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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风格之量化1 

运用词量学来考察人称代词在《约翰·克利斯朵夫》汉译本中的翻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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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目的在于通过词量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称代词在罗曼·罗兰之《约翰·克利斯朵夫》傅译本中翻

译情况，借而研究傅雷的翻译风格。为了突现出傅雷的风格，我们将傅译本与许渊冲及韩沪麟译本进行对比，

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关于原文卷一《黎明》的法汉平行语料库：法原文1－中译本1－中译本2－中译本3。借助于

词量学软件 Lexico3及 Alignoscope，我们不仅对人称代词在三个中译本中的运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数学统计，

并且还对其进行了回归语境的考证。结果表明，因适当量使用人称代词以及依照中国文化巧妙变通对人际指称

关系，傅雷译文显示出一种较为自由的“再创作”型翻译。本文期待能够为科学性描述傅雷翻译风格起到开举作

用。 
关键词：词量学，人称代词，翻译学，法汉平行语料库，傅雷翻译风格, 许渊冲，韩沪麟，《约翰·克利斯朵夫》 

 

Résumé : Notre communication étudie sous l'angle textométrique le style de traduction de Fu Lei. Nous nous sommes 

centrés sur l'étude des pronoms personnels dans sa traduction de Jean-Christophe de Romain Rolland. Nous construisons 

un quadri-texte de corpus parallèle français-chinois avec les traductions de Xu Yuanchong et de Han Hulin du premier 

tome « l'Aube » : français original-chinois1-chinois2-chinois3. A travers des examens systématiques basés sur les 

statistiques d'emploi des pronoms personnels dans les trois traductions ainsi que sur la re-contextualisation de ces emplois, 

à l’aide des logiciels textométriques Lexico3 et Alignoscope, nous relevons que le style de Fu Lei se caractérise par une 

traduction libre de type « réécriture » utilisant un taux raisonnable des pronoms et par adaptation à la culture chinoise. 

Cette étude constitue un premier pas vers une description scientifique du style de traduction « Fu Lei ». 
Mots-clés : textométrie, pronom personnel, traductologie, corpus parallèle français-chinois, style de traduction de Fu Lei, 

Xu Yuanchong, Han Hulin, Jean-Christophe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Fu Lei's translation style using textometrical methods, focussing on personal pronouns in 

his translation of Jean-Christophe by Romain Rolland. With two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Yuanchong Xu and Han 

Hulin, we construct a quadri-text corpora French-Chinese1-Chinese2-Chinese-3 of the first volume « l'Aube » of Jean 

Christophe. The use of the computer programs Lexico3 and Alignoscope allows for a systematic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three translations and of their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u Lei's translation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a free translation of a "rewriting" type, using a reasonable rate of pronouns, and a high degree of 

adaptation of his translations to Chinese culture. This study represents a first step towards a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Fu 

Lei's translation style. 
Key-words: textometrical study, personal pronoun, translation studies, French-Chinese parallel corpora, translation style, 

Fu Lei, Xu Yuanchong, Hulin Han,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傅雷是如何翻译的？到底何为他的风格？这两大问题引起过诸多研究傅雷、嗜好傅雷译文

的学者和专家的注意。诚然，这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大量文章、论文对此已有过许多的探索，

但对这些研究做一个考察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几乎都局限于对傅译本中零散例子与他

人译本进行比较和阐释。 

    在翻译学当中是否有一种不仅具有可复制性2，并且能够超越读者个人美学感受（但并不

意味不使用），从而以科学的、客观的角度来研究译者风格的方法？。本人认为，词量学, 一

种基于语料库的、以数据统计为主导的文本分析方法（textométrie, 或 lexicométrie) ，能够避

                                                 
1 感谢安德烈·萨来姆 (André Salem), 凯德金 (Kim Gerdes) 以及凯芮纳 ·菲瑞 (Karen Ferret) 对本人以及本文给予

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2 可复制性，意味着能够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同一领域当中共性的问题，研究方法的可复制性问题在目前国

外翻译学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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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人先验感受，展现译文固有特征（通常难以通过普通阅读来获得）, 从而为翻译研究者

科学分析翻译现象开辟了道路。 

   涉及翻译风格，我们认为不仅需要考察原与译文的关系，而且更需要考察此译文与他译文

的异同。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出某一译者的个人风格。为此，在本文我们构建了一个

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一《黎明》为原文，以傅雷、许渊冲、韩沪麟三个中文本作为译

文的法汉平行语料库3 ，同时选取 Lexico34 与 Alignoscope5两个词量学软件作为语料库研究工

具。 

    当然我们深知，翻译风格是一个大概念，不仅涉及原文和译文的写作特点，而且还需要考

虑原、译文的语言约束，要想对此做一个系统研究，在一篇小文章中是难以完成的。为此在

本文中，我们将研究范围缩至一点：考察法语人称代词和限制性人称代词（也称为主有形容

词）6在汉译文当中的翻译情况。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语料库中三位译者是如何处理法汉

两大语系间的差别，进而窥视他们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翻译风格。 

    中文中的人称代词虽有性和数变化，但句法结构上的调整却不会引起代词词形上的变化。

一般情况下，通过添加助词“的”，人称代词具有定语功能，或借用西方语言学术语，成为主

有形容词。就此，严格的说，在中文中只存在人称代词这一形式。但为方便本文中的法汉对

比研究，拟“人称代词”一词来指代法语中的人称代词和限定性人称代词以及中文中人称代词

的概念。 

    具体研究分两大部分。首先，借助软件 Lexico3 来对人称代词在三个中译本中的使用情况

进行系统的数学统计，从而获取量化信息； 其次，借助 Alignoscope 中的同步显示功能，对

量化结果进行回归上下文考证，以便更好地研究每位译者所做出的词汇、句法选择。 

    研究结果表明，与之其它两个译本，人称代词在傅译本中使用量居中，但却拥有多处依据

中国文化对人际指称关系所进行的变通，因此显示出一种较为自由的，却不失忠实的“再创

作”型翻译。这也证实了傅雷的个人翻译主张：摆脱原文语言的字面约束，避免单纯的字词

模仿，领悟原文精神，运用地道的中文。我们期待本文能够为科学性描述傅雷翻译风格起到

开举之作用。 

翻译作品之风格与人称代词 

    罗曼·罗兰在其作品中运用第三人称 描绘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塑造了一位德国音乐

家的形象。正如其于1931年所说的那样，他期待能够在左拉与普鲁斯特之间创造一种“散文

                                                 
3 《约翰·克利斯朵夫》共有十卷，于1905出齐。罗曼·罗兰(1866－1944) 于1916年为此获得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

学奖。本语料库所选用的电子版本来源于 http://www.ebooksgratuits.com/ebooks.php。发行于1937年至1941年的

傅雷译文是《 约》在中国的第一个完整版本，是中文版本。后因不满自己的译文风格，傅雷于50年代重新翻译

校订了《约》全文，其电子版本来源于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foreign/yhklsdf/klsdf.html。 许渊冲和韩

沪麟的译本分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及译林出版社于2000年推出。由于后两者没有现存的电子版本，故自行通过

扫描，中文识别（OCR）建立电子文档。因此项文档建立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故在本研究当中只选

取了原文卷一作为考察内容。待所有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在另一文章中考察整体《约翰·克利斯朵夫》。本作

者敬佩以上所有中文译者，感谢他们将国外优秀作品引入中国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本文中的意见和评论仅仅考

虑学术之需要。 
4 Lexico3 由巴黎三大安德烈·萨来姆 (André Salem) 教授首先研制，并领导 SYLED-CLA2T 研究小组进行完善。

具体信息见：http://www.cavi.univ-paris3.fr/Ilpga/ilpga/tal/lexicoWWW/lexico3.htm。 
5 Alignoscope 由巴黎三大凯德金 (Kim Gerdes)副教授设计编程。网站 http://miaojun.net/alignoscope/上提供软件的

免费阅览和使用。 
6 物主代词在本法语料中出现并不多 ，因此在本文中不作特别处理。此外，“on” 的用法将在另一文章中进行专

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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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巨篇诗作”，也就是说他期待创造一种新的风格，一种意味着“需要有意识地打破法语文

学中的各种陈规旧制”的写作风格7。因此他关注人物的内心，竭尽其力地描写、剖析主人翁

的“深层次自我”，“内在自我”，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具有多面性的自我”8。因此，如何将

主人翁复杂的心理描写，作者所营建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翻译成中文，对于每一个译者

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考察一部翻译作品的风格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本文研究角度限于人称代词这一选择主

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  综所周知，人称代词展示的是人际间指称（指代）的关系，而这些指称的使用，一方

面显示了作品中人物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隐含了作者与其读者的关系。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对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有过相当大的关注， 他在文学评论中提

出了“读者模式”（Lecteur Modèle)9这一概念：读者在作者实现其作品过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

地位。因为作为文本的叙述者，作者在其创作中以“假象读者模式”（hypothèse de Lecteur 

Modèle）为导向来实现他的创作; 另一方面，当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他则通过“假象作者”

（hypothèse d’Auteur ) 来实现理解作品。根艾柯看来， 正因为作者与读者的双方推想从而实

现了文本间交流。 根据这种逻辑，具有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的译者，不仅要正确理解原文

本，而且要将原文本呈现在本国的读者面前，因此肩负转换的职责。 

    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译者必定涉及处理原文中“我”－“你”－“他”的人称代词，而通

过考察译文中的人称代词使用情况，我们认为可以把握译者对原文中关系群的理解，进而可

以考察其对作者、读者以及他本人之间的三角关系。 

    二.  人称代词在中文中的使用要比在法文中灵活得多，假如语境清晰，人称代词通常被省

略。即零指称在中文中被大量使用。通常，援用零指称是为了创造简洁的写作风格。因此，

我们认为这项语言事实可以成为辨认翻译类型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于自由型翻译，即通常所

说的“意译”，人称代词的使用将贴近于中文语法习惯，尽量避免过多使用；而对于字面型的

翻译，即“直译”来说，人称代词的使用将贴近法文语法习惯，呈现出保留较多的人称代词。 

研究与结果   

   本文有三大部分：一.  建立法汉平行语料库；二. 提取数据信息并进行分析；三. 将数据信

息回归语境进行考察。限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省却第一部分10，着重介绍后两大内容。 

I. 词量学信息 

在对人称代词进行详细考察之前，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各自本文在语料库中的信息。 

 

 

 

 

 

                                                 
7 参见：http://fr.encarta.msn.com/encyclopedia_741538618/Jean-Christophe_%5Bromain_rolland%5D.html 
8 Bernard Duchatelet. 2002. 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 Paris, Albin Michel. p. 11-12. 
9 Umberto Eco.1985. Lector in Fabula. É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0 可以察看文章《进入傅雷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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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法语原文及三大中译文的词量学总信息 

文本11 所有词出现频率 

不同词

形词出

现频率 

一次词 

最高频

率词出

现频率 

最高频率词 

FL 38437 5564 2758 2847 的 

XYC 39782 5717 2905 2100 的 

HHL 41098 6824 3630 2297 他 

RR 41092 6029 3499 1886 il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雷与许渊冲较原文使用了较少的汉语词12 （38437, 39782 比 

41092）, 但是它们之间差距并不明显。而在韩沪麟译文中则使用了更多的词  （41098 比 

41092）。从文章长度上来看，傅译文最短（38437 词），也使用了最少的一次词13 （2758个），

但是从单位不同词形的使用情况上来看，即类符形符比，傅译文则居三译文之中 (傅：38437 

÷ 5564  = 6.91意为文章使用每6.91个单词就有一个新单词；许: 39782÷ 5717 = 6.96； 韩 : 

41098/6824 = 6.02)。 

    傅译本与许译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为“的” ，分别出现 2847次、2100次。很奇怪的是频率

最高词在韩译本中为第三人称代词“他”，同样法语原文中，“il”（相当与中文中的“他”），也

使用最频繁。从数量上来看，韩译文使用的“他”远远超出法文中的“il”。（相关内容下文将详

细分析） 

    虽然上述信息还相当简单，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作出以下几点猜想：傅雷使用一种较为简明

的翻译风格；在许渊冲译本当中，行文用词比较单一；至于韩沪麟，他则倾向在译文中保留

原有句式（至少在涉及翻译人称代词上）。当然，这些仅仅是我们的假象，有待于更进一步

的研究和考证。 
 

1.1 专题研究 

    为系统考察人称代词，我们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分开进行逐一研究。软件

Lexico3中的“词类归并”（groupe des formes）14功能完成了自动统计人称代词使用数目的工作，

特征词15 的功能则不仅提供了某一文本中的词汇使用的特征，而且还提供了诸文本间词汇使

用的差别信息16。 

                                                 
11 在本语料库当中，我们使用人名首字母来命名各自文本：FL (傅雷译本), XYC (许渊冲译本), HHL (韩沪麟译

本), RR (罗曼·罗兰原文 )。 
12 中文中“字与词”概念在学界还没有定论。我们所使用的中文切分词结果基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汉

语词法分析系统 ICTCLAS：http://www.nlp.org.cn/project/project.php?proj_id=6. 
13 一次词：在文本中只出现过一次的词语。 
14 参见 S. Fleury. et M Zimina. 2002. Exploring Translation Corpora with mkAlign,  

http://www.translationdirectory.com/articles/article1263.  htm consulté le 17 octobre 2007. 
15 特征词方法是由皮尔·拉封 (P. Lafon 1980,1984)提出。这种方法能够测量在词语（组）在子语料（跟据研究者

所选定的标准，整个语料被切分成为部分）中出现的频率，假如此词语在子语料部分出现的频率超出或超过某

一预期，那么拉封将其定义为特征词。参见 : Labbe C. et Labbe D. 1997. Que mesure la spécificité du vocabulaire ? 

p. 2.  www.cavi.univ-paris3.fr/lexicometrica/article/numero3/specificite2001.PDF (2008年3月27日浏览) 
16 总体说来特征有三种：积极的，消极的，历时的。例如，词形 i 在有一既定语料部分 j 中, 假如其词形 i 在这

部分 j 上具有积极的特征，那么这就意味着词形在这部分出现的（子）频率异常的高。反过来，假如形态 i 在

部分 j 上的特征是消极的，那么它在这部分上出现的（子）频率就会异常的低。参见 Lamalle C, Martinez W, 

Salem A. 2003. Lexico3 outils de statistique textuelle et Manuel d'utilisation. SYLED – CLA2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3, 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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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第一人称 

    下表2中的第一栏及第三栏显示的是法文中和中文中第一人称代词的词形。在数字栏当中，

第一栏为频率，第二栏则为相关词语的特征指数。由于以下列表是计算机自动完成统计的，

所以并非十全十美。 人称代词“me , nous”可以作为间接人称代词使用，但同时也可以是作为

自反动词中的自反代词来使用17。此外，由于我们没有对本语料进行标示（将在下步研究中

进行），我们无法当即获得法语人称代词的句法位置的准确信息。在中文方面，除开常规的

“我”以及“我们”用于翻译法语的第一人称，还有其他翻译方式，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着重

作分析。 

    总体上，中文翻译中的第一人称使用量上要比法语少（137, 138, 167 比 186）， 总体减少约

20%18。 

 

表 2 : 法语原文及三大中译文中第一人称词使用情况信息表19 

法文人称代词 RR 中文人称代词 FL HHL XYC 

je 81 +49 我 127 +4 128 +3 154 +9 

j 28 +18 我们 10  10  13 +2 

nous 8 +6        

me 10 +7        

m 9 +6        

moi 16 +10        

mon 21 +13        

ma 9 +6        

mes 3         

notre 0         

nos 1         

总计 186  137 138 167 

 

    在法语原文中“je” 出现80次，是第一人称代词中使用最频繁的词形。在中文中，许译本使

用了最多的“我”字 （154次，特征率+9），以及“我们” （13次, 特征率+2）。 虽然“我”字在韩沪

麟译文中使用的频率（128次）仅仅比傅译本高出（127次）一次，但特征率上后者（+4）要

超出（+3）前者，因为特征值的计算考虑了所在语料部分的长度。 

1.1.2 第二人称 

    要理解表3，首先需要回顾法语中“vous”的用法，它不仅是第二人称单数的尊称形式，而

且也是第二人称的复数形式。 而在中文中，这种功能则需要靠两个单词来完成：“您”表尊称，

“你们”表复数。 

    我们注意到中译文中所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仍少于法语原文，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20。 

                                                 
17 法语当中的自反代词在翻译成中文是往往略而不翻，虽然有时译者也翻译成“自己”，但在本语料库中并不多

间，不再具体细分。 
18 计算结果由(186-(137+138+167)/3)/186=0.201而来。 
19 为同时比较原文和三个中译本，我们把所有的文本放在一个单文件中。因只有一个法语文本，所以法语单词

的特征率显得特别高，但这不影响三个中文本间词汇使用的对比，后者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0 (212-(170+147+160)/3) / 212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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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法语原文及三大中译文中第二人称词使用情况信息表 

法文人称代词 RR 中文人称代词 FL HHL XYC 

tu 106 *** 你 141 +6 132 +3 157 +8 

vous 27 +17 您 28 +9 13  2 -4 

te 17 +11 你们 1  2  1  

t 26 +16        

ton21 9         

ta 5         

tes 2         

votre 1         

vos 0         

toi 19 +12        

总计 212  170 147 160 

 

    “tu”为原文法语第二人称代词中使用最频繁的词形。中文中，“你”字在许译本中使用频率

最高（132， +3），而在韩译本中最低 （157， +8）。 从总量上来看，傅雷使用了最多的第二

人称代词 （170 比 147，160），而“您”字（28 次, +9）则是其译本的特征词。将“您”字与原文

作对比，我们有理由猜测，傅雷很有可能将普通的第二人称代词单数转换成尊称，因为法语

原文中的 “vous”出现过27 次，而“votre”只出现过1次，假如有一处意为第二人称的复数，那

么我们很难在其译文中搜索出28次“您”来。与此同时，我们参考将其它两个中译文（韩：13；

许：2），可以看到“您”的使用率非常低。这再此为我们的猜测提供信息。当然，具体论证还

有待回归原文的考察。 

1.1.3  第三人称 

    从表4所提供的数据来看, 中文翻译仅保留了 53%的原有第三人称代词22。 

    “il”（1886 次）不仅是第三人称代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形，而且也是法语语料中使用频

率最高的单词（见表1）。在译文当中，韩沪麟使用了最多的“他”（229，***）－其实这一

信息我们也已在表1中看到。 而傅雷使用的“他”最少（1856， +29），两者差距达到了19 %23。 

 

表 4  : 法语原文及三大中译文中第三人称词使用情况信息表 

法文人称代词 RR 中文人称代词 FL HHL XYC 

il 1886 *** 他 1856 +29 2297 *** 2046 +50 

ils 156 *** 他们 165 +8 151 +4 164 +7 

elle 225 *** 她 159 +4 185 +7 178 +7 

elles 30 +19 她们 1 -2 3  15 +7 

se 463 *** 它 85 +16 64 +5 11 -10 

s 24 312 *** 它们 53 +12 41 +5 0  

                                                 
21 法文“ton”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第二人称阳性物有形容词（或使用在以元音或哑音 h 为开头的阴性名词前），

另一个是指“音”(如嗓音，音调，转为方式等)。 为避免混淆，我们手动将语料中的第二种情况改为“tn”。 
22 ((2319+2741+2141)/3)/ 4501 = 0.53 
23  (2297-1856 = 422) / 2297 = 0.191 
24 通常，假如在文本中搜索“s' ”，搜寻结果有两种，因为“s' ”不仅是自反代词而且也是条件从句的连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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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378 ***        

sa 260 ***        

ses 225 ***        

lui 453 ***        

eux 31 +19        

soi 3         

leur 60 +36        

leurs 19 +12        

总计 4501  2319 2741 2141 

 

小结： 

 
    通过观测上文诸表格，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内容。首先，虽然每个中译本的指代缺省情

况各不等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中译本都比原文少很多，但对三大类的人称代词保留情况不

一，分别为80 %，75 %，53 %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法汉翻译当中，译者有更多的倾向保留

（或使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这与中国语言习惯是否有关联？还是与中国哲学思想

（“我”与“他者”）有联系呢？这个关于法汉翻译方面的共性特征推断显得相当幼稚，有待于

大容量的平行语料库和对比语料库的建立和实证。 

    其次，傅雷在其译文中使用了2626个上述人称代词，数量上居中 （韩沪麟：3062；许渊

冲： 2468），但是人称代词 “他”和“她”使用次数最少，然而 “您”、“它”和“它们” 使用频率最

高。根据“您”的使用信息，我们推断傅雷在译文中对原文中的人称代词作了变动。 

II. 人称代词的在译文中的其它翻译方式 

    在上文中，统计了人称代词在法语原文以及其翻译中的使用情况。然而，对于文学或翻译

研究者来说，最关切的还是想要知道译文于原文是否有变动情况，或者是否有非常规的译法

出现。在这本章节中，我们将使用由凯德金(Kim Gerdes) 研制的软件 Alignoscope 来搜索、分

析人称代词在各译本中的非常规译法。 

    另外统计数据提供给我们有效的、且通常难以识辨的信息，但仅停留在数据上还是远远不

够，必须深入研究，阐释这些数据所蕴涵的内容。进行“回归语境”的考察对于翻译学来说至

关重要，正如瓦尔奈（Varney  2005 ： 49-50 ）所指出的那样，假如要考证一个注释，必须

回到“语境”中才能仔细看清真正的用途。在我们看来，对人称代词的考察，也需要回归到段

落中去，以便准确地比较原文和三个中文翻译。 

2.1 第一人称 

    Alignoscope 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在以对齐了的原译文段落中，迅速找到并显示所要查询的单

词或词组, 并且可以通过“ 包含” (+) 和“不包含”(－)查询，获取译文中的非常规译翻译。 

    例如25，为搜索除“ 我、我们”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翻译方式在译文中出现。我们在法语原

文侧“包含”项中输入“je|j|nous|me|m|moi|mon|ma|mes|nos”，在中文译文侧 “非包含”项中输入

“我|我们”。下文图1中的每一方格代表一组对齐了的段落26, 显示深绿颜色的方格则表示满足
                                                 
避免第二种情况经入统计结果，我们手动将其改为“+ il”。 
25 在这个试验中，为了同步比较法文和中译文，我们在原文侧安放了三次法语语料，以便与译文侧的三个中译

本对等。 
26 在中文中很多人将“aligne” 翻译成动词“对齐”， 但是对于操作结果，本人倾向使用形容词“齐对了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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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搜索要求。在傅译文本中，我们看到一共有10个深绿色方格。借助软件中的同步显示

功能，我们看到在9处方格中，傅雷省略了人称代词27，而在一处中他对人称代词予以了保

留（见图1）。 

  图1 : 非常规第一人称代词在傅雷译本中的定位和显示 

  

    图1左半部可以看到搜索“je|j|nous|me|m|moi|mon|ma|mes|nos”选中的单词呈蓝色，其右侧则

是对应的傅雷译文。 将法中原译文作一简单对比，即可看傅雷同样省略了多处人称代词，

所保留的则被翻译成较为古的人称代词。 

 

表5 : 傅雷所使用的非常规第一人称代词 

中文词组 拼音 法语（直译） 

窃臣 qiechen vassal humble 

臣 chen vassal 

自 zi je (moi) 

臣愚 chenyu vassal stupide 

吾 wu je (moi) humble 

愚 yu je (moi) stupide 

 

     上表5中显示傅雷所使用的非常规第一人称代词均为古代第一人称谦词。回归到原文上下

文（通过点击前后方块获得），我们看到这些代词出现约翰·克利斯朵夫给雷沃博大公爵的信

函当中，而此信则是由其父亲和祖父口述，克利斯朵夫抄记而成的。我们认为傅雷选择古代

人称谦词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中译文的风格尽可能接近原文信函的风格（行文

较为优雅）；其次，将克利斯朵夫对大公爵的敬畏和中国君臣的关系作对比，有意识地将翻

译移植到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加强了读者的阅读感受。 

    使用同样方法，我们分别考察了许译本和韩译本。结果显示，除开“我” 和“我们”，许渊冲

没有选择其它的翻译方法。而在韩沪麟翻译中，有4处区块符合我们的搜索要求，其中3处人

                                                 
为尊重习惯用法，本文也使用“对齐”一词。另外，在使用 Alignator 软件对本语料库进行对齐过程中，以不切割

文章段落为基准。 
27 在这里我们不详细论述这些省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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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代词省略，1处使用了非常规翻译，而这一处与傅雷的译文相似，都出现在给大公爵的信

函当中，所不同的是，韩沪麟只使用了一种古代人称谦词“余”，而傅雷则使用了五种不同的

词汇。 

2.2 第二人称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研究分两步进行：第一组考察“tu”  (tu|te|t|ton|ta|tes|toi ) , 第二组考察

“vous” (vous|vos|votre)。 

    在第一组考察中， 我们首先注意到傅雷将所有克利斯朵夫在与其祖父米希尔以及舅舅高脱

弗烈特的对话中，将“你” 变成了了第二人称的尊称“您”。这一变化显示了傅雷为了符合中华

文化，特别是中国礼仪等级的概念，对原文所了相应的调整。因为根据在中国传统中，晚辈

在对长辈时，必须使用尊称。 

    其次，我们观测到在给大公爵的信函中，三位译者同时对第二人称代词“tu”进行了较为相似

的变动，具体情况见表6。 

 

表 6: 克利斯朵夫附大公爵信函中人称代词“tu” 在三个中译文中的变更情况列表 

RR : a aurai-je la téméraire audace de déposer sur les degrés de ton trône les prémices de mes 

jeunes travaux ? 
变化 

FL : a 乃 成 拙作 , 谨 敢 不 辞 罪 戾 , 渎 呈 于 吾 高贵 之 殿下 之前 , “tu” → “殿下”   

XYC : a 能否 允许 我 不自量力 , 放肆 大胆 地 将 我 童年 初 作 呈献 在 殿下 的 阶 前 ? “tu” → “殿下” 

HHL : a  余 岂敢 将 不 成气候 之 稚 作 伏 呈 于 殿下 足 下 , 敢 否 ? “tu” → “殿下”   
   

RR : b … aurai-je la hardiesse d’espérer que tu laisseras tomber sur eux l’auguste approbation 

de ton regard paternel ?… 
 

FL : b 以 博  Ø 一 粲 . “tu” →  “Ø” 

XYC : b ... 我 能否 大胆 希望 得到 殿下 的 眷顾 ? ... “tu” →  “殿下”   

HHL : b .. 余 岂敢 奢望 殿下 以 父爱 为 怀 , 不吝 垂 顾 此 拙作 , 使 余 三生有幸 ? .. “tu” →“殿下”   
   

RR : c oh ! oui ! ca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ont toujours trouvé en toi leur sage mécène, leur 

champion magnanime ; et le talent fleurit sous l'égide de ta sainte protection. 
 

FL : c 伏 维 殿下 聪明 睿智 , 德 被 六艺 ; 四方 才 士 , 皆 蒙 恩泽 ; “tu” → “殿下”   

XYC : c 啊 ! 能够 ! 因为 您 一直 是 科学 和 艺术 的 热心 资助 人 , 宽宏大量 的 保卫 者 ; 在 您 

神圣 盾牌 的 庇护 下 , 人才 方 能 各得其所 , 事业 方 能 繁荣昌盛 . 
“tu” → “您”   

HHL : c 之所以 为 此 , 实 因 殿下 素来 提携 资助 科学 与 艺术 , 慷慨 大 度 , “tu” → “殿下”   
   

RR : d plein de cette foi profonde et assurée, j'ose donc m'approcher de toi avec ces essais 

puérils. reçois-les comme une pure offrande de ma vénération, et daigne, avec bonté,  

ô très sublime altesse ! jeter les yeux sur eux et sur leur jeune auteur, qui s'incline à tes 

pieds, dans un profond abaissement ! 

 

FL : d 区区 愚 忱 , 当 邀 Ø 洞 鉴 ! “tu” → “Ø” 

XYC : d 因此 , 我 充满 信心 , 大胆 将 童年 试 作 敬 呈 尊 前 . 请 把 这些 作品 当做 诚心 教 意 的 

一 份 献礼 .  非常 崇高 的 殿下 ! 
“tu” → “尊”   

HHL : d  鉴于 此 坚定不移 之 信念 , 余 乃 斗胆 奉献 涂鸦 之 作 殿下 足下 以 表 崇敬 . 啊 ! 尊敬 

的 殿下 , 至 盼 一 瞥 在 此 甸甸 于 殿下 足下 之 少年 作者 及 其 作品 ! 
“tu” →“殿下” 

 

    三个译本中指示大公爵的人称代词“你”（确切来说，是第二人称的主有形容词）匀改为中

国式的称呼“殿下”。但是细观表6中各例句 ，可以看到三个译本在具体处理上存有分歧：一. 

从使用人称代词数量上看，傅雷使用了两次“殿下” （FL：a, c）但同时省略了两次人称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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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b , d）；许渊冲用了两次“殿下”（XYC ：a, b），一次“您”  （XYC ： c ）以及一次“尊” 

（XYC：d ）；而韩沪麟则四次出现的第二人称代词皆改为了“殿下”（HHL：a, b, c,d) 。二. 

从目标语的选择上来看。傅雷使用了较为纯正的古文，许渊冲则使用了现代汉语，但混合了

古代词汇，至于韩沪麟，他选用了浅显的古文。三.从所使用中文字数上来看，三位译者皆

不同，而傅雷是三者中行文最精练的。 

   表 7 : “vous”在三个中译文非常规翻译情况列表 

RR : 1 si vous saviez comme j’ai peur, quand je suis seule ! 变更 语境 

FL : 1 你 真 不 知道 我 独自 个儿 在家 的 时候 多 害怕 ! “vous” →  “tu” 

XYC : 1 你 哪里 知道 我 一个 人 在 家里 多么 害怕 ! “vous” →  “tu” 

HHL :1 您 不 知道 他 撇下 我 一个 人 在家 , 我 有 多 害怕 吗 ? 无变化 
 

路易莎与米歇尔对话 

   RR : 2 « ma pauvre fille se meurt. je vous en prie, venez ! »  

FL : 2 " 我 可怜 的 女儿 快 死 了 . 我 求 你 , 请 你 来 罢 ! " “vous” →  “tu” 

XYC : 2 " 我 可怜 的 女儿 病 得 要 死 了 . 我 求求 你 , 来 看 她 吧 ! " “vous” →  “tu” 

HHL : 2 " 我 可怜 的 女儿 病 得 很 厉害 , 来 吧 , 我 求 你 了 ! " “vous” →  “tu” 
 

克利斯朵夫的想象 : 高

傲的夫人来求他去看

看她即离世的女儿，

她女儿疯狂地爱着克

利斯朵夫。   

   RR : 3 tout le monde vous humilie, personne ne vous aime,  

FL : 3 大家 教 你 受 委屈 , 没有 人 爱 你 , “vous” →  “tu” 

XYC : 3 大家 都 不 把 你 瞧 在 眼里 , 没有 一个 人 爱 你 , “vous” →  “tu” 

HHL : 3 所有 的 人 都 瞧不起 他 , 不 喜欢 他 , “vous” →  “il” 
 

克利斯朵夫艰难的童

年生活。 

   
RR : 4 elles ont l’air de vous appeler, de vous attirer loin… loin… de plus 

en plus loin, 
 

FL : 4 它们 好 象 在 那儿 叫 你 , 引 你 到 ? 远 的 地方 . . . 愈 趋 愈 远 , “vous” →  “tu” 

XYC : 4 仿佛 在 呼唤 你 到 远方 去 , 越 去 越 远 ... “vous” →  “tu” 

HHL : 4 它们 仿佛 在 向 你 召唤 , 把 你 带 向 远方 ... 远方 ... 愈来愈 遥远 , “vous” →  “tu” 

 

克 利 斯 朵 夫 玩 弄 钢

琴，他为这优美的声

音而着迷。 

   
RR : 5 _d’autres vous flattent : ils tâchent de vous enjôler ;  

FL : 5 -- 有些 精灵 却 奉承 你 , 诱 哄 你 , “vous” →  “tu” 

XYC : 5 又 有 些 精灵 向 你 献媚 邀 宠 , 它们 想方设法 逗 你 玩 , “vous” →  “tu” 

HHL : 5 它们 引诱 他 , 使 他 神 摇 意 夺 , “vous” →  “il” 
 

克利斯朵夫按下双健

时 所 发 出 奇 妙 的 声

音。 



11 

   
RR : 6 peut-être même les rêves que suggèrent les sots sont-ils plus 

mystérieux et plus libres que ceux que souffle une impérieuse 

pensée, qui vous entraîne de force : car le mouvement à vide et le 

creux bavardage ne dérangent pas l'esprit de sa propre 

contemplation… 

 

FL : 6 甚至 由 俗物 唤 引起 来 的 幻想 , 比 那些 使劲 拖曳 他 的 强有

力 的 思想 更 神秘 更 自由 : 因为 无 意义 的 动作 与 废话 并 不 

妨害 心灵 自身 的 观照 ... 

“vous” →  “il” 

XYC : 6 也许 傻瓜 笨蛋 引起 的 梦幻 , 甚至 比 那种 专横 霸道 、 强加于

人 的 思想 更加 神秘 , 更加 自由 ; 因为 没有 目标 的 行动 和 空

洞无物 的 言谈  都 不 会 扰乱 心灵 本身 的 思考 ... 

“vous”→ homme” 

HHL : 6 也许 平庸 之 人 心目 中 升起 的 梦幻 能 比 雄辩 有力 、 强行 把 

你 带走 的 思想 显得 更加 神秘 , 更加 自由 , 因为 无 意义 的 行

为 和 无 内容 的 泛泛 之 谈 并 不 妨碍 他们 静 修 冥想 ... 

“vous” →  “tu” 

 

克利斯朵夫评论平庸

人所创作的庸俗音乐

的。 

   
RR : 7 « le petit valet et musicien – knecht und musicus – de votre 

altesse… » 
 

FL : 7 " 殿下 的 贱 仆 , 音乐家 某某 . . . " “vous” →  “altesse”   

XYC : 7 "高贵 的 殿下 微不足道 的 仆人 兼 乐师 ... " “vous”→  “altesse” 

HHL : 7 " 小 贱 仆 ... 音乐 匠 ... 尊贵 的 殿 下 ... " “vous”→ “altesse” 

 

米歇尔口述给大公爵

的感谢信，克利斯朵

夫在旁笔录。 

RR : 8 _ je veux vous dire un secret.  

FL : 8 " 我 要 告诉 您 一 桩 秘密 . " 无变化 

XYC : 8 " 我 要 告诉 你 一个 秘密 . " vous” →  “tu” 

HHL : 8 " 我 想 告诉 您 一个 秘密 . " 无变化 
 

克利斯朵夫和公主对

话 

 

    与前一种情况相反，表7中看到的是，法语尊称“vous”（您) 在翻译中改为了普通第二人称

“你”。许渊冲将克利斯朵夫母亲路易莎与其公公米歇尔对话中（XYC ： 1）的“您”改为平等

的（或者更为亲密的）的“你”字称谓 。同样的，在克利斯朵夫和公主的对话中，许渊冲也将 

“您”改为了“你”（XYC ： 8） 。我们认为这种翻译不仅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书面处理，更主

要的是体现了译者许渊冲对文化中等级辈份的看法。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许渊冲的译本中看

到通俗化、现代化的倾向。在其它两个译本中，韩沪麟和傅雷对尊称“您”没有大的改动。仅

在一例中（FL ： 1），傅雷将“您”变成为了“你” 。这是书面编辑失误，还是傅雷原意？在此

我们很难定论，因为在这里只有一处例子。 

    对于原文 2、 4、7例句，三名译者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们就不详细展开分析。我们所关注

的是三个中译文之间有何差异。在原文例句3和5（RR： 3，5）中，傅雷与许渊冲将“您”转

变成了“你”，而只有韩沪麟将其改变成“他” 。回到原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段克利斯朵

夫的心理描述。罗曼·罗兰使用第二人称而非第三人称的目的在于，建立读者与主人翁的对

话，希望读者能够亲临克利斯朵夫的喜怒哀乐。我们猜测韩沪麟做此变动是为了使人称代词

在其译文中保持一致。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改动没有将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表现出来。当然，

这样的评语还需要今后对更多的例子岁的考察。 

    很有意思，对于原句 6（RR：6），三位译者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傅雷将“您”改为“他” 

（指克利斯朵夫 ） ，许渊冲则改为“人” （通常意义，非特指，相当于法语当中的“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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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沪麟却使用了“你” 。例句背景是克利斯朵夫对音乐以及思想的一段评论，这儿的“您”应

当理解为泛指，代表他对所有人的一种反思。许渊冲使用的“人”给原句一种广泛的意义：一

种“强加于人 的思想”；而傅雷则保留在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范畴内：一种“使劲拖曳‘克利斯朵

夫’ 的强有力的思想 ”；韩沪麟保持了第二人称，把指示目标对准了读者：一种“ 强行把你带

走的思想”。翻译的孰优孰劣则需要读者来定义。 

2.3 第三人称   

    对于第三人称代词，唯一的翻译变更出现在傅译本当中（见表8）。他将原文当中的“他”改

变成了“你” 。这一变化使得读者能够置身于克利斯朵夫，亲临河声及悠扬的钟声。 

 

表 8 : 傅雷对« il » 所使用的非常规翻译 

RR : A le fleuve… les cloches… si loin qu’il se souvienne, – dans les lointains du temps, à 

quelque heure de sa vie que ce soit, – toujours leurs voix profondes et familières 

chantent… 

Modification Indications 

du contexte 

FL : A 江 声 . . . 钟声 . . . 不论 你 回溯 到 如何 久远 , -- 不论 你 在 辽远 的 时间 中 想到 你 

一生 的 哪 一 刻 , -- 永远 是 它们 深沉 而 熟悉 的 声音 在 歌唱 . . .  
« il » →  « tu » 

XYC : A 江流  滚滚 ...  钟声  当当 ...  只要  他  有  记忆  --  无论  时间  过去  了  多久  ,  无论  

现   在  是  什么  时刻  --  他  一  回忆  ,  总会 听到  深深  印  刻  在  心里  、  熟悉  

而  又  亲切  的  江  声  、  钟   声 ...   

Pas de 

changement 

HHL : A 江  声 ...  钟声 ...  不论  他  的  回忆  有  多么  遥远  ; 在  岁月  的 长河   中  ,  不论  

他  处  在  生命  的  什么  时刻  ,  都  会  听到  它 们  深沉  而  亲切  的  歌   声 ... 
Pas de 

changement 

 

Descriptio

n des sons 

du fleuve et 

des 

cloches. 

小结： 

    通过以上语料库考察，我们认为三位中译者运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及翻译风格来处理原文。

傅雷的变更处理涉及到各类人称代词，而且他的变更（精练人称代词，中国人际等级观念，

与读者的对话）赋予了其译文一种自由的、简洁的但富有“中国情调”的风格。至于许渊冲的

翻译，较其他两位译者，更多体现了行文的通俗化。而韩沪麟则似乎更致力于保留原有法语

代词，特别是第三人称代词，以求翻译更贴近原文。 

 

III. 例句的句法研究 

   为了进一步把握三位译者对人称代词的处理，我们认为有必要从译句的句法上来进行对比，

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更能看出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处理。下表9显示了三位译者对

第三人称“她”和其主有形容词的具体句法处理。 

 

表9 : 第三人称“她”在三个中译本当中的处理情况 

法语原文                                                                          (字母 i, j, k, l,  m 标明指代迹象) 

(a) Ellei est d'un blond presque blanc ; 

(b) sesi traits sont tirés ; 

(c) sai douce figure mouton est marquée de taches de rousseur ; 

(d) ellei a des lèvres pâles et grosses, qui ne parviennent pas à se rejoindre et qui sourient avec timidité ; 

(e) ellei couve l'enfant des yeux _ des yeux très bleus, très vagues, où la prunelle est un point tout petit, mais infiniment 

tendre. 

I. 傅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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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她 i 的  淡黄  头发  差不多  象  白  的  ;   

      (b et c)  Øi 绵羊  般  和善  的  脸 j  都  打  皱  了  ,  Øj  颇  有  些  雀斑  ; 

        (d) Øi 没有  血色  的  厚  嘴唇 k  不大  容易  合拢  ,   Øk  笑  起来  非常  胆怯  ;   

      (e) Øi 眼睛 l  很  蓝  ,  Øl 迷迷惘  惘  的  ,  Øi 眼珠 m  只  有  极  小  的  一点 ,  Øm 可是  挺  温柔  ;   
--  她 i   不胜  怜爱  的  瞅  着  孩子  .   

II. 许译本   

(a) 她 i  的  淡黄  头发  几乎  白  了  ; 

(b) 她 i 的  面目  消瘦  ,   

(c) Øi 绵羊  般  温顺  的  脸 j 上 Øj 有些  雀斑  ; 

(d) 她 i  的  嘴唇 k  很  厚  ,  但是   Øk 没有  血色  ,  并且  Øk 老  合  不  拢  ,  即使  Øk 微微  一  笑  ,   Øk 也  显得  畏

畏缩  缩  ; 

(e) 她 i 怎么样  也  看  不够  似的  盯  着  孩子    

--   她 i  的  眼晴 l  很  蓝  ,   Øl 迷迷糊糊  ,  Øi 眼珠 m  只  是  小小  的  一个  圆点  ,  Øm 却  深   藏  着  无限  的  

脉脉  温情  . 

III.  韩译本 

(a) 她 i  长  着  一  头  看似  发  白  的  金色  头发  ,   

(b) Øi 两  颊  瘦削  ,   

(c) Øi 像  绵羊  般  柔和  的  脸庞 j  上  Øj 有  几  颗  雀斑  ; 

(d)  她 i  的  嘴唇 k  厚  而  苍白  ,    Øk 难以  合拢  ,    Øk 笑  起来  怯生生  的  ; 

(e)  她 i  的  那  对  湛蓝  的  眼睛 l  四  顾  茫然  ,   Øi 瞳仁 m  是  一个  很  小  很  小  的  点儿  ,  Øm 饱含  温情  ,  

此时  她 i  正  全神贯注  地  凝视  着  孩子  .   

 

    法语原文中， “她”（elle) 作为主语出现3次，主有形容词“son”和“ses”各一次，共计5次。

这是一段对克利斯朵夫母亲路易莎的肖像描写，涉及到她的头发以及面部特征：脸，面颊，

唇，眼睛和眼珠。 

    中文中，为组织多层次的话语，不能象法语那样通过添加限定词从句来实现指称，而是使

用主题标示来完成（ 许余龙 2005 ： 122-123 ） 。 也就说，中文的写作和理解都强调背景和

句子的内部逻辑。在傅雷译句中， “她”起到了主语兼和主题的双项作用，或者也可以称作是

语篇主题，其辖域范围从第一句（I.a）到达了句 （I.e）。在句（I.b）中， “脸”成为了次话题 ，

后跟有一个零形回指的短句。这是一个带有“有”动词的存在存现句 (existential-presentative 

construction，同上： 123-124 ） 。同样，在句(I.c) 和 (I.d)中 ，嘴唇，眼睛和眼珠都是次话题，

各自引导了带有零形回指的从句。 

    虽然许渊冲和韩沪麟在次话题中都使用了零形回指，但是两者都大部分保留了主题位置上

的人称代词“她” 。通过对表9中的例句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傅雷保留了代词“她”2次，许渊

冲 5次，韩沪麟4次。虽然表9仅是一项实例，但是它有力证实了前面表4中傅雷使用最少了

“她”的信息（159次）。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傅雷调整了句子结构，不仅将两个原文从句（RR.b）和（RR.c）二和

为一，而且还将描写眼睛和眼珠的从句提至句首，继而把“不胜 怜爱的瞅着孩子”放在句末 。

这样的变动，使得将路易莎眼睛和眼珠的描写以及上文容貌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免除了因句

子“elle couve l'enfant des yeux”的拦阻。韩沪麟对句(RR.e)进行的处理方法与傅雷一致，许渊

冲则保留原有句式。 

  通过上述对人称代词的句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翻译为三者中最自由，他强调了对

原文意思的转换，而非是对原有句式进行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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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人称代词的各种变更，实例证实了我们对傅雷译文的印象，较其他两位译者，傅雷更注重

适应于中国读者的阅读要求。首先，他根据中国家庭和社会等级概念来翻译法语人称代词和

主有形容词。其次，“你”与“您”以及“他”的相互变更巩固了小说和中国读者的联系。他始终

将读者置于听众位置来考虑其译文，这是对话的模式，反映出傅雷期待沟通原作和中国读者

的愿望。 

    译入语中的多项语言特征为我们把握对傅雷翻译风格提供了信息。从句法来看，人称代词

的省略和零回指的使用，在傅雷行文中相当常见。他的译文是语料库中最简洁的一个版本。

同时也是他最能摆脱原语句法上的束缚，从而最成功地选择中文的句式来翻译。从词汇上来

说，借助多项古代人称称谓以及古文来翻译信函，傅雷的翻译较显示出较“雅”的一面。 

    概而言之，傅雷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映征了他的个人翻译原则：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

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28  因此翻译，在他眼中是一种重新创作，是摆脱

了原语语言的束缚，从而达到与原文意思和精神上的大融合。 

 

 

结语： 
 

    借助词量学获得的关于人称代词的量化数据，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语料文本的特征信息，

这种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介入。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类信息并不

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因为它同时受到计算机以及软件设计者的约束和限制。在我们第

二阶段上的研究，软件的同步显示和回归语境功能，有效地协助我们分析每个中译文的翻译

特点。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三个中译本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人称代词在是翻译研究

中是一项微妙的研究角度，值得引起更多译者以及翻译研究者的注意 。以“神似”为原则的傅

雷，在其译文中成功地处理了作者，读者以及自身的三大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傅雷译作

在中文翻译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是在于：始终为读者着想，植根于目标语文化，竭力

保存原作精华。 

  词量学方法为科学研究傅雷的翻译风格开拓了更广的路经。借傅雷百年诞辰暨，亦希本文

能为宏扬其译作作一微薄之力，谨此怀念。 

 

 
附录： 

 

                                                 
28 傅雷(1951) “《高老头》重译本序”, 收录在《傅雷谈翻译》, 2005，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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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软件 Lexico3 中第一人称代词的词形统计以及“我们”在整个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和个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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