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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故事创作谈儿童图画书翻译

———以 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汉译为例

卢肖乔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儿童图画书的翻译可以从儿童故事创作三要素之角色、情境、语言入手来进行研究。译者翻译时不仅

要着力呈现原文的创作特点，更应力求使译文达到和原文一样的艺术效果。对于角色，译者要翻译出自创

词、对比等修辞手段的艺术效果，也要翻译出角色言辞中暗含的声音特征和性格特点。对于情境，译者要炼

字锻句，展现有形的场景、无形的气氛。对于语言，译者可以适当使用叠字词和俗语，使语言偏口语化，也要

对韵律进行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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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大量国外儿童图画书被译介引入
我国大陆，儿童图画书翻译迅速升温，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在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首次专门组织

专家编写的《绘本 １００———２０１４全国少年儿童阅读
年指导书目》中，引进版图画书多达 ８５本。然而，
相对于明显激增的数量，儿童图画书的翻译质量还

有进步的空间。［１］

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儿童文学翻译”

“儿童图画书翻译”和“儿童绘本翻译”为关键词

进行检索，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儿童文学翻译

研究的著作很少，而关于儿童图画书翻译研究的

著作更是稀少。论文方面，以“儿童图画书翻译”

和“儿童绘本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

索，共查询到２００４年的硕士论文１篇和２０１５年的
论文３篇。其内容主要是从图文性、口语性和韵
律出发进行的翻译研究和对文字突出语相的翻译

研究，而有关翻译技巧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

２０１３年，大量国外儿童图画书进入我国，掀起了儿



童图画书翻译的热潮，然而翻译水平却有高有低。

如何翻译才能既呈现原文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效

果，又能让儿童有阅读的兴趣，对儿童图画书的翻

译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笔者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以 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汉译为例，从儿童小说创作三要素之角
色、情境、语言对儿童图画书的翻译进行研究［２］，

认为儿童图画书的翻译要达到如见其人、如临其

境、如闻童声的阅读和朗读效果。本文从翻译技

巧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译者翻译时应着力呈现

语言背后的东西，即著者通过勾画人物情境而创

造出的艺术效果。本文也对如何使用儿童语言做

了补充。翻译儿童图画书时，译者应当考虑本国

儿童的语言，因此在声韵方面可以进行再创作，不

必拘泥于原文。

一、如见其人

图画书作为睡前读物和亲子共读材料，要求角

色个性鲜明，容易辨别。一般说来，图画书作者在塑

造角色时有两个共性：其一，对角色的描写比较简

单。写给低龄儿童的图画书既要故事有趣，又要语

言简单。因此，书中图文交相呼应，且图画内容多为

某一角色在某一情境中的某种行为，以此代替部分

角色描写。其二，对话较多，适合讲述。角色的性格

特征很大一部分通过其个性化语言体现。这是因为

图画书的目标读者是识字不全的低龄儿童，他们接

受故事的方式主要是“听”而非“看”。［３］这么一来，

角色的特征一部分体现在简单的描写中，一部分暗

藏在个性化语言里。

（一）修辞手段

图画书以图画代替部分角色描写。剩下的描

写虽然比较少，但并不简单。作者运用自创词、对

比等手法塑造角色，以创造凸显角色特征的艺术

效果。译者应力求使译文达到和原文一样的艺术

效果，以体现作者通过修辞手法强化角色特征的

用心。

《大大大鳄鱼》（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中，罗

尔德·达尔（ＲｏａｌｄＤａｈｌ）用自创词给故事中的河

马、大象、猴子和鸟命名。他们的名字既体现其主要

外貌特征，又富有韵律感。名字是角色的代号，在故

事中反复出现。因此，不同于对话中暗含的角色特

征，名字要给小读者直观且深刻的印象。译文既要

体现名字所展现的外貌特征，又要与图片相辅相成，

还要读着顺口。

《大 大 大 鳄 鱼》中，河 马 名 为 “Ｈｕｍｐｙ－

Ｒｕｍｐｙ”。［４］①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的释

义，ｈｕｍｐ有“圆形隆起物”之意，ｒｕｍｐ有“屁股”之

意。再看图中河马圆桶似的身子，便知“Ｈｕｍｐｙ－

Ｒｕｍｐｙ”是对其身子鼓鼓，屁股也鼓鼓的体态形容。

此外，“Ｈｕｍｐｙ－Ｒｕｍｐｙ”押尾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小读者喜欢跟着读，也容易记住。而就在记住这个

词的同时，他们也记住了河马的样子。这名字取得

可谓一举两得。试译为：圆鼓鼓。［５］②

罗尔德也用对比手法描写角色外貌。故事的主

角大大大鳄鱼（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最大的特点

就是大。它大得可怕，大得可以一口吃掉四个小朋

友。封面上，既是书名又是名字的大大大鳄鱼体现

其大；书名下方，它那能站四个小朋友的嘴巴也体现

其大。这还不够，一翻开书，罗尔德就运用对比，说

两只鳄鱼躺在河里，一只很大（ｅｎｏｒｍｏｕｓ），一只却不

那么大（ｎｏｔｓｏｂｉｇ）。“Ｅｎｏｒｍｏｕｓ”与“ｎｏｔｓｏｂｉｇ”形

成鲜明对比，译文应体现其差异之巨大。若比较忠

实原文地译为：其中一个很大，另一个却不那么大，

似乎对比效果不强。此处可以稍稍夸张，加大对比，

给小读者留下主角鳄鱼确实非常非常大的印象。翻

译如下：

原文：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ｓｗａｓ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ｗａｓｎｏｔｓｏｂｉｇ．

译文：其中一个奇大无比，另一个却很平常。

（二）个性化语言

图画书作者通常运用大量对话推进故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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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者重新翻译。



赋予每个角色独特的个性化语言。个性化语言背后

暗藏角色的声音特征和性格特点。译者翻译对话时

要琢磨词句的发声效果和情感色彩，力求达到只听

言辞便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以体现作者写作对话

时的用心。

《大大大鳄鱼》中出现了鳄鱼、河马、大象、猴

子、鸟等各种角色，不同角色的说话方式不尽相同，

可以通过词、句体现。比如，大象被大大大鳄鱼咬了

一口，发出又粗又低的一声大叫（ａｂｉｇｄｅｅｐｖｏｉｃｅ）

“Ｏｗ”。“Ｏｗ”可以音译为“嗷（ａｏ）”“噢（ｏ）”“昂

（ａｎｇ）”等。在普通话中，口型越大，声音越响越厚，

后鼻音又比前鼻音浑厚响亮。因此，大象的这声叫

译为“昂”比较合适。再比如，胖乎乎鸟（Ｒｏｌｙ－Ｐｏｌｙ

Ｂｉｒｄ）不“说”话而“唱”话。虽然原文只是普通的句

子，翻译时却可以增加一些柔和的语气词，将长句拆

短，试着押韵，展现小曲小调的感觉。这么一来，小

读者一听就觉得它跟其他角色说的话不一样，从而

一下子就能记住说话唱歌似的胖乎乎鸟。试译

如下：

原文：“Ｈｅｌｌｏｔｈｅｒ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ｓａｎｇ

ｔｈｅＲｏｌｙ－ＰｏｌｙＢｉｒｄ．“Ｗｅｄｏｎ′ｔｏｆｔｅｎｓｅｅｙｏｕｕｐｈｅｒｅ

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ｌｅ．”

译文：“你好呀，大大大鳄鱼，”胖乎乎鸟唱歌似

的说，“在这森林里，我们不常看见你。”

此外，翻译时要展现角色言辞中暗含的性格特

点。《大大大鳄鱼》中，大大大鳄鱼和大象说到“吃

小孩”的计划时，都用了“ｔｒｉｃｋ”一词，但“ｔｒｉｃｋ”包含

的情感色彩并不一样。大大大鳄鱼想了好几个吃小

孩的主意。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啦，因此说起

自己的计划时又骄傲又得意。鳄鱼口中的“ｔｒｉｃｋ”就

含有褒义色彩。可大象觉得这条鳄鱼实在是坏透

了，它的计划更是可恶。大象口中的“ｔｒｉｃｋ”就含有

贬义色彩。正是在一褒一贬中，大大大鳄鱼自夸自

大的形象呼之欲出。试译如下：

原文：“Ｉｈａｖｅｓｅｃｒｅｔ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ｃｌｅｖｅｒｔｒｉｃｋｓ，”

ｓａｉｄｔｈｅ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

“Ｙｏｕｍｅａｎｙｏｕ′ｖｅｎａｓｔｙ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ｎａｓｔｙｔｒｉｃｋｓ，”

ｓａｉｄＴｒｕｎｋｙ．

译文：“我有锦囊妙计。”大大大鳄鱼说。

“你说你有阴谋诡计？”长鼻子说。

不仅如此，后来，鳄鱼屡战屡败，却执意认为自

己的计划绝顶聪明。这么一对比，可怕的鳄鱼就变

成了愚蠢的鳄鱼，甚至有些蠢得可爱。它口中的

“ＣｌｅｖｅｒＴｒｉｃｋ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ＣｌｅｖｅｒＴｒｉｃｋＮｕｍｂｅｒ
Ｔｗｏ”“ＣｌｅｖｅｒＴｒｉｃｋＮｕｍｂｅｒＴｈｒｅｅ”“ＣｌｅｖｅｒＴｒｉ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Ｆｏｕｒ”自然都要译为“妙计一号”“妙计二

号”“妙计三号”“妙计四号”。

二、如临其境

图画书中作者常常运用有形的场景和无形的气

氛共同营造情境。图画书的故事常常由一个个相似

的情境组成。作者创造相似的情境，以此方便小读

者把握、理解故事；又在一个情境里变换场景并随之

变化气氛，以此带给小读者新鲜感，引起其继续听故

事、读故事的兴趣。翻译时，译者既要着力呈现有形

的场景，赋予其动感，又要把握无形的气氛变化，使

之张弛有度，力求营造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以此呈

现作者创造情境时的用心。

（一）有形场景

图画书通过两种途径呈现场景：图画和语言。

其中，图画呈现场景中静态的环境背景和出场角色，

而语言展现场景中动态的个体情态。具体说来，图

画粗略地呈现场景概况，代替部分语言描写，使故事

生动具体，语言又比较简单。《大大大鳄鱼》开篇便

点明第一个场景：在非洲最大、最黄、最泥泞的河里。

但具体是怎样的河，里面有什么，都由图画负责描

述。然而，图画可以呈现场景的大概，但难以呈现场

景中的细节，即个体情态。后者主要通过语言描述

展现。译者在翻译时要注意选用合适的字眼，让个

体情态动起来，活起来。

比如对“ｗａｄｄｌｅ”一词的翻译。在第二个情境
里，大大大鳄鱼对河马炫耀了一番自己的计划，然后

得意洋洋地往森林前进。原文用“ｗａｄｄｌｅ”一词形容

它走进森林的样子。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

典》释义，ｗａｄｄｌｅ意为“ｔｏｗａｌｋ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ｓｔｅｐｓ，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ｂｏｄｙｍｏｖｉｎｇｆｒｏｍｏｎｅｓｉｄｅ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ｕｓｅｄ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ａｂｏｕｔ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ｂｉｒｄｓｗｉｔｈｆａｔ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

ｌｅｇｓ”，体现体胖腿短，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笨拙样
子。大大大鳄鱼确实有点笨，但不止如此。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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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离小镇近了一步，离大显身手也近了一步。它

马上就可以实行自己的“锦囊妙计”啦。因此，它的

走姿里应该显露出洋洋得意，干劲十足的情态。试

译如下：

原文：Ｔｈｅｎｈｅｗａｄｄｌｅｄｏｆｆｉｎｔｏｔｈｅｊｕｎｇｌｅ．

译文：然后，他大摇大摆地爬进森林里。

（二）无形气氛

呈现有形的场景需要炼字，营造无形的气氛

则需要锻句。一般说来，句子越短，读起来越急

促，作者多用短句营造或紧张或活泼的氛围；句子

越长，读起来越缓慢，作者多用长句营造或沉重或

悠闲的氛围。英文与中文的明显差别是英文多复

合句、主从句，因此，有时候一个完整的句子很长，

包含的信息也很多；中文多松散句，句子比较短。

翻译时要注意中英文句子的差别，根据气氛拆句

断句。

以对并列句的翻译为为例。《大大大鳄鱼》中

有这样一个情境：操场上，大大大鳄鱼伪装成跷跷

板，要把小孩们骗到它身上来玩，然后猝不及防一口

吞掉他们。就在孩子们要爬上“跷跷板”时，猴子出

现了，大喊着叫孩子们快跑。原文中猴子的喊话是

一个用“而且”（ａｎｄ）连接的并列句。这时情况紧

急，话语越简明扼要越好，已经来不及管逻辑说“而

且”了，不如把句子拆成两个短句。试译如下：

原文：Ｉｔ′ｓ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ａｎｄｈｅｗａｎｔｓｔｏ

ｅａｔｙｏｕｕｐ！

译文：那是大大大鳄鱼！他要吃掉你们！

《大大大鳄鱼》中还有一个情境：在游乐场里，

大大大鳄鱼伪装成旋转木马中的木头鳄鱼吃小孩。

在它实行计划前，原文连用四个“ａｎｄ”介绍旋转木

马上的动物坐骑。在操场上的情境里，气氛随大大

大鳄鱼计划的实行和失败由轻松到紧张又回复轻

松。猴子的喊话处于最紧张的时候，因此宜删去

“ａｎｄ”，拆句而译。此处，介绍旋转木马时，一来大

大大鳄鱼还没开始计划，为突显后文的紧张感，应该

营造比较轻松舒缓的气氛；二来要让小读者感到坐

骑种类繁多，姿态各样，应该营造类似镜头缓缓扫过

每个坐骑的陈列感。因此，翻译时应尽量保留连接

词，拉长句子。试译如下：

原文：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ｒｓｅｓａｎｄｌ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ｉｇｅｒｓ
ａｎｄｍｅｒｍａｉｄｓｗｉｔｈｆｉｓｈｅｓ′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ｆｅａｒｓｏｍｅｄｒａｇｏｎｓ

ｗｉｔｈｒｅｄｔｏｎｇｕｅｓ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ｍｏｕｔｈｓ．

译文：这里有白马、狮子和老虎，也有拖着尾巴

的美人鱼，还有吐着火红舌头的恶龙。

炼字显动感，锻句造氛围。其实在翻译时，锻句

亦显动感，炼字亦造氛围，一词一句皆应推敲琢磨。

仔细读来，“大摇大摆”不仅呈现动感，亦暗含比较

轻松的氛围；猴子的提醒不仅充满紧张感，亦流露出

焦急的情态；对旋转木马的介绍不仅暗含轻松的氛

围，亦体现陈列感。只不过例句比较简单，只着重表

现出对一方面的考虑罢了。翻译时还是要炼字锻句

齐上阵，共造身临其境之感。

三、如闻童声

图画书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是偏向口语。

这是因为图画书的主要读者是幼儿，他们牙牙学

语正是从口语开始。作者用偏口语的语言写作不

仅利于幼儿理解，也能起到语言教育作用。二是

充满音乐之美。包括周作人在内的许多儿童文学

研究者认为，幼儿听觉发达，对充满韵律的声音有

天生的喜爱。［６］因此，图画书作者好用押韵。这么

一来，译者在翻译时要注意语言的偏口语化和押

韵，呈现如闻童声的艺术效果，以体现作者在语言

上的用心。

（一）口语色彩

图画书的语言偏向口语。口语比较通俗，译者

在翻译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这个故事是用来讲的。

译完后可以大声通读几遍，读到顺畅为止。这么一

来，语言自然就带有日常说话一般通俗的色彩了。

低龄儿童喜欢使用叠字，比如“吃饭饭”“睡觉

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幼儿口语。因此，翻译时可

以适当使用叠字，使小读者感到亲切。有的动词可

以译成叠字，特别是对话中的动词。这是因为对话

本身就应该接近口语，适当运用叠字可以使对话更

加贴近生活。比如，河马问大大大鳄鱼要去吃什么

时，大大大鳄鱼让河马猜，“Ｔｒｙｔｏｇｕｅｓｓ”，可译为

“你猜猜”。有的形容词也可以译成叠字。比如，

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有两个译名，《巨大的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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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大大鳄鱼》。Ｅｎｏｒｍｏｕｓ有奇大无比之意，两种
译法皆做到信于原文、达于译文。然而，“巨大”比

较正式，偏书面语，“大大大”三个“大”字叠加，不仅

体现“巨大”之意，也更符合幼儿说话的特点，使其

感到亲切有趣。

译者还可以适当使用俗语。俗语是民间流传的

通俗语句，又简单又形象，可以使故事变得有趣。大

大大鳄鱼咬断树枝要吃猴子。但在千钧一发的紧急

时刻，猴子跳开了。原文用“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来描述这
种紧张感，可译为“就在那时”，也可比较灵活地译

为“说时迟，那时快”。两者相比，后者更能凸显鳄

鱼一咬、猴子一跳的速度之快，快到描述赶不上动

作，从而更能展现紧张感。

（二）声音韵律

图画书中有较多押韵。翻译时，译者要尽力呈

现原文声韵，更要灵活变通，进行再创造。由于原文

和译文的语言差异，翻译时可以省去原文中的韵律，

也可以创造原文中没有的韵律。韵律翻译以本国小

读者为重，不必拘泥于原文。

因为原文和译文语言不同，有时，原文的押韵难

以在译文中自然呈现。这时不必强求，以通畅为重。

大大大鳄鱼说起吃小孩时，有这么一句话，“ｙｏｕ′ｄ
ｇｕｌｐｈｉｍｕｐｉｎｏｎｅｇａｌｌｏｐ”。其中，“ｇｕｌｐ”与“ｇａｌｌｏｐ”
压头韵。中文比较难呈现这种押韵，译成“你会一

口把他吞掉”反而比较自然。与此相对，原文中没

有韵的时候，翻译时可以创造韵。大大大鳄鱼说起

小孩的美味时，口水直流地这么形容，“ａｆａｔｊｕｉｃｙ
ｃｈｉｌｄ”，“ａｎｉｃｅｊｕｉｃｙｃｈｉｌｄ”。英文很普通，并无押

韵，但翻译时可以译为，“一个胖乎乎、美滋滋的小

孩”，“一个香喷喷、美滋滋的小孩”。再比如，大象

说起河水时，这么形容，“ｂｉｇｂｒｏｗｎｍｕｄｄｙｒｉｖｅｒ”。
英文依旧没有押韵，但翻译时可以创造韵律，试译为

“黄澄澄、浑兮兮的大河”。

图画书的主要读者是幼儿。他们看书更听书，

理解能力也还在发展之中。因此，图画书作者在创

作时以图文相间的形式打造角色情境。其中，相较

青少年、成人阅读的故事，图画书里的角色更加简

单，特征更加鲜明，易于分辨；情境切换更加清晰，粗

中有细，张弛交替，引人入胜。此外，图画书的语言

接近日常，有声有韵，朗朗上口。译者翻译时应着力

呈现原文的创作特点。不仅要琢磨角色塑造手法及

其个性化语言；也要炼字锻句，展现各个情境的特

点；还要用语日常通俗，再创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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