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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翻译中的象似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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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功能对等以言语交际为基础展现出译文和原文之间具有象似性特质, 在交际效果上表现为读者反应的象似

性映射,在翻译过程中表现为语义和语体的象似性对照。由于读者的多层次结构以及语义和语体的多重涵义, 功能对等的理

论体系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象似性翻译标准,这对翻译实践更具指导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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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国内学者就将象似性引入翻译实践, 指出象似

性有助于从语言形式的翻译入手实现理想翻译 [ 1] , 因而译者

应具有象似性意识 [ 1, 2]。然至今象似性理论研究大多只侧

重翻译实践,鲜少涉及翻译理论。本文试图从象似性的视角

细究 N ida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核心术语 /对等0,分析功

能对等的实现途径,力图为功能对等的理论研究引入新的视

角、拓展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实践性以赋予其新的涵义。

一  /对等0的象似性特质

雅各布逊言: /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

信息0 [3]。 /对等0是功能对等翻译追求的目标。N ida在文

本中反复使用 /对等0 ( equ iva lence / equ iva lent)一词, 如:

functiona l equivalence, dynam ic equ iva lence, translation equ iv-

a lence, the closest equ iva lence, equ iv alence o f languages, e-

qu iva lence o f the sou rce- languagem essage等。从读者反应的

角度, N ida也对之进行了阐释: /对等 ( Equ iva lence)不能理

解为数学意义上的一一相等, 而只能理解为近似, 如理解为

接近于功能等同的各种程度的近似0 [ 4] 87。由此可见, /对等

( equ iva lence) 0异于 /相同0、/雷同 0, 而应为 /接近 ( prox im -i

ty) 0、/相似 ( likeness) 0、/贴近 ( c loseness) 0的意思。 /此术

语通 常 具 有 相 对 义 ) ) ) 即 尽 可 能 近 似 于 原 文 意

义. . . . . . 0 [ 5]。翻译 /应求似而不求等0 [ 6] 13。可见, 译文和

原文之间的相似性是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立足之本。

相似性同时也是象似性 ( Icon ic ity)理论的构建之本。象

似性是在 Saussure/语言任意说0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认为语

言不仅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而且具有理据性、相似性的特

点 [ 7] [ 8], 其实质是语言形式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范畴化和

认知模式的相似性反映。这种相似性和理据性刚好就是象

似性的玄妙之处。

出于对 /相似性0的共识, /对等 0一词巧妙地指出译文

和原文之间存在象似性映照关系。究其本质,翻译是一种语

言活动, 其本身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内容

表达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原语可视

为 /源域0, 译语可视为 /目的域0, 那么原语和译语之间也就

存在着从 /源域0到 /目的域0的相似性映照关系, 即象似性

关系。如:

这是一支笔。

Th is is a pen.

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句子结构, /这 ) ) ) this0、/是 ) ) )

is0、/一支 ) ) ) a0和 /笔 ) ) ) pen0之间就存在着自然的、一一

对应的象似性映射关系。

事实上, 原文本就是译文所产生的唯一的参照标准。传

统的译论, 从严复的 /信0, 到傅雷的 /传神0论, 再到钱钟书

的 /化境0之说, 无不强调译文应当具有和原文之间的象似

性。又如 /忠实0, M ezitiac指出 /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

翻译, 而是背叛 0 [ 9] ; Ba rtteux认为, /原作者是主人, 译者只

是仆人, 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与风

格, 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得进行任何的修改和

增减0 [ 10]。译文与原文的这种 /忠实 0实际上也正是说明译

文与原文之间理想化的象似性关系。再如许渊冲的 /三似

论0则进一步证实了译文不可能绝对等同于原文, 而只能寻

求与原文之间的最大程度象似性。

基于译文与原文的这种象似性, N ida对翻译的定义: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

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0 [6] 12, 玄妙地透过 /对等0一词指

出理想的译文应当与原文存在着最切近、最自然的象似性映



照。因而, /翻译中,译者所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 ,而不是同

一语。0 [ 11] 11例如: 从字面上看, / black tea0相当于汉语中的

/黑茶0,含义上却相当于汉语中的 /红茶0。如果把 / b lack

tea0翻译成为 /红茶0, 则意味着译文和原文在字面上不具象

似性,但在语义上实具象似性,应为最切近自然的、恰当的对

等语。

二  功能对等的象似性探析

/翻译中的对等是指功能而言的, 也就是说译文具有与

原文相同的功能时则与原文对等0 [ 12]。如果说 /对等0道出

了译文和原文之间的象似性特质, 那么 /功能0则说出了翻

译中象似性传递的信息。对于 /功能0一词的选用, N Ida相

当慎重。 /翻译中的功能对等这个概念在一些书和文章中被

描述为-动态对等 . 。在5翻译科学探索 6 ( N Ida 1964)中,动

态对等被视为-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 . ,可是 -动态 .一词

被某些人误认为非具影响力的东西不可。. . . . . .因为这种误

解,同时也为了强调功能这个概念, -功能对等 . 这个词描述

各种译文的适当程度似乎要令人满意得多0 [ 4] 91。究其所

以, /语言的-功能 . 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

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 不是语音、语法不同, 就

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功

能0 [11] XXIII。很明显,在功能对等理论中, 翻译的根本任务就

是求得译文最大限度的切近原文,或者求得译文和原文在功

能上具有最大程度的象似性。

(一 )功能对等:读者反应的象似性映射

N ida认为,语言是一种多功能的交际工具。翻译应以交

际为目的,是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交际不是单方面进行

的,没有对方的反应, 就没有任何交际可言。为实现交际的

效果,文本必须以受众 (听者、或读者 )为对象。据此, 所谓

/功能对等0就是指 /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对等于原文读

者对原文的反应0 [ 6] 24, 其本质就是寻求在交际过程中译语

读者和原语读者的象似性反应。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语言

特点,如独特的词法、语序、遣词造句的方法、话语标记以及

各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故 /绝对准确的语言交际是不可能

的,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如此。因为, 对语言的理解, 从来

就没有出现过两人完全相同的情况, 因此更谈不上在两种不

同的语言中会存在完全一致的对等关系0 [ 6] 4。显而易见,各

种版本的译文从交际效果上与原文有着不同程度的象似性。

据此, N ida进一步把功能对等划分为两个层次 ) ) ) 最低标

准和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的、现实的定义是指 -译文读者

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觉得自己能得到原文读者相似的心理

感受 .。最高标准的、理想化的定义是指 -译文读者在理解

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

赏所做出的反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0最低标准的功能对

等显示译文与原文的象似度低, 仅保证基本的交际活动, 低

于此标准,译文则不能称之为译文; 而最高标准的功能对等

展示了译文与原文的完全象似性, 是一种零障碍的交际活

动,故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 而实际中的译文只能无限

接近这种象似性。

(二 )功能对等的实现途径:语义和语体的象似性映射

在翻译的跨语言交际活动中, /功能 0传递借助言语表

达。功能对等则借助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0 [ 4] 91, 以传递原文

的信息功能, 具体表现为: /从语义到语体, 在接受语中用最

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0 [ 6] 12。可见, /功能对

等0的实质就是译文求得与原文从语义到语体的象似性对

等语, 取得与原文最相似的言语功能。从认知功能视角分析

就是原文的概念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的形式和意义得以在

译文中重现, 从语义的等值和语体的等同求得功能的对等。

可见, 功能对等的实现依赖于译文与原文从语义到语体的象

似性映照, 即语义象似性和语体象似性。

就语义象似性和语体象似性而言,语义象似性优先于语

体象似性。因为 /死抠原文字眼的形式对应, 在译文中往往

不能正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0 [ 11] 52, 所以 /语言信息或语义的

传译在翻译中享有优先地位0 [ 6] 13。尽管 /不论语内交际, 还

是语际交际, 意义的绝对同一性都是永远达不到的。然而,

意义的有效对等, 即可在语内交际也可在语际交际中找

到0 [ 11] 60。 /要想译意, 就必须以寻找最切近原文的自然对

等语即功能对等语为目的0 [ 11] 62。由此可见, 在翻译的实际

操作中, 功能对等可理解为语义象似性和语体象似性。语义

象似性和语体象似性相辅相成 ,揭示的绝不是译文和原文之

间简单的形式象似性映照,而更加强调文本间语义、词汇、语

法结构、修辞特征等的象似性映射,这样译文才能具有与原

文最切近的、自然的言语功能, 实现理想的功能对等。

三  功能对等的象似性解读

功能对等引进象似性视角并非空穴来风, N ida曾在文

本中特别探讨了功能成份象似性 ( functiona lity isom orphs),

强调 /功能成份象似性是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实现同样效果

的必要手段。0 [4] 89。象似性对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有积极

的释疑和补充意义。

功能象似性显示出译文和原文在功能上的象似性, 与

/自由翻译0和 /活译0有着本质的区别。 /自由翻译0和 /活

译0是指译者脱离原文, 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功能对等翻

译则强调译文应着眼于原文, 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尽可能

地再现原文的信息, 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最象似的心

理享受。故在功能对等中, 原文是翻译的绝对标准。这个绝

对标准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翻译标准, 因为绝对 /忠实0原文

的译文是达不到的, /达到它, 就意味着根本不翻译一个

字0 [ 13]。作为原文的象似性投射, 不同的译文和原文之间存

在不同的象似度。依据象似度 ,功能对等提出了翻译的最高

标准和最低标准。原文的任何可行译文都介于最高标准和

最低标准之间, 与原文具有不同程度的象似度。功能对等的

最高标准展示译文和原文之间的最理想象似度,即译文模拟

原作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如果说原作是翻译的绝对标准,

那么最高标准的功能对等翻译即是理想标准,而理想标准几

乎等同于绝对标准, 译文都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企及。最低

标准展示译文和原文之间的最低象似度,保证了译文读者最

起码的阅读需要, 即能通过译文基本了解原作。在功能对等

的翻译理念中译文依据不同层次的读者反应可有不同的象

似性翻译标准。据此, 译者可以根据译语读者的需要,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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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文译成不同的译文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许渊

冲先生采用不同的译文为成年人和儿童英译唐诗就很好地

运用了这一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中,语言功能的传译就是依托译文和原文

之间的语义象似性和语体象似性进行的。而语义和语体,作

为文本的特质,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括性的概念, 几乎囊

括了文本所有的特征, 诸如语义、词法、句法、语音、语形、文

体等概念。故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可以以象似性为基

础将语义和语体的功能对等细分为: 语义象似性、词法象似

性、句法象似性、语音象似性以及语形象似性等等。这样,一

部译作便可从多个角度探讨与原文的象似性程度, 其象似性

翻译标准也就多元化了。可见,译文和原文的象似性综合程

度越高,译文的质量越高。当然,在多元化的象似性翻译标

准之中,功能对等翻译应着眼语义象似性, 依托其他象似性

来达到语言功能的传递,以便使译文读者与原语读者获得象

似的阅读体验。对于任何层次的读者而言, 语义象似性标准

是翻译的重中之重。故译文可以语义象似性为基点, 侧重传

递其他某些象似性,以迎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实具象似性, /对

等0突显象似性传译的特质, /功能 0彰显象似性传译的内

容。译文和原文在语言功能上的象似性, 在交际效果上体现

为读者反应的象似性映射,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为语义和语体

的象似性对照。可以说,功能对等翻译的理论体系因象似性

而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象似性翻译标准, 开启了意义增值

的无限可能性和广泛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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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icity Criteria of FunctionalEquivalence Translation

ZHANG Yun- n i

(H unan F ir stN orma l College, Chang sha, Hunan 410002)

Abstract:  B ased on language comm un ication, functional equ iva lence show s the iconic ity betw een the receptor language and the

source language: the icon icity o f the receptor. s responding in term s o f comm un icative effect and the icon icity o f meaning and sty 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Due tow ide- rang ing receptors as we ll as conno tation and deno tation ofm eaning and sty le, functional equiv-

a lence theory is cha racte rized by different leve ls, d iversity of translation criter ia, w hich is be liev ed to shed a new ligh t on the d irection

and imp lem entation o f transla tion practice.

Keyw ords:  functiona l equ iva lence;  icon icity;  trans lation c riter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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