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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每个时代都有其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鲁迅是中国当

代文学奠基者，他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鲁迅的作品

被很多越南翻译者翻译成越南语，易于越南读者的阅读理解。文学翻译也是

中越两国语言文学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鲁迅作品众多的越译中，张正

的越译版本已经达到良好的质量，被越南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流行开来，其中

《药》是个典型的例子。本论文采取对比法、描写法、分析法等从语言对比

角度对张正《药》的越译进行考察与分析，阐明其优劣。本文共分三章，第

一章对翻译理论、鲁迅的《药》及张正的翻译事业及语言对比等相关的理论

依据进行总结并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第二章对张正《药》的越译现

状进行分析，通过大量的例子评析，阐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处理字词、句

型等方法以及翻译理论包括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方面的运用，

阐明其优越性，同时也指出译文中一些不足之处。第三章在对张正《药》的

越译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对越南汉语教学与翻译工作进行探讨，从张正对

鲁迅的《药》的越译考察分析所获的结果，对汉语教学与翻译提出一些建

议，希望能够为学生的语言文学理解能力和翻译能力奠定基础，为翻译人才

培养工作做出一份贡献。 

关键词：语言对比、张正《药》译文、语言、文化、翻译、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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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选题理由 

文学这一概念按照王同亿（1993）在《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则是

“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文学可喻为反映社会生活的

一面镜子，通过文学作品，读者能够了解一个国家各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

同时也了解到作家写作风格及其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在作品中所寄托的

思想感情和创作的用意。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需要达到思

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协调，是国家历史文化、语言艺术的反映，也是社会生

活的再现。通过文学作品的视角，我们既可以了解古今中外的社会生活，又

可以欣赏语言文字的美。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各国文学进入国际舞

台，而语言不同造成文学交流困难，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受到重视并在世界文

学交流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自古就有了文学交流。古代、近代和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本进入越南，成为越南文学爱好者的精神食物。越南读

者对中国古代作品如：《东周列国》、《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

梦》、《诗经》、《楚辞》等，以及鲁迅、巴金、老舍、郭沫若等著名作品

耳熟能详，近年来莫言及其代表作《丰乳肥臀》广为传颂，中国文学作品文

学进入越南，文学翻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外国文学中的影响特别大，鲁迅的作品已经被列入

越南各级学校外国文学的课程。其中，鲁迅的《药》是其代表作。鲁迅与越

南南高、阮公欢、吴必素、武重奉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等

有相同之处。《药》也像鲁迅其作品已经被越南不少译者翻译成越南语，并

通过译文受到越南读者包括中学生、大学生的欢迎。在《药》的各个越译版

本中，张正的译文被广大研究者认为是最经典的译本。 

本人作为一名汉语学习者，又是文学爱好者。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国语言

文学作品，以鲁迅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并结合鲁迅作品越译文本，研究更透

彻。因为通过中文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也鉴赏到张正先生文学

作品的翻译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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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本人拟定选择《从语言对比角度分析鲁迅小说《药》的

译文——以张正译文为例》作为汉语专业硕士论文课题，阐明中国鲁迅

《药》的翻译现状以及是张正文学作品翻译的特点。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学作

品翻译的相关知识。本论文撰写完毕会为越南汉语教学尤其是翻译教学提供

一份参考资料。 

2. 研究目的 

本论文研究目的是分析张正对鲁迅《药》作品的越译特点，尤其是阐明

张正的《药》越译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及其作用。从而探讨

《药》越译版本的优点。同时，我们也本着翻译的相关理论及张正的译文实

践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为越南汉语教学及翻译提供参考。 

3. 研究任务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论文要完成以下各项任务： 

（1）对相关理论依据进行总结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2）对张正的《药》的越南语译文进行考察与分析，阐明其特点； 

（3）经分析提出相关的文学作品翻译及教学方法的意见和建议。 

4. 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拟定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1）考察法：用以对鲁迅《药》的译文进行考察； 

（2）分析法：用以对张正的越南语译文进行分析，阐明其特点； 

（3）对比法：用以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指出两者的差异； 

此外，在研究的过程中本人还采取文献法、引证法、例证法等。 

5. 研究对象及范围  

鲁迅作品的翻译版本并不单一，在进行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之所以

选择张正的译文为研究资料是因为张正的译文更受研究界及读者的高度评

价。在越南文学教科书一般都选择张正的译文。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张正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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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鲁迅《药》越南语译文的翻译现状。分析的视角主要是从汉越语言对比

的角度。从而对比汉越语言的异同，并结合翻译理论进行《药》的越译。 

6. 论文结构 

本论文除了前言、结语、参考文献及附录之外，主要内容共分三章： 

第一章 题为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本章主要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

行综述并对有关翻译理论、语言对比理论进行总结，并简介鲁迅的《药》作

品及其张正的越译版本。 

第二章 题为鲁迅《药》的越译考察及分析。对张正的越南语译文进行

实际考察与分析，阐明其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及技巧。具体包括词汇处理、

句型处理以及文化因素处理等方面。 

第三章 题为张正《药》越译的优点及相关的教学建议。在这一章，我

们在第二章的考察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阐明张正的《药》越南语译文的

优点及其原因，从而联系到越南汉语教学，提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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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论依据及研究综述 

1.1.  相关理论依据 

1.1.1．《药》原文和译文的作者与作品简介 

1.1.1.1. 鲁迅及其小说《药》 

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文学高峰。

鲁迅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作品深刻主题及现实意义。他不仅仅为文学而创

作，而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是为了推进

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鲁迅的原名周树人，他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给

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共书写了三十三篇短篇小说，收

录在《呐喊》、《彷徨》以及《故事新编》中。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十

多位翻译家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广为流传。鲁迅的作品富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和深刻的新思想，他的作品中包含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思想、宗教信仰以及

生活习惯，这些内容深受各国读者的青睐，成为跨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郑心伶，1986:56） 

鲁迅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个思想家及革命家。他最早感受到

了“治病不能救中国人”，只有唤醒人民思想才能让中国摆脱贫困落后被人

欺负的局面。率先扛起了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旗帜。1898 年到 1902 年

期间，鲁迅就读于水师学堂，1901 年从矿路学堂毕业之后，远赴日本学医。

他在就读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期间，一次课前偶然看到一个视频，一个

中国人被日本军抓住要被杀头，一群中国人冷漠围观，视若无睹。鲁迅受到

了极大的刺激，也同时深刻地领悟到，做一名医生只能治好中国人身体上的

病，只有做一名作家才能治好中国人心里的病。中国人需要精神而不是药物

来维持。1909 年，鲁迅回到祖国，先后到北京、上海等的学堂担任教师，试

图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

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又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呐

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1936 年，鲁迅在上海逝世，人民群众怀

着沉痛的心情追悼，并授予他为“民族魂”。鲁迅的作品风格形式多样，从

小说到散文，从诗歌到杂文，以及文学批评和历史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