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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文读者地位的多视角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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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翻译学研究的推进得益于众多毗邻学科的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对作为接受客体的读者的关注对翻译学带来

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哲学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对翻译学研究影响最大。文章通过对上述学

科理论成果的借鉴, 指出译文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矛盾统一。同时, 通过深层翻译理论的构

建, 使译文读者的诸多影响因素科学化、合理化,以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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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译学的综合性

翻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尤其是现代译学,通常

是在毗邻学科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下获得向前推进的势头

( m om entum ) [ 1] 480。现代译学的发展进步极大地得益于哲学

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借鉴毗邻学科的理论成果, 借 /他山之

石0以 /攻0我之 /玉0 (即翻译学语言学深层理论的拓展和构

建 ) ,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构

建比较完整的翻译基本理论和深层理论体系,使翻译理论研

究既恪守源远流长的人文性, 又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方法论的

整体基础之上 [ 1] 482。

这些对翻译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包括哲学解释

学、起源于文学批评学的解构主义理论、接受美学以及语言

学的深层结构理论等, 它们对接受客体的重要地位的论述为

译文读者地位的科学化、合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将译文读

者作为重要一元引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为翻译理论研究开

辟了新视域。

二  哲学解释学与读者地位

(一 )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 ( Philosoph icalH erm eneu tics)

关注读者能动性

在近代翻译理论的研究潮流中,许多学者关注并引用了

海德格尔 (M artin H e idegger)和伽达默尔 (H ans- GeorgG ada-

m er)的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 ( Ph ilo sophical H erm eneutics)的

理论。此派哲学家认为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当作者创

造出了一件作品 (文本 )以后, 这件作品就是一个脱离了作

者的自足存在。伽达默尔认为 ,每个读者都是带着一大堆熟

悉的信仰和期望 (即 /先见 pre judgm ents0或 /前理解0 preune-

drstand ing /presuppo sition)进入认识的境界。人们面对本文

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本文与主体相互通融的产物,理

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多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

合,即视界融合 ( H or izon tve rschm e lzung / fusion o f ho rizons)。

但伽达默尔并没有把 /先见 0完全正当化。伽达默尔在反对

把 /先见0看成是一种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判断的同时, 也承

认存在着与构成理解的 /真前见0相对立的产生误解的 /假

前见0, 存在着误解和不正确的理解。哲学解释学充分认识

到了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 这是它对解释学所作出的贡献。

哲学解释学还正确地认识到了 /先见0的限度, 即我们的 /先

见0并不总是 /合理的0和 /正当的0,它承认存在着导致误解

的先见,反对囿于一种不合理的 /先见0之中, 要求先见的开

放性和敞开性,相信通过 /先见0与文本的不断 /交换0和 /交

流0, 修正不合适的先见,并获得对文本的理解。而每次理解

都不是理解的永远完成, 对文本 /真正意义的汲舀 ( Aus-

schopung )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0 [ 2]。

读者的能动性首先体现在其对译文的阅读活动上。读

者的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 还原

为鲜活生命的唯一途径。因为阅读是一种知觉和创造的综

合,其中充满了读者的预测和期待。正是在这预测和期待的

过程中,作品才得以转化为 /现实的存在0。在阅读过程中,

由于读者的阅读实现作品的意义, 也使译者的艰辛得到了读

者的承认;同时, 由于译文读者阅读视野的不断提高, 又导致

了译文的多样性,也促使译者对译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 )美国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理论关注读者影响的规律

性

美国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理论家赫施 ( E. D. H irsch)指出:

/一件文本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 或者换句话



说, 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0 [ 3]赫施

提出了 /含义0 ( meaning / S inn)和 /意义0 ( sign ificance / Be-

deutung)两个概念, 他进而分析了含义和意义的不同: /一件

文本具有着特定的含义, 这特定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

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 ,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 而

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

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0 [ 4]赫施看到了文本含义的确定

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含义的可复制性。而 /意义 0

这一概念等同于我们常说的理解, 在时间行程中, 读者的态

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是变化的, 不同理解不会改变文

本的 /含义0, 即这些因素不会对译文的复制产生影响。这

种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 5]。

方法论解释学因整体上没有正确认识到 /先见 0在理解

中的作用而要求清除 /先见0虽然显得过于幼稚,但是, 如果

把他对 /先见0的批评缩小到 /不合理 0的先见上, 缩小到发

生误解的先见上, 那么, 它要求清除 /先见 0的立场, 仍然可

以成立。而清除的主要办法 $ $ 即 /虚心0, 与伽达默尔所

要求的开放性也并不矛盾。

其实, 理解决不只是运用 /先见0的过程 ,实际上它同时

也是突破已有的先见并产生新的 /先见0的过程; 不只是一

个 /视域融合0的过程, 也是一个 /视域冲突0的过程。此外,

/时间距离0在理解中的作用, 也不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

令人乐观。方法论解释学所说的 /设身处地 0和 /同情理

解0,并非完全失效。

综上所述, 由于读者 /先见 0的客观存在 ,每个读者对一

部文学作品都会有不同理解。延伸至翻译作品,译文读者所

具有的主观的信仰、经验和期望同样会引起不同联想,产生

不同理解, 但这正是译文作品的魅力所在。译文读者的 /先

见0及因此产生的可能理解恰恰是在翻译中不该产生影响

的因素。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0适用于原语文

学作品的解读, 却并不是翻译作品的目标。翻译中想当然地

为读者作出诠释, 未必得到读者认同。各国早期的翻译中,

大量被此影响的译作都被看作了败笔,可为前车之鉴。

三  解构主义 ( Deconstruction)与译文读者

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

代表人物德里达 ( Jacques Derr ida)认为, 因为意义是一个可

能在无限的链 (可以具有无限的联系的、多义的和互文的 )

上的关系和差异所产生的效果, 因此, 意义永远是有差异的

和被延迟的, 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 [6]。原文取决于译

文, 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 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

本身的特性, 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该理论宣称译者是创

造者, 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

意义, 它提供游戏的空间, 延伸边界, 为差异提供新的道路

( d iffe rances)。这意味着不同读者由于不同个人因素而产生

的不同理解都是原文扩展的新意义,译文读者所处的文化和

社会条件无可避免地影响译文的生存。

诚然, 作品的意义是多元化的, 但这并不能成为翻译中

对原文的歪曲与篡改的借口, 如翻译可受任何个体因素影

响, 翻译文本全无确定性, 一切翻译标准岂不是毫无意义。

实际上,译者的工作就是以读者身份进入作品, 最终摆脱个

体读者的影响,忠实 /复制0原作表述, 复制多元意义和开放

性的语言, /用目的语中的相同或相近能指链替代源语文本

中的能指链0 [7]。译文读者对于译文意义多元化的寻求, 对

翻译的忠实原则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种忠实不再局限于表层

意义和深层含义,还包括了开放性语言符号。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韦努蒂 ( Law rence Venuti)

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 提出了 /抵抗式 0翻译策略, 反对

一味追求通顺的归化式的翻译 [ 7]。其理论中反映了对译文

读者文化地位的关注,指出译文读者对翻译中种族中心主义

对外国文本的篡改的存在与危害。

四  接受美学理论与读者地位

姚斯 ( Robert Jauss)、伊瑟尔 (W o lfg ang Iser)的接受美学

理论 ( Reception Aesthetics)提出, 作者 ) 作品 ) 读者所形成

的总体关系中,读者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相

反,从根本意义上说, 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 读者

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 [8]。从翻译上说,译文的确是为特定

的目标读者而作的,但目标读者在对译文的接受与理解上的

作用不应被夸大为决定性的,译文读者的 /期待视野 ( ho rizon

of expectations) 0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应该影响翻译; 翻译目的

论过于强调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力, 过于广泛地界定目标

读者,使翻译成为了不确定和任意的行为。

此外,接受美学中提出 /空白0概念, 对翻译研究颇有借

鉴意义。原作中的 /空白 ( gap) 0仍须在译文中保留, 译文读

者根据个人知识和阅历填补 /空白0的结果不影响译者对译

文的忠实再现。许钧先生也提出 : 译者要避免主观看法和

个人解释, 充分忠实于原文, 让读者保留理解和想象的空

间 [ 9]。该作者赞成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未定点 (即 /空白0

), 译文读者填补空白的过程不应包括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文

读者基于个人经历对未定点的诠释不能影响译文。

五  等值理论与译文读者地位

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 ( Eugene N ida )深受现代科

学语言学的影响。他在 5迈向翻译的科学化6一书中号召

/译学向科学化发展 0 [ 10]。奈达的 /等值理论0的重要组成

部分 /读者反应论 0 ( Reade rs. Response Theory)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传入我国, 很快便在我国翻译界引起强烈反响并

赢得了高度的重视。应该说,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也注意到

了读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是奈达首先将它作为重要

的一维引入了翻译理论与实践。

奈达的翻译理论显然是侧重于语言的科学分析的, 但又

远远超出了前人单纯的语言分析视角, 而明显有机地包含了

文艺美学观的因素 ) ) ) 他强调读者的审美反应, 80年代以

后,奈达又指出, 翻译不仅是语言交际活动, 更重要的是一种

社会符号的相互作用活动, 其实, 强调所谓社会符号的相互

作用,显然是为了消除交际功能以来反应读者的主观性 [ 11]。

对于一部作品,来自于两种不同文化或社会的读者能否

产生等值的反映呢? 王东风先生认为, /虽然这些表达方式

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可能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义价值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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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际功能, 但由于各自特定的文化或社会身份 ( identity),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为各自文化所独有的联想意义 ( asso cia-

tive m ean ing) ,因此往往无法使以不同的文化或社会身份进

入阅读过程的读者产生相同的反应0 [ 12]。王先生将不同文

化的差异扩大到了不可译的程度,否认了人类知识的共性与

同构。实际上, 人类知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共性的, 差

异当然存在, 但是是可以明晰和沟通的。的确, 译文读者社

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将会影响阅读过程,产生不同的文化联想

意义, 但只要对等目标读者 (后文将有定义 )意识到所阅读

的是异国文化译作, 必然能够以其必要的认知和辨析能力遏

制本族文化引起的干扰性文化联想,以期产生与源语读者相

同的反应。文化的差异将影响译文的文化信息的处理手法,

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是可能的。

奈达的理论中对于对等目标读者的阐释不够明确。本

人认为等值反应一个重要的前提是 /读者对等0, 即要有理

想的目标读者。当然, 这种对等是一种动态的对等。因为某

些原文的目标读者在现今已不复存在,如果只死板根据原文

的目标读者特征来寻求译文的目标读者,可能会导致读者群

的缩小或放大, 甚至找不到读者。所谓 /对等 0指两种语言

中的读者具有相同的基本能力、知识层次,但可能有不同的

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历史文化背景、审美习惯、个人生活

经历等。只有在读者对等的前提下的 /等值反应0才有可

能, 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讨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影响才有意

义, 也只有在此前提下, 才能深入探讨译文读者的各种因素

对翻译可能造成的影响。

六  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

读者群中受教育程度和对外国语言文化了解程度参差

不齐, 每个人价值取向 (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行为

规范等 )、心理取向 (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 )、情

感取向、审美取向、个人生活经历等都各不相同。这是客观

存在的正常现象。问题关键在于读者群的众多差异是否都

该被译者所考虑和照顾,进而影响译文? 答案应是显而易见

的, 译文读者的大多数个人因素不应影响翻译过程。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 正是语言的同构性及深层语法

的存在决定了译文读者对翻译的影响具有客观规律性, 可以

遵循科学的方法来规范; 而语言的异质性又决定了译文读者

的作用具有主观能动性,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应是两者的矛

盾统一。同时,原作的意义是相对确定和稳定的, 这决定了

文本的可译性和可复制性。只有复制出了相同的原语信息,

在对等的读者中才能产生等值反应。尽管读者个体对于译

语信息的理解因个人因素而存在差异, 但并不能动摇作者原

意的确定性。从根本上讲,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影响只体现在

原语信息的再表现方式和途径上, 而不在于内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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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 is paper probes to the role o f target language( TL ) reader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

nalysis o f applica tions of v arious schoo ls of w estern theo ries) Philosoph ica lH erm eneu tics, Deconstruction,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m odern lingu istics. The pape r po ints out tha t the TL reader, as an ind ispensab le fac to r in the plura listic relationsh ip o f translation,

have both ac tive and po sitive influences on translation activ iti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m ake sc ientific analysis on the influential fac-

tors o f TL read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studies o f translation theor ies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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