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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所强调的对等包括主位对等。在汉英法律文本翻译中，虽然多数句子翻译可以达到

主位对等，但也存在少数主位不对等的情况。其中无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在“汉语句子零主位在英译

时有主位”和“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这两个方面表现明显，而有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集中体现在“主

动与被动的转换”和“话题主位与主语主位的转换”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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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对等问题一直备受中西方翻译理论

家的关注。Jakobson 首先提出翻译中的意义对

等( equivalence in meaning) 问题①，Nida 随后提

出形 式 对 等 ( formal equivalence ) 和 动 态 对 等

( dynamic equivalence ) 的 概 念②，Newmark 受

Nida 理论的启发，以译文接受者为中心提出注

重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感受的交际

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和注重语义和

句法 层 面 对 等 的 语 义 翻 译 ( semantic transla-
tion) ，同时指出在保证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字

对字的翻译是最好最有效的翻译方法③。我国

翻译家陈用仪认为，信息的等值是就深层结构

而言，而深层结构的等值应包括主述位的等值

在内，这样才可以达到在交际目的上和原文的

等值，才可以称为忠实的译文④。本文运用主

述位理论，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中英

文版本为语料⑤，对其翻译中的主位对等问题

进行研究，发现 70%以上的句子在英译时主位

对等，其中无标记主位占 90% 以上; 只有 26．
28%的句子在英译时主位不对等，其中无标记

主位的不对等方式在“汉语句子零主位在英译

时有主位”和主位扩增中的“状语由述位变为

主位”这两个方面表现明显，而有标记主位的

不对等方式集中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
和“话题主位与主语主位的转换”这两个方面。

一、主述位理论

主述位理论首先由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

泰休斯提出，后来为系统功能语法学者所用，成

为从功能角度研究信息分布的重要理论。虽然

语言学家对主位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学

者认为主位指小句的第一个成分，是信息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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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点，主位之外余下的成分便是述位①。胡壮

麟引用 Halliday 的理论，认为主位结构的序列

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并指出

直到句子中第一个概念成分出现后( 指句子中

的主语，包括宾语在内的补语、附加语和谓语动

词) 才能穷尽其主位意义，其后则为述位②。值

得注意的是，表示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的成分

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有一个也可

以有多个，但是表示经验意义的成分必须出现，

而且只能有一个。
根 据 Halliday 的 观 点，主 位 有 标 记 性

( markedness ) 与 无 标 记 性 ( unmarkedness ) 之

分③。在陈述句中，主语充当主位是无标记的，

其他成分充当主位时则是有标记的。在祈使句

中，一般是句首的动词充当主位，但如果动词前

面有加强成分( 如 do) 或否定成分 ( 如 don’t)
时，主位便由这个成分和动词构成; 如果动词前

有 let’s，则 let’s 单独充当主位。当祈使句不

是上述形式时，它的主位就是有标记的。此外，

Halliday 对疑问句主位的标记性也进行了分

析，由于本文所选文本未涉及疑问句，在此不再

赘述。大部分情况下主位都是无标记的，有标

记主位主要在少数需要强调某个成分的情况下

使用。本文对所选语料的数据统计也证明了这

一点 ( 见 下 文 叙 述 ) 。国 内 大 多 数 学 者 赞 同

Halliday 的主位理论④。
在主述位理论与翻译方面，刘士聪和余东

阐述了以主位和述位做翻译单位的合理性，认

为在汉译英中，把握了主位，就把握了句子的

关键，因为主位结构能够帮助译者理顺译语的

结构和逻辑关系。在进行汉英转换时，要尽量

保留原文的主 /述位顺序，但汉英两种语言在句

子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各有特点，因此汉英转换

时在形式上互不对应的情况是很多的⑤。陈用

仪认为在翻译中，当原文的词序符合主述位切

分时，译语要设法保持原有顺序; 当原文由于句

法限制而不符合主述位切分时，也要尽量看出

主述位何在，在译文中恰当表达出来⑥。然而，

对汉英转换时主位对等情况至今仍缺乏量的分

析，对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也无具体研究，具

体到法律文本的翻译，相关研究更加缺乏。本

文不仅对法律文本翻译中主位对等情况进行了

量的分析，还对其中主位不对等情况的体现方

式从“主位数量不对等”和“主位内容改变”两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试图总结出汉英法律文本

翻译中主位对等情况的规律，以期指导翻译

实践。

二、汉英翻译中主位对等情况概述

对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中英文

本发现，所选语料共 293 句，其中无标记主位

266 句，占 90． 78% ; 有 标 记 主 位 27 句，占

9． 22%。大多数句子在翻译中主位对等，共 216
句，占 73． 72% ; 少数句子在翻译中主位不对

等，共 77 句，占 26． 28%。这表明在汉英转换

时译文尽量保留了原文的主位结构。在主位对

等的句子中，无标记主位共 208 句，占 96． 3%，

这与无标记主位在整个文本中的数量最多有

关; 同时，主位对等中的无标记主位占所有无标

记主位句子总量的 78． 2%，这表明大部分的无

标记主位在汉英翻译中是对等的。在主位不对

等的句子中，有标记主位共 19 句，占所有有标

记主位句子总量的 70． 37%，这表明大部分的

有 标 记 主 位 在 汉 英 翻 译 中 是 不 对 等

的。( 见表 1)

翻译中主位对等的句子在两种语言中形式

相近，对译者来说相对容易，本文将重点研究汉

英翻译中主位不对等情况，探寻翻译时主位不

对等的体现方式，从主位的标记性角度进行分

析，以便更好地把握翻译时主位不对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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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汉英翻译中主位对等情况

主位对等情况 无标记主位 有标记主位 总计

主位对等 208 8 216

主位不对等 58 19 77

总计 266 27 293

三、汉英文本中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

研究发现，所选语料中主位不对等的情况

主要有以下八种: 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中有主

位、汉语中的主位数量多于英语中的主位数量、
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汉语中祈使句译为被动语

态、原述位的一部分变为主位或主位的一部分、
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原主位的一部分变为述

位或述位的一部分、话题主位变为主语主位。
其中，前两种属于主位数量不对等，后六种属于

主位内容不对等。
( 一) 主位数量不对等

1． 汉 语 中 的 主 位 数 量 少 于 英 语 中 的 主

位数量

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

中有主位，如例 1。
例 1: 香港特别行政区( T) 设立廉政公

署，( T0) 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 Ｒ) 。
A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T )

sha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Spe-
cial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Ｒ) ． It ( T) shall
function independently and be accountabl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Ｒ) ．
2． 汉 语 中 的 主 位 数 量 多 于 英 语 中 的 主

位数量

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汉语中的多个主位在

英译中通过连词、从句等方式合并为一个主位，

如例 2。
例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T) 依照本

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法律审判案件( Ｒ) ，其他普通法适用

地区的司法判例( T) 可作参考( Ｒ) 。
The cour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Ｒegion ( T ) shall adjudicate
ca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pplicable

in the Ｒegion as prescribed in Article 18 of
this Law and may refer to precedents of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Ｒ) ．
( 二) 主位内容不对等

1． 主位与述位位置完全互换

( 1) 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在所选文本中主

动与被动的转换只包括汉语中的主动转换为英

语中的被动，如例 3。
例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T) 设政务

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处、署( Ｒ) 。
A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a De-

partment of Finance，a Department of Jus-
tice， and various bureaux， divisions and
commissions ( T) sha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
ministrative Ｒegion( Ｒ) ．
( 2) 祈使句与被动语态的转换。汉、英语

之间祈使句与被动语态的转换只包括汉语中的

祈使句转换为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如例 4。
例 4: 禁止( T) 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

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Ｒ) 。
Arbitrary or unlawful search of，or in-

trusion into，a resident＇s home or other pre-
mises ( T) shall be prohibited( Ｒ) ．
2． 主位扩增

( 1) 原述位的一部分变为主位或主位的一

部分。主位扩增的方式之一是汉语中述位的一

部分转换为英语中的主位或主位的一部分，如

例 5。
例 5: 公务人员( T) 应根据其本人的资

格、经验和才能予以任用和提升( Ｒ) 。
The appointment and promotion of pub-

lic servants( T) shall be on the basis of their
qualifications，experience and ability( Ｒ) ．
( 2) 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由于状语的位

置在句子中比较灵活，汉语中为述位的状语在

英语中变为主位成为主位扩增的主要方式，如

例 6。
例 6: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T) 在原有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经济条件和

社会需要，自行制定其发展、改进的政策

(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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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ocial wel-
fare system，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 T )

shall，on its own，formulate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is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needs( Ｒ) ．
3． 主位缩小

( 1) 原主位的一部分变为述位或述位的一

部分。主位缩小的方式之一是汉语中主位的一

部分转换为英语中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其

中大部分为状语由主位变为述位，如例 7。
例 7: 除本法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

条规定的程序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

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

职( T) ，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 Ｒ) 。
In the case of the appointment or remov-

al of judges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the Chief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the Chief Executive ( T) shall，in addition to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prescribed in Arti-
cles 88 and 89 of this Law，obtain the en-

dorsem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re-
port such appointment or removal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for the record( Ｒ) ．
( 2) 话题主位变为主语主位。汉语为话题

突出型语言，而英语为主语突出型语言，在汉英

转换中，汉语中的话题主位常被转换为英语中

的主语主位，这成为汉英翻译中主位缩小的方

式之一，如例 8。
例 8: 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

逗留和离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 T) 可

实行出入境管制( Ｒ)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

cial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 T ) may apply
immigration controls on entry into，stay in
and departure from the region by persons
from foreign states and regions( Ｒ) ．

四、从标记性角度分析汉英

文本中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

上文从主位数量不对等和主位内容不对等

两个方面论述了汉英文本中主位不对等的体现

方式，表 2 则从标记性角度表明了汉英文本中

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及其分布。

表 2 汉英文本中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及其分布

主位不对等的体现方式 无标记主位 有标记主位 总计

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中有主位 15 2 17

汉语中的主位数量多于英语中的主位数量 5 1 6

主动与被动的转换 7 5 12

汉语中祈使句译为被动语态 4 0 4

原述位的一部分变为主位或主位的一部分 5 1 6

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 14 0 14

原主位的一部分变为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 7 3 10

话题主位变为主语主位 1 7 8

总计 58 19 77

由表 2 可知，有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集

中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和话题主位变为主

语主位两个方面; 而无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

在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中有主位和主位扩增

( 尤其是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 这两方面表现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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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

1． 主动与被动的转换

主动与被动体现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语

法关系。所谓主动是指行为的发出者在句子里

充当主语; 而被动是指受事充当句子的主语①。
英语句子被动语态用得多，特别是在信息性和

理论性的文体中使用的概率更高; 汉语被动形

式用得少，有时不用被动形式也可以表示被动

的含义。汉语有许多隐蔽的被动句，译成英语

都应尽量变成被动式②。此外，当强调受事者

时，汉语中的主动语态也应该译为被动语态，如

例 3，受事者“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
处、署”在英译时通过被动语态由述位位置移

到主位位置，凸显了受事者的重要性。
2． 话题主位变为主语主位

刘宓庆认为汉语主语是一个话题，其余部

分是作评论，构成“话题—评论”的句子。汉语

主语并不与谓语动词构成 SV 提挈主轴，因而

不具备印欧语式的主语功能③。话题主位的特

点是: 主位与述位中的动词没有直接的语法选

择关系，主位的功能是提供一个评述的对象。
而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每个句子都必须有

主语。因此汉语中的话题主位在英译时，一般

要被转换成主语主位④。如例 8 中的主位“对

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只

起到引出话题的作用，与述位“可实行出入境

管制”并不存在直接的语法关系。在英译时，

动作 的 实 施 者“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Ｒegion”成为主位，

符合英语的语法结构。
( 二) 无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式

1． 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中有主位

熊学亮在分析句子“约翰回家了，感到很

累”时，提到了零主语，认为零主语虽然在句中

没有体现，但实际上是为人所知的⑤。同样，零

主位也是在形式上缺失而在语言逻辑上是存在

的。零主位现象在汉语中较为普遍，这与汉语

重“意合”有关，使零主位的出现对理解句意毫

无影响。相反，英语重“形合”，每个句子必定

存在主语，因此在汉语中的零主位在英译时必

定在形式上显现出来，以符合英语语言的表达

特点⑥。本文所选文本中共 17 个含有零主位

的句子，在英译时都添加了主位，如例 1 中的零

主位“廉政公署”在汉语中没有形式上的体现，

而英译时用“it”指代，以此添加了主位。
2． 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

状语是修饰动词、形容词、副词、各类短语

或整个句子的语法成分，用以说明行为发生的

时间、地点、方式、目的、原因、结果、条件或伴随

状况。一般说来，英语状语可以放在中心语之

前，而通常情况下放在中心语的后面; 汉语状语

通常放在中心语之前，后置情形较少，后置的状

语往往用来凸显表达内容⑦。但是在本文所选

文本中，状语在汉语中为述位，而在英语中却放

到句首，成为有标记主位。有标记主位在话语

中起到突出强调作用，因此，状语由述位变为主

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一般这样的状语都是条

件性的，如“在……基础上”“在……条件下”
等。例 6 中的状语“在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基

础上”强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其发展

政策的前提条件，属于重要信息，因此在英译时

将状语前置，成为主位。
( 三) 对法律文本翻译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表

达习惯上的差异，在汉英转换时，有标记主位的

不对等方式集中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和话

题主位变为主语主位两个方面，而无标记主位

的不对等方式主要表现在汉语中零主位在英语

中有主位和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两个方面。在

法律文本汉英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根据汉语

中主位有无标记性来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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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

五、结 语

本文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例，从

主位对等角度研究汉英法律文本翻译，总结如

下: 在法律文本翻译中，主位对等的情况最为常

见，只有少数情况下出现主位不对等; 大部分的

无标记主位在翻译时主位对等，而大部分的有

标记主位在翻译时是不对等的。在本文所列举

的八种主位不对等的方式中，无标记主位的不

对等方式在“汉语句子零主位在英译时有主

位”和主位扩增中的“状语由述位变为主位”这

两个方面表现明显，而有标记主位的不对等方

式集中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和“话题主

位与主语主位的转换”这两个方面。因此，在

翻译实践中，应该根据主位的标记性选择适当

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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