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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的英译对比谈“归化”与“异化” 

刘 金 保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 要] 文章探讨了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认为归化与异化不仅有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之分，而且有整体策略和 

具体方法之别，并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一部成功的译作，在语言层面上， 

应尽量做到归化，而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异化为上策。另一方面，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整体策略，是译者出于不同的翻译 目 

的和不同的读者对象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归化可方便读者阅读，异化则更有利于文化传播，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各有所长，无 

所谓优劣；而作为具体方法，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则总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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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译事活动以来，人们有关翻译标准和方法的讨 

论就一直经久不衰。在中国，近代以来，从严复的“信、达、 

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中的 

“优势竞赛论”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近 

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国外翻译理论纷纷 

引入，翻译界又兴起了有关“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中国翻 

译》也曾为此辟出专栏。笔者通过对比分析《红楼梦》的两个 

英译本，不揣冒昧，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 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是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 

(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韦努蒂指出，作为翻译方法， 

译者要么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让作者靠近读者。基于对英 

美文化归化翻译传统的研究和批判，韦努蒂坚持“反对英美 

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以抵触 

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文 

本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韦努蒂是异化派的代表， 

而归化派的代表当首推奈达(Nida)博士，他提出了功能对等 

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应实现译文和原文之间动 

态对等和功能对等，译文在形式和文化方面应纳入目的语语 

言和文化规范。无独有偶，在国内的翻译界，“归化”与“异 

化”之争可谓由来已久。鲁迅曾明确提出归化与异化的问 

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之归化，还是尽 

量保存洋气呢?。”⋯这里所谓的“洋气”，正是我们现在谈的 

“异化”。鲁迅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其实质就是主张 

异化。而另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坛泰斗钱钟书先生则主张归 

化。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他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 

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 

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 

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 

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 

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所谓的“化境”就是强调翻 

译的归化。长期以来，归化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大多 

数译者都受此影响。但刘英凯先生却于 1987年发表了“归 

化——翻译的歧途”一文，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的归化翻译 

主流提出挑战。他指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存异 

的原则对外来的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的理解。”并进而认为“归化是翻译的歧途。”‘2 十年之后，由 

许均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 

讨论，从而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译坛归化派与异化派争论的 

高潮。王东风按照效果及使用频率的等级排列顺序，归纳出 

翻译实践中处理文化差异的常用翻译方法。他认为文外作 

注和文内明示这两种异化方法要明显优于归化法。_3 而蔡平 

博士则明确主张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L4 综合各种理论和 

主张，简而言之，“异化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接受语 

言文化间的差异，向源语文本作者靠拢，选用与源语表达方 

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使读者领略异 

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归化策略是指译者以目的语 

语言文化为归宿，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选用符合目的语语言 

文化规范的译文传达源语文本的内容，消除源语文化因素， 

彰显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使译文读者阅读翻译作品时感觉是 

在阅读目的语原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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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特性，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本所含的异域文化信息和文 

化意象，以达到“文化传真”的目的。如果使用归化，就会抹 

煞源语文化的民族特色，使读者产生错觉，误以为源语文化 

与 目的语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理念。因而，在文化层面上， 

杨译本的异化策略要明显优于霍译本的归化策略。 

(三)整体策略对比 

如前所述，杨译本是异化翻译的典型，而霍译本是归化 

翻译的代表。这里所说的“异化”与“归化”就是指杨氏夫妇 

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对其中的文化因素所采用的整 

体策略。杨译本基本上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 

译本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这一点在上文文化 

层面的对比中已有论述。那么，当译者翻译一部作品时，究 

竟采用何种策略?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翻译 目的和不同的 

读者对象而有所侧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东西方交流的过程 

中，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华夏文明是广大翻译工作者义 

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以上 

的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它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 

读者为对象的。而霍克斯是西方人，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一部 

小说 ，其 目的不过是把一部小说介绍过去。对他来说，重要 

的是故事情节，是艺术性。要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所 

以霍译本采用的归化策略是以方便和吸引西方读者的阅读 

为主旨的。“不用说，从杨译本中读者可以学到不少有关中 

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霍译本在西方却更加流行。”L1 两种 

译本既然均为非常成功的译作，我们也就不好判定归化与异 

化作为翻译的整体策略孰优孰劣，而只能说是译者在翻译 

时，基于翻译目的不同及读者对象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选 

择。策略不同，译本对读者所产生的作用也不 同，其所达到 

的翻译目的也不一样。 

(四)具体方法对比 

归化与异化 ，作为翻译的具体方法，其实质就是意译与 

直译。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萨瓦里(T·H·Savory)在归纳总结了各国翻译家们的实践后， 

曾提出过十二条翻译指导原则：(1)必须译出原文文字；(2) 

必须译出原文意思；(3)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4)必须译 

得读起来像译作 ；(5)必须反映原作风格；(6)必须反映译作 

风格；(7)必须译成与原文同时代的作品；(8)必须译成与读 

者同时代的作品；(9)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10)不可对 

原文进行增减加工；(11)诗体必须译成散文体；(12)诗体必 

须译成诗体。L1“ 

这十二条原则实际上就是译者在具体翻译时所面I}缶的 

六对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矛盾都是既对立又统一 

的，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方法也不例外。两者看似矛盾，其 

实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郭建中认为“在实际的翻 

译过程 中，不 可能永远 只遵循 一种 原则 或采 用一 种方 

法。”L1 鲁迅也曾说过 ：“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 

文。”鄙以为，反之亦然。一部好的译作，总是归化和异化方 

法相结合，两者互为补充。不可设想，主张归化的人在翻译 

中通篇都采用归化法，而主张异化的人，则通篇只采用异化 

法。一本书和一篇文章如此，即使在一个句子中，译者兼用 

归化和异化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从策略上来说 ，杨译本 

主要采用的是异化，而霍译本则以归化为主。但另一方面， 

对于杨氏来说 ，在翻译时，他应该想到，他的译本的读者将主 

要是西方人 ，所以对译文无论怎么“异化”，也得让读者看得 

懂，读下去；而霍氏在翻译时，必然也会考虑到《红楼梦》毕竟 

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名著，对其中的文化因素要完全 

做到不留痕迹的归化处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译本中， 

杨氏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霍氏对译文作异化处理的例子也 

枚不胜举。请看下面的译例对比： 

例5，自古嫦娥爱少年。(《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译文(1)From of old，young nyrnphs have preferred youth to 

盟 (Yang) 

译文(2) on r 删  l驾 蝴娶，(Hawkes) 

例6．姑娘们天天 鲞睦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 

也算我们的穷心。(《红楼梦》三十九回) 

译文(1)You young ladies must be tired of
—

the del
—

icacies you 

eat every day，and you may to ny our country fare，This isjust 

OLR"poor way of showing our gratitude．(Yang) 

译文 (2)We thought perhaps eating
—

the rarities o
—

f earth and 

sea every day oftheirlivestheymight sometimestire ofdelicatefood 

and fancy a bit of plain country stufffor a change．Anyway，there 

you ale!It’s a poor gift．but it’s given with a warm heart! 

(Itawkes) 

例7．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 

之地都没有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译文(1)I’ve never raised it before for fear you might misun· 

derstand，In that case，not only would I be wasting my breath
—

bu
—

t 

taking an outrageousliberty．
．

(Yang) 

译文(2)⋯ only 1 was afraid you might take it amiss，and 

then not o,ay should I have spoken to no purpose，
—

but I sho
—

uld leave 

myselfwithout even a grave to lie in．(}klwkes) 

例8．人家是醋鳢王 丝星醋照 醋筮 (《红楼梦》第六 

十五回) 

译文(1)If other won~n are jealous，she is hundred times so， 

(Yang) 

译文 (2)Tney call jealous pc,ople“vinegar bottles”，don’t 

they．Well，she’s notjust a bottle of vinegar~sheis a storagejar-- 

二鱼 型 (Hawkes) 

此外 ，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译者在同一个译本中，对同一 

个文化限定词有时作归化处理，有时作异化翻译的现象也时 

而有之。甚至在同一个句子中，也可以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将 

两者结合起来 ，如下面两例： 

例9．(a)：宝钗笑到：“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 
一 缓。”(《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译文(1)：： 堡 ： (Yang) 

例 9．(b)：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红楼梦》 

第八十四回) 

译文(2)Now Hsueh Pan was a living e)L帅ple of the s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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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燮逝 竺幽  啦  驾：：：：： 

(Yang) 

例 10．没良心的!狍咬吕洞宾_= 识好 ．o(《红楼 

梦)第二十五回) 

译文：You ungrateful thing!Like the dog that bit Lu Dong- 

跫坠 鱼 ：(Yang)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归化与异化不仅 

有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之分，而且有整体策略的选择和具体 

方法的运用之别。一部好的译作，一方面，在语言层面上，应 

尽量采用归化策略，而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异化为上策；另一 

方面，由于翻译目的的不同和读者对象的差异，译者可以从 

整体上侧重于某一策略，归化可方便读者阅读，异化则更有 

利于文化传播，两者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同时，在实际的 

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总是将归化方法和异化方法相结合，互 

为补充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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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y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Well—known EIl 曲 Vers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llsiolls 

UU Jin—bao 

(Anhui Un／vers~ Teehno／ogy，Maamhan 412000，Ch／na) 

Abs嘣 ： "rids paper be Il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0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lion，and then pemts oat that the di 

should be dealt with 0m tlm perspective of~a'ategy and approach as well a8 interms 0f1a ；ll{Igeform and cultural content．Finally，by a oont- 

l~tive s缸】db，ofthe two well—known English ve~ions ofA Dream ofRed 0ns by Yallgxianyi and David Hawkes respectively，s锄e con- 

dusiom aIe reached：On 0ne hand，pri~ty should be givento domestication as far as b ；tlage expressionis concerned，whereas f0Iei li 0n 

is a haterchoice in culkualtrans~on．On the o【l1erhand，both domesticationand foreignization，a8 two tmnslafion arategies，aIejusti6ed in 

thdr own堍I吐ifwetake intoconsiderationthe由re瞅艄 in the pmlx~ oftIBn~tion and the reademhip；Whl~e矗om the viewpoint ofmmsla- 

fion app~aches，they are complementa~in~ead 0f妇 lg iII嗍  b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se既 n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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