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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因学是涉及文化传播规律的新理论。翻译是不同文化中语言模因交流的桥梁。异质模因因其本身具有

神秘性或其创立者的特殊地位而成为权威性模因。但是不同的权威性模因在目的语中保存的程度不一样。通常

情况下, 翻译权威性模因宜采用异化或直译方法, 但这并不是否定模因选择标准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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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道金斯 (R ichard

Dawk ins)于 1976年率先提出文化进化的单位

meme, 从此揭开了人类文化传播研究的序幕。他

说: / meme是一种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meme取

希腊词 m im em e(被模仿的东西 )的一部分成为单音

节词, 与 gene结构相似。基因库 ( gene pool)中的基

因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体进入另一个体而得以传

播。同理,模因库 (meme pool)中的模因通过模仿得

以从一个大脑进入另一个大脑。模因文化单位包括

曲调旋律、思想观念、时髦用语、时尚服饰、房屋结

构、器具制造等。0
[ 1]
任何东西都可以看作模因和模

因的携带者。理想的翻译是把源语模因完全复制到

目的语模因复合体中去。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异质

模因不能全部, 只能部分被复制, 甚至被目的语归

化,不得不穿上对方的衣服。模因是一种复制因子,

它存活在不断复制的过程中,不复制的不能称作为

模因。换言之,如果翻译完全采用归化策略是行不

通的, 异化策略随着不同文化交融程度的加深和人

们对事物认知程度的拓展成为大势所趋。

成功模因的传播要经历同化 ( assim ilat ion)、保

留 ( retent ion)、表达 ( expression )和传播 ( transm is2

sion)四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选择。权威性标准

( authority criterion)是海宁 ( Francis H eylighen)针对

统一性标准 ( inter- sub ject ive criterion)提出的一个

相反的概念,是互主体选择标准下的一个分支标准。

互主体选择标准强调模因的接受和传播取决于宿主

所属社群共享的观念、价值、规范等因素,包括正式

性、权威性、统一性、表达性和公众性 5个次标准。

统一性指模因对群体整体的有用性, 而权威性指由

于劳动分工的不同,个体在某个领域形成的专长或

权威。
[ 2]
海宁对权威性标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模

因本身具有权威性,例如,宿主或传播者受到尊重或

被认为在某领域有专长, 从而更容易被注意和接

受。
[ 3 ]
更具体来说, 满足权威性选择标准的模因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模因本身受到宿主的崇拜而容易

被注意和接受,从而得以传播开来,如宗教文本5圣

经6之于西方基督徒和佛经之于东方信佛之人;另

一类是因模因的创造者在某领域有专长或享有很高

的社会地位而易于被注意和接受, 如毛泽东称帝国

主义为 /纸老虎0被直译为中式英语 / paper t iger0,

并被收入到英语词典, 成为正式的英语词汇。笔者

将对这两类权威性模因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原因和背

景进行分析。

一  权威性宗教模因与 /逐词翻译 0

不管你喜不喜欢宗教, 人们总是被形形色色的

宗教包围并受它们影响。5圣经 6在西方世界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语言、习俗、价值观等

几乎一切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圣经 6被

称为 /伟大的信仰 0,因为它是 /上帝之词 0, 人们对

这样的 /圣言 0充满着敬畏, 不仅认为经文的内容,

而且连表达形式都是神圣的。 5圣经 6原本是用希

伯莱语和希腊语编写的, 普通人很难理解。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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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经6用其他语言表达出来,译文是靠近源语还是

目的语的规范呢? 译者只有唯一的被选项, 因为

/话语是神圣的;怎么能发生变化呢? 翻译不仅要

用目的语替代原文的词汇意义,而且要重构包含该

意义的表达式,表达式也是神圣的0。与圣典 ( scrip2

ture)的任何偏离译者都可能要冒着 /亵渎神灵 0

( blasphemy)、/异端 0 ( heresy)的指责, 甚至危及译

者自己的生命。在5圣经 6翻译历史的长河中, 就有

这样一不幸者。法国 16世纪的翻译家多内特 ( E t i2

enne Dolet)在翻译柏拉图的 /对话 0中, 因添加了

rien du tout ( /什么也没有0 )这样一个词汇,被 Sor2

bonne大学神学院指控亵渎了上帝 /死后灵魂不灭 0

的圣言,并于 1546年被施以火刑。从模因论的角度

来看, 在 /上帝之词0 ( theWord ofGod)阶段 (Adrew

Chesterman把翻译模因的发展分为 8个阶段:词、上

帝之词、修辞、逻各斯、语言科学、交际、目的语、认

知 ),翻译模因 /上帝之词 0因其绝对权威性而宣告

该阶段的模因复合体中其他竞争模因为 /错误0或

/非翻译 0。
[ 4]

5圣经 6的希伯莱语和希腊语规范成为

译者翻译时的主导翻译规范。换言之, 译文是靠近

源语规范而非目的语规范, 也就是异化翻译策略。

/上帝之词0阶段两位著名翻译家希塞罗 (Cicero)和

圣 #杰罗姆 ( St Jerome )的翻译策略的运用体现了

5圣经6模因是如何被接受和传播的。

希塞罗的翻译思想主要反映在介绍古希腊雅典

演说家 Aesch ines和 Demosthenes的演讲稿 De Opti2

mo Oratorum一文中。他说: /我翻译 (5圣经 6 )时,

像 /演说家0而不是 /翻译家 0,保留源语的内容和形

式,但语言必须符合我们的语言用法。这样,我认为

没有必要 /逐词翻译 0 (word forword), 但要保留源

语的风格和言语的力量。0
[ 5 ]

希塞罗很不赞同当时 /翻译家 0翻译 5圣经 6时

所坚持的直译或 /逐词翻译 0策略。在罗马时代,

/逐词翻译0指在拉丁语中找到与源语 (希腊语 )中

每个单词最近似的对等词, 以便读者在读译文时可

同时参阅原文。
[ 5 ]

希塞罗的反对声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对当时

占统治地位的 /逐词翻译 0的根基未能带来颠覆性

的影响。其追随者圣# 杰罗姆鼓吹意译翻译策略,

提出了译本要有美感和创造性的目标。杰罗姆是早

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 同时也是西

方四大传统翻译理论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反映在

公元 395年的5致帕马丘书6 ( De Optimo Genere In2

terpretandi)中,他宣称: /因为 5圣经 6中连词序都是

有一定意义的, 所以除了 5圣经 6翻译以外, 在做希

腊文 ) 拉丁文翻译时, 我的翻译不是逐词翻译

( word2for2word ) 而是以义 释义翻译 ( sense2for2

sense)0。
[ 5] 20
也就是说, 他的 5圣经 6采用直译而文

学翻译采用意译。作为一个神学家和翻译家, 怀着

对上帝的敬畏和盲从, 不敢挑战 5圣经 6的权威性,

但他第一次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应该用不同的翻译

策略,这对推动西方翻译的研究和发展有重大的影

响。

像5圣经6这样的模因在 /上帝之词 0阶段传播

时, 只被权威性选择标准单一选择而其他的选择标

准被强制性排除, 导致翻译时采用纯异化手段的现

象只是个案。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以偏盖全,否定模

因选择标准的普遍适用性, 更不能就此认定异质模

因只有用异化手段才能进入到目的语中。

二  权威性非宗教模因与直译

不是所有的模因具有同等的传播力。如果一模

因相对于另一模因具有权威性的话, 该模因就较易

得到宿主的注意、复制和传播。 /一般来说, 拥有权

威、名望、魅力的人士和其他有影响的人,往往成为

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愿意模仿他们,从而使他们拥

有的模因得到传播 0。
[ 6]
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创造

的语言模因会对普通宿主产生新鲜感和权威感, 使

他们乐意模仿和流传。邓小平同志在 1992年南巡

讲话中提出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0的名言。报刊、电

台等舆论宣传,加上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崇高地位,

使其迅速地传播开来。由于其权威性,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也多加效仿,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成为一时髦

语,例如: ( 1)省钱才是硬道理! ( 2)成活是硬道理。

( 3)价格才是硬道理。这个模因在复制与传播的过

程中,人们显然是借用了 / xx才是硬道理0的形式模

因, 创造出的变体, 成为一种诙谐、新颖的语言表达

式, 易于被人们接受和传播。

在同一种文化内部,人们有大致相似的文化预

设, / xx才是硬道理0这样的模因对中国人而言具有

很强的感染力, 如同 / xx门 0对西方受众一样。那

么, 如何把中国权威人士或机构所创立的模因表达

式移植到异域文化,并产生其在源语文化中大致的

感染力呢?

前文提到过 /纸老虎 0的翻译, 其意指那些 /貌

似强大, 其实不堪一击的人或事物 0。毛泽东至高

无上的地位,使他创造的,带有民间俚语味道的话语

成为一个权威型的强势模因。在翻译该词汇时, 为

了维护其权威性和严肃性, 以直译的方式译为 / 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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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tiger0,不仅被西方读者迅速接受,而且成为一正

式英文词汇。这对如何向外宣传我们党和国家领导

人或政府的言论有着启迪作用。现列举党的 /十六

大 0中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几个重要术语的对外翻译

如下:

( 4)  在干部中深入开展 /三个代表 0重要思想

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W e need to cont inue education of our cadres in

the important princ ip le of / Three Represen ts0. ( The

CPC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dvanced pro2

duct ive forces, the orientat ion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 lm ing ma2

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 ina. )
[ 7]

/三个代表0是一个缩略词汇, 是江泽民同志代

表党提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术语, 其严肃性和

权威性不容质疑。因此, 完全意译可能易被西方读

者理解,但它作为一个权威模因的意义消失了,也削

弱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威。我们欣喜地看到

/三个代表0就直译为 / Three Represen ts0, /听起来

有点怪,因为 three形容的 represents是动词。但考

虑到英文里也有 do s' and don 'ts, 因此 / Three Repre2

sents0也可以站住脚。 -三个代表 .第一次出现时,

最好注出它的内容, 下文再用 - Three Represents. ,

读者就明白它的含义了0。
[ 7 ]

( 5) 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结合起来。

W e need to govern the country by comb in ing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 le of virtue.
[ 7]

/依德治国 0是江泽民同志代表党提出的另一

个关于国家治理的新理念。道德通常对人的行为和

言论只有约束作用,而无法律、法规的强制力。江泽

民同志代表党把 /依德治国0提到等同于法律和法

规的高度,从模因学的权威选择标准来说,其本身就

是一强势权威型模因,要求宿主无条件接受和传播。

因此把 /依德治国 0译成 the rule of virtue, 对西方读

者而言,它既在形式上与 the rule of law相似而且似

乎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 凭字面意思就可以预知其

严肃性和权威性,迫使自己去追根问底,从而接受和

传播之。

从上面两译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外宣

传著名的人或机构的言论时, 要尽可能使译文靠近

中文的规范,以体现这些语言模因的权威性。换言

之, 在考虑译文可接受性前提下, 直译是翻译此类权

威型模因的首选翻译策略。

成功的模因要经历四个阶段,接受每个阶段中

选择标准的选择。权威性选择标准是互选择标准的

一个分支。如果源语文本被译者和受众当圣典盲目

崇拜,那么源语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不论形式或

内容都是神圣不可更改的。翻译时, 译文应尽可能

靠近源语规范,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

留异质模因。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

高, 类似文本的神秘性必然被消解,翻译策略也随之

发生变化。另一权威型模因是因为其崇高的社会地

位, 他或她创立的语言模因在对外宣传时,为了保留

其权威性,在考虑可读性的前提下,直译不失为一种

较好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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