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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认知语用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它颠覆了传统语用学对语言规则的静

态分析，将语言交际视为一种动态的推理过程，强调人类通过寻求“最佳关联”来优化认知资源的分配。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跨概念域的映射创造新意义。关联理论强调，这种映射并非静态的“概念替换”，而

是听话者在动态语境中通过推理捕捉最佳关联的过程。隐喻的理解依赖听话者调用认知环境中的多元信

息(如文化背景、个人经历)。《西游记》对女妖外貌形象的描述，蕴含着丰富的隐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

值和文化内涵。余国藩英译本《西游记》通过明示意象映射法、语境适配的意译转换法、推理支持型显

性加注法以及非关联信息过滤优化法等策略，传达了原著中女妖外貌形象的隐喻含义，使原文与译文达

到了最佳关联。分析对女妖外貌描写的隐喻翻译，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中国文化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策略，

架设文明互鉴之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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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evance Theory, a core framework in cognitive pragmatics, revolutionizes traditional pragmatic 
analysis by re-framing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s a dynamic inferential process. It posits that hu-
mans optimize cogni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the pursuit of “optimal relevance”. The es-
sence of metaphor lies in cross-domain conceptual mapping that generates novel meanings. Con-
trary to static “conceptual substitution” models, Relevance Theory emphasizes that metaphor com-
prehension involves listeners dynamically capturing optimal relevance within evolving contexts, 
drawing upon multivariate cognitive resources such a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personal experi-
ences.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s of female demon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embody rich meta-
phors possessing significant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depth. Anthony C. Yu’s English translation 
employs four strategic approaches: explicit image-mapping, context-adaptive free translation, in-
ference-supported explicit annotation, and non-relevant information filtering. These methods ef-
fectively convey the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in the original text’s depictions of 
demonesses’ appearances, achieving optimal relevance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Analyzing 
the metaphor translation of these female demons portrayals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fin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and bridging civilizations through enhanced cul-
tur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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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其人物形象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历来吸引了无数研究者。

在众多角色中，女妖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郭红英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比

较归纳法，探讨了女妖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李逸秋运用女性主义、原型理论等方

法，具体分析了女妖群体的形象，包括女妖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史威和高春燕通过分析《西游记》中

不同类型的女妖形象，探讨了这些形象如何反映明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女性地位以及人情人性。其他的

研究也对女妖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如“红颜祸水”式、“才女贤妻”式和另类女妖等，深入分析了其

性格特征和社会文化意义，但鲜有对其形象英译的研究。《西游记》中对女妖的外貌描写富含隐喻，辞

藻华丽、语言优美，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女妖形象中所蕴含的隐喻意义忠实而准确地传达

出来，不仅有助于传播中国特色文化，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同时也能增进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外貌

描绘词汇的理解，展现中国语言之美。关联理论揭示翻译是通过在源语意图与译入语读者认知间建立最

佳关联，以最小认知努力实现最大语境效果的认知交际过程。余国藩的《西游记》英译本以其严谨的学

术考证、丰富的文化阐释和生动的文学再现，成为西方汉学界公认的权威全译本，搭建了中西文学对话

的桥梁。以下将结合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分析余国藩英译本对女妖外貌描写中隐喻的翻译，揭示余国

藩如何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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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隐喻翻译与关联理论 

隐喻，亦称简喻或暗喻，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不直接言明而借由一种事物来暗示另一种

事物的比喻方式。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

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1]。隐喻通过将一种事物或概念比喻成另一种

事物或概念，来比较或表达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比较并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超越事物本身含义，创

造一种比喻性的内在关联。日常生活和文学表达中处处可见隐喻，本文着重论述其在文学表达中的运用。

它将抽象的情感与思想雕琢成具象的艺术形象，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隐喻是隐晦的、形象的，

它不像明喻那样直接使用“像”、“如”、“似”等比喻词来描述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是通过语言

的暗示，让读者在理解的过程中，通过联想和推理自行构建出相似性，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象和解读的

空间。同时，隐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是文化

传承和交流的重要方式。 
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翻译的关联性研究最早来源于 1986 年出版的法国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英国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2]。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关联原则，包括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指出，人类的

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程度的关联性；而交际原则则强调，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

备最佳的关联性[3]。关联理论将关联性视为从输入到认知过程中的一种特性，如话语、思想、行为、情

景等。关联性的程度由两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即认知效果和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4]。近年来，

关联理论在文化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本质与关联

理论所探讨的交际行为相契合。关联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译者理解原文作者的

交际意图，并在目标语言当中找到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表达方式。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隐喻翻译是包含多层面认知推理和语境分析的过程。译者在翻译时面临着

双重挑战：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对原文隐喻意义进行分析；同时也是译文的作者，以目标语读者能读

懂的方式来传达原文隐喻意义。在关联理论指导下，译者首先应对原文语境进行分析，即语言语境和认

知语境，才能充分理解原文隐喻意义。之后，译者需要基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选择最恰当的表达

方式来传达原文隐喻意义。这需要译者进行深入的认知推理和语境匹配，找到在目标语中能产生相似语

境效果和认知关联的表达。 

3. 关联理论视角下女妖形象隐喻英译 

《西游记》中对女妖形象的描写，隐喻丰富，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揭示了形形

色色的人性弱点。译者在翻译女妖形象描写的隐喻时，必须综合考虑原著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三方的

认知语境，合理运用翻译策略，力求实现原文与译文的最佳关联。 

3.1. 女妖群像概述 

据统计，共有 12 人(伙)女妖在取经路上与唐僧师徒四人发生正面交锋：尸魔白骨夫人(27 回)、金角

大王的生母九尾狐(34 回)、灵感大王的义妹斑衣鳜婆(48 回)、于毒敌山琵琶洞作祟的蝎子精(55 回)、掌管

芭蕉扇的铁扇公主罗刹女(59 回)、牛魔王爱妾玉面公主(60 回)、九头虫怪之妻万圣宫主(63 回)、荆棘岭杏

仙(64 回)、盘丝洞栖身的七个蜘蛛精(72 回)、比丘国妖白面狐狸(78 回)、于陷空山无底洞藏身的金鼻白毛

老鼠精(80 回)、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95 回)。她们大都由动物化成人形，一心想要修炼成仙。作者通过丰

富细腻的外貌描写，将这些女妖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对白骨夫人、杏仙、铁扇公

主、玉面公主、蜘蛛精和老鼠精等女妖的外貌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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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夫人”作为典型的长生女妖，三次变换身形诱惑唐僧，试图获取唐僧肉身以达长生不老。这

充分展现了其对生命永恒的极端追求以及不择手段的贪婪本性。佛教专门有个修止观的方法，叫白骨观，

是不净观的一种，“白骨观”的基本功能是破除贪欲，尤其是破除人对情欲淫心的执着[5]。对“白骨夫

人”这一形象的描写，正是作者为了表达这一内涵所创作出的生动形象的转语。“蜘蛛精”为《西游记》

独创之妖群，乃七只修炼成精的蜘蛛，居于盘丝洞，貌美而心毒。此形象源自远古人类对自然之力的畏

惧与想象。古时人类力微，常与自然抗争，对无法解释之现象，如毒蜘蛛咬伤之痛，因无法医治而心生

恐惧，遂创造出“蜘蛛精”等妖怪形象，以夸张描绘动物与灾害的威胁。由于雌蛛毒性更强，所以“蜘蛛

精”常被描绘为女性形象[6]。蜘蛛精的形象，根植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与想象的融合。七姐妹擅长织网

设陷，以美貌为饵，诱捕行人，图谋害死唐僧师徒，助其修炼。她们武艺高强，兼通法术，为取经之路平

添重重险阻，成为《西游记》中集危险与诱惑于一身的反派形象。 
“铁扇公主”(罗刹女)，居住在火焰山，持有能灭火焰的神奇芭蕉扇。其性格复杂多维，集狡黠奸诈

与温柔多情于一体，复仇心切又不失人情味。从文学起源来看，铁扇公主的原型主要来源于三个形象：

罗刹女、鬼子母和铁扇仙[7]，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代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的相关元素。虽名“罗

刹”，实则具有人性的复杂情感，非传统恶鬼。其形象映射了情感与道德的冲突，反映出古代社会阶级

矛盾及女性地位问题。“玉面公主”，亦称玉面狸精或玉面狐狸，系牛魔王之妾，居于摩云洞府。《名山

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1 她容貌娇美，风情万

种，擅长撒娇卖萌，家财丰厚而孤弱，以美貌与柔情迷住牛魔王，使得牛魔王长时间不归芭蕉洞，与铁

扇公主生隙。虽然出场不多，但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杏仙”为慕爱之女妖，貌美性柔，以“青姿丹脸”著称，手持杏花，笑眼盈盈，对唐僧爱慕之情溢

于言表，乃“本我”情欲之真实展现，无害他命之意。其原为荆棘岭杏树成精，与四树精为伴，好诗乐

道，颇具才女之风。然其举止言谈间，亦流露出随性风流之态，尽显人性与妖性之交融，是情欲与自然、

人性与妖性交织的艺术典型。老鼠精全称“金鼻白毛老鼠精”，她的毛是白色的，葛洪的《抱朴子·对俗

篇》中说“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小说中说她“三百年前成怪”(《西游记》第 83 回) [8]。她为

陷空山无底洞之鼠妖，因窃食如来香花宝烛而法力大增。擅变化之术，曾化身美女诱骗唐僧。老鼠精狡

黠多谋，与孙悟空屡斗智勇，虽最终失败，其狡诈坚韧，于《西游记》妖界中仍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3.2. 女妖外貌形象隐喻英译 

对女妖外貌描写的隐喻进行翻译，译者需精准传递原文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同时兼顾译文读者阅

读期待，力求使其能够跨越文化障碍，深刻理解女妖形象所承载的多重意蕴和深刻内涵。余国藩在翻译

对女妖外貌描写的隐喻时，巧妙地运用了直译保留意象法、转换释义法、直译加注法和省略不译等策略，

力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将原著的深层含义和艺术魅力传达出来。 

3.2.1. 明示意象映射法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持原文内容、修辞风格和句法结构的一致性，同时保留文化意象和

深层象征意义，而不影响译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当原文与译文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高度契合时，明示意

象能够准确地传递原文内涵，有效减轻译文读者的认知负荷，但仍需兼顾语境的适应性，以确保译文的

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此方法旨在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反应，在意象和体例上保持等量齐观，

做到“形神兼备”。译者在运用此翻译方法时，应尽量减少对原文的改动或解释，通过直译将原文的文

化意象和情感色彩传递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深刻理解原文和译文的文化语境，准确把握两种语言的

 

 

1见《搜神记》卷十八第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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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和共性。 

例 1：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第 27 回) 

Willow brows gather dark green hues; Almond eyes shine like silver stars. 

“柳眉”指的是像柳叶一样细长而弯曲的眉毛，描绘出眉毛的形状，“杏眼”指的是形状与杏仁轮

廓非常相近的眼睛，“willow brows”和“almond eyes”保留了原文的植物隐喻，在此处是一种生动形象

的表达，“柳”和“杏”是人们熟知的植物，译文读者可以轻松理解其形状的隐喻。 

例 2：星眼光还彩，娥眉秀又齐。(第 64 回) 

Luminous star-like eyes; Moth brows neat and refined. 

“星光”比喻眼睛的光芒，传达出眼睛明亮、闪烁如星的意思，“娥眉”也作“蛾眉”，在中文语境

里是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词汇，常用来形容女子眉毛美丽，“star-like”(像星星的)和“moth brows”
保留了“星星”与“蛾”的意象，准确传达了原文的隐喻意义，能在此特定语境下唤起读者对女子眉眼之

美的联想。 

3.2.2. 语境适配的意译转换法 
在特定情境下，某一概念、表达或词汇可以从其原始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以更好地适应当前语境

或满足表达需求，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翻译学、法律解释等众多学科领域。关联理论特别强调语

境的重要性，因此这种转换并非随意进行的，而是必须以当前语境为基础，找到与之具有最佳关联的表达

方式。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转换必须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习俗、惯用表达和语境因素，以确保转换后的

表达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产生与原文相似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将语言交际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在进行转换释义时，同样需要进行类似的推理。这就需要译者根据已有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最恰当的转换

形式。这种推理是在综合考虑词汇意义、语境、文化背景和交际目的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的。 

例 3：翠袖轻摇笼玉笋，湘裙斜拽显金莲。(第 27 回) 

Slender hands hugged by gently swaying green sleeves; Tiny feet exposed beneath a skirt of Hunan silk. 

“玉笋”形容女子的纤纤玉手，洁白如初生的笋芽，“slender”意为苗条的、纤细的；“金莲”形容

女子小脚，足轻如莲、步态轻盈，“tiny”意为微小的、极小的。译文通过直接阐释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深

层文化与情感含义，使英文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和体会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蕴。 

例 4：蛾眉横月小，蝉鬓叠云新。(第 72 回) 

Her moth brows were slanted crescents; Her hair piled up a cobweb bun.  

“蝉鬓”是古代汉族妇女的一种发饰，其鬓发薄黑如蝉翼与蝉身，常被用来形容美女的发型，也借

指妇女。译文没有直接将“蝉”翻译为“cicada”，而是翻译成英文读者更为熟知且易于理解的“cobweb”。 

3.2.3. 推理支持型显性加注法 
为确保原文人物与文化典故得以保留，在传播中国特色文化的同时使译文读者易于理解，余国藩采

用了加注的方法，这种策略融合了明示意象的准确性和注释的补充性。明示意象，保持原文的词汇表达

和句法结构，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信息。这与关联理论中的“最大关联性”原则相吻合，即译者应寻

找与原文最直接相关的译文表达，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直译有时无法完

整地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或文化意蕴。这时，加注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添加注释，译者能够阐释原文

中的文化典故、隐喻、习惯用法等，帮助译文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原文的背景和含义。这与关联理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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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效果”原则相契合，即译者需要通过提供额外信息来增强译文的语境关联性，使译文读者能够更

轻松地理解文本。 

例 5；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笪姬。(第 64 回) 

Seductive and coy like a Tiantai goddess; She seems to be the fair Daji of old. (Daji: 笪姬, a variation of Daji 妲己, 

favorite concubine of King Zhou, last tyrant of the Shang.) 

“笪姬”，亦写作“妲己”，是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宠妃。她以绝世美貌和狠辣手段闻名于世，成为

后世文学作品中反派女性的典型代表。“Daji”这一英文表述，既保留了“笪姬”的音译，又通过详细注

释，向英文读者揭示了这一角色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例 6：锦江滑腻蛾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第 60 回) 

And moth-brows soft and smooth like the River Jin; She surpasses even Wenjun and Xue Tao.(Wenjun: this is Zhuo 

Wenjun 卓文君, a beautiful widow who was moved to elope with her lover, ... Xue Tao 薛涛(768-833), a famous courtesan 

of the Tang, who was reputed to be a gifted poet, ...) 

“文君”音译“Wenjun”，注释补全其名“卓文君”，简述故事背景，并指引《史记》相关篇章，

供英文读者深入探究。“薛涛”音译“Xue Tao”，注释详述其身份成就，突出其诗才与造纸技艺，以及

与元稹、白居易等文人交好，并附有诗选资料，为英文读者提供了解薛涛的途径。 

3.2.4. 非关联信息过滤优化法 
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选择性地过滤掉原文中冗余、重复或对目标语言读者理解整体意义不重要的内

容。该策略旨在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更好地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译文更加精炼流畅。余国

藩注重面向读者创造可读的译本，认为这是一个必需的目标，因为没有它，译文将比原文还难懂；它是

一种不言而喻的骄傲，因为它代表着翻译能够成功，即我们能够暂时、以一种有限的方式颠覆巴别塔[9]。
关联理论指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根据信息的关联性来进行信息加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识别

并优先处理那些对理解整体意义至关重要的信息，忽略关联性较弱或无关紧要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文化差异，原文中的某些内容在目标语言中显得格格不入或难以理解。此时，非关联信息过滤优化

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适应性调整手段。根据关联理论，译者需要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

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删减或改写，以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前提是必须确保这种操作不会

破坏原文的整体意义和语境连贯性。 

例 7：风嘴弓鞋三寸，龙须膝裤金销。(第 59 回) 

Phoenix-bill shoes, just three inches; Trousers with knee-fringes of gold.  

“龙须”指的是装饰在服饰边缘的像龙须一样的细长装饰物，译文将“龙”这一意象省略了，直译

为“fringe”，既不影响原文的意思，又使得译文简洁流畅。 

例 8：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第 60 回) 

A coy, empire-toppling beauty; In slow, sedate steps she walks.  

“步移莲”中的“莲’是一个典型的植物隐喻，源自中国古代对美女行走姿态的描绘，通常用来形

容女子步伐轻盈优美，如同莲花般高洁不俗。在译文中，这一植物隐喻被省略了。“莲”与女人的脚是怎

样联系起来的，可能是英文读者难以理解的，译者在翻译涉及到“莲”这个意象的句子时，没有一句话

是直接保留下来的。译者可能认为，保留这一隐喻对于传达整体信息而言，并非至关重要，而且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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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读者理解上的负担，因此省略不译。这也避免了译文引入过多难以解释的文化元素，从而增强了文

本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4. 结语 

通过聚焦于《西游记》女妖外貌隐喻的翻译，分析余国藩英译策略发现，余国藩在翻译这些文化意

蕴深厚的隐喻时，展现出高超的翻译才能：既精心保留原文文化精髓，确保中国文化特色跨语际传播；

也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文化背景与阅读预期，力求译文既忠实原著，又激发英语读者共鸣。不仅促进了《西

游记》的国际传播与理解，更彰显了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深刻洞察与巧妙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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