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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动词语义韵翻译研究
!

###基于俄汉平行语料库的专业文本

陶
!

源
!

胡谷明

摘
!

要!致使动词语义差别细微(与名词的搭配具有倾向性(表现出积极+中性或消极的

语义韵(是研究翻译问题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双语平行语料库更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真实和较大规模的语料)以俄汉平行语料库为基础(从翻译文本的特征来看(致使

动词语义韵更加趋同于源语(与译入语相比呈现强化的特征*从其成因来看(源语的权势

作用(俄汉语言语义表达式的差异(俄语动词体的差异和学术文本的翻译遵循&忠实原则'

等(导致了翻译文本致使动词语义韵特征的形成)

关键词!俄汉平行语料库*致使动词*语义韵*翻译

致使动词是&主体使客体产生某个行为,处于某种状态+具有某种性质-'的词!

)它

的客体可以是积极+中性或消极义的名词)语料库语言学改变了原有的内省式语料提取

方法和只针对单个词的路径(使得这类研究拓展到搭配+类连接(进而揭示词的语义韵及

语义趋向等(并把致使动词放在一个局部语境中进行定量的考察)

语义韵,

T=78):+(

O

AC/C?

;

-最早是由
T+)(98+A

" 提出的)它指的是关键词项的典型搭

配词在其语境中营造起的语义氛围#

)语言学视角下的语义韵研究首先选定节点词

,

)C?=,CA?

-(在一定的跨距,

/

O

8)

-和类连接,

(C99+

>

8:+C)

-范围内进行(确定语义韵的量范

畴主要有
V

值+

[

值和
]\

值$

)

本文拟以俄汉平行语料库为支撑(采用语料库翻译学的文本对比和数据统计的基本

方法%

(研究致使动词翻译的语义韵特征和转换规律)

一+文献回顾

自语义韵提出以来(学者们对它的分类+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还进行

了语义韵对比研究&

)

唐义均+陈新仁研究了翻译中的语义韵问题)*

)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翻译研究仅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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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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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耀+曾佳!和朱一凡+胡开宝"

)两组学者都对翻译语言中&被'字句的语义趋向+消极语义韵及其与

原创语言的差别进行了论述)

致使动词的语义韵差别较其他词对更加细微(它不同于&被'字句(可能呈现三种语义韵)翻译语言

致使动词的语义韵可能不同于源语和译入语而呈现独有的特征)本文拟根据语义韵研究的基本方法和

语料库翻译学的基本假设(考察学术文本中致使动词的语义韵特征(回答下列问题!

!

-语义韵转换呈现

哪些特征/

0

-翻译语言的语义韵更趋近于源语还是译入语/

5

-转换的动因如何/

二+研究设计

,一-语料选取

本文依托俄
P

汉平行语料库,人文社科类学术文本
PM@L@

-)该库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课题组自

建语料库(在国内尚属首创)语料库初期建设规模为
1""

万词次(包括俄
P

汉平行语料库和汉语学术文

本类比库(分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文学+翻译学和语言学四个子库(后期将增加管理学+历史学和文化

学(最终达到
!"""

万词次)目前进行了元文本和词法标注(后期拟增加句法和部分语义标注)本研究

所选的为其中两个子库!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语言学(具体情况见表
!

)

表
#

!

依托语料库情况表

平行语料库 可比语料库
俄语词 汉语字 样本数 汉语字 样本数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

(

!"" 4!"

(

%1& $ &14

(

4!% $

语言学
1&%

(

45% %11

(

50& 5 431

(

1$& $

合计
3%&

(

%5% !

(

1&&

(

!%0 4 !

(

$15

(

0&$ $

由表
!

可知(两子库俄+汉语部分的总形符数相差不大(平行库的汉语部分和类比库的形符数均比

为
!

!

!

左右(语料选取较为均匀(下文得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内容涵盖政治学和语言学两大领域(基

本能够代表人文社科类学术文本的语言特征)

,二-研究设计

翻译的语言特征是语料库翻译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D8*=A

# 提出了&显化'+&简化'和&范化'*黄立

波$

,

0""4

-探索了&显化'和&隐化')潘峰+胡开宝%根据&荷恩等级'理论(提出强化+弱化)这些研究多

考察翻译语言在结构层面的变化(而翻译的语言特征还可表现在语义和语用层面)而且(&目前(具体语

言对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局限于英汉语言特征(而关于日汉+德汉和法汉等翻译语言特征的研究非常少

见)'

&俄汉的研究更是没有触及(本文正是尝试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卫乃兴)根据
T:-SS/

* 的论述(把语义韵分为积极+中性或错综语义韵和消极语义韵(并把显著搭

配词的积极+中性+消极作为确定节点词语义韵的依据)他通过与节点词搭配的消极义词汇的&大量'与

否(提出专业文本
(8-/=

的消极语义韵比其他文本&浓重'(也比同为消极义节点词的
+)(-AA=?

&浓重')

李小红+卫乃兴把节点词表达&积极'+&消极'态度意义的频数与节点词总频数的相对比值称为&语义韵

力度',

O

AC/C?+()CA7

-)因此(同一语义韵节点词的力度和强度也可能不同)

据此(本文拟提出语义韵翻译的&强化'和&弱化'假设)我们认为(消极语义韵强有两个方面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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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

源 等!致使动词语义韵翻译研究

现!,

!

-搭配词中消极义词汇所占的比例越大(语义韵力度越大(消极语义韵越强*,

0

-最显著搭配词的
V

值越大(消极语义韵也越强)

根据卫乃兴!的分类(本文将选取表示&导致(引起(促成'义的俄语致使动词
;

<

=>?@A=BC?D

E

,消

极-(

>FG>HAI

(

JHAI

,中性或错综-(

@;K@KL@A>K>HAI

,积极-为对象对俄汉翻译中的语义韵转换问题进行探讨)

&原因#驱动'是致使动词的共同语义特征)本文选取的四个词属于&表纯使役关系的动词'(这类

动词&只表示主体促使+诱发客体进行行为(驱使兼体发生变化)'

"而这四个动词的语义又存在细微的

差别(根据
!"#$%&

词典(它们的语义分别是!

;

<

=>?@A=BC?D

E

!

JK>?@A=JKBHBKMK

P

N

#

'%()*+(,&-.

#

,导致某种后果-

>FG>HAI

!

/#(,#&-,0;KO>=AI@O

(

BHB

<

?G

E

)

AHA

#

,使出现(引起-

JHAI

!

JK@AH>NOAI

(

;

<

=PK@=AIBHB

1

*/

2

)0,#,

#

,使出现(带来某种结果-

@;K@KL@A>K>HAI

!

KBHGHAI%3%

4

0

(

@KJ?Q@A>K>HAI

#

,提供帮助(促进-

由上可知(这四个动词语义相近(表示&促使+诱发'(可以组成一个义群(只是各动词的搭配不同(其

褒贬色彩和语义韵也就不同)

R

HAI

促使产生&结果'(为中性语义韵*

;

<

=>?@A=BC?D

E

促使产生&后果'(

呈消极语义韵*

@;K@KL@A>K>HAI

的搭配词是&帮助'(呈积极语义韵*

>FG>HAI

对应该义群的核心词

GH@AH>=AI

,使-和
;K

<

KJ=AI

,引起-(其中
GH@AH>=AI

完全呈中性(而
;K

<

KJ=AI

呈消极语义韵(因此
>FG>HAI

的语义韵为消极偏中性)这四个动词基本代表了俄语致使动词&纯使役关系'的各类型(可以较为全面

地考察汉译俄语学术文本致使动词的语义韵特征)

根据上述的语义韵研究基本方法(为了验证&强化'+&弱化'假设(本文拟进行以下操作!,

!

-检索四

个节点词的类连接(计算其中频次最高的搭配词与节点词的共现
V

值(验证源语词汇的语义韵假设(计

算它们的语义韵力度*,

0

-在翻译文本中检索节点词的对应词(确定初似对应词#

*,

5

-在翻译文本和类

比库中检索该对应词的类连接(并计算它的语义韵力度和最显著搭配词的
V

值*,

$

-对比源语文本+翻

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的语义韵+语义趋向+语义韵力度和搭配
V

值(发现翻译文本语义韵的特点)

三+结果和讨论

,一-俄语节点词的类连接

运用
,CA?/7+:.

(在
M@L@

俄 语 部 分 检 索 四 个 节 点 词(

;

<

=>?@A= B C?D

E

(

>FG>HAI

(

JHAI

(

@;K@KL@A>K>HAI

分别出现
55&

次+

$"5

次+

0!&

次和
03&

次(按照
h1

"

21

的跨距提取它们的搭配词)排除

对节点词语义韵无预见能力的偶然搭配词(得出主要搭配词和最显著搭配词,共现频率最高-及节点词

的语义韵力度见表
0

)

由表
0

可知(

;

<

=>?@A=BC?D

E

和
>FG>HAI

强烈吸引消极义名词(其中与
;

<

=>?@A=BC?D

E

的搭配词多

表客观的不利因素(如
J?@AHL=N=GHS=O

,不稳定-(

>KQPH

,战争-(

<

H@;HJ

,解体-(

@KB

<

HT?P=?

,缩小-(

KA

<

=SHP=?

,否定-)

>FG>HAI

搭配词多表与人有关的不利因素(如
KGHLKC?PPK@AI

,担心-(

;HP=BH

,惊慌-(

;

<

KA=>K

<

?C=?

,矛盾-(

GHLKN?>HP=?

,疾病-等)

JHAI

的出现频次较高(其搭配词主要是表&概念'

,

;KPOA=?

-+&定义',

K;

<

?J?N?P=?

-+&结果',

<

?G

E

NIAHA

-的抽象名词(它们不含评价色彩(因此
JHAI

呈极强

的中性语义韵)

U;K@KL@A>K>HAI

的搭配多为积极义抽象名词(其中包括表政治经济稳定的!

E

B

<

?;N?P=?

,巩固-(

;K>FV?P=?

,提高-(

<

HG>=A=?

,发展-(表新事物形成的!

W

K

<

D=

<

K>HP=?

,形成-(

>KGP=BPK>?P=?

,出

现-(该词的语义韵呈明显的积极特点)

语义韵不同(各节点词的语义韵力度和
V

值也不同(因此(各词的语义韵强度有所差别)所有
JHAI

的搭配均呈中性(语义韵力度最高(搭配词
<

?G

E

NIAHA

的
V

值最大(中性语义韵最强*

@;K@KL@A>K>HAI

和

>FG>HAI

分属于积极和消极语义韵(力度均大于
3"f

(积极义搭配词
;K>FV?P=?

和
B

<

=A=BH

的
V

值均大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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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1

(积极和消极语义韵显著*

;

<

=>?@A=BC?D

E

的消极语义韵力度大于
%"f

(消极义搭配词

@KB

<

HV?P=?

的
V

值也达到
3#4%

(消极义极强)

表
$

!

节点词搭配及语义韵力度

节点词 主要搭配词 语义韵 语义韵力度 最显著搭配词
V

值

;

<

=>?@A=BC?D

E

N=B>=JHS=O

(

J?@AHL=N=GHS=O

(

>KQPH

(

<

H@;HJ

(

@KB

<

HT?P=?

(

K@NHLN?P=?

(

KA

<

=SHP=?

(

>D?VHA?NI@A>K

(

@AKNBPK>?P=?

(

KL>=P?P=?

(

A

<

?P=?

(

GH

<

HX?P=?

(

H

<

?@A

(

;

<

K>KGMNHV?P=?

(

KAD?PH

(

<

?G

E

NIAHA

(

@KGJHP=?

(

<

?V?P=?

###

消极
%$f

@KB

<

HT?P=?

3#4%

KA

<

=SHP=?

4#&3

BKP

W

N=BA

%#0!

>FG>HAI

KGHLKC?PPK@AI

(

B

<

=A=BH

(

K@

E

XJ?P=?

(

;HP=BH

(

KL?@;KBK?PPK@AI

(

;

<

KLN?DH

(

;

<

KA=>K

<

?C=?

(

A

<

?>KMH

(

@D?

<

AI

(

GHLKN?>HP=?

(

=PA?

<

?@

###

消极
30f

B

<

=A=BH

4#&5

;

<

KA=>K

<

?C=?

1#10

KGHLKC=PK@AI

&#4!

JHAI

<

?G

E

NIAHA

(

@KMNH@=?

(

K;

<

?J?N?P=?

(

;KPOA=?

(

;

<

H>H

(

AKNCKB

(

;K>KJ

###

中性
!""f

<

?G

E

NIAHA

0%#43

K;

<

?J?N?P=?

!3#1&

;KPOA=?

!$#5$

@;K@KL@A>K>HAI

E

B

<

?;N?P=?

(

;

<

?JKA>

<

HT?P=?

(

;K>FV?P=?

(

<

HG>=A=?

(

KLD?P

(

<

?V?P=?

(

E<

?M

E

N=

<

K>HP=?

(

W

K

<

D=

<

K>HP=?

(

;

<

=KL

<

?A?P=?

(

>KGP=BPK>?P=?

###

积极
35f

;K>FV?P=?

%#"5

<

HG>=A=?

4#$1

E<

?M

E

N=

<

K>HP=?

1#4"

,二-翻译文本中初似对应词的确定

运用
O

8A8(C)(

(可检索源语各节点词在译入语中的主要对应词(并把出现频次最多(比例最大的汉

语词确定为初似对应词(见表
5

)

表
3

!

对应词频数+比例及初似对应词

源语节点词 对应词 频数 对应词比例 初似对应词

;

<

=>?@A=BC?D

E

导致
0"& 14#0f

造成
%5 0$#4f

减少,削减+降低-

50 3#1f

促进
!" 0#%f

导致

>FG>HAI

引起
0!% 1$#!f

导致
35 05#!f

造成
%1 0!#!f

引起

JHAI

取得
31 $$#"f

获得
5" !5#3f

得到
5& !&#4f

下,定义-

$" !%#1f

取得

@;K@KL@A>K>HAI

促进
!50 $$#&f

推进
41 01#5f

促使
%0 04#%f

促进

由表
5

可知(每个节点词在翻译文本中有三+四个主要对应词(如
;

<

=>?@A=BC?D

E

译为&导致'+&造

成'+&减少,削减+降低-'或&促进')统计对应词的频次和该词在所有对应词中的比例(可确定
;

<

=>?@A=

BC?D

E

(

>FG>HAI

(

JHAI

(

@;K@KL@A>K>HAI

的初似对应词分别为&导致'+&引起'+&取得'和&促进')

,三-初似对应词的语义韵力度及
4

值

确定了
;

<

=>?@A=BC?D

E

(

>FG>HAI

(

JHAI

(

@;K@KL@A>K>HAI

的语义韵+语义韵力度及其初似对应词(下一

步运用
,CA?/7+:.

在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类比库-中检索+计算各初似对应词的搭配+语义韵力度和
V

值(同样排除偶然搭配词(得出两库中初似对应词的主要搭配词和最显著搭配词,共现频率最高-及该词

的语义韵力度(见表
$

)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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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

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初似对应词的语义韵力度和最显著搭配词
4

值

翻译文本库 原创文本库

初似对
应词

主要
搭配词 语义韵 语义韵

力度
最显著
搭配词 V

值 初似对
应词

主要
搭配词 语义韵 语义韵

力度
最显著
搭配词 V

值

导致

战争+后 果+干
涉+歪曲+结论+

否定+毁 灭+缩
减+冲突+冲突

消极
%3f

削减
3#&5

冲突
%#!&

否定
4#51

导致

差 异+缺 失+模
式+转移+分化+

下 滑+转 型+转
变+混乱+不稳定

消极
41f

转变
&#35

下滑
&#"3

不稳定
$#5&

引起

抗议+反 应+不
安+高涨+后果+

损失+恐 慌+缩
减+偏 离+极 端
化+降低

消极
3%f

不安
4#$&

恐慌
1#"0

反应
&#&%

引起
增 加+危 机+动
荡+变迁+产生+

风险+不安+改变
消极

%!f

危机
1#%4

变迁
$#05

增加
5#51

取得

胜利+成 果+优
势+均势+地位+

突破+同 意+可
能+监督+一致

中性
&&f

地位
!4#$1

可能
!$#$%

胜利
!"#&3

取得

进步+权 利+地
位+进展+成果+

成就+扩 张+目
标

积极
41f

成果
3#0"

成就
%#$3

地位
%#14

促进

建立+安 全+中
和+预 防 性+一
体化+信 任+合
作+补偿+调解+

进程+解决

积极
%4f

安全
4#"!

提高
%#50

发展
%#&3

促进

瓦解+发 展+优
化+完善+建立+

再就业+相互依
存+转变+变迁+

开展

积极
4%f

发展
4#!0

开展
4#$1

转变
1#00

结合表
0

的源语节点词语义韵情况(源语文本库+翻译文本库和类比文本库的语义韵力度的对比情

况见图
!

)

图
#

!

&致使动词'语义韵力度对比

由表
$

和图
!

可知(翻译文本中初似对应词的语义韵和原创文本相比呈现以下的异同!

!#

&导致'+&引起'和&促进'在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中的语义韵相同(说明符合译入语规范是翻译

转换的基本要求(转换包括形式和语义转换*

0#

原创文本的&取得'为积极语义韵(而翻译文本中为中性(说明翻译文本某些词的语义韵不同于

原创文本而趋同于源语文本*

5#

翻译文本中&导致'+&引起'和&促进'的语义韵力度远远高于原创文本)如表
$

所示(最显著搭

配词与节点词的语义韵吻合(因此搭配
V

值也反映了该节点词的语义韵强度)除了&促进'#&安全'的

V

值,

4#"!

-低于&发展'的
V

值,

4#!0

-(翻译文本最显著搭配词的
V

值均大于原创文本(呈明显的强化

趋势*

$#

从主要搭配词来看(翻译文本中&导致'与&歪曲'+&否定'与&缩减'(&引起'与&缩减'(&促进'与

&中和'+&预防性'的搭配等均不符合原创汉语的语义趋向)如在北大语料库中搜索&促进预防性'得到

"

条结果(说明该搭配是直接译自
@;K@KL@A>K>HAI;

<

?JKA>

<

HT?P=Y

的结果)

,四-语义韵转换的原因分析

翻译文本致使动词语义韵趋近于源语(与原创文本相比呈现明显的强化特征)原因分析如下!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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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语的权势作用!

(即源语节点词的语义韵对初似对应词具有强势的影响作用)如&取得'在翻

译文本和原创文本中语义韵不同(是因为翻译文本的&取得'大多译自的
JHAI

(

JHAI

的该义项解释为

;

<

?JK@AH>NOAI>KGDKXPK@AIJ?NHAICAK

P

N

#

,为做某事提供可能-(且&取得'的搭配词也译自俄语)原文

中性的局部语境迁移到译文中(使译文的局部语境呈现中性)

0#

俄汉语言逻辑思维的语义关系表达式不同)

I

;

C)/

,

!3%!

-认为两种结构制约语言使用!&低层结

构',

/-S/:A-(:-A=

-使语言趋同(它是人类共有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上层结构',

/-

O

=A/:A-(

P

:-A=

-使语言形式趋异(它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转引自"

-)

节点词
@;K@KL@A>K>HAI

,促进-与
E<

?M

E

N=

<

K>HP=?

,调整-(

@LN=X?P=?

,接近-等的类连接是俄语典型

的语义表达式(其&上层结构'与汉语不符)把这些搭配直接译为汉语(从&低层结构'来看(&促进'与其

搭配词的语义得以准确传达(而从&上层结构'来看(&促进'的语义趋向和语义韵力度则偏离了汉语语义

规范而趋同于俄语(呈现翻译语言的特征)

5#

俄汉语言的形式差异和致使动词的语义差别)节点词表致使义(义为&原因
P

驱动'(相当于

(8-/=

,

=D?AI

-)程琪龙#区分了致使倾向和致使结果(俄语致使动词有体的区别(完成体表致使结果(未

完成体表致使倾向)俄语致使动词完成体的消极和积极语义韵都强于未完成体(而汉语动词没有体的

差别(译者常把所有的致使义都译为结果(使得译文的语义韵力度等同于完成体而呈现强化的趋势)

$#

学术文本的翻译原则使得译文语言趋同于源语)&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忠实原

则'是社科理论经典著作翻译的重要准则%

(因此翻译学术文本比文学文本更应注意保留原文的内容(其中

也包括节点词的搭配(这也使得翻译文本的语义趋向+语义韵和语义韵力度趋同于源语(而不是译入语)

四+结
!

语

根据俄语致使动词的语义特征(本文选取了四个&纯使役关系的动词'(它们分别代表消极+中性和

积极语义韵)通过源语节点词+翻译文本初似对应词和原创文本的语义韵+语义韵力度+最显著搭配词

V

值的对比(我们发现了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致使动词语义韵四个方面的异同(认为翻译文本节点词的

语义韵趋同于源语(与原创文本语义韵相比呈强化特征(其原因如下!从翻译活动本身来看(源语的语义

韵对翻译语言具有强势的影响作用*学术文本翻译更要求忠实于原文*从双语对比来看(俄汉语言的&低

层结构'趋同(这保证了可译性(而它们的&上层结构'趋异(使得译自俄语的汉语表达式不同于原创汉

语*俄语动词体的差异和译者对完成体语法意义的选择造成了语义韵的强化)

以往的语义韵研究大多基于英汉语言(而俄汉翻译中的语义韵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翻

译语言特征是普遍的(应该包括所有的翻译语言*另一方面(俄汉语言的形式和语义差别尤其显著&

(译

自俄语的汉语也必然在这两方面有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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