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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政治性与有效性

谢旭升

翻译既是技术性要求很高的脑力劳动，又是政治性要求很强的政治工

作。翻译的政治性必须与技术性有机结合，方能体现翻译的有效性原则。

同时，翻译的目的总是服务于政治需求，翻译策略难免打上意识形态烙

印，而有效性却能保障政治性潜移默化地融入译文，因此没有翻译的有效

性，就无法实现其政治性。

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历来属于上层建筑，其传输内容和方式无不与政治意图相关联。

翻译的政治属性，一方面体现在译者翻译时替政府把好文化关，扮演好意

识形态卫士的角色；另一方面体现在译者以跨文化专家的角色效力祖国，

做好跨语言和跨文化参谋，因为一名合格的译者不仅意味着熟练掌握两种

语言和文化，更要体现出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翻译

的政治性意味着对文本某种程度的重写，以满足译入语主体意识形态和文

化价值观的需求，这一方面体现了翻译对政治的从属性，另一方面体现了

翻译受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的政治性意味着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译艺而是政

治姿态。一般而言，文化强势的民族往往借助“异化”来凸现民族自觉意

识，迫使对方民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殖民。相比之

下，文化弱势的民族只能割舍一些文化因子从而点滴输出。从这个意义上

讲，翻译的政治性直接与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实力相关。此外，

翻译策略与译入语意识形态情缘性有直接关系。如果接收方有着相似或一

样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即使文本政治性偏重，异化成分偏多，传播也不

会受影响。反之，不兼容内容多，政治性色彩就要淡化。翻译中不兼容文

化因子来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其词语内涵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中国的民

主党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党派，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又有别于西方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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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词都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作为政治姿态，翻译的异化总

是伴随着某种政治气候和民族的心声。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翻译

就经历了“归化”到“异化”的转变，表明中国政府借申奥之际向世界推

广中国文化的政治姿态。

翻译涉及文字转换，而文字表征往往会流露出政治意图。由于翻译向

来非真空中产生，所以翻译行为总不免带有政治意味。译德分为两个层面：

文字忠实和政治忠诚。翻译不是，或许从来不是独立于各个社会中权力之

外的孤立活动。大多数译者都在他们那个时代政治权利为他们划定的范围

内安然工作。

翻译的有效性

翻译的有效性涉及系统工程。首先，译者要具备跨语言和跨文化思

维。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翻译学科起步较晚，所以全社会普遍缺乏对翻译

内涵的认识，尤其是对翻译的跨文化认识。相当数量的译者没有摆脱母语

的负迁移，而翻译的有效性源于译者能在译入语文化中传达原文主旨；只

对语言符号负责而不考虑文化语法者往往导致翻译貌合神离，输出信息的

渠道堵塞。有效性意味着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更要了解两种文化；

有效性意味着显性政治减少、隐性政治增加，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

化输出而不是强制性灌输；有效性意味着译者不再是原文作者的附庸，而

是原文作者的合作伙伴或是配合他完成二度创作的作者。为实现翻译的有

效性，须按照对外传播学观点对文稿进行单独组稿或对原文稿的信息进行

分拣，筛选出适销对路的相关信息，按照他们的接受习惯进行词集、句法

和语篇三维重新编码，做到措辞精准、陈述客观和语气充满人文情怀。另

外，减少翻译的陌生感，尽量传输足额信息，实现东西方对话的对接。以

莫言获诺奖为例，对于葛浩文对自己作品的删改，他非但没有反对意见，

反而对葛浩文说：“小说不再是我的了，它属于你。”此外，莫言还曾多次

公开表示，葛浩文为自己的原著添加了光彩。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如性描

写）是原作中没有的，但增译的内容正好弥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诺

贝尔文学获奖与其说是莫言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莫言与译者合作的成功，

是中西方文学契合的成功。好的翻译会遵守交际中的各种规约，尤其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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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情况、不同领域、不同载体或使用的不同语言采用约定俗成的思维

方式、组织方式、编辑方式和表达方式。

政治性和有效性的张力

翻译既处在原文和译文的夹缝中，又处在政治性和有效性的张力中。

译者身处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风口浪尖，输入时须对信息进行甄别，放行有

益信息、拦截有害信息，守好祖国的文化边关；输出时对信息进行巧妙组

合以减少政治锋芒。再者，“异化”这个彰显民族文化的翻译策略绝非一

厢情愿就能实现。它必须建立在国富民强，国家软实力发展到足以在国际

社会发声并树立良好形象之日时，方能顺理成章。由于译者身兼政治家和

技术专家的双重角色，翻译文本应是政治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翻译的

有效性不仅牵涉到政治形势，而且还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若局势稳定、

政治开明，译者就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文进行面向译入语读

者接受习惯的二度创造，使文本有效地实现政治意图。翻译的政治性和有

效性就像跷跷板：政治吃紧，翻译的有效性就会降低；政治宽松，翻译的

有效性就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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