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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综合国力（National Power）是国际政治学的重要

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

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技

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综合国力既包括自然因素，

又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物质因素，又包括精神因

素。是各种因素、各个领域的总和，也是物质力量

与精神力量的统一。综合国力实际上也就是国家

实力，但之所以更多地称为综合国力，主要目的在

于强调它不是指单个的某个方面的实力，而是指综

合性的实力。综合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

的地位及其影响。[1]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

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2]翻译虽

然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活

动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但译者所从事的这一活动，

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

景中进行，不可避免地要处在一个动态的活动场所

中，也就是说，除了译者自身的相关条件对翻译会

产生重要影响外，诸多外在因素还会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翻译活动的进行。

面对20世纪最后20年代各种力量空前活跃的

社会政治现实，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正在以各种社

会政治观剖析翻译和翻译理论。“翻译与政治”（翻

译的政治视角）流派的基本翻译思想是：翻译必不

可免地与社会群体的政治倾向与诉求挂钩，原语与

译语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超政治的，“译入”与

“译出”从来就是“权力”与“反权力”的表现形式。[3]

在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中，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

定其文化传播力的强弱。因此翻译作为文化传播

的一种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综合国力的影响

与制约。从另一个角度看，翻译也是一个国家发展

其国力之所需，是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上升的催化

剂。认识到国力与翻译的关联性，有助于翻译界更

好地认识、理解与把握翻译活动，发展翻译理论。

一 国力对翻译的方向的影响与制约
翻译的方向性（translation direction）是针对译者

而言，主要是指翻译时译者是从自己的母语译为外

语还是从外语译为母语，从译者的外语译入其母语

的翻译被视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而从译者

的母语翻译成外语的翻译被叫做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4]

翻译界人士大都认为，翻译的正确方向应是从

译者的外语译入其母语。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

马克教授在《翻译教程》一书中指出：只有译入你们

所习惯使用的语言时才能译得自然准确，并达到最

好的效果。一个译者必需具备其母语的写作才华

及直觉，并且熟悉本国文化。[5]Nida也认为理想的

翻译应是译入译者母语的翻译。[6]换言之，他们认

为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只有遵循了翻译的正确方

向，即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翻译才能达到最佳效

果。

但是在翻译活动中，国家的综合国力往往会影

响翻译的方向性。当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较弱时，它

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会大大下降，其文化传播力也

随之减弱，为了把本国的文化送出去，本国的译者

不得不采用逆向翻译的方法，即把本国的文本由自

己的母语翻译成外语。逆向翻译对大多数译者来

说是件困难的事，逆向翻译也会影响译作的质量及

文化传播的效果。Ladmiral就认为：译入语为外语

的翻译只是一种检验外语水平的教学上的练习，从

专业上看，要求译者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是一种荒谬

的要求，是一种奢望。[7]尽管如此，逆向翻译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毕竟为弱势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一个国家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传播力，要使别国

译者通过直接翻译，即翻译的正确方向来弘扬本国

论综合国力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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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使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和认识自己，获得平

等、互相尊重的交流方式，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综合

国力，在文化战略中取得制高点。

二 国力对译者翻译文本选择倾向的影响与
制约

译者的文本选择倾向会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

面因素的影响，前者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

经济、文化关系以及目标读者等因素，后者则包括

译者的文化观、历史观、文学观、哲学观、审美观以

及他所接受的教育等诸多因素。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

的选择的客观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

弱会决定其文化传播力的强弱，文化传播力的强弱

是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对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

化之间的翻译，文本选择大多来自强势文化，因为

弱势文化需要从强者那里吸取更为发达的科学技

术或文艺成就。而由弱势文化翻译到强势文化中

的文本则多是用于满足和迎合强势文化中的某种

特殊诉求。[8]

刘宓庆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谈

到翻译，人们就首先想到文学，这个观念是‘西方式

’的，他们似乎只想看到人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

国，译论百分之八十以上谈文学”。[3]譬如将亚洲文

学译入西欧语言中大多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东

方文化的兴趣与好奇。由此可见，这些发达国家的

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更倾向于文本是否能够满

足读者精神层面的某些需求。

而在国力较弱的国家，翻译活动常常以文化战

略为考量，翻译活动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服务，或

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他们更注重翻译的实用

性。这些国家的译者翻译时，往往会倾向选择与学

术、科技、经贸等相关的文本，以此从中汲取先进经

验，促进本国国力的发展。纵观中国翻译的历史，

其翻译传统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文化战略考量，从

以前的民族忧患意识发展到当今的民族复兴意识，

文化战略无不影响中国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我认为基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翻译是中国翻译的

中心任务。我们应该发扬清末学术翻译及明末清

初科技翻译的传统，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

验”。[3]刘宓庆的这段话无疑再次证实了综合国力

对译者翻译文本选择倾向的影响与制约。

三 国力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与制约
翻译策略主要是指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

略，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韦努蒂）首先提

出的。“归化法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

而将异域文本中的差异性特征降低到最低程度的

翻译策略。而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

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的一些差异性特

征的翻译策略”[9]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势文化

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也可以

说，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是制约译者翻译

时采用归化抑或异化译法的首要因素。由于权力的

差异，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交流之间存在着不平

等的对话。这种不平等在翻译策略体现在：“当强势

文化翻译弱势文化文本的时候，强势文化自认为比

弱势文化更自然、更进步、更具有普遍性，倾向于用

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于弱势文化的差异性往往用自

己文化中的东西去取而代之；在行文上往往追求译

文的流畅，注重透明的传达原文文本的意义，而对原

文语言方面的特性则采用一笔抹杀的做法。而弱势

文化中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的时候，往往要

迎合强势文化中的语言、文化和文学上的规范，将弱

势文化中的差异性特征涂抹干净。”[9]在翻译活动

中，国力总是在背后以文化实力的表现形式影响着

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图里也提出，译文文本的调

整程度在各个文化中有所区别：在特定文化中翻译

越是处于边缘或次要地位，译文所作的调整就越

大。相应，如果翻译的原文是来自某种“主要”或“有

名的”语言或文化，处于“次要”或“弱小”地位的译语

语言/文化对原文的“容忍程度就越高”。[10]弱势文化

要想在不平等的对话中凸显自己文化的差异性，就

必需像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在将弱

势文化文本翻译到强势文化中时，有意采用异化的

翻译方法。

四 国力对译者社会地位的影响与制约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文章讨论的译者地位不是

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如译者到底是作者的“仆

人”、“传声筒”，还是“操纵者”、“改写者”。文章要

讨论的是，因为综合国力的差异，译者在不同国家

所处的社会地位。

翻译活动总是由社会的需要引起，不管是原语

文化的需要，还是目的语文化的需要。译者社会地

位的变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要有着莫大的关

系。一个国家越大，国力越强，就越不需要从国外

输入（input），那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相

反，国家越小，国力越弱，就越需要建立和国外的联

系，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也就越重要。国家的大小和

力量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11]Cay

Dollerup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综合国力与译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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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关系。

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不强时，更需要通过译者

翻译国外的有关学术、科技、人文等文本来吸收别

国的先进科技与文化精髓，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文

明的发展；更需要通过对外交流、对外贸易来促进

本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上面提到，一个国家对翻译

的需求越大，依赖越大，该国的译者就越重要。因

此，在综合国力不强的国家，译者更容易受到重视，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随之提高。反之，当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本身就强大时，这个国家不会依赖翻译从

国外引进来促进自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

展。从发达国家更喜欢翻译别国的文学作品的这

一倾向看来，翻译对他们来说更像是精神上的调味

品，而不是必需品。译者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地位自

然也就不会很高了。正如了解西方出版机制的人

都知道，西方译者的名字是不能与原作者的名字并

列于封面上的。以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

大国为例，从美语翻译到各个其它国家语言的数量

要远远大于从其它国家的语言翻译到美语的数量，

由此看出这个超级大国在文化交流中，它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输出者，而不是引进者。我们也就可以理

解西方国家的译者，特别是美国翻译者社会地位为

什么普遍不高了。

结语
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审视翻译活动是翻译研究的

一个新视角。透过这一新视角，可以认识到综合国

力与翻译的关联性。综合国力是影响与制约翻译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发展的基石和后盾，而翻译又

是发展综合国力之所需。认识这一点有助于中国翻

译界更好地理解、认识与把握翻译活动，发展翻译理

论。我们不仅不应使翻译成为国家发展动力链上的

缺环，而且还必须让翻译成为促进国家国力发展的

催化剂。[3]中国的译者应该肩负传播中国文化的使

命，在国际社会建立与新中国快速发展和国力日益

强大相符的文化影响，提升其与西方语言文化平等

对话的权利，真正实现文化的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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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ranslation studies attract
many scholars in academy，so discussions abou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ver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activity is alway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for erample，culture，religion，politics，translators，etc. As a
way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ffusion，translation is also subjected to the influence and limitation of nation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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