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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ثقافىبانعامم  علاقتها و انصيىية إنى انعربية مه انكىاية ترجمة طرق حىل دراسة

 ومىذجا   انمترجم إنى انصيىية  " انكريم انقرآن"   

، وّا أٔٙا ذعرثش ظا٘شج شمافيح ، أِا اٌثلاغح فٙٝ ذطثيك ٌٍغح ِرضّٕح اٌٍغح ذعذ أدج ٌٍرٛاصً انمىجز :

ثلاغح ِٓ اٌعشتيح إٌٝ اٌّشىلاخ  أشٕاء ذشظّح أشىاي اٌِحرٜٛ شمافٝ . ٚاٌّرشظُ دائّا يٛاظح تعض 

 شىاي اٌىٕايح فٝ اٌٍغريٓ ٚ الاساٌية اٌرٝ يسرعيٓ تٙا اٌّرشظُ ٌرشظّح. ٘زا اٌثحس يذسس  أ اٌصيٕيح 

اٌذساسح تإٌّٙط اٌٛصفٝ  اٌىٕايح إٌٝ اٌٍغح اٌصيٕيح ٚعلالح طشق ذشظّرٙا تاٌعٕصش اٌصمافٝ  . اسرعأد

د أياخ ِٓ إٌص اٌّرشظُ إٌٝ اٌصيٕيح " ٌٍمشآْ اٌىشيُ "وّٕٛرض . ٚأٚضحسرعأد  ت،  ٚأ  ٚاٌرطثيمٝ

تيٓ اٌىٕايح فٝ اٌعشتيح ٚاٌصيٕيح ، وّا أْ اٌّرشظُ يسرعيٓ تأساٌية اٌذساسح ٔماط اٌرشاتح  ٚالاخرلاف 

ٚضحد اٌرشظّح اٌحشفيح ٚذشظّح اٌّعٕٝ ٚاٌرشظّح اٌرىّيٍيح أشٕاء ذشظّح اٌىٕايح إٌٝ اٌصيٕيح ، ٚأ

سٍٛب اٌرشظّح يعرّذ عٍٝ ِذٜ إٌٝ أْ أساٌية اخرياس اٌّرشظُ لأ يٕثغٝ الأرثاٖ أٔٗ اٌذساسح أيضا  

 اٌٍغريٓ .   فٝ  مافحاٌصٚ ٝ اٌعلالح تيٓ اٌثلاغحاٌرشاتح ٚالاخرلاف ف

 اٌرشظّح ، اٌصفح عٓ وٕايح ، اٌّٛصٛف عٓ وٕايح ، اٌٍغريٓ فٝ اٌىٕايح:  انكهمات انمفتاحية

 ٚاٌصمافح اٌثلاغح ، اٌرىّيٍيح

A study on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ng metonymy from Arabic to 

Chines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ultural element, the translated 

text “The Holy Qur’a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it is also considered a 

cultural phenomenon. Rhetoric is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including 

cultural content. The translator always faces some problems while translating 

forms of rhetoric from Arabic to Chinese.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forms of 

metonymy in the two languages and the methods that the translator uses to 

translate metonymy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ng and the cultural element. This research used the 

descriptive and applied methods, used verses from the tex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f the "Holy Qur'an"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e points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etonymy in Arabic and Chinese, also 

explains that  the translator uses methods of literal translation, meaning 

translation, and complementary translation while translating metonymy into 

Chinese.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that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ranslation method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toric and culture in 

both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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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阿汉借代翻译方法及其与文化因素的关系  

以《古兰经》汉译本为例 

摘要：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修辞

是语言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文化内容。翻译家常常在翻译阿汉修辞的形

式中遇到一些翻译问题，阿拉伯语修辞的种类像汉语一样复杂，译者应

该对这双语言的修辞形式有知识，理解其翻译方法。本文主要研究阿汉

借代的形式，也主要阐述译者用什么方法来翻译这种修辞的形式，还解

释译者所应该注意的翻译问题。本文使用描写和应用方法进行研究，以《

古兰经》汉译文里经文为例。本文主要说明阿拉伯借代与汉语借代和婉曲

的异同点，还阐述译者在阿汉借代翻译过程中使用直译法、意译法、弥补

法及转换法来进行翻译，也揭示译者在阿汉借代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选

择翻译方法主要依靠双语修辞与文化因素的关系是否异同。 

关键词：阿汉借代、别称借代、特性借代、弥补法、修辞与文化 

 前言：一般来说，修辞是语言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辞”是指说话的意思

，修是指修饰的意思。修辞学是一种增加语言表达能力、特色、情感的一

种科学，使语言具有表达能力和影响力，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修辞研究主

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结极的组织方面，主要研究词汇在意义、声音

、色彩等方面及句子在长短、语序等方面的修辞特点，第二是语言表达方

面，主要运用比喻、拟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方式。修辞原来分为消枀修

的和积枀的，积枀修辞主要追求语言的形美、音乐美、乐美。积枀修辞一

直不符吅逻辑，使读者获得深刻的感受，但消枀修辞主要明确地把道理

告诉别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语言。 

    阿拉伯语的修辞学是语言中不可缺乏的部分，分为辞达学、辞巧学、

辞华学的三种大类，巧修辞有比喻、借喻、借代、转义和夸张等手法，作

者为了使语言的表达又形象又生动又活泼而运用巧修辞， 算是一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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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修辞”。汉语修辞格从语言的联系美的方面含有明喻、暗喻、拟人、拟声

、双关和借代等。 

   从上面不难发现，修辞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忽视的一种因素，《古

兰经》充满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段，以增加语言表达效益，含有三美，就是

意美、音美、形美，本文主要研究辞巧学中阿拉伯语借代的种类及其翻译

方法及问题，以由谢默罕迈德麦肯马坚教授翻译的现代汉语版《古兰经》

章为例，是目前在中国最流行的版本，也要阐述阿汉借代有什么异同点，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什么翻译方法来表达原文的艺术特点。 

   本文分为八部分，一、阿拉伯语借代的定义，二、阿拉伯借代的形式，

三、汉语借代的形式，四、《古兰经》里阿拉伯语借代的例子及其翻译方法

，五、阿拉伯语借代与汉语的异同点，六、《古兰经》里阿拉伯借代的翻译

方法与文化的关系，七、结语，八、参考材料 

一、阿拉伯语借代的定义 

    阿拉伯语借代，也被称为“婉曲”，是指你想说某种东西，但说别的东

西，你的本意从隐喻的定义派生出来，本来隐藏一个意义，并揭示另一个

意义。也就是说不用事物的本来名称，而用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事物

的名称来代替。换句话说，阿拉伯语借代“婉曲”是一种阿拉伯语修辞方

式，是指句子表面上所指之事并非本意而是指另外一件与相关的事，用

阿拉伯语来描写就说， اٌىٕايح ٘ٛ ٌفع أطٍك ٚأسيذ تٗ لاصَ ِعٕاٖ ِع ظٛاص إسادج رٌه اٌّعٕٝ
1
 

。 

二、阿拉伯语借代的形式 

阿语借代“婉曲”由两个因素极成，就是借体及本体2，阿语借代中运

用被借用表达的事物叫做“借体”代替借体需要表达的事物“本体”。根据

阿拉伯借代这个修辞手法的特殊性，阿拉伯语借代从意义上分为三种形

式，就是特性借代、别称借代及归属借代，《古兰经》里阿拉伯语借代从原

因因素上分为宣告按拉的伟大能力、值得谴责的事情、留下最美丽的话

语、修辞和夸张、宣告他的命运。 

                                                           
1
 唐雪梅，《阿拉伯语秀次简明教程》，《世界图书馆出版西安公司》， 2010 年，

111页 
2
唐雪梅，《阿拉伯语秀次简明教程》，《世界图书馆出版西安公司》， 2010 年，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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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性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صفة 

借代（婉曲）的本体是修饰语，被特性别称借代，是指使用某种词汇

表示某种品质，比如慷慨、勇敢等其他的品质，也就是指借代表达的本体

具有某一种特性或某一种现象（状态）但是其特性的表述不一定用“形容

词”来描述，也可以用表示慷慨、勇敢等形容意义的普通名词，例如： ，例

如：《古兰经》中的例子以（谢赫.穆罕穆德.麦肯马坚译和林松译）为例，：

92لاي ذعاٌٝ" ٚلا ذععً يذن ِغٌٍٛح إٌٝ عٕمه  "سٛسج الاسشاء أيح  ，这里表面意义是指“不

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但隐藏意义是指吝啬这个形容词。也可以举

另一个例子，" ٓٔاعّح اٌىفي"里表面意义是指她的手很软，而从隐藏意义上

是指奢华意义。 

（二）别称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مىصىف 

     借代（婉曲）的本体是被修饰语，被称为别称借代，是指借常常使用另

外一个名称来替代表达某一个事物，这一种借代的本体一般可以用一个

名词来表达， 例如，" ًرٚاخ اٌخلاخي"是属于别称借代，从隐藏意义上指出美

丽的姑娘，" ُاتٕٗ اٌي "属于别称借代，从隐藏意义上是指“海”这个词汇。 

(三）归属借代（  （ كىاية عه انىسبة 

     借代（婉曲）的本体是归属语，指的是表示某一种特性归属某一方面，

例如： " اٌفضً يسيش حيس ساس"属于归属借代，将“恩情”归属于“他这个人”。还

可以举一个例子，" اٌّعذ فٝ شٛتيه"里将“荣誉”这个形容词只属于你一个人

。 

一、 汉语借代形式 

汉语借代和婉曲是汉语里修辞形式之一，汉语借代是指不值说

出某人或者某事物的名称，借与他密切相关的名称去接代替，汉语借

代也叫“换名”，被代替的事物叫“本体”，用来代替的事物叫“借体”。

汉语借代的方式主要有五个基本类型，就是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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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标志代替本体：使用借体的特征、标志代替本事的名称，比如：

“大团结”是指“十元一张的人民币”， 译者使用意译法翻译成“  ْعششج يٛا”

来表达它隐含的意义。 

（二）专名代替泛称：使用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转用名称代替本体的名称，

比如：中国每个乡村有“诸葛亮”里的“诸葛亮”代替有智慧的人，可以使用

意义方法翻译成“ 译者使用意译法来表达他的，”رٚ حىّح  或者 اٌشخص اٌحىيُ 

意思。也就是说译者算使用归化法这种翻译策略，而不使用异化法，不直

接说“ يٛظذ تىً لشيح تاٌصيٓ شخص يذعٝ ظٛلٗ ٌيأغ”。 

（三）具体代抽象：是指使用具体的事物代替抽象的事物，比如:搞好菜园

子，丰富菜篮子里的“菜园子、菜篮子”代替丰富的收获，可以使用意译法

翻译成“ اٌحصاد اٌٛفيش”，也就是说译者也算使用归化法这种翻译策略。 

（四）部分代整体：是指使用事物的一部分代替本体，比如，“江山如此多

桥”里的“江山”是指“祖国”，可以使用意译法翻译成“ ٓاٌٛط”，来表达他的

意思，也就是说译者也算使用归化法这种翻译策略，而不直接使用异化

法说  ظثاي ظيأغ。 

（五）结果代原因：是指使用某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代替本体事物，比如，“

李先生早已汗透棉袍里的汗透棉袍”是指劳累的结果，可以使用意译法翻

译成“   أشاس اٌرعة ٚالإس٘اق”，也就是说译者也算使用归化法这种翻译策略，

不使用异化法说 “ اٌمطٓ سداء خلاي ِٓ تاٌفعً ٌي اٌسيذ ذعشق ٌمذ ”。 

汉语碗曲是指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而使用一些与相应的同义语

句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也叫“婉转”，婉曲的基本类型有两类，就是下： 

（一）婉言：是指不直接说出本意，故意换一种含蓄的说法，比如：可是老

虎说得对：“不能蛮干，蛮干，鼻子和眼就得调换位置”，“鼻子和眼就得调

换位置”是一种婉言，表达会有伤亡的意思，可以使用直译法翻译成“ لا  

也就是说译者也算使用异化法这 ，”ذرٙٛس ، فاٌرٙٛس سيغيش ِٓ ِلاِح ٚظٙه ٚأٔفه 

种翻译策略。 

（二）曲语：是指不直接说出本意，而通过描述与本意有关的事物来烘托本

意。比如：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

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该例子里“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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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跨进大门”描写不怕死的斗争决心，是一种曲语， 可以使用归化法者

众翻译策略将它翻译成  الأدتاس ٌٝٛٔ ٌٓ。 

二、 《古兰经》里阿拉伯语借代“婉曲”的例子及其翻译形式、方法 

    从上面可以不难发现，汉语借代和婉曲是汉语修辞形式，有共同点，

都使用不直接说明的方法来表达本意，本人认为该两种都与阿拉伯借代(

碗曲)有密切的关系。本人下列从《古兰经》中举阿拉伯语借代的一些例子

，与汉语借代和婉曲作比较，主要解释阿汉借代的异同点， 也阐述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用什么翻译方法和技巧来表达阿拉伯借代的艺术特点。 

（一）阿拉伯语特性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صفة译成汉语婉言的例子 

1. 真主说：“ ِوَإِذَا خَلَوْا عَضُّواْ عَلَيْكُمُ الأنَاَمِلَ مِنَ الْغَيْظ” 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

第119节译成“为怨恨你们而要自己的指头”,这里“要自己的

指头” 指不直接说出本意，故意换一种含蓄的说法，是一种

婉言， 表示愤怒和疼痛的意思，相当于阿拉伯语特性借代， 

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达经文所含的修辞特点。 

2. 真主说： َوَقاَلَتِ الْيَ هُودُ يَدُ اللَّوِ مَغْلُولَة   غُلَّتْ أيَْدِيهِمْ وَلعُِنُواْ بِاَ قاَلُواْ بَلْ يدََاهُ مَبْسُوطتََانِ  ينُفِقُ كَيْف
第五章“筵席”第64节译成“犹太教徒说：“安拉的手是被”يَشَاء

拘束的，但愿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恶言而被弃绝！其实，他

的两只手是展开的，他要怎样费用，就怎样费用”，上面的例

子里“安拉的手是被拘束的”表示吝啬的特性，“他的两只手

是展开的”表示慷慨的特性，从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阿拉伯

语的特征借代译成汉语婉言，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达经文的

修辞特点。 

3. 真主说： “  َلاَ تُ وَلُّوىُمُ الَأدْباَر “第八章“ياَ أيَ ُّ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إِذَا لَقِيتُمُ الَّذِينَ كَفَرُواْ زَحْفاً فََ

战利品”第15节译成“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与这部信道的

人向你们进攻的时候，你们不要以背向敌”，上面的例子里“

不要以背向敌”表示失败的意思，阿拉伯语的特性借代译成

汉语婉言， 其原因是宣告谴责某种事情，译者使用直译法来

表达这段经文的修辞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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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主说：“  ُوَالَأرْضُ جَمِيعًا قَ بْضَتُوُ يَ وْمَ الْقِيَامَةِ وَالسَّمَاوَات َِ ” وَمَا قَدَرُوا اللَّوَ حَقَّ قَدْرهِ
第39章“队伍”第67节译成“他们没有切实地认识安مَطْوِيَّات  بيَِمِينِوِ 

拉。复活日，大地将全在他的手掌中，诸天将卷在他的右手

中”，上面的例子“大地将全在他的手掌中，诸天将卷在他的

右手中”，表示安拉的伟大能力，译者将这类阿拉伯语的特性

借代译成汉语婉言， 其原因是宣告人们复活日的命运，译者

使用直译法来表达这段经文的修辞特点。 

5. 真主说： “يَ قُولُ ياَ ليَْتَنِِ اتَََّّذْتُ مَعَ الرَّسُولِ سَبِيلا ِِ يَ وْمَ يَ عَضُّ الظَّالِمُ عَلَى يَدَيْو 第25” وََ

章“准则”第27节译成“在那日，不义者一面咬手说：”啊！但

愿我曾与使者采取统一道路”，上面的例子“不义者一面咬手

”表示后悔的心碎的意思，算是汉语婉言， 其原因是谴责某

种事情，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达该例子所含的修辞特点。 

6. 真主说：“وَلَا تَجْعَلْ يَدَكَ مَغْلُولَةً إِلَى عُنُقِكَ وَلَا تَ 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ا ”第17章“夜行

”第29节译成“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术在脖子上，也不要把手完

全伸开”，阿拉伯语特性借代表示吝啬和奢侈的特性，译者使

用直译法将它译成含有修辞特点的汉语婉言。 

7. 真主说：“وَأُحِيطَ بثَِمَرهِِ فأََصْبَحَ يُ قَلِّبُ كَفَّيْوِ عَلَى مَا أنَفَقَ فِيهَا وَىِيَ خَاوِيةٌَ عَلَى عُرُوشِهَا ”第8

章“山洞”第14节译成“他的财产，全遭毁火，园里的葡萄架到

塌在地上，他为痛惜建设园圃的费用而反复翻转他的两掌”

，上面的例子“ ٗأصثح يمٍة وفي”算是阿拉伯语特性借代，表示后

悔的特性，译者使用直译法将它译成汉语婉言，就说“翻转她

的两手”， 这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文里的修辞特点。 

8. 真主说：“ كَ للِنَّاسِ وَلا تََْشِ فِ الَأرْضِ مَرَحًا 第8章“鲁格曼”章第 ”وَلا تُصَعِّرْ خَدَّ

41节译成“你不要藐视众人而转脸，不要洋洋得意在大地上

行走”，该节算是阿拉伯语特性借代，表示骄傲和自豪的特性

，译者使用直译法将他译成是汉语婉言 

9. 真主说： “ َإِذْ زاَغَتْ الأبَْصَارُ وَبَ لَغَتِ الْقُلُوبُ الْحَنَاجِر 第10章“同盟军”33”وََ

节译成“当时你们眼花心跳”，译者将这段经文译成汉语婉言

，表示个人的恐惧心态，“眼花”比喻观察能力不灵敏，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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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看不清，对战时局势相互撕杀感到恐惧，而“心跳”来形

容战局状况不佳，译者是用直译法来表达着个意思，保释原

文的修辞特征。  

注意：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阿拉伯语特性借代相当于汉语婉言，都增

加原文的艺术特点，它们俩的秘密就是一种夸张的表述，它们都表达隐

喻意义，并体现意义，使原文冲满生命、感动和动人的形象来突出意义，

译者使用直译法将阿拉伯特征借代译成汉语婉言。 

   （二）阿拉伯语别称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مىصىف译成汉语短语的例子 

1. 真主说： ِالَةَ الْحَطَب 第111章火焰第4节译成“他的担柴的妻” وَامْرأَتَوُُ حَمَّ

子，也将入烈火”，这里使用“担柴”这个标志代替焰父的妻子。

译者依靠那所谓“弥补法”来表达原文的内容，使用增词法来表

达，加上“妻子”这个词语。本人认为译者人为在翻译过程中如

果只说“他的担柴的”，使目标语读者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所

以加“妻子”这个词意，把隐含的词语表达出来，使用增词法这

翻译技巧，这样的方法不保存原文的修辞特征，使译文忽略原

文的修辞特征，但译者忠实原文的内容。本人认为译者成功把

意义表达出来，这里没有上下文能帮助读者理解担柴的人是谁

。 

2. 真主说： ٍأَوَمَن يُ نَشَّأُ فِي الْحِلْيَةِ  وَىُوَ فِ الِْْصَامِ غَي ْرُ مُبِي ”第43章“金石”第18节译

成“在首饰中长大，且不能雄辩者，难道他们归她按拉吗？，上

面阿拉伯例子含有阿拉伯别称借代，就是” “أٚ ِٓ يٕشأ فٝ اٌحٍيح  是

指妇女的意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那所谓“弥补法”来表达

原文的内容，使用增词法来表达，来把原文的内容表达出来，

加上代替隐含的词语“妇女”的汉语代词“她”。这样的方法不保

留原文的修辞特征，使译文忽略原文的修辞特征，但译者忠实

原文的内容。本人认为译者成功把意义表达出来，这里没有上

下文能帮助读者理解“在首饰中长大”的人是谁。 

3. 真主说： “  لَهُمْ وَلا جَان 第55章“至仁主 ” فِيهِنَّ قاَصِرَاتُ الطَّرْفِ  لََْ يَطْمِثْ هُنَّ إِنسٌ قَ ب ْ

地”56节译成“在那些乐园中，有不视非礼的妻子，在为他们的



Omnia Al Zayady – 浅谈阿汉借代翻译方法及其与文化因素的关系 以《古兰经》汉译

本为例 
 

 

Alsun Beni-Su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abjltl            198                       Volume 3, Issue 2, 2023 

 

妻子，任何人和精灵都未与她们交接过”。译者使用弥补法，加

上“妻子”这个词语，本人认为译者以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说

“有不视非礼的”，使读者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所以加“妻子”

这个词意，把隐含的词语表达出来，这样的方法不保存原文的

修辞特征，使译文忽略原文的修辞特征，但这样译者重视原文

的内容，使译文符吅原文的忠实原则。本人认为如果把上面含

有阿拉伯另称借代的经文译成“有不视非礼的”，就能保持原文

的修辞特征， 使用属于特征、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因为“不

视非礼的”代替“妻子”的形象，读者从上下文会理解隐含的词

语，会理解这里使用“不视非礼”这个标志代替复活日信道的人

们要交接的妻子形象。 

4. 真主说：“   ٍوَ حَمَلْنَاهُ عَلَى ذَاتِ أَلْوَاحٍ وَدُسُر ”第54章“月亮”第13节译成“我

们使他乘坐一只用木板和钉子制造的船上。译者使用弥补法，

加“船上”这个词语。本人认为译者以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说

“我们使他乘坐一只用木板和钉子的”，使读者无法理解原文的

内容，所以加“船上”这个词意，把隐含的词语表达出来，这样

的方法不保存原文的修辞特征，使译文忽略原文的修辞特征。

本人认为如果译者使用直译法把上面的经文译成“我们使他乘

坐一只木板和钉子的”就保持原文的修辞特征， 那时句子属于

汉语特征、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这里“木板和钉子”代替“驳

船”的形象，目标语读者从上下文会理解隐含的词语。 

注意：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阿拉伯语重视形吅，而汉语重视意吅。

意吅指不依靠语言形式手段而依靠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实现他

们之间的联系，但形吅指依靠语言形式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联系。译

者在上面例子中都采用弥补法，不重视表达原文的修辞特征，而重视译

文的意吅形式，以符吅目标语的表达习惯，避免造成误解。 

注意：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到，译者将阿拉伯另称借代译成汉语短语，使

用弥补法来表达原文的内容， 遵守奈达所提出的对等论，这里译者根据

动态对等翻译轮再现原文的思想，使用上面的翻译方法，使目标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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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原文所含的信息，这样译者忽略表达原文的修辞特征，不遵守许渊

冲3所提出的优化论，优化轮在翻译过程中重视表达原文的优美。 

 (三) 阿拉伯语别称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مىصىف译成汉语借代的例子 

1-真主说： “   إِنَّ ىَذَا أَخِي لَوُ تِسْع  وَتِسْعُونَ نَ عْجَةً وَلِيَ نَ عْجَة  وَاحِدَة ”第38章“萨德”第23节译成

“这个确实我的朊友，他有九十九母绵羊，我有一只母绵羊，他却说，你把

它让给我吧，他在变论方面方面战胜我。”， 上面的例子“ ْ أخٝ ٌٗ ذسعح إ" 

这个阿拉伯，" إٌععح "含有阿拉伯另称借代，就是ٚذسعْٛ ٔععح ٌٚٝ ٔععح ٚاحذج " 

词汇是指“妇女”的意思，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达原文的修辞特征，本人

认为意者使用“母绵羊”这个词汇来代替“妇女”这个词汇，将上面的例子

译成汉语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母绵羊”来标志着“妇女”这个词汇。本

人认为修辞与文化有关，汉语里有一个成语说：“女子三不娶，绵羊老虎

和四百”，这里女人性像羊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有

相同点，译文读者一看就能理解这个意思，不会误解原文的内容。 

2-真主说： “  ٍخَلَقَكُم مِّن ن َّفْسٍ وَاحِدَ ة ”第5章“队伍”第6节译成“他从一个人创造你

们”，这里“一个人”代替“阿丹”，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示原文的修辞特征

，译成汉语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中国穆斯林从宗教文化角度中会知道“

一个人”是指“阿丹”，上面阿拉伯另称借代的原因是宣告安拉的伟大能力

。3- 真主说：“  َكَاناَ يأَْكُلانِ الطَّعَام ”第5章“筵席”第75节译成“他们俩也是吃饭的

含有隐含的意义，它的意思不是他们是吃饭的人的本"وأا يأولاْ اٌطعاَ "，”

身意义，而是他的本意就是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吃、喝、尿、便，这

些都不属于神性的描述。汉语里“吃饭的意思”是指维持生活， 也就是说

，“吃饭”并不只是吃馒头、面条、米饭，还指生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

用“吃饭”这个短语来代替“生存”这个名称，使用汉语有标志的借代， 也

就是说“吃饭”是“生存”的标志。 

                                                           
3
 

许渊冲：是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提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要表达原文的艺术魅

力，保持原文的意境之美，使译文读者欣赏原文的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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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真主说： “ ْوَثيَِابَكَ فَطَهِّر ”第74章“盖被的人”4节译成“您应当洗条你的衣朋”

，这里“洗条你的衣朋”代替贞洁的名称，洗条你的衣朋是贞洁的标志，属

于汉语特征、标志的借代，译者使用直译法来表达。 

（一） 阿拉伯语别称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مىصىف译成汉语婉言的例子 

1. 真主说：“   وَلَكِن لاَّ تُ وَاعِدُوىُنَّ سِرِّا ”第1章“牛”第235节译成“但不要订密

约”来代替“结婚”这个名称， 译成汉语婉言，阿拉伯语借代的原因

是值得谴责的事情。 

（二） 归属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ىسبة译成汉语婉言的例子 

1. 真主说：“الرَّحْمَنُ عَلَى الْعَرْشِ اسْتَ وَى”第20章“塔哈”第5节译成“至人主已升

宝住了”，该阿拉伯例子含有归属借代，表示宇宙只在按拉的手掌

上，所有宇宙表示归属安拉，译者使用汉语婉言来表达，使用直译

法来翻译，译者这样表达原文的内容，并保留原文的修辞特征。 

（三） 归属借代 كىاية عه انىسبة译成汉语比喻的例子 

1. 真主说“   ليَْسَ كَمِثْلِوِ شَيْء”第42章“协商”第11节译成“任何物不似他”，

该阿拉伯例子含有归属借代，表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按拉，他

的创造物没有一个像他，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安拉在各个方面

是独一无二的，是完美的统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转换法来

表达，将阿拉伯归属借代译成含有比喻意义的句子，译文保持原

文的修辞特征，但用另一个修辞方式来表达，使用否定方式的比

喻，是指本体事物不具有喻体事物某方面的特性。这样的翻译方

法符吅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而不重视形吅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将

含有阿拉伯借代的句子转换成含有汉语比喻的句子，同时保持原

文的修辞特征，使用转换法来表达这个特征。 本人认为译者可以

使用程度不等的比喻，就是强喻，强调喻体的程度超过本体，可以

说“任何物不如他”。 

三、 阿拉伯语借代与汉语的异同点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阿拉伯语借代“婉曲”与汉语借代和婉曲有共

同点，都是指句子表面上所指之事并非本意而是指另外一件与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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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认为汉语借代的种类比阿拉伯语多，阿拉伯语借代从意义上可以译

成汉语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也可以译成汉语婉言。仔细地说，译者可以

使用汉语借代和婉曲来表达阿拉伯语借代“婉曲”的意义。比如：阿拉伯另

称借代 وٕايح عٓ اٌّٛصٛف 相当于汉语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是指不值说出

某人或者某事物的名称，借与他密切相关的名称去接代替。本人还认为

阿语拉伯特性借代 وٕايح عٓ اٌصفح相当于汉语碗言， 是指有意不直接说明某

事物，而使用一些与相应的同义语句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阿拉伯归属

借代 وٕايح عٓ إٌسثح译成汉语婉言。从上面例子不难发现，有的阿拉伯借代

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汉语的等效翻译。 

   译者使用其他方法来表达，使用归化法，比如： “"فيٙٓ لاصشاخ اٌطشف 译成“

有不视非礼的妻子”译者将含有修辞意义的阿拉伯语借代译成不含有任

何修辞意义的汉语词组，使用弥补法。译者还将“ ٌيس وّصٍٗ شئ”译成汉语比

喻形式，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阿拉伯语借代在翻译过程中译成汉语借代

或婉言，本人认为原因归于阿拉伯借代的翻译方法与文化因素有关系， 

下列仔细阐述这件事。 

六、《古兰经》里阿拉伯借代的翻译方法与文化的关系 

   《古兰经》里借代使原文的语言更形象、生动、精炼，译者需要在翻译过

程中再现原文中的借代效果，所以选择有效、正确的方法，以保持目的语

的生动形象，试图保存原文的修辞风格，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等同效果。中

国有一位有名翻译家，叫许渊冲，他为了诗歌翻译而提出哪所谓“三美”

翻译轮4，他提出译者在诗歌翻译中应该保持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他

在2006年出版的《翻译的艺术》这本书中指出对等伦重真，优化轮重美，

真译文是必要的，而美的译文是更好的，因为文学翻译求美，所以译者应

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求美，以增加译文的艺术魅力，译者通过意美、音美

、形美实现优化论。 

   本人认为译者在《古兰经》里修辞句翻译中也必须尽量实现“三美”翻译

论，表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从上面所提到的例子中不难发现，译

                                                           
4
周圳，张发勇，《三美”翻译理论指导下汉语诗歌修辞格翻译方法探讨》，英语广场，202

0年，第4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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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怎么翻译阿拉伯借代“婉曲”，下列要仔细概括阿拉伯借代“婉曲”的翻

译方法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一）直译法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思维现象，所以他是一种

文化现象，是其他语言的文化现象的主要载体，语言反映某一时代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修辞是语言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文化内容， 因此，修

辞不但反映某种文化，并且对文化发起重要作用。从上面中不难发现，修

辞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汉语与农业、宗教、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5，中国人从很长时

间在中国土地从事农耕和畜牧活动，汉语的词汇当然受到社会生活的影

响，汉语里有许多生词与农耕、丝织业、农谚、畜牧有关系。但阿拉伯语

文化与伊斯兰教、游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很久

生活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语的词汇受到沙漠环境有关的词汇，比如说

阳、山羊、母绵羊等等， 这些词汇在阿拉伯文化到现在还有重要地位。从

中可以说阿汉文化会有异同点，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理解这件事。 

    本人认为译者在阿拉伯借代“婉曲”翻译中应该保持原文的修辞特征，

同时使原文的修辞表达某种语言的文化。本人认为译者通过使用“直译法

”，就能保持原文的形美、意美，保留原文的形象。当然使用直译法主要依

靠阿拉伯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在某种话题中有共同点，使译文读者容易理

解译文的目标语。 

        从上面所提到的例子中不难发现译者采用直译法将阿拉伯语特性借

代译成汉语婉言，将阿拉伯语别称借代译成汉语借代和汉语婉言，将归

属借代译成汉语婉言，译者这样保留《古兰经》里所含的阿拉伯语借代“婉

曲”的特征，因为上面所提到的阿拉伯借代例子与汉语有共同的语言表达

习惯，在某种话题中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说，《古兰经》里“ إٌععح ” 与汉

语古代文化有密切关系，汉语古代也使用“母绵羊”来描写妇女， 都含有

文化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直接使用直译法来表达， 读者不会误解译

文的意义，那时译者遵守许渊冲所提出的“三美翻译论”。 

 
                                                           
5
 朱立才，《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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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法 

     译者在修辞翻译中会遇到关于双语言之间的不同文化的翻译问题，

比如：“中国每个乡村有“诸葛亮”“里的“诸葛亮”代替有智慧的人， 原来

阿拉伯度着不知道“诸葛亮”是谁，译者不得不使用意译法来表达，就说“

也就是说译者使用意义法这种，”إْ  وً شخص فٝ لشٜ اٌصيٓ يرّرع تاٌحىّح ٚاٌزواء 

翻译策略，因为使用直译法使读者不会理解译文的内容，译者那时忽略

语言的修辞特征，采用奈达所提出的对等论。 

（三）弥补法  

    有的阿拉伯借代句子是不可译的，使用直译法不但会误解原文的内容

，而且歪曲原文的修辞风格，这是因为两种语言文化的不同等，译者无法

再现译文，通过增译、减译、重写等翻译技巧对原文的表现形式进行弥补

，使其不失原文的感染力。这个翻译方法叫弥补法，由于文化差异，译者

不能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从上面提到的例子，阿拉伯另称借代在翻译

中译成汉语短语，译者使用弥补法来表达原文的内容，比如说： قال تعالى

第54章“月亮”第13经文译成“我们使他乘坐一只用木"حملناه على ألواح ودثر "

板和钉子制造的船上。 

注意：译者在修辞翻译过程中可以使用转换法将含有阿拉伯语借代的句

子译成含有比喻的句子，以符吅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译者虽然使用另一

个修辞形式，但在译文中还是保留修辞风格， 比如：ٌٌٝيس وّصٍٗ شئ “لاي ذعا”

第42章第11节译成“任何物不似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转换法来表

达，将阿拉伯归属借代译成含有比喻意义的句子，译文保持原文的修辞

特征，但用另一个修辞方式来表达，使用否定方式的比喻。 

 七、结语 

    本文主要说明阿拉伯借代与汉语借代和婉曲有共同点，都是指句子表

面上所指之事并非本意而是指另外一件与相关的事情，汉语借代的种类

比阿拉伯语多，阿拉伯语借代“婉曲”可以译成汉语标志代替本体的借代

或者汉语婉言这两种类， 本文还阐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直译法及意

译法、弥补法何转换法来翻译阿拉伯借代“婉曲”。本人解释如果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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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是相同的，译者就使用“直译法”，这样能保持原文的修辞特征，那

就表达原文的形美、意美，使目标语读者感到原文中修辞格的艺术魅力，

这样译者在翻译阿拉伯语借代“婉曲”时能遵守许渊冲所提出的“三美翻

译论”。本文还说明译者如在翻译阿拉伯借代时遇到两种语言不同文化的

翻译问题，译者那时不得不使用弥补法、意义法、转换来表达译文的内容

，忽略表达原文的修辞特征， 这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守奈达所提出的

动态对等翻译论。 这意味着译者在阿汉借代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选择翻

译方法主要依靠双语修辞与文化的关系是否异同。因为两种语言文化差

异在翻译过程中造成误解译文的意义，所以译者那时只好使用弥补法、

意译法，忽略表达原文所含的修辞特征，采用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论，

忠实将原文的内容传达给目标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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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拉伯参考 

اٌثلاغيح " ،"داس أحّذ فرحٝ سِضاْ اٌحيأٝ ، " اٌىٕايح فٝ اٌمشآْ اٌىشيُ ِٛضٛعاذٙا ٚدلالاذرٙا   .4

 َ 9142غيذاء ٌٍٕشش ٚاٌرٛصيع " ، اٌعشا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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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حّذ ٕ٘ذاٜٚ ٘لاي ،  " اٌىٕايح فٝ ٌساْ اٌعشب لاتٓ ِٕظٛس " ، " ِىرثح ٚ٘ثح " ، اٌما٘شج ،  .9

9113 َ 

الإِاَ اٌحافع عّاد اٌذيٓ أتٝ اٌفذاء اسّاعيً تٓ وصيش اٌذِشمٝ ، ساظعٗ ٔاصش اٌذيٓ الأٌثأٝ ،  .3

 َ 9112ٌعظيُ " ) ذفسيش تٓ وصيش ( ، داس اٌرٛفيميح ٌٍرشاز ، اٌما٘شج ، "ذفسيش اٌمشآْ ا

（四）阿拉伯论文 

سٕذس عثذاٌىشيُ ٘ادٜ ، الأسٍٛب اٌىٕائٝ فٝ اٌمشءاْ اٌىشيُ " ، "ِعٍح وٍيح الأداب " ظاِعح  .1

  22عذد 9144تغذاد ، ِعٍ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