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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在 《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系统

论述了他在翻译 实践中酝 酿 已久的 “ 动 态 对

等 ” 的翻译理论
，
旨在译入语读者中获得与原

语读者的等值反应
。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成功

的译作必须在语义和风格等方面与原作等值
。

这两个原则在翻译中能否完美地实现呢�

笔者以为
，
两种语言间的意义和风格的绝

对等值是困难的
。

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下翻

译等值的限度
。

一
、

文化方面
�

符号的意义深深植根于千百年历史创造的

文化之中
。

文化是有序行为的结构系统
，
包括

不同类型 的意义形 式
。

要了解一个民族 的文

化
，
必须掌握其意义形式和类型

。

不同文化系

统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形式
，
却表现出迥然不

同的形式类型
。

例如
，
所有文化系统都有十三

这个意义形式
，
但由于特殊的文化类型

，
西方

人对此很忌讳� 中国人则无特殊情感反应
。

巴

斯奈特
一

麦基尔在其《 翻译 研究 》一书中所举的

�����������。 一例颇具说服力
。
������在英

语中有完善
、

纯洁
、

高贵等蕴涵意义
。

而在意

大利
，
����� 主要用于烹调

，
没有

“
高贵

” 的蕴

涵意义
。

由此可见
，
������ 与 ����

。 在不同

文化背景中其所指功能价值都有所差异
。

所以

说
，
由于两种文化系统的差异

，
两种语言间翻

译的绝对等值是不存在的
。

一个出色的翻译家

不是去寻找貌似等值的文化形式
，
而是努力将

一国文化类型传达给异国的读者
。

文化是历史

的产物 ，
处于相互影响和发展变化之中

。

各种

文化相互联系
，
相互渗透

，
趋于形成一种世界

文化
。
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加速这个进程

。

二
、

语言方面
�

语言是文化的内核
，
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

。

�������在 《符号学 》一书中指出
� “ 最终

，
所

有的符号系统都要归至语言
，
因为任何所指事

物
，
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可以用词来表示

，
人们

可以用 语 言 描述 图 画
、

节日
、

地图
、

化学公

式
，
甚至梦幻

。

所以
，
语言中存在形形色色的

符号和意义形 式是不 足 为奇 的 ” 。

实际上
，

�������反映了素绪尔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 》 中

的观点
�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
犹如书

写系统
、

盲文
、

军事信号等
。

不过
，
语言是所

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而已
。

语言是

文化的核心
，
文学则是语言的艺术

，
较多地使

用美学符号
。

美学符号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

中产生的主观印象
。

文学是主观的
，
它通过印

象引发人们的心理共鸣
，
并通过大自然揭示人

们的心灵从而抒发自我
。

实验表明
�
人们对自

然的态度
，
甚至 思维方式的形成 皆受文 化 之

制约
。

因此
，
不考虑文化因素单纯进行两种语

言符号系统的转换不能说是成功的翻译
。

两种

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总是有所失也有

所得
，
主要是美感效应

。

翻译的得失在辞格翻

译中表现最为充分
。

如英语
“
��

� ����� �� ��

�����江���� � �
��

�
� ” 就形式而言

，
汉语也有

明喻这一修辞手段
，
汉译似乎可以直接替换

�

那女人妓美若天鹅
。

但是
，
从符号学角度对这

一修辞手段进行探究
，
在英

、

汉两种语言中这

一辞格有着不同的信息和美学价值
。

在西方文

化中
，
修顽白晰的脖颈

，
是美丽女子和漂亮天鹅

的共同特点
。

在这个意义上
，
女子可以说是妓

美若天鹅
。

在中国文化中
，
白晰

、

纯洁和秀美



是美丽女子和漂亮天鹅的共同特点
。

在这个意

义上
，
女子也可以说是妓美若夭鹅

。

符号学告

诉我们英汉两种语言的明喻在形式上等值
。

但

由于符号类聚关系系统不同
，
在读者脑海中产

生了不同的美学形象
。

这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符

号学家 ���

������� 结论 的正确性
。

他写到
�

“
每一个符号必须存在于一个符号系统之中才

能产生意义
。 ”

语言符号系统同其他符号系统一样也有以下

四个特征
� �

�

作用方式 ��
。 �� �� ����������

�
�

有效范围 ��。 ���� �� ��������� �
�

符号性质

与数 目 ������� ����切���� �������� �
�

作用

类型 ����� �� 。拌�
���

���
。

语言作用方式是说

与听多 有效范围是交际， 符号性质与数目是词
、

汇 ， 作用类型是句法
。

前两个特征是语言系统

的外部条件
，
后两个特征是语言系统的内部条

件
。

所有语言符号系统
，
前两个特征都是相同

的
，
构成语言的共性

，
后两个特征在具体语言

符号系统中各不相同
，
形成语言的个性

。

如
�

�
�

词汇方面
�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历史背景

不同
，
同义词差异悬殊

。

钱歌川先生曾指出
�

汉语中表示幸福的词有��个
，
而英语中有���

个
。

�
�

句法方面
�
由于英 汉 两种语 言句法不

同
，
英语中有歧义的句子在汉语中不一定有

。

女口
�

��
� ����� �� ����� �� ����

�

������ ������ ��� �� ���������
�

三
、

文字系统方面
�

文字系统不能与语言本身混淆
。

文字系统

是运用视觉符号记录语言
。

文字系统是语言符

号系统的符号系统
，
也是一种传播媒介

，
有着

自身的特点
。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
，

其表意的主要方法是象形
，
注重视觉类比， 英

语是表音文字
，
注 重 听觉 感受

。

关于文 字翻

译
，
�

�

�
�

������� 在 《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

一书中第九章
一

讨论了文字 翻 译 的 问题
，
所以

说
，
翻译也包括两种文字系统的转换

，
由此也

造成某些问题
。

汉字的许多微妙之处很难在英

文字中得到再现
。

反之亦然
。

如汉字的拆字对

联
� “

人曾为僧
，
人弗可以成佛

。

女卑是埠
，

女又何妨称奴
。 ”

译成英语为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中的回文
�
���� ��� � ��� � �

��
����

�

译成汉语为
� “ 我在看到厄尔巴以前曾

是强有力的
。 ”

其文字符号特点在转换过程中

都损耗掉了
。

四
、

译者的阐释和风格
�

�

’

译文中意义上的得与失主要归咎于译者对

原作的阐释
，
因为译者身兼两职

，
既是信息接

受者同时又是信息发出者
。

接受理论认为符号

有两大类
。

月亮和 ���� 在不同文化中都 能

发挥其所指功能
。

但当我们说
“ 月亮” 在中国

文化中有合家团圆的蕴涵意义时
，
我们所说的

“ 月亮
”
是另一类型的符号

。

因此
，
符号有两

个层次的意义
，
所指意义 �或技术意义 �通常

是不同文化所共有的， 蕴 涵意义 �或 诗 体意

义 �通常是接受者在不同文化经验影响下所做

的不同阐释而产生
。

后者常常导致理解和翻译

失误
。

风格的得与失更为错综复杂
，
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的 因 素
�

文 化 的
、

语 言 的
、

个人的

�即民族风格
、

语言风格和个人风格 �
。

这三

方面的因素相互豁响交织在一起使风格的等值

翻译成为难以企及的理想
。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
�
跨文化翻译的绝对等值在理论和实

践上都是不能实现的
。

因此
，
翻译作为文化交

流的有效途径应以原作为本
，
在译入语中着重

再现原作的文化
、

语言
、

文字及风格等特点
，

以丰富译入语的文化和语言
。

由于不同文化
、

语言
、

文字系统间的差异
，
绝对的翻译等值是

不存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