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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性·科学性·时代性 
— — 重新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 

黄 四 宏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要] 鲁迅的翻译向来被视为“死译”、“硬译”。事实上，作为译者的鲁迅，在翻译活动中，总是认真地考虑读者对 

象、翻译 目的、文本类型等诸 因素，从忠实原文文本 出发来确立其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科 学的、辩证的翻译策略。更可 

贵的是他 自觉地根据文化任务来选择翻译方法。因而客观地评价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十分重要。在文化 日益趋向大融合的今 

天，鲁迅的翻译策略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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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以 

独特深邃的文学造诣在 中国的历史上写下 了不朽 的篇章。 

在他积极投身于以“文学医民”的一生中，译介国外作品占 

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说 ，鲁迅的文学生涯及其思想在很 

大程度上受益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 

学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和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中国科技 

翻译的先驱者”L2 J，从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到果戈里的《死 

魂灵》，鲁迅先后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近百名作家二百多 

种作品，译作三十余部，另有零篇七十余篇，约三百多万字。 

作为一位如此多产的译介者，他的翻译方法自然备受关 

注，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他的翻译似乎是贬抑多于褒扬，于是 

鲁迅的翻译曾一度定性地成为“死译”的典型，“读了等于不 

读”，“枉费时间精力”之类的评语 ，把这位伟大 的翻译家的 

翻译观一棍子打死。今天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重新审视 

先生的翻译方法，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辩证性和科学性。世 

界文化融合的趋势表明我们仅以方法论方法 ，就事论事地评 

价翻译家的思想只能误入偏颇。翻译方法的科学性评价应 

与译者的目的以及所处时代赋予的文化任务紧密地结合。 

一 辩证的翻译观一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翻译首先是个双语转换的过程，过去人们过多地只注意 

到了较为明显的语言层次上的转换而采用“直译”、“意译” 

等说法。然而语言与思维、文化密不可分，双语转换更多的 

要涉及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无论译者 

是否意识到，这一层面上的转换都客观存在。因此，我们拟 

用“异化”“归化”代替鲁迅翻译观中的“直译”、“意译”之 

说，以便能更准确地说明其中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 

政治的内涵” J。 

(一)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 

所谓“异化”是指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它能 

“把一种文化及语言中的信息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而贡献 

给另一种文化及语言” J。在鲁迅的阐述及其译作中，我们 

可以看到 ，“异化”是他采取的主要翻译手段。鲁迅在翻译 

过程中容忍多少的“不顺 ”并不是消极的。首先，他的“异 

化”建立在忠实于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基础之上，他认为， 

译作不能改变原文的“本相”，否则便“对不起作者” ，即 

所说的“我是不主张削鼻割眼的”L6J2 ，“大家可以看看在俄 

国所谓的‘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J 。显然，为 

忠实原作的思想和内容，为体现原文写作手法和风格 ，鲁迅 

选择了直译式的“异化”。他 已经充分意识到，作为一名翻 

译人员，如果不把“信”摆在第一位，不管他的作品文字多么 

优美，也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同时，鲁迅指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 

新的表现法” ] 。由此看出，他把翻译做为一种吸收新句 

法、输入新词、“丰富群众语言”的有效途径，让新词、新句法 
“

一 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 

渣滓就听他剥落在过去里。” 8 无可非议 ，异化的这种用途 

是显而易见的。在词语上，“罢工”、“干部”、“主义”、“在 X 

X领导下”等在当时都被视为是不顺的，如今已是 自如地被 

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常用的词语了，它们早已融人了中国的 

词汇，甚至看不到丝毫“异化”的影子了；在句法上，汉语中 

的共动和共宾，句子的延长，以及某些从句的后置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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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结果。这一点在提倡白话文的当时，其贡献斐然，通 

过“异化”，鲁迅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得以弥补早 

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的不甚精确的缺陷”_9j。 

另外，鲁迅指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 

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 

调，就是所谓洋气”_6j2 ，即通过异化，可 以增长见识，熟悉 

国外风俗人情，这说明鲁迅已意识到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 

题。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文化内涵也不同， 

但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渗透性很强，“具有潜在的相 

互吸收和包容能力”Ll 。也就是说，异化能把国外的风俗习 

惯等新鲜的文化因子绍介进来，既能大开眼界，又能在一定 

的程度上促进文化的融合。可见，鲁迅的异化也是基于文化 

层次上的考虑，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述 ，我们就客观地看到，鲁迅所提倡的“直译”事 

实上是充分考虑到原作者、语言及文化三因素的“异化”， 

“不顺”，“死译”并非其本意所在。 

(二)归化为辅的译法 

与“异化”相对，“归化”即是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鲁 

迅的翻译策略并非单一的“异化”，其“归化”思想往往被后 

人忽视。孙致礼说过，“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异化， 

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则应退而求其 次，进 行必要 的归 

化。”-l 其实，这也正是鲁迅翻译策略的真实写照。 

在《(艺术论)小序》中，他认为，“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 

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成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I5】2 ，这足 

以说明他对“归化”的态度。在实际翻译中，对那些很“繁复 

曲折”的文体，也会“偶有减省，如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 

一 曲之类” 。他的“归化”译法，更多地在其对人物名的 

译法中体现出来，“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 

译，因为它是象征” j2弼。在《记剧中人物的译名》中，鲁迅 

列举了译植物名时的六种译法，从中我们得之，他尽量以中 

国已有的名称为先，其次才考虑“译西洋名”。 

总之，鲁迅始终提倡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辩证 

的翻译方法，承认两者的区别，也尽力把两者结合起来，“凡 

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 

原作的丰姿”【6_ ，“兼顾”一词，充分说明鲁迅并未把“归 

化”“异化”割裂、对立起来，而是极力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翻译方法的科学性以及时代性 

那么，鲁迅是如何处理 “归化⋯‘异化”二者之问的关系 

的呢?我们从他对译文读者，原文体裁的考虑以及时代特征 

分析其辩证翻译观的科学性。 

(一)译文读者群 

鲁迅认为译书时，“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 

者” j 。他把读者“粗粗”地分为“很受教育的”、“略能识 

字的”两类。针对不同的读者，应采用不同的译法。对于前 

者，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即以异化为主，而“不顺”并 

非不合情理，而是“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也就是说，对于这 

类读者，鲁迅相信他们的接受能力。接受理论表明，译文读 

者对译文能够发挥充分的主观能动性，“有理解和接受异域 

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 。而对于第二类读者，鲁迅认为 

至少是“改作”，同时也应该适当地用些“新的字眼”，“新的 

语法”，但“不宜太多”【 。“打仗必先搞清楚敌人是谁，策 

划广告攻势先定明目标与对象；翻译工作也要知己知彼，每 

次预先明确界定读者范围。”L】 通过对读者群的分析，鲁迅 

科学地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自己的方法日渐成熟和 

完善起来，以更好地“引导读者接受异族文化”-l 。 

(二)原文文本的体裁和译者的目的 

鲁迅译介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 ：学术性的和普及性 

的。前者如写实主义作品以及理论书籍，后者如童话、小说 

等。对于第一类，鲁迅常把自己比做是“窃火给人”的革命 

者 Prometheus。在《(文艺政策)后记》中，他指出，“我的译 

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 

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可见，他 

认为中国有些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对理论所知不多，有必要吸 

收外国先进的理论知识，因为“这些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 

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 。由此，鲁迅怀着这种以理论 

“新兴”中国文学的革命思想，不惜以少许的“不顺”为代价 

进行“直译”，以“以竭力保存原书的口吻”。 

对于第二类，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提到，“第一是 

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 

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 

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 j3％。显然，这类译 

文译者多采用“归化”，力求通俗易懂，让孩子们“不断的发 

荣滋长”。要达此目的，对于不满意之处 ，先生甚至“再加改 

译了一通 ，比较地近于流畅了”‘l ，读者看得“不费力”。 

可见 ，鲁迅始终辩证地看待作品的翻译 ，紧密结合原文 

文本的体裁以及内容的侧重点，明确翻译各类文本的目的， 

选择适宜的翻译法，以求更好地以翻译为改造社会服务。 

纵观鲁迅先生的译著，学术性的内容 占主要地位，因此 

就其总的翻译方法来说，仍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三)时代特征 

中国近代史上，面对着内忧外患，有志之士一直在努力 

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统治下，国 

家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国民麻木不仁，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 

命运和民族的兴亡。于是挽救民族危亡便成了时代的主题。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这一主题 

的体现。要建立新文化，途径之一便是引进世界先进文化， 

改造国民思想。由此，翻译便 自然地受制于中国人“救亡图 

存”、改造文化的决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鲁迅清楚 

地认识到，翻译活动必须服从于文化任务，于是毅然走上了 

以“异化”为主的译介之路，把翻译作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 

命的武器，一方面要批判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痼疾，一 

方面要介绍引进外国文化的精髓和新因子。“严格说来，中 

国人通过改造后的翻译作品永远无法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貌， 

也就难以吸取它的精髓。” 5j 。 

通过“异化”外国理论著作和写实主义作品，鲁迅向其 

寄予厚望的“战斗者”们展示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一定 

程度上唤醒了中国的人心，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增强了人们 

建立新文化的决心。毫无疑问，鲁迅是在自觉地肩负着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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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期的历史任务，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活动为工具， 

“帮助中国人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 ]3。，他的翻译方法和 

实践顺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 几点启示 

鲁迅先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 己任 ，顾全大局，积极地 

投身于大量的翻译活动，为中国20世纪的翻译史掀开了崭 

新的一页。他从忠实原文出发，通过对翻译中主体(译者) 

目的、读者对象、文本类型、文化需求等因素的认真分析，合 

理地采用了科学的辩证的翻译策略。他的“异化”为主的翻 

译方式和实践让国内读者领略到了“外面的世界”，唤醒了 

沉睡中麻木的民族，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有力的强心剂，堪 

称“近代翻译史上 的革命，是 中国引进外 国文 化的里 程 

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先生的翻译方法必将给 

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其一，如何正确评价译者。翻译活动涉及的内容方方面 

面，它不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代替。译者 ，作为文化交 

流的使者 ，有一定的主动权，他可以根据 自己从事这一活动 

的目的，针对读者的接受能力选择 自己的翻译策略，从而完 

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任务。因而，我们评论译者时，不能死 

死盯住其语言是否 自然 ，顺与不顺 ，而应从宏观处着眼，结合 

译者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考察译者的目的，以及文化交际的 

任务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做出历史的辩证的评价。 

其二，新时期翻译策略。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国际间的交往 日益频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 

渗透的范围愈来愈广 ，这一切必将促进文化的大融合。这一 

趋势，使“人们对新异的东西的渴求”会不断地加强。同时， 

中国加入 WTO，客观上要求全面了解世界文化，吸取人类文 

化精华，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期即将到来，译者，肩负着文化交 

际的重任，应该顺应这一文化大趋势，“胸怀宽阔地去阐释介 

绍异域文化，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尽 自 

己的一份贡献” 。昔 日遭人白眼的直译式的异化 ，在当 

前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将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6_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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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Lu Xun’S Translation Strategy 

HUANG si——hong 

(Han~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Abstract： As a translator，Lu Xun’s translation was once regarded poor and mechanica1．In fact，what he adopted was the sci— 

entific and dialectic strategy of“foreignization supplemented by domestication” after analyzing carefully various factor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rocess．Moreover，he made his translation meet the cultural demand at his time．Therefore，we should know how to assess 

a translator’s method objectively．Today，at a new stage of cultural melting，Lu Xun’s translation strategy must give US more enlight— 

enm ent． 

Key words： Lu Xun；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dialectic and scientific； cultural t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