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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3/2021_2022__E7_AC_AC

34_E8_AF_BE_E7_BF_c67_293841.htm 一、翻译批评的方法 翻

译批评应采用"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剖析相结合的批评方法"

（许均，袁筱一："试论翻译批评"，《翻译学报》，1997年

第1期），换言之，批评者既要见树又要见林，切不可将二者

分割开来。这里所说的林（宏观视野）既可以理解是语篇的

整体结构和全部思想内容，也可理解为包括语篇、超越语篇

结构的拌语言要素、超语言要素以及相关社会因素等内容。

由于翻译不能脱离社会，因此翻译批评同样也不能脱离社会

，必须按社会的规范去进行翻译批评。这里所说的树（微观

剖析）是指语篇范围内的词语、句子、段落、语义、修辞手

法、文体等个体单位内容。下面仅列举马红军的一段翻译批

评实例： It was a typical summer evening in June, the atmosphere

being in such delicate equilibrium and so transmissive that inanimate

objects seemed endowed with two or three senses, if not five.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ear and the far, and an auditor felt

close to everything within the horizon. The soundlessness impressed

her as a positive entity rather than as the mere negation of noise. It

was broken by the strumming of string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Chapter 19） 毫无疑问，对英美读者而言，原文语言优美自然

，对景物的描述细腻生动。为了再现原作的语言美，译者必

须锤词炼句，反复推敲。请看下面几种译文： 那是六月里一

个典型的夏季黄昏。一片大气，平静稳定，都到了精密细致

的程度，而且特别富于传送之力，因此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都变得仿佛有了两种或者三种感官，即便不能说有五种

。远处和近处，并没有什么分别，凡是地平线以内的东西，

听的人都觉得，好象近在眼前。那种静悄无声的情况给她的

印象是：与其说它单纯音响绝灭，不如说它积极具有实体。

这种寂静，忽然叫弹琴的声音打破了。（《德伯家的苔丝》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章，第185页） 这是六月里一个典型

的夏日黄昏，空气非常平静怡人，又是如此能传播的声音，

以致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也具有了两三种官能，如果说不是

五种的话。远处和近处没有分别，地平线以内的一切对于听

者来说都近在咫尺。寂静无声使苔丝产生的印象与其说是声

音的不存在，不如说是感觉到一个明确的实体。有人拨动琴

弦，打破了寂静。（《苔丝》，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章[19

节]，第113页） 那是一个典型的六月黄昏。大气的平衡如此

精致，传导力如此敏锐，就连冥顽的无生物也有了知觉-如果

不是五种知觉的话，也有两三种。远和近已失去了差异，地

平线以内的声音都仿佛是一种积极的实际存在。而这寂静却

被拨弄琴弦的声音打破了。（《苔丝》译林出版社，第3

章[19节]，第108页） 这是六月里一个典型的夏天的傍晚，空

气柔和均衡，特别具有传导性能，因此，没有生命的东西也

仿佛有了感觉，即使不是五种，至少也有两三种。远方和近

处没有了区别，凡是在地平线以内，任何东西听起来仿佛就

在身边。万籁俱寂。她顿时觉得，这寂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

的实体，而并非只是声音的消失。接着，这寂静忽然被琴声

所打破。（《苔丝》浙江文艺出版社，第19章，第144页） 相

比之下，译林版译文较为流畅自然。但若以文学语言的标准

看，上述译文在推敲词语方面均有不足之处，像atmosphere,



transimissive, two or three senses, if not five, within the horizon,

positive entity等词语的译法虽"精确"，但不够"精彩"（⋯⋯）

。试改译： 这是六月里特有的夏日黄昏。暮色格外柔和和静

美且极富感染力，连那些冥顽之物都仿佛平添了几分灵性，

有了各种知觉。远近一切，难分彼此；天际间任何一丝声息

，听来都恍如近在耳畔。她觉得这静寂并非单纯的悄无声息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不想这静寂却被瑟瑟的琴声打

破了。 （选自马红军著《翻译批评散论》，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第119-121页） 上述翻译批评方法为翻译批评家所普

遍使用。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随着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统计语言学

等学科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翻译批评的不断加深的认识，人们

批评翻译的方法也将会不断地更新和进步，也必将变得更为

科学。 二、翻译批评的步骤 翻译批评的步骤大体可分为：1

）分析原作，2）分析译者的目的，3）比较原文与译文，4）

评估译文。 1） 分析原作。批评者必须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

意图、写作态度、写作的读者对象、写作的类别，准确评估

原作的语言水准和语言风格。这些内容也是我们作传统的文

学批评时必须要弄清的几个问题，即: Who wrote the text?

When was it written? Where was it written? For whom was it written?

For what purpose was it written? How was it written? 2） 分析译者

的目的。批评者应站在译者的角度来看待原作，了解译者所

遵循的翻译原则、翻译步骤和方法以及译文的读者对象。换

句话说，批评者必须弄清这么几个问题：What kind of

translator was the person? Why did he do the translatio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did he do the translation? For whom did he do



the translation? What translation principle did he observe while

starting to do the translation? What procedures and methods did he

follow while doing the translation? 3） 比较原文与译文。批评者

在弄清原作的主题和中心思想、语言结构（包括段落的划分

和语篇的衔接等内容）和各种修辞手法的前提下，应认真地

对比分析原作和译作，审核译者是否在译文中完美地处理好

了这些问题没有。批评者既可采用单一译文比较，也可采用

数种译文比较。前者是指选择一种译文，将之与原文比较分

析；后者是指选择数种译文同时与原文比较分析。一般说来

，后一种方法更为批评者所钟情，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其更具

深度和广度，更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4） 评估译文。批评者

首先根据译者的翻译标准评估译文在表达方面是否准确地传

达了原文所承载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所选择的翻译标准去

评估译文在表达方面是否成功地传达了原文要传达的东西。

另外，批评者也可脱离原文来看待译文，将译文视为一部（

篇）作品，从纯写作的角度来评价译作的得失。最后，评估

译文（如原文为严肃之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该译作

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及翻译价值。 三、翻译批评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 多年来，翻译批评在我国的重视程度还不高，翻译批评

的水平还偏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社

会因素又有个人缘由。不过仅就后者而言，原因大体有这么

几点： 1. 翻译批评费工费时，容易招人非议，吃力不讨好；

2. 评价译文的视角颇多，常常是越说越说不清楚； 3. 有关原

文作者和译文作者的信息资料不易找到，这样影响到批评的

客观性和科学性； 4. 批评者自身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素质不能

适应高水平翻译批评的要求。 由于翻译批评是社会个体所承



作的一种社会活动，因此从事翻译批评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1. 充分了并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

法规，将翻译批评活动置于政治的要求之下； 2. 正视原文作

者、译文作者和翻译批评者之间的时空距离，翻译批评时应

该正确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这种距

离； 3. 批评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杜绝胡批乱评和感想

式的点评，应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客观地、全

面地、系统地去观察和分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必须尽可

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 4. 批评者不仅必须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质、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扎实的语言基本

功和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应当同时是一个"作者、译者、译

文阅读者、译文分析家、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史家"； 5. 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批评者应尽可能地发现同一原文的数种译本；

应用多种译文与原作进行对比分析更有可能增强批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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