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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 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张 越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 京 100872)

摘 要 ：20世 纪 7 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 “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 

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 

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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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但为翻译研究开拓 

了新空间，同时也将翻译主体提升到译学研究的重 

要地位。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 

奖，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 

不可没，被誉为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落地生根的“接 

生婆”。《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 

一 ，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例，以列举 

大量实例的方式分析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 

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彰显，以期更全面 

地了解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主体性的发挥。

一、葛浩文与《红高粱家族》

葛浩文是西方最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 

之一，被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1]12“在美国，中国当代小 

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 

文。”[2]他笔耕不辍，在过去的20年成功译介了萧

红、莫言、苏童等诸多中国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葛 

浩文的翻译创作出了海外的莫言，激活了莫言作品 

在英语世界的“第二次生命”。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 

外最多的一位。[3]62葛浩文坚定地把莫言称为他的 

“英雄”。[4]在他看来，莫言是其所属时代“最有成就、 

最有影响力、最有创造力的作家。”[5]29《红高粱家族》 

是一部壮丽的战争史诗和爱情传奇。故事背景涉及 

抗日、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这类巨变事件。1994 

年，《红高粱家族》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出版，这一版 

封底引用谭恩美的话:“莫言的声音将传入美国读者 

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6](114)学 

者英奇亦评论道:“和福克纳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 

把莫言称为文学创作界真正的天才。”[7]506可以推 

测，随着莫言获奖，中国文学将更能吸引世界的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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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 

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 

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 

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8]22能 

动性、受动性、为我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三大特征，并 

辩证统一地存在于翻译活动中。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彰显。 

“译者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在翻译活动中选择原文、理 

解原文、表达原文和应用翻译技巧等表现出来，使其 

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9]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承担 

起“读者”、“阐释者”、“作者”的三重身份。“文本选 

择”是翻译的第一步，任何翻译活动均有明确的目 

的。译者作为“读者”，可在对比研究基础上，自行进 

行翻译文本的选择。“文本解读”阶段需译者承担起 

“阐释者”的角色。此过程涉及译者与原作的“视域 

融合”，需要译者打破自身文化的束缚，主动走进作 

者的世界。“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的重中之重，此 

阶段译者作为“作者”，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自主选 

择实现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再创造。总之，译者 

需妥善处理本国文化与异域文化，达到翻译的和谐 

性。

三、 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红高粱家族》英译中 

的显现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从选 

材开始，就需译者深思熟虑。其次，面对原文中的诸 

多特色文化因素，译者需进行文化解码，承担起“阐 

释者”的重任。最后，面对源语中复杂的文化现象， 

译本中的选词用词，也需译者精心选择和推敲。葛 

浩文在其译作中恰当地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也促进 

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一）文本选择

葛浩文的文本选择首先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充 

分发挥了译者的能动性;所选文本考虑市场及美国 

读者的喜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体现了文本选择的 

受动性;所选文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实现译者帮 

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的，从而体现了文本选择 

的为我性。

1. 译者的喜好

关于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翁显良曾做出这样 

的评价:“小说翻译，最好坚持三个前提:一曰熟，二 

曰近，三曰得。所谓得，指的是读了原作有所感受， 

产生共鸣，得之于心。” [1°]®这三个前提对文学翻译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谈到文本选择与译者责任， 

葛浩文表示，“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 

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 

喜欢的。”[11]莫言小说善于表现人性的黑暗面，葛浩 

文自陈，他本人的阅读兴趣也基本认同“人性本恶” 

的说法。他曾自豪地宣称，“我的译本基本上代表了 

英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精 

华”。[12]220由此可见，译者喜好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 

直观体现。

2. 市场与读者

当然，葛浩文在文本选择上也兼顾了市场及西 

方读者的阅读兴趣。葛浩文坦言，“很多时候一部作 

品能不能翻译，还得考虑出版社的市场利益。”[13]13 

葛浩文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取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 

识。“他们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 sex多一 

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多一点的。”[14]46_47《红高粱家 

族》恰好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它以民间老百姓的视 

角再现了中国农村抗日的情形，贯穿其中的是“我爷 

爷”和“我奶奶”之间那令人称奇的传奇爱情故事，让 

读者发自内心地重新审视爱情、战争与人性。文本 

选择时兼顾读者和市场，是译者主体性中受动性和 

为我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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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解读

译者和原文都具有各自的视界，译者必须充分 

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突破自身文化的束缚，努力接近 

原作者的初始视界，领悟作者的本意，达到二者的 

“视界融合”，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译者在人 

名翻译时冲破语言文化阻碍，采用注重意译的“调试 

法”，体现了文本解读的主观能动性;文化负载词及 

俗语詈语翻译中，考虑到西方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 

灵活选择翻译策略，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受动性;最终 

成功实现了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体现了主 

体性之为我性。

1.人名翻译

人名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符号，读者可从名字 

本身联想到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葛浩文对人名的 

处理，主要采用了两种做法。一种为音译，对于无特 

殊意义的人名，首选的办法是音译，如:余占鳌译成 

Yu Zhan’ao,戴凤莲译成Dai Fenglian。第二种为“调 

试”翻译法。对于具有特殊涵义的人名，葛浩文往往 

采用改变源语语义和视角的“调试法”，借由译者主 

体性的发挥，通过意译巧妙传达名字的内涵。“刘罗 

汉”被刻画为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老长工。在 

佛教中，罗汉是伟大的佛陀得法弟子修证最高的果 

位。由此可见，作者对“罗汉”的命名寓意深刻。葛 

浩文凭借深厚的中文造诣，采用增译的方式，调试了 

“罗汉”的语意，并在行文中加以注释，精准地将其译 

作 “Arhat Liu，named after Buddhist saints”，使注释成了 

文学的译文。此外，恋儿(Passion)，倩儿(Beauty)，安 

子(Harmony)，哑巴(Mute )，花脖子（Spotted Neck )，冷 

麻子 (Pocky Leng)等人名的翻译也均体现了葛浩文 

译者主体性的巧妙发挥。“调试法”的合理使用是译 

者在忠实原文基础上，为传达原文神韵所做出的调 

整，这种调整既体现了原文对译文的限制，也体现了

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做的主观努力，能动性、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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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我性均有体现，实现了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发 

挥。

2.文化负载词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不仅要从本民族的 

角度去感知异族文化，还能从异族文化持有者的角 

度认知异族文化，这是“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要 

求译者具有‘移情’和‘文化融入’的本领。”

例 1:还是“干爹呀”“湿爹呀”！ [16]167

Foster-dadl That? s a “bloodless” relationship. 

Yours is u blooded" .[17]296

“干爹”是“义父”的俗称。“干”在此处是指无血 

缘关系而拜认的亲属，带有颇为浓厚的人情味道。 

“干”在此处相对应的反义词应是“亲”，即为有血缘 

关系的至亲。余占鳌和九儿的关系在当时尚名不正 

言不顺，所以豆官虽为余占鳌的亲儿子，却只能一直 

称其为“干爹”。除却“干”和“亲”，汉语里“干”与 

“湿”亦是一对反义词，奶奶因爷爷不敢承认自己的 

亲生儿子而满腹抱怨，便随口杜撰了本不存在的“湿 

爹”一词，借此委婉地讽刺爷爷。此处的双关颇为精 

妙，幽默风趣，将汉语的丰富多彩展露无遗。面对如 

此匠心独运的原文，葛浩文拋却了此处语言的包装， 

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原文涵义传达了出来，同时译文 

的“bloodless”和“blooded”巧妙运用了头韵的修辞，与 

原文的双关修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为译者主体 

性恰当发挥的典范。

例 2:曾外祖母唠唠叨叨：“小祖宗哟，你不吃不 

喝，是 成 了 仙 还 是 化 了 佛 ？你把娘难受死了

哟 ！ ，，[16]78

4 You little urchin,? Great- Grandma grumbled, 4 do 

you think you? re an immortal or a Buddha who doesn ? t 

need to eat or drinks You, ll be the death of your own 

mother f J [17]90

“小祖宗”是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埋怨或责备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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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皮时的常见用法，大人将小孩喻至祖先般尊敬的 

地位，以示孩子的淘气和难伺候。此处体现的是曾 

外祖母对九儿不进食的焦虑，哄骗之中亦体现出一 

丝疼爱和责备。中国人习惯将自己的祖先置于“俗 

神谱系”之中，但西方则很少用此类表述传达安慰和 

哄骗之意。葛浩文精准抓住了此处的文化涵义，并 

未将其译为“ little ancestry”，而是采用归化的策略将 

其译成“ little urchin ”，实为精妙。“ urchin ”在英文中 

是“淘气鬼，顽童”之意，与原文传达之意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至于“仙”和“佛”，葛浩文则采用了异化的 

策略，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古老的宗教文化体系。 

此处译者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归化与异化的 

翻译策略交替使用，不仅保留了原语特色，而且还不 

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译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3 •俗语詈语

俗语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是一类简练且 

通俗流行的语句。作为译者，需解读破译其中隐含 

的文化因素，并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展现原文语言文 

化特色。詈语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 

在翻译时需揣摩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从而找到译入 

语中色彩相当的词语进行翻译。译者在文本解读和 

阐释中扮演着斡旋中介的角色，这正体现了译者主 

体性的彰显。

例 3:掌柜的，别难过啦，破财消灾J 16]M

Don? t be sad, Master. Financial losses , lucky boss

es

例 4:大风刮不了多日，亲人恼不了多时q[16]14°

Strong winds eventually cease, unhappy families re

turn to peace.[17]157

“破财消灾”是我国民间俗语，当人们遭遇物质 

或金钱上的损失时，往往就会用“破财消灾”这句话 

来安慰自己的心灵。酒庄掌柜单廷秀的庭院无故起 

火，此处正是长工刘罗汉对东家的安慰。葛浩文采

用了意译的手段，不仅领会并传达出了该俗语的含 

义，还不经意间吻合了二者之间的主仆身份。因为 

俗语本身的特点就是约定俗成且形象精练，所以葛 

浩文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例4 的俗语采用 

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把原意生动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俗语的一大特征便是其口语性，多是 

口语形式的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韵语，读起来很好听。 

此处葛浩文的译文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文涵义，而 

且形式上更是前后押韵，朗朗上口，译文更像是纯正 

的英语习语，流畅自然，没有一点翻译腔，不禁让人 

感叹葛浩文“重写”功底之深厚。借由其译者主体性 

的巧妙发挥，葛浩文的译文使译入语读者感受到了 

不少于源语读者的阅读韵味。

例 5:杂种！小杂种！六亲不认的小杂种！[16]119

You misbegotten ingrate !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turn your back on your own family ?[17)135

例 6:我要去杀这些狗杂种![16]287

V m going to kill those dog bastards ![17]303

“杂种”是我国常见詈语，表达对另一人的极度 

厌恶之情。此处是外曾祖父拿九儿没办法时的气 

话，并非对亲生女儿真正的辱骂。如若把这些詈语 

按美国俚语意译过来，就很容易与文本人物的感情 

色彩产生偏差，破坏人物和语言环境间的微妙关系。 

例 6则表达了余占鳌对铁板会的仇恨，此为语言激 

烈情况下讲出的粗俗语。值得一提的是，中西方文 

化中分别赋予了“狗”截然不同的内涵。西方国家往 

往视其为忠诚的象征，多情况下是他们赞美和褒扬 

的对象。而在中国，特别是过去，人们对“狗”并没有 

什么好印象，比如“走狗”、“狗仗人势”等。此处译者 

摒弃了文化差异，采用了中西结合的翻译策略，套用 

译入语中地道的詈语进行译介，不仅体现了原文的 

语言风格，也表达出了其深层意义，所达到的效果与 

原文本所差无几。总之，借由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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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文的译文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原文中人物语言的特 

点和身份，也还原了原作塑造的人物形象。

(三）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主要是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限 

制，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译者站在译入语读 

者的角度进行处理，从而达到服务目标语读者与传 

播中华文化的目的，体现了翻译过程的能动性和为 

我性。

避讳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源于人类童年时代 

语言拜物教。《汉语大词典》对“避讳”的解释为:“修 

辞学上辞格之一。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 

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18]452 

例 10: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16]66 

They ploughed the clouds and scattered rain in the 

field， 5

例 11:从此，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相亲相

香 [16]139
〇

From that day on, Granddad and Grandma shared 

their love like mandarin ducks or Chinese phoenixes .[17]156

“云雨”原指古代神话传说中巫山神女兴云降雨 

之事，本是上好的自然景观。但是语言经历着神奇 

的变化，中文的“巫山云雨”渐渐生出了男女缠绵情

爱的另外含意。[19]32°

“耕云播雨”通常指控制降雨和改造自然，比喻

辛勤劳动。此处作者将“云雨”之意巧施于“耕云播

雨”之中，是一种含蓄而精妙的描写。“鸳鸯”在中国

往往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凤凰”则常用来象征祥瑞，

亦有“爱情”、“夫妻”之意。“鸳鸯凤凰”在此处意同

“云雨”，也是对男女情爱的委婉表达。面对此类极

具中国古典韵味的避讳语，葛浩文为使译入语读者

感受到中国文化美妙的异域色彩，采用了等额翻译

的手段，通过忠实的直译，达成了传播中国特色表述

的目的。以上两例中，译者都在不影响译文读者获 

94

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理解的情况下，恰当发挥了其译 

者主体性，运用异化的策略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文学 

的叙述特点。

例 12:“怎么？你被他坏啦？！”[16]147

4 What? s wrong 1 Did he rape you?,

例 13:爷爷与她总归是桑间贌上之合。[16]91

So she and Granddad were adulterers .[17]104

“坏”原指“让人难堪、吃苦头等”，在此处取“毁” 

之意。在民间表达中，“坏”的含义更深一步，此处是 

对“蹂躏”的避讳表达。“桑间濮上”则意指男女幽 

会，淫靡风气盛行之地。此处的“坏”与“桑间濮上” 

是另一种避讳描写，只是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有 

“糟蹋”与“野合”之意，一般不用于对美好爱情的表 

达。因此，出于对中国作家的了解，葛浩文在翻译过 

程中大胆采用了意译的手段，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 

为之补缀，帮助莫言说出了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 

莫言曾这样为译者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 

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 

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 

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 [2〇]17°通过译者主体性的 

巧妙发挥，葛浩文不仅将中式传统表达传递到了西 

方，也使得莫言作品在海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

四、结语

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对外翻 

译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 

位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葛浩文借由其译者主体性 

的恰当发挥，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首先，他依据个人喜好，兼顾市场和读者进行文本选 

择，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西方阅读市场;其次，他精通 

中英双语及中西文化，在文本解读方面亦是游刃有 

余;最后，面对源语中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他在翻 

译中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葛浩文对《红高粱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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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译是恰当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典范。在文化交流 

过程中，译者应化身为文化使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 

性。

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葛浩文译者主体性 

的恰当发挥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了十分有益的 

启示。首先，翻译的选材必须要做好。在世界渴望 

了解中国的现在，“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积极与 

世界接轨，针对性地选择西方世界感兴趣的素材进 

行翻译。”[21]57其次，尊重文化交流与沟通。在全球 

化的当代，不断的借鉴和交流可加快世界文化大融 

合的进程，在充分的多语文化基础上，译者才可游刃 

有余地准确解读异域文化。再次，对外翻译策略需 

适当转变。面对“译入”与“译出”之间的矛盾，很多 

译者会刻意采取对抗式的异化策略。但现在尚不该 

过分夸大民族特征，既然国家已将文化强国提升到 

了国家战略层面，那么就必须考虑实效，针对不同文 

本和语境，通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选择恰当的翻译 

策略进行译介。为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我国应在 

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 

化交流，采用积极战略推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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