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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邓  红  顺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

素。新闻文体 (特别是政治新闻 )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 意识形态影

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 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

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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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指出,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

处不在,随时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思维和行文 [ 1]。勒菲弗尔在

5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6一书中着重强调了翻

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 翻译实践是按照某

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 本质上是文

化政治的实践 [ 2]。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观念网络,

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

成,而且此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 [3]。

翻译是一种文字替换, 更是一种文化交流, 它本质上属于意

识形态的范畴。译者在将一种异域语言所折射的异域文化

观念引入本族文化时,必然会对这一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

的判断,然后决定翻译的策略 ,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直接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翻译字词, 也翻译

字词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 /他们对原文本选择译或不译, 更

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0 [ 4]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

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 新闻

文体 (特别是政治新闻 )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

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一  对选材的影响

一方面,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哪个或哪部分原文本进

行翻译;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也对其进行操

控。译者既是译入语文本的作者也是源语文本的读者。通

常会选择符合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或那些符合

该社会特定时期政治意识、道德模式和审美标准的源语文本

进行翻译。比如,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新闻期

刊在编辑策略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发行量最大的 T IME

( 5时代周刊6 )和 NEWSWEEK ( 5新闻周刊6 ) 上的文章对

中国报道和美国报道的态度明显不同。有关中国的反面报

道数量大大超过了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人权、天灾人祸、动

乱、不同政见者、中国威胁论等,即使有正面的报道, 也主要

是中国正在朝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方向改革,正在逐步接

受他们的民主观、价值观等。虽然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

观, 但是在一些涉及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词语的翻译策略上

仍然带有明显的主观判断和政治立场。

在进行英语新闻翻译时, 原文本表达的是英语社会的主

流意识形态, 翻译工作者通过翻译向目的语读者输入的不仅

是新闻的信息, 还可能有与目的语社会根本意识形态相悖的

思想、价值和观念。因此英语新闻的汉译存在极大的困难和

挑战, 翻译工作者要注意材料的选择。在进行英语新闻翻译

的过程中, 译者应该批评性地解读原文本。尽管西方媒体标

榜为忠于事实, 但由于他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不了解, 不时

会写出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甚至制造假新闻。 2007年, 法新

社就自己的属下部门制造关于中国的假新闻而向中国道歉,

像 T im e, CNN, The Econom ist等等有名的西方媒体, 有时也摆

脱不了偏见。因此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客观公

正, 不能一味接受他们的报道。

二  对具体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删除或改动等方面。首先,在多

元文化时代, 权力和词语可以建立起一种能够相互转换的关

系, /政治词语往往直接产生词语政治, 导致不同文化文明间

相互交流时产生摩擦。0 [ 5] /新闻报道中表达、措辞的细微差

别往往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态度。0 [ 6 ]比如, 在对伊拉

克战争进行报道时, 美联社没用 / invas ion0这个词 ,而是用了



/ the beg inning of Iraq iwa r0 或 / the start ofU S. m ilitary ope ra-

tion in Iraq0, 美联社没有采用 / invasion0这一表达 /侵略 0意

义的词,而是用一种比较中立的表达法掩盖了美国对伊战争

的 /侵略性0, 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立场决定的。 1913年,针

对当时驻拉萨地区的川军骚乱,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份

几百字的文告。文告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内地已推翻君主,

建立新国,以后凡汉人送到拉萨的公文政令,概勿遵从; 汉兵

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地位, 愿我藏民熟

思之;以后我营官头目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

当驱逐殆尽,即其地未居有汉人,亦必严为防守, 总期西藏全

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0 [ 7]当时英国驻锡金专员与十三世

达赖喇嘛私交甚密, 积极煽动西藏 /独立0的英国人 Charles

Be ll在翻译这份文告时故意把其中表示 /地区、区域0的藏文

/ bod ljongs0译成了 /国、国家0 [8]。西方媒体在报道香港 /回

归中国0时对 /回归0这个词也做了刻意的选择,译成 / revert

to Ch ina0。如: P re- docum entary ac tiv ists a re worr ied tha t the ir

rebuff cou ld establish a ch illing recedent when the Br itish co lony

reverts to Chinese ru le six m onths from now. ( New sweek. Jan.

13, 1997 ) 根据 1989年版5牛津英语大辞典6的解释, / re-

vert0意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

律期限后返还给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香港是英国

殖民主义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人手里夺走的中国领土。

因此, /回归中国0只有翻译成 / retu rn to Ch ina0才能准确恰

当地表达其中文所包含的真正含义。而从 / revert0一字中,

英语读者会做出这样的理解: 香港不是被英国从中国 /夺

走0的, 而是中国 /捐赠0给英国的。西方媒体把香港 /回归

中国0译成 / reve rt to Ch ina0, 是企图用一个法律词汇掩盖近

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侵略和掠夺历

史。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经超出了纯粹语言学意义上

的词语,这明显是为了译入语意识形态服务做出的词语选

择。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尤其是文化上的解读受

到其所在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有时译者甚至在意

识形态的操控下,任意对原文本进行增加、改译或省略, 使译

本为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服务。译者对原文本进行改写,

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动因,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对原文本进行调

适和操控,修改不同的意识形态以使其符合译入语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当代东方文化的方方面面

做了大量意识形态歪曲,以服务于西方霸权的国家利益和全

球战略。赛义德对西方媒体曾下过一个尖刻的评价: 伴随着

这种媒体宣传 ( coverage) 的, 是大量的掩饰遮盖 ( cover ing

up) [ 9]。为体现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5新闻周刊6

的作者在报道中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歪曲和误

译,用信息入侵和文化暴力的形式对中国加以遏制。比如

/对外开放政策0现在一般译为 the po licy of open ing to the

outside wo rld, 也可简译为 the open po licy。而英语 the open

door po licy(即 /门户开放政策0 )指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

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侵略政策,

因此该英语表达有负面的联想意义。然而, 在 H ow m any

tim es does M ao ro ll over in h is g rave perm inute as a result o f

Ch ina. s open door po licy to theW est? ( N ew sweek. April 21,

2006)这个句子中, 我国的 /对外开放政策0被译成 the open

door po licy。显然,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把我国现行的 /对外开

放政策0同一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府对华推行的 the open door

po licy混为一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运用中式英语语义

模糊的负面效果, 将中国妖魔化、丑陋化和荒谬化0 [ 10]。操

控和误译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 ,这些都表现出美国媒体对中

国的政治倾向。再看下面的例子:

原文: / TheUS Congress is no t in position to instruct the I.

O. C. about a decision that has to do w ith the interest o f the en-

tire wo rld, 0M acA loon sa id. [ 11]

译文: 麦克伦说: /在国际奥委会作出有关全世界利益的

决定时, 美国不能指手画脚。0 [ 11]

译文中有两处改译,一是将 / instruct0译成 /指手画脚0,

二是将 / US Cong ress0译成 /美国 0。 / instruct0一词本意是

/指导0,是个中性词, 将其翻译为 /指手画脚0, 带有明显的

贬义, 译者借此表露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将 / The US Con-

g ress0翻译成 /美国0,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译者对美国的不满

与谴责。由此可以看出译者通过改译添加了自己的感情色

彩, 同时反映出了译者通过翻译策略使译文得以为译入语意

识形态服务。

原文: / H ow eve r, any attemp t by Congress as a whole to in-

struct Am er ican and internationa lm embers o f the I. O. C. no t

to vo te for Beijingw ould be v iewed as self- serv ing and chauv in-

istic by some members, 0 said JohnM acA loon, an O lymp ic histo-

rian at theUn iversity o f Chicago. [ 11]

译文: /但是, 芝加哥大学奥林匹克历史学家麦克伦说,

美国国会指示美国籍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不投票给北京的任

何举动, 都将被看作一种谋私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动。0 [11] 57

原文中的 / by som e m embers0和 / in ternational0在译文中

被省略掉。原文中 /一些成员 0发出的动作在译文中被泛

化, 从而表明译者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接受性; 指示对象

在原文中包括 /美国籍的0和 /国际的 0成员, 译文中则只有

/美国籍的0。两处省略策略均表现了译者对美国霸权主义

行径的抗议和谴责。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新闻独立是件令人羡慕的事

情。但是新闻独立必须让位于忠诚、爱国和万众一心,而在

平常这些东西只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新

闻工作者都会服从于从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自己国家的利益

出发, 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意识形态需要来进行报道。因此,

新闻事业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为

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 不可能做到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

外。在新闻翻译中, 译者通过有目的、有选择地采用不同的

翻译策略, 通过选材以及对原文本的增补、删除或改译等向

读者再现和强化自己需要的声音, 同时湮没那些 /无关紧

要0的声音,通过对原文内容进行取舍与调整以适应目的语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新闻翻译时应充

分重视意识形态这一文本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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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act of Ideology on N ew s Translation

DENG Hong- shun

(H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Zhuzhou, H unan 412007)

Abstract:  The im pact o f ideo logy on translation is everywhere. T ranslation activ ities are conducted in a specific politica l and

cultura l contex t and subject to ideolog ica l factors. New s sty le ( espec ia lly po litical new s) conta ins a very strong ideo log ica l co lor. Im-

pact o f ideo logy on news trans lation is ind isputable. Ideo logy has impact on the translator. s cho ice of source tex t; in add ition, ideo logy

has impact on spec ific news translation stra teg ies, wh ich ism a in ly em bod ied in the cho ice of wo rds and the add ition, change or deletion

of the o rig ina l text.

Keyw ords:  ideo logy;  new s translation;  choice of source tex t;  translation strateg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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