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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摘 要：传统的对“忠实”标准的理解多停留在内容和形式的层面上，然而，翻译中的“忠实”是多方面、 

多角度的忠实。从翻译的“忠实”对象这个角度重新思考翻译的“忠实”标准。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需要“忠 

实”的对象有原文形式、原文内容、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读者文化、客观事实和翻译 目的(效果)。在翻译活 

动中，译员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忠实，而这种忠实应当有合理的适度性的把握。但这种忠实也必然有其局 

限性，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和内涵及译者 自身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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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传统 的翻译理论历来将 

“忠实”作为翻译的基本标准。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当数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里的“信”即忠实。 

在西方，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 

ander Tytler)提出的翻译的三个原则，其第一个原则就 

是翻译必须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 ，即“忠实”。 然而， 

很多译者虽然声称“遵循”忠实原则 ，在翻译实践中却 

屡屡灵活处理，“违背”忠实。王宪明(2004)指出，严 

复虽是“信、达、雅”的提出者，但他的译文多有删除 

和增补现象。 据林克难 和高健 统计，林语堂和 

萧乾的译文作品中也有很多“不忠实”于原文的处理。 

如此种种，必然引来“非议”。稍作变通的翻译是否就 

违背了翻译 的基本原则呢?翻译是多方面的交流活 

动，翻译中的“忠实”也是多角度的“忠实”，不能仅停 

留在语言形式和内容这一层面上。本文从翻译实践中 

的实际问题出发，以翻译“忠实”的对象这一角度来理 

解翻译的“忠实”原则。 

一

、 “忠实”的对象 

要明确忠实的对象 ，首先要理解翻译是什么。对 

此，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阐释。翻译 的目 

的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 

去。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 

体在译语 中用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 

息。当代学者王以铸则认为好的翻译绝不是逐字逐句 

地搬迁 ，而是要传达原文的神韵。可见，翻译是一个 

涉及多方面的活动 ，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去理解忠实显 

然会陷入偏颇。张今在古今中外对翻译的各种不同定 

义的基础上，较完备地重新定义了翻译：翻译是两个 

语言社会间的交际过程和工具 ，其 目的是促进本语言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其任务是要把原作品 

中包含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整地从一种语言中移 

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翻译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语言 ，语言转换的 目的 

是为了进行跨文化交际。所以，从语言转换看，翻译 

涉及目标语和原语言；从文化交流看，翻译涉及作者 

和读者；而从作者和译者的自身局限性来看，翻泽还 

涉及原文内容与客观事实；此外 ，特定的翻译服务于 

特定的 目的(效果)，涉及一定的受众。所以，从翻译 

的过程来看 ，翻译需“忠实”的对象如下：原文形式、 

原文内容、原文作者、译文读者 、读 文化、客观事实 

和翻译 目的(效果)。 

二、忠实的适度性 

鉴于对原文形式和原文内容的忠实已经有大量的 

论证，笔者在此主要讨论“忠实”于原文作者、译文读 

者 、读者文化 、客观事实和翻译 目的(效果)。 

第一 ，对原文作者的忠实。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 

是不是照搬原文翻译就是对作者的忠实?笔者认为对 

作者的忠实和对原文的忠实是有区别的。对作者的忠 

实是保证作者的作品在翻译成外文作品以后能够有效 

传达作者的意图；而对原文的忠实是严格地按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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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和内容用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对原文 

的忠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作者没有犯事实性的错误 

(当然文学的艺术加工除外)，在非文学翻译中尤其如 

此。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是百科全书，他的知识面也不 

可能包罗万象，所以犯错误是正常的，但是显然没有 

哪个作者是愿意犯错误的，作为负责任的译者就必须 

在译文中纠正作者的错误，即便是很小的错误，而不 

是以讹传讹。所以，对原文的忠实并不等同于对作者 

的忠实，事实上，如果作者犯了错误，译者发现还不 

加以纠正的话 ，恰恰是对作者的不忠实。总 的来说 ， 

对作者的忠实就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原本不动 

地传达原文意思。 

第二 ，对译文读者的忠实。翻译的终端服务对象 

是读者(在 口译中是听众 )。读者阅读翻译的作品是为 

了获取信息、了解文化、提高修养等等，而没有任何 
一 个读者想获取错误的信息。翻译作为交流的桥梁， 

就必须保证翻译出来的信息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事 

实的。有些翻译不负责任，本来正确的信息经过他的 

加工变得不知所云，甚至意思完全相反。对于这样的 

翻译，读者并不能够获取正确的信息，因而翻译就没 

有做到对读者的忠实。此外，对读者的忠实还必须让 

译文读者能够产生同样的或者类似于原文读者能产生 

的感受。所以，为了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原作，译 

者可在原文晦涩难懂 的地方略作处理 ，使之更 明晰 

化 ；同时 ，译者还可以用加注的方法对历史背景、社 

会风俗及文字游戏等难点进行补充说明。总之，对译 

文读者的忠实不仅要保证读者能够获得原文作者想传 

达的信息，还要让读者在阅读过程能够得到作者想让 

读者得到的感受。因此，笔者在翻译这段文字的时候 

考虑到“玉兔”是带有典故的中国概念，西方人可能并 

不明白使用“玉兔捣药”作为商标有其独特的内涵，所 

以在翻译“玉兔”的时候，笔者就加了这样的注释：A 

Chinese mythology has it that on the moon lived a jade 

rabbit manufacturing elixirs by pounding medicines in a 

mortar．The needle shop used this picture as their mark to 

advocate the quality of their needles． 

第三，对读者文化的忠实。翻译绝不是纯语言的 

行为，它深深扎根于语言所在的文化之中。uo 各国有 

不同的发展历史，因此 ，文化差异不可避免。译者首 

先要熟悉 目的语文化，并且尝试从 目的语文化 中寻找 

可以替代的对象，使译文顺应读者文化。 比如许渊 

冲先生对“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翻译 

就充分体现了对读者文化的忠实，他的译文是：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 

次讲座中曾讲述了他这样翻译是缘于他偶然一次读到 

描写美国妇女在二战时候所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的文 

章，上面有 face the powder和 powder the face的用法 ， 

这样的表达就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文化，也达到了对读 

者文化的忠实。笔者在翻译“玉兔”的时候加注释，一 

是为了让西方读者能够产生和中国读者同样的心理感 

受 ，二是为了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第四，对客观事实的忠实。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要 

从客观实际出发，作为翻译也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如 

果作者犯了错误 ，译者就必须大胆地在译文中予以纠 

正，这不仅是对作者的负责，也是对读者的负责。潘 

文国在其《严复及其翻译理论》中对“信”重新进行阐 

释：“我们先来看他(严复)自己对之(‘信’)的解释。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里，引用了古人语录来 

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易》日：‘修辞立诚’。子日：‘辞 

达而已’，又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 

正轨，亦为译事楷模。仔细琢磨《易经》的那句话，可 

以发现，‘信’其实指的是对读者的‘诚信’，而不是对 

原文作者的忠实。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严 

复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译者的道德责任。” 从对 

读者的“诚信”角度来看，就要给读者传达正确的信 

息；就译者的道德责任来看，也必须给读者传达正确 

的信息，而前提就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要保持对客观 

事实的忠实。所以在翻译字的时候坚持从客观事实出 

发，对作者犯的事实性错误予以纠正。 

第五，对翻译 目的(效果)的忠实。翻译行为由翻 

译目的决定 ，换言之 ，翻译的 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对原文可以逐字直译 ， 

可以完全改写，也可以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恰当 

的翻译策略。当评价一篇译文的优劣时，注重的是它 

的“适宜性”(adequacy)，即是否能实现译文的预期功 

能，而不是它对原文的等值程度(equivalence)。 这一 

点在广告、宣传、传媒等商业用途的翻译中尤其明显。 

比如，翻译电影名时就要服从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来观 

看电影这个目的，因此，把电影《黄飞鸿》翻译为 Once 

Upon口Time in China显然更能引起美国观众走进电影 

院的兴趣，因为美 国有一部非常成功 的电影 叫 Once 

Upon 0 Time in America；把 Safeguard香皂翻译为“舒肤 

佳”更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该产品的效果。所以，当 

翻译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效果)时 ，就必须尽可能地达 

到翻译任务的 目的(效果 )。如果翻译旅游景点的介 

绍，就要照顾国外读者的需求，目的是引起其兴趣， 

产生旅游的动机。如果替别人翻译 留学 申请，就必须 

尽力让读者接受 申请 ，这就是翻译中对 目的(效果)的 

忠实。“收买上等钢条，造工夫细针，认门前白兔儿为 

记”这句话从功能上来看就是广告语 ，在翻译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广告的特点，由此笔者想到国内仲景六味 

地黄丸所使用的广告词“药材好，药才好”。所以笔者 

从 目的(效果)出发 ，将其翻译为：White Rabbit m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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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needle with quality stee1．这样的翻译虽然从字 

面上来说与原文并不对等，但是却达到了与原文同样 

的效果。 

三、“忠实”的可能性 

本文所说的“忠实”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忠实。翻译 

是完全有可能做到忠实的。首先，许多翻译都曾经接受 

过系统的语言训练，其语言的运用和理解能力比一般人 

好，所以在语言的处理上可以做到忠实。其次，许多翻 

译在其接受语言教育的过程中，也都接受过相关语言文 

化的教育，所以在文化上也可以做到忠实。再次，翻译 

在接受翻译任务以后，许多时候是可以与作者进行直接 

或者间接的沟通的，因此就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意 

图，所以也能做到对作者的忠实。此外，翻译所掌握的 

知识是有限的，而翻译接受的翻译内容却是五花八门 

的，当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在翻译之前就必须做大量的 

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所翻译的主题，译员就 

很可能比作者掌握更多的背景知识 ，因而有可能纠正作 

者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当作者并非相关主题专家的时候 

更是如此。所以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优秀译员，是有 

可能做到近乎完美的忠实的。 

四、“忠实”的局限性 

首先，从语言形式上看，由于语言只属于特定的 

民族和文化，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因此，使用 

不同语言的文化对世界必然有不一样的看法；其次， 

从语言内涵的传达上看，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百分之 

百地表达出原文 的全部内涵 、全部意义、全部信息， 

因此，绝对等同的传达是不可能的。 再次 ，译员也 

有 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语言的运用理解能力 、知识结 

构、责任感等等，都制约着译文的忠实程度。此外，从 

忠实的对象来看，有时候对一个对象的忠实就可能会 

导致对另一个对象的不忠实，也正因为如此 ，不能对 

“忠实”陷入狭隘的理解而放弃“忠实”的标准 ，恰恰 

相反，“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总之，翻译是一个 

涉及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 

都有可能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产生影响，或者制约着作 

者对原文的忠实程度。 

从翻译的“忠实”对象这一角度来讨论翻译的“忠 

实”原则 ，旨在让我们的翻译能够做得更好，同时也避 

免对忠实产生狭隘的理解，进而陷入无谓的与忠实相关 

的争论中。尽管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困 

难，但是只要我们有可能把译文做到更为忠实，我们就 

应该把这样的可能性放到最大，这也要求译员必须不断 

学习，提高责任感，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花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到翻译工作上来，以期把翻译做得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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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ithfulness Principle and Its Objects 

WU Yan．HU Aime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faithfulness principle of the translation has its limitations since 

it only focuses up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e faithfulness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different aspects．Thus，the objects to which the translation has to be faithful are as follows：the 

form ，the content，the author，the reader of the target text，the culture of the reader，fact and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The translator would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faithfulness principle．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unavoid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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