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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语境是译者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在译者在整个翻译

过程中所作的诸多选择：翻译文本、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都受到译者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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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中文化语境的概念

文化语境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重要语言学

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Marli．

觥提出来的⋯，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
范和习俗。新的文化语境研究认为，每个言语社团

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

式、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

点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文化语境的全部内容。

回顾以往的翻译研究，人们大多把注意力集中

在原作和译作的比较上。而近年来，翻译研究中出

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

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化转向更重

视文化的转换。”【2J毋庸置疑，对翻译文本即翻译的

客体进行语言学、符号学的描述是十分必要的，但翻

译活动和文学活动一样，具有很强的人文学性和社

会学性，它涉及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原作者、译作

者、译作读者等方面的各种关系，因而对翻译的主体

要素——译者的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对译者的研究

需要我们分析其立场观点、风格特点、专业能力及其

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思维特点等，这些方面

都涉及形成译者主观思想的客观文化语境，简言之，

需要我们把翻译研究置于大的文化视野中。因为

“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决不仅仅是一

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交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

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

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

制”[3J。在此，我们把影响译者翻译的总的社会历史

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者的文化语境。

在翻译这种不同语言文化间交际的行为中，无

论是词义的选择，还是句义的理解，每一步都离不开

对文本文化语境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可以说，文本

的意义最终是由文本的文化语境而不是由文本的语

言外在形式决定的。正如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

所言，“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际活动，译文的

语义最终取决于听者或读者以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

为导向而对文本的理解”【4l。这与我国著名语言学

学者黄国文所说的“翻译中对原文意义的理解，远远

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它受着文化语境的影响

和制约，这一点在译文的生成过程中更是如此”【5J有

异曲同工之处。可见，译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是不可忽视的。

二、文化语境对翻译选择的限制

人们常说“翻译是一种选择的艺术”，这是指选

择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作为一项有目的的社会实

践活动，翻译致力于转述一个异域文本，“其目的是

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其实质是跨文

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

动”[6I。从所译文本的取材到文本意义的理解，以至

文本信息的加工表达、译文句式结构、语气语体、情

感含义、词汇色彩等，文本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

观、形式与内容各方面的关系协调，翻译行为的每一

阶段、每一步骤都涉及译者对各种选择的确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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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作的选择都服从于其自身的

目的和选择准则。而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翻译准则等

主观意识都是一定客观文化语境的产物。

社会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

的各方面。无疑，它也必然渗透到翻译这种社会活

动中。一方面，文化信息是翻译操控的对象，另一方

面，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和操控。这种影响和操控有两种表现：其一，对译者

的内部操控。任何译者都不是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

景而存在的，每个译者的头脑中都深深打着自己所

处的社会的文化烙印。亦即译者的所有社会活动都

受他自己所处社会的历史传统、地域特征、物质条

件、政治制度、民俗习惯、意识形态、文化地位、文学

传统以及译者的家庭背景、教育状况等背景条件的

影响。这些译者的文化语境决定或影响着译者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文化意识等，使译者形

成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准则，指导译者处理翻译

过程中的种种矛盾，进而影响和制约着译者翻译活

动的全过程。其二，对翻译的外部操控。翻译是为一

定的社会需求服务的，它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

被社会权力话语操纵和控制的活动。从翻译题材的

选取(如选择哪些国家、哪些作家、哪些流派的作品

来译)，翻译方法的确定(如全译、摘译、编译、转译、

变译)，发行范围的决定乃至译者的遴选都是由代表

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组织和团体(如政府、编译局、

出版社等)进行操作的，译者个人并没有完全的选取

自由。

(一)文化语境和翻译文本的选择。译者的文化

语境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

件。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拟译的异域

文本的选择上。梁启超曾明确把“择当译之本”【7J列

为译书三义之首。“择当译之本”往往是译者首先考

虑的重大问题，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它取

决于翻译的动机或目的，而翻译动机的形成又受制

于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译者的主体意识——世界

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以及

译者的知识面会使译者自然而然地选择与自己兴趣

爱好以及本土特定利益相符合的文本。

严复把《天演论》作为自己翻译的首选的最根本

原因是，当时我国所处的危亡时刻和其强烈的忧国

忧民意识。严复最初将《天演论：}一书的中文书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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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但严复对其“伦理学”部分

未予选择，而只取“进化论”部分，其目的“一是要以

西方进化论原理从根本上探讨国家发强之因，二是

强调物竞天择的普遍规律，指出中国已在世界竞争

中落伍，只有除旧布新，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可能

与外强争胜负，三是以引入进化论和提高‘三民’为

救亡之术，最终为了国富民强之本”[8J。从表面上

看，这是译者出于自己的认识和需要而作的选择，但

实际上反映了文化语境对于译者“当译之本”的选择

的制约。

“社会不仅规定了译者的价值观，也会使译者形

成一定的理想，如社会理想，道德理想，审美理想等

等。”[9】任何文本的取材都是从世界这个连续、无限

的“底本”中选取的“述本”，原文作者从这个“底本”

中截选下来的“述本”本身就是其价值取向的反映和

体现，译者选择某一述本作为翻译的原本，也同样是

其价值取向的表现。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从某种角度

而言反映了译者对作者价值观念的认同，在译者与

作者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译者的选择无不显

示出译者对两种价值观念的认定。

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在我国

的传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大量译介了马列主义

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可以说，时代既造就了

翻译家，也规定了他们的思想，而这样的翻译家又通

过译介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作品而促进了社会和

时代的进步。瞿秋白翻译高尔基的名作《海燕》的用

意是以《海燕》的革命意识号召、动员人们起来革命。

因为“《海燕》在俄国是号召和动员人们起来革命的

战斗檄文”[10】。瞿秋白对《海燕》这部作品的选择充

分反映出他的革命意识和政治观点。我国著名的文

学翻译家草婴“想通过翻译让读者了解反法西斯斗

争的真实情况，从而增加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

的信心”【n】，20世纪50年代他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

洛霍夫的作品；1960年后，他又先后花了约20年时

间，向我国读者系统地介绍了托尔斯泰的作品。草

婴曾明确指出：“我之所以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是

因为我认为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19世纪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很出色的一个，尤其是继承

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12】

译者的个人兴趣、知识、经验、文艺修养、欣赏习

惯等的制约，以及社会和民族的需要、社会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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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影响，会使译者形成自己明确的进行翻译文本

选择的标准。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洁若谈到其翻译

日本文学时说：“我喜欢选择那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的作品来译⋯⋯对日本作品我还有个标准或原

则：着重翻译那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

侵略战争的作品，其中包括天主教作家远滕周作的

《架着双拐的人》和三浦绫子的《绿色荆棘》。”【13J我国

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穆旦，早年留学美国，研习英

美现代文学，1953年回国后开始从事翻译活动，他首

先翻译了苏联作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别

林斯基论文学》。除了苏联文学外，他还选择翻译了

英国的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诗人的诗歌，因为

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进步的、革命的、积极的”现实

意义。而这些意义是当时翻译选材的最高准则【14J。

其次，对于翻译文本的确定，译者并非能完全自主选

择，在很大的程度上，这还涉及到社会权力话语的外

部控制。根据福柯(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社会

中的各个层面都有一个由权力话语组成的网，控制

和驾驭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以及组织规范或条

例，使社会的所有活动都受到这一特定话语定义的

限制，使得翻译活动同文学活动一样成为文化操控

的产物。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我国的文艺工作作

出了极大的贡献。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

作会议上，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

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发言，明确提出：“文学翻译必

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同

意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

行。”【15 J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和苏联的关系良

好，我国对待外国文艺的政策与苏联的基本一致。

出于“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需要，苏联文学和

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受到特别

的重视。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欧

美的现代文学，“接受”是有一定范围的。

在西方。翻译活动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外部影响

和操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威廉·廷代尔所译

的《圣经》因触犯了宗教神权，曾遭到查禁甚至被焚

毁。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译者一直按自己心目中

的“阿拉伯形象”对阿拉伯文学进行取舍，被译成欧

美文字的阿拉伯文学往往是那些表现野蛮、荒诞、偷

盗、恐怖、色情等社会阴暗面的作品【16J。

(二)文化语境和翻译文本的解读。翻译是跨时

空、跨文化、跨语符的交际活动，翻译的过程是译者

理解源语文本和用目的语再现文本意义的过程。它

涉及到原文语言系统、原作者对语言的使用、译文语

言系统、译者的语言使用等多种语言关系。两种语

言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

观、两个历史的碰撞。

奈达(Nida)认为，翻译即译义(Translation iS

t捌1Slating mealling)。从文本翻译的整个过程来看，

我们不可否认“译义”是翻译任务的具体体现。然

而，此处的“meaning”，其意义是连接人与世界、主观

与客观的纽带。它并非物质实体，也非精神实体，它

只对主体的理解发生作用，离开主体的理解过程，意

义就不能产生直接的物理作用或精神效应。在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经历、能力、

教养、情感体验，因此，文本世界中的意义对于不同

的读者所产生的意义不尽相同。意义会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变化，它受着社会思想、思潮的制约和影响。

同时，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也在不断地变化，译者

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翻

译客体——文本的理解。

“原文文本是一个被决定了的同时又是开放着

的世界。”[17】一方面，文本有作者刻意安排的语言所

赋予的原意，它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不是可以随

意解释的。另一方面，原文文本只是以文字存在的

一种形式，它并非一个被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过程，是充

分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的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距离

是难以逾越的。而对于同一原文文本，不同的译者

更会作出不同的阐释。

傅仁臣对比分析了法国剧作家Beck叭t的名作
《等待戈多》的一个英文译本和一个中文译本，指出

尽管Beckertt本人并无意让读者将该作品理解为宗

教性质的剧作，但英文译本倾向于阐释它为反映基

督教思想的剧本，而中文译本则倾向于视其为多少

折射着佛教思想的作品【18】。因为剧中着意描写的一

些意向，如“树”、“拯救灵魂的某种力量”，使基督教

文化环境下的英文译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圣诞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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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及基督教教义，而处于佛教传统下的中文译

者自然地联想到“菩提树”和“佛祖”及佛教教义。

另据杨周翰教授的统计，在莎士比亚戏剧《李尔

王》中，“Nature”一词出现了40多次，译者根据不同

的上下文分别译成了“天地、造化、本性、人性、人、生

命、精神、身体、仁慈、慈悲、人伦、天道人伦等等”，但

最多的还是译成了“孝”【1 9l。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父

母疼爱子女，是“mture”，子女尽责于父母也是“m．

ture”，并不强调家长的权威地位。而在我国传统文

化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三纲五常”、“孝、悌、忠、

信”等级观念极强，强调儿女应对父母尽义务。

译者的文化背景往往会使译者形成自我文化意

识，在阅读文本之前，译者的内心便隐藏了其在一定

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预设。译者与原作者有着

各自的文化背景，文化的差异跟文字语言的差异一

样，可能成为翻译的障碍。译者对于原作的文化如

何解读、如何阐释、如何译出原作的信息等受到自己

的文化语境的制约。有人将Sc00t T1，册w写的

P，镪“m耐h加∞l￡书名译成《假设的无辜者》【20J，现

在看来应属于误译。Pr苍吼1eclInnooent是由法律术

语p舢mption of i彻ocence(无罪推定)稍加变化而

来。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的一条家

喻户晓的基本准则，其精神作为人权观念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在我国，“无罪推定”这一

概念一度被认为是包庇罪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

的法律，且至今仍存争议。从这一点上看，译者在

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出现误译，也是情有可原

的。

(三)文化语境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译者

作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使者，其所面临的文化有译

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

能不考虑文化之间的差异。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

济有强有弱，其文化也分别处于强势文化地位或弱

势文化地位。译者对于这种文化地位的认识和态

度，以及译者对于翻译中民族文化的敏感性均制约

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一定文化

语境下的译者，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往往有着自己

的态度和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

可以选择三种文化立场：一是对出发语文化的认

定，二是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定。三是对出发语和目

的语文化的平等性的认定。而文化立场的确立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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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译者的翻译观，进而影响到其翻译策略的选

择。

在征服古希腊的初期，出于对古希腊文化的仰

慕，古罗马人把古希腊文本视如珍宝，因此他们在翻

译中紧随原文，甚至亦步亦趋、依样模仿。当时，恩

尼乌斯所译的欧里底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斯

所译的希腊喜剧都表现出这种倾向。后来，古罗马

人逐渐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和征服者。在文化上也理

应是胜利者，因而其后来的翻译活动中古希腊文本

被当成了“战利品”来处置，对其采取的翻译方法也

变得十分自由和随意。

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认为，异化和归化“与其

说是译者出于自觉的方法选择，还不如说是特定文

化所处的特定状态和地位所决定的”[21I。林纾和严

复的翻译往往采用意译与归化的方法，原著用第一

人称叙述的常被改作由作者本人叙述。这是由译者

当时所处的客观文化环境决定的：当时我国仍处于

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长期以来在心理

上带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

上即采用高度归化的语言来进行翻译。

除了文化态度外，译者对自己民族文化中价值

趋向的考虑也是由译者自身的文化语境决定的。不

同的价值观又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对

具体词义的褒贬转换。

英国哈葛德的小说J施以H瓠比的译者杨紫麟

(笔名蟠溪子)在翻译此作时隐去了迦茵与亨利相爱

私孕以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的情节，这种

处理反映了译者对自己民族文化中“女子贞洁为重，

未婚先孕有污名节”婚姻观念的考虑。又如：

“After all，”∞un5eled S0nnenfeldt，“you are the

onIy R印ublican I know、杭th the proper acadernjc cre—

dentials．”Ki商nger d锄urred．Such aIl offer，he钮id，

Ⅵ阳6 highly unlikely．

译文：索南费尔特劝他说，“共和党里我知道只

有你具有这适当的学术方面的条件。”基辛格免不了

谦虚一番，说恐怕不大可能给他这样的职位吧【22J。

“demu玎I甜”在此被译为“免不了谦虚一番”。实

际上“defrn一’意为对某事物表示怀疑或反对，我国传统

文化以谦虚为美德，而西方文化却并不以为然，此处译

者的处理体现了其受到了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除了价值观对译者的翻译产生影响外，译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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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情趣也同样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是原

作艺术美的欣赏者和接受者，同时又是审美再创造

的主体。因审美视角、审美能力的不同，不同的译者

有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本反映译者不同的审美感

受。一个民族具有自身的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审

美观，一部译作所反映的既有其民族的也有其个体

的审美特性。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在译《苔丝》时，在

各章节题目的处理上全部采用了四字词格：

The Maid饥白璧无瑕

Maiden N6 More陷淖泥沼

The Rally旗鼓重整

The CCmsequence兰因絮果

The Woman PayS痴心女子

The G。nvert冤家路窄

Fblfillment功成圆满

中国读者看到张谷若的中文题目，恐怕会以为

这是一部我国传统的爱情小说。四字词格的采用，

体现出国人审美的偏好：工整美。从内容上看，它言

简意赅；从形式上看，它整齐匀称；从语音上看，它顺

口悦耳。我们无意去讨论这种归化处理方法的优

劣，但其中“兰因絮果”、“功成圆满”等表达方式与中

国佛教文化对译者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不无关系。

文军、高晓鹰在评论《飘》的两种译本时认为小

说中的人物MelaIlie译为“玫兰妮”更合适，因为“兰，

意为兰花，我国自古就有把女子比如兰花的传统，而

这类女子多半是优雅贤淑的代表”∞J。这也反映出

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

三、结语

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离不开活动的主体

——人，离不开特定主体所处的文化环境。译者的

文化语境是译者的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影

响着译者翻译的全过程，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对

文本的理解和翻译方法的采用。同时译作也反映了

译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文化意识等。译者

本身有自己独特的经历遭遇、个性特征和情感体验，

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

不同的译者会对同一作品形成不尽一致的理解，译

者作为特定文化中的一分子，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受到该文化的重要影响，因此其在特定时

代的价值观、心态、情趣等必然会影响其在翻译过程

中所作的各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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