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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鹘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由回鹘翻译大家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的经典之作，在文

献学、语言学和翻译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与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汉文

原文对比，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处使用重复性增译和补偿性增译。重复性增译包括同义／近

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以及重复衔接法；补偿性增译包括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和超原文内容

的补偿。增译法的成功运用使译文更加流畅明了，也达到了译者通过翻译弘扬佛教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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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 《玄奘传》）是唐代高僧玄奘的生平传记，由其弟子慧立

和彦悰于公元７世纪共同撰写。该书共十卷，详细记录了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路上的见闻及返回

唐朝之后译经、弘扬佛法直到坐化的过程，与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一并成为研究古代西域历

史地理、语言文字和文化交流的珍贵第一手材料。《玄奘传》由胜光法师 （ｋｏｌｉＴｕｔｕ）译

成回鹘文，该书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新疆南部出土”
［１］，后被人拆分出售，现分别保存在北京

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另外，德国科学

院柏林分院、吐鲁番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也藏有回鹘文 《玄奘传》部分残片。学界对回鹘文

《玄奘传》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距今已有近９０年的历史。纵观国内外研究，“来自不同国

家的学者从文献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通过与汉文原文文献的对勘，对回鹘文 《玄奘传》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２］，但较少涉及翻译学研究。现存大多数回鹘文文献是以汉文译本为媒介间接翻

译的佛经文献，而回鹘文 《玄奘传》则是直接译自汉文的非佛经文献，篇幅较大，保存也比较完

整。因此，它不仅具有文献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翻译学研究价值。

古代汉语有言文分离、历久不变、行文简练等特点［３］。因为行文简练，古代汉语一般省去

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回鹘语是黏着语，省略句子成分的情况比较少，如果

省去句子成分或某种形态标志将直接影响语法语义。由于这种差异，增译是汉文－回鹘文翻译

中比较常见的变通手段之一。为了更好地传意及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译者经常对古代汉语中

省略或简练的内容进行增译。

增译指 “根据目的语词法、句法、语义、修辞或文体的需求，或因受制于目的语某些特定

文化规范，在翻译中增添某些词、句或段落，以更好地表达原作思想内容，或更好地实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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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目的”［４］。本文以回鹘文 《玄奘传》第十卷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学角度与高永旺译注的 《大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５］ 和孙毓棠、谢方点校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６］ 进行对比研究，探索

汉文－回鹘文翻译中的增译现象。

一、重复性增译法
重复作为一种强调式的修辞手段，在回鹘文文献中很常见。胜光法师在 《玄奘传》回鹘文

译文中采用了同义／近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重复衔接法等重复性增译手段。

（一）同义／近义叠加法

汉文－回鹘文翻译中的同义／近义叠加法一般指汉文原文中的一个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翻译

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同义／近义叠加使用的现象在回鹘文原创作品或翻译

作品中屡见不鲜。回鹘文 《玄奘传》第十卷中，胜光法师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对汉文原文中的

部分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进行重复性增译，并将大部分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翻译为同义／近义叠

加形式，如：《玄奘传》第十卷汉文原文中的 “海”译作ｔａｌｏｙüｇüｚ（ｔａｌｏｙ“大流”，üｇüｚ“大

海”），其中，ｔａｌｏｙ和üｇüｚ意义近似，均可与原文的 “海”对应。

《玄奘传》第十卷回鹘文译文中，部分单音节词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叠加成分的现

象很常见，通常涉及不同词性的词，其词源也有差异。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重复性增译的词涉

及名词、形容词、副词、代词、动词、连词等。例如：原文的 “國”译作ｅｌｕｌｕ（ｅｌ“国家、人

民”，ｕｌｕ“国家”），两个成分均为名词。“猛”译作ｋａｄｒｙａｖｌａｋ （ｋａｄｒ“凶恶的”，ｙａｖｌａｋ

“坏的”），两个成分均为形容词。此外，还有副词 “馳”译作ｔｒｋｔａｖｒａｋ（ｔｒｋ“快”，ｔａｖｒａｋ

“迅速”）、代词 “自”译作ｋｎｔüｚ（ｋｎｔü“自己”，ｚ“本人”）、动词 “通”译作ｔｕｙｂｉｌ

（ｔｕｙ“觉”，ｂｉｌ“知”），连词 “又”字译作ｙｎｙｍ（ｙｎ“又”，ｙｍ“还”）等。

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翻译的两个成分根据词源可分成不同类别。

１．以同义／近义叠加法翻译的两个成分均为回鹘语固有词，如：“覺”译作ｂｉｌｕｋ（ｂｉｌ

“知”，ｕｋ“懂”），“力”译作ｋǚｃｋüｓüｎ（ｋǚｃ“力气”，ｋüｓüｎ“力量”）等。

２．部分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翻译的两个成分中，其中一个成分为借词，另一成分为回鹘语

固有词，如：“衢”译作ｔｌｉｋａｙ（ｔｌｉ“道路”，ｋａｙ“街”），其中，ｔｌｉ是固有词，ｋａｙ借自汉

语 “衢”［７］３１５；“花”译作ｈｕａ̌ｃ̌ｃｋ（ｈｕａ“花”，̌ｃ̌ｃｋ“花”），其中，ｈｕａ源自汉语 “花”［７］３１６，

ｃ̌̌ｃｋ是回鹘语固有词；“星”译作ｇｒａｈｙｕｌｔｕｚ（ｇｒａｈ“行星”，ｙｕｌｔｕｚ“星星”），其中，ｇｒａｈ为

吐火罗语梵源词 “ｇｒａｈａ”
［７］３９２，ｙｕｌｔｕｚ是回鹘语固有词；“實”译作ｃ̌ｎｋｅｒｔü （̌ｃｎ“真”，ｋｅｒｔü

“真实”），其中，̌ｃｎ借自汉语 “真”［７］３１７，ｋｅｒｔü是回鹘语固有词。另外，也有通过同义／近义叠

加法翻译的两个成分均为借词的现象 （见表１）。

表１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译作两个同义／近义借词叠加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词汇来源

塔
ｓｔｕｐｖｉｒｈａｒ

（ｓｔｕｐ佛塔，ｖｉｒｈａｒ寺院）

回鹘文ｓｔｕｐ＜梵语ｓｔūｐａ“佛塔”
［８］１２６；回鹘文ｖｉｒｈａｒ＜粟特语βｒｘｒ～梵语

ｖｉｈｒａ“住，住处，修行，僧房”
［９］２０３；

經
ｓｕｄｕｒｎｏｍ

（ｓｕｄｕｒ佛典，ｎｏｍ佛经）

回鹘文ｓｕｄｕｒ源自粟特语ｓｗｔｔｒ～梵语ｓūｔｒａ“修他罗，典诏，善训，正典

摸”［９］２０３；回鹘文ｎｏｍ源自希腊语νóμｏ（ｎóｍｏｓ）“法律，法典”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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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文 回鹘文译文 词汇来源

寺
ｖｉｒｈａｒｓｒｍ

（ｖｉｒｈａｒ寺，ｓｒｍ寺）

回鹘文ｖｉｒｈａｒ＜粟特语βｒｘｒ～梵语ｖｉｈｒａ“住，住处，修行，僧房”
［９］２０３；

回鹘文ｓｒｍ源自粟特语ｓｎｋｒｍ （ｓａｎｇｒｍ）～梵语ｓａｍｇｈｒｍａ“寺

庙，寺”［９］１３４；

冠
ｄｄｍｐｓａｋ

（ｄｄｍ皇冠，ｐｓａｋ冠）

回鹘文ｄｄｍ 源自粟特语δｙδｍ （ｈ）（δｉδēｍ）（ｄｙｄｍ）：ｄｉａｄｅｍ “皇

冠”［１０］；回鹘文ｐｓａｋ源自粟特语ｐｓ′ｋ“花环，王冠”
［１１］

考察该文献中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翻译的成分可以发现，这些成分大多为汉文原文中的单音节

词翻译成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同义／近义叠加成分。此外，文献中还出现一字多译的现象 （见图１）。

　　　　　　　　 　 



香

ｙｄｙｐａｒｌｇ（ｙｄ香味，ｙｐａｒｌｇ有香味的





）

ｂｕｒｋｔｉ（ｂｕｒ嗅，ｋｔｉ散发 ）

ｙｄｌｇｙｐａｒｌｇ（ｙｄｌｇ有香味的，ｙｐａｒｌｇ有香味的 ）

图１ “香”的三种翻译

如图１所示，“香”字在回鹘文 《玄奘传》第十卷中有三种不同译文，均采用同义／近义叠

加法进行增译。ｙｄｙｐａｒｌｇ中，名词ｙｉｄ和ｙｉｐａｒ先合并成同义／近义叠加形式，再加ｌＸＧ词缀

构成形容词；ｙｄｌｇｙｐａｒｌｇ中的两个成分均为形容词；ｂｕｒｋｔｉ中两个成分均为动词。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采用同义／近义叠加法进行增译的现象比较常见 （见表２）。

表２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原文 回鹘文译文

闡 ａ̌ｃｙａｄ（ａ̌ｃ开，ｙａｄ扩） 猛 ｋａｄｒｙａｖｌａｋ（ｋａｄｒ凶恶的，ｙａｖｌａｋ坏的）

馳 ｔｒｋｔａｖｒａｋ（ｔｒｋ快，ｔａｖｒａｋ迅速） 淺 ｓｇｔüｍｇ（ｓｇ浅薄的，ｔüｍｇ愚痴的）

德 ｋｕｔｂａｒｍ （ｋｕｔ福，ｂａｒｍ财务） 任 ｕｍｕｇｎａｇ（ｕｍｕｇ希望，ｎａｇ信任）

德 ｄｇüｄｒｍ （ｄｇü功德，ｄｒｍ品德） 色 ｌüｇｍｉｚｌｉｇ（ｌüｇ脸色的，ｍｉｚｌｉｇ面孔的）

地 ｙｅｒｏｒｏｎ（ｙｅｒ地，ｏｒｏｎ位） 捨 ｔｉｔｄａｌａ（ｔｉｔ舍弃，ｄａｌａ放弃）

梗 ｔｄｇａｄａ（ｔｄｇ妨碍，ａｄａ危险） 時 üｄｋｏｌｕ（üｄ时间，ｋｏｌｕ时间）

共 ｔüｋｌｙｕｍｇ（ｔüｋｌ全部，ｙｕｍｇ所有） 事 ｉｋüｄüｇ（ｉ事，ｋüｄüｇ事宜）

古 ｓｋｉｒｋｉ（ｓｋｉ先前，ｒｋｉ从前的） 通 ｔｕｙｂｉｌ（ｔｕｙ领会，ｂｉｌ知）

怪 ｂｌｉｌｔａｌａ（ｂｌｉｌ担心，ｔａｌａ惊奇） 位 ｋｕｒｋｚｉｇ（ｋｕｒ等级，ｋｚｉｇ层次）

怪 ｔａｌａｍｕａｄ（ｔａｌａ惊奇，ｍｕａｄ惊讶） 悟 ｔｕｙｂｉｌ（ｔｕｙ觉，ｂｉｌ知）

冠 ｒｔｙｅｇｄ（ｒｔ过，ｙｅｇｄ战胜） 香 ｙｄｙｐａｒｌｇ（ｙｄ味道，ｙｐａｒｌｇ有香味的）

國 ｅｌｕｌｕ（ｅｌ国，ｕｌｕ人民） 香 ｙｄｌｇｙｐａｒｌｇ（ｙｄｌｇ有味道的，ｙｐａｒｌｇ有香味的）

實 ｃ̌ｎｋｅｒｔü （̌ｃｎ真，ｋｅｒｔü真实） 香 ｂｕｒｋｔｉ（ｂｕｒ嗅，ｋｔｉ散发）

菓 ｔüｙｅｍｉ（ｔü果，ｙｅｍｉ果） 像 ｋｒｋｍｉｚ（ｋｒｋ肖像，ｍｉｚ面孔）

海 ｔａｌｏｙüｇüｚ（ｔａｌｏｙ大流，üｇüｚ海流） 顏 ｋｒｔ（脸色，ｋｒｔ肤色）

覺 ｂｉｌｕｋ（ｂｉｌ知，ｕｋ懂） 藥 ｍｙｅｖｋ（ｍ药，ｙｅｖｋ装备）

空 ｋｋｋａｌｋ（ｋｋ天，ｋａｌｋ天） 又 ｙｎｙｍ（ｙｎ又，ｙｍ还）

空 ｙｏｋｋｕｒｕｇ（ｙｏｋ无，ｋｕｒｕｇ空） 輿 ｗｔｓｋｔüｒｇü（ｗｔｓ轿车，ｋｔüｒｇü坐轿）

朗 ｙａｒｕｋｙａｕｋ（ｙａｒｕｋ光亮，ｙａｕｋ光明） 願 ｋüｓｔｉｌ（ｋüｓ愿望，ｔｉｌ祈求）

塔 ｓｔｕｐｖｉｒｈａｒ（ｓｔｕｐ佛塔，ｖｉｒｈａｒ寺院） 寺 ｖｉｒｈａｒｓｒｍ （ｖｉｒｈａｒ寺，ｓｒｍ寺）

經 ｓｕｄｕｒｎｏｍ （ｓｕｄｕｒ佛典，ｎｏｍ佛经） 冠 ｄｄｍｐｓａｋ（ｄｄｍ皇冠，ｐｓａｋ冠）

衢 ｔｌｉｋａｙ（ｔｌｉ道路，ｋａｙ街） 花 ｈｕａ̌ｃ̌ｃｋ（ｈｕａ花，̌ｃ̌ｃｋ花）

力 ｋǚｃｋüｓüｎ（ｋǚｃ力气，ｋüｓüｎ力量） 眾 ｔｅｒｉｎｋｕｖｒａｇ（ｔｅｒｉｎ众人，ｋｕｖｒａｇ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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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文献中还出现单音节词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三个并列成分的现象，如：

例１：

汉文原文：……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s

。［５］５８２

回鹘文译文：ｏｌｙａｓｒｍｔｏｌｕｒｄａ̌ｃｌｉｇｕｌｕｇｒｄｍｌｉｇａ̌ｃａｒｉｌａｒｌｉｇｋｉ̌ｃｉｇｌｒｉｂｉｒｌｕｌａｔ

ｔｏｙｎｋｉｒｄ̌ｃｉｙüｚｌｉｇｏｇｌａｎｂｉｒｌｂｏｌａｒｎｋａｌｔｙｍｔｓｉｅｎｓｉｓｒｍｋｋｉｒｇǚｃｉｔｏｙｎｌａｒｎｙａｎ̌ｃａ

ｏｙｕｎｂｄｉｚｐｒａｋｕｚａｔｒｅüｚｕｄｕｚ．．．ｕｐｙａｓｒｍｋｋｉｇüｒｄｉａｙ狌犾狌犵狀狅犿̌犮犪狋狉̌犮狏犻狀犪狔犱犪犽

狔犪犮̌犪ｔｏｙｎｋｌｔｕｒｄ．
［７］７９－８１

直译：迎请五十位大德高僧和五十个弟子跟即将成为僧人的一百五十位童子一起入住新寺

（西明寺），音乐、华美的旗帜、幢盖等完全依照当年僧人入住大慈恩寺的仪式，让他们入住新

寺，并根据大经、根据规则、根据正法律的样子让他们成为僧人。①

例１中，汉文原文中的名词 “則”通过叠加法分别译作ｕｌｕｇｎｏｍ̌ｃａ（根据大经），ｔｒ̌ｃ（根据

规则），ｖｉｎａｙｄａｋｙａ̌ｃａ（根据正法律的样子）等三个并列成分。该并列名词词组在句子中的作用相

同，均指仪式礼仪。胜光法师通过等同格附加成分̌ｃＡ来表示这三个叠加成分之间的并列关系。另

外需要注意的是，原文 “則”仅指礼仪，不特指佛教仪式。胜光法师此处本可仅用ｔｒ̌ｃ（根据规

则），但偏偏在该词前后增加ｕｌｕｇｎｏｍ̌ｃａ（根据大经）和ｖｉｎａｙｄａｋｙａ̌ｃａ（根据正法律的样子），

将该仪式礼仪框定在佛教礼仪体系中，体现了他为弘扬佛教、扩大佛教影响力的翻译目的。

同义／近义叠加法在 《玄奘传》第十卷中还用于部分双音节词的翻译。该文献中，这种双音

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例子较少，词性包括名词、形容词等 （见表３）。

表３　 《玄奘传》第十卷中双音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原文 回鹘文译文

無量
üｌｇüｓüｚｓａｎｓｚ

（üｌｇüｓüｚ无数的，ｓａｎｓｚ无数的）
無梗

ａｄａｓｚｔｕｄａｓｚ

（ａｄａｓｚ不危险的，ｔｕｄａｓｚ无艰难的）

無數
ｓａｎｓｚｓａｋｓｚ

（ｓａｎｓｚ无数的，ｓａｋｓｚ无数的）
袈裟

ｋｒａｚａｔｏｎ

（ｋｒａｚａ袈裟，ｔｏｎ长袍）

無導
ｙｏｌ̌ｃｓｚｙｅｒ̌ｃｉｓｉｚ

（ｙｏｌ̌ｃｓｚ群龙无首的，ｙｅｒ̌ｃｉｓｉｚ群龙无首的）
外國

ｋüｄｎｔａｅｌｌｉｇ
（ｋüｄｎ外国，ｔａｅｌｌｉｇ外国的）

需要注意的是，原文中的部分双音节词亦翻译为同义／近义叠加成分。但由于原文就是同

义／近义的两个语素合并而成的复合词，因此译文的同义／近义叠加成分不属于重复性增译，如：

“業行”译作ｋｌｋｒｉｇｌｉｇ（ｋｌｋ“品行”，ｒｉｇｌｉｇ“德行”）、“禮敬”译作ａｙａａｇｒｌａ“（ａｙａ“尊

敬”，ａｇｒｌａ“崇拜”）等。

（二）重叠法

重叠法一般指汉文原文中的单音节词翻译为回鹘文重叠词。重叠词是 “由两个相同的语素

（或词根）重叠形成的合成词”［１２］。回鹘文 《玄奘传》第十卷中存在少量通过重叠法进行增译的

现象。如：汉文原文中的 “漸”字译作ａｎ̌ｃａｎａｎ̌ｃａｎ（ａｎ̌ｃａｎ“逐渐地”）；“並”字译作ｋｏｋｏ

（ｋｏ“成对的”）；“間”字译作ａｒａａｒａ（ａｒａ“间、代”）。汉文原文的指示代词增译为由反身代

词合成的重叠词。如：汉文原文中的指示代词 “本”译为ｚｚ（ｚ“自己”）。冯·加班认为

“ｚ本为名词，意为 ‘最深 （处）’，变成代词，意为 ‘自己’，这个意义在鄂尔浑时期就已经非

常清楚了”［１３］，反身代词ｚ重叠之后表示 “各自”。

（三）增释法

增释法是回鹘文文献特有的一种翻译现象，一般指音译附释译的翻译方法。在汉文－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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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译中，译者一般通过音译法或直译汉文原文中的专有名词，并附加该音译内容或直译内容

的解释性翻译。音译一般指 “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的过程或结

果”［１４］９６。而释译指 “把要解释的内容 （通常因此而加注）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

巧妙传达原文的含义与风格”［１４］９９。通过增释法翻译的内容中，译者先用音译法翻译汉文原文，

或者通过音译法还原汉文内容为梵语等其他语言，再用释译法解释音译的专有名词。因此，汉

文－回鹘文中的此类现象也属于重复性增译。如：

例２：

汉文原文：長安［５］６０５

回鹘文译文：ｕｚａｔｅｎ̌ｃｌｉｇｔｅｇｍ̌ｃｏｏａｎｂａｌｋ
［７］１８４

例３：

汉文原文：玉華宮［５］５８４

回鹘文译文：ｇüｈｈｕａｋüａｔｌｇｋａ̌ｃ̌ｃｋｔｅｇｌｉｏｒｄｏ
［７］８

例４：

汉文原文：《十七地論》［５］６０４

回鹘文译文：ａｐｔａａｂｕｍｉｋａｔｌｇｙｅｔｉｙｅｇｉｒｍｉｏｒｏｎｔｅｇｌｉａｓｔｒ
［７］１７５

例５：

汉文原文：佛［５］５８５

回鹘文译文：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
［７］８９

例６：

汉文原文：法王［５］６０３

回鹘文译文：ｎｏｍｈａｎ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
［７］１６５

例２回鹘文译文中的ｃ̌ｏｏａｎ是汉文原文 “長安”的音译。̌ｃｏｏａｎ之前附有两个形容词，ｕｚａｔ

（长久的）对应汉文原文的 “長”，ｅｎ̌ｃｌｉｇ（平安的、安康的）对应汉文原文的 “安”，即 “长久

平安的 ‘长安’”。可见，ｕｚａｔｅｎ̌ｃｌｉｇ是ｃ̌ｏｏａｎ的解释性翻译，均指原文 “長安”。例３中的

ｇüｈｈｕａｋü是原文 “玉華宮”的音译，后附解释性翻译ｋａ̌ｃ̌ｃｋｔｅｇｌｉｏｒｄｏ（称作玉花的宫

殿）。回鹘文译文中ｇüｈｈｕａｋü和ｋａ̌ｃ̌ｃｋｔｇｌｉｏｒｄｏ同指原文 “玉華宮”。与例２、例３直接

音译汉文原文中的 “長安”和 “玉華宮”的做法有所不同，例４中译者先把原文的 “十七地論”

还原为梵语借词ａｐｔａａｂｕｍｉｋ，再解释原文 “十七地論”或梵语借词ａｐｔａａｂｕｍｉｋ为ｙｅｔｉｙｅｇｉｒ

ｍｉｏｒｏｎｔｅｇｌｉａｓｔｒ（名为十七地的论）。虽然该文献译自汉文，但胜光法师在翻译过程中沿用回

鹘佛教已形成的术语传统。早期从吐火罗语翻译的文献所使用的梵文借词一直沿用到经典时期

译自汉文的文献和晚期译自藏文的文献。例５“法王”指 “菩萨或佛之尊称”［１５］，回鹘文译为

ｎｏｍｈａｎ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法王———全知的天中天佛）。其中与原文对应的是ｎｏｍ

ｈａｎ（法王），之后的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全知的天中天佛）是 “法王”一词的释译

性翻译，同属重复性增译。例６中，“佛”字译作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其汉译为 （全

知的天中天佛）。ｂｕｒｈａｎ为 “佛陀”［１１］２００，对应原文中的 “佛”。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全知的

天中天佛）也指原文中的 “佛”，是回鹘文文献中如来的一种尊称。

（四）重复衔接法

“韩礼德于１９６２年首次提出 ‘衔接’的概念”［１６］。衔接会把目的语整个语篇中的每一个句子

成分用语义关系组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语义关系的句子。在翻译作品中，没有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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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连贯，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翻译作品。胜光法师在翻译 《玄奘传》《金光明经》等著作

时，利用衔接手段，使译文语言变得更加文从字顺，通畅易懂。汉文－回鹘文翻译中的重复衔

接一般体现在回鹘文译文中的段落、句子、短语和词之间的衔接。如：

例７：

汉文原文：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５］８５２

回鹘文译文：ｋｏｐｔｒｌüｇｅｔｉｇｉｙａｒａｔｇüｚｋａｍａｇｔａｂａｔｎｒüｒ，ｋａｌｔｓｋｉｌｏｖｕｄｉａｔｌｇｅｌｉｇ

ｔｕｔａｉｓｉａｔｌｇｖｉｒｈａｒｅｔｄｉｒｓｒ，ｇｕｉｄｉａｔｌｇｈａｎｗｅｎｅｓｉａｔｌｇｓｒｍｅｔｄｉｒｓｒｌｒｙｍ，狅犾犲犾犻犵犾狉

犺犪狀犾犪狉狀犲狋犿犻犲狋犻犵犾狉犻狔犪狉犪狋犵犾犪狉，ｎｉｄｉｂｏｓｒｍｅｔｉｇｉｙａｒａｔｇａｙｅｔｍｄｉ．
［７］７８－７９

直译：所有房屋的装饰都是最上等的。梁武帝建了名为同泰寺的寺庙，魏朝的皇帝建了名

为永宁寺的寺庙，这些皇帝所建的建筑装修，从不企及该寺庙的建筑装饰。

例７中的ｏｌｅｌｉｇｌｒｈａｎｌａｒｎｅｔｍｉｅｔｉｇｌｒｉｙａｒａｔｇｌａｒ（这些皇帝所建的建筑）并没有对应的

原文，而是通过重复前面的 “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来翻译的。其中，ｏｌｅｌｉｇｌｒｈａｎｌａｒ（这些皇帝）

指示后面的 “皇帝”，属于指称衔接中的指示指称关系；ｅｌｉｇｌｒｈａｎｌａｒ“皇帝”回指前面的ｌｏｖｕｄｉ

ａｔｌｇｅｌｉｇ（称为梁武帝的皇帝）和ｇｕｉｄｉａｔｌｇｈａｎ（魏朝的皇帝），属于指称衔接中的人称指称关系；

ｅｔｍｉｅｔｉｇｌｒｉｙａｒａｔｇｌａｒ（所建造的建筑物）回指前面的ｔｕｔａｉｓｉａｔｌｇｖｉｒｈａｒ（名为同泰寺的寺庙）

和ｗｅｎｅｓｉａｔｌｇｓｒｍ （名为永宁寺的寺庙）。因译文中前句已经以ｅｔｄｉ（建造了）完句，下一句需

要一个主语，胜光法师将前文提到的寺庙重复提及，达到了语法语义的连贯合法性。又如：

例８：

汉文原文：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

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５］５８５

回鹘文译文：ｔüｋｌｂｉｌｇｔｒｉｔｒｉｓｉｂｕｒｈａｎｂｏｔａｉｂａａｋｅｓｕｄｕｒｎｏｍｕｇｋａｍａｇｔｒｔｏｒｏｎｌａｒｔａ

ｎｏｍｌａｙｕｙａｒｌｋａｄ，ｉｌｋｉｒａ̌ｃａｇａｒｈｋｎｔｄｋｉ．．．ｒａ̌ｃａｇａｒｈｋｎｔｄｋｉｖｅｎｕｖａｎｓｒｍｄ，ｂｏｔｒｔ

ｏｒｏｎｌａｒｔａａｌｔｙｅｇｉｒｍｉｋｕｖｒａｇｇａｎｏｍｌａｙｕｙａｒｌｋａｍｒｄｉ，ｋａｍａｇｕｎｋａｖｕｒｓａｒｂｉｒｋｕｖｒａｇ

ｂｏｌｕｒ．
［７］８９－９０

直译：全知的天中天佛 （如来）命令，（让僧徒）一共在四处讲 《般若经》。最先是在王舍

城……，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在这四处命令为十六部众进行讲经，合在一起共为一部众。

例８中，胜光法师将原句拆分翻译，先译出天中天佛命令在四处讲经一句，之后分述四处

地名。具体而言，原文第一个句子中的 “四處”指后面的四个地名，其译文中的ｒａ̌ｃａｇａｒｈ

ｋｎｔｄｋｉ．．．ｒａ̌ｃａｇａｒｈｋｎｔｄｋｉｖｅｎｕｖａｎｓｒｍ （在王舍城的 ……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前面的

ｋａｍａｇｔｒｔｏｒｏｎ（一共四处），其中这两个成分指的是同一个地点。第二个句子中的衔接成分ｂｏ

ｔｒｔｏｒｏｎｌａｒ（这四个地方）并没有对应的原文，是译者通过上文语义，用衔接手段连接前后两

个句子。其中，ｂｏ（这）指示后面的ｔｒｔｏｒｏｎｌａｒ（四个地方），属于指称衔接中的指示指称关

系，ｔｒｔｏｒｏｎｌａｒ回指前面的ｒａ̌ｃａｇａｒｈｋｎｔｄｋｉ．．．ｒａ̌ｃａｇａｒｈｋｎｔｄｋｉｖｅｎｕｖａｎｓｒｍ。该句子中

的衔接成分ｂｏｔｒｔｏｒｏｎｌａｒ与前面的已知信息所指相同，属重复性增译。胜光法师拆分处理该句

的翻译过程中，运用增译手段，体现了胜光法师深厚的汉文和回鹘文素养。

二、补偿性增译法
“翻译转换过程中，当遇到难以直接传译的词句，……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

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失真和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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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１７］３７。在汉文－回鹘文翻译实践中，胜光法师为通俗易懂地传达原文意

思，在译文中通常会以补偿性增译的方式增添一些原文中省略或没有的内容。这与僧人弘扬佛

教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

回鹘文 《玄奘传》第十卷中的补偿性增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

二为超原文内容的补偿。

（一）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

汉文－回鹘文翻译实践中，大多原文省略的专有名词、无主句、谓语省略的句子和部分衔

接成分在回鹘文译文中被译者进行补偿性增译。

１简化名词的译文补偿

胜光法师对 《玄奘传》第十卷汉文原文中简化的名词进行补偿性增译，包括人名、地名、

书名等。如：

例９：

汉文原文：其t改就普寧坊。［５］５８２

回鹘文译文：狋犪狅犻犽狌狅狀ｅｔｇüｓａｖｇｋｅｔｒｉｐｙａｌｕｚｖｉｒｈａｒｅｔｇüｌüｋｋｌｔ．
［７］７６

例１０：

汉文原文：見西明寺u矣。［５］５９８

回鹘文译文：ｏｌｂｉｔｉｇｓｉｍｅｓｉｓｒｍｄｋｉ犽犲狋狊狅ｔａｙｍｔｕｒｕｒ．
［７］１４８

例１１：

汉文原文：法師盛德也如彼，峰時也如此，豈同雅、vw道，xyz傳經，值苻、姚之

偽曆。［５］６０６

回鹘文译文：ｓａｍｔｓｏａ̌ｃａｒｉｄｇüｄｒｍｉ犳狅狋狌̌犮犻 犪狋犾犵犪̌犮犪狉犻ｎ犽狌犪狔狌犲狀犾ü狉犻犪狋犾犵犪̌犮犪狉犻ｎ

ｖｉｒｍｉｎｏｍｎａｇｄｕｋｎ／／／／ｔａｄ，狋犪狅犪狀狋犪犻狊犻犽狌犿犪狉犪̌犮犻狏犲犪̌犮犪狉犻ａｋｔａｒｍｎｏｍｕｇ，ｔｕｕｐ．．．ｎｉ

ｈａｎｕｌｕｎｄａｋｙａｌｕｇｂｏｌｍｙｏｒ／．．．
［７］１９４

例９中，汉文原文中的地名 “觀”指道观［１８］３２３。胜光法师对原文中简化的 “觀”字进行补

偿性增译，译作ｔａｏｉｋｕｏｎ（道士观）。例１０中，汉文原文中的 “藏”字有两种含义，一指

“收藏于”，与译文中的位格ｔａ与系词ｔｕｒｕｒ对应，其表示 “收藏于……”；二指 “大藏经”，与

译文中的ｋｅｔｓｏ（经藏）对应。两种现象均属于补偿性增译。例１１中，汉文原文中的简化人名

“澄”“懷”“安”“什”分别指 “佛图澄”“怀仁”“道安”“鸠摩罗什”，其对应的回鹘文译文为

ｆｏｔｕ̌ｃｉａｔｌｇａ̌ｃａｒｉ（名为佛图澄的法师），ｋｕａｙｕｅｎｌüｒｉａｔｌｇａ̌ｃａｒｉ（名为怀仁律师的法师），

ｔａｏａｎｔａｉｓｉ（道安大师），ｋｕｍａｒａ̌ｃｉｖｅａ̌ｃａｒｉ（鸠摩罗什法师）等。

总之，胜光法师在翻译简化名词时，并没有直接音译原文中的简化形式，而是对原文中简

化的名词进行补偿性增译。

２无主句的译文补偿

《玄奘传》第十卷原文中省略主语的现象比较常见。胜光法师对原文省略的 “法师”“帝”

等主语进行补偿性增译。如：

例１２：

汉文原文：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５］５８２

回鹘文译文：ｋｅｎｋｉａｔｌｇｙｌｎǚｃüｎ̌ｃｙｌｎｔａ犺犪狀ｌａｇｋｉｄｉｎ̌ｃｏｏａｎｋａｂａｒｄ，ｓａｍｔｓｏａ̌ｃａｒｉｙｍ

ｈａｎｂｉｒｌｂａｒｄ．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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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３：

汉文原文：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京。［５］５８１

回鹘文译文：ｂｏüｌüｔｋｅｎｋｉａｔｌｇｙｌｎǚｃüｎ̌ｃｙｌｎｔａｒａｍａｙ狊犪犿狋狊狅犪̌犮犪狉犻ｈａｎｂｉｒｌｌａｇｋｉｄｉｎ

ｃ̌ｏｏａｎｋａｂａｒｍｄｎｂａｌａｎｕｒ．
［７］７３

例１２中，汉文原文省略主语 “皇帝唐高宗”，译文中胜光法师对该句子主语进行补偿性增

译，译文中复原主语ｈａｎ（皇帝）。例１３中，汉文原文省略主语 “三藏法师”，胜光法师对原文

省略的主语进行补偿性增译，复原主语为ｓａｍｔｓｏａ̌ｃａｒｉ（三藏法师）。

３谓语省略的译文补偿

省略谓语现象不论在现代汉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均很少见，但仍在语法系统允许之内。但

在回鹘文中只限于形态句法，没有谓语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呼唤等特殊句式除外）。因

此，胜光法师在翻译实践中，根据句子上下文对原文中谓语省略的句子进行补偿性增译，如：

例１４：

汉文原文：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５］５８５

回鹘文译文：ｏｄｕｎｕｐｂｏｔüｌｉｒｔｉüｇüｒｄｉｓｖｉｎｔｉ，ｔａｋｋｅｔｒｇｌｉｔｅｔｉｎｍｄｉ，ｎｔｋｋ̌ｃｓｉ

ｎｔｇｒｓｒａｎｔｇｋ狏犻狉犵犾犻狌犵狉犪犱．
［７］８９

例１４中，汉文原文谓语被省略。根据原文上下文和回鹘文译文中的谓语可以判断，汉文原

文被省略的谓语可能为 “述之”或 “译之”，即 “一如梵本述之 （译之）”。高永旺将该句译注

为 “完全依照梵文原本进行翻译”［５］５８６。胜光法师不仅发现了原文省略的谓语，并在译文中对此

进行了补偿性增译：ｖｉｒｇｌｉｕｇｒａｄ（进行翻译）。

４衔接成分的译文补偿

衔接是连贯语义的重要手段。译自汉文的回鹘文文献中，出现诸多用语篇衔接成分连贯的

句子。部分语篇衔接成分与前句中所表达的内容有关，而且在第二句句首以重复前句内容的方

式衔接。

例１５：

汉文原文：屬纊方委，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５］５９４

回鹘文译文：ｎ̌ｃｄｓｅｚｉｎｉｐａｄａｋｎｋａｒｖａｙｕｂüｒｔｄｉｌｒ，ａｄａｋｓｎｔｕｍｌｙｕｂａｌａｎｍｒｄｉ，

犪犱犪犽狀狋狀狋狌犿犾狔狌犫犪狉狆，üｓｔüｎｔｐｓｉｔｇｍｉｔｔｐｓｉｂｕｎｋｔｇ．．．ｙｌｇｋｙａｔｕｒｄ，犪狀狋犪犵犫狅犾狋

狌犽犱犪狋狉üａｙａｇｋａｔｇｉｍｌｉｇｓａｍｔｓｏａ̌ｃａｒｉｎｉｋｒｔｒｔｉüｋｚｇａｎｓａｚｇａｎｙａｚｏｋｋｒｋｌｂｏｌｕｐ，

ｒｋｉｄｉｓｉｇｒｋｂｏｌｕｙａｒｌｋａｄ．
［７］１３６－１３７

在回鹘文文献中，时间副词ｔｒü “之后”一般起衔接作用。例１５中，在ａｎｔａｇｂｏｌｔｕｋｄａ

ｔｒüａｙａｇｋａｔｇｉｍｌｉｇｓａｍｔｓｏａ̌ｃａｒｉｎｉｋｒｔｒｔｉüｋｚｇａｎｓａｚｇａｎｙａｚｏｋｋｒｋｌｂｏｌｕｐ，ｒｋｉｄ

ｉｓｉｇｒｋｂｏｌｕｙａｒｌｋａｄ（直译：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尊贵的三藏法师脸色变得十分红润、轻松、

英俊，甚至比之前的更加鲜亮）一句中，ａｎｔａｇｂｏｌｔｕｋｄａｔｒü（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作为连贯前

句的衔接成分，不仅总结前句所传达的内容，还通过衔接法连贯了前后两句的句义，是补偿性

增译的典型例子。②

（二）超原文内容的补偿

《玄奘传》第十卷是该文献末卷，记述玄奘从洛阳返回长安，在西明寺继续从事译经工作，

最后在玉华宫圆寂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胜光法师在译文中不仅传达了这些重要事件，在此基础

上还增译了末卷该有的部分概括性内容。胜光法师所增译的这些内容与汉文原文不对应，是胜

·８５·

民族翻译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总第１３４期）



光法师根据语义及上下文进行的补偿性增译。内容包括玄奘生平的总结性陈述、玄奘临终前的

祈愿文等内容。这与庄义辉提出的 “增译遵循 ‘增形不增义’的全译原则”［１９］２５不符合，超出了

原文的限制。胜光法师在译文中进行补偿性增译的内容并非只有 “增形不增义”的现象，还有

部分 “增形又增义”的现象。如：

１增译关于玄奘生平的总结性陈述

《玄奘传》第十卷作为该著末卷，文中有不少总结玄奘生平事迹的概括性内容。其中，部分

总结性陈述并没有对应的汉文原文，而是胜光法师通过对玄奘生平的了解，总结他一生所作所

为，如：

例１６：

汉文原文：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５］５９１

回鹘文译文：ｔｒüｏｌｆａｂｉｉｎ̌ｃｔｅｐｂｉｔｉｄｉ，犿狀犽ü犲狀狋狊狅犪犾狋狅狋狌狕狔犪犿犱犪犻狉狌犱狔犾狀狀狋犽犽犽

犫犪狉狆，犻犽犻犾犻犵狔犪犿犱犪狊犻狀狔犾犪狀狔犾狀犻犽犻犾狔ü狔狀狋犪狏犵犪̌犮犽犪犽犾狋犻犿，犻犽犻犾犻犵狔犪犿犱狀犻犿犫犪狉狊狔犾犽犪

狋犵犻ǚ犮狔犲狋犿狔犪犪犵狀̌犮犪狀狋犽犽狋犻犾犻狀狋犻狀狋犪狏犵犪̌犮狋犻犾犻狀̌犮狏犻狉犿犻ｎｏｍｌａｒｔｉｇｉｓｕｄｕｒｌａｒａｓｔｒｌａｒｓａｋ

ｋａｍａｇｔｒｔｓｋｉｚｏｎ，ｋｕｅｎｔｇｚｉｎ̌ｃｓａｎｂｉｒｍǚｃｙüｚｓｋｉｚｋｒｋ．．．
［７］１１９－１２０

汉文原文中，玄奘法师 “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經、論”［５］５９１，胜光法师翻译该句为ｔｒüｏｌ

ｆａｂｉｉｎ̌ｃｔｅｐｂｉｔｉｄｉ（之后这个法师是这样记录到），从该句到该段结尾的ｎｏｍｌａｒｔｉｇｉｓｕｄｕｒｌａｒ

ａｓｔｒｌａｒｓａｋｋａｍａｇｔｒｔｓｋｉｚｏｎ，ｋｕｅｎｔｇｚｉｎ̌ｃｓａｎｂｉｒｍǚｃｙüｚｓｋｉｚｋｒｋ．．．（佛经、论数共

七十四卷，总一千三百三十八…… ）之间的描述为胜光法师假托玄奘之口总结玄奘生平的内容，

其汉译为 （我玄奘二十六岁牛年去了天竺国，四十二岁蛇年又回了中国，四十二岁虎年到六十

三岁，从梵文翻译为汉文的……），同属于补偿性增译。

２增译玄奘临终前的发愿

《玄奘传》第十卷描述了玄奘在麟德元年 （６６５年）二月于玉华宫圆寂，故文中也出现玄奘圆

寂之前的准备和发愿。发愿作为 “普度众生的广大愿心，后亦泛指许下愿心”［１７］５７７，胜光法师不仅

翻译其原文内容，并后附部分原文并没有的内容，同属于发愿文，译文中均从玄奘口中说出。如：

例１７：

汉文原文：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

乃至無上菩提。［５］５９１

回鹘文译文：ｂｏｂｕｙａｎｄｇüｋｌｎ̌ｃｋǚｃｉｎｔ．．．ｋａｍａｇｂａｒ̌ｃａｔｕｉｔｔｒｉｙｅｒｉｎｔｍａｉｔｒｉｂｏｄｉｓａｔａｖ

ｓｋｉｎｔｉ̌ｃｏｒｄｏｄａｋｔｅｒｉｎｋｕｖｒａｇａｒａｓｎｔａｔｕｇａｌｍ，ｙａｒｌｋａｎ̌ｃｕ̌ｃ．．．ｅｎｌｉｍ，ｎｏｍｌｕｇｋｕｖｒａｇｎｔａ

ｔｏｙｎｂｏｌａｌｍ，ｄｇüｌüｇｉｌｒｉｌｌｉｍ，üｚｌｉｋｓｉｚüｓｔüｎｋｉｙｅｇａｄｒｏｋｂｕｒｈａｎｋｕｔａｖｙａｋｒｉｔａｌｋ

ａｌａｌｍ，狆犪狉犪犿犻狋犾犵狔犲狏犽犾狉犻犵狋狅犵狌狉狉犪犾犿，犽犲狀犻狀狋犫狌狉犺犪狀犽狌狋狀犫狌犾犪犾犿，犫犲狔犲犵犻狉犿犻犪狊犪狀犽犲

狀犪狔狌狋狊犪狀狀̌犮犪狋狀犾犵犾犪狉犵犽狌狋犵犪狉犪犾犿，犿ü狀犻狉狏犪狀犿犻狊犻狋犵ü狉犾犻犿狋犲狆犿狌狀犾犪狔狌犽狌狋犽狅犾狋
［７］１２５－１２６

汉文原文中的 “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

事，乃至無上菩提”与回鹘文译文中的ｂｏｂｕｙａｎｄｇüｋｌｎ̌ｃｋǚｃｉｎｔ．．．ｋａｍａｇｂａｒ̌ｃａｔｕｉｔｔｒｉ

ｙｅｒｉｎｔｍａｉｔｒｉｂｏｄｉｓａｔａｖｓｋｉｎｔｉ̌ｃｏｒｄｏｄａｋｔｅｒｉｎｋｕｖｒａｇａｒａｓｎｔａｔｕｇａｌｍ，ｙａｒｌｋａｎ̌ｃｕ̌ｃ．．．

ｅｎｌｉｍ，ｎｏｍｌｕｇｋｕｖｒａｇｎｔａｔｏｙｎｂｏｌａｌｍ，ｄｇüｌüｇｉｌｒｉｌｌｉｍ，üｚｌｉｋｓｉｚüｓｔüｎｋｉｙｅｇａｄｒｏｋ

ｂｕｒｈａｎｋｕｔａｖｙａｋｒｉｔａｌｋａｌａｌｍ （在善事的力量下 ……众生在兜率天的所属地，在弥勒菩萨眼

前，在内宫僧众间出生。奉事慈氏菩萨，做善事。授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福）对应。其后的

ｐａｒａｍｉｔｌｇｙｅｖｋｌｒｉｇｔｏｇｕｒｒａｌｍ，ｋｅｎｉｎｔｂｕｒｈａｎｋｕｔｎｂｕｌａｌｍ，ｂｅｙｅｇｉｒｍｉａｓａｎｋｅｎａｙｕｔ

ｓａｎｎ̌ｃａｔｎｌｇｌａｒｇｋｕｔｇａｒａｌｍ，ｍüｎｉｒｖａｎｍｉｓｉｔｇüｒｌｉｍｔｅｐｍｕｎｌａｙｕｋｕｔｋｏｌｔ（授装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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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蜜的装备，最后达到菩提，我们救赎十五万众生，我们想带来永恒涅槃的快乐。他们祈求了

这些）为胜光法师补偿性增译的内容。

３增译关于 “劝导”的内容

《玄奘传》作为玄奘弟子记述玄奘生平事迹的个人传记，文中包含着大量玄奘对弟子劝导的

陈述。在回鹘文译文中，胜光法师不仅准确、灵活地翻译了相关陈述，还补偿性增译了部分原

文中没有的表述。如：

例１８：

汉文原文：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５］５８８－５９０

回鹘文译文：ａｙｏｇｌａｎｍｂｏｓａｖｎｕｇｒｎｙｋｎｋｚｉｇｉｎｍｎｂｉｌｉｒｍｎ，ｓｉｚｌｒｎ̌ｃüｋｉｎｂｉｌｇｙ

ｓｉｚｌｒ，狊犻狕犾狉犪犿狉狌犿狀犻 ü狋ü犿̌犮狉犻犵犻犿̌犮犽犾犵狌犽犪犪狀狌犽犫狅犾狌犾犪狉狋犲狆狔犪狉犾犽犪犱
［７］１１１

原文中的 “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译作ａｙｏｇｌａｎｍｂｏｓａｖｎｕｇｒｎｙｋｎｋｚｉｇｉｎｍｎｂｉｌｉｒ

ｍｎ，ｓｉｚｌｒｎ̌ｃüｋｉｎｂｉｌｇｙｓｉｚｌｒ（哎，我的健儿们，我说这句话的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们

怎么会明白呢？）对应回鹘文译文中的ａｙｏｇｌａｎｍｂｏｓａｖｎｕｇｒｎｙｋｎｋｚｉｇｉｎｍｎｂｉｌｉｒｍｎ，

ｓｉｚｌｒｎ̌ｃüｋｉｎｂｉｌｇｙｓｉｚｌｒ，其后的ｓｉｚｌｒａｍｒｕｍｎｉüｔüｍ̌ｃｒｉｇｉｍ̌ｃｋｌｇｕｋａａｎｕｋｂｏｌｕｌａｒｔｅｐ

ｙａｒｌｋａｄ（你们永远按照我的教导和劝告做事）没有对应的汉文原文，而是胜光法师根据原文上下

文进行的补偿性增译。译者补偿性翻译的内容与汉文原文有一定的联系。胜光法师掌 “都统”之职，

获封法师，应该也有弟子追随。故胜光法师在玄奘规劝弟子之处增加自己的部分心得也有迹可循。

三、结论
本文通过将高永旺译注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和孙毓棠、谢方点校的 《大慈恩

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与胜光法师所译的回鹘文译文详细对比，发现汉文－回鹘文翻译中存在

两种增译现象，一为重复性增译法，二为补偿性增译法。其中，重复性增译法可以分为同义／近

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和重复衔接法；补偿性增译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原文省略内容

的补偿，二为超原文内容的补偿。汉文－回鹘文翻译中既有 “增形不增义”的重复性增译法和

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又有 “增形又增义”的超原文内容的补偿。这可能与翻译目的、译者身

份、译者对文本和主人公的礼敬等言外因素有关，有待后续研究考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翻译、传播及影响

研究”（２０ＢＺＳ００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海外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２１１）

子课题 “法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一般项目 “《玄奘传》回鹘文翻译研究”

（２０２１ＱＮＰＹ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例１汉文原文前面有一句 “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

五十人擬度”，其译文是ｙｎｙａｒｌｇüｎｔｉｂｇｌｒｋｒüｐｔａｌｕｌａｍｌｉｇｕｌｕｇｄｒｍｌｉｇａ̌ｃａｒｉｌａｒｚｋｂｉｒｒ

ｔｅｔｓｅｌａｒｂｉｒｌ，ｙｎｓｎａｍｋｌｋｒｉｇｌｉｇｔｏｙｎｂｏｌｇｕｋａｙａｒａｇｌｇｙüｚｌｉｇｏｇｌａｎ．．．（唐高宗又敕令，官员

们听到敕令后，五十位大德高僧各拣择一位弟子，并选拔品行和德行合适成为僧人的一百五十位童

子）。例１在该句之后，原文和译文可以对应，回鹘文译文中的ｌｉｇｕｌｕｇｒｄｍｌｉｇａ̌ｃａｒｉｌａｒｌｉｇｋｉ̌ｃｉｇｌｒｉ

（五十位大德高僧和五十个弟子）和ｙüｚｌｉｇｏｇｌａｎ（一百五十个童子）等成分为前句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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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例１５中，出现另外一个用衔接成分连贯的小句ａｄａｋｎｔｎｔｕｍｌｙｕｂａｒｐ（从腿部开始发冷），该

衔接成分与上述ａｎｔａｇｂｏｌｔｕｋｄａｔｒü有所不同，属于 “從足漸冷”和 “最後頂暖”之间的衔接成分，

该成分在句义上与前句中的 “從足漸冷”ａｄａｋｓｎｔｕｍｌｙｕｂａｌａｎｍｒｄｉ（他的脚已经开始发冷了）

在内容上为复指，故属于重复性增译中的重复衔接法翻译的句子，并非补偿性增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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