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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英译策略选用的语境效果诠释

孟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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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在(道德经)英译中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以及如何操作!将直接决定取得何种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提出的四

种语境效果%%%语境暗含#加强#矛盾#削弱!可以有效涵盖复杂的人类交际和充分阐释(道德经)英译行为#过程和结

果" 在(道德经)英译中采用三个英译策略%%%归化策略#异化策略#妥协策略!旨在使(道德经)英译文在英语读者身上

取得语境暗含和加强这两种正面语境效果" 在(道德经)英译中!三个英译策略的具体运用层面是不同的-归化策略始

终针对目的语形式表征!异化策略始终针对老子思想内容本色表征!妥协策略则是对原文某些局部措辞或结构进行最小

限度的归化表征"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策略$语境效果$归化$异化$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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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译者在翻译+道德经,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

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这将直接

关系到翻译取得何种语境效果 " .(/@BM@=C?

BRRB.@>$' 纵观若干+道德经,经典英译本!

#其英

译策略无外乎是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且大都是

混用' 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句子结构特征和

老子思想的特质性#笔者认为在+道德经,英译中

除了采用作为整体策略"的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

外#还应该增加作为局部策略#的妥协策略' 这

三个英译策略的具体运用方式有很大的针对性#

有别于以往的+道德经,英译!归化策略针对目的

语形式表征#异化策略针对老子思想内容再现#妥

协策略针对某些局部措辞和结构再现' 虽然国内

外学者对+道德经,英译策略所做的研究不少$

#

毕竟策略问题是每一个+道德经,英译者所必须

面临和选择的问题#但却一直是+道德经,英译中

未能有效解决的大问题#主要表现为译者主观随

意性过大#这也是导致+道德经,英译本显得过于

庞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 +道德经,英译本多达

%1$种&

#这一方面说明老子思想在英语世界的影

响力巨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译者对+道德经,

现有英译本的英译效度不甚满意而不断在追求更

高质量的英译本' 虽然影响+道德经,英译质量

的原因很多#但毋庸置疑的是#选用合理的翻译策

略是保证翻译质量的一大关键举措' 迄今为止#

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典籍英译还未建立一

套为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的翻译理论体系#而现

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早在

%6+1年就出现了一个现已被国内外学界公认的

人类交际理论***关联理论#该理论可以适应于

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框架)二是国内外+道德

经,英译实践经验十分丰富' 为此#笔者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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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提出的语境效果!为参照标准#以亚瑟1威

利"

"以下简称威利$(辜正坤#和笔者的英译$为

例#诠释以上三个英译策略的针对性运用可以使

英语读者在理解+道德经,英译文时通过恰当的

处理努力"HA(.B>>)/NBRR(A@$取得更大的正面"H(>L

)@)WB$语境效果%

' 关联理论提出的语境效果有四

种!语境 暗 含 " .(/@BM@=C?)UH?).C@)(/>$( 加 强

" >@AB/N@SB/)/N>$( 矛 盾 " .(/@AC').@)(/>$( 削 弱

"EBC0B/)/N>$#前两者是正面语境效果#后两者是

负面"/BNC@)WB$语境效果&

'

一4目的语形式表征归化与语境效果

在翻译中采用归化策略就是指翻译以目的语

语言和文化为取向'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1奈达

"J=NB/BD)'C$是这个观点的大力提倡者#他%强

调的是语言之间的 /文本转换0 和 /意义对

等0&

'

#但在+道德经,英译中目的语形式表征归

化跟奈达的%归化&还是有区别的#具体表现为仅

是+道德经,英译文的句式结构被再现为英语特

有的树形状句子结构#而非被再现为汉语所特有

的竹节状句子结构' 换言之#在+道德经,翻译中

笔者所提出的%归化&仅针对英语形式表征层面#

而非思想内容再现层面' 笔者看了数位翻译名

家(的+道德经,英译本#其英译文大都采用或部

分采用了英语读者所不熟悉的竹节状句子结构#

将英语句子结构中的%异类&变成常规#由此人为

地增加了英语读者理解英译文的障碍' 从语境效

果来看#有些英译未能有效实现语境暗含和加强

这两种正面语境效果#更多是导致矛盾和削弱这

两种负面语境效果' 英译者如此翻译#显然旨在

使英译文%形似&原文#实现所谓风格上的对等'

笔者认为就+道德经,翻译而言#不可一味机械地

强调在翻译中实现目的语形式表征上风格对等'

对等是有相对性的#而相对性具有多层级和多程

度的特点)

' 根据关联理论#语境暗含的语境效

果意指在交际中听话者对说话者的信息意图")/L

R(AUC@)WB)/@B/@)(/$实现了正确理解)加强的语境

效果意指听话者对说话者的信息意图不仅实现了

正确理解#还有效地实现了引申化)矛盾的语境效

果意指在交际中听话者得出一个跟说话人信息意

图不吻合或相反的意思)削弱的语境效果意指在

交际中听话者理解话语时未能产生足够的正面语

境效果#从而降低话语应有的分量或产生较之前

更加模糊的认知*+,

' 笔者在此以威利的英译文为

例#先说明目的语异化形式表征将会加大目的语

读者的理解难度' 且看威利英译+道德经,第 6

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

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成身

退#天之道也&!% 9@AB@.S C_(E@(@SBWBAXR=??#,

5/' X(= E)??E)>S X(= SC' >@(HHB' )/ @)UB),;BUHBA

C>E(A'

3

B'NB@()@>WBAX>SCAHB>@#,5/' X(= E)??R)/'

)@>((/ NA(E>'=??*,:SB/ _A(/[BC/' -C'BR)??X(=A

SC??*,Q@.C/ /(?(/NBA_BN=CA'B'*,:BC?@S C/' H?C.B

_ABB' )/>(?B/.B*,;SC@_A)/N>A=)/ )/ )@>@AC)/*,:SB/

X(=AE(A0 )>'(/B# @SB/ E)@S'ACE4 ,9=.S )>\BCWB/

u>:CX*& 这一章的主旨是 %功成身退#天之道

也&#而之前言论%持而盈之22自遗其咎&则是

类比性阐释#整个这一章的语句看似结构松散#实

则意思连贯紧凑(环环相扣' 原文句子结构均由

古汉语所特有的四字格结构构成#古汉语的意合

性(意象性和简练性达到了极致#不借助任何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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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孟建钢!+道德经,英译策略选用的语境效果诠释

的衔接手段#寥寥数语就将%功成身退&的道理说

得清清楚楚' 中国读者是习惯以这样的隐形逻辑

衔接方式来实现语篇连贯的#但以英语为母语的

人则不然'

威利的英译文形式表征完全异化#其英译文

句子结构全部呈现为古汉语特有的竹节状句子结

构#弃用了英语所特有的树形状句子结构#且严格

按照原文的标点符号单位来对应分行' +道德

经,第 6章英译的正面语境效果应该是凸显%功

成身退#天之道也&#但威利却是严格按照老子原

文的结构来英译的#结果把该章每个部分均英译

成彼此独立和并列的单位#而%功成身退#天之道

也&也是其中之一的独立和并列单位#由此取得

的必然是极度削弱的负面语境效果' 显然#威利

过于追求目的语跟原文保持%形似&#反而丧失了

更重要的%神似&' 应该说#威利自己首先对原文

理解不充分#由此其英译文必然会导致英语读者

在理解时产生削弱的语境效果#即降低了原文的

内容分量' 第 6 章原文中被标点符号间隔的有

%$个部分#在威利的译文中也相应地被排列成 %$

行#且每行第 %个单词均以大写字母开头#哪怕不

是一个完整的语句也是如此' 语境效果如何呢3

在整个英译文语句结构中#竟然没有用一个语篇

层面的显性衔接手段以实现语篇连贯#由此导致

英语读者把整章每个部分均看成是独立的个体#

不能有效识别出语句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导致在

整体认识上主次不分#在语篇连贯上自然不能取

得正面语境效果' 英语是一种结构性(外在性的

理性语言#衔接是实现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

'

说到底#英译+道德经,是旨在向英语世界传播老

子思想#而不是去改变英语读者的语言表达方式#

由此#译者在英译+道德经,时#就应该用常规的

英语表征形式去英译#而不应该把英语中属于异

类的竹节状句子结构作为常规类来使用' 在形式

决定内容的西方思维模式下#产生这种极度削弱

的语境效果概率是很大的#必然会大大降低宏阔

的老子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效度#而导

致这种极度削弱效果的直接原因就是译者片面追

求目的语的%形似&'

跟威利不同的是#笔者在英译+道德经,时采

用了归化策略进行目的语形式表征' 现仍以第 6

章的英译为例!%Q@)>@SB;C((R\BCWB/ @(AB@)AB

CR@BAE)//)/N_)NUBA)@>C>_B)/N>S(E/ )/ @SBR(?L

?(E)/N>)U)?CA.C>B>@SC@)@)>_B@@BA/(@@(_BH(>L

>B>>B' E)@S ESC@)>U(AB@SC/ B/(=NS# @SC@)@)>)UL

H(>>)_?B@(>=>@C)/ @SB>SCAH/B>>(RC-=>@

3

>SCAHB/B'

0/)RBR(A?(/N# @SC@)@)>)UH(>>)_?B@(S(?' (/ @(@SB

C_=/'C/@EBC?@S )/ (/B0>H(>>B>>)(/# @SC@)@)>_B)/N

CAA(NC/@E)@S A).SB>C/' S(/(A>@SC@E)???BC' @(')>L

C>@BA>*&笔者的归化性英译使英语句子结构完全

呈现出树形状结构#将原文整章 %$个小句译成了

一个完整的英语长句' 整句的连贯再现主要依靠

句子表层衔接手段促成#如 Q@)>2@('(2# C>

_B)/N>S(E/ )/ @SBR(??(E)/N>)U)?CA.C>B>@SC@2@SC@

2@SC@2等#这些衔接手段至关重要#主旨 %@(

AB@)ABCR@BAE)//)/N_)NUBA)@>&变得一目了然#整句

中小句之间的关联(各小句跟主旨%@(AB@)ABCR@BA

E)//)/N_)NUBA)@>&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十分清晰#

主次分明' 英语读者在理解时应该会通过取得语

境暗含或加强的正面语境效果来实现最佳关

联"

' 译者在英译+道德经,时应该用英语惯用的

表达方式去再现原文#从而让英语读者%直接&去

理解深邃的老子思想' 如果译者一味地用异化翻

译策略去实施英语形式表征#就等于在英语读者

理解原文内容之前人为地设置了一道语言理解障

碍' 老子思想作为中国的独创性思想#本就不为

英语读者所熟悉#同时老子思想又博大精深(晦涩

难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尽可能地让英语读者

投入尽量%小&的处理努力#去获取足够的正面语

境效果' 此%小&非彼%小&#非不费吹灰之力之

意#乃%恰当&之意' 关联理论所提出的语境效果

概念不仅可以充分诠释+道德经,英译的行为(过

程和结果#而且在整个英译过程中还有参照功能#

这种参照功能对提高英译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仍

以第 6章的英译为例#译者要想在英译中取得语

境暗含或加强的语境效果#关联理念就要始终贯

穿其英译过程#先找出该章小句之间存在的极强

隐性关联#分清主次#再用合适的英语句子结构加

以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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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目的语内容表征异化与语境效果

跟上一部分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在对老子思

想内容进行本色再现时要用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

策略就是指翻译以源语语言和文化为取向!

' 老

子思想非常独特#其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老子思想是中国所独有的开创性思想#另一方

面老子思想阐释的内容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情况#

还针对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因此老子思想的独

特之处是从中国人的视角诠释整个宇宙的运行规

律#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 22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等等' 纵观诸如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

名家思想等中国开创性思想#其共同点都是针对

中国国情的#但唯独老子思想阐述的是包括人类

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运行规律#这就是老子思想

跟中国其他开创性思想的不同之处' 在这一点

上#我们可以说老子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 也正因为如此#老子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才如此之大#+道德经,英译本达 %1$ 多种"

#在西

方其印数仅次于+圣经,#被誉为东方的圣经#

'

基于以上看法#笔者认为就老子思想内容本色再

现而言#译者应该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这与之

前所谈的目的语形式表征归化恰恰相反' 在英译

+道德经,中最大限度地本色再现老子思想才是

重中之重#一个译者首先要想到的是向英语世界

传播两千多年前+道德经,所蕴含的全人类思想#

因此英译+道德经,跟翻译其他中国典籍不同#这

也是英译+道德经,的难度所在'

根据关联理论#交际的目的是改变对方的认

知环境$

' 就+道德经,英译文的理解而言#英语

读者实现最佳关联的方式是通过取得四种语境效

果之一!语境暗含(加强(矛盾(削弱%

' 英语读者

学习+道德经,英译文的理想结果应该是取得加

强的语境效果#而不仅仅是获得语境暗含' 因为

仅仅获得语境暗含不过是实现理解字面意思背后

的直接含义#而获得加强的语境效果则是实现理

解字面意思背后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而开阔和丰

富自己的世界观#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最终得出

自己对人生的正确领悟和理解' +道德经,英译

要想使英语读者取得加强的语境效果#务必在内

容再现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去%硬译&' 但必须

指出的是#此处%硬译&跟鲁迅提倡的%硬译&有所

不同' 鲁迅所说的%/硬译0提倡翻译后的目标语

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保留源语文字的风

格与韵味&

&

#而笔者所说%硬译&意指在英译+道

德经,时仅在内容再现上保留原文的本色' 从批

评角度#我们不妨看看辜正坤采用归化策略对

+道德经,第 &2 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

取天下&的英译!%c=?B@SB>@C@BE)@S HBC.BC/' )/L

C.@)(/),:CNBCECAE)@S .ACR@X@A).0>),K(WBA/)/N

@SBE(A?',_X/(@@A(=_?)/N@SBHB(H?B*& 在此#辜译

文以举例性释义的方式来翻译老子的思想内容'

从逻辑上分析#释义性英译更多是做举例性阐释#

但在内容再现上就难免有所缺损#如%以正治国&

意指以正道治理国家#%正道&是一个很抽象的

词#内涵丰富#绝非具体所指#但辜译文却译成了

具体的%HBC.BC/' )/C.@)(/&# 由此大大缩小了%正

道&所指' 与其说这是对%正&的翻译#还不如说

这是对%正&的部分释义' 想必译者一方面直接

受到了+道德经,第 "&章中%清静为天下正&的影

响#但%清静为天下正&是老子对%天下正&的一个

释义#清静只是%天下正&所蕴含的众多内涵之

一)另一方面译者也直接或间接受到了+道德经,

众多章节对%无为&论述的影响' 显然#% HBC.B

C/' )/C.@)(/&只是%正道&所指的一个方面#如此

释义性英译必然导致削弱的语境效果' 我们再看

%以无事取天下&#老子意指以顺乎自然的做事方

式治理天下#而不是为了显摆而做事#正如老子

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但辜译文却译成

%K(WBA/)/N@SBE(A?',_X/(@@A(=_?)/N@SBHB(H?B&#

如此举例释义性英译必然将老子宏阔的思想缩小

至一个具体点#%不扰民&只是%无事&所蕴含的众

多内容之一而已' 辜译文是一个具体事例#而原

文是抽象泛指#那么#英语读者在理解辜译文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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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语境效果就只能是削弱' 辜译文将抽象泛

指译成了具体所指#旨在让习惯于直白性思维的

英语读者能更直观地理解老子思想#在翻译中这

种过分地替目的语读者着想的译法必然会导致老

子思想本色再现有所缺损' 虽然+道德经,阐释

的是整个宇宙运行规律#但阐释的视角却是古汉

语和老子思想视角#而极具特质性的古汉语和老

子思想在英语和印欧文化中却甚少有对应的表

征' 在再现特质性原文思想内容时该采用何种翻

译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GB/=@)$%大力提

倡保留原文本异质性的异化翻译22翻译具有带

来本土语言(文化的更新与变化#以至社会变革的

功用&

!

#另外#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翻译的本

质"

#由此译者在翻译+道德经,时就应该勇于选

用异化策略去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

英译+道德经,旨在向英语世界传播老子本

色思想(扩大英语读者的视阈并以此取得加强的

语境效果#因此在再现老子思想内容时更适合采

用异化策略' 老子的重要思想如%强大居下#柔

弱居上&%道法自然& %无为而无不治&等#跟英语

读者的世界观恰恰相反#他们信奉强大居上理念#

因此#英语读者是很难从本质上全面(深刻理解老

子思想的' 老子所倡导的%柔弱&很容易被英语

读者误解为%软弱&#实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正

如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

胜#以其无以易之'&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弱&是外向的

虚#而%柔&是内在的实' 笔者认为#译者在英译

老子思想时#要始终以%我&为中心#而不能以英

语读者为中心#否则就很难再现老子本色思想'

且看笔者用异化策略英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Q@)>AB.(UUB/'B' @SC@C>@C@B_B

N(WBA/B' )/ @SBA)NS@ECX# @SC@CECA_BECNB' E)@S

@SB=/=>=C?>@AC@BN)B># @SC@@SBE(A?' _BA=/ E)@S

'()/N>(UB@S)/NR(A/(@S)/N*& 笔者将%正&直译成

)/ @SBA)NS@ECX# 跟该词所指%正道&是较为贴切

的#因为%正道&实乃%道&所蕴含的内容之一***

合适的方式#而合适的方式又同时包含许多具体

的子方式#如包括辜译文%HBC.BC/' )/C.@)(/&' 同

理#%无事&在此指包含辜译文% /(@@A(=_?)/N@SB

HB(H?B&在内的%顺乎自然地做事&#换言之#意指

不是为了显摆而做事#其所指远比% /(@@A(=_?)/N

@SBHB(H?B&宽泛#因此笔者将其直译成 % '()/N

>(UB@S)/NR(A/(@S)/N&是可以再现原文所指的'

相比用归化策略进行的举例性意译#用异化策略

进行的直译在英语读者眼中看似关联性较小#但

实则不然' 根据关联理论#在交际中最佳关联的

实现或话语关联性的大小取决于听话者的处理努

力#发话者只要发出其认为是合适的明示行为

"(>@B/>)WB_BSCW)(A$即可' 因此#在交际中并非是

话语表征得越显性#关联性就越大)也并非是话语

表征得越隐晦#关联性就越小' 在实际交际中显

性表征取得的语境效果至多是语境暗含#而隐性

表征则一般会取得加强的语境效果#因为听话者

必须通过投入更大的处理努力才可获取足够的语

境效果#由此就会大大扩展或彻底改变其初始认

知环境#因此话语的关联性大小不是取决于显性

表征与否#而是直接跟听话者投入的处理努力大

小有关#

'

我们再看辜正坤对+道德经,第 1# 章中第 %

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英译! %5.@_X

UBC/>(R)/C.@)(/),̂BC?E)@S UC@@BA>_XUBC/>,(R

/(@_B)/NUB''?B>(UB),;C>@B_XUBC/>(R@C>@B?B>>L

/B>>*& 辜译文把此句中的%无为&简单地英译为

%)/C.@)(/& 是不妥的' 诚然#在第 1# 章之前%无

为& 的确多次意指无所作为# 将其英译成

%)/C.@)(/&是对的#由此对%无为&的理解和英译会

在译者大脑中形成定式' 同时#译者也会认为英

语读者在%无为&的理解上其初始语境已得以有

效扩展至背景语境#其英译%)/C.@)(/&就成为英语

中的对应词# 由此始终将 %无为 & 英 译 为

%)/C.@)(/&# 这其实是另类的归化性英译' 但恰

恰在第 1# 章中#此%无为&非彼%无为&' %为无

为#事无事#味无味&是该章的主题句#意思是行

动不是为了有所作为(做事不是为了显摆(吃东西

不是为了品尝' 后面数句都是在对此句做类比性

阐释#且这些类比性阐释也可作为正确理解此句

#2%

!

"

#

蒋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与翻译伦理的神韵,#+外国语,!$%$年第 %期'

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当代外语研究,!$%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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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佐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

为大#故能成其大'&在此老子阐述了做人做事的

基本道理和应有过程!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成就

大业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是缘于先偶然成就许多小

业#这就是偶然中见必然的道理' 老子在第 +# 章

中也有过类似论述#如%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且

看笔者对%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英译!%Q@

>S(=?' _B@SC@@(C.@)>/(@R(AUC0)/NC.S)BWBUB/@>#

@SC@@(E(A0 )>/(@R(AE(A0)/N)/ C_)NECXC/' @SC@

@(@C>@B)>/(@R(A@C>@)/N'B?).)(=>')>SB>*&%为无为#

事无事#味无味&这句话其实是对老子%无为&思

想的引申和升华#笔者直接采用异化策略英译此

句#能更贴切地再现老子思想' 英语读者看了笔

者的英译文后#就会进一步思考%无为&的深刻思

想内涵#不会将%无为&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事事和

无所作为#进而领悟到%道法自然&的老子思想精

华' 采用异化策略翻译老子思想内容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会逼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知难而上#促使

译者本人先去深刻领悟原文所指' 如果译者动辄

采用归化策略翻译老子思想内容#一旦碰到有歧

义或理解难度很大的语句#就很容易采取举例性

或类比性的释义方式去避重就轻地处理#这样英

语读者就只能获取削弱的语境效果'

+道德经,是用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古汉

语来表征老子思想的#译者在翻译+道德经,这样

极具中国语言和文化特色的典籍时#实现思想内

容本色传播才是第一要务' 一方面这是出于对先

圣的崇敬#另一方面也是旨在向英语世界更有效

地传播老子思想和开阔英语读者的视野#比如#

%道&的英译由起初五花八门的译法到后来较为

统一的音译 ;C(#再到 ;C(最终被确定为专门用

来表示老子之%道&的一个正式英语单词!

#这表

明极具中国特色和高度抽象性的老子思想是可以

逐步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 在翻译中对异

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是传播思想与文化的必要条

件"

' 另外#就以上笔者所提出的目的语形式表

征归化和目的语内容表征异化观点#韦努蒂也有

类似看法!%归化的翻译不是异化# 但异化的翻译

只能用归化的语言# 这样说是正确的'&

#不过#

我的观点不是韦努蒂观点的简单重复#韦努蒂的

观点泛指所有翻译#而我的观点仅针对+道德经,

这样的中国典籍英译'

三4目的语妥协表征与语境效果

在翻译中没有绝对异化或归化的译文$

#尤

其是典籍翻译更要重视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 在

此#笔者认为较能体现译者主体性的是妥协翻译

策略的运用' 妥协策略是不同于异化和归化策略

的一种局部策略&

#具体表现为对原文局部措辞

或结构进行最小限度的归化翻译#其功效在于更

好地衔接目的语表征结构#从而更有效地再现原

文思想内容' 正如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地被分为黑

白两色一样#还有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翻译策略

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分为作为整体策略的归化策略

和异化策略#还需要有可以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

的局部妥协策略' 笔者根据自己英译+道德经,

的体会认为#妥协策略之所以经常被运用#说到底

主要是因老子思想和古汉语两者的特质性元素所

致' 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做到最大限度地本色再现

老子思想#让英语读者投入恰当的处理努力才能

获取足够的正面语境效果#又要同时做到不过于

显性地对这些特质性元素进行释义性处理#不至

于让英语读者在理解时没有任何自我感悟和引申

的空间#为此#运用好局部性的妥协策略就是

关键'

且看威利和笔者对+道德经,第 & 章中%多言

数穷#不如守中&这句话的英译! %:SBABC>@SB

R(A.B(RE(A'>)>>((/ >HB/@*,̀CA_B@@BA)>)@@(0BBH

ESC@)>)/ @SBSBCA@*& "威利英译$ %b=>@C>U(AB

E(A'>NB/BAC??X?BC' @(/(H(>>)_?B-=>@)R).C@)(/# >(

X(=0' _B@@BA.S((>B@(>@CX)/ @SBWBAXU)''?B(R@SB

W()'*&"笔者英译$原文的意思是#多说反而会导

致词穷#还不如守住中空' 这句话看似不太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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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意蕴深刻(包罗万象#可以引申至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其关键寓意就是指做任何事情都要

保持一个合适的度#这就是%治人事天#莫若啬&

的道理' %守中&的%中&乃%无&或%空&的极致体

现#%中&乃%空&之中心或%无&之极致之意#换言

之#只要做到了%守中&#就可以把做人和做事做

到极致' %多言数穷&说的是一个具体事例#而

%不如守中&则说的是一个抽象域#具体和抽象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具体&是启示点#%抽象&

则是感悟所在' 要彻底理解%多言数穷#不如守

中&的%中&#还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正确理解

作为+道德经,整部论著核心要义的第 % 章#其中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意指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达

到%无&#无乃空#空乃有#而%空中&乃人生最高境

界之极致' +道德经,其他章节在相当程度上都

是对作为整部著作核心要义第 %章的阐释' 译者

只有对原文的理解达到了这一步#才能正确理解

和译好%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如此#威利的释

义性英译文就显得不妥了#其释义性译文所展示

的不过是博大精深的老子思想中一个方面而已'

为了更大限度地再现老子思想#笔者在英译时采

取了直译和最小限度加词相结合的妥协策略#一

方面要凸显和保留原文的关键词%中&字#毕竟如

此英译也是让英语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原文%中&

的含义)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将 %中& 直译为

%U)''?B&也不妥#会让英语读者不知所然#因为英

语读者的大脑中没有类似于中国读者大脑中的原

始语境#也就不可能进行相应的正确语境扩展#但

在%U)''?B&之后加上一个辅助性短语 %(R@SB

W()'&# 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就能有效地激活英语

读者大脑中必要的相关语境假设".(/@BM@=C?C>L

>=UH@)(/>$#且将其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从而

取得正面的语境效果' 毕竟#在前 "章中#老子对

%空&都有相关的论述#如第 % 章中%无名#天地之

始22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第 ! 章中%有无相

生&#第 #章中%为无为#则无不治&#第 " 章中%渊

兮似万物之宗22湛兮似或存&' 至此英语读者

的大脑中已经对%空&有了原始语境且进行了相

应的语境扩展#这就是他们理解短语%(R@SBW()'&

的依据#进而理解%中&乃虚空之中心也#换言之#

他们会悟出%中&乃最虚无(最浩瀚(最有效(最恰

当之意' 笔者将%守中&译成%@(>@CX)/ @SBWBAX

U)''?B(R@SBW()'&#跟原文就十分贴切#其画龙点

睛之笔在于增加短语%(R@SBW()'&# 该短语虽是

激活英语读者大脑中相关语境假设的触点#但在

英语中又极为巧妙地保留和再现了老子思想隐晦

表征的特色#可以给他们极大的关联想象空间'

这种妥协性英译既不同于直译#也不同于意译'

笔者英译+道德经,时在许多地方都用到了妥协

策略#如#第 %章%名可名#非常名&中第 ! 个%名&

的英译!此%名&的含义是#名字的最终所指常常

跟该名字的字面意思相反#无论是采用直译还是

意译#都可能要么无法达意(要么将大大缩小老子

宏阔的思想#为此笔者妥协译为%2_=@@SB/CUB

=>=C??X@=A/>(=@/(@@(UBC/ ESC@@SB /CUB

UBC/>&' 再如第 1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在英

译时必须标明%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主语#否

则必然会给英语读者的理解造成困惑#到底是什

么%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呢3 添加和标明主语

%U(@SBAS(('&# 即可解决问题' 还有第 %$ 章%天

门开阖#能无雌乎3&中%天门&的英译#无论是直

译为 %@SB'((A@(\BCWB/&# 还是意译为 %BXB>#

BCA># /(>B# U(=@S&都不妥#只能妥协译成%X(=A

>B/>(AX(ANC/>&' 更多类似的情况还见于下列情

形"均为笔者译$!第 %% 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

以为用 & 中 %利 & 和 %用 & 的英译 ";SBABR(AB#

JM)>@B/.BSC>04""<A"4#&40>)<")# ES)?BD(@S)/N/B>>

SC>04"13#6406#*<")*$#第 %!章%是以圣人为腹不为

目#故去彼取此&中%目&和%腹&的英译"2>(@SB

9CNB'(B>/(@.CABR(AC??@SC@*%%R"5*#"/$A<4

)&%<+/ 5%%(2$#第 %"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中%御&的英译"5??@SC@BM)>@>@('CX.C/ A)/#&(*)(

)/ @BAU>(R@SB;C((R@SBC/.)B/@@)UB>*$#第 %& 章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3&中%安&的英译":S(

.C/ R))1#**63)#4<3)"6#*@R(A?(/N# @S=>ABW)W)/N

4/)@-=>@@(@SB>?(EAB.(WBAX(R?)RB3$#第 %2章%太

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中%太上&和三个%其次&的英译"8/)A)"4

4$1)%54/)"<13)@)3<*)3"CAB@SB(/B>ES(U @SB

.(UU(/BA>'(/(@0/(E*O)L44%4/)A)"44$1)%54/)

"<13)@)3<*)3"CAB@SB(/B>ES(U@SB.(UU(/BA>CAB

.?(>B@(C/' S)NS?XHAC)>B*8/)4/03( 4$1)%54/)"<T

13)@)3<*)3"CAB@SB(/B>ES(U@SB.(UU(/BA>CAB

>.CAB' (R*8/)5%<34/ 4$1)%54/)"<13)@)3<*)3"CAB

@SB(/B>ES(U@SB.(UU(/BA>S=U)?)C@B*$' 根据笔

者英译+道德经,的经历和体会#作为局部策略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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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策略是始终伴随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的' 很

有意思的是#这种妥协翻译策略的运用也是老子

重要思想的一种体现#老子认为人类对世间万物

的认识都做不到至清程度#如是#不同语系之间的

语际翻译又如何做到极致的精确再现呢3 更何况

是将代表中国开创性思想和文化的+道德经,翻

译成英语'

结语

过去 %$$多年来#+道德经,成为被外译得最

多的中国典籍!

#这一方面说明+道德经,对整个

人类世界的影响力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

更佳+道德经,英译本的探求从未停止过#%从过

程哲学视角看#典籍复译具有必然性&

"

' 笔者也

加入了复译的行列#在此也将自己完成复译+道

德经,的体会和经验跟同行分享#借此抛砖引玉'

国内对+道德经,英译研究视角颇多#如翻译学视

角(文化视角(综合视角(语言学视角等#但大都未

能实现理论体系化' 令人可喜的是#还是有人朝

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学

科#

#而+道德经,英译研究应该被拓展为这个独

立学科中的一个理论体系#由此才能跟+道德经,

在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 就+道德经,

的英译策略选用而言#笔者认为关联理论提出的

语境效果概念是可以对其加以有效诠释的#因为

四个语境效果可以有效涵盖和诠释+道德经,英

译中所出现的正确英译(错误英译(误译等#对译

者采用何种英译策略是有较大参照作用的'

45-1-'-2/+"%&%8*.-"(/5-1/$&/-6+-. 2"%2-$%+%6/5-7%6'+.5

4$&%.'&/+"%"(=>?&+8#<@"3,()/ +%4-$D. "(@"%/-F/#&'7((-2/.

TJDKb)C/L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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