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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宏观翻译理论和微观技巧的深入研究，桥接宏观理论和微观技巧的翻译策略推陈出

新、有所发展。通过研究翻译策略的构成，分析并归纳现有的翻译策略，根据历史积淀、理论源渊和实践指

向，可将翻译策略分为三类：传统型翻译策略、理论型翻译策略和实践型翻译策略。传统型翻译策略历史形

成，由来已久；理论型翻译策略依附于特定的翻译原理，是系统理论的组成部分；实践型翻译策略来自实践，
并得到翻译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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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策略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

程序。思路与某种宏观理论一脉相承或由翻译经验

引发，途径是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方式是达到目标

的具体手段，程 序 是 达 到 目 标 的 先 后 次 序。这 四 个

方面相辅相成，互有影响。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翻

译策略是宏观理论桥接翻译实践必由之路，贯穿于

整个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理论推衍出来，也

可由实践经验和技巧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得。
翻译策略是 一 个 外 来 术 语，我 国 译 坛 于 上 世 纪

９０年代中 期 引 进。它 是 翻 译 研 究 链 条 上 的 中 间 环

节。翻译研究是宏－中－微相统一的系统性研究，既要

建立宏观的核心理论，又要有中观策略的过渡，还要

有微观技巧为依托。随着宏观翻译理论和微观技巧

的深入研究，桥接宏观理论和微观技巧的翻译策略

有所发展。中 观 策 略 研 究 是 为 宏 观“理 论 与 实 践 的

桥接，找到中介物———技术理论范畴，即对实践主体

的主观认 识 和 实 践 客 体 的 区 间 规 律 性 形 成 认 识 结

构、实践结 构 和 方 法 论 结 构 的 统 一”（曾 利 沙２０１１：

１）。本文研究 翻 译 策 略 的 构 成，并 将 现 有 的 翻 译 策

略分为三类：传统型翻译策略、理论型翻译策略和实

践型翻译策略，同时举例说明各类翻译策略的特点。

１．翻译策略的构成

任何翻译策略都有三个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

向和技术手段（方梦之２０１３）。当代自成体系的翻译

理论都包含 相 应 的 翻 译 策 略。反 过 来，不 同 的 翻 译

策略都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或依据。译者的翻译目的

是多重的，因而为实现不同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策略

自然也就不同。翻译策略中的技术手段五花八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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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策略各有特色。
策略的各要素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不同策略的

侧重点 在 何 处？ 各 策 略 的 技 术 手 段 又 是 如 何 表 现

的？研究翻译策略的构成方式可见其端倪。归纳起

来，翻译策略的 构 成 方 式 有 三 种：条 件 型、选 择 型 和

组合型。
１．１　条件型翻译策略

条件型翻译策略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策

略，使用该策 略 要 满 足 相 应 的 条 件 或 要 求。以 下 列

举并比较“改写”（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和“解释性翻译”两种翻

译策略：
勒弗菲尔提 出 的 改 写 其 实 是 一 种 文 体 样 式，包

括翻译、阐释、评 论、编 选 文 集 等。要 实 现“改 写”必

须满足三项要 求：第 一，在 改 写 过 程 中，译 者 以 目 的

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圭臬；第二，受目的语文化占主

导地位的诗学 的 制 约；第 三，按 母 语 原 则 从 事 翻 译。
“改写”策略的要素有三：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

学和母语原则。由于改写是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

进行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翻译过程受到译者（有

意识或无意识 的）意 识 形 态 和 目 的 语 文 化 中 占 主 导

地位的诗学的制约，因而对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乃

至意识形态会有所改变（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２－４）。
勒弗菲尔坚守国际通行的母语原则，即遵照从非母

语译入母语的原则，强调改写者要受到母语文化诗

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在我国的外宣翻译

中，有人把谈化汉语浓墨重彩的描写，简化架床叠屋

的程式也称为“改 写”，但 这 与 勒 弗 菲 尔 的 改 写 相 去

甚远。既然是 我 国 对 外 宣 传，译 者 不 可 能 以 译 入 语

的意识形态范之，也不见得完全采用对方的诗学形

态，当然更不 是 母 语 翻 译。所 以，我 国 对 外 传 播 中，
按照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在翻译中作文字处理

与勒弗菲尔的改写风牛马不相及，但它适用于下述

解释性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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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 翻 译 一 般 用 在 双 语 文 化 或 语 言 差 别 很

大，译入语难 于 直 接 表 达 的 场 合。如 果 双 语 文 化 或

语言差异不大，可 以 直 接 表 达，就 不 用 解 释 性 翻 译，
更无需文内注或文外注。解释性翻译是把要解释的

内容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巧妙传达出

原文的含义与风格。解释性翻译不仅仅适用于外宣

翻译，凡双语文化或语言的差异很大的文本都适用。
进行“解 释 性 翻 译”，译 者 可 以，而 且 应 该 对 原 文 加

工，一般是动三种“手术”。一是“镶补”，即补充外国

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

就行。另一种“手术”可以称为“减肥”。这指的是对

堆积辞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

实之词”。如龙舟赛的宣传品中诸如“银河流星”“海

市蜃楼”“水晶 宫”“群 英 会”等，都 可 一 概 删 节，改成

简练的叙述。“抢鸭勇士谱水上凯歌”何所指，恐怕中

国人也不懂，不 如 说“Ｙｏｕ’ｌｌ　ｓｅｅ　ａｎ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ｗｉｍｍｅｒ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ｄｕｃｋｓ．（你 会 看 到 游 泳

健儿在水上追逐鸭子的紧张比赛）”。另一种常动的

“手术”可称为“重组”，就是按外文表达的需要，把原

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组合。一般而言，句子以简短为

好，比较符合现 代 生 活 的 快 节 奏，段 落 也 可 重 分，也

是以短为宜（段连城１９９０）。
从上可知，改 写 和 解 释 性 翻 译 虽 然 同 属 条 件 型

翻译策略，但 它 们 各 自 的 条 件 明 显 不 同。改 写 的 条

件是顺从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而解释性翻译的

条件是保持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改写须遵守翻译

的母语原则，解释性翻译与此向左；改写要遵守译入

语的诗学规范，解释性翻译在语言形式上尽可能贴

近译入语的形式，但也不是一味追求。
１．２　选择型翻译策略

选择型策略 由 平 行 的 几 项 分 策 略 构 成，翻 译 时

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选择其中一项或两项分策

略（或以一项为主）。
丁衡祁（２００４）曾提出公示语翻译的ＡＢＣ策略，

即“照搬（Ｂｏｒｒｏｗ）、改 造（Ａｄａｐｔ）、创 译（Ｃｒｅａｔｅ）”的

策略。实际上是根据公示语的不同语境和翻译要求

提出的三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在公示语英译时，如果

英语中有现成 的、对 应 的 表 达，可 以 直 接 照 搬；如 果

英语中有类似 的 表 达，可 以 参 照，或 加 以 改 造；如 果

前两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就按照英语的习惯和思

维方式进行 创 译，充 分 考 虑 英 语 的 表 达 习 惯。公 示

语英译可从“照搬、改造和创译”三者中选其一。
纽马克的语 义 翻 译 和 交 际 翻 译、诺 德 的 工 具 翻

译和纪实翻译、豪斯的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分别由

两两平行的策略合成一组翻译策略，译者可根据不

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功能、不同的译语

受众和情景选择其一。
１．３　组合型翻译策略

组合型翻译 策 略 通 常 由 几 个 翻 译 步 骤 合 成，各

步骤连缀贯通，一般顺序而为。
奈达的“四 步 模 式”分 析—转 换—重 组—检 验，

逐一进行，不可颠倒，也不可缺漏。即在文本分析的

基础上进行语言转换，在转换过程中重组，最后才是

检验译文。按 规 定 的 四 个 步 骤 一 一 去 做，才 能 达 到

动态对等的目标（Ｎｉｄａ　＆Ｔａｂｅｒ　２００４）。
“看易写”（后改为“看译写”）是林克难（２００３）在

全国第一届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提出的翻译策略。所

谓“看”就是 阅 读、熟 悉 在 相 同 环 境 中 操 英 语 母 语 者

是如何表达的；所谓“易”就是变易，翻译时模仿英语

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逐字照搬，使译文符合英语为母

语者的习惯；所 谓“写”就 是 根 据 翻 译 发 起 人 的 意 图

直接用英语写作。

２．翻译策略的分类

翻译策 略 有 不 同 的 分 类 方 法。Ｊｓｋｅｌｉｎｅｎ把

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和局部策

略（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两 种。前 者 指 运 用 于 整 个 翻 译

任务中的策略（如对译文风格的考虑、对读者群的假

设等），而后者 则 集 中 于 更 为 具 体 的 翻 译 操 作（如 寻

找合适的词汇等）（转引自李德超２００５）。总（整）体

策略与局部策略还可有另一种理解，即把总体策略

理解为可以针对任何文本的翻译策略，如有的译者

偏好直译、有的偏好意译；而局部策略只针对某一类

文本 的 翻 译 策 略。Ｎｅｗｍａｒｋ（１９８８／２００４：８１）认 为

“翻译方法是与整个文本相关联的”，据此，他提出语

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德国 目 的 论 者 根 据 文 本 类 型 提 出 工 具 翻 译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 纪 实 翻 译（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这两种 策 略，前 者 主 要 适 合 于 应 用 文 本

的翻译，后者 主 要 用 于 文 学 翻 译。还 可 以 根 据 翻 译

过程分为理解策略和表达策略等。上述公示语翻译

的ＡＢＣ策略重在表达。“双向理解”则重在理解，不

但要求理解原文，而且要理解目的语词语的深层含

义。“双向理解”策略的要素为文化对比。文化对比

通过形式、意 义 和 分 布 三 者 进 行。“双 向 理 解”要求

对本族语和外语两个方面作全面的理解，而不仅仅是

对一种语言的字面上的理解。例如“祖国统一”（涉及

港、澳、台的问题）译为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而不是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因 为 港、澳、
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所以要实现的是祖国重

新统一，而 非 首 次 统 一。基 于 这 样 的 理 解，该 处 的

“统一”应译为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徐梅江２０００）。
根据历史形成、理论渊源和实践指向，可把翻译

策略分为三类：传统型翻译策略、理论型翻译策略和

实践型策略。传统型策略贯穿中外翻译史，以直译、
意译、音译为 代 表。理 论 型 策 略 产 生 于 语 言 学 翻 译

研究之后，以实践为指向的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

有配 套 的 翻 译 策 略，成 为 该 理 论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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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型 策 略 从 大 量 翻 译 实 践 中 提 炼、归 纳、概 括。
“事实上，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是与译者所处社

会语境毫无关联的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译者处在

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张力中所作出的决策。
在决策的背 后 隐 藏 着 翻 译 活 动 发 起 人（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的

各种不同的翻译目的”（方仪力２０１２：２０）。
２．１　传统型翻译策略

传统型翻译 策 略 中 的 直 译、意 译 和 音 译 古 已 有

之，直译意译之争和关于音译的讨论贯穿于中外翻

译史。此外，变 通、释 义 等 亦 属 传 统 性 翻 译 策 略，而

达旨、神似、化境等既是翻译思想，也是翻译策略。
２．１．１　直译

现在主张直译的人一般也不完全以逐词对译或

照搬原文结构。直译可允许改动词序、改变词类，在

通顺达意的原则下照顾到原文的结构形式。巴尔胡

达罗夫（１９８５：１４５－６０）认 为，逐 词 翻 译 的 直 译 是“层

次偏低的翻译”，而只有“必要的和足够层次的翻译”
才能“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层次”是

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

类的层次。卡特福德（Ｃａｔｆｏｒｄ　１９６５：２６）认为直译是

介于意译和 逐 字 翻 译 之 间 的 一 种 译 法。“它 可 能 始

于逐字翻译，但为恪守译文的语法规则而有所变化

（如补充额外的词语、变换任何一‘级’的结构等），并

过渡到以意群或句子成分为单位进行翻译。”
直译的优点是：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

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比意译更能避免

主观因素的干扰。但在表达形式上无须另辟蹊径即

可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时候，译者自然采用直译。
２．１．２　意译

译文内容一 致 而 形 式 不 同 谓 之 意 译，即 以 原 文

形式为标准，译 文 表 达 形 式 上 另 辟 蹊 径。当 译 者 经

过曲微探幽，需要改变形式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

容时，就 采 用 意 译。在 翻 译 史 上，对 于 意 译 各 说 纷

纭。傅雷说：“我 并 不 说 原 文 的 句 法 绝 对 可 以 不 管，
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的句法的，但无论

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转

引自罗新璋１９８４：５４８）。这一主张实际上跟鲁迅、周
作人、茅 盾 主 张 直 译 并 无 原 则 区 别。艾 思 奇 则 说：
“人们常常曲解 了 意 译，以 为 为 了 要‘达’，就 可 以 随

着译者的 意 思 任 意 地 增 删 文 句，不 必 顾 虑 到 原 著”
（同上：４３７）。钱 歌 川（１９８０：１１）对 意 译 的 说 法 是：
“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的

意思写出，结果多是不大忠于原文”。
巴尔胡达罗 夫（１９８５：１５９）把 意 译 看 成 是“层 次

偏高的翻译”。“偏高是指比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

语的规范所足 够 的 层 次 为 高”。这 里 的“层 次”是 指

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

的层次。卡 特 福 德（１９６５：２６）认 为“意 译 是 等 值 关

系，是在各‘级’之间自由变换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

‘级’”。
２．１．３　音译

音译亦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

母）来表示另一种系 统 的 文 字 符 号（如 汉 字）的 过 程

或结果。当源 语 和 目 的 语 之 间 差 异 很 大、存 在 语 义

空白的情况下，翻译不可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人手，
此时，音译是 主 要 的 翻 译 手 段。音 译 对 象 主 要 是 人

名、地名和新 产 生 的 术 语。由 于 音 译 常 受 译 者 方 言

的影响或选 择 汉 字 不 同，因 而 译 音 词 常 不 统 一。为

了译音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
例如，中 国 地 名 委 员 会 编 的《外 国 地 名 译 名 手 册》
（１９８３年）就附有英、法、德、西、俄、阿拉伯等语言与

汉语 对 照 的 译 音 表。按 这 些 表 的 规 定，例 如 英 文

Ｌａｎｓｉｎｇ译为“兰辛”，Ｔｒａｖｉｓ译 为“特 拉 维 斯”；俄 文

Молдавия译为“摩尔达维亚”，Ставский译 为“斯 塔

夫斯基”。当 然 这 些 译 音 表 只 是 试 图 为 以 后 的 译 音

选取汉字提供规范，至于以前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

则不宜更 改 了，例 如ｒａｄａｒ译 为“雷 达”，ｂａｌｌｅｔ译 为

“芭蕾”，Москва译 为“莫 斯 科”等。此 外，音 译 还 要

遵守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把 Ｍｅｎｃｉｕｓ（孟子）译成

“孟修斯”、把Ｃｈｉａｎｇ　Ｋａｉ－ｓｈｅｋ（蒋 介 石）译 成“常 凯

申”，已成笑柄，但 数 十 年 来，中 文 的 人 名、地 名 国 际

上通常用威氏拼音法拼写，至今我国台湾地区仍沿

用，所以“马英九”译为 Ｍａ　Ｙｉｎｇ－ｊｅｕｏ，“董建华”译为

Ｔｕｎｇ　Ｃｈｅｅ－ｈｗａ。
２．２　理论型翻译策略

“理论的意 义 在 于 确 认 研 究 对 象 的 实 情 和 找 到

发展规律，因此任何理论都有方法论特征和价值，而

方法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人的认识活动和实际行

动是如何依据研究对象的实情而进行的，因而任何

方法论 都 是 理 论 功 能 的 伸 展”（杨 自 俭２０１０：１２７－
２８）。理论型翻译策略就是“理论功能的伸展”，具有

某一系统理论 或 学 派 的“方 法 论 特 征”，以 其 主 张 的

翻译理论为依据和依归。由于理论家对翻译有不同

的价值取向，从不同角度关注其研究对象，衍生出不

同的方法和策略。勒弗菲尔认为，“在翻译过程的每

一个阶段，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

学的本质发生 冲 突 的 话，后 者 往 往 占 上 风”（转 引 自

芒迪２００７：１８９）。勒弗菲尔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目的

语文化主流诗学对选用翻译策略的作用，而语言学

派主要考虑翻译要传达的意义。
翻译的宏观理论要是离开了具体的解读和实施

的策略，那可 能 就 是 无 的 放 矢。人 们 很 难 准 确 地 理

解与把握。翻译的宏观理论与其对应的策略相辅相

成，互为依靠。以下对语言学派的翻译策略、文化学

派的翻译策略分别叙述之。
２．２．１　语言学派的策略

语言学把译学从经验研究带上人文科学研究的

轨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方法

·９４·翻译策略的构成与分类



推动着翻译研究的进步。语法学、对比语言学、语义

学、文体学、系统 功 能 语 言 学、语 言 学、语 用 学、话 语

分析、篇章语言 学、语 料 库 语 言 学、批 评 语 言 学 等 的

相继创立和发展为翻译研究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使

翻译研究与 时 俱 进，新 的 翻 译 策 略 随 之 产 生。作 为

语言学的重要策略，语言学派的翻译策略除以上提

到的奈达的四步模式外，代表性策略还有忠实翻译

和语用翻译、卡德福特的完全翻译和受限翻译、纽马

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等。
纽马克（１９８８／２００４：４５－４７）在《翻 译 教 程》第 五

章中总结了１３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包括字对字翻译

（ｗｏｒｄ－ｆｏｒ－ｗｏｒ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直译（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忠实翻译（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语 义 翻 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意 译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交 际 翻 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等。交际翻译主要以译

语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翻译时力求保留原文的

功能，并使其 对 译 语 读 者 产 生 效 果。交 际 翻 译 关 注

的是译语读者，译者尽力为其排除阅读或交际上的

障碍，使交际 顺 利 进 行。其 重 点 在 于 以 符 合 译 语 语

言、文化及语用 习 惯 的 形 式，传 递 原 文 的 信 息，而 不

必完全保留原文遣词造句的痕迹。以交际翻译为取

向，译者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因此可以作

出调整，统 一 文 体 特 征、排 除 歧 义。与 交 际 翻 译 不

同，语义翻译把表达的内容限制在原文文化范围内，
不允许对 原 文 中 富 有 民 族 文 化 色 彩 的 概 念 加 以 改

变。语义翻译 为 了 表 现 出 原 作 者 的 思 想 过 程，力 求

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语义翻

译注重词、句的语义分析，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

近，力 求 再 现 原 文 词 句 结 构，所 以 容 易 出 现 过 译

（ｏ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用语用学的原则

和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具体问题，是翻译方法之一。
上述语义翻译关注话语或文本本身的内涵，交际翻

译更重视交际者和言语交际的过程，而语用翻译除

了关注文本身及交际过程之外，还关注文本或话语

的动态特征。贝克说，语用翻译致力于“研究交际情

景中各参与者传达和操纵的意义，而非语言生成的

意义”，“关注 在 情 景 中 的 使 用 方 式 及 人 们 在 语 境 中

的解读 方 式”（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２：２１７）。作 为 一 种 等 效 翻

译，语用翻译的焦点不在话语或文本的命题意义的

传达，而要求译者充分考虑话语或文本产生的语境、
说话人的真 实 意 图 等 因 素。这 意 味 着，语 用 翻 译 要

努力传达内涵意义、隐喻意义以及交际中的人际意

义，如 会 话、语 调、语 域 等（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 Ｃｏｗｉｅ
１９９７：１２９）。语 用 翻 译 不 仅 关 注 指 称 意 义，还 关 注

“话语在 交 际 中 的 使 用 方 式 以 及 人 们 的 解 读 方 式”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２：２１７）。
２．２．２　文化学派的策略

Ｖｅｎｕｔｉ将翻译策略界定为选择文本和拟定一种

翻译方法（转引自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４：２４０）。文化学派研究

译文产生的文化渊源，主张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
意识形态等 多 种 文 化 因 素 联 系 起 来。提 出 改 写、归

化、异化、阻抗、创译、文化移植、文化置换、同化等翻

译策略，现以归化、异化为例略加说明。
归化即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目标语

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归化翻译包

括如下步骤：精心选择适合于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
有意识地采用流畅、顺耳的目标语风格；改编目标文

本以符合目标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

独有特征以及以目标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

变得总体和谐。Ｖｅｎｕｔｉ指 出，归 化 翻 译 是 英 美 文 化

中占支配 地 位 的 翻 译 策 略（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 Ｃｏｗｉｅ
２００５：５９）。

异化翻译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

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的惯例。并

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使读者置身国外”（Ｖｅｎｕｔｉ　１９９５：２０）的作用。具体地

说，这样的策略不仅意味着可以不必绝对地服从目

标语言和文本的限制，还意味着在适当情况下可以

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

语的独有特征或目标语的古词；这些特点合起来就

会达到给 目 标 语 读 者 提 供 一 种“迥 异 的 阅 读 经 验”
（同上）的效果。
２．２．３　实践型翻译策略

进入全球 化、信 息 化 时 代 后，翻 译 实 务 面 广 量

大，翻译技术蓬 勃 发 展，新 经 验 日 新 月 异，从 大 量 翻

译实践中不断萃取的实践型策略，如解释性翻译（段

连成１９９０）、“看 易 写”（林 克 难２００３）、深 度 翻 译

（Ａｐｐｉａｈ　１９９３）、陌生化（刘英凯１９９９）、译前处理（李

欣２００１）、“零翻译”（邱 懋 如２００１）、“双 向 理 解”（徐

梅江２０００）、“壮 辞 淡 化”（周 领 顺２００３）、“突 出 主 题

信息”（曾利沙２００５），等等。实践型翻译策略不属于

某种系统理论或某个特定学派。由于翻译的宏观理

论和翻译策略所研究的对象有共通之处，因此实践

型策略也能获得宏观理论支持。
理论的视角 可 以 不 同，但 不 妨 碍 采 用 同 样 的 实

践型策略。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解释实践型策

略，例如可以用交际学的交际能力理论阐释解释性

翻译。交际能 力 不 仅 包 括 语 言 能 力，而 且 也 包 括 对

与之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充分了解。解释性翻译

正是从接受者角度要求译文得体、语言流畅（作适当

的文内解释）和可接受性（解释特有的文化现象或交

待必要的背 景）。下 面 以 深 度 翻 译 和 译 前 处 理 为 例

加以解释。
深度翻译亦译称“厚重翻译”（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指阿皮尔（Ａｐｐｉａｈ　１９９３：８１７）提 到 的 通 过 各 种 注 释

和评注（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ｓｓｅｓ）将文本置于丰富的

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深度翻译”的策略也适

·０５· 当代外语研究



用于任何其他含有大量解释材料的译作，不管这种

解释材料是脚 注、评 注 还 是 扩 充 的 介 绍。提 供 大 量

背景资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份

敬意，让他们 更 好 地 理 解 异 文 化 的 人 们 思 考 问 题 和

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Ｃｏｗｉｅ　１９９７：
１７１）。严复翻 译 的 一 个 特 点 是，在 译 文 中 附 有 大 量

的按语，对原著 的 历 史 背 景、作 者 的 学 术 观 点、论 述

的精髓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理论以及作者

观点中应予以商榷之处，均一一指出，对读者有很大

的启迪作用。据 粗 略 统 计，严 复 所 加 的 按 语 约 占 他

所译的十部译 著 字 数 的 十 分 之 一，而《天 演 论》的 按

语数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严复的译作大概可以算

作我国翻译史上最典型的“深度翻译”的例子了。
译前处理作 为 中 译 外 的 一 种 策 略，是 指 翻 译 之

前对中文原稿进行处理。目的是使对外文稿适合政

治需要、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达到译文效果。处理

主要包括：一、在 尊 重 原 文 主 要 信 息、充 分 领 会 原 文

精神的前提下，根 据 英 语 受 众 的 接 受 心 理、习 惯，对

原文进行语言 处 理，包 括 风 格、文 体、篇 章 等；二、从

外宣翻译的特殊目的出发，对那些不符合对外传播、
对外宣传要求的，或者本来不必要、不适宜作对外宣

传的原文材料进行预处理（李欣２００１）。处理的具体

办法包括修改、增删、变通等。

３．结论

翻译策略的综合研究跨越传统译论、语言学派和

文化学派的樊篱，既有横向的联动性，又有纵向的连

贯性。本研究以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为方法论，
对翻译策略作相对独立的中观研究，与宏观理论及微

观技巧的研究三足鼎立，摆脱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的二元思维定势，从方法论上有利于宏观理论与微观

技巧的桥接。翻译的中观研究涉及翻译模式、翻译模

块、翻译计划、翻译方案等。本研究以翻译策略为中

观研究的表征，对于相同性质、相同作用的翻译模式

（如奈达的四步模式、公示语的ＡＢＣ翻译模式）也纳

入同一视角讨论。中观的翻译策略的系统研究为时

不长，今后尚需对其功能和作用、内涵与特征以及在

整个译学研究体系中的上下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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