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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辩论。作

为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一直争论不断。这些争论围绕着翻译批评的性质、功能、标准与方法

展开，至今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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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常常得出不

同的定义。如将翻译定义为“跨语言（,-.// * 012341/51,）、跨

文化（,-.// * ,4054-60）、跨 社 会（,-.// * /.,160）的 交 际 活

动”［’］（78&!），这是从现代交际学的角度下的定义。有的从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出发，认为“翻译的实质不是对原作品

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能动的理解诠释过程，是译

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

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翻译的过程涉及

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转易和融合。翻译

定义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

入。人们对翻译的争论一直颇多。郭建中先生指出近十

年来国内翻译界争论的最激烈的四个问题：（’）继承我国

传统译论与引进外国译论之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

的关系；（&）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9）翻译中文化因

素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或作者中心论与读者中心 论 之

争。［&］（78!’&）关于翻译的种种论争从根本上涉及了对待翻

译的态度与评价，也可以说是对翻译的批评。

一、翻译批评的性质

“翻译批评在其本质上也就是应用翻译的理论以及相

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译文进行鉴赏、评价、评论、比较等

具体的批评活动。”［9］（78&9#）所以翻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

讲，是对译文的一种综合性的反思，是对译文文本及其所

产生的影响的全面和系统的剖析。翻译批评是有层次之

分的，杨晓荣认为翻译批评至少可分为“表层批评和深层

批评”［"］（78::)）两个层次。我们认为翻译批评可分为三个

层次，即：宏观层次、中观层次与微观层次。宏观层次的批

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整体上对译文的文体、风

格、时代背景与心理背景做系统的与彼此照应的鉴赏和评

价。如在对严复的《天演论》进行评论时，我们要更多地从

译者对文体的选择使用、作品和语言的风格、当时文人及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和政治心理以及处于变革前期的时代

背景出发，做出一个整体的和系统的评价，而不应泛泛地

谈论什么归化大于异化，原作风格尽失等。在这里我们应

看到译者在做出一种选择时除了受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

生活经历的影响外，还要受到当时的人文背景和政治气候

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我们在评价作品时需要从系统上进行

考虑的。中观层次的批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批评。

常见的是以一种或几种学科的理论为指导，对译文进行评

论，如：从文化的角度、从接受美学角度、从读者反应的角

度、从语言学的角度、从符号学的角度、从传播学的角度、

从心理学的角度等。这种层次的批评不但力求阐述源语

和译语在语义、表达层面上的静态对等与思想、意蕴、风格

上的动态等值，而且力求揭示在翻译过程中作为源语的读

者 ;翻译家对源语的作家 ;原著是如何创造性地接受并传

达给作为译语文本的读者 ;接受者的［+］（78:+#）。这种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操作，可以说清道理，得出规律，比较容易

让人接受。而第三个层次的批评，即微观层次的批评，也

可以讲是翻译批评的最低层次。不依靠任何的理论的指

导，只就译文文本和原文文本进行比较与对照，挑出其中

的错误和不当，这也就是许钧先生所讲的文学翻译批评的

“过死”倾向的一面（此话虽是针对文学翻译批评，但对广

义上的翻译批评亦有意义）。这种层次的批评给人的最大

印象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色彩较浓，易陷

入人见人异的境地，在翻译作品的批评过程中应是竭力避

免的。而当前这种寻章摘句式的、一一对应的评介在我们

的批评文章中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种现状不利于翻

译批评的健康发展，对翻译批评学理论的建立更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把翻译批评从层次上进行划分，使我们更清楚

地辨明了其本质。我们反对随感式的翻译批评，也反对脱

离实际的理论争辩。我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做法是体现中

观层次的要求，实现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感性的鉴赏

与理性的检验相结合的方法。

二、翻译批评的功能

有的学者认为“翻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翻译的质

量、鉴赏译作和理论探讨。”［"］（78:)#）也有的认为“翻译批评

对读者接受、社会效果、翻译理论建设、规范翻译活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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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翻译实践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比这两种

看法，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到对于翻译批评的目的，并不如

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是毫无异议的。要弄清翻译批评的目

的，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翻译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翻译的目的在于向读者忠实地译介异域民族的不同

的社会 生 活、文 化 传 统、思 想 观 念 以 及 先 进 的 科 学 知

识”。［’］（"#(!)）翻译批评的目的观与翻译的目的观紧密相

关，翻译批评本身也要考虑翻译目的的实现问题，实际上

翻译评论家关于翻译批评的目的观也就决定了他所实施

的批评手段、方法与途径。然而一个人关于翻译批评目的

的理解和看法并不总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并且这种理

解和看法本身又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当中的。

就当前的翻译批评而言，我们认为其直接的功能首先在于

对译文文本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探

讨，规范翻译行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提高译文的质量。这

主要通过翻译批评者的评介，指出译文尚待改进之处。

如，吴国瑞先生对张谷若翻译的《苔丝》的批评：过多地使

用四字结构，引用语言堆砌；用山东土话对译英国威塞克

斯方言，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而众多的翻译实践家在

本人自省式的主体批评和他人的批评的基础上对原译著

进行了改进或重译，使新的译作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典型

的如刘重德先生对《爱玛》的重译等。其次，处于直接层次

的翻译批评的目的还包括对译作的鉴赏，它代表译文的接

受者对译文和原文的相近程度做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同时又代表原作者对译文进行一次还原，从中检验译文的

质量，从而对翻译活动起一种规范作用，目前的关于译著

的书评大抵属于此类。翻译批评的间接功能在于正确引

导读者、分析社会影响和促进翻译理论的构建。读者也是

翻译批评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在实践中这种读

者反应论的观点虽然可以成其标准之一，但却不可视为唯

一的准则，因为读者的鉴定，有时候是很模糊的。是只懂

译文的读者，还是既懂译文又懂原文的读者，是知识分子，

还是一般的市民，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否则的话，由于文

化经历、知识结构的差异，一类人的所好，说不定却为另一

类人所恶。但译者本人在从事翻译实践时，是存在着他心

目中的阅读对象的。倘若其译文能够被这一被期待的群

体所接受，所欣赏，那么，应当说这种“试验”是成功的。翻

译质量的高低自然应由读者判断，同时翻译批评也不应忘

记自己对读者所需承担的职责。“翻译批评作为处于翻译

活动与译文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活动”，［!］（"#$$)）应当担负起

正确引导读者，使读者和译文建立起适当的联系，真正发

挥桥梁的作用。翻译批评对读者的引导作用，离不开其社

会功能的实现。

三、翻译批评的标准

翻译批评的标准是建立在翻译标准的基础之上的，而

翻译标准又是在不断发展的。长期以来翻译界关于翻译

争论得最多的命题莫过于翻译的标准。严复先生提出来

的信、达、雅一直被视为中国翻译界最高的准则。这至少

从某一点上说明了我们在翻译理论上囿于旧说，没有突

破，缺少理论创新的勇气。有鉴于此，王佐良先生曾强调

过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他举例说，“余冠英先生译《诗

经》为白话，体会到五点：(、以诗译诗；%、以歌谣译歌谣，风

格 一 致；$、不 硬 译；!、上 口、顺 耳；)、词 汇、句 法 一

致。”［*］（"#$）无独有偶，从事《圣经》翻译的尤金·奈达也从自

己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准则：“(、上下文一致优于词语一

致；%、动态即功能对等优于形式对等；$、语言的口头形式

优于书面形式；!、听众或读者的需要优于传统的语言形

式。”［&］（"#(%)）另外，陈宏薇将翻译的标准拟为：“意义相符，

功能相似。”［(］（"#(!’）究其实质是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对翻

译的标准作了限定。对照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认为

不应为了文字表述的简洁与便于记忆而试图以几个词组

进行规定，这样做既不利于标准指导作用的发挥，亦不利

于标准的操作和执行。翻译活动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情况，

从媒介手段去划分可以有笔译、口译和机器翻译，从翻译

的文体看：涉及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政论文体的翻译、实

用文体的翻译等；从翻译涉及的因素看：有源语作者的创

作意图、文本的类型、译者的动机和选择、读者的层次和要

求、译文与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等。为此，我们认

为应当根据翻译的具体实践，制定不同的翻译标准，且留

下足够的细化和填充的空间，以便于操作。另外一点，翻

译的标准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信、达、雅”，还是

“神似、形似”，都是相对的，既有不变的一面，又有不断变

化的一面，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换言之，我们应当采取

一种更为灵活、更为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翻译活动。同样当

我们面对译文文本开展翻译批评活动时，面临的挑战也是

多方面的。因为翻译批评不只限于对译文文本本身的评

价，还包括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者所处的时代和

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的道德、态度等，这

些都是翻译批评要考虑的因素和范畴。许钧先生曾就文

学翻译批评做了四个方面的阐述，“(、不仅要对翻译的结

果进行正误性的评判，更应重视翻译过程的剖析；%、要突

破感觉的体味，注重理性的检验；$、应该将局部的、微观的

批评与整体的宏观的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注意发

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建立起新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

关系。”［(+］这四个方面对翻译批评标准的制定也具有启示

意义。总的看来，我们认为翻译批评标准的制定要注意五

个结合，即：(、对译文批评与对译者主体的批评相结合，指

的是对翻译活动进行批评时要看到几个译文文本的对照、

译文文本与源语文本的对照、译文文本的回译检查与译者

的翻译动机、翻译的目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立场、所制定

的翻译方案，以及所使用的翻译方法相结合。因为“译者

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旦选择，

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置，他译出的每一个字

都成为了‘一种誓言’”［%］。我们必须重视对译者的文化身

份、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批评分析，因为这将使我们在

批评时经常被忽略的对译者主体自身因素的分析得到足

够的注意，也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到那隐藏在译文文本背后

的东西。%、局部的微观批评与整体的宏观批评相结合，指

的是翻译批评在进行字、词、句、段的评论时，要能够与文

本的整体风格、文体相联系，不做断章取义式的批评。$、

鉴赏式的批评与系统的分析相结合，指的是对译文文本赏

鉴时综合考虑构成翻译活动的各个要素，辨明它们的性质

与系统功能，从而在整体上对翻译活动进行把握。!、实践

性的批评与理论性的批评相结合，这既指翻译标准的制

定，也指正确的翻译批评观。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常常轻视

理论，尤其翻译者本人在进行翻译的评论时，往往纯粹从

经验出发。翻译的经验固然重要，但也并不能因此忽视翻

译的理论。而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也不能脱离翻译的

实践，惟有在实践中总结翻译的经验，发现翻译的规律，再

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才是正确对待翻译批评的辩证法，才

能使实践获得成功，使理论得以开拓。翻译如此，翻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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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亦如此。否则翻译批评只能永远停留在印象式的、随感

式的阶段，裹足不前，固步自封。!、学术界的批评与读者

的反应相结合，指的是学术界要放下清高的架子，注意倾

听读者的呼声。奈达七十年代曾提出动态对等论，后改提

为功能对等，即翻译要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

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试不论该观点的适切与否，其强调

读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却极为正确。王佐良

先生也指出，“过去的翻译原则似乎都是给译者遵守的，何

妨换个角度，看看读者关心的又是什么。”［""］（#$%&）翻译批

评可以综合应用读者的反应与学界的评价，作出较为客观

的和公允的评判。

四、翻译批评的方法

吕俊先生指出目前常用的翻译批评模式及其不足，

“"、科学主义批评，忽视翻译目的、以及译文读者对象、社

会效应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只追求语言层面上的对应或对

等关系；’、印象主义批评，缺乏理性，且不全面，常以单句

为例，不对通篇作评，使人感到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难以

让人信服，见解殊异时叫人无所适从；%、学理式批评注重

考证、注重分析、注重整体性、注重言之有据，不凭主观感

受说话，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批评方法。”［(］（#$%(! ) %!%）吕的评

述大致反映了目前翻译批评的现状，但因其叙述太过简

练，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分析。众所周知，模式是标准

化的方式，或者说是方法的程式化。在现实中开展翻译批

评的时候，批评者所采用的方法或手段，往往是跟他们的

心理动机与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分不开的，确切地说，批评

者的批评观决定了他的方法论与策略论。着眼于译文质

量提高的批评者，常常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开展批评，国内

学者以黄国文、陈国华等为代表；着眼于建立译文和读者

之间联系的批评者，常常采用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方

法开展批评；着眼于翻译的社会影响的批评者，则更多地

把视角投向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比的方法；着眼于翻译

风尚的规约与翻译道德重建的批评者，会从社会学和伦理

学的角度开展批评；着眼于翻译理论探究的批评者，则多

采用综合的理论进行批评。国内对翻译批评反思最多的

莫过于方法问题，也就是对批评的批评，或称元批评。如

何从拼凑式的、随感式的提出语义、词类和形式的机械对

比中走出来，采取一种新的视角，从而找到一种更客观、更

全面与更系统的方法。这种方法应有助于将源语文本的

思想内容以在源语语境中的方式向译语的读者揭示。我

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摈弃偏见的文学批评观，在保留译者自

省式批评的同时，结合以语言学理论为中心，其他相关理

论为辅助的方法。语言学为中心的方法在过去的翻译批

评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较为行之有效的。在建立翻译批评

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得对翻译的目的进行全面的反思，翻

译活动可定义为由 * 语言走向 + 语言的通道，那么，翻译

批评者的首要任务是看译者有没有将 * 语言中所含的信

息完全地、准确地转译到 + 语言当中去。（这里的信息不

等于意义，信息应当是反应特定思想内涵的语境、语气与

情境。）批评者可以依据以下步骤分析译文文本的信息重

建：第一、考察信息转译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即信息有没有

被曲解、增删。第二、进行下一步分析，仅仅指出没有被适

当转译的信息是不够的，还应指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

是由于语调的语言还是由于语言的不地道等。对“误解

读”的推断将有助于对不当翻译的正确译解。当然，翻译

好的地方也应被提及，但也不是一一全部列出，而是作短

小精悍的举要即可，要包括反映译者技巧的、给人印象深

刻的例子，并探究其在翻译实践中的普遍意义与典型意

义。最后，批评者要寻找翻译中涉及到的两种语言文本比

较的各种要素，我们已经注意到翻译与比较文体学之间的

关联。只有通过更深层次的分析与透视，我们才能更加深

刻地理解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所折射出来的两种语言兼

具的鲜明特征。这些共性被强调的程度随着译者发现的

原创性与特别语言现象发生的频度而定。批评者可以考

察与分析这种共性的特征，依据译者对原文文本中这种共

性的“背叛”程度来评定翻译的得当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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