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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①

李小川
（长沙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情态是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情态意义翻译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历史背景、价值体系、权力关系、诗学传
统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在进行英汉情态意义互译时，译者应充分观照不同文化的意识形态因素，运用恰当的翻译策

略和方法，动态地传达原文的情态意义，实现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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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纯理功能：概念功能（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人际功能（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和语篇功能（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人际功能是人们用语言表达身份、态度、动机和对事物的推
测、判断和评价，以此来影响他人，建立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功能［１］２３１。情态是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

是讲话者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情态的表达方式有情态动词、情态附加语、谓

语扩展式和情态隐喻（即情态由小句来体现）［２］６２４。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取向（主观、客观以及显性、隐

性）和情态量值（低、中、高），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强弱程度表达情态意义［１］２３３。

情态的主要语义特征是体现说话者的主观性［３］３３０，情态的主观性决定其语篇必须体现意识形态。

批评语言学家福勒（ＲｏｇｅｒＦｏｗｌｅｒ）指出，情态能够表现作者或说话人的“评价”或“态度”［４］８５。Ｄａｖｉｄ
Ｈｏｄｇｅ等通过对情态的分析看到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Ｗｅｂｅｒ侧重分析小说中人物话语的情态和意识
形态的关系［５］８２。福勒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

法，”在对语篇进行批评分析时，“要对语篇的语境，功能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具备丰富的直觉知识和准确

理解”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中可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某些语言结构和过程，然后就整个语篇的意识

形态作出有意义的概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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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态作为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与诸多复杂多变的人文因素密切相关，情态意义的翻译受到译

入语文化的历史背景、价值体系、权力关系、诗学传统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７］１８５－１８６。在意识形态分析

中，情态是需优先分析的语言结构之一，包括各种情态结构，如情态助动词、情态副词、评价性形容词和

副词等［４］１７５。批评语言学通过批评性语篇分析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翻译过程中情

态意义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使我们能够跳出语言层面的表达，深入了解说话人（作者）的精神世界，

准确把握翻译中情态意义构建的深层理据［７］１９２。

１　价值取向的改变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人的思想观念及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

可以是个人的”，他强调指出意识形态的内涵不应只局限于政治含义，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８］１５７。

著名学者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指出，话语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话语，其背后都存在着
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９］１７８。

翻译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即意识形态体系服务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交

际主体对话语情态的选择和理解不同，当译语和原语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时，原语中的情态意义不被接

受，此时译者应根据语境调整情态表达，如汉语的学术语篇中常用高值情态表达，中国作者习惯用一些

主观表达“ｗｅｓｈａｌｌ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Ｉｔｈｉｎｋ，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ａｔ”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就使自己承担起过高的
情态责任。学术语篇中突出主观臆断的情态表达难以为英语国家的学者接受，因为，在同样的语境下，

西方作者习惯使用较为客观的表达，使自己的话语更具商讨性，更多地观照读者的接受心理。在汉语产

品说明书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高量值道义情态表达，以此强调商家的话语权威，而英语国家的商家却

更倾向于客观的表达。价值取向的差异致使情态意义在英汉互译中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以下是一则

外贸强化复合地板的广告说明，在说明的十幅小图下面分别用汉语和英语标注，下面摘选前四句进行

分析：

（１）ａ．ｓｃｒａｔｃ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能抵御宠物的利爪
ｂ．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具有极强的抗化学药品能力
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表面坚硬，能抗击高跟鞋的敲击
ｄ．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高度耐磨，能承受人流的践踏［５］１２１

商品说明书是对产品加以解说、介绍，使消费者了解此消费品的基本构造、使用方法，避免发生使用

不当的情况［１０］１０７。英语国家消费者倾向于了解客观实际情况，所以，在说明书中的表达言简意赅，功能

明确，没出现任何情态表达；而汉语译者使用了大量的情态表达，情态意义传达了商家意欲控制他人权

力（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的人际意义。权威方的主观取向在中文读者那里可以得到认同，这已成为中国文化普遍
接受的价值观念。较之一般的文学作品创作，广告文案创作是一种特殊文体的创作，是一种目的意象性

很强的商业文本，所以广告文本更具有意义的开放性，译者对它的理解与阐释更需要掺入自身的商业价

值取向和审美意识，翻译广告说明时，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译者应“调整译文以满足目的语

读者的需求和期待”［７］１９３。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情态表达习惯各不相同。对比分析英汉两

种表达，英、汉语对同一话语的表达存在明显的情态意义差别。英文采用的是简洁清晰的短语表达，客

观地说明产品的性能和优势，而汉语则用了小句形式，尤其是祈使句式表达；另外在汉语译文中三处用

了情态动词，还有一处用了高值形容词“极强的”，突出了产品的特性和厂商的主观权威，如在 ｂ行，英
语说明该产品对化学制剂之类的东西具有抗腐蚀能力，汉语则对此能力进行了高值情态的转译，在“能

力”之前增加了“极强的”，ｃ行的抗压能力也被汉语表达为“表面坚硬能抗击……的敲击”。ｄ行的英语
表明该产品具有耐磨性能，汉语表达增加了“高度”二字，说明中的其他几行也都是这样，通过加强情态

语气，体现了汉语译者在翻译广告语时，将自身文化的价值观融入到对英语的理解和翻译中，通过对情

态意义翻译的操控突显了生产厂家的商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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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汉语译文的情态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译者所表明的意识形态，汉语广告说明注重突显厂家

的技术权威，强调产品使用的注意事项以体现对顾客的高度责任感，因此在情态的运用方面倾向于高量

值表达，体现高度确定的语气和绝对话语权，对产品性能的宣传唯恐不详实，常常通过高值情态词、程度

形容词和副词的运用来实现对产品的包装和渲染。

由此看来，情态所表达的人际意义在翻译中绝不是简单的词语的语义对应转换，它涉及到英汉语文

化背景下交际者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译者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文化因素的制约，使情态意义翻译

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２　权力关系的重释
福柯认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９］３２０。考察语篇的情

态系统主要目的是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

系［１１］７５。下面这段话选自《红楼梦》第６８回，王熙凤得知贾琏背地里私娶尤二姐之后，想通过自己的精
心策划，劝说尤二姐入住贾府，然后实施对她的报复计划。

（２）“……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背地里加减些话儿也是常情。
妹妹想，自古说的，‘当家人恶水缸’，我要是真有不容人的地方，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

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的我到今儿。……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这些小人们糟蹋，所以才

叫我知道了。”［１２］７６６

“… Ｉｅｘｐｅｃｔｔｈｅ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ｓａｙａｌｌｓｏｒｔｓｏｆｎａｓｔｙｔｈ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ｍｅｂｅｈｉｎｄｍｙｂａｃｋ．Ｉｔｉｓｔｈｅｉｒｗａｙ
ｏｆ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ｅｖｅｎｇｅｏｎｍｅｆｏｒｂｅｉｎｇｓｔｒｉｃｔ．Ｉｓｕｐｐｏｓｅｉｔｉｓｏｎｌｙｎａｔｕｒａ１．Ｙｏｕｋｎｏｗ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ｒｂ．
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ｒｕｎｓ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ｓｌｉｋｅａ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ｔ：ａｌｌｔｈｅｄｉｒｔｗａｓｈｅｓｏｆｆｏｎｈｅｒ．Ｉｎｏｕｒ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Ｉ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ｌｏｔｓ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ｓａｂｏｖｅｍｅａｎｄｃｏｕｓｉｎｓａｎｄｓｉｓｔｅｒｓ－ｉｎ－ｌａｗｂｏ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ｍ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ｆ１ｗｅｒｅｒｅａｌｌｙｈａｒｄｔｏｇｅｔｏｎｗｉｔｈ，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ａｌｌｔｈｏ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ｐｕｔｕｐｗｉｔｈｍｅｆｏｒｓｏｌｏｎｇ？…Ｉｔｈｉｎｋ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ｒｄＢｕｄｄｈａｍｕｓｔ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ｐｉｔｙｏｎｍｅｉｎｌｅｔｔｉｎｇｍｅ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ｉ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ｔｗａｎｔｍｅｔｏｂｅ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ｂｙａ
ｐａｃｋｏｆｓｃａｎｄａｌ—ｍｏｎｇｅ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１３］３３４

这是王熙凤规劝尤二姐时说的一段话，王的话语涉及到贾琏、贾府祖宗、下人及社会舆论，一口气说

了一大篇（本文只摘选其中一部分），没给尤二姐回话的机会，足以显示王的话语控制欲。王熙凤通过

巧妙运用情态，来表达一种确定无疑的气势，显示出她凌驾于尤二姐之上的权威，目的是向尤二姐表明

即使贾琏私娶她为妻，最终还是瞒不住她。

在权力情境中说话人用情态保护他的言语不受批评［５］８２。对比考察情态意义，原文中王熙凤只用

一个表情态推测的词“未免”，表示对“下人背地里加减些话儿”事实的推断，用肯定极性表达对“也是常

情”的价值判断。在最后一句话中，用“都是”表达肯定极性判断，语气肯定，没有情态空间。译文中

Ｈａｗｋｅｓ使用了情态隐喻“Ｉｅｘｐｅｃｔ”，“Ｉｓｕｐｐｏｓｅ”和 “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Ｉｔｈｉｎｋ…ｍｕｓｔ”，用命题形式表达王
熙凤的判断，改变了原文中情态的表达方式，削弱了情态判断的确定性，增强了意义的委婉性。译文中

权力关系的重释，只表达了王熙凤的主观感受，避免了话语的强制性，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王的话语权威，

掩盖了其判断的社会意识形态，更多地体现出对听话者的观照，增加了对话的协商语气。

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语篇是包含交际者和所处语言环境中多种声音协商的结果［５］１１４。例（２）的
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重释，必须结合特定的文化语境分析。原文所包含的价值判断正是当时中国社会

意识形态的反映。王熙凤代表了贵族社会的一部分，贾府下人则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

封建社会广泛而深刻的阶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１４］。王熙凤作为一个上层社会的代言人，自

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说话语气盛气凌人，她的判断必为人所共知，因而她言语之中用了很多肯

定极性表达，语气确定，无须任何商讨空间。英语文化中虽然也存在阶级区分，但原文中绝对霸气的人

际意义无法直接连贯到译语的人物对话中。作为《红楼梦》译文的读者，因为不具备与作者曹雪芹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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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文化背景，不会以阶级分析的眼光进行阅读，而是倾向于从人性的角度理解话语，因而译者只能将王

的价值判断表达为个人的态度，而不是社会的约定俗成。Ｈａｗｋｅｓ在译文中将最后一句的“都是”处理为
用高值情态“ｍｕｓｔ”表达有把握的推断，但这一推断是作为“Ｉｔｈｉｎｋ”的命题形式出现，只代表说话人自己
的观点，极大降低了原文极性表达“都是”的肯定程度。

另外，中国人对天地神佛的态度是实用性的，而西方人对宗教的态度则是神圣的［１４］。在述说天地

神佛的决定时，原文用肯定极性表达“都是”体现了“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神学观念，这是西方读者

所无法理解的。从情态意义的角度分析，原文中王熙凤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她是受了委屈的，天地

神佛理应替她做主。而Ｈａｗｋｅｓ译为由“Ｉｔｈｉｎｋ”引导的情态隐喻，平添了王熙凤的个人观点，表达的情
态意义则成了她认为天地神佛可能知道了她所受的委屈，所以帮助她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种对情态

意义的操控，突显了英语社会对宗教的尊重。

Ｈａｗｋｅｓ通过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将原文权威断言式情态表达转译为主观情态隐喻，重释了
原文的权力关系，观照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姿态和接受心理。

３　历史背景的影响
任何译者都是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其社会权力话语制约［１５］。特定时期的翻译往往

从语言到思想都留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巴赫金指出，人们在不同时代使用不同的时间空间组合来

把握外部现实，具体的时空体构成了个人、时代和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１６］１７２。“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

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

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１７］。

下面以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开篇头两句中的情态翻译为例，说明译者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通过

对句中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使之适应整篇译作的文学风格，试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翻译目的。

（３）Ｉｔｍａｙｂｅｓａｆｅｌｙａｓｓｕｍｅｄｔｈａｔ，ｔｗｏ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ｂｅｆｏｒｅＣａｅｓａｒｓｅｔｆｏｏ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ｗｒｉｔｅ，ｗａｓｉｎｗｈａｔ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ｔｍａｙｂｅ，ｂｙｒａｉｓｉｎｇａｆｅｗｓｅｐｕｌｃｈｒａｌｍｏｕｎ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ｏｓｅ
ｗｈｉｃｈｓｔｉｌｌ，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ｆ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ｍａｎ’ｓｈａｎｄｓｈａｄｍａｄｅｎｏ
ｍａｒｋｓｕｐｏｎ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ｎｖｅｉｌ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ｏｖｅｒｓｐｒｅａｄ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ｃｋｅｄ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ｈｅｌｖｉｎｇ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ｍｂｓｗａｓｕ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ｈｉ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栏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

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

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

疑也。［１８］２２８－２２９

《天演论》是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其中宣扬的是进化论的思想，是一部体例谨严的科

学著作。严复在留英期间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已经认识到进化论史观是西方进步的源泉，

所以选择《天演论》作为他的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但是严复“达旨”式的翻译，给原书增添了浓厚

的文学形象性。严复译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

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１９］５７。

从情态意义来考察，原文中两个句子都是以“Ｉｔｍａｙｂｅ…”开头，表示认识推测的客观情态意义，表
达了作者对两千年前英国南部的自然环境的推断，两句情态表达衔接紧密，连贯呼应，统筹全文。另外，

原文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反观译文，严复的翻译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来转译情态意义，他并没有

拘泥于原文的句式，而是根据自己娴熟的语言基础，运用“达旨”式译法，对原文情态进行操控，严译语

句短促、节奏感强，读者仍可从“悬想”和“计惟”等典雅的表达中依稀感觉到原文的情态推测意义。此

外，严复将原文中的第一人称“Ｉ”改为第三人称“赫胥黎”，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把
原文朴素平实的风格改写成词藻华丽的风格，旨在增强读者的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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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李小川：意识形态对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

严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过程中，出于意识形态、政治目的的考虑，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利，对原文

的情态意义进行操控，与整本译著的翻译操纵浑然一体，成功地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

封建传统意识形态，使译作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发挥了更新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实现了“政

治救国”、“寻求富强”的翻译目的。

４　结语
综上所述，情态作为表达人际意义的语旨变量，在各方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意识形态对情态意

义的翻译具有较强的操控作用，它不仅制约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决定了翻译的目的，因此，在

进行英汉情态意义互译时，译者应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观照译语社会的政治制

度、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因素，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

义，实现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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