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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原文中的隐含信息。译者可能明示隐含的意义，也可能

对等翻译，但如不考虑原文和译文语境的话，这两种策略都存在风险。关联理论揭示，成功的翻译关键

在于原文和译文具有解释相似性，翻译的最高标准是达到受众期望于译者所传达的语境效果，而不是符

合具体的翻译范式。本文根据关联理论的启示探讨了翻译隐含信息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关键词】翻译；隐含信息；语境效果；关联性原则；解释相似性& 受众期望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0$( - $$%% - $(

一 翻译隐含信息所遇到的问题

在翻译中，译者在译文中不能完满传达原文

的隐含信息时，常常被迫明示原文的隐含意义。

纽马克指出， “如果重要信息的翻译有可能误导

预 期 的 受 众 时 ， 最 好 把 原 文 的 背 景 信 息 写 入 译

文 ， 成 为 译 文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 而 不 是 注 释 ”

（1234567 "*..）。

然而，这类信息的明示性翻译注定在几个方

面 会 影 响 对 原 文 的 解 释 。 译 者 在 采 用 这 一 策 略

时，不得不考虑隐含信息的具体特点。

首先，原文可能传递弱隐含信息，明示原文

含义的译文却可能传达较强的隐含信息；反之亦

然。其次，明示的翻译可能把受众引向某一理解

路径，他可能沿这一路径寻求与明示信息相关联

的隐含意义；而原文并不这样引导，它提供开放

的空间以便受众自由寻找语境效果。因此，对译

文的理解可能比原文更明确，更狭隘。再者，由

于无法获知原文的实际信息，译文受众会认为原

文作者对译文中的明示信息负全部责任，而实际

上，是译者自己希望受众注意明示的信息，原文

作者的意图可能正相反。

二 翻译隐含信息遵循的基本原则

明示隐含信息极有可能改变原文的含义，成

为原文的杀手 （+8549 "*,(）；而对等翻译也存在

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可交流性问题。关联理论从语

用认知的深层次角度提出了人类信息处理的基本原

则，这对于解决隐含信息翻译的问题，有着重大的

启示意义。

首先，人类的信息交流遵循自身某种天然的关

联性机制。借助这一机制，我们向别人传达我们的思

想，反过来也能理解别人的思想。译者的翻译只有和

受众的关联思维达成一致时，才能成功传递他希望在

译文中传递的信息。这一关联性原则是构想可靠的翻

译策略的关键所在。译者可能在译文中清楚地明示了

原文的隐含信息，受众对此也明白无误，但译文仍然

可能没有准确传达出语境效果，因为译文明示的信息

与受众的情感和观念并没有产生最大的关联性；译文

还可能增加了受众理解非原文信息的难度；更糟的

是，译文可能两种毛病兼而有之。所以，明示原文的

隐含信息不一定能达到成功传达原文和使译文得到正

确理解的效果。好的翻译取决于译者意欲表达的信息

与受众的关联性思维相一致。

其次，由于关联主要决定于语境，译者与受众

关联的一致性总是由某种认知环境或语境决定的。

这种信息交流的语境依赖性在传统的语用理论里已

有完备的论证，但它对翻译的意义却还没有被充分

发掘。翻译的问题是，一个语境里能传达的某些信

息在另一个语境里传达不了。可能由于译文受众的

认知世界里不存在原文信息所产生的同量的语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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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语境效果无法传达，无论信息以何种方式

表 达 。 这 种 语 境 依 赖 性 对 译 者 的 实 践 有 重 大 意

义。理所当然，考虑到译文受众的认知世界，在

决定翻译之前，译者必须评估原文整个或部分信

息的可传达性。实际上，很多 “难以解决的翻译

难题”都与原文信息是否能在译文语言里传达有

关。这可通过细致研究原文作者和译文受众的认

知、社会以及情景语境而得到解决。目前的情况

是，对可译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也

产生了大量完备的理论，但原文与译文之间或两

种语境效果之间的可交流性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

视。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翻译的重点是语言自

身，译者主要应当关注如何从译文语言里选出和

原文意义匹配的最恰当的对等表达形式。而根据

关联理论，传统翻译的假设仅仅是事物的一个侧

面，如果说不同的两种语言资源之间的不匹配会

产生严重问题的话，两个语境或语境效果之间的

不一致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第三，翻译是一种报道性质的信息交流，关

联理论视其为对一种不同语言的解释性运用，相

应的，它通过两个不同文本之间解释的相似性来

衡量，而解释的相似性被理解为共有信息，即共

有的明示的和隐含的信息。这一事实使得对译文

和原文进行具体的比较成为可能，我们也不必再

借 助 那 些 广 泛 运 用 的 概 念 术 语 ， 如 “直 译 ” 或

“意译”等等。因此，如果要确定译文和原文之

间根本的相关因素，那应该是解释相似性相关而

不是对等相关。这个结论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一

方面，译者得到了空间，可以自由地处理那些由

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翻译对等来处理的文本，因

为译者现在毋需再遵循对等翻译的严格限制以获

取 所 谓 “信 ” 、 “达 ” 、 “雅 ” 标 准 的 翻 译 文

本；另一方面，译者根据基本的关联原则把解释

性运用的概念用于翻译实践，就能达到理想的目

标，也就是说，他们可望在某些确定的方面实现

翻译的忠实性，因为作为解释性运用实例的任何

翻译文本自然意味着和保证了译文同原文在相关

方面最大程度的相似。这清楚的表明，译者如果

要让他的译文成功地传达原文的语境效果，他就

必须践行这一原则。

第四，解释相似的程度和有关相似的方面又是

由受众的期望来确定的，成功的译文取决于受众的

期望。译者解释和传达原文信息时必须考虑受众对

于译文的期望是什么，受众的期望应构成译文努力

要创造的语境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是决定这类报

道性信息交流成败的关键要素。换句话说，译者的

成功主要来自于受众对于译文意图的理解。而且，

由于目前并没有任何一种翻译理论得到普遍的赞

同，对翻译优劣的观点也常常因人而异，这样，

“观众期望”的思想似乎正是译者应该尽量达到的

标准。当这一标准应用到隐含信息的翻译时，译者

必须仔细衡量分析他未来受众的期望。而受众可能

分化成两个阵营：一个希望译文明示原文的隐含信

息，即使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甚至 “谋杀”原

文的含义；一个则欣赏译文保持原文情状，即使这

会增加他们揣摩原文隐藏信息的难度。这些受众的

不同期望可能正是翻译理论领域出现了这么多观

念、规约、范式、潮流等的原因。

第五，以上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译者应当以

成功的信息交流作为中心任务。也就是说，译者主

要应当考虑如何才能成功而有效的满足受众的期

望，而不是达到形式和内容对等规则的生硬要求。

应当指出，以信息交流定位的翻译策略早在奈达的

#$%&’() & *+,-.+- $/ #’&.)0&1,.2 34,(& 5678 9 一书里

已经得到了详尽的阐释，但早期关于翻译的观念还

没超越 “符号编码”，更遑论 “受众期望”了。关

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清楚表明了

推理和关联原则在人类信息交流中的核心地位。在

关联理论的框架下，作为解释性语言运用实例的翻

译只有当译者圆满实现其受众期望的时候，才算进

行了成功的翻译。

三 结语

有必要指出，关联理论预测了信息交流中的一

个矛盾。对于翻译来说，受众没有特定的标准，只

能遵循自然赋予的特性，即用关联思维来辨别译者

意欲传递的信息。这一事实预示了下列情况发生的

可能性，即，当受众阅读并试图理解译文文本时，

他们只能辨别并理解与他们的认知语境或关联思维

相一致的那些信息。他们觉得，是这样的信息产生

出了最充分的语境效果，而他们对此的感知并没有

让他们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因此，受众会以为，他

们已经抓住了译者意欲在译文中表达的信息，成功

的交流业已实现。然而，可以想见，由于译者语境

信息和受众期望之间的错误匹配，受众所得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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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能恰恰不是译者意欲传达的信息；译者传达

的意义与受众期望相一致可能纯属偶然。这一事

实表明，在人类信息交流过程中，误解如何可能

发生，并且时常不为人所知。显然，受众没有途

径获取原文里传达的信息，可能永远处于被蒙蔽的

状态之中。他们常常意识不到，他们所读的仅是翻

译的文本，但感觉却像是在读自己语言的原著，并

且觉得它符合自己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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