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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是由 Thea A. J. M. Janssen 轧Tim der ed. ,
Forms and Function the 陀rb ( and

996 )中的第四章
Indirect in Chines矿'翻译过来的 o

关于西欧语言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自工十世纪初己有相当丰富的积累 9 但

对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不{亘在语言学方面没有得到十分的重视9在文学

方面也很少有人问津。译者认为:荷兰莱顿大学教授~~U.F; " HU'U.' (且退休〉

写的此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汉语自由间接引谓的特点，可以作为我们今后讨

论该问题的共同出发点。

教授还有专著的ream Consciousness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Modern Chinese ( Leiden:

992 )，从文学角度探讨了自由间接引语。
在日本9有关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文献目录有: 1:呆圾宗童、铃

话法(自由间接话法)文献一览一 :h护自 {ζ扣付毛体验语法研究…一)) (水

户:茨城大学教养部， 1993) 。 关于 日 本对汉语 自 由 间接 引 语的研究 目 录有 :

中里见敬《日本 lζ扣竹态中国语自由间接活法研究(文献自录) ))
(阳如)。

原著者教授和出版社剖 均对

此译文的发表给予许可。原书编者 van der 教授 帮助我多 方联络 o

在翻译过程中，名古屋工业大学铃木康志教授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资科，词时'

还得到了九州大学石汝杰教授、南京大学高级进修生上原尉喝先生以及衣承敏

女士的热情帮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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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诗学(美学)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首先我想、扼要地论述一下时态体系和动态体系之差别，然后采用 Do le呈el

(1973)对自由间接引语标志的分析，说明鉴别汉语自由间接引语时的一些问题。

2. 动 态

汉语动态是自动词后接特定助词而形成的。比如表示进抒、持续的动态用"着"

来标志。请看下面句子:原注

(2) 这包庸的其它铺位依然空着 。

The other berths in the compartment were still empty.

。)在投入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What fun is/was it living where there are no people?

汉语中还有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了F气如例(4 ) :

(4) 几小 时 前天就黑 了 。

It had/has already been dark for a few hours.

助词"了"不仅用来作为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而且还兼有其它功能。

关于时态与动态体系的关系，俄语方面已有相当的研究，因为俄语是担这两

个体系结合起来的一种语言。 Roman Jakobson (1971: 134)把时态和动态的主要

区别与 Je spers en (1922: 123)提 出 的shift盯S 这一榻念结合起来 。Shifter 是语言

学范畴之一，它直接指示银述行为或叙述行为的参加者。一个叙事文本有包括叙

述者崖次和人物层次在内的几个不同层次的翻述， shifters 为 将一个层次转换成

另一个层次提供手在，而non- shifters只能在向一个层次上使用。

lakobson卢(1971: 136)认 为 : 时 态 属 于shi位ers 范 畴之 内 ; 动 态则 归 于

non-shifter。 换言之 9 动态只描述被叙述的事情 ， 而不管叙述行为 ， 即 引 用行为 。

如例 (4)，句末的助词"了"表示事态出现变化，夜幕降临，说明日暮天黑这一现

象完成在特指的时间，即"几小时前"。但它并不描述引用(叙述)的时间。

在汉语叙事文本中，动态对于鉴别叙事时态的过去时和现在时并不发挥作用。

如例(2)，英泽采用过去时完全是依靠上下文。因此，故事开头的时间指示经常是

原注)例句摘自冯骥才的短篇小说《感谢生活»(1985 年 〉 以及施挚荐 的短篇小说 《春

~E1)) (1933 年 〉 。 完整段落见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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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breakfast one morning when she had gone out on to the terrace 一

- Peter Walsh. He would be back from India one of these days , June

or July, she forgot which, for his letters were awfully dull; it was his

sayings one remembered; his eyes , his pocketknife , his smile , his

grumpiness and , when millions of things had utterly vanished 一

how strange it was! 一- a few sayings like this about the cabbages.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p.7)

[ "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一一还说了这句吗?有一天早晨吃早餐时，

当她已走到外面平台上，他一一彼得@沃尔什肯定说过这样的话。最近他就要

从印度归来了，不是六月就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

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

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己烟消云散，而一一说来也怪!一一类似关于大自

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 0 ] 译法 1

直接引语中的人物话语用的是现在时 (" I prefer") 。 极述时态则是过去时 ， 甚至于旨

未来时间范围时(用 "one of these days"表示 )，仍然通过用过去时的自由间接

引语的方式引用("he would be back") 。 叙述时态是叙述者话语的动词 时 态 。 动词

时态之所以成为混合的高畴，是因为叙述时态干涉了作品中人物的时间指示。

自由间接引语的特征还有其它四个范畴:语义特征(如例 (6)中的 "awfully " ) ;

浩特征(感叹句"how strange it was!"); 指示i可("one of these days'引 文脉特

征(例(向前00有"thought Clarissa Dalloway" [克拉里莎·达洛卫思忖]一旬，它

指示该段是她的思考〉。因为这四个范畴均未游于作品中人物的文本，所以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文本的要素是由语法上的人称体系以及钗

述时态构成的。

4. ])(福的自由闰摆哥I l吾

动词时态的范畴有多种来源，因此汉语缺少动词时态使得自由间接引语中的

叙述者(即引用者〉文本和人物(即被引用的说话者〉文本的区别比其它语言更

加模糊。在叙述者的文本中，鉴别自由间接引语的标志只剩一个班畴一一人称。

这意味着鉴别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的话语(即直接引语)只能依靠语法上的人称

体系。

在区别由共通的引导句引进的引用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时，人称也发挥

i辛注 1) 引 自 孙梁 、 苏美译 《 弗吉尼亚 ， 伍尔夫文集 达洛卫夫人 » (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 2000) 第3 页 。



着重要的作用。下面两个例句说明这一点:

(7) a. 他对老师说 "我是第一个到的 J'

He said to the teacher: "I arrived firs t. "

b. 他对老师说他是第一个到 的 。

He said to the teacher that he arrived first.

(7a)与 (7b)不 同 之处仅仅是人称代词 。 在某种程度上 ， 汉语 中 的直接 引 语和 间接 引

语的差别会造成与日语类似的含混问题。 Flor i an Coulmas (1986: 167-175) 曾研

究过日语两种引语方式的差别。

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差别七七日语还要小9因为汉语

没有敬语动词的体系。如(7啡 、 (7的所示，汉语缺少敬语，这是汉扫语言另一个不

同。

由于这些原因，人称代词和领有代词作为语言土的标志是极为重要的。但相

EH吾一样 ( 参看 Coulmas 1986: 169) ， 汉语将人称代词和领有代i司经常省略 ， 这

是汉语与英语及其它印欧语系语言的不同之处。比如p在《尤科西斯》的汉译本

中，倒 ( 5)被译成如下形式:

(8) 都是好学生吗 ? 译注 2

例 ( 8)中的人称代词"都"只表示复数，人称却井不明确。

在汉语中 9语片的主语经常不表示出来。附录 1的一段文本一一例 (2 ) 、 ( 3 ) 、

(4)是从这里摘录下来 的一一就是很好的实例 。 这段汉语文本中 只在下面句子里 出

现人称代词"我"和自身代词"自己"

(向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

除了此句外，其它句子都不明确表明人称，但翻译成英文时需要把人称添加进去。

因此，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文本的要素更缺少明确的标志了。

泽注 2 ) 萧乾 、 文洁若译 《尤利西斯 » (南京: i学林 出版社 ， 1996) 翻译此文时 ， 带着人

称代词"他们"，请看下面引用。

他们在学校里都是好学生吗? (第二部第十章，第 4 1 6页)

但从这一译文就几乎不可能推测出来此文原来是自由间接引语。原著者没有标明

她号|用的汉译的出处。据调查原著者引用的是金程译《尤利西斯))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94) 第3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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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言之?我们可以说:汉语中存在着自由间接引用?

依靠前后文脉。尤其在第一人称叙述中 9有时

自由间接引语还是直接引语。此时，该段文

比印欧语系更明

文脉也无法鉴别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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