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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究竟要不要  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然而 ,翻译除了忠实于原文之外,还

得忠实于目标读者群, 关注目的语文化环境等后现代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热点话题。通过以翻译目的为调节器,对

忠实原文、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及目的语文化环境进行协调, 可使忠实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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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到底需不需要翻译标准?

如果要, 是什么样的标准?  作为以 ∀传令知会通

耳 #为目的的创造性文化活动, 翻译当然要有行为

规则,其创造的结果也得有尺度来衡量。这规则和

尺度就是翻译标准!。[ 1]然而当代翻译实践的形式

远远丰富于传统的宗教及文学翻译, 以原作为中心

的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无法适应如此丰富的翻译实践

形式。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强烈冲击下, 翻译标准几

乎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致使翻译标准的讨论陷入尴

尬的局面。

一 当前有关翻译标准讨论的尴尬和局限性

忠实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具有不

可磨灭的贡献。中西方传统译论首先都强调  忠

实 !二字。然而, 传统忠实观与翻译实践之间具有

不可调和的矛盾,很多情况远非传统的  忠实 !二字
可以解释清楚,纵观中西方千百年来的翻译史,实践

和理论相互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

从佛经翻译时期支谦的  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
到清末维新派翻译家严复的  信、达、雅 !都将  信 !

作为第一要义。钱钟书的  化境 !说, 傅雷的  神似 !

说等也是对忠实的不同表述。来自西洋的  对等 !

论、 等值!论、 等效 !论等实质上讲的也是对原文
 内容或意义 !的忠实。然而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

忠实观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讨论, 所谈及的仅仅是

对原作这一翻译客体的忠实,忽略了译者的主体性

作用, 把翻译这一多元主体  集体参与的整体复杂

行为 ! [ 2]
简单地视为一种仅限于原文与译文间单一

的二元关系,因而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往往不尽如人

意。同时传统忠实观概念过于模糊, 尽管都强调忠

实于原文,但对于  到底怎样才是忠实于原文 !并没
有达成一致:是忠实于原文的语篇、句子、还是词语?

 依实出华!、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以达到  化境 !

的意译还是  不增不减 !的直译才是忠实的译文?

达到何种程度才忠实? 对此传统译论并未给予清晰

的表述,即使偶尔提及翻译的功能、读者因素、译语

的行文习惯等原文外因素, 也未能将这些因素与传

统忠实观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系统的讨论。因此传统

忠实观在指导内容无所不包、形式丰富多样的当代

翻译实践时显得捉襟见肘。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席卷之下, 翻译研究者从

不同角度对传统译论的各个层面进行解构, 颠覆了

传统译论提倡的对原作的忠实, 消解了原作者的权

威地位,大力提倡突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

动作用。

 后现代理论从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角度对传

统翻译赖以立足的基石进行挑战 !, [ 3]
丰富了翻译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为当代翻译研究注入了无限活

力。然而,后现代理论各个学术流派只是从各自的

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对别的流派重视不够,尤其未

对传统研究中一些重要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而

同样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后现代思潮是极具颠
覆性和破坏力的一种思维方式, 传统翻译观在其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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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之下,原来的合理性受到摧残,原来的确定性受到

支解, 翻译研究陷入一片迷惘之中!。[ 3]解构主义突
出其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作者已死的观点, 使其

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文化学派过于强调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对原文的摆布而易导致随心所

欲的胡译和乱译,且该学派对应用翻译的研究方面

基本尚属空白;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过分重视

权力地位等意识形态因素使其翻译研究很容易步入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樊篱之中。

而且, 由于后现代各派翻译思潮均极力消解原文及

原作者的权威,导致翻译过程中极易忽视原文的作

用,甚至混淆译文和原文的界限。后现代思潮给翻

译研究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向传统的翻译研究

发起了剧烈的挑战,颠覆了传统翻译的忠实观。然

而在传统被颠覆之后, 后现代翻译研究在更新人们

思维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片迷茫。

二 翻译目的 � � � 翻译标准的调节器

目的论 ( Skopostheorie)是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

核心理论之一, 由弗米尔 (H ans J. Vermeer)于 20世

纪 70年代提出。根据行为理论,  弗米尔将人类行
为定义为在一定情景中发生的意图性、目的性行

为 !;而  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翻译行为 !,

 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
的语篇 !。[ 4]

根据目的论可得出以下结论: 凡人类行

为皆有目的,行为者根据具体情景选择其心目中最

佳方式以求达到行为的预期目标; 因而译者在从事

翻译这样一种目的性行为时,也会在翻译目的的指

引下, 尽量考虑一切可能的相关因素,从而决定最适

合的行为方式, 即翻译策略。这也就是弗米尔所提

倡的  目的决定手段!。[ 5]

目的论的提出激活了一直存在于翻译实践中却

从未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 即翻译行为的目的。如

圣经翻译为了传播基督福音;广告翻译为了使商品

打开客户市场;文学翻译为了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

和美感,给读者提供特有的审美体验等。这些翻译

的目的一直存在于实践当中并指引实践的方向,却

从未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及系统的研究。目的论使之

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从而用以指导翻译实践, 大大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然而,目的论原则的应用

必须谨慎,不可滥用, 以免翻译目的沦为某些译者胡

译、乱译、任意篡改歪曲原文的借口。

诚然,如弗米尔所言, 翻译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

性。但是,  翻译发起人在提出翻译的指令要求时,

不论其期望或者要求达到的目的怎样, 有一点是根

本无法否认的, 即他总得提供一个蓝本 � � � 原

作!。[ 6] 147
没有蓝本, 翻译便成为无源之水,预期目的

就得靠创作来达成了。因此,只要是翻译,其创造性

必然受制于原文。翻译其实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

文进行重新书写, 以原文为蓝本必然存在对原文的

忠实性问题。原文是个笼统的概念,它由语言组成,

组成原文的语言有时又蕴涵着丰富的源语文化。一

篇具体的原文文本语言构成又可分为篇章、段落、语

句、字词和语音等, 同时该文本必然有其独特文本特

色,也蕴涵有原作者特有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原文

蕴涵的所有因素是否必须在译文中得到无条件的忠

实再现呢? 当然,如有可能, 这样的忠实是值得提倡

的。但由于各种语言之间天然的差别、各民族思维

方式的不同以及民族文化间的差异, 这类忠实只是

乌托邦式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绝对的忠实只

能是原作本身,即辜正坤先生所说的永远达不到的

 绝对标准 !,  因为达到它, 就意味着根本不翻译一

个字 !。[ 7]
显然将这种绝对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作

为翻译标准没有任何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人们应

该以相对的观点来对待忠实, 把忠实于原文做为翻

译标准的一方面,同时考虑译入语读者因素、文化因

素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

译文要忠实于读者,须考虑读者群所处环境的

综合因素。译文读者通常以目的语文化为背景, 受

目的语文化环境熏陶,因而忠实于读者的阅读心里

和审美习惯必须先忠实于目的语文化语境。目的语

文化语境是个相当复杂笼统的概念, 几乎包含后现

代翻译研究涉及的方方面面, 如目的语民族心理思

维习惯、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观等。翻译时,这些因

素都必须考虑。因此,翻译实践时首先忠实于原文,

然后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确定预设读者群体,再根

据该群体的具体文化环境对译文进行调整, 使译文

忠实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易于读者接受,

达成翻译目的。由此可知翻译目的在整个翻译过程

中事实上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 调节了源语及源语

外各因素的关系, 使翻译中各矛盾因素得以和谐统

一, 译出优秀的译文。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翻译家严复并非是因其翻译

对原著亦步亦趋的忠实而在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不可

磨灭的功绩, 而是其译作成功地  利用异域的意识

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 唤醒了

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 !。[ 8]
严复在其所译赫

胥黎的%天演论&中  对原书所引喻设譬, 多用几意

更易。如 %天演论& ∀导言十三 ∋私制 #中就有 ∀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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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 ( #的中国事例替换原文中

哈曼吊摩迪开之事!。[ 9 ] 121
此外, 通览严译 %天演论 &

全文, 译者皆以古雅文体进行译述。严译 %天演论 &

是  严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的目的以特

殊方法移译出来的 !。[ 9] 117
其目的就是  为了介绍西

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

亡图存大业 !。[ 8]
要启迪民众,首先要获得社会精英

阶层的支持与认可, 当时的精英阶层就是封建士大

夫。因此,晚清时期自视甚高的封建士大夫便成了

严复翻译时的目标读者群。  他知道, 西方民主思

想从根本上将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为

了让封建士大夫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这副 ∀苦药 # ,

严复∀别有用心 #地在这副苦药外面裹上了一层 ∀糖
衣 # ,这糖衣就是 ∀雅 # !。[ 8 ]

在此严复所用的古雅文

体,忠实当时的译语文化环境, 符合当时士大夫们的

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成功地投其所好,达到了宣传

西方民主思想的目的。同时,其译文对原文所引喻

设譬  以中事易之,便于 (当时的 )中国读者理解,而

且事例虽换, 意义并无背于原文 !。[ 9] 122
严译 %天演

论 &之中对原作所作的增、删、替、改乃至发挥, 都是

为投其目标读者群之所好, 以便达其翻译之旨而做

的一些变通之举。在此,严复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

对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者和忠实于目的语

文化环境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协调, 成就了影响中国

近代思想变革的伟大译著 %天演论&。

翻译对原文的忠实总是介乎于过与不及之间,

不可能达到对原文绝对的忠实。最大程度的忠实应

该是尽量对原文进行亦步亦趋的翻译, 即  不打扰

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 [ 6] 253
最低程度忠实的译

文应该尽量保留原作的内涵, 形式上  尽量不打扰

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 [ 6 ] 253
在基本保留原作内涵

的基础上,尽量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投读者之所

好,使读者的阅读负担降低到最低值。最大程度忠

实和最低程度忠实之间还存有许多可能的居中程度

不一的忠实, 译者具体如何把握, 如何在忠实于原

文、忠实于目标读者群, 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之间

进行协调,以达到合格的、和谐的、真正忠实于翻译

中所涉及的各个因素的译文呢? 翻译时,应该在基

本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以翻译目的为指导,根据目

的语读者群的审美心理、阅读习惯,以及目的语文化

环境因素,对基本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进行适当的调

整, 这样便可使译文在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

者群以及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之间达到和谐的统

一。因此,优秀的译文应该在翻译目的的协调之下,

同时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者群以及目的语

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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