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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交际活动行为都是把价值观# 道德观和伦

理的基石上$ 翻译实践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

要途径也不例外% 在伦理学的视野下探讨译者的选择

观$把处于主体地位的译者作为核心因素来研究$从而

出现了&伦理转向'!725 57201,- 7)*+"这个应用于翻译研

究的新视角%

一&译者对于伦理选择的角色

许钧认为在&理解#阐释与再创造这一翻译活动过

程中$作者#译者#读者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起着相互

作用的活跃的活动场$而在这个活动场中$从传统的原

作者独白和无限度的读者阐释$走向了作者#译者与读

者之间的积极对话$ 而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

位置'

D%E

$骆贤凤D!E指出对于翻译伦理观的关注亦落实在

&译者伦理'上$即翻译伦理首先解决译者应该翻译之

必然性及究竟为谁翻译等等一系列涉及到译者的职业

伦理方面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应该如何翻译以及怎

样翻译好等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学者皆把翻译活动提

升到了伦理层面$ 而伦理选择的最高点是关乎翻译中

的译者的伦理观%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伦理

的把握尤其存在决定作用% 因为译者的翻译伦理选择

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及方法的选择$ 尤其对于文学翻译

来说$译者的伦理选择具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

说译者的发挥余地更大% 所以$ 译者该树立怎样的态

度# 调整哪种选择观来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

免的差异性是决定文本伦理价值能否实现的主要因

素% 毋庸置疑$这关系翻译过程成与败的关键$而译者

就是这个关键的操纵者#主导者%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F8(+6 '(2+"

DBE说过)特

定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每一种语

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

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典型独特

的重要特点% 对于英汉这两个民族来说$都是拥有着

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民族$ 自然在上述各个方面带有巨

大的不同$那么$同样体现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亦是不

可轻视% 所以$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性$突出了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重要性% 法国的翻译理论家贝

尔曼DGE的翻译理论同样主张保留差异$提倡尽量异化翻

译$他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

中心化$ 它使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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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正是由于翻译的本质特性从而决定了翻译的伦理!

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把"异质#和"差异#作为共同的关

注点!

王大智!"#提出译者的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

作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其翻译伦理目标就是通过对"他

者#&$%& '$%&('的传介来丰富自身!据此%可见翻译的本

质属性使其伦理价值得以实现!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

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精髓%是中国历史的传承%也是世

界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如何传播我们的文学是

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的难题!

二!"忠#与"不忠#是一对矛盾

"该怎么译#这个问题存在久矣! 最初在严复提出

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中就强调了"信#%"信#其实

也就是翻译学术用语"忠实#! "忠实#这一说法是具有

明显的伦理因素的概念!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代学

者对翻译本质的理解%古代的译论家有道安$玄奘%他

们提出的"五失本#$"三不译#和"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都是对"忠#与"不忠#矛盾的困惑! 当代的学者有林语

堂%他曾经提出忠实的程度可以分为四类%即直译%死

译%意译%胡译! 同时也定义"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

"忠实须求传神#% 也就是要求译者要重视与原文的字

句神气和其中的言外之意!而在国外%法国有梅纳日理

解的翻译本质")&* +&))&* ,-.,/&)*#&不忠的美人'是非常

典型之翻译伦理价值判断! 这两种翻译价值观又强调

了"不忠#的实践意义和必要性!

译者具有的极大灵活性使译者的伦理选择贯穿在

翻译活动的每个环节中!查明建!0#等学者认为译者的这

种主体性指的是作为翻译主导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

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

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

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所以一般说来%在译介

极具文化特色的作品时%"忠#与"不忠#的伦理价值判

断更明显!

(红楼梦)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自从 12世纪中期以来%各种语言的全译本相继在西方

出版%例如%英语$俄语$德语等%甚而还有同一语言出

现十几种译本! 就英语而言%有两个最著名的译本*杨

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共同翻译的 3 4(&56 '. 7&/ 85-!

*,'-*

!9#和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闽福特合作翻译的:%&

;$'(< '. $%& ;$'-&

!=#

!这两个译本都可以说是成功的翻译!

但区别在%他们的译者采取的伦理标准不一样%心怀的

翻译使命不一样% 那么当然注定所持的翻译态度也不

一样,而态度又决定了翻译策略%相异的翻译策略达到

了不一样的翻译的目的% 那么自然收获的目的语读者

群亦不一样!那么比较$分析%商榷$讨论译者在译文中

透露出的伦理选择$译文得失不失为一种探索交流$传

播古典文学合适途径的好方法!

先从译者在进行翻译前树立的动机来看% 杨宪益

夫妇翻译中他们是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 是为了实

现译介传统文化的目的%他们奉行了"忠为上#的原则%

采用了"文献翻译#法%是指译作者采用译入语的语言

来重现原语中原作者和原文的读者之间的实际交往场

景%在语言表达形式上$文化各异的种种方面%均实现

这一目的的方式! 所以%就严复的杨氏夫妇依然遵从

"信$达$雅# 翻译原则而言%他们是绝对的"忠信#无

二! 魏芳!2#曾引用杨氏夫妇的话%他们认为"(红楼梦)

是一部权威性著作% 因此他们倾向采用较为保守的直

译法%尽量避免对原文进行改动#!从中%不难看出杨氏

夫妇的翻译主张与异化相通!

在杨译和霍译两个版本中%在(好了歌)中有一句

"世人都晓神仙好#% 杨译是把 "神仙# 直接换成

",66'($5)*#> 因此运用"异化#的译法> 可以保持文化的

异质性% 这也就是译者的 "忠#! 霍译则变通使用

"*5)?5$,'-#&拯救'这个词! "神仙#在中国道教中指的是

最高的理想,而"拯救#却是基督教的概念%对于基督徒

们来说%那是最高的最求!当时在曹雪芹的灵魂里绝对

没有"基督徒拯救#的概念%所以他的译文尊重$迎合了

读者%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霍译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却

背叛了作者$原作!

但是%在实践中%有学者对 19@多年来的(红楼梦)

十几种英译本深入研究发现%在读者借阅数$研究引用

数量%还有发行量$再版数量上%杨译本都远远逊于大

卫+霍克斯译本! 恰如胡安江!1A#指出要让中国文化"走

出去#> 并不是解决好了"忠实#的文化身份和坚持保留

原作中文化的"异质性#的翻译策略就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当"归化#和"异化#概念由美国学者韦努蒂

&B&-C$,'

!11#在 122"年提出的时%不是把它们作为绝对

的$不可两立的对立面来认识的%她同时指出%归化与

异化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矛盾! 而

"忠#也就是"信#%就是运用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异化#

策略实现忠实于原文! 相反%"不忠#是出于种种原因%

比如翻译动机$文本选择等%在"归化#的策略指导下%

服从文本类型$迎合译入语读者等原因的翻译!

三!"忠#与"不忠#转化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话与传播% 也可以通过分

析"忠#与"不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寻找适当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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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可以先用归化法"使中国

的文本走进西方的读者"融进西方主流文化中"这样西

方读者就有了解我们文化的可能性"然后再用#忠实原

作$%植入&差异性$的策略实现平等对话"争取到话语

权力"这样才可以谈影响西方文化的话题'正如韦努蒂

(!"#$%&)

'(()主张的&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的

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 异化翻译策略是值

得推广的"尤其在当英美文化政治霸权盛行下"这种不

尊重&他者$和少数族裔的强势文化心理更应该抵抗*

由此"在翻译过程中"坚持保留&文化异质性$"主张忠

实原文的翻译策略是值得提倡的*

!一"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标准

在对外传译的过程中" 首先不得不注重的是选择

性标准"这其中包括"译谁的作品"译什么"怎么译"何

时译"等等* 这是一个译者的翻译立场的问题* 在翻译

过程中"从译者的角度来看"&忠$是要忠实于原文"但

又不是不顾条件"一概盲目的&忠$"只是一味地&忠$"

那只能是&盲从$"无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选择性标

准的确定的确对于是否得到迎合读者意识" 是否满足

市场那个需求" 起到关键的作用" 而这种考虑市场业

绩, 出版商利益的选择原则是否在中国文化与西方读

者间真正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 在翻译的处理策略

上还要斟酌*最初需考虑读者意识"才能够扩大译本在

读者中的流通与接受范围*

当然" 如果仅仅为了读者的 &可接受性$%&可读

性$"任意做删减或者增补处理"那就是彻底的&不

忠$* 所以"&不忠$不是完全的没有原则性的&胡译$%

&乱译$" 而是译者应该尽量做到不能牺牲原作独到

的文体" 应该证明作品背后的差异是在表达方式而

非思维方式上* 可见"去除文化差异的&同化$的&不

忠$式翻译"为那些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架起了

桥梁"在对话%交流的开始也起到了传输中国文化%

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 因此运用&同化$的译法* 可以

为输入文化的异质性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尽管这

是译者的&不忠$* 而保留文化差异的&异化$的&忠$

式翻译" 为那些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架起了桥

梁"也起到了传输中国文化%移植中国文化%介绍中

国文化的目的*

!二"矛盾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对于&忠$与&不忠$这一对矛盾的价值观和伦理

观"唐健禾'(+)等认为这是一对相生相克"不可分割的矛

盾共同体*这对矛盾体既有共时性也有历时性的特点*

共时性指的是" 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文本" 可以有

&忠$的译本亦可以存在&不忠$的译本"可以有各种译

本"以供不同的用途"消遣%研究%收藏等等+历时性指

一个一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译文版本" 时代改变

的背景同样也对译文版本提出不同的要求* 如林纾的

译本在当时盛行一时" 对于西方文学文化在中国的传

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

他译文的质量"那可定义为极大的&不忠$* 因此"&忠$

与&不忠$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在一定

条件是可以相互转化*

在当今世界中"没有一种文化(原始的或者是现代

的)可以做到 (,,-的原滋原味* 犹芝士-阿塔尔.(/)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 没有哪一种文化可

以完全逃避开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碰撞" 而各

文化相互混杂的状态才是文化能够生存下去的力量所

在!所以* 译者对于&忠$与&不忠$的选择起着关键的决

定作用! 在译介初期"可以利用归化式的&接受性$和

&可读性$的优势"正如张欢雨 .(0)认为的采用&不忠$的

译法"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随后"再采用&忠$

的异化式翻译"移植文化"达到传输文化的目的!

所以" 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 要实现文本的真实

性"译者如何采用合理的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必须从翻

译的宏观和微观的视野中"同时兼顾"把握住&忠$与

&不忠$的转化的动态尺度"来实现最佳的翻译伦理道

德价值!

四#结 论

当前"我国正处在译介中华文化"介绍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与世界平等交流的伟大使命时期"对于古典

文学作品的翻译"这种语言文化高度集中的文本"译者

应该首先审视翻译语境"文本语境与文外语境"而且

要宏观上尊重&忠$与&不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

点"在其转化的可行性的&尺度$内"寻找方法"还要尊

重&忠$与&不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把握住使国外读

者的接受心理" 才能实现更大意义的交流和对话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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