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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蝌蚪啃蜡”的弃用谈翻译对译入语语境的顺应 

纪　辉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各国学者对语境的研究琳琅满目，语境制约翻译的思想深入人心。维索尔伦从语用学角度提出顺应论，主张语言
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相顺应。翻译也是一个语言选择过程，同样适用顺应论。为进一步明确

翻译与语境的关系，结合顺应论与语境理论，从翻译过程中语言选择对译入语具体语境的顺应角度分析“蝌蚪啃蜡”被弃用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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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蝌蚪啃蜡”是何物？“蝌蚪啃蜡”是 Ｃｏｃａ－
Ｃｏｌａ早期在中国的汉语名字。２０世纪初 Ｃｏｃａ－
Ｃｏｌａ进入中国市场，按照读音取名“柯口肯那”，结
果被读成 “蝌蚪啃蜡”。如此名字加上其黑乎乎的

颜色，Ｃｏｃａ－Ｃｏｌａ当时在中国销路不好不难想象。
后来旅英的上海学者蒋彝以“可口可乐”之译名，赢

得Ｃｏｃａ－Ｃｏｌａ的悬赏征名。从此“蝌蚪啃蜡”不
再，“可口可乐”沿用至今，销量远超其竞争对手，被

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Ｃｏｃａ－Ｃｏｌａ在更改汉语名字前不被中国人接
受，原因可能很多，但勿容置疑，其“蝌蚪啃蜡”的名

字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柯口肯那”到“蝌蚪啃

蜡”，显然，Ｃｏｃａ－Ｃｏｌａ在汉译其名字时，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语言使用的环境欠缺考虑，在选择

语言时没有做到语境顺应，致使其销量不佳。后来

的“可口可乐”之译名，既点明它是喝的东西，又告

知它是好喝的，还宣称它会带来快乐，迎合中国人

图吉利的习惯，顺应了译入语语境，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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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语境及其分类

　　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境。任何类型的语言使
用都有其使用环境，脱离语境的语言使用是不存在

的。［１］１０３“语境”概念是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提出。［２］他把语境
分为“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大类。前者指语

言的即时环境，“不但包括说出来的话，而且还包括

脸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所有参与交谈的人和他

们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后者包括交际参与者及

其参与的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历史，主要指社会结

构系统。［３］５８从此，语境的重要性经由Ｆｉｒｔｈ、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等学者的研究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后者在系统功

能语法中对“语域”（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的论述，让语境研究
更加精密，使语境在语言中的意义更加明了。二人

的同事卡特福德（Ｃａｔｆｏｒｄ）因此首次把语境理论运
用于翻译研究中，［４］从而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

角。限于时代背景，卡特福德主要着眼于文本语境

和情景语境，忽略了翻译中文化语境的研究。

我国学者彭利元教授集各家之长，把语境分为

言内语境（语言语境）和言外语境。［５］言内语境又

称文本上下文，又可分为微观上下文和宏观上下文

两小类。前者指的是“一个句子中某一语言单位前

后的语言单位（包括句法上下文、词义上下文、语音

上下文、词形上下文等）；后者指一个文本中超出某

语言单位所在句子的前后语言单位（也包括句法上

下文、词义上下文、语音上下文、词形上下文

等）”。［５］言外语境又称文本外语境，指的是对文本

的形成和解释有影响的、未以语言形式表现在文本

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前者指交际中人与人的一般关系和一般心理情感，

发生的事件、交际的方式和渠道的一般状态，等等；

后者指语言运用的特殊主客观语境，包括特殊的社

会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价值观

念、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等。［３］６２－６３翻译就是在这些

语境中进行的相关要素的转换。

学界对语境的界定和分类虽然没有统一意见，

但是有一点是所有学者都认同的，那就是：语境对

语言生成和语言理解有制约作用。所以，在翻译过

程中要随语境的变化灵活选择语言，做到“译必适

境”（ｆｉｔ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６］

　　二　顺应论

关于如何具体做到“译必适境”，语言学家维索

尔伦的顺应论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该理论

认为，语言的使用说到底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

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

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原

因。［１］５５－５６在他看来，语言使用是语言使用者根据

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达到交际意

图的过程。所谓交际语境是指非语言因素，包括语

言使用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ｒｓ）、心理世界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社交世界（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ｌｄ）和物理世界（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１］７７－１０２

心理世界包括语言使用者的个性、情绪、愿望

和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社交世界指社

交场合、社会环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

的原则和准则。物理世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

和空间的指称关系，也包含了交际者的身体姿势、

手势和外表形象等。［７］

本文把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与语境理论结合起

来运用于翻译研究之中，所以这里讨论的语言使用

者主要是译者和译文读者，而心理世界、社交世界

和物理世界等则可以归结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中的主客观因素。因此翻译就是译者根据语言语

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

程，是语境和语言选择二者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

Ｃｏｃａ－Ｃｏｌａ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语言、情景、
文化等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化。其汉译的好坏就

在于译者是否动态地顺应了这些变化了的言内外

语境。下文将讨论在顺应论指导下，译者如何具体

做到顺应译入语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解释“蝌蚪啃蜡”和“可口可乐”为何命运不同。

　　三　 翻译中的语境顺应

　　语言与语境之间的顺应是双向的，语言要顺应
语境，同时语言也改变和重塑语境。本文主要讨

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选择译文语言时对具体语境

的顺应。

（一）对译入语语言语境的顺应

语言语境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首先要面临的

语境。在充分理解原文后，译者选择恰当的语言以

顺应译入语的语言语境，诸如词汇，词性，词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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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语法，惯用法，固有类似结构之类。譬如，要把

“ｃｒｙｕｐｗｉｎｅａｎｄｓｅｌｌｖｉｎｅｇａｒ”翻译成汉语，译者会
选择汉语中类似的表达：“挂羊头卖狗肉”。又如：

Ｔｈ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ｍｕｓｔｂｅｖｉｅｗｅｄｂｙｌｏｏｋ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ｉｌｍ．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
ｔｈｅｆｉｌｍｌｉｍｉｔｓ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ｍａｙｖｉｅｗｉｔ
ａｔｏｎｅｔｉｍｅ．

“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可以选择使用“底片的尺
寸”，而“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直译为“观众的尺
寸”就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还会使人产生误解，

故将其译为“观众的规模”或“观看的人数”更能顺

应汉语的语言语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例子有

很多，如某绿茶广告———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叶青———在翻译成英语时，借用了英语中的谚语

“Ｂｅｔｔｅｒａｄｉｎｎｅｒｏｆｈｅｒｂ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ｏｖｅｉｓ，ｔｈａｎａ
ｓｔａｌｌｅｄｏｘａｎｄｈａｔ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ｉｔｈ”的结构，译成“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ｉｎｎｅ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Ｚｈｕｙｅｑ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ｉｓ，ｔｈａｎａ
ｓｔａｌｌｅｄｏｘａｎｄＺｈｕｙｅｑ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把“Ｃｏｃａ－Ｃｏｌａ”
译成“可口可乐”同样做到了与译入语语言语境的

顺应。“可”和“口”以及“可”和“乐”存在内在的

互文性，在汉语中本身就有意义，“可口可乐”既保

持了“Ｃｏｃａ－Ｃｏｌａ”的音节和响亮，又顺应了汉语的
语言语境，还使人一听便知它是拿来喝的。相反，

“柯口肯那”其中的四个字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属

单纯的音译。二者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眼见分晓。

（二）对译入语心理语境的顺应

心理语境涉及的是语言使用者认知和情感等

方面的因素。好的译文顺应译入语的心理语境，能

唤起译入语读者的积极联想，使他们身心愉悦。一

些产品的商标和广告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

“Ｗｅｌｃｏｍｅ”译成“胃康”“Ｒｉｚａｖｅｎ”译成“利喘平”，
“Ｊｏｈｎｓｏｎ”译成“强生”，看到他们的汉译，我们大致
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还因里面常有“安”“康”

“福”“乐”“舒”“泰”“强”等表示吉利的字，让人感

觉舒心。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广告“ＩｎｔｅｌＩｎｓｉｄｅ”译
为“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顺应了汉语使用者

追求优良品质的心理语境。另外，有些中国的商标

译成英文时也很好的做到了对使用者的心理语境

的顺应。例如，“护舒宝”译为“Ｗｈｉｓｐｅｒ”，反映了
女性的羞涩、含蓄，同时也映射出社会对女性特殊

的照顾和关爱。天津“狗不理”在注册英文商标时，

选择了“ｇｏｂｅｌｉｅｖｅ”。此英译名称和“狗不理”的发

音很像，外国人用英语念起来顺口，容易记住，意义

积极向上，食用让人放心。而“可口可乐”，既“可

口”又“可乐”，容易激起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但“蝌蚪啃蜡”可能只会让人倒胃口。

（三）对译入语情景语境的顺应

要使读者能很好的理解译文，译者在选择语言

时还要顺应译入语的情景语境，创设恰当的符合译

文读者的言语情景。在话剧《家》中有这么一个情

节：高家大少爷觉新受封建家长安排，即将与自己

不喜欢的女子结婚。由于不能与青梅竹马的表妹

结合，遂感万分痛苦，躲入梅树林里黯然神伤。且

看下面的一段对话和它的英译：

沈氏：才倒是瞧见大少爷的。也许又一个人到

梅树林子里去了。

克明：怪事！怪事！眼看就要接亲的人，还这

么小孩子脾气！

Ｓｈｅｎ：Ｉｓａｗｈｉｍａｍｏｍｅｎｔａｇｏ．Ｂｙｎｏｗｈｅ＇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ｍｏｐ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ｌｕｍｇｒｏｖｅａｇａｉｎ．

Ｋｅｍｉｎｇ：Ｔｈｉｓｉｓ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Ｆｏｒ
ｓｏｍｅ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ｍａｎｈｏｏｄ，ｈｅ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ｎｇ
ｌｉｋｅａｃｈｉｌｄ．（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英
若诚译）

英若诚依据故事发生的情景，在翻译成英语

时，选用了ｍｏｐｅａｒｏｕｎｄ（忧郁地闲荡），表现出了觉
新当时的烦躁苦闷而又无可奈何，顺应了情景语

境，译的非常传神。另外把“怪事”译为 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
也很到位，恰当地表达了克明的不解与气愤，正符

合当时的言语情景。

杨宪益先生在翻译肖伯纳的《卖花女》（Ｐｙｇｍａ
ｌｉｏｎ）过程中，在选择用词时，很好的做到了对言语
情景的顺应。如：

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Ｇｉｒｌ：Ｎａｈｔｈｅｎ，Ｆｒｅｄｄｙ，ｌｏｏｋｗｈ’ｙ’
ｇｏｗｉｎ，ｄｅａｈ．

卖花女：你这是怎么的，佛莱第，你走路不长

眼哪？［８］

杨先生充分考虑了卖花女的实际情况———没

受过教育，说话粗俗并带有浓重地方口音，在选择

用词时，把“ｌｏｏｋｗｈ’ｙ’ｇｏｗｉｎ”译作“走路不长眼”，
符合卖花女的身份和特征，生动地再现了言语发生

的情景。顺应情景语境的另一个典范是“可口可

乐”这个翻译，它虽没能像原文那样表明产品的成

分，但却点明了其用途和特征，顺应了商品使用的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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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语境。

（四）对译入语文化语境的顺应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文化语境是区

分两个名族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彭利元教授

认为，文化语境包括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传

统、思维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个体心

理等。而维索尔伦则把文化归于其社交世界中，认

为文化是社交世界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

素”。［１］９２文化是翻译中最容易出差错的地方，翻译

中因没有顺应译入语文化语境而出问题的很多，

如，把“白象”电池的商标翻译成 ｗｈｉｔ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把
“自由体操”翻译成“ｆｒｅ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把“胸有成竹”
翻译成“ｈａｖｅｂａｍｂｏｏｉｎｏｎｅ’ｓｂｒｅａｓｔ”等。当然，也
有很多译者在此类问题上处理得挺好。譬如：“Ｉ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ｓ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ｏｍｅ）ａｓａｇａｍｅｏｆ
ｃｒｉｃｋｅｔ”译成法语为 “Ｃ’ｅｓｔａｕｓｓｉ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ａｔｉｆｑｕｅｄｅ
ｆ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ｃｏｕｒｓｄｅｖｅｌｏ”（这事如同自行车赛一样重
要），译成汉语则是“这事如同吃饭一样重要”。［９］

谈论法国，离不开自行车，而谈中国，离不开吃。此

两种翻译都顺应了各自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如果

把下面的汉英翻译成英语，不弄懂两种文化的差

异，不进行必要的文化语境顺应的话，就会犯常识

性错误：

毛主席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

陈妻答：“好”。

主席听了很高兴。［１０］２１

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年龄、婚姻、收入等问题属

于个人隐私，冒昧询问容易造成误解引起不快。对

于这个问题，译者经过对西方文化语境的顺应，把

主席主动问询一处去掉，译成：“Ｔｈｅｎ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
ｔａｌｋ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ｅｎ＇ｓｗｉｆｅ．Ｈｅｗａｓｐｌｅａｓｅｄ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ｈａｄａｈａｐｐｙｈｏｍｅｌｉｆｅ．”［１０］２１至于“Ｃｏｃａ－Ｃｏｌａ”
被译成“柯口肯那”亦或“蝌蚪啃蜡”，让人不知所

云，译者没有顺应中国文化语境，不了解当时的中

国还较封闭，对于新鲜事物尤其是自己不知道的东

西不大主动敢去尝试，少有西方的激进冒险意识。

所以用“可口可乐”告诉他们兜售的东西的用途与

特征更加顺应当时的文化语境。

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曾说过：“语境在所有翻译

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

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１１］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

创作过程中，必定会考虑文本的语境，并不断对其

做出顺应。维索尔伦把语境细分为语言语境，语言

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认为语言

使用者不断选择恰当语言来顺应这些语境关系。

他的语境分类虽有些界限不明、互相重叠，但其语

境关系顺应的理论阐述了如何具体做到“译必适

境”，对翻译创作有很强的解释力。它告诉我们，要

使译作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须不断做出语言选

择，顺应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语境关

系。这正好解释了为何“可口可乐”受礼遇而“柯

口肯那”或“蝌蚪啃蜡”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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