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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位翻译工作者，我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进而又会思考：译者又应当如何对待这特殊之处？
如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满意的回答，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当金兵选择了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这一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时，我当即给予鼓励。
如今，金兵的论文即将付梓，作为导师，我十分欣喜地为他写下这篇序言。
金兵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学性，而构成文学性的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作品中的陌生化手法。
作家为了达到特定的审美目的，会在作品中运用各种陌生化手法。
而译者为了再现原作的美学特征，就必须要正确处理这些艺术手法。
从大量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翻译界，不少译者对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不够重视，陌生化手法常
被惯常化，原文的美在翻译中被抹杀。
针对这种情况，作者提出，应当通过类比式翻译设法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
对于某些暂时难以再现的陌生化手法，译者也不可轻言放弃，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采取适当的补偿手段
。
应该说，忽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的现象在某些译者身上的确存在，忽视的结果就是损害了原作的美
，甚至会给目的语读者传达错误的信息。
因此，认真地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这也是金兵的论文能够
在答辩时获得好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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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陌生化手法是造就文学性的重要手段，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必须尽量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
在翻译实践中，类比式翻译是再现陌生化手法的有效手段。
对于某些暂时难以再现的陌生化手法，译者可以采取更换原作的手法、添加注释等适当的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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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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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研究方法第二章 内容与形式的对峙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第一节 内容与形式：一对由来已久的
矛盾一、内容取向的摹仿论与表现论二、形式主义文论三、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论四、语言本体论在
中国的兴起第二节 重内容轻形式：译者的主流倾向一、西方译论回顾二、中国译论回顾第三章 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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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手法的前提条件二、基本策略：类比式翻译三、必要的补偿第二节 再现陌生化手法的适度原则
一、汉语读者的现状二、译者应当迎合读者的需要三、译者更应以提高读者为己任四、译者应把握好
迎合和提高的平衡第三节 不可译与翻译的历史性第六章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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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内容与形式的对峙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紧密相关的范畴，共同构成了有
机的文学作品。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上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也有人认为形式就是内容，还有人认为应当形式与内容并重。
不同的理论立场会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文学翻译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文学理论的
影响，有关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必然会影响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原作的陌生化手法。
在文论史上，重内容轻形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导致了很多文学翻译工作者对原作陌生化形式的
忽视。
因此，回顾历史上人们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对于澄清翻译理论中的某些误区是大有益处的。
第一节 内容与形式：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一、内容取向的摹仿论与表现论（一）西方的摹仿论和情感
论摹仿论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
他认为，“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
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
”稍晚于他的德谟克利特从艺术起源论上阐述了自己的“摹仿论”。
他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
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
”德谟克利特并不像赫拉克利特那样强调“与原物相似”，他这里讲的“摹仿”不过是一种启发而已
。
苏格拉底也是一位摹仿论的支持者。
这从色诺芬《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在同画家、雕塑家克莱陀的对话中这样问道：“你摹仿活人的身体的各部分俯仰屈伸紧张松
散这些姿势，才使你所雕刻的形象更真实更生动，是不是？
⋯⋯你是否也描绘人的心境，最令人感动的、最和蔼可亲的或是引起爱和憎的？
武指的是精神方面的特质，这个能不能摹仿呢？
”从他的发问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摹仿不仅要做到形似，还要力求神似。
不过，说到摹仿论，古希腊时期影响最大的当属柏拉图的观点。
他在《理想国》中讨论了“摹仿的一般性质”，他认为神、木匠和画家是三种床的创造者：神创造了
床的“理式”，木匠则摹仿理式的床，制造了现实的床，而画家则摹仿现实中的床，画出了图画中的
床。
因此，画家笔下的床与真理隔了三层，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应当被驱逐出理想国。
他认为艺术家的工作并非难事，他说：那并不是难事，而是一种常用的而且容易办到的制造方法。
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
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
他认为摹仿是人的天性，诗是对事物的摹仿。
但是，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诗甚至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他在《诗学》中这样论述道：“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
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
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艺术要摹仿事物，另一方面也指出艺术要塑造形象，而形象应该高于现实生
活。
“对于诗，宁取令人信服但不可能的事，而不取令人难信但确实可能的事。
”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虚构。
不仅如此，为了形象的典型化，艺术家甚至可以“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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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既然悲剧所摹仿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便应当效法优秀的肖像画家，他们绘出个人的容貌
，既惟妙惟肖，又加以美化。
诗人也应如此，在摹拟暴躁或懒散或具有类似的性格特点的人物时，既须画得惟妙惟肖，还须美化其
人。
”如此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与此前的众多论述以及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各种论点都有一些不同之
处。
与某些机械摹仿论相比，他的论点更加切合创作实际。
古希腊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摹仿论一直占据了西方文论史的中心位置。
这从艾布拉姆斯的名作《镜与灯》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镜子说强调照出事物的原貌，这是典型的摹仿
论。
“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学理论家一直喜欢求助于镜子来表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本质。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谈到观察事物的方法时，常言言不讳地提到镜子。
”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认为艺术家的心灵犹如一面镜子。
他这样写道，“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
就摄取多少形象⋯⋯把比较有价值的事物选择出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捆在一起”，“画家应该研究
普遍的自然，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
用这种办法，他的心就会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
”有学者认为，达·芬奇的这种镜子说，“可以说是西方摹仿论体系中最为高明的理论见解”。
首先，因为他看到了心灵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其次，他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概念，以与第一自然
相区别。
也有许多作家认为，艺术作品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世间的一切。
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特别是戏剧发达的地方非常流行。
如意大利的瓜里尼就认为，喜剧是人类关系的镜子。
他说：“西塞罗和贺拉斯不是说‘喜剧就是人类关系的镜子’吗？
”“悲剧是伟大人物的写照，喜剧是卑贱人物的写照。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认为，“因若照西塞罗的意见，喜剧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例和真理
的假象。
”他在《唐·吉诃德》的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摹仿论：“它所有的事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
的范本；摹仿得愈加妙肖，你这部书也必愈见完美。
”西班牙另一位喜剧作家维加也有类似的见解，他指出，“喜剧和各种韵文或诗艺相同，也有固定的
目的，这目的总是摹仿人们的行动，描绘他们自己时代的风俗”，“因此突里〔西塞罗〕把喜剧称为
‘风俗的镜子，真理的活生生的形象’，那么，喜剧甚至于可以和历史并驾齐驱了”。
在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镜子说的影子。
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布瓦洛在其代表作《诗的艺术》中写道：“人人被巧妙地映照在这新的明镜里，
不是看着无所谓，便以为不是自己⋯⋯”这里所说的“新的明镜”指的便是喜剧，这与文艺复兴时期
的观点何其相似。
18世纪英国的约翰生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戏剧时，留下了一段名言。
他写道：“莎士比亚超过了所有的作家，至少超过了所有的现代作家。
他是自然的诗人，向读者举起一面照出生活和风尚的忠实的镜子。
”他还说：“莎士比亚应该受到这样的称赞：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
与摹仿论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概念是“再现”。
这一概念何时出现，目前尚不可考。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才被频繁使用。
意大利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马佐尼在《神曲的辩护》一书中多次使用“再现”的概念。
“诗总是一种摹仿的艺术，因此它的目的总是事物形象的正确再现；但尽管如此，如果把诗看作游戏
，它的目的就在娱乐⋯⋯”，“诗是一种摹仿的艺术，按照诗的格律与和谐来做成的⋯⋯它是由人的
智力制作出来，以便妥当地再现事物形象的”，“我在上文说过，作者一种摹仿的艺术，诗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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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再现一个形象⋯⋯”摹仿论到了自然主义者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左拉提出了“照相说”，他批评巴尔扎克说：“因为巴尔扎克不满足于仅仅照相似的记录下他所收集
的事实，而是直接进行于预，把他的人物放入特定的环境，他始终是这一切的主宰。
”他认为巴尔扎克违反了客观真实的原则，他的理想是“照相似的记录下他所收集的事实”。
在他看来，“想象不再具有任何作用，情节对于小说家是极不重要的，⋯⋯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
——我们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消减它；它是足够美丽和
伟大来提供一个开端/一个中间部分和一个结尾的。
”这种不要想象、不要虚构的观点事实上又返回了机械摹仿论的老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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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提供过指导和帮助的师长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向孙致礼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从2001年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有幸得到孙先生的悉心教诲。
孙先生不仅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育家。
他从教四十多年来，为军队和国家建设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
能够得到孙先生的亲自点拨，对我而言既是一桩幸事，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孙先生治学严谨，无论是在研究论文的撰写上，还是在翻译实践课上，都对我严格要求。
过去这三年间，我遇到过不少挫折和困难。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向孙先生求援，而我得到的总是安慰和鼓励，这也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
回想当初，我曾为毕业论文的定题而苦恼不已。
关键时候，孙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他从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研究陌生化手法的再现这一
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随后，孙先生又帮助我拟定了论文的提纲，并向我传授了搜寻例证的方法。
本书初稿出来之后，孙先生细心审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如果没有孙先生的全程监督和指导，也就不会有这部书稿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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