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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 0 世纪 9 0 年代兴起的女性主 义翻 译理论
,

以其鲜明的政治话语推动 了翻译研究的
“

文化转向
” 。

女性 主 义翻译理

论的贡鼓在于使译论界进一步发现结构主 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所存在的盲点和误 区
,

它为反思译作与原作的关 系
、

语言的本质

以及翻译的伦理等问题提供 了街的思路
。

女性主 义翻 译理论虽然刘正 了传统译论的不 少缺 点
,

但它过于 强调对语言的
“

操纵
”

和译者的
“

干预
” ,

从 而 引起 了译论界的不少批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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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引言

女性主义
,

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

分
,

单从理论上说
,

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

论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
。

后结构主义是一场解构一切中

心
、

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
。

女性主义可以看作

是解构父权中心
、

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
。

翻译

研究的
“

文化转向
”

使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理解

翻译的复杂性
,

从而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结构主义

语境中去考察
,

有利于我们发现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

译论中所存在的盲点和误区
。

女性主义应用于翻译研究

和翻译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

它为我们认识原作与译作的

关系
、

可译性
、

文化差异
、

忠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

角
。

笔者拟以此文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以及它的局限性
。

2
、

翻译研究的性别化视角

翻译研究的性别化视角由来已久
,

因为翻译与女性自

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

在欧洲
,

从中世纪开始
,

翻

译一直是女性进人文学世界的途径
。

由于长期被排斥在

特权以外
,

女性常把翻译作为公开表达的方式
,

直到 1 9

世纪和 2 0 世纪
,

翻译仍然是女性学习写作的一种训练
。

翻译也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

例如反奴

隶制运动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密切相关
。

女性以翻译

为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发展和文学传统的更新
。

在 19 世

纪和 2 0 世纪法国
、

德国和俄国的现代主义伟大作品中
,

有一半是女性翻译的
。

虽然说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在翻译

史上的结合有着某种巧合
,

但女性主义被引入翻译研究

决非偶然
。

长期以来
,

人们习惯用性别歧视的隐喻来描

写翻译
。

译者与女人在他们各自的等级结构中历来居于

被歧视的边缘地位
:

译者是作者的
“

侍女
” ,

女人是男

人的
“

财产
” 。

自2 0 世纪 6 0 年代以来
,

以奈达 ( E u g e n e

N id a )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范式取代了语文学范式
,

为人

们带来了科学主义的翻译观
,

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
。

以

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
,

虽然没有用性别歧视的隐

喻来描写和解释翻译
,

但实质上它的哲学思想认同于这

种歧视翻译的性别化视角
。

刘云虹 ( 2 0 0 2 : 5 5) 认为
,

人

们把翻译比作
“

仆人的工作
” ,

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
“

臣服于原作
” ,

努力
“

使自己变小
” ,

这种歧视译

者和译作的状况
“

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所造

成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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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译作与原作的地位

根据 《圣经 》 的传说
,

上帝先创造了亚当
,

然后

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
,

世界上先有男人后有女人
;

翻

译也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的
,

因此
,

翻译的女性气质

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 “

女人
”

和
“

译者
”

同属

于话语的边缘地位
。

原作对译作具有等级上的权威
,

人

们把这一概念与父权制联在一起
,

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又

有生产力的男性
,

而译作却是低劣的和派生的女性
。

这

种性别逻辑也催生了大量有关译作与原作的隐喻
, “

翻

译最多就是音乐的
`

回音
’

( e c h o)
,

无论从质上还是从

量上来说
,

音乐表演是低于作曲的
。

在当今美国的版权

法中
,

翻译和音乐表演都是派生的作品
”

( C h a m b e r l a i n ,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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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2: 3 1 5 )
,

这样的翻译话语强调了翻译的次要性
。

在

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关系上
,

译作也因此被认为是不完整

的和派生的
,

是
“

摹本
”

( e o p y )和
“

替代品
”

( r e p l i e a )
,

即原作的一种低劣的版本
。

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上
,

结

构主义翻译观虽没有明确贬低译作的地位
,

但它的哲学

基础
“

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
,

过分强调原文的中心

性
”

( 吕俊
,

2 0 0 1 : 9 )
。

从本质上来看
,

结构主义翻译

理论与这些隐喻同出一辙
:

原作是中心和主体
,

而译作

则是边缘和他者
,

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为原作服务
。

.2 2 先验性的翻译伦理

在神学统治翻译理论的时代
,

与其说
“

忠实
”

是翻

译标准
,

不如说它是不可置疑的翻译伦理
,

因为伦理服

务于特定的主流话语
,

属了制度和道德范畴
,

它规定了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

也确立了翻译过程中的原作与译作

权力关系
。

早在 15 4 0年
,

翻译家多勒 (E t e n n i e D o l e t )在

他的论说文中
,

提出了佳译的五大基本原则
,

其中第三

条原则认为译者不能严格地字对字翻译
, “

以免成为原

作的奴隶
” ,

后来被基督教会判以火刑处死 ( B a s s n e tt
,

19 9 0 : 14 )
。

16 5 4 年
,

法国的修辞学家梅纳日( G i l l e s M已
-

n a g e )为翻译杜撰了所谓的
“

l e s b e l l e s i n if d e l e s ” ,

即
“

不

忠的美人
” ,

从而把翻译对原作的道德义务与译文文体和

语言修辞对立起来
,

作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

而没有认识

到
“

忠实
”

的相对性和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

结构主义研

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翻译的一元标准
,

它对
“

忠

实
”

的理解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
,

认为意义是客观

的
、

普遍的和确定的
;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性
,

忽视

了差异性
,

其翻译观也
“

始终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
,

也始终是对同一性与一致性的追求
”

(吕俊
,

2 0 0 1 : 9 )
。

3
、

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
,

颠覆将女性纳人社会底

层和将翻译纳人文学附庸的哲学传统
。

为此
,

女性主义

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
“

女性化
”

的过程
,

解构以结构

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
,

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
、

对规定性的
“

忠实
”

伦理以及

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

女性主义认为原作与译

作的关系是平等的
;

语言不仅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
,

而

且强化了性别歧视
;

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
,

而

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
。

2
.

3 翻译 ,示为的透明性
“

忠实
”

的翻译伦理假设了一个积极的原著和一个消

极的译作
,

主动的创作在先
,

被动的模仿在后
;

戈达尔

德( B ar b ar a G o d a r d) 指出
,

结构主义语言学关照下的翻译

观
,

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抹杀译者的主体性之上

的
,

译者被视为是
“

一个仆人
,

一只看不见的手
,

机

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

( G o d ar d
,

19 9 0 : 9 1 )
。

翻译被简单地等同于机械性的符号转换
,

因

为两种语言是异质同构的
,

它们的能指与所指
、

符号与

意义也是一一对应的
。

既然翻译行为是透明的和机械

的
,

那么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不必要的
;

这种观点不

仅排除了译者的操控
,

也剥夺了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

体身份
。

翻译不是创造性的话语活动
,

它只不过是一种
“

摹本
” ,

这种翻译观到 2 0 世纪 6 0 年代发展为对机器翻

译的极力推崇
。

但是
,

它没有考虑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

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

低估了翻译的难度和复杂性
,

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翻译行为的片面认识甚至误解
,

导致了翻译理论对译作的歧视
,

并进一步导致人们对整

个翻译行业的歧视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这种翻译观甚

至造成了整个学术界对翻译的学科歧视
。

3
.

1 差异 :不是贬 1尽译作地位的理由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一一中心论和二元论
,

往往假定了

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
,

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

的中心
,

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
;

中心是本原和本

质
,

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 (夏光
,

2 0 0 3 : 9 6
一

9 7 )
。

女性主义者认为
,

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

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
,

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

男性与女性关系一样对立起来
。

女性主义认为
,

导致男

女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还是
“

差异
”

与平等的对立
,

差

异本身也是多方面的
,

有生理差异
、

心理差异
、

社会差

异和文化差异
,

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毋庸置疑的
,

但

这种生理差异在父权制中被夸大了
,

此外
,

生理上差异

与社会差异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在传统译论中
,

原

作与译作之间的差异也同样被夸大了
,

以此为基础的翻

译观虚构了译作的次要性
。

女权主义认为
,

男女的差异

是相对的
,

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体
,

而不是截然

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
。

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该是一个

连续体
,

根据互文性理论
,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
,

其他

文本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特征存在这一文本之中
,

后来的

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与继承的关系
。

翻译家徘

茨 ( O o at P a z )把翻译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

让人们更好地

理解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

一方 面
,

呈现在我们 眼前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相似

性
。

另一 方 面
,

随着 文本的大童 涌现
,

每一个文本与

先前的文本略有不同
:

它们都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
。

每

一个文 本都有它的独特性
,

同时也是 另一个文 本的译

作
。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绝时的原作
,

因为语言 本身就

已 经是一种翻译
,

首先是对非言语世界的翻译
,

其次是

每一个符号和每一个短语都是时另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短语

的翻译
。

( B a s s n e t t
,

1 9 9 0 : 1 2
,

笔者译 )

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说明
,

世界上没有绝对

相似的文本
,

也没有完全不同的文本
;

原作也不是绝对

的
“

原创
”

( or i g i n a l)
,

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主观意识的标

记
,

因此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
。

为了进一步

颠覆原作对译作的霸权
,

强调译作与原作在地位上的平

等
,

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走到了一起
,

认为译作并没有

损害原作的完整性
,

也没有背叛原作
,

而是延续了原作

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
。

译作也没有低毁原作的纯洁

性
,

而是给文本输人新的血液
,

引起另一个语言世界读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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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注意
。

因为
,

翻译
“

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联

系
,

使那些因为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而隔离的国家互相

沟通
,

使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传统的联系起来
”

( st ie n o r ,

1 9 7 5 : 2 4 7 )
,

换言之
,

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

扩大了原作的影响
,

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丝毫不亚于译作

对原作的依赖
。

为此
,

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

关系
,

苏珊
·

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必须对文本作精心

地选择
,

向原作
“

移情
”

( e m p a t h y )
,

从而建立起亲密

的
“

情感纽带
”

( s y m P a t h e t i e b o n d )
,

并通过对原作的仔

细阅读
,

形成
“

共生
”

( s y m b i o s i s) 关系
,

译作与原作相

互依存
,

融为一体
。

这种关系之中的原作与译作
,

不再

作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存在
,

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B a s s n e t t
,

19 9 0 : 1 1 )
。

因此
,

原作与译作是平等关系
,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
。

因为它所追求的是双方

的
“

互动
”

( i n t e r a e t i o n )和
“

亲密感
”

( a f f e e t i o n )
,

而不

是
“

控制
” 。

译作的存在不再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
,

它的存在是
“

自为的存在
”

( be in g
一

fo r 一 s e l o 和
“

为他的存

在
”

b( ie n g
一

fo 卜 。 ht e r s )的统一
。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建立在
“

爱情
”

( l o v e )而不是
“

权力
”

( P o w e r )的基础上
。

双方

试图在爱的追求中达到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的和谐

共存
,

达到合二为一但又不失去自我的状态
。

女性主义

承认甚至肯定差异
,

把差异看作是对同一性的否定
,

因

为差异不应该导致对立和排斥
,

而应该体现并存和包

容
。

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
、

原作与译

作
、

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
,

指

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
,

从而

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

3
.

2 语言
:

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之场

翻译理论从 2 0世纪 6 0年代到 9 0 年代
,

由于长期受结

构主义的影响
,

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

语言被视为一个

客观的(。 bj ec t ive )和价值中立(va lue
一

fer e) 的符号系统
,

是人

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
,

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

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
。

这种翻译观建立在

一种透明的诗学之上
,

把研究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

换
,

并沿袭自然科学的研究传统
,

舍弃主观
,

追求完全

中立的客观描述
,

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
“

科学的
”

解

释
,

可是一旦用来解释实际应用的语言 (即言语 )就会显示

出许多缺点
。

女性主义认为
,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和客观

性
、

忽视差异性
,

实质上掩盖了语言的性别歧视问题
。

女性主义的激进派指出
,

语言是造成女性被歧视的根本

原因
;

而改良派认为
,

语言至少反映了女性受歧视的社

会现实
。

对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性和作为媒介的物质

性
,

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
。

女性主义者由此出发
,

认为

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
,

也是语言的问题
。

她们

认为
,

被男性垄断的语言本身已经成为男性经验的呈

现
,

并形成一种语言规则
。

在这种规则中
,

男人具有普

遍性和自主性
,

而女人只能相对而存在
。

尽管英语没有

严格的语法性别
,

但是男性一般作为非标记 (u n m ar k e d) 形

式
,

成为普遍的能指
,

例如
:

A s ut de
n t hw

o Pay s h i s o

wn w a y g e t s ht e

axt
e r e di t

.

(以又咬

几成砂
,

uJ ly 3 0
,

199 7
,

P
.

3B
.

)

A ver
e sr e m o rt g a

ge
e
an

a l lo w a s en i or e it iz
en t o er m a i n in

伪m i li ar s u rr o u n d in g s

for ht e er s t o f h i s li fe
.

(hC ic a g O rT 动u n 已

J Uly 2 9
,

199 6
,

Se e
.

4
,

P I
.

)

语言学家艾里佳莉 (irI g ar ay
,

19 94 )认为
,

语言在构建男

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语言不仅是意义生产

的工具
,

还协调着各种社会关系
,

其中包括最简单的人

际关系和最复杂的政治关系
。

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不仅

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
,

而且伤害了女性的自尊
、

积极

性和创造力
。

因此
,

女性主义极力提倡以女性的立场为

基础对语言改造
。

1 9 8 4 年
,

美国一语言研究小组用语料

库间断地调查了 19 71 年至 19 7 9年的各种出版刊物
,

涵盖

范围包括妇女杂志
、

议会记录
、

科学期刊以及新闻报

刊
,

对用
“

M a n ”

及其合成词指代所有人和用
“

H e ”

及其屈折形式既指代男性又指代女性的现象进行调查
,

他们发现这一现象在每 5 0 0 0个单词中
,

197 1年占 12
.

3个

单词
,

1 9 7 9 年下降到 4
.

3个单词
,

该数据表明女性主义

对语言的改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① 。

翻译也是女性主义实施语言变革的重要手段
。

女性主

义把对男权话语的拆解和对传统译论的解构结合起来
,

女性主义首先对语法性别 (gar m m at i ca l g en de )r 提出了质疑
,

挑战以阳性为规范的语法
。

因为语法规则把阳性词置于

阴性词之上
,

优先于阴性词
。

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突

破了传统翻译观的束缚
,

不再把语言简单地视为一种客

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
,

而是把语言作为政治活动

的一部分
。

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提出了语言
“

性别中

性
”

( g e n d e r n e u t r a l i t y )的观点
,

主要目的就是公开反对语

言的男性化
,

反对所有指称尽为男性表达方式
。

以 《圣

经 》 的翻译为例
,

早期的 《圣经 》 充斥着男性化的语

言
、

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
, “

以致于人们很难

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
” 。

女性主义译者对语言的性别

中性化虽然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
,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
。

霍吉路德 (J ao n n H an ge ur d) 等⑦在

《圣经 》 的翻译中拒绝使用
“

M a n ”

或者
“

H e ”

等

词来包含女性
,

系统地运用各种手段实现语言的性别中

性 化
,

例 如
:

Je s u s s a id ot ht e m
, “

1 am ht e b r e
ad

o f l ife ; h e

hw
o e o m e s

t o m e s h a ll n o t h u n g e r , a n d h e w h o b e l i e v e s m e s h a ll n e v e r

ht i r s t…
,

an d h i m hw
o e o m e s to m e 1 s h a l l n o t e a s t o u t

. ”

(hT e R e v忍s ed tS a n da dr 冷 sr io n of oj h n 6 : 3 5
一

3 7)

霍吉路德改译为
:

Je s u s s a id t o ht e m
, “

1 a m t h e b r e a d o f l i fe ; a n y o n e w h o

c

~
5 ot me

s h a ll not h nU ger
,

叨 d a n yo n e w ho be il vee
s

me
s
ha n

vne er ht isr
.

二 ,

叨 d ht o se w h o c o r n e s ot m e 1 s h a ll n ot 公ir o w out
. ”

但是
,

女性主义译者并不满足于性别中性化的译本
,

因为语言的性别中性化是建立在两性同格的基础上的
,

例如
,

用
“

b u s i n e s s 。 x e e u t i v e ”

而不用
“

b u s i n e s s m a n ”

指代女性商人
,

用
“

n r e r i g h t e r ”

而不用
“

f i r e m a n ”

指代

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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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防队员
,

这样的译本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

因为语言的性别中性化也会导致女性身份的遮蔽
,

更何

况普通读者已经形成男权中心的思维习惯
。

因此女性主

义译者进一步提倡在译本中使用两性兼顾的语言 ( i cn fu s iv e

l a n g u a g e)
,

这一主张在 《圣经》 的翻译中得到广泛的

运用
,

两性兼顾的语言在 《圣经 》 中又分为
:

平行性

( h o r i z o n t a l )和垂直性 ( v e r t i e a l )两种形式
,

前者指人际关

系
,

后者指人与上帝的关系
。

1 9 9 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 O U P )出版的 《新约圣经 》 在考虑性别中性的同时
,

也

注意语言的两性兼顾
,

在拉丁文版的第四节中
“

br ot h e r /

b r o t h e n ”

出现过 2 1 次
,

而在牛津版中译为
“

b r o t h e r ”

只有 1次
,

因为它指的是基督耶稣
;

译为
“

b r ot h e r s a n d

s i s t e r s ”
1 2 次

;

译为
“ n e i g h b o r ” 2 次 ; 译为

“
t h e m

”

或
“

t h o s e ”
3 次

;

译为
“ a l l

”
1 次

;

译为
“ r e l a t i v e s ,

fr i e n d s , a n d b e n e af e t o r s ”
1次

;

而所有的
“

G o d t h e

af t h e r ” 一律改译为
“

o u : F a t h e r 一 M o t h e : i n h e a v e n ” ③ 。

因此
,

女性主义关照下的语言不再是一个静止封闭的符

号系统
,

它 已经成为女性争取政治话语权的斗争之场
。

语言
“

不仅是交际的工具
,

也是操纵的工具
”

( F l ot o w
,

1 9 9 7 : 8 )
。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强调语言

的政治性
,

达到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目的
。

3
.

3 重 写
:

成为主体和重构伦理之策

结构主义认为
,

结构作为一种理性和观念而存在
,

它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
,

而否定了主体

因素的存在
。

以此为基础的翻译观强调译作对原作的
“

忠实
”

和
“

等值
” ,

把它们作为标准甚至奉为伦理
,

用来评价和衡量一切翻译
,

其缺点就是遮蔽了译者的主

体性
,

过于强调译者的
“

隐形
”

( i n v i s i b i l i t y )
,

认为译

者的参与对于原作和译作没有任何影响
。

建立在这种理

念上的隐喻都使用了卑贱的术语描写译者
,

译者是
“

船

夫
” ,

其工作就是奔走于两种文化之间
,

搬运原作的内

容
;

他们的工 作就是
“

渡运
” ,

因而也是短暂的
。 “

忠

实
”

的翻译伦理导致了译者主体身份的闽失
,

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
,

要求界定翻译行为的主体
,

究

竟是谁在翻译 ? 为了张扬译者的主体意识
,

提出
“

翻译

是写作的高级形式
”

( L e vi n 。 ,

1 9 9 2 : 7 9)
,

激进的戈达

尔德更为大胆地声称
: “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
,

翻

译是生产
,

而不是再生产
”

( G o d a r d
,

19 9 0 : 9 1)
。

对于
“

忠实
”

的理解
,

至少要考虑译者的主体身份及其能动

性
,

因此
“

意义
”

也不只是永恒不变 的存在
,

而是

需要再创造的话语
。

女性主义翻译和写作在目标上是相

同的
,

因为写作和翻译都在意义的生产中突出了女性的

主体性
。

女性主义译者首先肯定了其差异的合理性
,

把
“

女性驾驭
”

( w o m a n h a n d l i n g )作为莫大的快乐
,

突

出自己对文本的操纵
。

在 翻译 策 略上
,

女 性 主义 极 力 提 倡
“

重写
”

(r e w r iit n g)
,

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

的干预和改写
。

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

其
“

重写
”

过程
:

第一是
“

补偿
”

( s u p p l e m e n t i n g )
,

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
,

在补偿过程

中
,

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

改写
。

例如
,

戈达尔德翻译女性主义作家布罗萨德

(N i e o l e B r o s s a r d )的小说 L 城 m 户 r 。

A m已r包含了三种词

义
: m己r e ( m o t h e r ) 母亲

; m e r ( s e a )大海
; a m e r (b i t t e r ) 辛

酸
。

戈达尔德以文字游戏的形式传达了这三种词义
,

把

三个词汇
: “

T h e S e a O u r M o t h e r s ”

(大海母亲 )和
“

S e a

( S )m o t h e r s ” (大海溺爱者 )以及
“

( S ) o u r M o t h e r s ”

(辛酸的

母亲 )组成一个围绕大写字母
“

S
”

的文字游戏
,

可以读

成
“

T h e s e O u r M o t h e r s ”

(这些我们的母亲 )或
“

T h e s e

s o u r S m o t h e r s ”

(这些辛酸的溺爱者 )
。

第二是通过
“

前

言
”

和
“

脚注
”

对文本进行干预
。

女性主义译者常用

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
,

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
,

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
。

第三是
“

劫持
”

h( ij a o ik n g )或
“

挪

用
”

( a p p r o p ir at i o n)
,

这是争议激烈的话题
,

指女性主义

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
,

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

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

例如
,

女性主义译者莱文(L Ve i ne ilJ l)

在翻译古巴和南美小说时
,

常碰到男权主义和厌女文化问

题
,

她虽然声称译者无权改动原作的内容
,

也对她的改

写在译文中公开道歉
,

但她还是对
“

父亲的
”

( f a
ht

e r ’

s)

作品进行翻译的干预
。

哈伍德( L o tb i n i e r e 一

H a
wr

o o d )则更为

激进
,

她拒绝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
,

即使是翻译女性主义

作者的著作也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和改动④ 。

在理论上
,

为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重构新的翻译伦

理
,

女性主义撇开了长期争论的
“

忠实
”

和
“

等值
”

等先验性的翻译伦理
,

否认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
,

认为意义是
“

性别的建构
” ,

即
“

特定的个人
,

在特

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
,

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
”

( F l o to w
,

19 9 7 : 9 6 )
。

法国的翻译家和哲学家贝而曼 (A n to n i e

B o r m a n )说
: “

每一次有意义重大的翻译都基于一个方

案
,

一个明确的目标
,

这一方案的确定取决于译者的立

场和翻译的特定需求
”

( B e r m a n ,

19 9 5 : 7 6 )
。

女性主义特

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

反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功能主

义观
,

翻译活动远不是消极地将原文的东西复制出来
。

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成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
。

强

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强调对文本有意识的干预
,

其实质

就是要重新认识对译作的权威 问题
,

究竟是谁翻译
,

为谁翻译 ? 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说明
,

翻译是

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
,

是两者共同

参与的对话
。

4
、

女性主义译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
,

特别是对权利

关系的解释
、

对等级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肯定和

支持
,

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

后殖

民翻译理论走到了一起
。

女性主义 自引人翻译理论以

来
,

不断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
,

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日趋

繁荣
。

女性主义对差异的解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

的霸权地位
,

为人们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
、

文化

差异
、

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语言的本质等问题找到了新的

理论依据
,

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
,

观点过于激

进
,

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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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把非理性作为理性
,

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
,

过于

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
“

操纵
”

和译者的
“

干预
” ,

因

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
,

也就

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 口实
。

首先
,

来自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批评者认为
,

女性

主义理论党同伐异
,

其论点
“

过于情绪化
、

宗派化
、

理

想化和主观化
,

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
”

( L e vi n 。 ,

1 9 9 2 : 7 7 )
。

强调
“

普遍性
”

和
“

客观性
”

的学者们

认为
,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样
,

观

点过于激进
,

过于强调译者对文本的干预和
“

重写
” 。

例如
,

女性主义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
,

对于坚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者来说
, “

忠实
”

的对象不再是

作者或读者
,

而是
“

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
”

(s i m on
,

1 9 9 6 :

2)
。

这样的翻译标准如果运用于指导翻译

实践
,

可能助长滥译之风
,

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翻译行业

的生存
,

因此女性主义译作也难以被出版
,

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也长期居于学术界和译论研究的边缘
。

很多学者

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
,

因为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

例如
,

按照女性主义的逻辑
,

难道
“

m a n 一 e a t i n g a n i m a l s ” 、

“
m a n 一 s l a u g h t e r ” 和

“
m a n 一

t r a p
”

之类的词语也是以
“

男

权
”

为中心的吗 ? 此外
,

奈达就 《圣经 》 的翻译中的

语言的
“

性别中性
”

提出质疑
,

他认为大多数有生命的

动物要么属于雄性
,

要么属于雌性
; “

性别中性缺乏有

效的认知模式
” ,

因为性别的生物性差异必须通过语言

来认知和表达
,

这是语言所不能超越的 ; 而且
“

两性兼

顾的语言也不能解决性别中性所存在的问题
”

( F l ot o w
,

1 9 9 7 : 7 5 )
,

例如
, “ a n d r o g y n y

”

(雌雄同体 )中指男性

的部分
“ a n d r o ”

以及
“

G o d t h e af t h e r a n d m o t h e r ” 中

的
“

f a t h e r ”

还是处于阴性词之前
。

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
,

方兴未艾
,

近年来人们把

关注的焦点转向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
,

女性主义内

部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

第一
,

女性主义译论本身

的自我颠覆性
。

巴西女性批评家阿茹雅 ( R os e m ar y A rr oj o)

用三个术语综合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自我颠覆性

( ^ r r o j o ,

1 9 9 5 : 6 7
一

7 5 )
:

其一是
“

机会主义
”

(。 p p or ut in s m )
,

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声称
“

忠

实
”

于原作的主旨 ( t o n or )
,

另一方面又提倡在翻译过程

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写
,

似乎有点

自相矛盾
。

其二是
“

虚伪性
”

( h y p o o r i s y )
,

是指女性

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和对其他翻译理论

的批判采取的是双重标准 ( d o u b l e s t a n d a r d )
。

例如
,

女性

主义认为
,

斯坦纳 (G o r g e S t e i n e r ,

19 7 5 )提出的翻译阐释过

程中的
“

侵人
”

( a g gr es
s i o n) 暗含了性暴力

。

但是她们自

己也在使用
“

劫持
”

和
“

挪用
”

等词语描写女性主义

翻译策略
,

其攻击性较斯坦纳的
“

侵人
”

有过之而无不

及
。

其三是
“

理论 的非连贯性
”

( t h e o r e t i c a l

in 。。 h 。 er n 。 e )
。

女性主义翻译话语不仅突出翻译的
“

颠覆

性忠实
”

(s u b v e r s iv e if d e l i t y )
,

而且参照了解构主义的思

想观点
,

并把理论批判建立在解构主义的某些论点之

上
。

阿茹雅认为
,

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否认意义的确

定性
,

宣称意义是永远也无法
“

复制
”

( er rP o d u c e) 和
“

恢

复
”

( r e e o v e r )的
,

但却经常被
“

创造
”

( e r e a t e d )
, “

再

创造
”

( r e e r e a t e d )和
“

更新
”

( a n e w )
。

那么
,

女性主义

在翻译过程中声称意义的
“

再创造
”

和
“

更新
” ,

从

理论上来看是缺乏连贯性的
。

第二
,

女性主义译者的翻

译存在新殖民主义现象
。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肯定
“

差

异
”

的积极性
,

然而斯皮瓦克指出
,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

对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
,

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

味
,

过多的
“

挪用
”

和干预抹煞了第三世界女性的
“

差

异
” ,

并改变了她们的写作风格
,

其实质是
“

对非西方

世界新殖民主义构建
”

( S p iv a k
,

1 9 9 2 : 1 7 9 )
。

第三
,

女性

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
。

吉蓝 ( R o b y n

G ill
a m )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

女性主义的翻译通常在

同一文本中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
,

这类

译文很少考虑广大女性的阅读能力
,

非精通双语并接受

过 良好教育的
“

精英
”

不能读懂
。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

作为结构主义之后新兴的理论范

式
,

它的产生是必然的
,

它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

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不断更新和演进
,

新范式的产生

往往是因为旧的范式出现了危机
,

库恩 ( T h o m a s K u h n ,

1 9 7 0) 说
: “

检验范式总是在解决难题而引起危机以后才

产生的
” 。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封

闭性与静止性
,

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

立场上去操作的
,

译者在被操控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发挥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

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

利不懈地努力
,

女性主义成功地颠覆了以结构主义为基

础的传统译论
,

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

但是
,

科学

是
“

破坏与建设的统一
”

( i b i d)
,

我们在接受女性主义翻

译观时
,

首要是学习它的批判精神
,

抓住它的创造性实

质而不是否定性
、

破坏性和颠覆性等表面特征
,

翻译研

究不能停止于颠覆和破坏
,

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有

它本身所不能克服的缺点和局限性
,

过分地强调对语言

的
“

操纵
”

和对文本的
“

干预
” ,

只会把翻译实践和

翻译研究引向极端
。

5
、

结束语

在文化范畴内讨论翻译与性别的问题决不是一种偶然

的巧合
,

女性主义给译学研究带来了不少启示
。

女性主

义翻译观重视个体的兴趣和需要
,

承认个人的世界观
、

文化身份
、

历史语境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

这些都有利

于我们深人反思传统译论中的不合理性
。

女性主义使我

们发现翻译是历史
、

文化
、

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

的场所
,

把研究的焦点转向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
,

注意

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
,

并更深刻地认识到翻译活

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

它为当今翻译的文化批评找到了

新的理论依据
,

使人们发现结构主义翻译观的不足
。

但

是
,

女性主义翻译观
,

强调语言的差异性和政治性
,

也

在批判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的同时
,

导致了译者主体意

识的过分张扬
。

我们的翻译研究
,

应该尽可能在一方面

防止对语言规律的迷信和对主体意识的排斥
,

另一方面

目 .



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

克服对主体意识过分发挥的极端
,

并重视翻译活动和翻

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才能提高译者的地位
,

才能有利

于翻译学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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