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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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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女性主义由关注语言转向关注翻译 � 形成并发展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二个方面对传 

统译论进行了颠覆 � 一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原文与译文是主仆关系的观点 �二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译文要忠 

实原文的观点 ∀这一理论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 � 在承认个人兴趣的同时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 ∀ 

关键词 � 女性主义 � 翻译理论 � 传统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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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一词 ��� 世纪 �� 年代首次出现于 

英文中 � 上个世纪 �� 年代初鉴于西方妇女运动被通 

称为/ 女权主义0 � �� 年代初 �国人将/ ∅⊕⊆⊃ ∈⊃ ⊆0翻 

译为/ 女性主义0 或/ 女权主义0 ∀ / ∅⊕⊆⊃ ∈⊃ ⊆0术语 

没变 � 人们针对该词的理解逐渐加深 � / ∅⊕⊆⊃ ∈⊃ ⊆0被 

解读为男女平等 !女权运动 !女性品质等 ∀ / 女权主 

义0似乎已反映不出/ ∅⊕⊆⊃ ∈⊃ ⊆0的丰富内涵 � / 女性 

主义0却更能顺应和贴近女性的自然天性 ∀ 女性主 

义正在渗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翻译研究也不例 

外 ∀随着近二十年翻译研究的迅速发展 �在翻译理 

论文化转向的大环境中 �女性主义翻译观终于走到 

了聚光灯下 ∀ 

西方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 ⊕  ∪⊕∉2 

 ∧�为基础 � 以/ 从边缘走向中心0为行动纲领 �起源 

于 �� 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 ⊃ ℜ⊕  ℑ ⊂ ƒ⊕⊆⊃ ∈⊃ ⊆� ∀性 

别差异论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两性的社会 

差异而不是生理差异所致 ∀女性主义在英国经历了 

两百多年的风雨 � 第一次思潮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 � 第二次思潮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后 ∀ 

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 

系 � 女性主义在不断的自我纠正中发展 ∀女性主义 

有不少学派 �/ 后现代女性主义0 � °∉  ⊆∉⊗ ⊕  ∈⊃   

∅⊕⊆⊃ ∈⊃ ⊆�思潮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 

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性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 

化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英 !法 ! 

美三国首先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破冰之旅 � 

各国的代表作分别是英国弗吉尼亚 # 伍尔夫� ∂⊃  2 

∩ ⊃ ∈⊃ ℑ • ∉∉⊂∅�的5自己的房间6 !法国西蒙娜 # 德 # 波 

伏娃的�≥⊃⊆∉∈ ⊗ ⊕ ′⊕ ℑ∏√∉⊃  �5第二性6和美国贝蒂 # 

弗里丹�′⊕   ∧ ƒ ⊃ ⊕⊗ℑ∈�的5女性的神秘6 ∀西方女性 

主义视夏洛蒂 # 勃朗特的5简爱6为女性的独立宣 

言 � 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也成为英国女性文学史上的 

里程碑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看女性主义的文学 

批评西方各国发展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美国著名的 

女性主义批评家埃琳 # 肖沃特�∞⊂ℑ ⊃ ∈⊕ ≥∪∉⋅ℑ ⊂ ⊕  � 

在5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6一文中总结 � / 英国 

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 � 它强调压迫 � 法 

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精神分析学的 � 它强调压抑 �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文本分析式的 �它强调表 

达 ∀然而 � 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 ∀ 0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 女性主义打出了/ 女性必须 

得到语言解放 � 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0的口 

号 ≈���� ∀语言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随父权 ! 

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 他� 男人0的语言 ∀ 男 

性长期处于社会经济 !文化交融的中心 � 形成了强烈 

的自我中心意识 � 久而久之便会产生一种强势文化 

对弱势女性文化的排挤 ∀英语中大部分以男性为中 

心的词汇可兼表女性 �女性的存在被人们所忽略 ∀ 

还有些词在指代男性时并没有污辱和贬低之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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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女性时却截然不同 �如 / ↑⊃    ⊕   0 被特指为 

/ 情人或小秘0 之意 �而与之性别相对应的词 / ↑⊃  2 

 ⊕  0却尊称为 / 先生0 ∀ 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随处可 

见 � 优秀女性常被冠以/ 女强人0的头衔 �即便男性 

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对女性的尊重和恭维 �可这些 

/ 女强人0并没有在她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享有任 

何礼遇和特权 � 她们与男性同工却不同酬 ∀相反 � 如 

果女性采用与之对应的/ 男强人0一词做出回应 �相 

信不只大多数女性会觉得这种称呼别扭 �男性更会 

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污辱 ∀似乎造词者在最初设定 

/ 强人0一词时就只把男性圈在其内 �如同中国古训 

/ 男儿当自强0一样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是社 

会中的强者 �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本应充当弱势 

群体的角色 ∀ 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女性精英份子涌 

现时 � 男性就只好在前面加上一个/ 女0字以突出/ 强 

人0的女性身份 ∀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温 # 安德尔�∞⊗⋅⊃ ∈ ϒ∈⊗ ⊕∈2 

⊕  � 的 / 统 治 语言 � ⊗∉⊆⊃ ∈ℑ∈ �� 弱 势 语 言 � ⊆∏ 2 

 ⊕⊗ �0 ≈���� ∗ ���� 中提及 �统治语言是男性在公共场合 

所用的 � 而弱势语言是女性在私人场合所用 ∀ 女性 

主义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 �作为语 

言活动的一个具体方面 �翻译活动必然成为女性争 

取权力的一个角力场 ∀ 十六世纪 �博学的女性不被 

允许进行创作而只能通过翻译宗教文本找到施展才 

华的舞台 ∀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如此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 女性主义把目光转向语言 � 投向翻 

译 ∀ 

�� 年代以来 � 在英国学者苏珊 # 巴斯耐特�≥∏ 2 

 ℑ∈ ′ℑ  ∈⊕   �和已故美国学者安德烈 # 勒弗菲尔 

� ϒ ∈⊗  � ← ⊕ ∅⊕√⊕  ⊕�的推动下 � 翻译研究被纳入文化研 

究的视野 ∀ 翻译已经不再是语际间简单的转码活 

动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倡导把翻译研究的领域拓 

展到民族 !文化 !经济 � 甚至政治的领域 �其理论中也 

隐含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文化扩展 �即西方强权 

文化对他们所谓的第三世界贱民文化的扩展 ∀无独 

有偶 �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观也移植到 

了西方女性主义对待东方女性主义的阐释上 ∀西方 

女性主义眼里的东方女性主义不但裹足不前 �而且 

东方女性的形象被凝固成为羸弱 !无助 !逆来顺受的 

典型 ∀西方女性主义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学术视野 � 

希望东方从属西方 ∀不像别的第三世界文学体裁遭 

到冷落一样 �她们偏爱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 ∀ 西 

方殖民者想借助东方女性不幸的个案 �以点概全的 

诠释东方的女性主义及其发展 �并借以推动西方女 

性主义运动的开展 ∀ 不过 �东西方的女性主义都注 

意到了性别政治二元对立中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 � 

可她们同时也认识到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女性作品 

时往往比男性译者更能敏锐的体会女作者的内心感 

受 � 洞察到字里行间细微的笔触变化 � 这是大多数男 

译者望尘莫及的 ∀在这种强弱势文化的交汇中 �她 

们的翻译可以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实行统治的工 

具 � 也可以是弱势文化对抗强势文化的武器 � 语言成 

了她们对社会政治评论的竞技场 ∀女性主义者以她 

们犀利的视角去观察 � 用她们独特的文风去言说 �文 

化的争斗使她们对翻译更加垂青 ∀ 

性别与翻译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然的本质联系 � 

可当性别身份被带入到文本中 � 一切就会发生改变 ∀ 

���� 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 ♣⊃ ⊂ ⊂⊕  ↑ ⊕∈ℑ∩⊕�的双关 

语/ ⊂⊕ ℜ⊕ ⊂ ⊂⊕ ⊃ ∈∅ ⊃ ⊗ ⊕ ⊂ ⊂⊕  0 �不忠的美人�一出 �就令译 

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以下笔者以/ 不忠的美人0为 

喻 � 分析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以及它自身的 

局限性 ∀ 

�一�  颠覆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 

/ 不忠的美人0 中的 / ℜ⊕ ⊂ ⊂⊕  0 �美丽的�和 / ⊃ ∈∅ ⊃ 2 

⊗ ⊕ ⊂ ⊂⊕  0�不忠的�在法语中用的是阴性 � 所指为女人 � 

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把翻译等同于女性的隐喻 ∀ 

英国翻译家 ♠∉∪∈ ƒ⊂∉ ⊃ ∉�约翰 # 弗洛里欧�总结 �所 

有的翻译 �因为必然有缺陷 �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 

性 ≈���� ∀从 ���� 年开始 �女性和译者的身份同时被 

置于低下的地位且历久不衰 ∀ 甚至赫赫有名的5通 

天塔之后6 � ϒ∅  ⊕  ′ℑℜ⊕ ⊂ �的作者乔治 # 斯坦纳 

� ♣⊕∉ ∩⊕ ≥ ⊕ ⊃ ∈⊕  �都把原作与译本 !作者与译者的关 

系性别化了 ∀ 女性翻译家阿伍德 � ≥∏  ℑ∈∈⊕ ⊗ ⊕ 

← ∉ ℜ ⊃ ∈⊃ � ⊕� ♦ ℑ ⋅∉∉⊗�曾说 �/ 因为我是女性 �所以 

我翻译0� ≈���� ∀这无疑显示出了女性主义翻译家的 

无奈 � 译者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ℑ  ∩ ⊃ ∈ℑ ⊂2 

⊃ ∨ℑ  ⊃ ∉∈� ∀ 

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 主仆关系0 �前 

者创作在先 � 后者只能被动传递 � 前者的权威不容侵 

犯 � 后者必忠于前者 � 处主宰地位的前者是雄健的男 

性 � 处从属地位的后者是残缺的女性 ∀ 翻译的价值 

低于创作 � / 媒婆0和/ 处子0的比喻在译界流传甚广 ∀ 

余光中先生对译者所处尴尬的社会地位曾有论述 � 

�译者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 �译好了 �光荣归于 

原作 � 译坏了 � 罪在译者 ∀除了有能力也有时间去参 

照原文逐一研读的少数专家之外 �一般读者是无由 

欣赏的 ∀如果说 �原作者是神灵 �则译者就是巫师 � 

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 ∀翻译的妙旨 � 就在这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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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虽然是神谕 �要传给凡人时 �多多少少 �毕竟还 

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 �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 

里 � 高不可攀 ∀译者介于神人之间 �既通天意 �又得 

说人话 � 真是−左右为巫难. ∀ 0 ≈����� 

译者对原文的神圣权威不可侵犯 �只能顶礼膜 

拜 ∀女性主义翻译观与此大相径庭 �戈达尔德� ♣∉2 

⊗ ℑ ⊗ �认为 �/ 在女权主义语篇中 �翻译是生产 �而非 

再生产 ∀ 0 ≈����� 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翻译观把翻译看成 

是静止的活动从而限制了译者的主体性 �原著中心 

论令翻译创作像银瓶中的花朵失去生命力 ∀译者是 

原著和读者之间的纽带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原 

著译入语的首位读者并兼顾着阐释者和作者的身 

份 ∀翻译以一种时空错位的交往形式存在 �原著作 

者和译者之间只能以语言作为唯一媒介并且不发生 

共时性的交流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 

其语言能力 !审美水平 !艺术创造力等诸多方面的影 

响 ∀翻译是文化间的介入和调和 �译文是原文的话 

语重构 �是译者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给予了原作异 

域的生存空间 ∀ 因此 �女性主义认为原文与译文的 

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 

�二�  颠覆忠实伦理 

法国散文诗的开山鼻祖内尔特朗 � ϒ⊂∉∧ ⊃ ∏  

′⊕    ℑ∈⊗ �也曾把翻译比作女人 � 美丽的不忠实 � 忠实 

的不美丽 ≈���� ∗ ��� ∀传统的翻译观以忠实作为衡量译 

作的唯一尺度 � 译作要求与原作达到别无二致的/ 化 

境0 �而/ 不忠的美人0 指的是只雅而不信的翻译 ∀ 

诚然 � 传统的翻译观已无法解释严复 !林纾等已被公 

认的/ 不忠0的译作 � / 忠0与/ 不忠0显然已经不能成 

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 

原作与译作之间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对等 �翻译 

的艺术也就在于它是一门接近的艺术 ∀ 葛校琴教授 

在5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6一文中曾举出路易丝 # 

弗洛图 �← ∏ ⊃  ⊕ √∉∈ ƒ⊂∉ ∉⋅� 例举的标题翻译 ∀弗洛 

图以戈达尔德 � ♣∉⊗ ℑ ⊗����� 翻译尼古拉 # 布罗萨 

尔� → ⊃ ℘ ∉⊂⊕ ′ ∉  ℑ ⊗�小说5 ← . ϒ ⊆� 6为例 ∀ 法语词 

根据它的语法性别有阴阳性之分 �← . 是法语阴性代 

词 ⊂ℑ� ∪⊕� ∀ / ϒ ⊆� 0中包含至少有三个词 �⊆⊕  � ⊕ ℑ 

海� � ⊆� ⊕ � ⊆∉ ∪⊕ 母亲� �ℑ⊆⊕  �ℜ ⊃   ⊕ 辛酸的� ∀这 

一标题看似不可译 � 译者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译 

文更是妙不可言 ∀译者将原文的文字游戏变成书法 

游戏 � 左边是 × ∪⊕�右边是 ⊕!∉∏ 和 ⊆∉ ∪⊕  的竖 

排 �左右两边用大写 ≥ � ⊕ ℑ� 作连接 �组合后为 

/ × ∪⊕  ⊕ ↓ ∏  ↑ ∉ ∪⊕  0 �这些我们的母亲� / × ∪⊕  ⊕ 

≥∉∏ ≥ ⊆∉ ∪⊕   0�这些辛酸的溺爱者� ∀

  弗洛图总结了女性翻译家常用的三种翻译策 

略 � 增补 � ∏∠∠ ⊂⊕⊆⊕∈ ⊃ ∈∩� !前言或脚注 �∠ ⊕ ∅ℑ℘ ⊃ ∈∩ 

ℑ∈⊗∅∉∉ ∈∉ ⊃ ∈∩� 以及 / 劫持0 �∪ ⊃ ⊇ ℑ℘ ⊄⊃ ∈∩� 来翻译作 

品 ∀ 5 ← . ϒ ⊆� 6的翻译是女性主义译者利用增补策 

略使译文达到近乎忠实原文的精典范例 �可女性主 

义也有重新定义忠实的呼声 ∀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 

译文对原作的忠诚就如同要求女性对丈夫或父权的 

绝对忠诚一样不公平 ∀在5语言与翻译的政治6一书 

中就有这样的案例 �法国女同性恋作家高斯对法语 

进行个性化的处理 �将常规中不阴性化的词语阴性 

化 ∀如她的句子 �/ →∏ ⊂ ⊂⊕ ∈⊕ ⊂ �⊃ ∩∈∉ ⊕�  ∉∏ ⊕  ⊂ℑ∈2 

∩ℑ∩⊕ 0�没有�女�人不知道 � 一切都是语言� ∀ 对/ →∏ ⊂ 

∈ � ⊕  ℘ ⊕∈ � ⊃ ∩∈∉ ⊕ ⊂ℑ⊂∉⊃ 0�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 

国法� 或 / ♥∩∈∉ ℑ∈℘ ⊕ ∉∅  ∪⊕ ⊂ℑ⋅ ⊃  ∈∉ ⊕¬℘ ∏  ⊕0� 或 

/ ∝∈⊕ ⊆∏⊕   ⊕ ∠ℑ  ⊂⊕ � ∏∈  ∉∏  ⊗ 0 ��女�哑巴对聋子说 

话� ≈����� ∗ ���� 阿伍德提出了 / 重新性化语言0 � ⊕  ⊕¬ 

⊂ℑ∈∩∏ ℑ∩⊕ �的策略 � 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有意识的创 

造性叛逆 � 通过语法来彰显性别特征 �把/ ⊕0用粗体 

来突出性别身份 � / →∉ ∉∈⊕⊃ ∩∈∉ ⊕  ∪⊕∅ℑ℘  ∪ℑ ⊕√⊕ 2 

 ∧ ∪ ⊃ ∈∩⊃ ⊂ℑ∈∩∏ ℑ∩⊕ 0和/ ϒ ⊆∏  ⊕∉∈⊕ ∠⊕ ℑ⊄ ∉ ℑ ⊗ ⊕ ℑ ∅ 

∉∈⊕0 ≈����� ∗ ���� ∀此外 �霍吉路德�♠∉ℑ∈∈ ♦ ℑ∏∩⊕  ∏⊗� 

等人对5圣经6中大量使用的/ ↑ ℑ∈0 或者/ ♦ ⊕0改成 

性别较中性化的词 ∀ 

女性主义译者选取女作家的读本作为译本 �通 

过翻译研究中的性别化视角发出 / 让女性的声音在 

译文中能被听到 � 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能被看到0 

的呐喊 ∀女性主义给出了 / 忠实0的定义 �/ 忠实既 

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 � 而是对写作方案� ⋅ ⊃  ⊃ ∈∩ 

∠  ∉ ⊇ ⊕ ℘  � � 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 

的 ≈���� ∀ 0女性主义提出了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 

写 � / 重写0的过程中 � 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原作者 

的初衷 � 融合自己的观点 �对原作重构 �并使之朝着 

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就无异于作者主观追求对 

原作的变形 ∀ / 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的 

差异 !她那无穷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 � 把自己对 

操纵的文本标记昭示天下 ∀ 翻译中女人驾驭 

� • ∉⊆ℑ∈ ∪ℑ∈⊗ ⊂ ⊃ ∈∩�文本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而 

自惭形秽的译者 ∀ 0 ≈����� / 写作方案0的提出成了女性 

主义翻译作品的指路明灯 �译作顺理成章的超越并 

取代了文本第一的地位 ∀ / 重写0显然颠覆了传统译 

论中的/ 忠实0伦理 � 叛逆不能失度 � 不然就不使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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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使人质疑理论的合法性 ∀ 

5第二性6的作者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曾说过 � 

/ 女人不是天生的 � 而是被造就的0�∉∈⊕⊃  ∈∉ℜ∉ ∈ � 

ℜ∏  ℑ  ∪⊕ ℜ⊕ ℘ ∉⊆⊕ ℑ ⋅∉⊆ℑ∈ ≈���� �历史文化决定了 

女性地位 � 女性为了能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立足 � 

自然地去迎合男性语言 �从而使女性语言中既有女 

性语言又有男性语言 ∀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的解放 

才是妇女的解放 � 近而女性主义开始关注语言 � 关注 

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观淡化了传统翻译观的抽象概 

念 � 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 � 并把翻译活动放置在文化 

转向的大语境下去考察 �在承认个人兴趣的同时也 

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 ∀ 女性主义译者提出要/ ⋅∉⊆2 

ℑ∈∪ℑ∈⊗ ⊂⊕ 0文本 � 用女性主义的方式重写 ∀译者在重 

写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大小尺度把握得如何直 

接决定读者的数量 �若太过偏颇的强调女性主义的 

观点 � 把自身禁锢在二元对立的桎梏中 � 恐怕就难逃 

孤芳自赏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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