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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博理的翻译具有跨文化的主体间性独特视域，跨越文化身份主体身份认证为翻译提供

了特殊的理解前提，其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

间性，也使得他的翻译作品独具特色。从主体间性这个视角研究沙博理特殊的翻译模式，可以

更好地看出译者主体间性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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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Sidney Shapim)，中文名取自“博学

明理”之意。他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1915年生

于美国纽约，1956年加人中国国籍，具有三种文

化身份的沙博理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独有的

贡献。2009年，他获“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

2012年被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

中国翻译协会用以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

项。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

国人，沙博理先后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文化大

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沙

博理把自己大半生的时间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

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跨文化翻译的身份认证

众所周知，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成为

影响翻译作品文化倾向的重要因素。沙博理的翻

译是跨文化翻译的典型。要知道沙博理的翻译为

何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就要首先了解沙博理的

跨文化身份认证。英文的identity本身所包含的

“身份”与“特征”(tlle characteristics，feelings or

beliefS tllat distinguish people f南m ot}lers)，即区别

于他人的特有的感觉或者信仰⋯。目前，翻译已

经从传统的字面翻译逐步拓展为文化内涵的阐

释，因此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有双语能力，还要

尽可能多地了解两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也就是说，作为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还要培

养其自觉的文化意识。而译者作为原作和译作的

中介者，其文化身份也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和定位。

全球化时代，单一、静止的文化身份在翻译中

很难存在。由于翻译的跨文化性特征，只能认同

和建构一种“流动性的、复合性的”文化身份。建

立流动的文化身份观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具体的

历史处境中、根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自己的身

份”【2J。在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作为

翻译的主体其文化身份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它

决定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文文本的生

成等。“由于翻译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意义系

统里运作以及阅读受到文化制约和寓意，翻译中

出现了复杂的文化移入模式，极易生变却又持续

不懈。因此，结合翻译和身份、杂合和嬗变等棘手

问题来研究文化移入的过程成为必然”p-。

作为译者，沙博理不仅熟悉美国文化，精通英

语，而且还熟悉中国文化。他作为中国作品的读

者，能够把握原文的文化精髓；作为译者，又能够

以作者的身份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用地

道的英文表达原作的思想。他的特殊文化身份使

他在翻译《水浒传》的时候，能较准确地把握原

文，在保留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翻译成地道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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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西方读者所欢迎。从沙博理的人生经历可以

看出，跨越文化身份认证和文化间性在他身上体

现得尤为突出：他以“中国人”的文化立场解读所

译中国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以“文化问”双重身份

操纵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

由此实现了作者一译者一读者的“一人三体”H1。

二、重视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由于各民族的文化

内涵不同，同一些词语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表达

的概念也就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它

们的字面意义而且不能忽视它们的社会文化。翻

译时不能光追求字面上忠实原文，更重要的是力

求在词汇的文化内涵方面忠实于原文。沙博理认

为在翻译中内容和风格都应该表达出来。在内容

的传达上，首先需要熟悉故事的历史环境，了解每

个人物的个性，不能逐字翻译，允许对形式稍有改

动；在风格再现方面，“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作品

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

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

语——或不如说外国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

“英语要近似中文原文的风采，或文或俗，或庄或

谐，切不可二者混为一体。”【5’沙博理曾说过：“翻

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

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

‘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我非

常喜欢我的翻译工作，这样可以阅读大量的中国

文学作品。一部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文风，散发着

自己特别的味道，蕴含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各

个方面，没有文化的根基，光翻字典，是不能解决

问题的。”∞1从沙博理的翻译实践来看，他对中国

文学作品的热爱是他走上中国文学外译道路的根

本原因。他通过翻译认识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博

大精深，当然也认识到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难

度是很大的。毕竟翻译作为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

桥梁，不仅是一种符号交际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

交流行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手段，要实现

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等值，发挥跨文化翻译中的

再创造性。

沙博理认为自己的翻译工作是把“我们的内

容变成他们的话”，按照这个思路，他翻译的时候

通常采用文化上的异化、语言上的归化策略。他

坚持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4】。这是一

种翻译态度：翻译来不得虚假，必须遵从“信”的

原则。这不是建立在一字一词表面的精准上，更

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基础上翻译出容易让

西方人接受的译文。他强调“切忌不可逐字直

译”，在对原著人物个性有把握后，允许对语言形

式稍作改动。他对于翻译的准则，基本上赞同

“信、达、雅”的主张。他认为译者不仅需要精通

所译文学作品的语言，还有其历史、文化、传统习

惯。并且对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习惯等

也要精通¨J。正是对两种文化语言的熟悉和掌

握，才能成就一个好的搭桥者。正是沙博理特殊

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在翻译时能较好的把握中西

不同文化。沙博理被认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

下了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博J。他的特殊

之处在于他很好地发挥了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

发挥了译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

三、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原作者和读者都是主

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译者是联系这些主体

的决定性因素。许钧把翻译主体分为广义的翻译

主体和狭义的翻译主体。广义的翻译主体指作

者、译者和读者。狭义的翻译主体指译者一J。如

果没有译者，翻译就不能得以实现，因此译者在所

有翻译主体问性因素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译

者作为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搭桥者，是翻译活动

中的主体之一，也是其中最活跃的主体。

译者的主体性，简单点说是指译者在翻译活

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它的

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所以翻译主体

译者的主体性也具有这三个特征。译者的能动性

指的是译者对待译作品具有选择权，在理解原文

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

过自己对原文的理解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进行翻

译。译者的受动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语言

因素和诸如意识形态、诗学等非语言因素的制约。

译者的为我性是指译者翻译的目的性。

主体间性理论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把握主

体与主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张的是

一种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存的

关系。它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

翻译有重要指导意义¨0l。翻译研究借鉴其思想，

从翻译主体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译者作为翻

译的主体，同时也与其他翻译主体原作者和读者

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关系。由于作者与译文读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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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的文化中，译者不仅要熟悉两种语言，更要

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存

在语言转换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

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他们不是

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

的自我。如何协调好三者间的关系，使共在的自

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非常重

要¨1。。总之，翻译是作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和

读者主体性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用图1表示：

A C

CJ

图1三者关系图

№．1皿e蹦a60础p betw咖the thl雠脚hs

如图所示，译者处于中间协调者的身份。从

原文到译文就是翻译的过程，即图中从A。到C。

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

推敲，在了解源语文化的基础上把握原作者的写

作思路和风格，同时要照顾译人语读者的需求。

这个过程中还要受到翻译发起人和赞助人的影

响，还必须有合作者的帮助。但总体来讲，一个译

者在作出选择翻译作品时，他最关注的还是原作

者作品的精髓和目标读者的反应。王佐良曾说：

“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终完成，不能只看原作

者意图或译者的意图，不能只管少数批评家满意

不满意，也要看读者接受的怎么样。”¨副所以，在

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作者和读者的协调者或媒

人，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选定最好的翻译策略，使

读者了解原作的精髓。如图中ABC组成的三角

形，作者、译者和读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

体。在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主体是译者，如果译

者的主体问性意识强，并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就

能翻译出读者满意的作品。

沙博理作为翻译家的特殊之处是，他不仅了

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精通中英两种语言。这种

处于两种文化间的特性，给他的翻译带来了不一

样的视角。他对翻译模式有自己的见解，他赞同

中西互补的翻译模式。他曾说：“最好的结果似

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

完成。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充分掌握两种语言，两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无法本能地

感知一切细微差别，感受所有的共鸣，也就无法独

自翻译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4
J

四、从主体间性视角看沙博理《水浒

传》的翻译实践

译者与作者的间性关系体现在译者既不是原

作的奴隶，也不是完全脱离原作的创造者，而是作

者的帮助者。译者通过对原作的阅读研究，结合

原作者所处的文化社会背景，在把握原作精髓的

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的思想。“译者是

原作的读者，但他不同于一般读者，他承担着原作

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要读透原文，更

要读懂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因此译者的难度大

于一般读者”¨“。

沙博理的译本前七十回选用了金圣叹本，后

三十回选自容与堂百回本。为了与前七十回的文

字保持一致，后三十回的诗词未予全译以保持整

个文脉的一致。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他把两个

版本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译本，体现了他对原作的

灵活把握和对读者的尊重。

沙博理的译文保留了大量原文的中国元素。

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既

忠实又灵活。例如在翻译“仍使人收买一应香

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并合一应物件”

时，把香烛和素食分别翻译成了scented c锄dles

和meadess删¨41。既忠实于本意，西方读者也
易于接受。他把鲁班翻译成Lu Ban t}le Great

Carpenter这样就能体现出鲁班不只是一个简单

的人名，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木匠。

《水浒传》是一部章回体小说，每一章前边通

常都有引出正文的回前诗。沙博理翻译的时候，

顾及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省去了回前诗，因为

若不删去，就会失去悬念，减少读者阅读兴趣。在

译作中，沙博理把原文的一大段分成两三段，这样

读者读起来更轻松。而且，他将一些冗长累赘的

内容也都统统删掉了。尽量用西方读者能接受的

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意思。如下文例子：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5J4。

沙博理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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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Ren Zong was actuaUy a re—incama—

tion of t}le Baref．oot ImmortaI．
[15]5

沙博理将“赤脚大仙”译作了“Bare‰t Im—

monal”，既形象又贴切。“immortal”的意思就是

神仙，长生不死者。最妙的是在译文中用“re—

incamation”这个词指明了仁宗是神仙转世，这是

基督教文化里所没有的。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

理解原文的意思，加上这个词是必要的。

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

曲。”【15]4

沙博理的译文：
What were出e eight words?They were these：

“Civil and military“fairs，bot}l have their stars．”

『10]5

原文上半句四字下半句四字，译文也如此，而

且译文中结尾压s韵，无论是形式上还是韵律上

都做到了跟原文相近，而且star一词，也为西方读

者所接受，因为希腊神话中有星座对应神仙的故

事，所以读者看到星星一词，也容易理解文曲星和

武曲星的意思。

勒弗菲尔(Lefevere，A．)将赞助人(patmn—

age)这一术语界定为“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

作和改写的某种权力(人，机构)。”【l刮个人意识

形态和译者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

助人的意识形态会操控译者的翻译行为。沙博理

译的书名Oudaws of the Marsh正是为顺应当时赞

助人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变通ⅢJ。

沙博理的翻译受到了当时“四人帮”的关注。

沙博理曾在《大家》栏目上说“是宋江救了我。就

是因为在翻译《水浒传》那个时候，当时夺权的那

个单位他们都不找我，因为他们都说，是他们领导

之下，使这个单位出了《水浒传》，给自己贴金，所

以他们不管这一派那一派，就都不麻烦我了。”沙

博理最初将《水浒传》译作了Hemes of t}le Marsh，

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四人帮”把周恩来总理比

成了宋江，说宋江是英雄他们当然不满。沙博理巧

妙地换了一个词，把heroes换成了outlaws，他们以

为oudaws专指土匪，就答应了，没想到还有好汉的

意思。正是沙博理对英文的精通以及对英文读者

的了解，使他能够用变通的方式既保证译文对原

文的忠实，还抵制了外界强权的干扰。赞助人对

译者的翻译有发言权，如选什么样的作品怎么样

翻译。但是译者在与赞助人对话沟通的基础上，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一方面尽量

表达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照顾到读者的需要。

在翻译《水浒传》期间，外文出版社指定了汤

博文、叶君健做助手，“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

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

量的作用”¨8|。沙博理的夫人凤子是个散文家，

文言文极好，在沙博理翻译《水浒传》中给了他很

大的帮助。沙博理的翻译成果离不开背后的团

队。他本人对西方的文化了解比较深，但只有在

妻子和其他熟悉古汉语知识的学者的帮助下，才

能完成这部承载中国文化的巨著。

总而言之，沙博理的翻译策略可以总结为两

点，第一点是异化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

第二点是适当变通，兼顾原文整体效果和英语读

者HJ。这正是主体间性思想在翻译中应用所采

取的最好策略。首先，译者既要照顾原作所承载

的文化背景，又必须让读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

式了解原作的思想内涵。以异化为主，在很大程

度上保留了源语的一部分重要文化因素，但是又

在为读者考虑的时候尽量选择读者能接受的语言

表达方式，这正是译者间性思想的体现。从翻译

策略来看，沙博理注重于意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

译的策略。在处理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表述方面，考虑到译人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他没有

把源语文化的传播抬到至高的位置而不顾目标读

者是否能够接受，也没有把目标读者奉为最重要

的地位而忽略源语文化的传播，而是兼顾两种文

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沙博理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在翻译

时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作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

搭桥者，充分发挥了处于主体间的间性作用。沙

博理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目的语读者

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也使得他的翻译

作品独具特色。沙博理在翻译实践中能使得翻译

的各个主体间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好主体间的合

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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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idney Shapiro’s Tran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ity

ZHU Anbo，ZHANG Huiyun

(Forei印L棚guage Depanment，Capital Unive塔ity of Ec咖IIlics明d Busi鹏ss，Beijing 100070，Chim)

Abs岫lct：SidIIey Shapiro is a tramlator with a special clllture ide而t)r．His traml8ti∞works a陀uIIiq∞．After删yzing his

tra瑚l“on works鲫d t耻shti∞thougIIts，the autIlor finds tllat intersubjecti“ty is renected in hj8 tra哪l鲥蚰co璐ideriIIg hi8

choice of ori百nal work锄d translation strate百es锄d llis D瞄pect for target reade墙．Finally，tlle imp咖t m：le of t阳nslator’s in-

tersubjectivity in Cllina’s intercIlltural commurIication can be bener seen afkr studying SidrIey Shapim’s special traIIsladon s昀t—

egies in tlle perspectiVe of ime璐ubjectivity．

Keywords：intersubjectivity；sidney shapim；仃觚slation；cllltum identity

(责任编辑：沈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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