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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的翻译操作规范——《共产党》月刊译文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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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共产党》月刊，通过语料库方法描写其翻译语言特征，归纳早期马列主义译介文本微

观操作规范。结果表明，该刊译文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多采用陌生化手段，偏离传统汉语行文，此规范受新文化运

动革新晚清旧翻译规范、倡导新语言使用规范的历史条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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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论 
《共产党》月刊创刊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1921

年 7 月停刊，仅发行 6 期，但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

义思想传播意义重大。该刊除原创中文文章外，翻译文

稿占比较大，是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的宝贵

素材。现有研究多从政治学、党建、历史等角度展开，

翻译学视角研究较少。喻锋平和唐媛[1]从译者行为角度

考察了该刊译者背景等问题，但多涉及宏观翻译问题，

文本内部微观层面涉及较少，故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

译介在微观文本层面仍有研究拓展空间。本课题运用

语料库方法，归纳描写《共产党》月刊译文操作规范，

并结合现有成果解释翻译文本操作规范，旨在回答《共

产党》月刊翻译文本操作规范的特征及形成规范的历

史动因。 
2 翻译规范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 
2.1 翻译规范的基本概念 
以色列学者吉蒂昂・图里（Gideon Toury）创立的

描写翻译学突破了以忠实原文为标准的规定性传统，

将翻译置于目的语文化中进行客观描写，创立描写翻

译学[2-[3]。其核心概念为翻译规范。图里将制约翻译行

为的因素视为连续体[3]，包括规则、规范和个人偏好。

翻译规范涵盖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操作规

范涉及翻译完整程度、文本分割及布局、句子结构选择、

遣词造句等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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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翻译规范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图里规划了翻译规范研究的篇章内和篇章外两种

路径[5]。篇章内方法侧重对序言、跋、附录和翻译文本

语言特征分析，篇章外方法则通过译者等参与翻译活

动者对相关作品、译者或理论的评论进行归纳总结。语

料库工具和数据分析方法介入翻译研究领域前，大规

模翻译文本分析难以开展。语料库翻译学假设翻译文

本和原创文本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以语料库为数据来

源，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翻译普遍性、译者风格及翻译规范等[5-8]。在语

料库翻译研究的三个分支领域中，翻译规范研究明显

不足[5-9]。 
鉴于目前翻译规范研究的现状，该领域在广度和

深度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我们拟使用语料库

的方法，聚焦《共产党》月刊译文，考察早期马克思主

义译介的文本操作规范。本研究一方面能够深入探索

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弥补翻

译规范研究的不足。 
3 语料收集及加工处理 
《共产党》月刊现存 6 期，汉语原创文章 36 篇，

译文 23篇，译文占 59%。为便于语料数据提取和分析，

将原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变竖排为横排，段落布局

保持一致。将译文和原文分别作为可比语料库的观察

子库和对照子库，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组成可比语料

库，基于两者数量相当且研究方法可弥补容量差异考

虑。语料库容量数据如表 1 所示。 
为提取更多语言特征数据，对语料库进行分词和

词性标注，通过 AntConc3.59 和 Wordsmith Tools8.0 提

取译文和原创文本语言特征原始数据，提取宏观语言

特征数据如表 2，词类频率数据如表 3。 

表 1  《共产党》月刊语料库容量数据 

 译文库 原创文库 总数 
形符数（词） 60726 103896 164622 

表 2  译文和原创文本宏观语言特征统计数据表 

 译文库 原创库 超/少用 
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 51.46 49.82 + 

词汇密度（LD） 62.26 63.22 - 
平均句长（词） 21.09 19.91 + 

平均句段长度（词） 6.96 6.46 + 
前 10 个高频词占比 10317/19.65%  14798/16.79% + 

表 3  译文和原创文本词类频率统计数据表 

词项 译文库频率 原创库频率 对数或然率 P 值 显著性 超/少用 
名词 13380  22899  0.00 0.98   - 
人名 394  757  3.53 0.06   - 
动词 13063  22540  0.60 0.44   - 

形容词 2116  3606  0.02 0.89   + 
副词 4043  7893  47.20 0.00  *** - 
数词 1544  2811  3.87 0.05  * - 

指示代词 1493  1229  361.35 0.00  *** + 
人称代词 1751  2868  2.06 0.15   + 

助词 5966  7551  298.16 0.00  *** + 
的 4933  5638  421.61 0.00 *** + 
介词 221  3730  2170.41 0.00  *** - 
连词 1818  3128  0.04 0.85   - 
副词 4043 7893 47.2 0.00 *** + 

被字句 111  95  24.51 0.00  *** + 
把字句 200  265  7.34 0.01  ** + 
成语 127  240  0.83 0.36   - 

简略语 43  85  0.60 0.00   *** - 
外文词 395 246 160.64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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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表 2 中“超用/不足”一列中的“+”表

示译文的该特征呈现超用现象，“-”表明该特征呈现

少用；“显著性”一列中有星号说明译文的该特征和原

文相比差异显著，星号数目增加表示显著程度增加。 
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结合相关研究对结果和翻译规

范展开讨论。 
4 结果与翻译规范讨论 
4.1 词汇层面的操作规范 
4.1.1 译文词汇呈现一定简化趋势，但简化并不系

统。 
译文的标准类符-形符比（51.46）大于原创文本

（49.82），词汇密度（62.26）较原创文本（63.22）低，

前 10 个高频词占比（10317/19.65%）大于原创文本

（14798/16.79%），这些数据支持翻译文本词汇简化的

论断[10-12]。但标准类符-形符比结果并非偶然，王克非

和胡显耀[11]也遇到类似情况。《共产党》月刊出版和发

行秘密进行，主题单一，读者群体独特，故译文词汇虽

有简化特征，但不全面、不系统。 
4.1.2 译文虚词使用及不完善的明晰化。 
译文中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助词等虚词使用频率

较高，尤其是指示代词（或然率=361.35，p=0.00<0.05）
和助词（或然率=298.16，p=0.00<0.05）较原创文本差

异显著，具一定明晰化倾向。但译文中的介词（或然率

=2170.41，p=0.00<0.05）和连词较原创文本少用。个别

连接词如“因为”（或然率=4.84，p=0.028<0.05）、“因”
（或然率=11.86，p=0.001<0.05）和“如果”（或然率

=10.14，p=0.01<0.05）在译文中的频率显著高于原创文

章，译者和作者将连接词使用作为显化句子逻辑关系

的手段。对比前人的研究结果，Chen（2006）[13]发现科

普翻译文本中的连接词使用高于原创翻译文本。连接

词成为翻译文本中显化不同逻辑关系的手段。肖忠华

和戴光荣[12]认为连接词显化是汉语译文的一个整体趋

势。《共产党》月刊为共产党组织发起人，该刊译文和

原创文章均为李达等人。他们既是原创文章的主要撰

稿人，同时也身兼译者工作。刊物文章除了涉及国内问

题，不少同样关注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动态，因而，

原创文章也存在编译的可能。 
4.1.3 成语和简略语少用与汉语传统的偏离。 
译文在成语和简略语使用方面低于原创汉语文章，

尤其是简略语使用频率显著低于原创汉语文章。新文

化运动时期，避免用典作为反传统手段具有“形式革命”
意义[14]，故译文少用成语符合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语

言使用规范，同时和翻译文体的一般规律一致。简略语

理解依赖于译者和读者共有背景知识[15]认为简略语具

有习用性，即新产生或用得少的表达很少使用简略语，

故翻译文本中简略语少用反映译者选词的陌生化倾向。 
4.1.4 译文中的外文词及其陌生化效果。 
《共产党》月刊所刊文章中外语词（主要为英文词）

使用突出，译文中的外语词使用尤其显著（或然率 = 
160.64，p = 0.00）。外语词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

用外文词，不作翻译。 
如：苏维埃俄罗斯的赤军由 Ibamc McBride 告诉

我，是很确切的…… 
二是外文词放在括号内作为汉语对应语的注释，

也有不少未使用括号做标注，直接和汉语译文混合。 
如：你们国内的“作工，不然，就出征”（ Work or 

fight ）这一条法律 
《共产党》月刊文章中的外语词并非杨挺[16]所说

的外来语直接进入汉语文本的现象，也不完全像邱懋

如[17]所指的零翻译。邱懋如所指的零翻译是译者“不

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17]的有意行为。

译文中夹注外文词主要分为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和

术语四类，表明译者翻译来源，尤其译名在汉语中未确

定或存在多种译法时，标明来源助读者核对，但容易让

不懂外语的读者对译文产生陌生感。 
4.2 句法层面操作的规范 
4.2.1 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度及译文句法的复杂

化。 
Laviosa[18]发现《卫报》上的译文平均句长明显低

于同一家报刊非翻译文本的平均句长。虽然平均句长

被广泛作为描写翻译语言特征的参数[9]，但是王克非、

秦洪武[19]和秦洪武[20]认为，和平均句长相比，句段容

量更能反映汉语翻译语言的特点。 
《共产党》月刊的译文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度

（21.09，6.96）较原创汉语文本（19.91，6.46）长，和

一般译文简化特征不同，却和王克非、秦洪武[19]等关

于汉语译文特征研究发现一致，表明译文在平均句长

和平均句段长度方面具一般汉语译文特征，呈现复杂

化趋势，增加阅读难度，使读者产生陌生感。 
4.2.2 “被”字句使用及句法操作特征 
学者们对“被”字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1）和汉

语原创文本相比，汉译文本中被动句使用频率的变化；

2）和汉语原创文本相比，汉译文本中的“被”字句呈

现出不同的语义韵特征[21,12,20,22]。译文中 “被”字句显

著超用（或然率 = 24.51，p = 0.00），译文中的 “被”
字结构使用频率高，结构类型多，复杂 “被”字结构使



贺文照，喻锋平，徐威                           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的翻译操作规范——《共产党》月刊译文个案考察 

- 41 - 

用多，增加译文陌生感。译文与原创文章 “被”字句语

义韵趋势相似，都以消极语义韵为主，和汉语 “被”字
句使用传统吻合，说明译者在进行译文词句陌生化操

作同时，也遵循汉语使用传统规范。 
4.2.3 “把”字句使用及语法操作特征 
王力先生[23]认为把字句典型的用法是表示处置，

“不适于表示太简单的思想”。王克非教授[24]将“把”

字句作为观察翻译语言特征的一个参数。王克非发现，

翻译文学作品比原创文学作品使用更多的“把”字句。

尤其是翻译复杂、细微的内容时，“把”字句具有一定

的优势。 
译文中的 “把”字句使用频率显著多于原创文章，

“把” 字句使用凸显译文特征，创造不同于原创文本的

文体风格。 
4.3 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的操作规范及其背后的

动因 
4.3.1 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操作规范。 
词汇层面体现一定程度简化规范、虚词明晰化规

范，通过外文词直接使用创造陌生化规范，同时通过少

用成语和简略语与汉语传统相悖的陌生化规范。句法

层面操作规范总体体现为通过不同手段创造偏向异质、

陌生文本，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度较原创文章长，

“被”字句结构复杂多样，“把”字句使用增加句法复杂度。 
4.3.2 历史动因探讨。 
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变

迁，形成新翻译规范。清末民初西学翻译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目的，具间接翻译、创译不分、译评合一、

翻译形态高度中国化特征[25]，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

中“信”未严格落实，以归化式翻译为主，语言选择以雅

顺文言为主。晚清域外小说翻译手法多样，但多不能忠

实原著。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批评晚清

旧翻译规范，倡导新翻译规范，结果在《共产党》月刊

译文操作规范中体现。《共产党》月刊基本由《新青年》

编辑部供稿，其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共产党发起组成员
[26]。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的承担者倡导新思想、新文

化，新语言使用规范，故译文在词汇和句法层面表现出

不同于汉语原创文本的特征，呈现偏离原创汉语倾向，

给读者陌生感。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创建译文和原创文章可比语料库，提

取相关语料库数据，考察《共产党》月刊译文在词汇和

句法方面的操作规范。词汇方面，译文一定程度上使用

简化策略，但不系统，使用虚词明晰化手段，少用成语

和简略语，夹杂外文词，增加陌生感。句法方面，译文

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度复杂化，“被”字句结构复杂

多样，“把”字句使用增加句法复杂度。《共产党》月刊

译文操作规范既受刊物本身要求影响，也和当时社会、

文化大背景下的翻译规范紧密相关，新文化运动前驱

者倡导和示范创造全新翻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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