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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从理论上和实例上阐述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各自主要的翻译思想以及应用和评价，希望能够通过阐释和

评论勾勒出功能翻译理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发展过程、其积极意义、应用以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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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等理论一直在西方传统译论h与统治地位，无论是泰特

勒(Alexander Tytler)的翻译了原则还是奈达(Nida)的功能对

等理论都硅示出翻译中“忠实”和“对等”的核心概念。从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两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

展的，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而且大部

分都是面向原文的。到了七八十年代，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

理论，摆脱r对等原则的束缚，明确提出光靠语言学不能解决

问题。功能派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有卡塔琳娜·莱思

(Ka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 Vermeer)和克里丝

汀·诺德(Christiane Nord)。本文将从分别介绍这三人的重要

理论人手，阐述功能派的翻译理论。

■、莱思的史本类型学

l、基本翻译思想和文本类型学

早在1971年，卡塔琳娜·莱思她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

能性和局限性》 (Translation Criticism：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中就提出了功能类别的问题。虽然该书严格说来仍

是以对等论为基础，但却可以视为德国功能学派理论的开端

(张美芳，61)。莱思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

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她理想中的翻译是“目的语语篇

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

等”(Reiss，2000：．69)。

莱思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分出i种主要文本类型：信

息(informative)文本、表情(expressive)文本和使役

(operative)文本。信息型文本就是传递事实，在此文本中，

内容或“专题”(topic)是中心，它决定文本的表现形式，文

学技巧是次要的。这样的文本种类包括新闻、商业信件、货物

清单、说明书、官方文件、教材、各类非虚构书籍等(Reiss，

2000：27—31)。表情文本就是创作文学，此时内容靠艺术来表

现、重形式，文本种类就是文学的各文类，还包括一切利用比

喻、文体、风格等手段达到美学效果的作品(朱志瑜，7)。这

时“发送者”是中心，“专题”是作者虚构的，作者决定文本

表现形式(Reiss，1989：109)。使役文本就是引发行为反映，

可以看作是为了刺激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其种类包括所有以

“使役”为首要目的的文本，如广告、宣道、宣传、劝诱和讽

刺等文体(Reiss，2000：．38-43)。

莱思认为，文本类型理论可以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

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对文本类型的分析有助于译者选择合

理的翻译策略(张美芳。62)。另外。莱思意识到，在现实生

活中，有的译文所要实现的目的或功能不同于原文的目的或功

能。因此翻译并不要求对等(Reiss，1989：l 14)。例如把莎士

比亚戏剧翻译成外语课堂教材，把政治讽刺小说《格列佛游

记》翻译成儿童读物等。在这些情况下，翻译的功能优先于对

等的标准，翻译批评家不再依赖对原文特征的分析，而是根据

翻译的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功能。

2、对莱思文本类型(text type)论的批评

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关注了翻译的交际目的，可谓是一大

贡献。但翻译理论界对莱思理论的批评也很多。其中一个就是

对把所有文本只分成三种主要文本类型产生质疑，诺德也接受

了这一观点，加入了第四个文本类型一寒暄(phatic)功能

(Nord。1997：加)。而表情文本仅仅包括严肃文学作品的限

制略艟狭窄，不完伞符合布勒原来的意思，后来纽马克对此有

所补充。他认为表情文本除了严肃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应包括权

威性言论，如政治人物的演说等，还包括如信件、自传等其他

文学作品。另外，有人提出是否真的能够将文本进行分类。例

如，一封商业信函，莱思把它归人信息类文本，但它同样具有

表情功能。再如一则广告，莱思把它归为使役类文本，但它同

时具有使役、信息和表情三种功能。因此源语文本同时存在好

几种功能以及目的语文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揭示了莱思文本

类型论的模糊性(Munday，2001：76)。最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不应只依赖于文本类型，译者自身的角色和目的、社会和文化

因素等都会对翻译策略的采用产生影响。

三、费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

1、费米尔的基本翻译思想

费米尔认为，翻译活动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目的

论”首先最主要就是强调翻译的日的，这个目的决定着翻译的

方法和策略，来获得在功能上非“等值”而是“充分”

(adequate)的结果(Vermeer,2000：221)。目的论所要求的“充

分”与等值论中的“对等”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动态概念，

指的是译文应充分满足翻译要求，在LI的语交际环境巾充分胜

任；而后者的一个静态概念，描述的是两个文本较低层面，如

词句、意义、文体或其他层面的对等(仲伟合，49)。但翻译

的预期目的并不是指活动本身的目的或意图，而是指活动的参

与者认为或解释的目的，往往由译者或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决

定。这种预期目的可能和原作者的14的有所不同。

费米尔进一步提出了“目的论”i原则。首要原则就是目

的性原则(skopos rule)，其次是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和

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连贯性原则是指目的语文本必须与

目的语读者的情况相连贯，也就是说目的语文本必须在目的语

语境中具有意义。忠实性原则是指目的语文本必须与源语间保

持相关联，对源文本保持某种“忠实”的关系。

2、对日的论的批评

翻译理论界对目的论的批评也有很多。例如，目的论号称

通用理论，但实际上只适用于非文学类文本，文学类的文本要

么没有具体的目的。要么目的非常复杂；目的论也没有给原文

以足够的重视，在翻译过程中，即使目的或功能得到充分地实

现，但在文体上或语意上却没有得到充分地实现；翻译目对翻

译策略的决定程度到底是多大，翻译目的与原文类型之间逻辑

上的联系具体是什么等等。

张南峰在《巾西译学批评》中也对目的论提出了批评。他

指出，目的论强调要针对特定的读者，这种做法无视一个译文

可能针对多种类型的读者的事实，导致翻译目的被缩窄。另

外．功能主义必然导致译文被过分简单化，只关注源文信息而

牺牲了源文丰富的意义。对于有的语境，保留源文的诠释广度

根本没有多大意义。例如，瓦尔德的喜剧中有这样一个对话：

JACK：I have no brother Ernest．I have no brother at a11．

GWENDOI。EN：Had you nevera brother of any kind?

杰：我并没有弟弟叫任真。我根本没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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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难道你哪一类的兄弟都没有过吗?(余光中)

杰：我没有叫任真的弟弟。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关：那哥哥呢?哥哥总有的吧!(张南峰)

就这样的喜剧情节来说，保留源文的诠释广度没有多大意

义。但对于某些翻译目的而言，保留源文的诠释广度又是很重

要的(2004：123—124)。例如源文有许多双关和一词多义的现

象，翻译目的之一是要让读者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和特

点，那就应该保留。

四，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ality plus loyalty)

l、基本翻译思想

诺德的理论深受她的老师莱思的文本类型学的影响，她设

计了“翻译导向的语篇分析模式”(translation-oriented

analysis)。这个模式包括对交际行为进行语篇内外各个方面的

分析，目的在于从已有的原文以及即将根据要求而生产的目的

语文本中识别与功能有关的成分，并通过比较译文目的和原文

功能，让译者能够识别在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可以设计出

一种全面解决问题的策略。

诺德也倾向于目的论，但她所说的skopos雨l费米尔所说的

有所不同。按费米尔的观点，译者是在委托人指示的基础上制

定译文目的的，但诺德并不认同译者有自己制定译文目的的自

由。她认为，译文目的仍然由委托人决定，而不是由译者决

定。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概念在《翻译中的语篇分析》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当时她主要是

针对曼塔利的有关翻译理论。曼塔利把文本视为实现交际功能

的纯粹T具，认为其同有的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

对目的环境负责，目标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文。诺德则认为

“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译文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

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1991：28—

30)，她称这一责任为“忠诚”(10yalty)。诺德指出，不能

把“忠诚”和“忠实”(fidelity／faithfulness)混为一谈，忠实仅

仅指向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

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人际范畴的

概念。

2、对诺德忠诚原则的批评

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模式听起来是很完美的，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要同时忠诚于委托人、原文作者和读者三方并

不容易做到。如果译文目的与原文目的不同，译者该如何权衡

呢?是忠诚于发起人、原作者还是读者?

诺德的忠诚原则也遭到了目的论创始人费米尔的几点批

评：第一，他也认为译者应该交代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但这

是有文化特殊性的观点；他的目的论，是普通的翻译理论，是

没有文化特殊性的，不能与道德问题混为一谈。第二，每个文

化都有多种限制，例如不许赞美纳粹政治、不许包含色情描写

等等，没有理由单单列出必须忠诚这一原则。第三，对一方忠

诚可能会导致对另一方不忠诚。有时候。忠诚可能是不可行

的。曾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日文译本，在书末列出被迫

删去的段落的源文，作为向读者的交代。但这种情况应是例

外，一般而言，既然要实施政治和道德审查，自然不会让读者

有机会看到被删去韵部分(张南峰，2004；127)。

五，结语

功能派翻译理论摆脱了对等论的束缚。以目的为总则，把

翻译行为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为西方以

语言学派为主流的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对我

国长期以“信、达、雅”、“忠实”为翻译标准的翻译理论界

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国译学界也应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而不应

局限于传统的译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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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于命令、题目等

一道河、门、围墙、题、命令⋯⋯

37、号表示次序，多放在数字后面。一号病人、二

号⋯⋯

38、刻用于钟表计时，以十五分钟为一刻

39、片用于成片的东西；用于地面和水面等；用于景

色、气象、声音、语言。心意等。一片药、树叶、面包、草

地、海、真心

40、平(方)米面积单位一百平米⋯⋯

4l、岁表示年龄的单位十岁、九十岁⋯⋯

42、团用于成团的东西一团毛线、碎纸⋯⋯

43、页书本中页码的单位一页、五十页⋯⋯

44、种表示种类，用于人和任何事物。一种颜色、情

况、人⋯⋯

45、倍数字之间的相乘关系—倍、五倍⋯⋯

46、步用于脚步一步、十步⋯⋯

47、度表示角度、弧度、温度、电量、眼睛焦度的单位

37度、600度⋯⋯

48、公分长度单位3公分⋯⋯

49、副用于成套的东西；用于面部表情：一副对联、手

套、象棋、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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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盒借用名词，用于装在盒子里的东西一盒书、

笔⋯⋯

5l、盘用于形状或公用像盘子的东西；用于球类、棋类

等比赛。一盘菜、电线、棋⋯

52、起用于案件、事件、事故。“件、次”义：一起事

故、案件⋯⋯

53、声表示声音发出的次数喊了一声、说一声⋯⋯

54、趟表示走动的次数去了一趟、有一趟车⋯⋯

55、样表示事物的种类一样点心⋯⋯

56、对意思相当于“双”一对椅子、夫妻⋯⋯

57、幅用于布帛、呢绒、图画等一幅画、布⋯⋯

58、棵用于计量植物一棵树、草⋯⋯

59、排用于成行列的东西一排椅子、座位、牙齿⋯⋯

60、身用于衣服、与身体有关的事物一身制服、汗⋯⋯

61、首用于诗词歌曲等一首歌、诗⋯⋯

62、句用于语言一句话、诗⋯⋯

以上62个量词，虽然笔者已尽量收罗、尽力解释，但时间

仓促，难免有不妥之处，甚至有错漏之处，请雅正；本文旨在

给汉语学习者提供一个指导，同时也希望能为汉语教学事业献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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