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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翻译理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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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翻译翠长期矗来信奉和遵循“信、选、雅 。 茂革开放引进了国外翻译理论界不l／毒Ij译理论和标准，其 中最抑国 

人柞道的就是当代声名显赫的美国翻译理论之父尤金 奈达所提出的 动态珂等 、 功能对等 、 翻译信息沧 、“读君反眭论 

等翻译理论和原则 这些雁刘南理论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蕾叉舟绍和评连了 

事选的上 连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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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Eugene A．Njda 

Ⅺ ONG De-mi 

cDe~ nt ofForeigntJ．owwges，Sovzhwes~UnitersiO"ofPoli&d Scieme and ，Chongqing 400031．(~ina) 

Abslract：In China，beth translators and n'amtafional theorists have been abiding by the triplet theoD,of translation：faitlffalness expres— 

sl唧 ess，m,d elegance．Neverdm[ess，with the pohcies reform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a series of trmMafiorml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foreign cotmtr~e8 mnoug wb；ch are dymmaic equivalenc~“ functional equivalence“ ’me-cse,ge tbeoO' ．as well∞ 

reader’s respor,_~e“advocmed hy Eugene Nida
．
father of traoslational theory

．

in the eontemporaD,U~fited States of&menea The afore-[nerl— 

tionad theories have．∞ the 0ne hand，exwiebed the t ranslational theohes in China and served as effeclive gl̈de to dm practical：r,mslation 

'lifts article accordit~gly，introduces and eotnttle~ts on Eugene A Nida theo~'of translation 

Key rds：faidffuh~ess；expressiveness and eiegw．ee；d
．

,mamic equivale,~ce： m  o equivalence：me~sagethe：o~：re~der’e respo~se 

当今世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显著特点就是将翻泽理 

论问题融^语言学的各门研究领域，即把翻译理论与当代语 

盲学的结构理论 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比较 

浯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模糊语义学、社台语 

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符号学 及美学、逻辑学、哲学、语言哲 

学、政治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试图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找 

出翻译理论的新路子，探索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 

尤金·奈=选(Eugene A Nida)、彼得-纽马克(Peter Newnmrkj、卡 

特福德(J C．Cafford)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aioer)等就是在 

上述有关领域卓有成效的翻译理论家。尤金-紊达是其中最 

为中国翻译理论学术界所熟悉且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 

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也是西方语言学派翻 

译理论的主要代表 被誉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其翻译 

理论在全球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 

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摄早、最多，影响最大。他的著 

名翻泽论 著《翻译科学探索》( w丑Id a Selence of Tra,~laring 

1964j，《翻译理论与宴践》(The 2'heory and Practice Tra．r,sJafion 

1969，与塔怕台著)，《语义的成分分析》cComponential&mlysi of 

Meardug)，《杂达论文集》(La Structure and Trar~dati0n：Es— 

says by Eugene A Nida，ed ?mwar S Dil)，《从一种屠言 另 
一 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From One Lat~：uage to 

毗】 ：Ftmctionai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mtafion 1986 与冉·备 

· 瓦尔德合著)，《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ea~slating： 

Analysis of蹦 §and Pmeedures 1947)，《翻译科学)(Scie ewe of 

Translation 1969j以及与中国学者金陧台著 的《论翻译》(On 

Tram|ation：with spe~a Reference to Chiaese and guglish 1984]．和 

1993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 言、文化与翻译》 

(Laaguage，Culture，and Trmtslating)，《浯际交流中的社会话盲 

学》(21 Sociali,~,uisfies of the lnterHt~al Commurdcad0丌1996)等 

著作(包括台著)近40部，文章 200多篇 

紊达的论著 自从传人中国译学理论界之后，为中国翻译 

学术界打开了新的窗口，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译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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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 ，尤金’奈达这个名字在我国翻洋界乃至语言学界． 

现已广为人知 因为．他的翻译理论是我国学术门户对外开 

放后被较阜引进的当代外国人的翻译．他的理论译观也是国 

内译界评价较多n々 ”【0 

奈达 1914年出生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城 ．从小笃 

信基督救．并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中学开始学习拉丁语，进 

人洛杉矶舡州大学以后又专修外语，主攻希腊语，兼学拉丁 

吾、德语和法语。I936年 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 

学。1939年获加利福尼亚希腊语《圣经·新约》的硕士学位 

1941年他进^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描写语言学、 

文化学．人类学、古英语等课程，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 

德(Leonard B]oodfield)等 1943年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博 

t毕业后．奈达受雇于美国圣经公会，不久又受聘作该公司 

晤言专家，井任《圣经》翻译部执行秘书．专门研究圣经的翻 

译及其理论研究一I946年任职于联合圣经公会组建的“《圣 

经》翻译工作小组”．后来l1949)担任联合圣经公会创办的《圣 

经翻译》杂志(1rhe Bible Trar~lator)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 

在组织翻译《圣经》期间，他亲自担任翻译工作，组织大型研 

讨会议，制定培养出大量的翻译顾问人才 他所制定的《圣 

经》翻译原则和指导思想不但用在《圣经》翻译和推广 [．而 

且还广泛应用到其他翻译领域。 

奈达发表的著作横跨45年，对他所遇到的大量翻译问题 

作了分析研究 奈达最知名的著作 无疑当推集 20年研究成 

果的《翻译科学探索》(1r0waM a Scielice 0f Translati【 1964)。在 

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翻译过程三个阶段的模式：即分析、转 

换和重组。他还详尽地论进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 

立的“动态对等”概念，从而与那些把翻译仅看作是从表层结 

构中寻找对应成分的比较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 

奈达首先是一个钟情于《圣经》研究的学者和翻译音。 

虽然他倡导和组织翻译的《圣经·现代英语译本 Todav’s 

En sh BiNe)主要读者对象是好些不以英语为本旗语的人． 

但该书 1996年出舨后，立即受到广大包括以英语为本族语的 

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译本所采用的英语形式清 

爽明晰，可读胜极强 同时．东达所倡导的翻译理论”动志对 

等”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得到检验，为推广英语世界对《圣 

经》的解读和研究做出了较 贡献 ： 

奈选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语言翻译理论家 纵观 

西方语言学界 无论古代、近代或现代，人们通常只从浯寄历 

史、语言关系、社会语言学、论语分析 句法转换等方面探求 

语言科学和发展规律 像奈达这样把语言学校系统地适用 

孤翻译理论中并从中找出翻泽转换规律的跨语言学和翻译 

的语青学家还很少见到，能把语言科学、翻译科学和翻译艺 

术与文化紧密结台的语言学家就更少见。 

奈选作为语言学家，非常重视 实地考查的方法研究和 

检验语言；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外实地考查，每次都达几个 

q或牛年以上 他先后到近百个匿家，对 200多种浯言．特别 

是非洲、拉 ]一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岛上的 些小浯种进行研 

究 奈达在研究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同时．还参加语吉学 

习所，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 1986年，奈达还担任过 ·属美 

哥言学会会长 崇达对中国人民有着浓厚的情谊．从 I 982 

年起先后多次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其翻译理 

论著作《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Cllhtre an【1 rrarMm呲 

1993)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 书存蓰国 

翻译理论界受到普遍好评．成为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 

究生首选研读的翻译理论著作 

人们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描 

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 

描写语言学阶段的研究只是语言的句法现象和面法现 

象：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英语句法概要》1 A s 一 

opsis 0f En sh S,mtax)，《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 Pri[Jciples 0f 

Tra~hfion Exemplified b
．

v Bible Tl"m,slafitrg1．《沦词法 ：词的描 

写性剖析》(Morphology：1l Descriptive A儿alyds of g~ords： l 

MMy~is of Principles肌d Proce． l1m 19471．《翻译最常 见的错 

误》(The Most c㈣ 『】E in Translating)，《是翻译迁 是璋 

义 》 Translate or Pl蜩ph瑚e?)，《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几个心理 

学问题}(Psyclmlogical Problems in SecoM La uage L 6nF．)等 

在第一阶段40—5o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杂达主要从语言的 

词法、句法并结台翻译理论阐述语言的本质秆语际翻译关 

系。试图我出更加科学的语言翻译转换规律 他在这一阶段 

所提出的语言层次理论要比乔姆斯基的 表层结构”和 探层 

结构”要早得多。 

交际理论阶段，这一阶段是他的翻译理论形成和确立时 

期．也是奈达关于译学科学理论研究生涯中“最重要、最活 

跃、最丰产韵时期” 第二 阶段时间跨 度为 】O年l】959— 

1969)。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的文章是他在 1959年发表的 

《从圣经的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 髓of Trar~latlon as b㈣ 

pf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著作显他 

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宴践》(The Th∞ and P acti of 

Translation) 在这一阶段，奈达的语言翻译理论研究达到 了 

高峰，他的系统翻译理论——翻译交际学理论在此阶段形 

成。尤其是他在遗一期间所出版的专著《酗译科学探索≥鞴 

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他在弭青翻译理 1仑 

与实践领域的崇高地位 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沱及占 

代 近代许多翻译观 点(如泰勒的“翻译三原 则”)西方翻泽 

发展史，译文信息接受者和原l殳信息接受的效果，翻译的定 

义原则、类别、方法、技巧、工作程序、组织问题以及机器翻译 

对等。在《翻译科学探索》中，作者从理论到实践探，、系统地 

阐述了翻译问题。他认为 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 
一 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 ．⋯ 鱼始至终 奈 

http://www.cqvip.com


熊话米 杂选翻译理沧评述 

达就是从这种科学的观点出发， 现代语言理论为指南，采 

用描写性而非规范性方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贡献：”2 (P60)奈选第二阶段除上述经典性著作 

外，还有《圣经信息和传救使命》【Message and Mission：’‰ 

Communication ofthe Christian Fulth 196o)，《语义结构与翻译对 

等的几个问题}(Son：e Problems of Sernantie Structure md Transla一 

on Equivalence 1960)，《圣经翻译与语言科学》(Bible Tram]at— 

ing and the Science of Liagulstics 1963)，《语言与语义结构》(Lin— 

suisties and Semandc Structure 1964)和《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datic,r,1969)。 

社会符号学阶段，从 70年代到现在 ，年逾古稀的索达翻 

译理论的发展又进^了 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奈达继续他 

曾经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翻译原贝【；，另一方面又对以前的 

翻译理论进行修改和完善 将原来有用的成份纳^新阶段 

的研究之中．形成新的语言研究模式——社告符号学 在第 

三阶段．奈达主要研究语 义问题 其观点是：不同文化背景 

的^交际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语 义关系问题 如果语义 

问题解决了。跨语义交际中的翻译问题 电就不难解决了 本 

阶段奈达最为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问题，这 

在第三个研究阶段显得特别突出。”尽管文化问题一直是奈 

这翻译研究 中所关注的问题，但在这一时期，他更多地注意 

J了语际交际中的文化因素问题 ，并开始采用社会语言学和 

社会符号学的观 和方法来研究翻译问题。”0 (P61)他还认 

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不能脱离语 

言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 ，语言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 

原语(SOLl~ee】an )在译语(target language)中忠实地表现出 

来，让译文读者象原文读者一种感受到原支的种种义蕴。在 

这一时期，表现其主要观点的著作和论文有《语义的成分分 

析》(Exploring Anal州8 of Meaning)、《语义结构探索》(Exploring 

Scme~ic Structure)、《符 号 意 义和翻译》【Signs，Sense and 

Tranalatim~) 《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 Tt~as|ating Means 

Commtrrfieadng：A Sociali％mistic Tneor~of Translati0n)、《意译》 

(Translating Meaming)、《论翻译》(On Translation)、《语际交流中 

的社会语言学》(_rhe Sooialinguistics of lntedingual Conm~unica— 

tiro1)、《语言、文化与翻译》【LallgL!age C~ture axed Translating)和 

《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Tramlating Means Conu'aunicating： 

A Sociahngtfisuc Theory
． of l'ranslation)以及《跨文化的意义传递≥ 

(Meaal~tg Across Culturesj等 

奈达的翻译科学思想和应用语言学思想在翻译中的综 

合应用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 

念．也铸就了这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家， 

使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两千年来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哲罗 

姆到中世纪欧洲的波伊提，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伊拉斯 

奠、德国的跨德、法国的多雷、英国的查普曼 ，到近代的巴托、 

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和英国的德菜顿、泰特勒、阿诺德， 

一 直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 ’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 

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 到翻译救学的组织工作，从 译 

到笔译 ．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 ，从语义学 人娄文化学，几 

乎元所不全．从而丰富并拓展 r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 ” 

(PSO)为人类语言的翻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树立了翻 

译理论与实践的丰碑 纵观奈达语言和翻译学理论发展轨 

道，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界对奈达的研究成果，兹简述如下： 

第一，翻译信息论lmenage oflranslation) 

奈达首先将信息通讯引人翻译理论研究，电是近年来西 

方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研究翻译问题 如卡 

特福德【C Catfold)、纽马克(P New,hark)、雅可布逊lI／Jakob— 

s0n) 及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科夫萨罗夫等 奈达和塔 

f13 1969年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aral Practice of 

Tmnsl曲佣)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lYanslati。n)两部著作均对翻译信 包论作 详细论述 他认 

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晤义分析的途 

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 翻译 交际．某种译文如果 

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 即严复所讲的 顾信 

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因此，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 

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 

同=” (P12)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 

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 。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 

受。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必须“拉长”信息的表达形式 ，让 

原文信息与译文读者的信息道相适应，即让原文信息顺利通 

向译文读者。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语系 

的原语和译语。“这种拉长信息表达形式时，译者不能任意 

增加信息内容，而只是把原文那些 不言而喻’的内隐成分转 

变为文字。”J (Pllg)就怎样“拉长 信息道，束达还绘制图形： 

长度 

难度 一  信道接受力 
— — — — — — — — — — — —  

关于这一图形的具体例证 ，奈达本人役有提供 J以弓J 

用张今救授所举的例子说明：Son，lover，drinker fighter，lead— 

er．Hamlet is the incammiot~of all human poterdial det~nted }w ㈣  

warpof human[1&~211rl2 and destiny译文：作为儿子、情人、思 想 

家、战士、领袖，哈姆莱特是某些人率来可 享受灭伦之乐 

品尝爱情的甜蜜 在事业上作一番成就 但由于凡性干u命运 

的作弄，终于含恨而死的象征。英语词 potential 在英汉词典 

上译为“潜力，可能性”，实际上指 that which is possible”，含义 

很广；“hunch polential“指 人所能达到的一切” 联 系 SOIl 

lover，thinker，6 时。leader等词， all Ⅱ1啪 polenfal 的含_艾 

就更加广泛；defeat指“挫折” 我们只能根据全剧剧情 从天 

伦、爱情、事业三个角度具体阐释，得出了上面的译 文。总 

之，原文信息“all hunmn—potential”一语的难度大而长度短．如 

果直译，不适台中国读者的信道接收力．因此．采用意译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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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表达形式拉长．按照奈达的说法，这是将原文的内隐藏 

分转变成文字 

第二．“动态对等”论(dynamic equIv ence) 

奈达在 6O 了(1年代提出了“翻译 的新概念”和( h,antic 

equivaleaee)．80年代对此概念进 行修正．改称 “功能对等” 

If̈nctiona~etTLI】valence) 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耐等”鳗强 

调译文与原文在 内容上的 致优于形式上的 致，有失偏 

颇 ，容易缩人一种印象：内容稻形式矛盾 他在《从 种语言 

到另_一种语 ：论l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将原来的“动 

态对等”改或两者兼顾的“功能对等”，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 

内容对荨，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巳要求对等”(riot o Y d e， 

qⅧvaleat content of mes age．hat．Ln so far as possible equivalem of 

妇 form) 相比之 F 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 

关于 功能对等 ．他在 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 

译≥中又提出翻译对等二层次 他强请，所谓 对等 分为‘最 

高层次对等”(tt~ximal e valerlce J和 最低层次对等”(rrdmmal 

eq3 ivalence)。最高层次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 使目的语听 

众盎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 

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致 。(The 

ma,tess of a wanslaled lext should be able to ut,demtand and appreci· 

ate it e*~ettfially the sa as the∞ 砌 t~aders did)而这种层次 

的译文，奈达认为永远无法选到，尤其是两种语言的文化和 

审美价值差异较大时．更不可能达到。最低层次的对等指 

“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 

欣贫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The readers_of a 

translatedtext she tdd be able comprehendittothe point 】m tbey 

can,：3onc~ive 0f mw the o “ readers of the n mtat have trader· 

stood and appreciated jt)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低于这一要 

求的泽文就不可能让人接受 ”fAnything less than tiffs degree of 

e alenee shotdd be hkrlaCcepmble) 】 

奈达在和塔伯台著的《翻译理论与襄践》中对翻译的定 

义：‘所情翻译．即是在人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 自然的对等 

语再现源语的信乜，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 =l’rvanslafion 

。0m ists in I n uc】 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E~amra／e 

quiw3en!ofthe SOLire~ language messnge，fir,o~in tem3s ofmeaning 

and second in忙T璐 of styte． )这三个重要概念：最贴近(the dos— 

e5I J、自然cnatura1)和对等(equiv~em)，表明他对翻译的观念和 

态度 他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 

一 种语言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 

语、以适当的方式重组原定形式和语义结构进行交际，并不 

存在某一种语言“先进”，某一种语言 落后”而无法翻译的问 

题。但是，不讫语内翻译(intralingu~translation)迁是语际翻译 

(interlingunl trmMafion)，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肯定存在一定差 

异， 可能绝对等值。不同语音、语法、词语等表达形式的差 

异并不影响相同的表达功能，译者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种差 

异，在意义和文体上找出最佳对等语言 系(意义和形式关 

系)，使译文最大限度地从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原文。 

第三，读者反应论(tlleor'~of readers’resfx3nse) 

评价译文的重要迹径之一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后 

对原文作者所示信息的反应。紊达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 

译文读者或译文语言接受者，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 

读者对译文的反应 ，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 

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者的反应是否一致．“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验公l聩对市场产品的 

反应 对某种产品，不管理论上认为它多好 ．电不管它胨州 

时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反应不好 那就 会被毽受。 所以， 

译文接受者与信息的苯系直该是在实质上相同干原文接受 

者与信息的关暴。”(The relati~mhip be'i~eeal'eeeptorm,dmessage 

should be absdutely the sⅢ e that which exis／ed bep,,,,een the 0 - 

ins．|receDtor andthe me ag ) 

评价 种译文的优劣．人们长期以来习随于将原文和译 

文进行比较研究 ，如画 [、句法、修辞 及文化等方面庄暖种 

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而忽视了译文的服务对象一 读者对洋 

文的具体反应 奈达注意到，评价详文必须结台译文读者的 

具体反应。怎样才能了解到译文读者反应与原文读者反应 

相同，从理论上值得借鉴和效仿 ．但从译文和愿读者群体分 

由于各 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史 、文化背景、教育层敬均不 

同，要客观真实 比较很难 ．事实上．“读者反应论 这一概念 

并非奈达 人独创，17世纪英国文坛巨星德莱顿早就创造出 

来了，只是被紊达进 步发展了。 

第四，语言共性论(1anguage umversality) 

语言共性论主要 目的在于阐明不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 

可转换性——可译性一两种语言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 

在意义上相通 只是需通过翻译改变原文内容的表达形式 

而已 =奈达对这一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帮助创造了 

种以新的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以增进』、类钾互 

之问的交流和了解 ”LI1奈达坚持认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可以技副彼此对等的表达词语寒进行交际 绝 

不存在某种语 言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电，t、存在 1；种民旌 

语言“落后 因素而在翻译中受到限制、地在《翻译理论与宴 

践》中写道：“如果说 切语言在形式上郡有所不同舶话 i 

语言之所 不同，主要在于形式)．那么，为 了保持内容 目捕 

就必须改变其形式。(If all language d／ffer in fc．m,Land ins the 

e~enceoftheirbeing differemj，then te naturallythefom~s must 

be changed if one is tO present tbe eantent．)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 

达相同的思想内容，即“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 
一 种语言来表达。 (Nid~．＆Taker．1969} (阿4)因为他认为、 

人类的共性多于差异，在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中，都存在 

种 共核”(con]]3lo~COte)，世界上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 

能力，即都能满足使用谚语言的本族』、表达思想、描述世界、 

进行语言交际的需要。关于“语言共性论 这一基本观点以 

及他本人的相关论述，在《翻译科学探索》中，他举出了大量 

语言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 其中晟著名的例证就是如何翻 

译“whhc⋯  (雪 白)这一英语成语 他写道 ，虹果世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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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一年到头根本就不下雪，那里的^们 电无从见到天 

上所下 雪是什幺东西，语言中也段有 雪 这个概念和相应 

白々词汇，如果按照直译 ，对那里的人则不会引起相同的联想， 

因而这种译文旺就毫无用处 ，从而形成他所讲的 零信息” 

(ze㈨ essage)。在这种情况下，奈选提出了解决办法 如果译 

语中没有相应的同语或表达方式，可 婢“舢~hitc艇 n0w”译 

成 自如”“霜”(white as frost)或者“自如日鹭毛、白如蘑菇”等 

相应的惯用法 这样的翻详．尽管在译语中有所 ‘走蛙”．但 

其引伸义或比喻义仍相同或相似 ；如果译语 中找不刮相应韵 

表达法或既用语，译者可 考虑用译文读者可以接受叉能表 

达相近意义的词 ，如可以将“w 踮sn ”译。非常白”或 很 

白”，叉如，在古代西方，人 们习。 于见面时用“神圣地 亲 

哳“，而译或现代语则可以是 非常亲热地握手”i困而英语里 

的“spnng up like I~IL1ShI'O0tl'L~,’。洋成汉语时，完全可以译成汉语 

读者所熟悉的 如雨后春笋”。 

当然，对于奈达的上述观点也有不同反应，有人同意有 

人反对 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奈达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许 

多难以翻译的难题，并以此来批驳那些持“不可译性 观点的 

人；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奈达的翻译变通可能导致滥译 

或错译 

四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的桥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可追溯 

到非常古老的社会，只要人娄社会存在不同民旗、不同语言 

(包括使用相同语言方言)之问的交流，就会有翻译的存在， 

有的翻译是 自觉行为，而有的翻译则是不 自觉行为 然而， 

尽管翻译实践早就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进步．但构建翻译 

理论系统却显得步履蹒跚 在西方世界．直到 16世纪法国身匀 

多雷(Do]et)发袁过翻译论文之外．在法兰西学院和詹森主义 

的共同影响下，̂ 们才开始认真探索翻译理论、按照科学的 

方法从理论上系统研究翻译活动。可惜这些努力被当时处 

于黄金时代的法国文学所窒苜了，直到1660年力斯帕尔·德· 

唐德(Gaspard de Tende)的《翻译的标准》和 1651年皮埃尔 -达 

尼埃尔-于埃(Pierce-Darw~．elHttet)发表的《论翻译》，打破了公 

元前的西塞罗(M．Cicero，106-43，B C)之后历代译家的传统 

做法；从 18世纪末的施莱尔马克赫(F E D．Schleiermacher， 

I768-1834)到本世纪的奈达穆南 (G．M0 )̈和卡特橱德(J 

Cafford)长达二千多年的西方翻译历史 人们吸取哲学、寡教、 

语言学、美学精华，形成独特而具有开拓眭的翻译理论体体 

系 “然而，由于翻译受到相关学科学者们的冷落 从而使它 

堤有能够被看作是一种 sLfi genefis‘自成一体韵)活动 叉由 

于人们对“可释性”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 

问是否存在可译性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对翻译活动的悲观 

论调长期盛行 ，从而延缓丁蕊译理论的形成～ 

自从 60年代奈达 提出了一套以谴者的反应为依据的翻 

译理论”之后，在西方翻译学理论体系中柯起了 面旗帜 

改过去翻译理论只注意原作在译文中的表现 情况 ，姐注意译 

文与原文表现对等的翻译观念 ．他认为， 有表面的文字现 

象(符号)不重要，译者可以在用字、修辞、比喻 及情感表达 

方式上作 一些灵活处理；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改动与调整能 

让译文发挥原文在读者中所起的作用 即_̂无的译文凄者 

作出的反应应跟愿文读者阅读厚文时所产牛的反应摹本相 

同：如果选不到这十要求，译者就应该对译 文的种种表达方 

式进行修改，务必让译文作出类似于原文作者的反应 这是 

他所提出的“功能对等”反对 形式对等 lfocmal uv ence) 

的根本所在 反对“形式对等 ，邑之， 意义第 r 形式第■ 

是奈达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键所在 

纵观奈达的所有重要观点，其榜心就是要详者 构设于 

原文语言的表面形式，而主要关注原文的意义 所 人 普 

遍认为亲达是一个 意译中心论者”，“意译是奈达翻译理论 

的核心”。 

奈达的翻译理论尽管在翻译理论界和实际翻译人员中 

起了不少的理论指导作用，但也引起不少争论 有人认为他 

的理论体系来 自于《圣经》翻译，不适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翻 

译哲学 历史、科技等著作时，译者就应谊如宴地传达原文内 

容，而不能只顾读者的反应；他的 动态l功能 对等” 强 调 

的间译方法在中国早有人提出，但毕竟是他的 家之言，难 

免带 L自己的主观色彩，更何况他的理论观几乎涉及了语青 

翻译的方方面面 不可能不会带来相反的观点和看法 再 

说，一个理论的提出，如果没有人敢于提出质疑或表矗 ，、同 

观点 ，这种理论也就不会有更强的生命 J翻译理论也不例 

外一可见，奈达的理论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翻译世界，尤其是 

中国翻译理论界，产生丁不小的影响。只要有翻译理论研究 

的地方，就会有人通过各种形式丁解、引用奈达的翻译理论 
一 言 蔽之，“条达给翻译研究注^了一种新的活力，为当代 

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悉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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