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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 
— — 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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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8o年代起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圣经》，以“中性”或“两性兼顾语言”方式翻译《圣 

经》。文章论述了女性主义者对《圣经》翻译的几种修正方法，由此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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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the Bible)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古代希伯莱人 

历史文学典籍的总汇，长期以来，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文 

学 、艺术和道德观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世界文化的宝 

贵遗产。长期以来《圣经》翻译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在古 

罗马后期以及中古时期各民族语发展过程中，《圣经》翻译扮 

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一 女性主义和《圣经》 

16世纪欧洲女性仅限于对宗教文本的翻译。Margaret 

Hannay指出，妇女翻译了大量的宗教文献，这些文献通常“尤 

其有益于国家和政治集团”。H 她还指出，女性翻译 宗教题 

材，一方面对基督教会有利，另一方面通过翻译这一中介改 

变了宗教文献的某些原意，“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 

早期的《圣经》有许多男性化的语言、形象和隐喻，“以至 

于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当作男性”。 随着女性主义的兴 

起、女性基督徒觉醒到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女性开始溯源《圣 

经》、《圣经》诠释及《圣经》翻译在延续父权教会传统上所扮 

演的角色。她们意识到基督教会对女性的态度和《圣经》对 

女性角色及形象负面的传达，《圣经》是基督传统的基础，但 

也是由一个视妇女为次等又没价值的文化所孕育出来的。 

倍倍尔和波伏瓦认为，《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及其使女 

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原则是女性压迫的主要工具。̈ E．M．温 

德尔指出《罗马书》l6章开头的非比(Phoebe)，原为女执事 

(diakonos)，译者将执事这个词同男性名字一起作为“助手” 

或“副主祭”来译；同章的女使徒犹尼亚更被易改为男性。解 

放派(Liberationist)妇女神学的代表 Elizabeth Fiorenza指出， 

《圣经》本身就反映古以色列的父权观点，加上基督教千多年 

来从男性角度阅读《圣经》，终于把《圣经》扭曲为延伸男性霸 

权的压迫性工具。Fiorenza提出以“重组历史”作为释经方 

向，就是以女性作主，从女性角度重新阅读《圣经》中被遗忘、 

忽略或扭曲的女性故事，再结合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资料， 

整理出“隐藏的历史”。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女性运动转入第二个高潮，该阶 

段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是：“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 

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 为此，女性主义者们做了大量 

的工作，力图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并以“女性视角”即用 

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对传统语言产生深远影响的 

莫过于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女性主义角度重 

新阐释，以“中性”或“兼顾两性”方式对《圣经》的翻译。1983 

年《两性兼顾语言经课集》的英译本出版。迄今，至少出版了 

17种不同版本“中性”(gender—neutra1)或“两性兼顾语言”的 

《圣经》英译本。这些译本“给读到和在教堂里听到的人展示 

了政治上的正确性(political eo~ tness)”。 

二 《圣经》翻译 

《圣经》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I'-J艺术，很难说哪个版 

本是最好的，仅就英语而言，就有超过5O个版本。《圣经》英 

译本最经典的当推 1611年问世的“詹姆斯王本”(King James 

Version，简称 rdv)，即“钦定本”。1895到 1898年，美国基督 

徒伊丽莎白·卡迪 ·斯坦顿(Elizabeth Cadv Stanton)以八十高龄 

编著出版了《妇女圣经》一书，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 

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该书收录了新旧约《圣经》提及女性 

及她认为应包罗的女性部分。Stanton尖刻抨击《圣经》文本 

的大男人主义，彻底质疑《圣经》对女性的适切性。她对《圣 

经》提出两项严厉批评：(1)圣经并非性别中立，是压迫女性 

的政治工具。(2)圣经不能表达或反映上帝的真象。 

女性主义者发现《圣经》中以男性涵盖女性的例子俯拾 

皆是。如“马太福音”第 18章 l5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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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go and show him his faultjli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If he hstens to you，you have won your 

brother over．(Matthew 18：15．NIV 1984) 

女性主义者质问：基督教是否只是男性的宗教，答案显 

而易见是否定的。为了改变女性在基督教中的尴尬处境，女 

性主义者们认为“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原文，当原文偏离了 

女性主义观点，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和修正”。_7 

对《圣经》的修正，女性主义者主要采取的方法有： 

(一)采用现代《圣经》翻译中影响最大的Nida的“动态 

对等”译法，在保持文体协调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补足女性的 

“身影 和声 音 ”，遮 掩 其 中 的 “男 性 至 上 主 义”(patriar． 

chalism)。L3 具体而言，即采用语言的性别中立化(gender neu． 

trality)或使用两性兼顾语言(inclusive language)，主要 目的是 

公开反对语言的男性化，反对所有指称尽为男性表达方式。 

虽然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基 

调和意义。 

上文的例句改为： 

—

If an
—

othermember ofthe church sire against you，go and point 

out the fault when the two ofyou are alone．If
—

the me
—

nfl~er hstens to 

you，you have regained that OIle．(NRSV，1990) 

If
—

a bro
— ther or sister sins，go and point out the fault，jlist be— 

tween the two ofyou alone．Ifthey listen to you，you have won
—

the
—

m  

over．(删 ，2oo2) 

Flotow指出，英语社会在女性主义的压力下，出现了一 

些“圣经的女性主义修订版”(feminist revisions of the Bible)，_9】 

而这些译本最触目之处是其两性兼顾语言。Flotow以最早 

的两个译本Joann Haugemd所译《给我们的话》(The W0rd f0r 

us，简称 wu)和《两性兼顾语言经课集》(Inclusive Language 

Leetionary，1983，简称ILL)为例，说明这类译本的翻译动机和 

手法，并作了一些评论。例如女性主义翻译家Joann Hauger． 

ud拒绝使用 Man或 He等词包含女性 ，翻译中运用中性词和 

复数词，另一种解决方法是重复一个名字而不用男性代词 

he。如 

Jesus said to them．“I anl the bread of life；he who c衄 s to 

me shall not，hunger，and he wh o believes Il1e shall never thirst⋯ ， 

and
～

him who COI'I~S to me I shall not cast out．”(The Revised Stan． 

dard Version of John 6：35—37) 

Joann Haugemd译为 ： 

Jesus said to them，“I anl the bread oflife；anyone who comes 

to Il1e shall not，hunger，and anyone who believes me shall never 

th／rst⋯ ，and
—

tho
—

se wlm comes to me I shall not throw out．”(WU： 

14) 

两性兼顾语言(inelusive language)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 

简单来说是指不对女性有所排斥或贬抑的词语和语法。在 

妇女运动第二波的带动下，两性兼顾语言从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开始打人英语的主流社会 ，七十年代后期被引进到英文 

《圣经》翻译 ，在美国掀起了连串的讨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开始较广泛地应用到英文《圣经》翻译 虽然被引入《圣 

经》翻译之后，其涵义已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变化，但始终是女 

性主义的产物。 

约翰·哈里斯(John turns)，施特劳斯(Strauss)的经文抽 

样调查指出 1989年出版的《新修订标准本》(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简称NRSV)和 1995出版的《当代英文译本》 

(Contemporary En sh Version，简称CEV)的两性兼顾语言程度 

最高。_I们现以传统版本 KJV，自1987年起最畅销的《新国际 

版》NⅣ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对比两性兼顾语言版本， 

即引发争论的《新国际版：两性兼顾语言本》NIⅥ (New Inter． 

national Version：Inclusive Language Editi0n)和两性兼顾语言程 

度最高的NRSV。两性兼顾语言版本的特点如下： 

1、避免“he”作为通称代词。例如《约翰福音)14：21： 

KJV He that hath my commandments，and keepeth them，he 

it is that loveth Il1e⋯ 

N1V
—

Who
—

ever hasmy eo~ dsand obeysthem， isthe one 

wh o loves Il1e⋯ 

NIVI Those who have my eo~ ds and obey them are the 

—

on
—

es who love me ’-。 

NRSV Th ey wh o have my  commandments and keep them arc 

—

tho
—

se wh o love Il1e⋯ 

2、避免以 “man”作为不定代词。例如《创世记》1：27： 

KJr So God created
—

m a
—

n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NIV So God created
—

m a
—

n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

hi
—

m ’-· 

NIVI So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

the
—

m ⋯  

NRSV So God created
—

human
—

kind in his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

the
—

m ⋯  

3、将单指男性的词语，其中主要是 “brother(s)”，“s0n 

(s)”，“father(s)”，以包括女性的词语取代。例如《罗马书》 

12：1： 

KJr I beseech you therefore，
—

breth
—

ren ⋯  

NIV Th erefore，I urge you，
—

broth
—

ers ⋯  

NRSV I appeal to you therefore，
—

brothers an
—

d sisters⋯ 

此类翻译实践增强了人们对翻译作为一种丰富阐释性 

活动本质的了解。女性主义译者假定用来描述上帝的语言 

和父权制文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结，她们意图让上帝成为“可 

接近的，关心他人的，受人尊敬的形象”，而不是一个遥不可 

及的唯一的权力象征。[Ï而在上帝呼告子民时，在“兄弟们” 

后面严肃地加上了“姐妹们”，这对《圣经》的说教主旨并无明 

显违背，但译本产生的社会意义就有巨大的差异，它表明在 

上帝的眼里男女是平等的，由此在世俗的社会中，男性就无 

权凌驾于女性之上。 。 

除此之外，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年出版《新约及诗篇： 

两性兼顾语言版》(11le NeW Testament and Psalms：An Inelusive 

Versiml，简称 NTP1)，译者在考虑性别中立的同时，在翻译中 

尤其突出译文的性别意识。在拉丁版的第四节中brother／ 

I)rothen出现21次，而牛津版中译为 brother只有 1次，因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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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耶 稣 基 督，译 为 “brothers and sisters”12次，译 为 
“

neigl~3or”2次，译为“them”或“those”3次，译为“all”1次 ，译为 
“

relatives，friends，and benefactors”1次；所有的“God the father” 

一 律译为“Our Father—Mother ill heaven”0[12]过去“上帝”是极 

鲜明的男性化 词——God the Father，the Lord our God，代词 

He，等。ILL(见上文)用诸如 God the Sovereign One或更夸张 

的 God(the Mother)and Father这样的短语(the Mother用括号 

标记来表示增加)来指代上帝。这两个译本都避免指示神为 

“父亲”，耶稣为“儿子”的称呼。例如《马太福音}28：19： 

L(A)⋯baptizing them in die name of[God]the Fath— er一  

—
[and M

—

other]，and of
—

Jesus Christ tile be
—

loved Child of God and of 

the Holy Spirit’’’ 

NTPI⋯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

til
—

e
—

Fa
—

th
—

e
—

r-
— —

M
—

ot
—

he
—

r and 

of
—

th
—

e
—

be
—

lo
—

v
—

ed
— —

Cl
—

fil
—

d and of the Holy Spirit⋯ 

这些激进的新译本遭到《圣经》翻译专家 Nida的反对， 

但这些否定意见显示了新译本的社会意义。 

(二)原文中“男性至上主义”难以“干涉”，就隐去不译 

(《圣经》中这样的地方极少，只有几处 )。_I引这里用《以弗所 

书》5：22—23节为例说明这点。传统《圣经》中的表述是： 

KJ、，Wives，submit yourselves tmto your own husbands，as 

tmto tl1e Lord．For tl1e husband is tl1e head of file wife⋯ 

NIV Wives，submit to your husbands as to the Lord．Fo 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而两性兼顾语言版本则表述为： 

Ⅱ Be subjec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luist． 

wives to your husbands as to the Sovereign．Fo 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l1e wife⋯ 

NTPI Wives ，be committed to your husbands as you are to 

Christ．Fo 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l1e wife⋯ 

NTIB Wives，be supportive of your husbands as to God．For 

the husband is essential to the wife··· 

(NTIB：The NewTestament ofthe Inclusive Language Bible， 

《新约两性兼顾语言圣经》，1994) 

这两节论及夫妻角色的著名经文，两性兼顾语言版本或 

多或少都淡化了，甚至删改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头 

的讲法。 I J 

(三)重译本有前言、脚注和附录，标记和解释翻译者的 

动机和对原文的干预，对其女性主义处理技巧和翻译宗旨加 

以说明，解释译者对《圣经》中传统的男性化语言的处理方 

法。有问题的地方和建议的解决方法在绪论部分进行讨论。 

英文《圣经》的前言一般都会交代出版背景和翻译原则。 

在这个传统之下，前言可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某些策略的明 

证。两性兼顾语言版本的前言中往往强调英语中的性别语 

言起了变化，所以需要更新译文的语言，以当代的语言表达 

原文的意思，一方面消除歧视，另一方面避免因语言而产生 

误解，增加译文的准确度。还有些激进主义版本较多解释使 

用两性兼顾语言背后的理念，不讳言是带着文化干预的倾 

向。II上的前言强调基督教诲的两性兼顾本质——一“所有的 

人都受到上帝平等的喜爱、判断和接纳”，女性 主义译音把 

《圣经》看作一本书，一本必须对“年轻的和年老的，男性和女 

性，每一个种族的、文化的和民族背景的个人”诉说的书 

(皿 ，前言)，因此“共同合作和共同平等在基督教中是重要 

的”(ILL，附录)，该语境使这些翻译作品正当化。 

三 女性主义翻译观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不论宗教还是非宗教的 

女性主义研究都不能回避圣经。 一些女性主义者不仅没 

有回避《圣经》，还率先通过淦释与翻译来淡化《圣经》的父权 

色彩。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女人受压迫的重要起因之一， 

因为人们所使用的是“父权制”的语言。这种观点必然会对 

翻译产生影响，女性主义译者希望通过语言来提高女性的社 

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圣经》的修订本并没有寻求改变原 

文的内容，通过修正语言，这些版本改变了故事的语调和意 

义，至少可以在基督教中还女性公平和公正。而且《圣经》在 

西方触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影响自然比仍属精英文化的女性 

试验小说更广。 

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一些女权主义者把翻译视为政治行 

为，她们想通过翻译来纠正一些强加在《圣经》上的过度男性 

化的语言。正如哈伍德在译本《她人的信》的前言中解释说：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让语言为女性说话； 

我的署名意指我采取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让女性在语言中显 

现。” I 按照这种观点，女性主义译者翻译像《圣经》这样体 

现“父权意识”的文本时，不仅应该指出其中的性别歧视和女 

性的沉默，还要有意识地通过女性主义的干涉加以解决 ，扭 

转这种不公正的偏向，把女性直接放置在语言中。使原文符 

合女性主义要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对 

传统“权威及权力中心”的原文意义的质疑和否定 。同时强调 

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和操纵。所以，女性主义翻译是一种有意 

识的创造性叛逆。其最大特点是“在意义生产中尽量突出女 

性的主体性”，或“在翻译中以女性意识驾驭文本”。_I 但译 

本，尤其是《圣经》译本，作为基督教的经典，不能有太多创造 

性叛逆，即不能脱离社会主流文化。对于原语 中的性别、阶 

层、种族歧视等，译者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如果是在权 

威性文本中，最好尽量准确地再现，但要加以说明，以免误导 

读者。 

从宗教着手的女性翻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 ，消 

解父权文化中心的权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翻译 

理论，其功用主要是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 

话语中显现，从 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u副其 目标是要 

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人社会和文学底层 的 

观念、概念，为此它必须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 

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 1 最大程度地抛弃男 

性表达方式 ，变革性别语言来发出女性的声音，强调女性对 

翻译的驾驭和对文本的操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独特新颖 

的研究视角对传统译论的原则和范式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 

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研究视角，丰富 

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女性、差异性、他者性将继续成为翻译 

研究的话语主体，并且还会为建立译者主体性 、女性译者主 

体性以及其它翻译模式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 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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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当然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由于女性主 

义流派众多，有些观点过于极端，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如 

女性主义者戈达尔德大胆宣称：“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 

翻译是生产，而不是再生产”，【2 这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乃至 

歪曲了翻译的本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颠覆以结构主义 

范式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最终目的，过分强调译者对文本 

的干预和“重写”，“信”(忠实)就不再是翻译的绝对标准和终 

级目的。Flotow指出，目前对女性主义译论的批评既来自女 

性主义阵营以外，同时也来自其内部。这些译论“过于情绪 

化，宗派化，观念化”。 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 

扬、在理论的阐述和实践中使用一些过激性词汇有形成新的 

二元对立(男／女)的趋向等，对此应该克服其走向极端和情 

绪化的一面，加强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 

会历经由开始到成熟的阶段，女性主义翻译也不例外。要在 

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自身的不断发 

展和改善，最终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维护女性尊严的理论 

体系。 

注：本文的《圣经》英文中下划线均为笔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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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80s，feminists have reinterpreted the Bible fi-um  thefeminist perspective，and translatedthe Bible by using gender— 

neutrality or inclusive lan la8e．This枷 cle discusses the feminists’methods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thus an删 lysis of the feminist transla- 

tion theory is presen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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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Zong Baihua summariz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 space awareness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 

drawing technique，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close relation of the space awal~  tll the national cosmology．philosophy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which has demonstrated the deep humane concern and the cultural concem ofits aesflmncs
． The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the space 

awareness of Zong Bmhua has provided a wa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Chinese eon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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