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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翻译主体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译者主体性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视域。本文拟讨论在《圣经》翻译译者主体性建

构的过程中，各种外部力量是如何对其影响和控制的。目的是从外力影响的角度分析《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以期拓

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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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传统理性主义的翻译观（rationalisttranslation）认为译者是决定

翻译过程的唯一力量，翻译的行为是由其中心力量即译者所控制；而

支配译者的唯一力量只能是原作者或原作；译者只能是原作的忠实

奴仆；对原作的忠实性是衡量译作的最高标准。对翻译主体研究主

要集中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主体的内部研究，而忽视了外力乃至外

力演化而成的内力在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当今西方译界非常活跃且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

斯·罗宾逊（DouglasRobinson，2001）对译者主体性研究较新颖地提出

了其所谓的后理性主义翻译（postrationalisttranslation）理论，这种翻

译理论是一种超越理性论译者主体性的观点（卢玉玲，2004：56）。罗

宾逊（2001）认为译者就是作者，译者根据自己的语言与所在的外部

环境进行翻译。罗宾逊在强调译者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外部力量

将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的翻译。罗宾逊将这些外部力量解释为：1）

译者应和原作者心灵相通，译者的这种能力可以通过神学家的身份

来实现。2）译者必须听从思想意识所规范的原作者的精神。3）译者

在解释原作的同时受到各种因素的控制。这些因素可以是语言的、

历史的、政治的，也可以是来自译者内心的、世俗的、社会的。罗宾逊

的后理性主义翻译观既承认前理性主义翻译（prerationalisttransla-
tion），又赞成强调以译者为中心力量的理性主义翻译，同时还从认知

及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中，译本是译者潜意

识斗争的结果。而这种斗争是译者本身以及作用于译者的各种外部

力量的产物。

在提倡发挥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今天，外部力量到底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彰显？本文力图不囿于传统的理

性主义翻译观，借用罗宾逊的关于不同的外部力量对译者主体性影

响研究的成果来阐释作用于历史上几位著名的《圣经》译者的各种复

杂的外部力量以及它们在《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

本文选择《圣经》译者作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圣经》的翻译涉及

从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到今天的各种语言的译本，《圣经》翻

译可以说是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译本最多，复译最频繁的翻译，正因

为其在翻译史上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对其译者主体性建构的的研究

具有特别的含义。而研究其外部力量在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影响可以

从一个层面揭示《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

2.几种不同的外部力量对《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影响

《圣经》的翻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是第

一部由希腊语翻译《圣经》源语希伯莱语的重要译著。来自不同的以

色列部落的72名由当时的耶路撒冷主教选派的犹太神学者聚集在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他们两人一组分在36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翻

译，结果译本却极为相似。最终被教徒们奉为经典译本，甚至取代了

希伯来原本，成为后世许多语言翻译《圣经》的“原作”。

72名译者译文的惊人相似引起了古代一些《圣经》译者及《圣

经》翻译理论家的重视。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转自谭载

喜，1991）认为神圣的《圣经》需要的译者也必须是神学家或虔诚的教

徒。根据斐洛的观点，译者单凭通晓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神学者

或虔诚的教徒是不能从事《圣经》翻译的。因此作为译者要想和原作

者心灵相通，要想跨过语言、文化和时空的障碍，正确地译出原文，传

达原作者的精神和意图，必须是神学家或虔诚的教徒。这种外部力

量即便在人文主义思想统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佐证。德国宗教改

革运动的领袖和《圣经》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在赞成人

文主义译者的语言方法翻译《圣经》的同时，强调这种方法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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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精神实质”更不能吃透《圣经》的深刻含义。（Delisle，Jean
&JudithWoodsworth，1995：48-50）

分析当时《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可以得出如下的解释：

在当时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神学家或虔诚的教徒”这一定位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译者所具备的能力或要求中，第一重要的是必

须是神学家，其次是精通两门语言的。神学家说明译者具备翻译专

门知识的才能。精通两门语言的说明译者具有翻译家最基本的技能

要求。精通不同语言的神学家完全有能力主观地按照自己对《圣经》

的理解去翻译，主动地、自主地去调动自己对文本的审美情感和意

志，实现自己对文本意义的构建。但在这些译者的主体性建构中，翻

译的目的、方法乃至氛围都制约着译者们不能完全按自己的理解去

翻译，不能按自己主观的随意性去谴词造句。而当时他们翻译的目

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相信上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与《圣经》原作者

达到“视界融合”，文本意义的构建才完整。这种外部力量的制约也

可以理解为译者必须服从思想意识规范所规范的原作者的精神。这

种外部力量在现在的翻译中也无处不在，只不过它通常被理解为译

者对原作者的领悟与体味，是译者力图还原原作者的创作过程。

在罗马帝国时代《圣经》的翻译秉承罗马帝国征服的霸气，伴随

着罗马帝国对古希腊文化的征服和掠夺，《圣经》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在这个时期也被张扬得淋漓尽致。他们可以“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

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入自己的语言之中”。（Schulte，

1992：12）

将这种由于帝国的征服而引起的文化的征服与被征服体现到

《圣经》翻译中的代表人物首推哲罗姆（St.Jerome）。这位被认为是罗

马神父中最有学问且极具权威的神学家翻译了拉丁读者第一部标准

的，后来又被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的《圣经》译本———《通俗拉丁

文本<圣经>》。在翻译中他强调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

植原文的风格；认为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

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转自谭载喜，1991：31-32）。正是因为帝国征

服的概念深入到译者潜意识，其翻译实践乃至其倡导的翻译理论才

深深地打上帝国征服的烙印。虽然这种帝国的征服在漫长的《圣经》

翻译史上为数不多，但这种《圣经》翻译理论突破了原作，包括至高无

上的《圣经》在内的原作的绝对统治地位，《圣经》译者也开始关注自

我的解释和表达。其中包括苏格兰著名《圣经》翻译家乔治·坎贝尔

（GeorgeCampbell），在他对翻译的三原则的表述中，他提倡在符合译

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的精神与风格。（谭载喜，

1991：162-163）

帝国征服的外部力量也在漫长的翻译史上不断地演化和更新。

这种译者主体性中最活跃的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张扬在当代的翻译理

论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生命力。早已跳出了仅局限对原作文本与

译作文本之间的研究的当代翻译理论意识到确立译者身份的重要意

义，它承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如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

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重写，所有的重写都反映了译者自己的思想意

识和诗学层面的选择（Lefevere，1992：1-3）。巴斯奈特（SusanBass-
nett，1990）更把翻译看作是译者摆布文本的过程。

读者的接受这种外部力量对《圣经》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始于文艺

复兴。文艺复兴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而“以人为本”人文主义思想

的核心理念对《圣经》翻译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圣经》翻译的人文主义译者强调译者翻译《圣经》的语言自由。

当时人文主义译者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Erasmus）认为人们在语言

知识和学问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对《圣经》的新的理解（谭载喜，

1991：77）。而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语言和宗教改革的盛行，基于译入

语的需要，《圣经》译者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译出适合本民族语言的

译本，同时又引入外来语的语言结构以丰富自己的目的语，来满足读

者的接受。

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圣

经》翻译家。路德翻译《圣经》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翻译时追溯到完

全未经后人篡改过的《圣经》原本，先从希腊语译出《新约》，后来又从

希伯莱语译出《旧约》，其译文是由一种由他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

“标准”德语版本。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路德遵循通俗、易懂、为

民众读者所接受的翻译原则。因此路德的《圣经》译本被誉为第一部

民众的《圣经》。路德版的《圣经》译本不仅对德国民众的生活和宗教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标准的、统一的德语的形成也起到了

决定的作用。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主张译者必须采用民众的语言。当时

由教会统治着《圣经》翻译，不允许异教徒的译本存在，同时也攻击新

的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但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民族语

言和宗教改革的强大压力下，《圣经》译者不得不考虑为民众服务的

翻译。读者的接受在《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当

时《圣经》译者已意识到翻译的交际功能，如果没有接受者，翻译也没

有它存在的可能。因此翻译的一切，从翻译标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

择、到翻译的全过程都应该有读者接受的参与。对于普通的大众来

说，经院神学家们翻译的译本晦涩难懂，从宗教普及的意义上说，考

虑到广大的信教徒对宗教的需求，《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中

读者的接受成了当时首要虑及的构成因素。

在确立读者接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的过程中，英国文艺复兴

时期的《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Tyndale）用自己的生命捍

卫了它的价值。英国人文主义《圣经》译者、新教派的先锋廷代尔认

为随着《圣经》读者的增多和阅读层面的多样化，《圣经》译文不仅要

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谭载喜，1991：

100）。可见廷代尔在翻译的过程中涉及到对读者领域的研究，正因

为如此，他才会根据读者的需求、读者的类型和读者的阅读特点来确

立自己的《圣经》翻译风格。这种廷代尔独有的兼顾学术性、简明性

和文学性的《圣经》译文风格也影响到后世的《圣经》乃至世俗文学文

本的翻译。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文学翻译理论强调要从接受美学和

读者反应的角度来审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确立，符合文学翻译

接受者的特殊需求正是文学翻译者整个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目标。

3.结语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对原作的翻译活动中所体

现出的能动地改造原作、控制原作，使原作为译者主体服务的特性，

但译者主体性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受到原作、原作者和其他外

部力量的控制，即客体的制约性。客体的制约性和译者的主观能动

性都是译者主体性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作为译者主体性

的两个重要的构成，其相互间的关系是译者只有在尊重客体制约性

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客体的制约性中

必然包括各种复杂的外部制约力量和影响因素，这些原本作为外部

力量的制约因素常常以内化的形式成为客体制约性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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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故而成为译者主体性的基本构成内涵，也成为译者主体研究乃至

翻译主体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论及的只是影响《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其中几种外部力

量，在《圣经》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中除了这几种外部力量肯定还会涉

及到其他的影响因素。以上只是对《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初步认

识，希望随着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圣经》译者主体性研究也会有

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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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章程

一、总则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决定举办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以记录和表彰过去三年来中国英语教学科研成果，推

动未来中国英语教学科研的发展。

二、论文评选范围

由中国籍作者撰写的2003年7月-2006年6月期间（以见刊见书日期为准）在国内外杂志、论文集中正式发表的有关英

语教学的中、英文稿件。

三、论文提交程序

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报名表／推荐信”，由所在学校（院校）负责人推荐并盖章，连同5份论文复印件（含目录页）一并寄

给各分区联系人。每篇收取参评费50元，作为专家评审会议开支。分区负责人召集专家审阅，每个大区选出5-10篇优秀论

文，报研究会秘书处，由胡文仲会长召集专家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名。由于实行匿名评审制，请作者删去正文中

出现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信息。

四、时间安排

论文提交日期截止到2006年9月30日（已当地邮戳日期为准）。请在信封上注明“优秀论文评选”字样。评奖结果2007
年5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宣布。获奖论文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集出版。

五、分区及稿件和参评费寄送地址：

1.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负责人：赵忠德副会长

地址：116002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4号大连外国语学院科研处杨慧老师、孙英老师电话：0411-82803121转6211
传真：0411-82593683电邮：dwkeyanchu@163.com
2.西北地区（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负责人：杨达复副会长

地址：710128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张安伟 老师 电话：029-85319364，029-85319435
3.西南地区（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西藏）负责人：石坚副会长

地址：610064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陈爱莉 老师 电话：028-85412023
4.中南地区（广东、海南、河南、湖南、湖北）负责人：陈建平副会长

地址：510420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办 朱惊萍 老师 电话：020-36207003
5.华东地区南片（上海、浙江、江西、福建）负责人：史志康副会长

地址：200083上海外国语大学 通用外语考试办公室 刘焱 老师

电话：021-65311900-3234 电邮：hansyanliu@yahoo.com.cn
6.华东地区北片（江苏、安徽、山东）负责人：王守仁副会长

21009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陈新仁老师

电话：（025）51983822（小灵通）（025）83594213（办） 电邮：cxr3354182@163.com
7.华北地区（不含北京）（内蒙、山西、河北、天津）负责人：胡家峦副会长

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英语系 索亚莉 老师 电话：010-62751580传真：62752469 电邮：english@pku.edu.cn
8.北京地区：负责人：胡文仲会长

地址：10008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英语教育事业部 刘相东 老师 电话：010-88819582
9.台湾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暂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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