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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 ①

———文学翻译目的管窥

邓天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文学翻译也不例外，所有文学翻译作品都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文学翻译行为
的结果。然文学翻译目的本身也受到发起人、赞助商、译者、目的语文本读者、译者和原作者以及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等因

素的影响。事实上，文学翻译目的的形成不是参与该翻译活动各方意图的简单叠加，而是各方意图不断操控、博弈和妥协

的结果。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贯穿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即从翻译的选材到翻译标准与策略的确定和翻译方法及

技巧的选用。认识并正确处理好翻译目的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有助于回答文学翻译中忠实与创造、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

化众多争而未决的问题，亦将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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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学翻译的界定
关于文学翻译，不少译界前辈都曾从不同角度对它作

过定义或阐述。加切奇拉泽认为“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

一种形式”。杨武能把文学翻译当做 “一种文学的艺术的

阐释”。矛盾把文学翻译为定义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

认为“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

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

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

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

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许渊冲认为，

“文学翻译是化原文为译文的艺术，是化原文之美为译文

之美的艺术”。在许钧（１９９９）看来，文学翻译是不同语言
的转换活动、艺术再创造活动、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学语

言许多时候不用把话说满，翻译也应该遵从原文传其精

髓”（蒋洪新）。黄振定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极高

的艺术性，提倡用艺术论与科学论辩证统一的翻译理论指

导文学翻译。马悦然的观点是，“文学翻译要对得起原文

作者，不是创造者，不能加，不能删，不能超过原文的作

者”。

其实，文学翻译与专业文献翻译和一般性翻译通属不

同翻译题材的翻译。本文中的文学翻译是相对于非文学

翻译而言的，即指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童话等各种

文学题材作品进行的翻译。它包括对一切口头或书面的

文学作品而进行的翻译，翻译成品可以是文学作品，也可

以不是文学作品；可以是同一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可以

是变换了题材的文学作品；其翻译质量也可能存在高低不

等；但它不包括把非文学作品翻译成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　文学翻译目的存在的必然性
关于翻译目的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界早有论述。

以赖斯、弗米尔和诺顿为代表的德国功能派，提出了意在

指导普遍翻译活动的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

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包括文

学翻译）的基本法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结果决定

方法。蒋坚松认为文学译者的任务，就是根据原作、译者、

译文读者、翻译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在“忠实之丑”和

“不忠之美”（克罗齐语）之间寻求某种动态平衡。不少学

者却认为文学文本与信息型文本不同，它没有目的性或目

的性不强，因而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没有多少影响，也不

能用目的论来指导文学翻译。这些学者往往或强调源语

文学文本至高无上的地位，或只静态地强调文学译本的文

学性，往往忽视甚至无视翻译目的的存在。文学译者在从

事文学翻译时，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有目的行为，还是“无

意插柳”的无目的行为？

事实上，不管把文学翻译当做是二种语言之间的转

换，还是追求文本功能的对等，或是某种形式的创作或再

创作，还是所谓的阐释或改写，都无法掩盖它作为一种人

们有意识的行为的标记。和非文学文本一样，文学翻译也

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行为活动，只不过这个源语

文本是文学文本罢了。也就是说，目的性是文学翻译行为

无法或缺的自然属性，自然所有文学翻译作品都是具有一

定目的性的文学翻译行为的结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和童话等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学体裁，但对他们的翻译都是

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文学翻译

行为因不是相关人员的有意行为，而不具有目的性。也许

在翻译实践中，的确有一些文学翻译行为具有偶然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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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译者事先没有任何思考和准备，但它们也是译者瞬

间权衡利弊和作出决定的结果，这种权衡和决定也必定带

有目的性的烙印。例如，某个专业译者在朋友办公室闲聊

时，偶然被朋友要求翻译一首英文情诗，无法推脱，这个译

者只好现场翻译（或口译）。这个译者之所以同意进行该

项文学翻译，或是碍于朋友面子（想维护友谊），或是害怕

失了面子（想维护专业形象），或是出于其他考虑。他同意

做该项文学翻译的动因（也许不明确，但一定存在），就是

翻译的目的。

三　文学翻译目的的内涵
有些学者提出，一首诗歌或一部小说未必就一定有明

确的目的和功能，例如艾米丽的诗歌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想过要发表，仅仅是自我感情历程的记录，籍此，他们就否

定这些作品翻译的目的性。

其实，任何创作本身都带有目的性，只不过有些目的

是物质的，而有些目的是精神的；有些目的是显性的，而有

些目的是隐性的；有些目的是直接的，有些目的是间接的；

有些目的是长远的，有些目的是即时的；有些目的是简单

的，而有些目的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

与行为人的需求分不开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

除了生理需求以外，还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需求、情

感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以及自

我实现的需求。虽然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

艾米丽的诗歌写作一定也有其目的性，或许是出于感情宣

泄的目的也未可知。

另外，在讨论文学翻译目的时，把文学创作等同于文

学翻译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同为人的有意识的行

为，但其目的却可以不同，甚至大不同，这也是很多文学翻

译的既成事实。例如鲁迅的很多作品创作的目的是号召

国人起来反封建、反反动派，但我们肯定无法把这些作品

的英译目的与之等同。

所谓文学翻译目的就是译者在从事文学文本的翻译

过程中，综合发起人、目的语文本读者和译者本身的要求

和需要，充分考虑到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因素，而形成的

以指引和规约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标准与翻译

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翻译目标以及翻译意图。

四　影响文学翻译目的的因素
很显然，文学翻译目的本身也受到发起人、赞助商、译

者、目的语文本读者和原作者以及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等

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目的的形成，不是参与该翻译活动

各方意图的简单叠加，而是各方意图不断博弈和妥协的结

果。在这其中，尤以目的语文本读者的影响最大、最重要，

他们的特定文化、对世界的认知、审美期待以及交际需求

都是影响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因而，同文学创作目的一

样，文学翻译目的也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以及综合性和

复杂性等特点。这样，文学翻译的目的反映的往往不只是

某个参与人，如译者个人的意图，而极有可能是多方意图

的综合体。弗米尔就认为翻译活动有三个可能的目的：即

宏观目的、中观目的、微观目的。宏观目的是指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的总体目的，比如谋生（赚取翻译费用）；中观目

的是指以目的情景为目标，通过目的译本去实现的交流目

的，比如启发或教化目的文本读者；微观目的是指通过采

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而实现的目的。这样看来，文学

翻译的目的本身即是极其复杂的，它可以是政治的、经济

的、思想的、文化的，或是娱乐的、唯美的，也可以集多重目

的于一身。

五　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化派代表学者霍尔姆斯 （Ｊ．Ｈｏｌｍｅｓ）、朗贝尔 （Ｊ．

Ｌａｍｂｅｒｔ）、佐哈尔 （Ｅ．Ｚｏｈａｒ）、图里 （Ｇ．Ｔｏｕｒｙ）、巴斯奈
特 （Ｓ．Ｂａｓｓｎｅｔ）和勒菲弗尔（Ａ．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等人，从不同的

角度揭示了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与文学翻译活动的所有行为人均处于源语文化或目标

语文化环境中，他们本身是文化的必要成分，同时也受文

化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通过综合的翻译目的最终作

用于文学翻译的各个阶段。

事实上，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作用贯穿文学翻

译的整个过程，从译者的选择、翻译的选材，到翻译策略的

确定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选用都无不受到翻译目的的指

引和制约。例如，杨戴夫妇之所以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委托给葛浩文翻译，就是希望能够避免５０年代老派过时英
文，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再如，

葛浩文最初从业翻译，即是为了谋生，翻译只是混口饭吃

的手段。他并不喜欢《北京娃娃》，但因为觉得美国年轻读

者可能有兴趣，出版社通过珊迪请他翻译，他便没有拒绝。

至于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影响，我们也可从葛浩

文自己的话里足见一斑，“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

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

不少学者对在文学翻译中强调翻译目的的作用有一

些质疑，甚至非常反感。他们认为强调翻译目的的重要

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革去原文的“皇冠”地位，将赋予

译者更大的自主和自由，译者在做文学翻译时将无所畏

惧，为所欲为。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首先，

重视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作用这种尊重事实的行

为，并不等同于“原文至上”的对立面。事实上，“原文至

上”完全可以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翻译的标准，当然前提是

这符合综合了翻译行为所有参与者意图的翻译目的。其

次，即使在翻译目的不需要译文对原文绝对忠实，或绝对

忠实原文并不符合翻译目的的情况下，译者也不可能肆意

妄为，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志和目标。为了

最终实现“综合的”翻译目的，他必须正视行规和职业道德

的因素，这本身也是为翻译目的所操控的。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目的性是文学翻译行为无法或缺的自然属

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童话等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学

体裁，但对它们的翻译都是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所有

文学翻译作品都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文学翻译行为的

结果。

文学翻译目的本身也受到发起人、赞助商、译者、目的

语文本读者、译者和原作者以及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等因

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目的的形成，不是参与该翻译活动各

方意图的简单叠加，而是各方意图不断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翻译目的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自然属性，对文学翻译

的影响贯穿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从译者的选择、翻译的

选材，到翻译策略的确定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选用都无不

受到翻译目的的指引和制约。

认识并正确处理好翻译目的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对于

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学

翻译将摆脱原文至上的桎梏，给了译者充分的地位与权

限，
'

实了翻译文学发展的基础，将有助于解决文学翻译

中忠实与创造、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众多悬而未决的

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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