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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言摇 摇 摇

前摇 摇 言

目前我国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从文化学等角度对文学翻译进

行研究的成果日渐丰富, 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

间, 戏剧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关注却较少, 对戏剧译

本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鉴于此, 本书立足于文本分

析, 以 19 世纪俄国著名戏剧家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及其多种中译本为研究

对象, 以文艺理论学、 语言学、 翻译学和文化学理论为指导, 以文化认同

为切入点, 对契诃夫戏剧原著及其不同时期的多种中译本进行比较, 分析

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多种译本对作者形象的传译、 对人物语层的文化认同

问题以及译者主体性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本书内容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翻译理论综述, 简要介绍了西方翻译理

论、 苏俄翻译理论、 国内翻译理论、 国内外戏剧翻译理论。 第二章契诃夫

戏剧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 主要包括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初步译介和研

究、 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系统化接受、 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政治化解读和

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深入研究。 第三章契诃夫戏剧翻译中对作者形象的传

译, 以 《海鸥》 为例, 阐释了叙事结构在作者形象中传译的作用; 以

《樱桃园》 为例, 阐释了作者形象呈现方式在翻译中的再现; 以 《万尼亚

舅舅》 和 《三姊妹》 为例, 阐释了知识分子精神在翻译中的展示。 第四

章契诃夫戏剧翻译中对文本语层的文化认同, 以 《求婚》 为例分析了表

现风格在翻译中的展现; 以 《樱桃园》 为例分析了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在

翻译中的重构; 以 《万尼亚舅舅》 为例分析了成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

的传达。 第五章契诃夫戏剧翻译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及其对文化认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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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以 《樱桃园》 为例, 探讨了译者对社会问题的 “中国化冶 解读; 以

《万尼亚舅舅》 为例, 探讨了译者对母子关系的 “中国化冶 阐释; 以

《熊》 和 《万尼亚舅舅》 为例, 探讨了译者对文化意象的 “等值化冶 重

构。

作摇 者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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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翻译理论综述

第一节摇 西方翻译理论

翻译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 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 自古罗

马西塞罗以来, 西方翻译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 在此期间, 译论迭出, 流

派纷呈。
国内外学者对西方翻译流派的划分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我们依

据国内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 拟把西方翻译流派分为: 文艺学派、 语言学

派和文化学派, 下面分别论述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翻译主张。

摇 摇 一、 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

我们把 “语文学派冶 和 “阐释学派冶 归入到文艺学派, 因为 “语文学

派冶 和 “阐释学派冶 讨论的翻译现象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 都认为翻译是一

种艺术, 译者要具有文学天赋, 在翻译中要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 进行

艺术的再创造。 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始于古罗马的西赛罗, 截止到 20 世纪上

半叶, 以 1959 年罗曼·雅可布逊发表的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作为结束

的标志。

(一) 语文学派的理论主张

罗马人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发明者, 是西方翻译思想的源流。 罗马时期的

主要翻译家有西塞罗、 贺拉斯、 昆体良、 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西塞罗被称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翻译思想家, 是最早提出 “演说家

式冶 翻译方法 (即意译) 的翻译理论家, 他主张自由的翻译方法, 只要保留

原文的总体风格, 就是达到了翻译目的。 他认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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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家一样进行翻译, 使用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语言来吸引和打动读者、 听

众的感情。 他的翻译思想涉及了直译与意译、 形式与内容、 读者反应、 译者

的主体性等翻译问题, 并且影响了贺拉斯、 昆体良、 哲罗姆、 路德、 泰特勒、
施莱尔马赫、 列维、 加切奇拉泽等人。 从此, 翻译的文艺学派与翻译的语言

学派开始了长期的对峙, 在相互争论和启发下不断地发展完善。
贺拉斯深受西塞罗的影响, 认为翻译应该采取灵活的方法, 必须避免直

译。 他主张再创作和翻译中不要墨守成规, 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

词, 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昆体良认为, 尽管语言、 文化存在着诸多不同, 但表达同一思想、 观点、

情感等的方法是多样的, 虽然无法获得原作的同样效果, 但可以通过各种手

段接近原作。 他提出了翻译要与原作进行竞争的观点, 翻译应该比原作更好,
应该超越原作。 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 《演说术原理》 中。

可见, 西塞罗、 贺拉斯、 昆体良的翻译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提倡自由、
创造性翻译, 反对拘泥于原文的直译, 开创了翻译文艺派的先河。

在罗马帝国末期,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 翻译 《圣经》 是

当时更加重要的活动。 这一期间主要的翻译家有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哲罗姆被誉为罗马神父中最博学的人, 他花费了 23 年的时间翻译了 《通

俗拉丁文本圣经》, 它和 《七十子希腊文本》, 成为中世纪流传最广、 最具有

权威性的 《圣经》 文本。 哲罗姆主张圣经翻译应该用直译法, 文学作品可以

采用灵活的方法进行翻译, 反对逐字对译。
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主要来自 《论基督教义》。 奥古斯丁注意到翻译中

朴素、 典雅、 庄严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的取舍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 翻译

中必须考虑 “所指冶、 “能指冶 和译者 “判断冶 的三角关系。淤这一理论是对

亚里士多德 “符号冶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古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 阿尔弗烈德和布鲁尼是中世纪时期比较著名的

翻译家。 波伊提乌主张采用比较灵活的翻译方法, 反对逐字翻译。 阿尔弗烈

德认为, 翻译是灵活性极强的活动, 需要采用灵活的方法进行翻译。 布鲁尼

提出翻译要以译者、 译语为中心, 在尽量保持原作风格的同时, 体现译者在

处理原作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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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科技迅速发展, 翻译活动日益频繁。 这一时期主要

的翻译家有: 法国的多雷、 意大利翻译理论家阿雷蒂诺、 英国的德莱顿和泰

特勒、 德国的路德。
法国翻译家多雷在 《论出色翻译的方法》 中提出了 “翻译五原则冶: (1)

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 (2) 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

言; (3) 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 (4) 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5)
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

意大利翻译家阿雷蒂诺提倡 “可译论冶, 强调以译者和译入语为中心, 肯

定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 他的翻译观点和布鲁尼相似。
英国翻译家德莱顿将翻译分为逐字翻译、 释译和拟译三类。 他认为逐字

翻译会导致语言的不可译, 拟译脱离了原作的面貌, 近似于创作, 因此他主

张重意义、 轻形式的释译。 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二分法 (即直

译、 意译) 的局限, 可以说是对西方翻译思想的重大贡献。
英国翻译家泰特勒提出了翻译的 “三原则冶, 认为译本应该完全转写出

原文作品的思想; 译文写作风格和方式应该与原文写作风格和方式属于同一

性质; 译文应该具有原文的所有流畅和自然。 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 《论
翻译的原则》 一书中, 该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

德国翻译家路德主张灵活翻译, 要不拘泥于单词的增减。
18-19 世纪, 文学作品的翻译取代了 《圣经》 的翻译, 翻译学家从传统

语言学角度和阐释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 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家有歌德、 施

莱尔马赫、 洪堡等。
歌德认为翻译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译者是 “人民的先知冶。 他把

翻译分为三类: 信息翻译、 改编性翻译和逐行对照翻译。 他认为逐行对照翻

译法最好, 能产生完美的译文。 提出了文学翻译 (诗歌) 的可译性。
荷尔德林认为, 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都是同一基本语言即所谓 “纯真语

言冶 的体现, 翻译是寻找构成这一基本语言的核心成分即意思, 主张逐词对

译的翻译方法。
威廉·洪堡认为, 语言和民族思想、 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的不同主要是

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 各种语言在结构上虽然有很大差别, 但

归根到底是可译的。 主张翻译要忠实原作, 必要时可以增加异域色彩。
意大利文学评论家、 美学家克罗齐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完全移植, 文学翻

译是艺术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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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列维认为, 译者需要在词汇、 句法、 美学等层面进

行决策, 所以翻译是决策过程。 他把翻译分为三个步骤: 理解原文、 阐释原

文和重新表达原文。 他认为文学翻译有再现规范和艺术性规范。 再现规范要

求译文用读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手段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美学特点, 通

过艺术性规范再现原作的风格。

(二) 阐释学派的理论主张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翻译。 施莱尔马赫是探索阐释学

理论的第一位学者。 在 《论翻译的不同方法》 中他把翻译分为 “真正的翻

译冶 和 “纯粹的口译冶。 他认为 “纯粹的口译冶 主要指商业翻译, “真正的翻

译冶 主要指科学或艺术翻译。 同时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

的辩证关系。 他还认为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要么使作者向读者靠拢; 要

么使读者向作者靠拢。淤

海德格尔从哲学和阐释学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 他认为 “翻译即解释,
解释即翻译冶, “翻译冶 不只是字面的改写, 而是思想的 “转渡冶, 译者应以

本意在先, 表达词语背后难以真正把握的 “道说冶。
翻译家庞德突破了传统的翻译法, 提出采取灵活的手法翻译中国古典诗

歌。 他主张 “创造性阐释冶, 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直译, 要更多地再

现隐藏在词语中的情感。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普遍性、 历史性和创造性对翻译理解具

有重要的意义, 精辟地论述了 “合法的偏见冶 “视域融合冶 和 “效果历史冶。
乔治·斯坦纳在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基础上, 提出 “理解就是翻译冶 的

观点, 他认为阐释翻译的步骤是信赖、 侵入、 吸收和补偿。
这些不同的阐释视角对翻译研究都非常具有启发性, 它们从阐释学的视

角对翻译的理解进行了哲学思辨, 从本质上是关于语言, 特别是文学语言的

理解和阐释, 属于文艺学翻译思想范畴。

摇 摇 二、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有两条翻译路线, 除了文艺翻译理论路线之外, 另一条就

400

淤 谢天振. 中西翻译简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273.



第一章摇 翻译理论综述摇 摇 摇

是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 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 20 世纪的结构语言学, 纽

马克称其为 “语言学前时期冶, 奈达称做 “语言学派冶, 我们把交际学派和社

会符号学派也纳入其中。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为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

纪下半叶, 随着西方的翻译语言学派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翻译问题纳入了语

言学的研究领域, 结构主义、 交际理论、 语言学理论等成为翻译理论的基础。

(一) 语言学派的翻译主张

1959 年, 雅克布逊发表了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探讨了可译性与不

可译性的理论问题。 他从符号学角度出发, 首次把翻译分为语内翻译、 语际

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类型。 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 在译学界影响

深远。淤 他认为, 翻译是对 “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冶 的重新编码

的过程。 他提出的 “诗歌由它的定义而决定它的不可译性冶 和 “创造性移

位冶 在当今已成为事实。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是西方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1964 年出版的 《翻译科学探索》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动态对等、 功能对等和等效论。 翻译 “等效冶 是指翻译不仅应传递

信息, 还要传达表达、 认识、 祈使等交际方面的功能。 “等效论冶 改变了西

方两千年来围绕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争论, 是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于他强

调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着译文的接受, 这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
1981 年英国学者彼得·纽马克在 《翻译问题探索》 中提出了语义翻译和

交际翻译, 以弥补奈达理论的不足。 他认为, “翻译既是科学, 又是艺术,
也是技巧冶。 他把翻译的对象看成文本, 根据语言的功能把文本分为表达型、
信息型和呼唤型三大类。 他认为不同的文本应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表达

型文本主要采用语义翻译法, 译者应在文体风格、 句子结构、 词序搭配等方

面接近原文; 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采用交际翻译法, 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内

容的同时, 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 用译文读者习惯、 接受的语言来

翻译。
另一位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运用韩礼德的理论对翻译的不同层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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