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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7/2021_2022__E7_AC_AC

36_E8_AF_BE_E7_BF_c67_467090.htm （四） 现代西方翻译 西

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

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

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

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

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

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

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

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

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

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

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

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

、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

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

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

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

（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

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



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

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

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

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

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

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

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

；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

。 二、西方译论简介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个侧面是翻译理论的

发展。同其他的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不依赖理论而存在

，然而，翻译的实践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

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西方最早的翻译

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作为解

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西塞

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

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

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

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

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

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

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向前发展。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

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

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

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

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

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在中世纪, 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

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

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莫的不屈

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

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 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

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

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有巴托的"

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

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

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quot.译

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

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

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和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

；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

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在二

十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

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

观点；有雅克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

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为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

作决定的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

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

、卡特弗德的翻译在于"语言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

有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可以说，

所有这些主要观点都是构成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侧面说，西方翻译理论有主要由两条不同的线构成

。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这是一条最古老的线，从泰伦斯等



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理论家（捷克的）列维

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按照这条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

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

直译和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

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尊重译入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

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另一条线从古代的

奥古斯丁延伸到二十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

论线。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

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

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策。这两条线都各有其偏颇之处。文艺

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文的艺

术效果，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

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

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往往局限于单个的词、句子

或语法现象，而忽略话语结构这一更为广泛的内容。直到最

近十年来，随着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才

开始有所修正。 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已占据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家大都一致认为，翻

译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研

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义学

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控制论、信息论等多种科学有关。必须看到，不论是文艺

学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它们乃是相辅相成的。翻

译既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创造性、文学性的，也不是在所有



时候都只是传递客观信息的。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

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的

客观的和内在的规律为其唯一的目的。否则，翻译理论就会

失去它的生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