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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 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 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

补偿的方法, 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5红楼梦 6回目的翻译为对象,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

创造性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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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红楼梦6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顶峰。自它公开发行

以来, 历经 200多年, 出现了十余个英文版本, 包括节译、编

译和全译。其中, 最具权威性的全译版本莫过于英国汉学家

大卫# 霍克斯 ( David H aw ks)、约翰 # 闵福德 ( John M inford)

的译文和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 ( G lady s Yang )夫

妇的译本。

章回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分回标目。回目一般

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 ,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对句形式。尽

管回目不是中国小说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但是英语文化中的

回目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回目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较

而言, 前者更不拘泥于形式, 不要求句式的对仗工整。这既

给章回小说回目的英译提供了可能性,但更多的则是对译者

的考验和挑战。

作为章回小说的顶峰之作, 5红楼梦6的回目 /笔墨寥寥

每含深意, 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0。它不仅起

到了简单的提示故事的作用,更是对音节内容进行概括、延

伸和升华, 使人一看便知章节梗概, 激起读者阅读的欲望。

同时, 5红楼梦6回目之美还体现在形与声上。小说中每一

回的回目都是以凝练的对句形式出现,对仗工整, 言简意赅,

/基本都是-3+ 2+ 3.或-2+ 2+ 2+ 2. 式的基本句型0 [ 1] , 每

句三至四顿, 以人名、动词、名词词组构成基本意群, 节奏鲜

明, 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抑扬顿挫之感,堪称古典小说回目

的典范。

正因为5红楼梦6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译

者在翻译时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译文的质量和

可接受性。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变通

补偿的方法, 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一  创造性叛逆一说的研究与发展

/创造性叛逆0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

斯卡皮 ( Robert Escarp it)提出来的,他认为 /翻译总是一种创

造性叛逆0 [ 2]。最早将这一命题引入国内的是谢天振教授。

早在 1992年,他就撰写了 5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6。在

1999年出版的 5译介学 6一书中, 他进一步阐释了文学翻译

中的创造性叛逆,明确提出创造性 /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

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0;叛逆性反

映了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

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0 [ 3]。这一说法很快被国内译

介学研究者所接受,进而从阐释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等角

度得到研究和发展。但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至今还没有

完全一致的结论。其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至今中国主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门讨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章还不多

见。

埃斯卡皮认为,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

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 (即语言 )里; 说翻译是创

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

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

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0 [ 2]。由此看来, 任

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忠实于原文0不再是

评价一部译作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与尺度。译者作为原作

的读者和译作的作者, 必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依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和译作读者

的可接受性, /实现对原作的客观背离0 [ 3]。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突显, 从 /舌人0、/媒婆0、/仆人 0、

/戴着镣铐的舞者0等形象中摆脱出来, 真正成为翻译文化



的创造者。同时, 译作的读者也经历了一次 /创造性叛逆 0

的过程, 即把自己的经历、理解加入到对译作的阅读之中。

换句话说, 无论是原作还是译作, 都在被读者 /创造性0地阅

读着, 扩大了其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

二  阐释翻译理论及其应用

阐释学 (H ermeneutics)是一种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

方法论学说,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基本意思是 /通过说话

来达意0。20世纪 60年代, 通过人们对理解和解释的不断

探求, 阐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在西方社会盛行, 其

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通的方法论。翻译

的阐释学派强调翻译和理解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强

调译者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使不同文化环境

下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乔治# 斯坦纳 ( G. Ste iner)

等阐释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们提出了 /翻译也是理解 0的著名

论断, 并就翻译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具体阐释的步骤,

即信赖 ( T rust)、侵入 ( Aggression )、吸纳 ( Incorporation )和补

偿 ( Restitution) [ 4]。他们认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

经历上述的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根据以往的经验,译者

首先相信原著是有意义、有翻译价值的; 在第二阶段,译者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侵入原著并分析理解原著; 在第三阶

段, 译者需要对原文的意义进行吸收; 在最后的补偿阶段, 译

者为了避免损失对译文进行对等补偿。本文将从这几个方

面对杨、戴和霍克思对5红楼梦6回目的翻译进行创造性叛

逆的对比分析。

(一 )信赖 ( T rust)

5红楼梦6从成书到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也

曾多次被译成外国文字,杨宪益、戴乃迭的 The D ream o f Red

M ansion和大卫# 霍克斯的 The Story o f the Stone无疑是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无论是杨、戴夫妇还是霍克斯都对原作充满了敬意和感

情。杨、戴的翻译视忠实为第一要务,认为 /翻译作品可以多

一点异国情调, 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 0 [ 5]。而霍克斯则坚持

/一切皆译,哪怕是双关语0,并强调 /译者有三责0, /即尽责

于作者, 尽责于读者, 尽责于文本0 [ 5]。霍克斯的翻译主要

倾向于一种 /交际翻译0, 即使译文读者尽可能地获得与原

文读者同样的感受。

(二 )侵入 ( Agg ression)

翻译理论借鉴了侵入的说法并加以引申,认为翻译中的

侵入是为了使源语所讲内容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而对

源语内容的更改。这种方法经常被用来处理源语和目的语

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

( 1)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五回 )

杨译: X ifeng Abuses H er Pow er at Iron Thresho ld Temp le

Q in Zhong Am usesH imself in Steam ed- B read Convent

霍译: A tW ater- m oon P rio ry X ifeng finds how much pro-f

it m ay be procured by the abuse o f powe r;

And Q in Zhong d iscove rs the pleasures that a re to be had

under the cover o f darkness

首先, 两个译本在字数上相差较大, 杨译用了 15个词,

而霍译则用了 32个词。杨译非常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

意思,把 /铁槛寺0和 /馒头庵0分别译成了 / Threshold Tem-

ple0和 / Steamed- Bread Conven t0,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

的翻译,他不仅解释了原文的字面意思, 而且采用了直译加

补充的译法把字里行间的意思补充完整。在翻译下半句的

时候,他更是抛弃了原文中 /馒头庵0的字眼,将 /得趣 0演变

成了 /在夜色的掩护下找寻快乐0, 这不能不说是译者创造

性叛逆的体现。

( 2)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一

回 )

杨译: Baoqin Composes Poem s Recalling the Past

An Incom petent Phy sic ian P rescr ibes StrongM edic ine

霍译: A clever cousin com poses som e ingen ious riddles;

And an unsk illfu l physic ian prescr ibes a barbarous rem edy

原文中的 /薛小妹0指的是薛宝琴, /胡0并非胡姓, 而是

用作形容词,有 /糊涂、胡乱0之意。杨译使用了薛小妹的原

名宝琴,并将 /虎狼药 0译成了 / Strong M ed icine0, 用以突出

这个医生开出的药方药性太过强劲。而霍译则平淡处理了

/薛小妹0,认为此人不甚重要, 只译成 / a clever cousin0, 同

时根据原文内容,将 /怀古诗0译成了 / ingenious r idd les0, 因

为这首诗的确是以灯谜的形式出现的, 且现场无人猜出谜

底。在下半句里,他又将 /虎狼药0处理成了 /极端胡乱的药

方0, 以便于译入语文化读者的理解。但原文的重点落在

/虎狼0二字之上, 因为宝玉一见药方便道: /这枳实、麻黄

(女孩儿们 )如何禁得0,可见这位太医开的药方药力之强。

因此在翻译这一点时,杨译更切合原文。

(三 )吸纳 ( Inco rpo ra tion)

吸纳是就是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替源语中

的形象,以便于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吸纳更多地用

在处理文化负载词这一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需要尽

可能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将原文中的意思更确切地传达

给译文读者。

( 3)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七

回 )

杨译: Baocha i Chases a Butterfly to D r ipp ing Em era ld Pa-

v ilion

Da iyuW eeps over Fallen B lossom by the Tom b of F low ers

霍译: Beau ty Perspir ing sports w ith butter flies by the Rain-

drop Pav ilion;

And B eauty Susp iring w eeps for fa llen b lossom s by the

F low ers. Grave

在翻译 /滴翠亭0时, 杨译直译为 / Dr ipp ing Em era ld Pa-

v ilion0,而霍译则处理为 / the Raindrop Pav ilion0, 更形象且符

合译入语文化, 让读者一看便知。霍克斯对于 /埋香冢0的

翻译较之杨译也更加贴切。 / Tom b0是指规模较大的坟墓,

比 / g rave0正式, 而后者不仅有 /坟墓0的意思,更表达了葬花

之人对残花落瓣、对自己飘零人生的悲戚之情, 林黛玉 /花

痴0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回目中的 /杨妃 0、/飞燕0分别是指中国古代美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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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杨玉环和汉朝的赵飞燕。但在原文中却作借代使用, 前

者指身体较为丰满的美女, 而后者则是指体态轻盈的女性,

是在原文中分别指代薛宝钗和林黛玉。因为杨、赵不仅是指

两位女性, 本身更是承载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美的追求, 属

于文化负载词, 译入语文化的读者不易理解, 因此翻译时需

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杨译以简洁为上,直接点出薛、林的名

字, 使人一看便知。霍译在这一点的翻译上更为出色,使用

了较为形象的语言, 将 /杨妃 0译作 / Beauty Persp ir ing0, 即

/出汗的美女0, 以此说明薛宝钗体态丰满, 容易出汗, 而将

/飞燕0译成 / Beau ty Susp ir ing0 ( /叹息的美女 0 ), 既体现了

林黛玉苗条的身材, 又使读者对她多愁善感的性格一览无

余。此外, P erspir ing与 Suspir ing在词的构成和读音上都非

常相似, 能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霍克斯的良苦用

心可见一斑。

( 4)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回 )

杨译: TheLady Dowager Feasts Aga in in G rand V iew Gar-

den

Yuanyang Presides over a D r inking Gam e

霍译: L ady J ia ho lds two feasts in one day in the prospect

Ga rden;

And Fa ith fu l makes four ca lls on three dom inoes in the

Pa inted Chamber

杨译和霍译明显的区别还体现在对人名的处理上。杨

译一般直译其名, 而霍克斯则对不同身份的人采用不同的译

名方法。例如, 在翻译 /鸳鸯 0时, 杨宪益将它译为 / Yuan-

yang0,而霍译则别出心裁地将其处理成 / Fa ith fu l0,不仅体现

了它作为鸟对伴侣的忠诚, 更点出了 /鸳鸯0作为侍女对主

人的忠心不二, 因此比杨译更胜一筹。

下半句中的 /牙牌0又称 /骨牌0, 是用兽骨或是竹木做

成的。 /三宣0指的是每人对应一副牌, 共三张, 行酒令时则

按韵就这三张牌和整副牌各对上一句, 共四句。由于 /牙

牌0和 /三宣0都具有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不易被译入语读

者所理解, 因而杨译和霍译都采取了一些翻译手段。杨译简

化了 /牙牌令0的文化内涵 ,将它译成了 / Dr ink ing Gam e0, 以

便让译文读者了解这是在饮酒时玩的一种游戏。而霍克斯

则用 / dom inoes0代替了 /牙牌0, 看似归化过度, 其实更注重

二者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 使译文读者一看便能产生直观的

感受。

(四 )补偿 ( Restitution)

补偿是用来处理汉英语言差异的又一种翻译方法, 即通

过解释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意思,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

形象来代替另一种形象。同时 ,这种方法又能将解释与译文

联结在一起, 给人一以贯之的感觉,避免了脚注破坏行文流

畅的缺陷, 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又一体现。

( 5)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第四十五

回 )

杨译: Two G ir ls P ledge F riendsh ip A fter a H eart- to-

H eart Ta lk

A P la intive Poem IsW r itten OneW indy, Ra iny Even ing

霍译: S ister ly unde rstand ing finds expression in wo rds of

sisterly frankness;

And autumna l p luv iousness is ce lebra ted in ve rses o f au-

tum na lm e lancho ly

/金兰0这个说法来自5世说新语# 贤媛6, /金0和 /兰0

在中国文化象征系统中各喻坚贞和芬芳, /契0可解为意气

相投,故而 /金兰契0常用来象征意气相投的知心朋友, 形容

交情深厚。朋友间若情投意合, 可结为异生兄弟或姐妹, 称

结金兰 (契若金兰 )。原文中出现了两个 /金兰0, 杨先生将

第一个 /金兰 0译成 / tw o g irls0, 第二个译成 / H ea rt- to -

H eart T alk0, 并根据原文的意思补偿翻译了 / friendsh ip0。霍

译不仅用两个 / sisterly0把 /金兰0的内在涵义表达出来, 而

且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在翻译下半句时, 霍克斯添加

了一个 / autumna l0,点明事件发生的季节, 同时也表达出了

秋天萧索、肃杀、伤感的意境,使人读后顿生凄凉之感。

( 6)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七

回 )

杨译: Begon ia C lub Takes Form One Day in the Studio of

Au tum n F reshness

Them es for Poem s on Chrysanthemum s Are P repared One

Evening in A lp in ia Park

霍译: A happy inspiration prompts Tanchun to found the

C rab- flow er C lub;

And an ingenious a rrangement enables Baochai to settle the

chrysanthemum poem titles

在翻译这条回目时, 杨译仍然采取了直译, 把原文所要

表达的意思一字不漏地翻译了出来, 而且对下半句的语法结

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译成了被动形式。而霍译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增加了两个人名 / Tanchun0 (探春 )和 / Baocha i0 (宝钗 )

而省略掉了表示地点的 /秋爽斋0和 /蘅芜院0。而添加的两

个人物又正好是这两个地点的主人。同时, 为了能让译文读

者有更直观的感受,霍克斯还在译文中补偿翻译了两事件的

起因 / a happy insp ira tion0 (一个令人愉快的念头 )和 / an in-

gen ious a rrangement0 (一个巧妙的安排 ), 再次体现了他的创

造性叛逆。

三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不论是杨译还是霍译都在翻译

5红楼梦6回目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根据原文

的意思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努力追求译文与原

文貌似神合的理想境界, 都给译文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快乐。

其中,霍克斯表现出了更多的创造性。但霍译也并非完美无

缺,例如在翻译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

彩斑衣0时, 霍克斯的译文中凭空出现了 / Lao Laizi0 (老莱

子 ), 虽然点出了老莱子七十二岁时为了让年迈的父母开心,

经常穿着彩衣, 作婴儿的动作, 以取悦双亲, 即 /戏彩斑衣0

的典故,但如此突兀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因此在强调译者

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要注意度的问题, 让原文的内容和意境

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就总体而言, 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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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首先, 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

结论。其次, 其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现在中国主要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专门讨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章也还不多见。

再次, 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已得到认可, 但在非文学体

裁, 例如政论性文体、科技性文体中是否同样适用、应该怎么

应用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理

论, 创造性叛逆还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论支持和研究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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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ecause of its com plica ted cu ltura l backg rou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 s is always a ho t topic that m any

scho la rs have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 e. People tend to consider id iom translation from the ang le of culture, fo 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two cultures. But it seem s no t a ll the idiom transla tion prob lem s can be so lved from the ang le of culture. Th is essay is try-

ing to use the re lev ance- trans lation theory to solve som e problem s in idiom transla tion, and th inks the trans lato r should conside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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