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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 释 学 视 角 下 的 误 译
———浅析当代哲学诠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孙雪瑛,周　睿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诠释学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等基本概念,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

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诠释哲学视角出发,在对《红楼梦》两种全译本中存在的有意误译现象进行分析后, 可见在

跨文化翻译中, 在解释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时, 由于不同的前见从而造成理解上的不同, 进而形成合理的有意误

译, 体现出诠释学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的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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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翻译中的误译现象

翻译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双语转换活动,同时也是文化冲

突 、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面临的不仅仅

是语言文字问题, 而且还要受到大量的非语言因素的干扰。

虽然译者会尽可能准确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但误译仍然

不可避免。 “误读”或 “误解”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布

鲁姆 (HaroldBloom)提出的一个很激进的阅读理论。 “误

读”这一现象 “被看做是阅读阐释和文学史的构成活动” [ 1] 。

布鲁姆否定了一切所谓精确无误的阅读,指出对任何文学作

品的解读都可能产生误读的问题。 误译往往建立在误读的

基础上。译者在翻译某一部作品时,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

或无视文本的时空 、文化背景, 只是从自己文化背景和翻译

目的出发, 从自己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 、传递原文本信息的

现象, 即为误译。

误译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忠实原则

的指导下, 误译有其消极的一面,被看做正确翻译的对立面。

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误译却有其积极性 、独特性和重

要性。译学家谢天振认为, 误译是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庞德所译的中文古诗中存

在大量的误译从而引发争议,但这些误译却成就了他意象派

诗歌的典范, 他的译诗《华夏集》被誉为 20世纪最受欢迎的

诗集之一。

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误译现象是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

而产生的偏见的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诠释学 ( Hermeneutics)

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圣经典籍 、法律条文和古代文献的解

释中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进入 20世纪以后, 西方现代诠

释学派代表海德格尔 (Heidegger)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 (Ga-

damer)将诠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为对世界本源进行

探索的当代哲学诠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

的建立, 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一书中, 为了解世界本源提

出了 “理解的历史性” 、“视阈融合”和 “效果历史”三大原则

和意义对话理论 ,对翻译研究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

意义。他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 作为历史存

在的人类有特殊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理解的主体抑或客

体, 都内嵌在历史之中。因此理解的任务在于突破历史局

限, 正确地去评价和适应历史。 在理解过程中, 鉴于理解的

历史性, 理解者的前见 (prejudice)不可避免地渗透于其中。

前见是一种积极因素,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 是理解者

对所处世界的一种选择,即偏见。

在伽达默尔看来, 偏见是由历史 、传统构成的, 它是指这

样一种判断, “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 理解所固有的历史性构成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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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种解释学的境遇是被我们自己具有的各种成见所规

定的。这样, 这些成见构成了特定的现在之地平线,因为它

们表明, 没有它们, 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成见” [ 2] 。在理解活

动中, 理解的主体是处于历史之中的。理解是以偏见作为它

的出发点的。偏见构成了理解者的一定的视阈。一个根本

没有视阈的人是难以形成理解的。

伽达默尔认为偏见有历史合理性。 “偏见未必就是不合

理的和错误的, 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 偏见

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

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 [ 3]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

生的偏见观, 在理解的过程中起到选择甚至定向的作用。这

充分解释了翻译中的误译 、文化过滤和多译本等现象。

　　二 、诠释哲学与误译

《红楼梦》[ 4]因其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翻译

版本之众多而受到译学界的重视。 其中以两种英译本影响

最大:一是 “ADreamofRedMansions” [ 5] ,由我国当代著名的

翻译家, 外国文学研究者杨宪益 、戴乃迭合译 (以下简称杨

译 );另一是 “TheStoryoftheStone” [ 6] ,由当代英国汉学家大

卫·霍克思 (DavidHawkes)和约翰·敏福德 ( JohnMinford)

合译 (以下简称霍译 ), 原著中有大量的含有文化信息, 而在

两部译本中, 不同译者对原文本中重要信息的理解和释义则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例 1,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第十八回 )

杨译:Facingeachotherinthesofteastwind!

Theysurelybringtheirmistresspeaceofmind!

霍译:Theirmistress, standinginthesoftsummerbreeze.

Findsquitecontentineverythingshesees.

对 “东风”这一文化意象,霍译与杨译形成了鲜明对照,

杨译为:“softeastwind”, 而霍译为 “softsummerbreeze”。这

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的东西方生态文化的差异, 原文本

中的东风指来自太平洋海域的春夏时节的暖风,而在英语文

化中, 东风却是指阵阵寒风。杨宪益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翻

译家,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颇深, 其译文旨在准确传递原

文的文化信息, 向西方读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是以

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 因此采用了 “异

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

保留源语文化, 这构成了杨译的基本前见。而大卫 ·霍克思

先生的目的则是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是以一般的英美读者

为译入语读者的, 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

则, 即采用了 “归化”的方法。可见, 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

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 “前见”带进理解的过程, 根据各自的

前见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由于理解的历史性,译者对同一

文本的解释是多元的,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

的偏见。每个译本都是某个时代创造的偏见。 由于历史性

的约束, 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水远无法完全重合, 不同译者

的偏见导致的文化过滤现象不可避免。同样,误译也不可避

免。霍译为有意误译, 是译者为了完美再现原文的风韵或为

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而进行的创造性翻

译。有意误译虽与原文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对等,但却能传达

最为重要的信息 ,并取得功能或语用交际的最大对等, 有助

于揭示原作的深层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国家民族间

文化的交流提升 [ 7] 。

例 2,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 单我

有, 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 可

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第三回 )

杨译:Hisfacestainedwithtears, Pao-yusobbed, “None

ofthegirlsherehasone, onlyme.Whatsthefunofthat? Even

thisnewlyarrivedcousinwhoslovelyasafairyhasntgotoneei-

ther.Thatshowsitsnogood”.

霍译:“Noneofthegirlshasgotone, ” saidBao-yu, his

facestreamingwithtearsandsobbinghysterically:“OnlyIhave

gotone, italwaysupsetsme.Andnowthisnewcousincomes

herewhoisasbeautifulasanangelandshehasntgotoneei-

ther, soIknowitcantbeanygood.”

文中 “神仙”这一意象属于宗教文化范畴。杨译为 “fair-

y”,霍有意误译为 “angel”。译文的差异不仅体现出译者宗教

文化背景的差异 ,更体现出两位译者在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

迥异的前见。杨译的前见基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相关神

话传说, 因此对 “神仙”的理解与翻译是准确的, 忠实地体现

了汉民族的文化色彩,真实再现 “美若天仙 ”这一文化意象;

而霍译则受西方文化中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的影响, 采用了

归化的手法将原文中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 因而

译作 “天使”, 便于读者理解。因此,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

导致了不同的前见,而前见则造成了二者风格迥异的译文。

霍译的有意误译是文化过滤的结果, 因为无论哪一位译者,

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产生某种前见,

绝对 “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和误译是时代认

可的。

由此可见, 由于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 译者文化背

景的不同和对文化意象理解的不同,即前见的不同,导致霍 、

杨的译文产生了上述较大的差异。

上文中有意误译表明:在传统中浸染的理解者, 总是带

着从传统中得来的偏见去理解前传统。这种偏见是无法避

免的, 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家庭教育 、社会文化制度 、公

众生活等途径感染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它使理解者形成对传

统的 “完全性的先行构想” (或称 “意义预期” ), 理解过程中

我们一直遵循着这种先行的假定,即前见。 “实际上, 译者总

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

界” [ 8]。译者的前见深深植根于他的教育 、家庭和社会背

景, 以及他所处社会的文化制度 、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价值

观念等因素, 这一切都使之在理解和解释某一文本过程中具

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因此他的有意误译更加具有诠释哲学

概念的典型性, 更具有研究价值。

　　三 、结语

在希腊语中 , “诠释”一词具有说明 、解释和理解三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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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作为原文文本的读者, 以自身的

理解阐释再创造出译本,因此说 “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

程极富主观性” [ 9] 。翻译与诠释哲学的不解之缘恰好为翻

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产生了误读现象。伽

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 “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

解的意义, 认为正是这种 “合法的偏见 ”构成了理解的历史

性因素。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

到了误读与误译的意义, 进而对误译不能一概否定和批判,

而要重新审视其价值。而误译则鲜明 、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文

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碰撞 、扭曲与变形, 反映了对外国文

化的接受传播中的误解与误释 。由于译者各自的前见, 在理

解文本和解释文本过程中首先会产生误读。误读是文化过

滤的一种形式, 通过误读, 译者滤掉了对译语文化发展不利

的因子, 重点考虑译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和接受能力, 进

而对含有文化意象或复杂文化信息的原文本进行有意误译。

此外, 不断发展着的前见也导致同一部作品的多译本现象和

历史性重译和勘误。

总之, 通过研读伽达默尔诠释哲学体系中的理解的历史

性 、前见和视阈等基本概念,可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和评价方法, 对多译本 、文化误读与误译研究有着重

要的启示, 并可以更新翻译理念, 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开放

的 、多元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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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ranslationStudyfromthePerspectiveofHermeneutics

——— TheEnlightenmentofHermeneuticsonLiterary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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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inconceptsofhermeneuticsrepresentedbyGadamer:historicalityofunderstandingandprejudicehadrevolution-

aryinfluenceonbothhumanitiesandnaturalsciences.Theanalysisandjustificationofintentionalmistranslationsinthedifferenttrans-

latedversionsofHongLouMengfromtheperspectiveofhermeneuticsweremadeanditcanbeseenthatareasonableintentionalmis-

translationwillbeachievedbecauseofthedifferenceinunderstandingcausedbydifferentprejudiceswheninterpretingtheverysame

literaryworksincross-culturaltranslationwhichrevealstheenlightenmentandreferringsignificanceofhermeneuticsonliterarytransl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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