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４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１

从规范视角看儿童文学翻译 

———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本为例

彭　婧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英国女作家Ｊ·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欧美家喻户晓，尤以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为成

功，其译作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是紧密相关的。以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哈利·波特与魔法

石》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典型的策略进行分析，找寻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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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学翻译，受
其目标读者的高度制约，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在我

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由来已久，其中不乏佼佼

者，远之如赵元任先生在１９２２年的译作《爱丽丝漫
游仙境记》，历经百年，仍在刊印；近之当数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引进，苏农（曹苏玲和马爱农合译）２０００
年的译作《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几度成为畅销书

之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所有译者，尤其是

从事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工作者们应该深深思索

的。正如图里所认为的，翻译并非个人行为，而是

一种社会行为，在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受到一

定的规范的支配。对译者在译本中所采用的翻译

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可以重构其所遵循的规范。

而对于成功译作的诞生，译者所采用的策略背后所

折射出的翻译规范则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此，

对优秀儿童文学译作中译者所采用的策略进行探

讨，旨在重构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

以期推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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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
化转向”，在此背景之下，基于多元系统论学者们的

研究成果，译学界逐步开始着手讨论“翻译规范”。

学者们研究译作，试图通过描述的手法来再现译作

的产生过程，从中发现译者在译事过程中所遵循的

“规范”，剖析影响译者策略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而

得出最终“操纵”该译作产生的一系列“规范”。而

描述性翻译研究中的“规范”（ｎｏｒｍ）不同于传统的
规约性翻译研究所提出的“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规
范”这一概念的重心在于“范”而非“规”，而“标准”

则是明确制约人们的行动之准则；其次，“标准”缺

乏科学性，较早期以经验为基础，在人们行动之初

便已然而立；“规范”则是后顾式的，以产品（译作）

为基础，采用较为客观的方式描述，反推而成，更具

科学性。二者均能指导翻译实践，约束力却不同，

对立而统一。区分二者在于阐明研究的目的、对象

的不同，在此探讨规范而非标准，旨在让译者更清

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才更有意义，而非让译

者陷入无尽的“束缚”之中，从而限制其主体性的

发挥。

图里是第一个系统地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描述

性研究的人，其代表作《描述翻译学及其他》被学术

界公认为是开启翻译规范的描述性研究之力作。

继图里之后的赫曼斯和彻斯特曼都对其理论进行

了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后者，较前两位更为

彻底的抛弃了传统的“对等”和一一对应，切氏借用

了１９７６年社会生理学家岛金斯（Ｄａｗｋｉｎｓ）的著作
《自私的基因》（“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中的一个关键词
“ｍｅｍｅ”（在书中是用来描述文化现象的进化）阐明
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他认为，译者的翻译行为

和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 ｍｅｍｅ（模因）的影响。
当所有的模因汇聚一起便构成了庞大的模因库

（ｍｅｍｅ－ｐｏｏｌ）。当某个模因在某一时期占据了主
要地位，它便成了该时期的翻译规范。［１］２切斯特曼

将其分为两大类，译品或期待规范（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ｅｘ
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ｎｏｒｍｓ）和专业或过程规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ｏｒｍｓ）。后者又被进一步细分为责任规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ｏｒｍ）、交际规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和关系规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

切斯特曼认为，“策略是译者寻求符合规范的

方式，不是寻求对等，而是仅仅寻求译者所认为的

最好的译本。因而，策略是一种过程，一种做事的

方法。翻译策略就是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行为，应该

把它放在更为宽泛的行为理论语境下来看待”。［１］２８

正如切氏所言，翻译规范是以一定的翻译策略为依

托而体现出来的，寻找译者译事过程中所遵循的翻

译规范必然离不开对其所用翻译策略的研究。切

氏对翻译策略做过极为细致的区分，分为三大类：

句法或语法策略、语义策略、语用策略。句法或语

法策略包括：直译、借词、移位、单位转换、改变词组

结构、改变从句结构、改变句子结构、改变衔接、层

次转换、改变组合及其他句法或语法策略。语义策

略包括：使用同义词、使用反义词、利用上、下义词、

反译、抽象化和具体化、改变分布、改变强调、解释、

改变比喻以及其他语义策略。语用策略包括：文化

过滤、改变清晰度、改变信息、改变人际关系、改变

语言行为、改变连贯、局部翻译、改变译者可见度、

编译以及其他语用策略。［１］９２

较之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切氏之规范更为成

熟，更具合理性。较之于图里的翻译“过程规范”，

切氏之规范兼顾产品终端的译品及期待规范。在

此，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儿

童文学翻译中的佳作《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之译

者所用翻译策略的分析来重构其所遵循的“规范”。

　　二　翻译策略与译品或期待规范

译品或期待规范（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ｎｏｒｍｓ）
是基于（某一特定类型）翻译作品的读者对该类型

翻译作品的期待而确定的。影响该规范的因素一

般包括：目标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传统、类

似的目的语类型的话语习俗（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切斯特
曼就这一规范提出两个重要观点：１．期待规范允
许对翻译作品的评价性判断，因为读者对一篇特定

的文本样式，就什么是“充分的”或“可接受的”翻

译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会认同遵循这一期待的译

者；２．期待规范有时是“由某类规范权威所确认
的”。［２］６６例如，教师、文学批评家及出版社聘请的评

阅人可能会遵循流行的规范，鼓励符合该规范的翻

译作品。也就是说，翻译作品应该满足目的语在

“可读性”及“流畅性”上的标准。简而言之，期待

规范指的是目标语读者对译作或译品的期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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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性、可读性、可接受性、整体的风格及句法或

语法等各方面的期待。作为一套儿童畅销书籍，不

言而喻，《哈利·波特》系列的目标读者是广大少年

儿童。其明确的目标读者的“期待”使得其译作必

须为儿童所接受并认可，要有可读性，为此译者多

采用了句法或语法策略来达到，在此以较为典型的

例子来说明。

（１）改变句子结构
英语句子比较注重形合，词语与分句之间惯用

连接词，用以表达语法语义和逻辑关系，因而英语

中句子通常呈现出长句特点，冗长而复杂。照翻则

不利于目标读者理解，必定达不到预期的“期待”

值。因而，译者多使用短句来处理这类句子，把原

句中较长的句子切分成小句，比如：

例１：Ｓｃａｂｂｅｒｓｔｈｅｒａｔｗａｓ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ｆｆ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
ｓｈａｒｐｌｉｔｔｌｅｔｅｅｔｈｓｕｎｋｄｅｅｐｉｎｔｏＧｏｙｌｅ’ｓｋｎｕｃｋｌｅ

%

ＣｒａｂｂｅａｎｄＭａｌｆｏｙｂａｃｋｅｄａｗａｙａｓＧｏｙｌｅｓｗｕｎｇＳｃａｂ
ｂｅｒｓ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ｒｏｕｎｄ，ｈｏｗｌｉｎｇ，ａｎｄｗｈｅｎＳｃａｂｂｅｒ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ｌｅｗｏｆｆａｎｄｈｉｔ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ｍ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ｔｏｎｃｅ．［３］１２６

译文：老鼠斑斑吊在他的手指上，尖利的小牙

深深地高尔的肉里———高尔一边大叫，一边不停地

挥手想把斑斑甩掉；克拉布和马尔福直往后退；最

后斑斑终于被甩掉了，撞到车窗上；他们三个也立

刻趁机溜掉了。［４］６６

短句的使用对于处于理解力发展过程中的儿

童来说，更易于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加之，短句

简练，更具备易读性，读来朗朗上口，一气呵成。不

过，译者在处理此句时如能更注重细节化翻译，效

果则更佳，比如最后一个分句“他们三个也立刻趁

机溜掉了”中的“立刻”过于书面化，是否用“立马”

会更贴切？

（２）改变句式
英语喜用从句，长句表达句义。在句式方面相

对单一，通篇陈述句表述的几率较高，难免会让小

读者们不能长时间聚焦于此。因而，适当的转换句

式可以唤起小读者们更多的关注，激发兴趣。

例 ２：Ｈａｒｒｙｄｉｄｎ’ｔ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ｎｏｔｂｅｉｎｇａｂｌｅｔｏ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ｏｗｌ．Ａｆｔｅｒａｌｌ，
ｈｅ’ｄｎｅｖｅｒｈａｄａｎｙｍｏｎｅｙｉｎｈｉｓｌｉｆｅｕｎｔｉｌａｍｏｎｔｈ
ａｇｏ，…［３］１１５

译文：哈利觉得买不起猫头鹰也没有什么不

好，自己一个月以前不也一直是一文不名吗？［４］６０

译者将原文的陈述句式成了疑问句式，巧妙而

恰到好处的修改，给平淡无奇的原句增添了不少活

力。且这种句式容易引起小读者的共鸣，自问自

答，沉浸于故事之中。成语“一文不名”的使用也给

原文增色不少，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习语不仅使得

译文言简意赅，且生动形象，展示了一种原文无法

表达的效果。

　　三　翻译策略与专业或过程规范

专业或过程规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ｏｒｍｓ）
对翻译过程本身进行调整。它从属于期待规范，并

受制于期待规范。切斯特曼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专

业规范：１．责任规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ｏｒｍ）：这是一
种道德（ｅｔｈｉｃａｌ）规范，所关注的是职业标准，如正
直性与完整性等。译者将为他提供给委托人和读

者的翻译作品承担责任。２．交际规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ｎｏｒｍ）：这是一种社会（ｓｏｃｉａｌ）规范。译者是交
际活动的＂专家”，努力确保各方之间最充分的交
流。３．“关系”规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这是一种语言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规范，关注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
系。同样，切斯特曼认为适当的关系应该由译者

“按照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意愿 ，原文作者的本意，

以及潜在的读者的可能需要”来判断。［２］６９这些专业

规范之所以被确认，部分原因是一些规范权威，如

其他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等对其的认可，还有部分

原因就是其自身的存在 。切氏的这些规范涵盖了

图里未涉及到的新领域，更有助于对整个翻译的过

程和终端产品（译作）进行整体性描述。

除期待规范以外，译者还严格遵循了责任规

范、交际规范及关系规范：译者对责任规范的遵循，

体现在对目标读者的忠诚上；译者对交际规范的遵

循，即译者作为交际活动的“专家”“中间人”，在原

文与译文中架起一座桥梁，让作者与读者在译文中

能“充分”的沟通；译者对关系规范的遵循，体现在

译者根据潜在读者的可能需要来处理原文与译文

的关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都是本着服务于

特定的目标读者的，均为引起儿童读者好奇心和阅

读兴趣的有效方式。就儿童文学而言，译者通常在

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和译事过程中常需要明确的将

“忠诚”献之于特定的目标读者。译者应牢记这一

特殊的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并相应的调整翻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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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本文译者多采用了语义和语用策略来达到忠

诚并符合特殊目标读者独特的阅读习惯的效果。

（１）改变译者可见度
豪斯（Ｈｏｕｓｅ）曾明确区分了显性翻译（ｏｖｅｒ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与隐性翻译（ｃｏｖｅｒ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简而言
之，前者指的是一眼便能看出是“译文”的译文，后

者是“译文”特征不明显的译文，让人难以区分是译

文还是原文。韦努蒂（Ｖｅｎｕｔｉ）也提出译者的隐形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译者本身更倾向于将原文译成“流
畅”的英语，译出一篇地道而具“可读”性的译文，

因而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
ｃｙ）。［５］让译者“隐形”，进行“隐性翻译”，更符合目
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并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让读者

读起来不像译文而更像原文。

例３：“Ｈｉｓｎａｍｅ’ｓＳｃａｂｂ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ｓｕｓｅｌｅｓｓ，
ｈｅｈａｒｄｌｙｅｖｅｒｗａｋｅｓｕｐ．”［３］１１５

译文：“它叫斑斑，已经毫无用处了，整体睡

不醒。”［４］６０

“Ｓｃａｂｂｅｒｓ”是常见欧美国家人用名，在原书中
是只可爱的老鼠。在此作者并未采用常用的音译

法，而是采用符合本国小读者们所熟悉的小动物用

命“斑斑”来替换“Ｓｃａｂｂｅｒｓ”。如此，非常好地照顾
到了小读者的阅读习惯，让人读来亲切感倍增，相

较于音译处理的玩过人名更易于让人记住，印象深

刻。译文读来自然亲切，原句痕迹全无，译者可见

度低。

例４：Ａｌｏｈｏｍｏｒａ［３］１８４

译文：阿拉霍洞开［４］９７

作为一部成功的魔幻小说，充满神秘、奇幻色

彩的各种咒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对于视角及想

象力都是极大冲击的咒语的翻译却不是一件易事，

其中还面临着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此种情况

下，译者选择了向译入语文化靠拢，使得译入语读

者读来毫无陌生感，译者完全“隐形”了。

（２）修辞策略
作为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儿童作品，异世、魔

幻、神秘均是其吸引小读者的手段。然而所有的一

切都掩盖不了其本质———儿童文学，其共有的特点

是童真、童趣。原书中有不少趣意盎然的儿歌，忠

诚于目标读者独特的阅读习惯（出声朗读），译者几

乎都将其处理成诗歌的押韵形式，让小读者读来朗

朗上口，娓娓动听。

例５：Ｈｅｃｌｅａｒｅｄｈｉｓｔｈｒｏａｔ．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ｄａｉｓｉｅｓ，ｂｕｔｔｅｒｍｅｌｌｏｗ，
Ｔｕｒ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ｐｉｄ，ｆａｔｒａｔｙｅｌｌｏｗ．”［３］１２１

译文：他清了清嗓子。

稚菊、甜奶油和阳光，

把这只傻乎乎的肥老鼠变黄。［４］６４

原句中“ｍｅｌｌｏｗ”是形容词，指（瓜，果等）成熟
的；（酒）芳醇的；（颜色或声音）柔和的；圆润的，修

饰“ｂｕｔｔｅｒ”，为后置定语。将“ｍｅｌｌｏｗ”后置是为了
与下面一句的“ｙｅｌｌｏｗ”形成押韵。如若直译，将丧
失原句押韵的特色，译者巧妙地把原本后置的定语

还原，调整词序，进行了移位处理，使得译文实现了

押韵。如此，译者准确地判断了潜在读者可能的需

要，精妙地处理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切斯特曼指出，所有规范都会产生“规约性压

力”。［１］６８这种压力会“迫使”译者在翻译行为过程

中有意或无意地去遵循这些规范，在此基础上选择

最佳策略。译者会考虑目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期

待规范）；展现包括对目标读者在内的各方的忠诚

（责任规范）；确保作者与读者在译文中能“充分”

的沟通（交际规范）；根据潜在读者的可能需要来处

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关系规范）。通过对译者所

用翻译策略的描述性研究发现其译事过程中所遵

循之“规范”，最终目的仍然在于如何以规范来指导

翻译实践，让更多优秀译作诞生。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Ａ．Ｍｅｍ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Ｉｄｅａｓ
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ｎ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９７．

［２］ＭｕｎｄａｙＪ．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３］ＲｏｗｌｉｎｇＪＫ．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Ｓｔｏｎｅ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ｃ．，１９９７．

［４］ＪＫ罗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Ｍ］．苏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ＶｅｎｕｔｉＬ．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３３．

责任编辑：李　珂

６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