文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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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闻中三音节词和惯用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并不完全对等。译者必须具备丰富

的语言知识储备，才能准确翻译出原文的内涵意义。无论是三音节词还是惯用语，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应

当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如何让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内容，感受原文语境，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应

当重视的关键要素。 

3. 新闻中惯用语的特点 

汉语惯用语结构固定，具有独特的感情色彩，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特点。在新闻翻

译中，这些特点同样也是翻译过程中的重点、难点，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以确保对

其进行准确翻译。 
(一) 惯用语的感情色彩 
惯用语是最典型褒贬色彩浓厚的短语[3]。新闻内容中，惯用语的感情色彩也十分明显，使用恰当的

惯用语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还能增强新闻的传播效果。 

(3) 如果领导干部对形式主义的实质和根源认识不深刻、不透彻，那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就有可能沦

为“走过场”，在后续工作中甚至会导致形式主义问题反弹。(《新疆日报》2024 年 6 月 23 日) 

ɛɡɛr rɛɦbirij kɑdirlɑrniŋ ʃɛkilwɑzliqniŋ mɑɦijiti wɛ mɛnbɛsiɡɛ bolʁɑn tonuʃi ʧoŋqur bolmisɑ, ɛtrɑpliq bolmisɑ, ʃɛkil-

wɑzliqni tyzɛp ɑsɑsij qɑtlɑmniŋ jykini jeniklitiʃ χizmiti “rɛsmijɛtʧilik” kɛ ɑjlinip qeliʃi, kejinki χizmɛtlɛrdɛ ɦɛttɑ ʃɛkilwɑzliq 

mɛsilisiniŋ qɑjtɑ kɸrylyʃiɡɛ sɛwɛb bolup qeliʃi mumkin. 

“走过场”在汉语中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形容工作态度不认真，敷衍了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同样采用了具有贬义色彩的“rɛsmijɛtʧilik”，以此做到了不改变原文语义。 

(4) 抓住机遇，实现今年各项工作“开门红”，是大家共同的愿景。(《新疆日报》2024 年 4 月 5 日) 

pursɛtni ʧiŋ tutup, bu jilliq tyrlyk χizmɛtlɛrdɛ “tunʤi iʃni ʁɛlibilik bɑʃlɑʃni” iʃqɑ ɑʃuruʃ kɸpʧilikniŋ ortɑq ɑrzusi. 

“开门红”最初是指新年或某个重要的开始，象征着吉祥和好运。在现代语境中，常被用来比喻在

某个新的阶段或项目开始时，取得了良好的开端或初步的成功。从使用语境不难看出这个词具有浓厚的

褒义色彩，原文中同样用这个词生动表明了希望取得良好的开端。译文中将“开门红”译为“tunʤi iʃni 
ʁɛlibilik bɑʃlɑʃni”维吾尔语字面意义为“第一件事是胜利的开始”。译者通过意译的方法准确地还原出原

文意义。 
(二) 惯用语的文化内涵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汉语惯用语具有其

很深的文化内涵，它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来源，映射出汉民族的心理，体现出人们的生活习俗[4]。新闻语

言文字追求简练和精确，但同时也需要传达一定的文化内涵，汉语惯用语的翻译更是一种对文化的翻译，

这要求译者对汉民族文化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才能准确表达出新闻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5) 甚至有人调侃：“职业运动员跑 400 米简直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新疆日报》2024 年 4 月 7 日) 

ɦɛttɑ bɛzilɛr ʧɑqʧɑq qilip, “kɛspij tɛnɦɛrikɛtʧilɛrniŋ 400 metirʁɑ jyɡyryʃi χuddi ɦɑlɑkɛt ɡirdɑbiʁɑ berip qɑjtip kɛlɡɛnɡɛ 

bɑrɑwɛrǃ” dejiʃidu. 

“鬼门关”原指中国古代地名，由于该地环境恶劣，瘴气弥漫，将其视为生死界限的象征。在现代

汉语中，“鬼门关”常被用来比喻极度危险的境地或极其艰难的处境。译者为贴近该词所体现的文化内

涵，将“鬼门关”意译为“ɦɑlɑkɛt ɡirdɑbiʁɑ”来形容面临巨大压力和风险。  

(6) 牵住项目这个“牛鼻子”，从项目切入、以项目带动、用项目支撑，新疆大地催生出更多新动能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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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突破点、提效率的关键点。(《新疆日报》2024 年 1 月 5 日) 

tyrdin ibɑrɛt bu “ɦalqiliq tutqɑ” ʧiŋ tutulup, iʃ tyrdin bɑʃlinip, tyr ɑrqiliq tyrtkɛ bolunup, tyr ɑrqiliq tirɛk bolunup, ʃinʤɑŋ 

tupriqidɑ teχimu kɸp jeŋi ɦɛrikɛt ienerɡijɛsiniŋ ɸsyʃ nuqtisi, qurulmini tɛŋʃɛʃniŋ bɸsyʃ nuqtisi, ynymni ɸstyryʃniŋ ɑʧquʧluq 

nuqtisi bɑrliqqɑ kɛldi. 

“牛鼻子”指的是牛的头部前端的突出部分，是牛呼吸和嗅觉的重要器官。在现代语境中，通常指

代某个事物或问题的关键环节或主要矛盾。在这个例句中，译者用意译的方法将“牛鼻子”译为容易理

解的“ɦalqiliq tutqɑ”。 
由于汉民族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存在显著的多样性，汉语惯用语与维吾尔语无法做到一一对应，在

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熟知两种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内涵才能更准确地翻译出原文内容。 
(三) 惯用语的时代特色 
惯用语主要来自日常生活，在语言中使用频率较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短语、

句子通过不断变化，形成了新的惯用语。可以说，惯用语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

惯用语的使用可能会非常活跃，而另一些则可能逐渐被淘汰。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新闻中频繁出现

的三字格短语容易与惯用语混淆，如：“访惠聚”、“放管服”等属于缩略语，(缩略语就是根据人类的

语言经济原理，把一个长的语言单位压缩成简洁的语言[5]。)这点需要我们多加注意。 

(7) 考虑问题、部署工作绝不“拍脑袋”决策，杜绝无必要的“上午发文、下午上报”。(《新疆日报》2024 年 6 月

23 日) 

mɛsililɛrni ojliʃiʃ, χizmɛtlɛrni orunlɑʃturmɑ qiliʃtɑ ɦɛrɡizmu “peʃɑniɡɛ uruplɑ” tɛdbir bɛlɡilimɛslik, zɸryr bolmiʁɑn 

“ʧyʃtin burun ɦɸʤʤɛt tɑrqitiʃ, ʧyʃtin kejin juqiriʁɑ jollɑʃ” ni tosuʃ kerɛk. 

“拍脑袋”原本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用手拍打自己的头部。在现代汉语中，“拍脑袋”常被用来

比喻一种凭主观臆断或缺乏科学依据的决策方式。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直译的方法将“拍脑袋”翻

译为“peʃɑniɡɛ uruplɑ”更加通俗易懂。 

(8) 新疆文旅“放大招”，做好春季旅游文章。(《新疆日报》2024 年 4 月 14 日) 

ʃinʤɑŋ mɛdɛnijɛt-sɑjɑɦɛttɛ “zor tɛdbirlɛrni jolʁɑ qojup”, ɛtijɑzliq sɑjaɦɛt iʃini jɑχʃi qildi. 

“放大招”最初来源于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指的是玩家在关键时刻使用威力巨大、效果显著的技

能。而在当今社会“放大招”被广泛用于比喻采取重大措施或行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或效果。此处，译

者采用意译的方法将“放大招”译为“zor tɛdbirlɛrni jolʁɑ qojup”“实施重大举措”，达到了读者易理解、

句子生动形象的效果。 
惯用语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出现的惯用语，深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背

景和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对惯用语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其展现的社会状况[6]。新闻作为时效性极强的

信息载体，其使用的惯用语同样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因此，在翻译这类词语时，译者必须充分

结合时代背景，深入理解其内涵，才能准确传达其意义。 

4. 新闻中惯用语的维译分析 

新闻内容语义必须要精准，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联系上下文具体分析。翻译惯用语时，需要把握整句

的意思再进行翻译，常用的翻译方法有直译法、意译法、直译兼意译法。 
(一) 直译法 
直译法是保留原语形式和原语语义的翻译方法，最能生动形象地表达原语，多用于含有比喻修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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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惯用语翻译[7]。 

(9) 在托万克温村，木沙江始终坚守初心，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成为村民的“主心骨”。(《新

疆日报》2024 年 4 月 6 日) 

tɸwɛnkion kɛntidɛ, musɑʤɑn bɑʃtiŋ-ɑχir ɛslij mɛqsɛttɛ ʧiŋ turup, ɛmɛlij ɦɛrikiti ɑrqiliq kɛnt ɑɦɑliliriniŋ “tɑjɑnʧ” iʁɑ 

ɑjlɑndi. 

“主心骨”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比喻起核心作用的人或事物，而“tɑjɑnʧi”在维吾尔语中有“骨干”、

“支柱”的含义。因此，译者将“主心骨”直译为“tɑjɑnʧi”。 

(10) 近年来，新疆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逐季度吹响“开工号”，天山南北形成抓项目、促投资、稳

增长的生动发展局面。(《新疆日报》2024 年 2 月 27 日) 

jeqinqi jillɑrdin bujɑn, ʃinʤɑŋ tyr quruluʃidin ibɑrɛt ɦɑlqiliq tutqini ʧiŋ tutup, “iʃ bɑʃlɑʃ burʁisi” ni pɛsil qoʁliʃip jɑŋrɑtti, 

tijɑnʃɑnniŋ ʤɛnubi-ʃimɑlidɑ tyrlɛrni tutuʃ, mɛblɛʁ seliʃni ilɡiri syryʃ, ieʃiʃni muqimlɑʃturuʃtin ibɑrɛt ʤɑnliq tɛrɛqqijɑt wɛzijiti 

ʃɛkillɛndi. pursɛtni ʧiŋ tutup, bu jilliq tyrlyk χizmɛtlɛrdɛ “tunʤi iʃni ʁɛlibilik bɑʃlɑʃ” ni iʃqɑ ɑʃuruʃ kɸpʧilikniŋ ortɑq ɑrzusi. 

“开工号”原指封建社会准备进行某一重大工程时，人们为了工程顺利而在开工前吹的号角，现多

指工程的顺利开始。译者为了符合原文语义，将此直译为“开工的号角”“iʃ bɑʃlɑʃ burʁisi”。上文例(6)
将“牛鼻子”译为“ɦalqiliq tutqɑ”采用的则是意译法。 

(11) “他呀，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戴宏的父母自豪地对总书记说。(《新疆日报》2024 年 3 月 24 日) 

u ɑilimizniŋ tywrykiǃ dedi dɛj χuŋniŋ ɑtɑ-ɑnisi pɛχirlɛnɡɛn ɦɑldɑ bɑʃ ʃuʤiʁɑ. 

在日常生活中，“顶梁柱”被用来比喻在家庭中承担主要责任和支持作用的人。“顶梁柱”在翻译过

程中有“tɑjɑnʧi、tywryki”两种解释，“tɑjɑnʧi”更多表现是依靠的意思，而“tywryki”既可以体现家中

支柱的含义，更具有表达直观、形象的特点，且褒奖色彩浓厚。所以为深度还原原文所表达的内涵，例

句(9)直译为“tɑjɑnʧi”，此句则应直译为“tywryki”。 
(二) 意译法 
由于维汉两种语言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语系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两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

方式和形象联想，在翻译时，所承载的深层含义常无法在译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时可采用意译法[8]。 

(12) 抓住机遇，实现今年各项工作“开门红”，是大家共同的愿景。(《新疆日报》2024 年 4 月 5 日) 

pursɛtni ʧiŋ tutup, bu jilliq tyrlyk χizmɛtlɛrdɛ “tunʤi iʃni ʁɛlibilik bɑʃlɑʃ” ni iʃqɑ ɑʃuruʃ kɸpʧilikniŋ ortɑq ɑrzusi. 

此句，译者将“开门红”译为“tunʤi iʃni ʁɛlibilik bɑʃlɑʃ”，与例句(4)使用了相同的词语，都采用了

意译的方法，表达了“希望有个好的开始”的涵义。 

(13)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要把两会精神融入工作实践，当好群众“代言人”，办好为民“贴心事”。(《新

疆日报》2024 年 1 月 31 日) 

ɑsɑsij qɑtlɑm χɛlq qurultij wɛkili boluʃ sypitim bilɛn, ikki jiʁin roɦini χizmɛt ɛmɛlijitimɡɛ siŋdyryp, ɑmminiŋ jɑχʃi 

“wɑkɑlɛtʧisi” bolup, χɛlqniŋ “kɸŋliɡɛ jɑqidiʁɑn iʃlɑr” ni jɑχʃi qilimɛn. 

“代言人”汉语中多指为某种商品做推广的知名人士。原文中“代言人”并非是为商品做推广，更

多含有“代表”、“代理”的含义。因此意译为“代理人”，则维吾尔语表达为“wɑkɑlɛtʧisi”。 

(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

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疆日报》2024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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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ɑʃ ʃuʤi ʃi ʤinpiŋ mundɑq kɸrsɛtti: “χɑs kɛsiplɛrni rɑwɑʤlɑnduruʃ jezɑ-kɛntlɛrni ɡyllɛndyryʃni iʃqɑ ɑʃuruʃtiki muɦim 

jol, ʻjɛrlik χɑs mɛɦsulɑt’ iʃlirini kyʧɛp jɑχʃi qilip, kɛsiplɛrni ɡyllɛndyryʃ ɑrqiliq jezɑ-kɛntlɛrni omumjyzlyk ɡyllɛndyryʃni ilɡiri 

syryʃ kerɛk.”  

“土特产”是指某个地区特别出名，且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译者采用意译法将“土特产”翻译为

“jɛrlik xɑs mɛɦsulɑt”，准确地翻译出了每一个字的意义。 
(三) 借用法 
借用法实际是意译法的一种，只是在意译过程中更要讲究些[7]。一些含有比喻色彩的惯用语在翻译

过程中无法采用直译的方法，而维吾尔语中恰好有与之意义相近的词或熟语。借用便是用维吾尔语中意

义相近的词或熟语代替汉语原句中的惯用语。这样不仅能准确翻译出原文语义，还能保留原文语言风格。 

(15)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整合重组也让国企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进一步提升。(《新疆日

报》2024 年 1 月 7 日) 

iqtisɑd, ʤɛmijɛt tɛrɛqqijɑtidiki “turɑqlɑʃturʁuʧ” boluʃ sypiti bilɛn, biriktyryp qɑjtɑ tɛʃkillɛʃ jɛnɛ dɸlɛt kɑrχɑniliriniŋ jɛr-

likniŋ juqiri sypɛtlik tɛrɛqqijɑtiʁɑ mulɑzimɛt qiliʃtiki jetɛklɛʃ kyʧini jɛnimu ɸstyrdi. 

“压舱石”原指空船时用于稳定重心的石头，现多用于起稳定、保障作用的事物。维吾尔语中没有

对应的词汇，但有意义相近的词汇，维吾尔语“turɑqlɑʃturʁuʧ”具有“稳定剂”，“稳定器”的含义，与

汉语“压舱石”所表达的意义相近。所以，结合语境将“压舱石”采用借用法译为“turɑqlɑʃturʁuʧ”。 

(16) 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紧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各环节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技术，

培育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加大科研投入和攻关，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支撑能力。(《新疆日报》2024 年 8 月 27

日) 

jiʁindɑ mundɑq tɛkitlɛndi:pɛn-teχnikidɑ jeŋiliq jɑritiʃni zor kyʧ bilɛn ɑlʁɑ silʤitip, kɸmyrdin pɑkiz, juqiri ynymlyk 

pɑjdiliniʃniŋ ɦɛrqɑjsi ɦɑlqiliridiki ɑʧquʧluq, jɑdroluq teχnikilɑrʁɑ, bolupmu “ɡɑlni boʁidiʁɑn” teχnikilɑrʁɑ ʧiŋ qɑdilip, bir 

tyrkym kɛspij iχtisɑsliqlɑrni jetiʃtyryp, kirɡyzyp, pɛn tɛtqiqɑt selinmisi wɛ ɸtkɛlɡɛ ɦuʤum qiliʃni zorɑjtip, kɸmyrdin pɑkiz, 

juqiri ynymlyk pɑjdiliniʃniŋ pɛn-teχnikɑ tiriki iqtidɑrini ɸstyryʃ kerɛk. 

“卡脖子”是指用手掐住别人的脖子，比喻掌握了对方的要害和弱点。在该例句的维译中，“ɡɑlni 
boʁidiʁɑn”形容掐住咽喉的动作，“boʁidiʁɑn”可以译为“咽喉”，与“卡脖子”动作一致，所以译者

在充分理解原文语义后，将“卡脖子”意译为“ɡɑlni boʁidiʁɑn”。 

(17) 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一刀切”“一风吹”、只唯上不唯实，向“不想改”“不

敢改”“不愿改”“不会改”说不，砥砺“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2024 年 8 月 26 日) 

ʃɛkilwɑzliq, bijurokrɑtliqqɑ qɛtij qɑrʃi turup, “ɦɛmmini bir tɑjɑqtɑ ɦɛjdɛʃ” “bir mɛɦɛl ɦɛ dɛp iʃlɛʃ”, juqiriniŋkinilɑ ɑsɑs 

qilip, ɛmɛlijɛtni ɑsɑs qilmɑsliq ɦɑdisiliriɡɛ qɛtij qɑrʃi turup, “ɸzɡɛrtiʃni ojlimɑsliq” “ɸzɡɛrtiʃkɛ ʤyrɛt qilɑlmɑsliq” “ɸzɡɛrtiʃni 

χɑlimɑsliq” “ɸzɡɛrtiʃni bilmɛslik” kɛ jɑq dɛp, “tɸɦpɛ jeziʃtɑ mɛn bolmisɑmmu bolidu” dɛjdiʁɑn mɛnzil wɛ “tɸɦpɛ qoʃuʃtɑ 

ʧoqum mɛn boluʃum kerɛk” dɛjdiʁɑn mɛsulijɛtʧɑnliqni ʧiŋitiʃ kerɛk. 

“一刀切”比喻不顾实际情况，强求划一。维吾尔语中也有与其语义对应的表达，将其翻译为“ɦɛmmini 
bir tɑjɑqtɑ ɦɛjdɛʃ”，意思是“全部一棍子驱赶”。 

(四) 直译兼意译法 
由于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汉维惯用语根本不对应或半对应的情况占大多数，但仍然有一小部分由于

文化重合，无论在形象方面还是寓义方面正好巧合。这时便可采用直译兼意译法进行翻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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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阿卜杜杰力力·阿卜杜柯热木扮演的精绝首领完全就是编剧笔下那个诙谐幽默的小城主，尤其那种“妻管严”

的味道，与他高大的身材形成戏剧性的反差。(《新疆日报》2023 年 3 月 9 日) 

ɑbduʤelil ɑbdukerim rol ɑlʁɑn ʤiŋʤɸ bɛɡliki ɑtɑmɑni senɑrist qɛlimidiki ɑʃu qiziqɑrliq wɛ jumurluq kiʧik bɛɡniŋ 

tɑmɑmɛn ɸzi idi, bolupmu u jɑrɑtqɑn“xotunidin qorqidiʁɑn” obrɑz uniŋ bɛstlik qɑmiti bilɛn dirɑmɑtik pɛrq ɦɑsil qilʁɑnidi. 

“妻管严”在汉语中与“气管炎”谐音，形容害怕老婆的男人，在进行维译时，直译或意译都无法准

确表达原句语义，因此采用直译兼意译法，译为“害怕老婆的”维吾尔语“xotunidin qorqidiʁɑn”。在维

吾尔族群众的口语中，“妻管严”还有更加贴切的翻译——“sɑjmɑxun”。 

(19) 因此，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确保“一把手”当好“第一责任人”，就抓住了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的关键。(《新疆日报》2024 年 6 月 23 日) 

ʃuŋɑ, rɛɦbirij kɑdirlɑrdin ibɑrɛt bu “ɑʧquʧluq ɑz sɑnliqlɑr” ni jɑχʃi tutup, “birinʧi qol rɛɦbɛr” niŋ “birinʧi ʤɑwɑbkɑr” 

boluʃiʁɑ ɦɛqiqij kɑpɑlɛtlik qiliʃ ʃɛkilwɑzliqni tyzɛp ɑsɑsij qɑtlɑmniŋ jykini jeniklitiʃniŋ ɑʧquʧini tutqɑnliq bolidu. 

“一把手”在汉语中一般用来形容某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人。译者采用直译兼意译法将“一把手”译

为“birinʧi qol rɛɦbɛr”，既译出了“手”的意义，也译出了“领导”的意义。 

5. 结语 

汉语惯用语大多源自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惯用语通常采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赋予语言

幽默、诙谐的效果。新闻内容需要准确，精练，恰当使用惯用语可以增强语气，更利于读者理解，但需谨

慎，不能滥用。汉语惯用语进行维译时，需要译者深入理解其蕴含的内在意义和文化背景。因为汉民族

与维吾尔族文化习俗不同，汉语惯用语也无法与维吾尔语一一对应，这要求译者还必须同时对两个民族

的文化有一定的积累和较深的理解。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惯用语也在不断演变和创新，译者也要不

断学习，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准确翻译各类文章，传达出原文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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