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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的翻译观
——兼谈译者主体性一

口吴志萌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 简述斯坦纳论翻译的阐释学的四大主体内容：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即斯坦纳

的译者主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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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翻译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

传统议论因为受到了二元认识论的影响，以原著为中心和以

作者为中心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早期的语文学派可以

说是其代表。语文学派着眼于原文的文学特征，⋯特别注重

话语的主题结构和风格，但是他们的着眼点在话语的源点

(原文作者和背景)而不在于读者。语文学翻译理论所讨论的

基本问题是使信息适应人，还是使人适应信息。进入二十世

纪，西方翻译理论空前繁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翻译

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其中最主要代表人

物是Roman Jacobson(1892—1982)，Eugene Nida(1914一)，cat．

ford(1917一)，Peter Newmark(1916一)。正是这批学者对学术

问题的探讨，实现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语言

学派主张在对比语言学的基础上制订一系列规则以实现等

值。语言学派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篇章的交际功能，只注

意到语言语境而未注意到非语言语境，即社会文化语境。用

它翻译科技文本有较好的效果，若是用于文学翻译，则原文的

文学性与艺术性难以再现，所以该学派的理论有十分明显的

局限性。随着转换生成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发展，交际学翻译

法诞生了。它将译文读者作为翻译的最终目标，而译文的等

效度和可接受程度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随后出现的跨文

化交际社会符号学综合了以前的翻译理论，更为全面。进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界提出了翻译理论的“文化转

向”问题，尤其以一九九零年susan Bassinet的《文化，构建，翻

译》为代表。自此，翻译研究进入了语境，历史，文化的宏观大

环境中，而关于翻译的阐释学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被引入，

并逐渐得到重视。随着将阐释学的观点引人翻译研究，对于

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的实质，以及探讨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翻

译现象问题都有所益处。[20，

一、阐释学的基本概念

既然阐释学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要，那么这里我

们将讨论关于阐释学的基本概念问题。一般地说，阐释学的

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

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很久以来，阐释学就是阐释，解释

《圣经》的专有名词，由此可见其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阐释

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词源

学上讲，HERMENEuⅡc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HERMEs

赫尔墨斯。他是古希腊神话中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他主要

传达主神宙斯的旨意，把神旨传达到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

转换为人间语言时，其间做些解释工作，使神谕变得意义明

晰。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

阐释学。神学阐释学是一种传达神谕，诠释经典的阐释学。

例如《圣经》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它主要以施

莱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马赫

使古老的阐释学成为一门具普遍意义的学问。他有一句名言

“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施氏将解释学用于哲学史的

研究中，希望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揭示文本的作者原意，从而使

古典诠释学成为一门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的、有系统的理论

法则，适用诠释各种人文学科的学问。狄尔泰不仅是德国现

代生命哲学家，也是“阐释学之父”。狄尔泰把握住了施氏解

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了方法论的层次。

狄尔泰将阐释学融入进了历史哲学，而反对仅对文本进行消

极诠释的方法。这样一来，阐释学就成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

探讨，而与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狄尔泰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方

法论来解释历史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

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和文本出发，通过“体验”和“理

解”，复原它们所表现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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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解释者象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理解使个体生命

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表达具有了普遍意义，使历史在阐释

中成为现实。狄尔泰的解释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作为方法

论和认识论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他宣称：“解释学方法的最

终目的是：要比作者本人理解自己还要好地去理解这个作

者。”狄尔泰竭力避免解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企图超越认识

者本身的历史特定的生活环境，而把握文本或历史事件的真

实意义。这样一来，就使理解者成了可以超越自身历史时代

的绝对认识者，从而必然陷入“解释学的循环”的困惑之中。

在第三阶段，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是解释学

的重大革命。先驱者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解释学上最大

的贡献是把这个学科纳入了本体存在哲学中进行了新的解

说，从而建立了本体论阐释学，为阐释学奠定了哲学基础。著

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则将阐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现

代哲学的阐释学。他强调理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指出正因

为理解行为这一不可或缺的前结构，他的意义便不会是纯客

观的，而是带有主体意义的。理解是从自我出发的，与文本融

为一体的，从而形成一种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文本与自

我相互的交流与补充的新的意识的整体。H1

二、翻译的阐释学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翻译已经是阐释，我们甚至可

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讲，阐释学研究

的方向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释。而翻译的实质是

以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同一思想，目标是重现原文意义。

因此可以说翻译首先是对原文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的阐释。

这样一来，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与译者在编译过程中的

编码和解码过程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

曾经说过：“翻译就是翻译意义。”而阐释学就是解释意义，探

索意义的学科。这两种理论交融在一起，从而形成新的翻译

局面。

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是以阅读过这一作品为前提的。

而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前理解的存在直接影响译者进行

翻译活动。前理解是一种常见现象，也是阐释学的一个重要

概念。在人们阅读《红楼梦》之前，头脑中早已有各式各样的

文字符号，文化知识，意识形态。一些无意识的东西如梦，一

些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印象即概念，一旦读到《红楼梦》，如同

一块磁铁接触到另一块磁铁，被吸引或被排斥，与之发生交

流。作品的人物、事件和语言描写等开始与自己的前理解发

生关系，建立联系或补充它或拓展它。前理解或指导或制约

或限定解释者对具体作品的理解。一片空白的大脑是不可能

接受乃至解释文学作品的。正如默里所说：“没有前理解，任

何人都不能领会文学作品中的爱和友谊，生与死⋯⋯。”现代

阐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偏见。前

理解结构又包括了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见到(vOR—

sIcHT)和先行掌握(VORcRIFF)。先行具有指阐释者在阐释

作品之前已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先行见到指阐释具体作品

之前已有比较确定的观点。先行具有与先行见到是译者前理

解的主要内容。译者的前理解不同，对同一原文就会产生不

同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就是感同

身受，将作者的前理解和思想感受化为自己的前理解和感受，

达到与作者创作心理的融合。总之，翻译的阐释学就是译者

在翻译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先行具有和先行见到与作者的前

理解相互融合，达成理想的阐释，形成新的翻译局面。¨41

三、斯坦纳和他的翻译阐释学观点

斯坦纳是西方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他

在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

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地或

语用地隐含着翻译活动，⋯”⋯既在任何交流行为中都隐含

着翻译活动，可以看出，斯坦纳认为翻译是人类交际行为的一

种存在方式。

在全书开篇，作者就指出“语言处在永远的变化过程

中。”⋯语言永远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在语言的共时

与历时的研究进行中，阐释与翻译活动始终贯穿其中，这就如

同斯坦纳所说，所有的交流和交际活动都是通过阐释和翻译

来实现的。斯坦纳认为翻译的阐释学即“对翻译文本的理

解”。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

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第五章题为The Hemeneutic motion，可

译为阐述的运作，在第五章中他详细解释了阐释学的四个方

面：首先，“初步的信任，即信任的投资”第一个就是信任，也

可以说是“信任投资”“——在以往经验的帮助下进行翻译，但

是暴露在认识论下——心理上是危险的。”⋯这是对以往认知

行为的肯定和体现。但是，从心理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译者

可能要面对“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文本。”⋯信任，从

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译者相信原文是有意义的，这一点非常重

要。正如steiner本人所说：“这是一种可操作的程式，是从一

系列关于世界连贯性的现象性假设得来的，是有关意义的存

在的——。”⋯诚如斯坦纳所言，这种最初的信任往往要面对

对他十分不利的，甚至充满敌意的抵抗，这些都是来自原文文

本的抵抗。这给译者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和困难，难以轻易接

近原文意义。正是由于这种来自原文的敌意和强烈抵抗，才

催生出了翻译的阐释活动第二步a蜉ession，即侵入。【7川

第二步，就是a舭ssion，侵入。用斯坦纳的话说，就是“如
果进行跨语际的翻译，——侵入性和穷竭性，这是很明显

的。”⋯可以这样理解，“侵入”这个词语本身就具有某种暴力

性的含义。斯坦纳在海德格尔那儿找到理论的根据，“——当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理解这种行为时，当存在意义转化为理

解意义时，不可避免将经过暴力侵入这一关．”在海德格尔看

来，存在意义转化为理解意义，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侵入这一

关。这再次证明，阐释和理解是关乎人存在的根本方式。在

海德格尔眼中，理解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还是一种暴力行为。

就如斯坦纳在书中所提到的“理解，认知和阐释是不可分的，

不可避免的一种侵犯模式”⋯。斯坦纳将翻译比喻为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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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越发空乏，就象光线透过织物，越来越来越弱，对原文

的损失不可避免。”⋯斯坦纳本人认为“一个露天矿在被开发

殆尽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疤痕。”⋯由此可见翻译的掠夺性

(s试pped ness)入侵而掠取，就是被称作入侵的过程的体现。

第三步，就是在对原文的入侵之后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

吸收的过程。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we

are we understalld to be)．斯坦纳提出“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的

吸收不会造成真空状态。”⋯“语义场是存在且拥挤的”。⋯正

如斯坦纳在书中所说“没有一种语言或者说翻译象征的设置

或是文化整体的译入不冒着被转化的风险”⋯翻译所带来的

是一种文化或传统的转化。在斯坦纳看来“吸收可产生两种

情况，一种叫做转化吸收；还有一种叫做感染。”。⋯斯坦纳又

认为“我们可能被我们所译入吸收的文本所控制或伤害——

译者的人格和原创力也有可能枯竭。”⋯也就是说，在吸收过

程中难免要丧失译语本色。

最后一点，就是补偿。在翻译过程中为维护原有平衡，补

偿必不可少。斯坦纳引用了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话“一个事

物必须与其他事物相联系才能体现自身。”⋯

在这种联系中，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译者拿走太

多或是太少，或把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删去。而斯坦纳眼中的

阐释翻译是要“恢复平衡即为译者的道德。”⋯是要力求使这

些联系恢复平衡。翻译除了能体现原语的潜力，更能得到原

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价值。正如斯坦纳引用施莱马赫的话

“译者所知要比原作者更多。”⋯最后，steiner提出“翻译是一

种双重进入的行为，必须维持形式和意义上的平衡。”⋯

四、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译者主体观

斯坦纳所强调的翻译中的四个步骤无一不是在强调译者

的主体性。在译者主体性这个概念中，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

体，是原语与译语，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而主体性则

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

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

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91而主观能动性就是主体性

最重要的特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译者主体性表现为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充分调动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解读；而当译者进入翻译阶段后，又要

把自己作为原文的阐释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

分析能力，分析原文作品的思想内涵，而在进行由原语到译入

语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又面临如何再现原作的风格、思想。此

时译者的文学创造性达到了顶峰。最后译者又要争取保持译

作与原作的平衡。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接受原

作并尊重原作的前提条件下，为了完成译入语的文化要求和

读者要求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译者的自主

性和能动性，以及文学的创造性。可以说，译者主体性是贯穿

翻译活动的始终。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

和阐释，也体现在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以下，我们将结合

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的观点，从翻译的过程来具体探讨译者

主体性的内涵和特点。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最能体现译者主体性的特点。首先，译者作为读者，要充

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积极调整自己的“前理解”，

与原文本进行。这是完成了翻译过程的第一阶段。然后，译

者进入翻译的阶段，译者要把自己作为原文的阐释者，充分发

挥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分析原文作品的思想内

涵，进行原语与译入语的语言转换。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

会经历斯坦纳所描述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信任，即

译者相信原文是有意义的，此时译者可能要面对原文的敌意

和强烈的抵抗，而这些来自原文文体的抵抗，给译者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在第二阶段侵入中，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进行近乎“暴力”的阐释和翻译，从符号学上就是将语言

符号的躯壳打碎，而内容暴露其外。诚如斯坦纳所言“翻译是

具有掠夺性的”⋯第三阶段就是斯坦纳所谈的吸收阶段。翻

译带来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消化和接纳。斯坦纳认为

在这一阶段“译者的人格和创造力有可能枯竭。”⋯最后一个

阶段是补偿，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维护原有平衡，补偿必不可

少。斯坦纳曾引用施莱马赫的话说：“译者要比原作者所知更

多。”⋯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促使译者努力寻求译文

与原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最大可能的对等。从上文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越是优秀的作品，它的审美，文化内涵就越丰富，也

就越难翻译，这就更需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翻译过

程的复杂性就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l叫

五、结束语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译者主体性不仅贯穿翻译过程

的始终，而且也体现了译者在阐释语等方面的再创作。关于

现代阐释学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在斯坦纳的翻译的阐

释学研究引领下，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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