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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译本《家》中戏剧翻译策略和技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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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若诚先生的英译本《家》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且多年来经久不衰，其在译本中所展现出来

的独到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令人印象深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该译本中译者对典型问题的翻译处理，来探

究戏剧翻译策略和技巧，并希望对翻译初学者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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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in Ying Ruocheng's translation o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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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ng Ruoche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amily has been widely read and acclaimed since its 
publication, and it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The uniqu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showcased in the translation are 
truely impress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drama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or’s handling of the typical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in the work, hoping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for novice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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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既然治理国家这样

重大的事都能用烹饪来比喻，那么作为翻译初学者，

也可将戏剧翻译视作烹饪。本文“中英翻译”的案例，

以两国的名菜为例，如同将“仰望星空”的菜谱变为

“水煮鱼配烧饼”，都有鱼肉、面饼等，吃起来虽然

是英吉利与华夏的风味，但食材和蕴含其中的营养

是不会变的。戏剧翻译也是如此，无论变化成何种

语言，其中的情感、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应当让所

有观众感同身受。 
正文 
1 戏剧翻译的定位 
1.1 人类的精神内涵是共通的 
无论哪种文化形式，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

音乐等等……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语言。这些国家、时代以及语言千差万别，但

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它们的文化内涵。

它超越了物质障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存在的文化

内涵是人类共有的，无论时空间距离都能理解的。

比如： 
柏拉图：“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

知。” 
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两句话分别来自东西方文明，但所谈论的都

是“知与不知”的关系，其中表达的思想惊人的一

致。其他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人类的精神内在是有着高度统一性

的，就像人们喜欢吃的食材虽有不同，但蕴含其中

的营养是大同小异的，我们精神承认的“美”也是出

自同源，如同黄金分割率一般。 
1.2 戏剧翻译是文化的桥梁 
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戏剧翻译的发展;但是戏

剧翻译并非单纯的语际翻译,还涉及到众多的其它

因素,这一特殊性致使其研究一直备受冷落[1]。 
尽管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相互理解，但物质世

界的阻隔依然是现实中的难题。在戏剧翻译领域，

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原作者——翻

译家——导演与演员——观众”这一戏剧翻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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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四个环节，保持精神世界的高度一致？语言差

异、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受众群体差异，都会在传播

过程中引发误解，甚至造成偏见。 
因此翻译家要做的，就是尽量消除这些潜在的

问题，确保原作者的精神内涵完整无损地传达至观

众。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架

起一座桥梁，使其跨越种种困难。而这座连接两种

乃至多种文化的桥梁，正是我们的“戏剧翻译”。 
2 戏剧翻译的目标 
2.1 原作者精神的传达 
如前所述，戏剧翻译中原文精神的传达需要经

过四个阶段：“原作者——翻译家——导演和演员—
—观众”。实际上，这条链条的起点与终点是“原文—
—观众”，即通过戏剧的形式让观众理解原作者的精

神。以巴金先生的《家》为例，其中周母劝说儿子觉

新娶瑞珏而非他真正喜欢的梅表妹时说的一句话是：

“觉新，你看着你正在病的父亲身上，就委屈这一次

吧……”。在英若诚先生的译本中，这句话被翻译为：

“Please, Juexin, suffer this for the sake of your dying 
father...”。 

英若诚先生在翻译时加入了“please”这一恳求

之词，并将“正在病”改为“dying”（濒死）。周母虽然

是在恳求，读起来却显得毋庸置疑。特别是“dying”
一词，不仅借势压人，强化了觉新所承受的心理压

力，且由于来自亲生母亲的逼迫显得尤为刺痛人心。

这句话展现了封建礼教在吞噬人性时，甚至利用受

害者亲近的人和“爱”这一情感本身。在翻译成英文

时，这种压迫感自然而然地通过“please”和“dying”得
以传达。 

所以说，要选择合适的词汇，让精神传达，而不

是拘泥于死板的字字对应的翻译。 
而这样的翻译需要优秀的译者素养：译者素养

由译者能力和译者经历两个因素决定。译者能力指

的是译者的语言功底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译者经

历则主要关涉译者背景、身份和职业等相关因素[2]。 
2.2 衔接文化差异 
语言源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生活观念，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生活观念，他们对

于语言的塑造能力及方向也不尽相同，因此，迥异

的生活观念就造成了各色文化差异[3]。 
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英国人能接受“仰

望星空”这道菜，而中国人却难以下咽；相对地，中

国的担担面在英国人看来也不容易接受。然而，这

样的差异对戏剧翻译而言是极具挑战的。简而言之，

这要求我们将“仰望星空”的菜谱改成“担担面”的形

式，却仍需让观众品味到“仰望星空”原有的味道。 
以《家》为例，台词“反正我们都是……一个的

小蠓蠓虫”被翻译为“…like the midge, our life-span is 
but a day...”。对中国人而言，“蠓蠓虫”象征着极为短

暂的生命，甚至不足一日。但翻译成英文时，若使用

“Ceratopogonidae”这一学名，则显得过于学术化，缺

乏亲和力。因此，英若诚先生用更易懂的“midge”来
代替，并加上“life-span is but a day”这样的描述来传

递生命短暂的意象。 
所以说，只要能让意思传达到，也不必拘泥于

单词的绝对对应。 
3 戏剧翻译的手法 
3.1 人物对话的口语化 
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绝大多数戏剧最终需要

搬上舞台。戏剧观众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群体,而
是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并且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因此戏剧语言不应过于晦涩、隐僻,而应做到意义明

朗、雅俗共赏。戏剧是通过演员之口,通过舞台演出

的形式,来实现和观众的交流。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决定了戏剧是一种“说”的艺术,具有以口语化为主的

语言风格,而其他文学形式可以兼有书面语和口语[4]。 
在戏剧翻译中，台词的口语化是至关重要的一

环。通过赋予角色自然、日常化的语调，翻译可以使

台词更加真实、易于理解，并增强观众的代入感。口

语化不仅让角色形象更生动，还能提升观众的情感

联结，是戏剧翻译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英若诚译本中的语句为例，如：原文“你说天

下有这个道理不?”。如果用 AI 直译，可能会得到

“Do you think there is such a truth in the world?”，

僵硬且无趣。然而，英若诚先生的翻译是“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know!”这种翻译不仅更有效地传达了

角色的沮丧与讽刺，还更适应英语的口语节奏。感

叹句的结构增强了情感的强度，表达了角色不求答

案、只求发泄怨气的真正心理。通过这种口语化表

达，译文将更符合角色的语气和剧中人物之间的社

交动态。 
所以说，在戏剧翻译中口语化指的是让语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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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化、夸张化与情绪化，并贴近日常对话，而不是

拘泥于正式或书面化的语言风格。英若诚先生通过

选择如“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know!”这样

的表达，使得语言在英语日常表达中显得更为自然，

赋予角色生动的声音并增强台词的效果。 
除此之外，口语化过程也需要对语言与文化元

素的细致把握。例如，在“你？那就要喝个双双杯！”

的翻译中，英若诚选择保留了“双双杯”重复的节奏

感与俏皮的语气，翻译为“You? Then it must be a 
double double portion!”“double”一词带来了强调的

韵律，配合动作，观众即使对文化背景很陌生也能

轻松理解个中含义。这种直译不仅保留了原句的活

力，还增强了舞台上情境的表现力。 
由此可见，有效的口语化可以让译文更贴近真

实的日常对话，效果更强，人物形象塑造更丰富，而

不仅仅是一场刻板无趣的学术报告。译者可以通过

运用感叹句式以及适合目标文化的引用来增强观众

的代入感，从而达成人物对话口语化的目标。 
3.2 人物的情感动作化 
关于戏剧语言的动作性，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

焦菊隐先生曾指出：“一、有行动性的语言可以突出

主题思想；二、有行动性的语言可以突出人物性格；

三、有行动性的语言可以突出人物关系；四、有行动

性的语言可以引起观众丰富的联想[5]。” 
戏剧翻译中，情感的动作化不仅是人物语言的

一种呈现手段，更是强化人物形象、传达情绪的重

要方式。首先来看两个《家》中的例子： 
沈氏在听到炮弹轰击房顶时的台词：“哎呀，

谁，谁呢？四哥呢？”这里，AI 的翻译简单地呈现

为“哦，我的天，是谁？四哥在哪？” 
而英若诚先生的译文则表达为“Oh God! Where 

is what’s-his-name, I mean where is Fourth Brother?”  
沈氏因惊恐而短暂失忆，甚至忘了四哥的名字。

这个译文通过重复的 where 和故意拖沓的语言，展

示出沈氏内心的惊慌失措和对依靠的渴望，却因为

心虚始终抓不住任何安慰。 
这种情感的动作化在台词中显现出一种“向外

伸手却抓空”的感觉，也间接展示出沈氏对生活无

助的依附感，进一步突显她的懦弱无能。 
再看另一个例子，克定对王氏的冷淡回应：“你

稀罕，我还不愿意要呢。” 

英若诚先生将这句话翻译成“You think I want to 
be burdened with the stuff? Keep it yourself!” 

克定语气中表现出的不耐烦与厌倦，反映了他

对沈氏依赖男人的劝告的厌恶，以及对家中女性唠

唠叨叨的冷淡和不屑。这种言语的冷暴力让观众更

加直接感受到克定的封建性格，也为后续他与新一

代思想的碰撞埋下伏笔。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情感动作化是一种通

过语言动态处理使人物情感更加鲜活的方式。所谓

“情感动作化”，即通过细节化、动作化的语言，让

情感在表达中更具生动性和连贯性，使观众可以更

直接地感受到人物情感的流动和变化。情感动作化

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它使角色的情感通过语言展

现出一种“动”的状态，不仅让观众“听到”角色的

情感，还能“看到”情感的运动轨迹。这种动态化的

表达更有利于观众理解角色复杂的情感内涵和原作

者的情感意图。 
要实现更合适的情感动作化，有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加强语言的细节性，利用重复、停顿、转

折等表达手段，让人物情感在台词中形成动态流动

的效果； 
第二，适当运用带有情绪倾向的词汇，尤其是

对比性强的表达，突显人物在面对情境时的情绪波

动。回看源自英若诚先生翻译的两个例子，沈氏的

台词采用了重复与自我纠正的表达方式，使台词如

同动作般展开；克定的台词利用感叹句彰显他的情

绪和内在本质，使台词更加符合人物的反应。 
两者结合，让观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物的

情感变化。 
3.3 人物的塑造个性化 
《家》中的人物共二十个左右，各有特色，不论

是道貌岸然的冯乐山，温柔并通情达理的瑞珏，还

是倔强而渴望爱情的丫头鸣风,迥异的个性均通过

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表现出来[6]。 
在戏剧翻译中，个性化处理是初学者渴望掌握

却容易忽视的难点，即使面对相同的事件，乞丐和

国王的反应也会因身份差异而大相径庭。但总体来

说，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是指在台词中突显角色的独

特个性，使其行为、语言与身份、地位相吻合。 
让我们以《家》中的陈姨太为例： 
在初次寻找鸣凤时，陈姨太谨慎地问道：“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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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吗？”对应的英若诚先生的翻译是 “Is Phoenix 
here?” 

这句话显得小心翼翼，流露出她对作为“高家

继承人”觉新的敬畏。然而，当她命令下人寻找鸣凤

时，则变成了粗鲁的“去个人找他去！鸣凤！” 
“Someone go and find him! Phoenix!”，这句台

词透出她对下人的颐指气使和狐假虎威的姿态。 
这是角色在同一情景中面对不同人的形象变化。 
随着剧情发展，她在高老太爷去世后对众人发

号施令，尤其是对觉新大喊：“站好你的位置！” 
“Take your place!” 
这时的陈姨太已不再小心谨慎，而是变得强势

且无情，她原本的弱者身份被弃置一旁，取而代之

的是掌控一切的家族“暴君”形象。 
这是角色在不同情景中面对同一个人的形象变

化。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物个性化的

好处在于，它不仅能丰富人物形象，还能增加戏剧

的真实感和观众的共鸣感，帮助观众更直接地理解

角色内心及其在情境中的应对方式。 
如何更合适地实现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呢？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虚构的，但其行为表

现应与其出身、教养、经历、习惯、心理特征等等独

特的个人因素联系在一起，正是如此，才令不同的

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特点[7]。首先，在不同角色的台

词中，要注意区分语言风格、情感表达和语气。以陈

姨太为例，面对觉新时的谨慎与对下人时的轻蔑形

成鲜明对比。此外，个性化应随角色发展而不断调

整。陈姨太在高老太爷去世后逐渐表现出掌控一切

的权势，这一变化应当通过强势、尖锐的语句体现

出来。这就是她随着戏剧情节的推进，人物形象产

生的“进化”的体现。 
4 初学者遇到的难点与解决方法 
4.1 角色语言风格趋同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要避免角色语言风格趋同

的现象。 
这种趋同通常发生在长时间翻译后，翻译者在

疲惫状态下会不自觉地投射自己的语气和风格，导

致所有角色语言趋于同一，造成“一人千面”的窘

境。 
为避免此问题，建议翻译者适时休息，并在复

查时有意识地调整每个角色的台词，以确保其符合

角色个性并与剧情发展一致。 
4.2 有效提升文本审读能力和译者素养 
为了更有效率地提升自己，需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1）剧本本身的特点；（2）译者素质,比如

翻译能力、翻译水平等；（3）外部因素，比如所属

剧院的风格；（4）观众的构成等[8]。 
对于翻译初学者来说，最有效的提升方法就是

“多读、多模仿”，无论是词汇的运用还是句式的选

择，都需要通过反复揣摩、模仿来掌握。 
初学者可以先找到中英对照的文本，通过分阶

段的练习提升自己—— 
首先，把英文部分盖住，尝试将中文翻译成英

文，然后对照原文，分析自己的翻译与原译文的不

同之处，找出偏差所在并逐步改进； 
其次，将中文部分盖住，再尝试将英文翻译成

中文，再次对比自己的译文与原中文。 
这个方法不仅能提高词汇和句型的灵活运用，

还能培养双向的翻译思维。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也可以将每次的错误记录

下来，定期复习，帮助加深理解，避免重复错误。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训练，翻译能力将会显

著提高。 
此外，还可以多参考经典的戏剧译本，观察熟

练译者如何巧妙地处理情感表达、语境适应等方面。

多模仿、多分析，最终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翻译方

式。 
结合这些练习方法，初学者在翻译之路上能够

逐步找到适合的学习路径。 
5 结论 
5.1 收获 
本文旨在通过浅析戏剧翻译策略和技巧来帮助

新手译者在戏剧翻译领域中少走弯路。希望此处探

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能对大家了解英若诚《家》戏

剧翻译策略、技巧和手法有所帮助，避免在前行的

道路上掉进“隐形的坑”。翻译之路虽充满挑战，但

笔者相信，只要不断实践与反思，就能逐步提升自

身的能力。 
5.2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翻译初学者，且聚焦于戏

剧翻译，难免存在局限性。戏剧翻译与其他翻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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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所不同，本文提出的原则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类

型的翻译实践。因此，希望读者能够灵活看待，不必

拘泥于本文的建议，而应以具体的翻译类别要求为

准。未来的学习中，初学者可以尝试不同类别的翻

译，逐步扩展自己的翻译技巧，以适应更广泛的翻

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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