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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赛珍珠的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英译《水浒

传》呈现出译者个人的鲜明特点。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使

命感，成为其译者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异化翻译是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主

导性翻译策略。赛珍珠内化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成了独特的译者行

为和翻译策略，力图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赛珍珠对

《水浒传》回目、成语、句式、詈辞、谦辞等方面的翻译就是采用了这一策略。但

在遇到语言文化障碍时，译者也会诉诸归化翻译策略。赛珍珠中西文化经历和

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感倾向共同促成其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并在翻译中充分张

扬其译者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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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是了解宋
元时期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美国

著名作家和译者赛珍珠（ＰｅａｒｌＳ．Ｂｕｃｋ）首次将
《水浒传》（七十回本）全译成英文（以下简称

“赛译《水浒传》”），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

了解。对于赛译《水浒传》，历来褒贬不一。有

学者批评了赛译《水浒传》中的误译现象，如鲁

迅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４日给姚克的信中对其书名
翻译问题进行了批评［１］，钱歌川［２］在《翻译的

基本知识》中探讨了赛译《水浒传》中的误译现

象，钟明国［３］认为赛译《水浒传》构建了一种扭

曲的、被明显贬低的中国形象。也有学者为赛

珍珠的翻译进行辩护，如马红军［４］论证了赛珍

珠“误译”的合理性；张志强等［５－６］从后殖民主

义翻译理论出发，指出赛译《水浒传》对消解西

方文化霸权、当代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

有重要意义。还有研究者采用描写翻译研究范

式，不进行褒贬分明的价值判断，而是分析赛译

《水浒传》中的各种现象，或针对以往研究中的

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例如，钟再强［７］通过

分析赛译《水浒传》研究史上的几次重要评价，

指出研究者应该抛弃偏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

公允地评价该译本；唐艳芳［８］指出，赛译《水浒

传》研究应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并重视基于文

本研究的理论探索。近年来，法国社会学家皮

埃尔·布迪厄倡导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资本

和惯习等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

会翻译学的兴起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范式，凸

显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行为的影响。鉴

于此，本文拟基于赛译《水浒传》的文本分析，

探讨赛珍珠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策

略的影响，以期对赛译《水浒传》的研究有所

助益。

　　一、赛珍珠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

为的影响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一个场域由附

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

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

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

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

式”［９］１７。由此可见，惯习是社会学理论中着力

强调的一个概念，它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

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

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

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

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９］１９。根

据这一理论，译者作为特定社会场域的行动者，

与场域内其他行动主体和客体产生各种复杂的

关系。译者在内化场域内各种社会关系之后产

生新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成为制定新的行动

策略的原则基础。这为研究赛珍珠的译者行为

和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赛译《水浒传》

的独特性体现了译者惯习对译者行为及其翻译

策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其翻译行

为的影响

赛译《水浒传》体现的是一种“异化伦理”，

一种对异质文化的尊重，赛氏的翻译目的是尽

可能原汁原味地向西方传递中国语言文化。这

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赛珍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４０年，接受了中国

的传统文化哲学、经典文学、风俗习惯和伦理道

德。儒家伦理社会是以“忠”“孝”“仁”“爱”为

核心的宗法社会，宗法观念提倡“忠”“孝”。忠

实、忠诚成为儒家传统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的

一个重要价值评判标准。这种强大的社会伦理

规范制约了社会成员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制约

着翻译者的职业规范［１０］。中国儒家倡导“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儒家文化的

重要指归是实现“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

弟”［１１］１４１。正如董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哲学和伦理思想对赛珍珠翻译的影响是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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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语文学、文化的浸润使得赛珍珠对中国传

统文化和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运用于

文学和翻译实践中［１２］。

２．赛珍珠的写作风格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赛珍珠创作的《大地》三部曲，描写了 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现状，也借

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中的很多内

容都是用贴近中国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为

英语语言注入了新的词汇，并达到一种文学陌

生化效果。赛珍珠创作的成功说明了西方世界

对赛珍珠写作和语言风格的认同，这对赛珍珠

坚定自己的语言风格起到很大作用，并对赛珍

珠的翻译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赛珍珠是以文

学创作起家的，在翻译《水浒传》时其文学创作

已成就斐然，文学创作的成功激励着她将创作

语言风格贯穿于整个翻译行为之中。因此，赛

译《水浒传》透射出赛珍珠对言意关系的独特

视角，其译文语言与创作语言一样与众不同，带

着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水浒传》蕴含着丰

富的中国语言文化，彰显着人物百象和市井百

态，可谓“言中有象，象中有意”。赛珍珠注意到

了这一点，在翻译中采取了异化为主的策略，尽

量保留原文语言的形象性。

３．赛珍珠的文化态度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赛珍珠独特的翻译思想反映出其文化态

度，以及其对当时不平等文化现状的忧思与反

抗。有学者指出，对中西两方的了解和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使赛珍珠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以平等的观念促进两个世界的和谐交流与发

展，这种文化态度推动了她的翻译和创作，促使

她以此为途径去努力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共

存，而她的译作《水浒传》更深刻体现了这种文

化态度［１３］。赛珍珠的一生受到了中西两种文

化的熏陶，形成了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离散

文化身份。同时，赛珍珠的“文化混血儿”身份

赋予其超越于两种文化之上的视角与洞察力，

使其能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的立

场出发，探索两种文化的互补性，并为促进文化

之间的对话发挥更大的作用［６］１０３－１０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时期的文化都以

微妙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之中，对于《水浒传》的

翻译，是要体现北宋时期的语言特色，还是用当

下语言取而代之呢？不同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

译策略。赛珍珠看重的是前者，因此她采取了

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注重汉语表达方式的

移植。就其效果而论，赛译《水浒传》对当时的

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异

化／陌生化翻译策略是以源语语言文化为取向

的，但在某些维度上也表现出超出源语和目的语

之外的混杂性。这种杂糅性既体现于语言形式

上，也不乏文化上的表征，从而使赛译《水浒传》

在可接受的前提下，将原文的新异性尽情“撒

播”到英语世界，完成了引领英语读者对中国语

言文化及其文学样式的一次“朝圣”之旅［６］１４２。

　　二、赛译《水浒传》的异化翻译策略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惯习就是一种社

会化了的主观性［９］１７０。赛珍珠内化了自己所处

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成了独特的译者行为和翻

译策略，力图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原作的语言形

式和文化内涵。下文将从回目翻译、成语翻译、

句式翻译、詈辞翻译、谦辞翻译等方面分析赛珍

珠的异化策略在《水浒传》翻译中的运用。

１．赛译《水浒传》中的回目翻译

《水浒传》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回目都是

以对偶句式出现的。章回体小说的回目形式工

整，内容浓缩，对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赛译

《水浒传》却做到紧贴原文，成功再现章回体小

说的回目特征。

［例１］原文：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

闹史家村［１４］１０。

赛译：Ｗａ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ｇｏｅｓｓｅｃ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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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ｔｏＹｉｅｎＡｎＦｕ．ＴｈｅＮｉｎｅＤｒａｇｏｎｅｄｍａｋｅｓａ

ｍｉｇｈｔｙｔｕｒｍｏｉｌａｔ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ｈＦａｍｉｌｙ［１５］１７．

例１中的回目结构为“称号 ＋谓词 ＋场

所”，赛译《水浒传》从字数和形式上都与原文

比较贴近，再现原文对偶句的表达效果。再如，

第二回的“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

关西”［１４］２３译作“ＳｈｉｈＣｈｉｎｅｓｃａｐｅｓｂｙｎｉｇｈｔｆｒｏｍ

ＨｕａＹｉｎｇ．ＣａｐｔａｉｎＬｕ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ｂｕｌｌｙｏｆＫｕａｎｇｓｉ

ｗｉｔｈｈｉｓｆｉｓｔｓ”［１５］４７，第三回的“赵员外重修文殊

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１４］３１译作“Ｔｈｅｌｏｒｄ

Ｃｈａｏｒｅｐａｉｒｓ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ｇｏｄ．Ｌｕ

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ｍａｋｅｓａｍｉｇｈｔｙｔｕｒｍｏｉｌｏｎＴｈｅＦｉｖｅ

Ｃｒｅｓｔ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１５］６５。赛珍珠在整部《水浒

传》（七十回）的回目翻译中都尽力再现原著特

征。《水浒传》原文的回目对仗工整，提纲挈

领；赛珍珠的译文紧贴原文，展现了原作的形神

之美。

２．赛译《水浒传》中的成语翻译

四字成语是中国语言的精华，有很强的表

现力，但也是汉译英中的一个难题。如果采取

意译策略，原文成语语言的形象性就会流失，而

赛氏的译文通过保留原文形式，再现汉语成语

的原汁原味。

［例２］原文：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

乐，听见武松叫这一声，惊得屁滚尿流……［１４］２１２

赛译：ＮｏｗｔｈａｔＨｓｉＭｅｎＣｈ’ｉｎｇｗａｓａｔｔｈａｔ

ｖｅｒｙｍｏｍｅｎｔｕｐｓｔａｉ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ｈａｐ

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ｗｈｅｎ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ｉｓｓｈｏｕｔｆｒｏｍ Ｗｕ

Ｓｕｎｇ，ｈｅｗａｓ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ｔｈａｔｈｉｓｗｉｎｄｂｕｒｓｔ

ｆｒｏｍｈｉｍａｎｄｈｉｓｗａｔｅｒｃａｍｅｏｕｔｏｆｈｉｍ…［１５］４４７

“屁滚尿流”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惊慌失措

的状态，表现出西门庆听到武松叫声后的惊惧

之状。如果采取归化翻译，将会失去成语原文

语言的生动性。赛珍珠深谙汉语中四字成语的

表达力，且热爱中国语言文化，其文化倾向和个

人情感决定其翻译目的与策略，因此她采用了

异化翻译策略，将原文的人物情状栩栩如生地

再现给英语世界，给目标语读者带去陌生化的

效果。

［例３］原文：朱仝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

心，何足挂齿！”［１４］４２８

赛译：ＣｈｕＴ’ｕｎｇ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ｈｕｍｂｌｙ，“Ｉｔｉｓ

ｂｕｔｔｏｓｈｏｗｆｏｒ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ｏｆｍｙｌｏｙａｌｈｅａｒｔ，ａｎｄ

ｗｈｙｎｅｅｄｓｏｓｍａｌｌａｔｈｉｎｇｅｖｅｎｐａｓｓｏｎｅ’ｓ

ｔｅｅｔｈ？”［１５］４９４

“何足挂齿”意为“不值一提”“小事一桩”

等，赛珍珠放弃流畅地道的归化译法，保留原文

的措辞形式，将其译作“ｗｈｙｎｅｅｄｓｏｓｍａｌｌａ

ｔｈｉｎｇｅｖｅｎｐａｓｓｏｎｅ’ｓｔｅｅｔｈ”。类似的译法还有

将“面如土色”［１４］１１６译作“ｔｕｒ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

ｃｌａｙ”［１５］２４７等。这些翻译都体现了译者惯习对

其翻译行为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赛珍珠的

翻译策略的影响，坚定了她向世界传递中国文

化的信念。

３．赛译《水浒传》中的句式翻译

尽管汉英两种语言在表层结构形式上存在

很大差异，但赛珍珠仍尽量使译文贴近原文，再

现原文的句式特征。

［例４］原文：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

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无故相扰，

此恩难报。”［１４］１５

赛译：Ｔｈｅｏｌｄｌｏｒｄｔｈｅｎｓａｉｄ，“ｉｎｏｕｒ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ｅｈａｖｅｎｏｇｏｏｄｆｏｏｄｔｏｇｉｖｅｙｏｕ，ｂｕｔｐｒａｙｄｏｎｏｔ

ｂｌａｍｅｕｓｆｏｒｔｈｉｓ．”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ｔｏｏｄｕｐａｎｄ

ｔｈａｎｋｅｄｈｉｍ，ｓａｙｉｎｇ，“Ｗｅｈｕｍｂｌｅｏｎｅｓ，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ｓｏｎ，ｗｅｃｏ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ｅａｔｙｏｕｒ

ｆｏｏｄ；ｓｕｃｈｇｒａｃｅａｓｔｈｉｓｉｓｈａｒｄｔｏｒｅｐａｙ”［１５］１７．

例４中对“无甚相待，休得见怪”和“小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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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无故相扰，此恩难报”的翻译，译者没有采

用简洁流畅的英语代替中文表达形式，而是采

用具有明显汉语语言特征的句式来翻译。显

然，译者是出于对原文的尊重，将汉语的表达方

式移植到英语中来，向西方世界再现了宋元时

期的中国语言特点。

４．赛译《水浒传》中的詈辞翻译

《水浒传》虽成书于明，但宋元两代是该书

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间汉语詈辞（粗话）数量激

增。《水浒传》脱胎于民间口头文学，该书富含

宋元时期的各种詈辞，成为研究宋元乃至明清

时期汉语口语风格的活化石之一［６］１７０。对于这

种语言形式，赛珍珠依然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

［例５］原文：阎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

一双眼，却是琉璃葫芦儿一般！……”［１４］１６３

赛译：Ｂｕｔ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ｃｕｒｓｅｄｈｉｍ，ｓａｙｉｎｇ，

“Ｌｅｔ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ｐａｓｓｈｅｒｄｏｇ’ｓｗｉｎｄ！Ｉｈａｖｅｔｗｏ

ｅｙ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ｋｅｅｎａ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１５］１８８

赛氏对詈辞俗语的翻译也体现出再现的翻

译伦理。比如，“放你娘狗屁”相当于英语中的

“ｓｈｉｔ”或“ｎｏｎｓｅｎｓｅ”，但赛珍珠没有采用归化的

翻译形式，而是采用了更贴近原文的“ｐａｓｓｏｎｅ’ｓ

ｗｉｎｄ”。由于“ｐａｓｓｏｎｅ’ｓｗｉｎｄ”在英语中是一

种自然生理现象，不像汉语中的“放屁”具有骂

人的人际功能，所以赛珍珠的译法引起了绝大

多数中国读者的强烈抗议［１１］１２８。全文多次出

现“放屁”一词，赛珍珠几乎全部照此译出，保

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将源语的语言特色和文

化风俗再现给西方读者。且从文化传真角度而

言，俗词应当俗译，忠实再现原作风格。相反，

轻描淡写的意译或改写则是对原作的不负责

任。赛珍珠的异化翻译本着对原作和译文读者

负责的态度，有益于增进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

与沟通。

５．赛译《水浒传》中的谦辞翻译

《水浒传》中运用了大量的敬语谦辞，赛珍

珠的译文也同样努力再现原文风貌，颇为精彩。

［例６］原文：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

“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１４］３７４

赛译：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ａｓｋｅｄＳｈｉｈＨｓｉｕｉｎａｎ

ｅｖｅｎ，ｐｏｌｉｔｅｖｏｉｃｅ，“Ｓｉｒ，ｗｈｅｒｅｉｓｙｏｕｒｎｏｂｌｅｖｉｌ

ｌａｇｅ，ｙｏｕｒｈｏｎｏｒｅｄｈｏｍｅ？Ｗｈａｔｉｓｙｏｕｒｈｉｇｈ

ｎａｍｅ，ｙｏｕｒｒｅｖｅｒｅｄｓｕｒｎａｍｅ？”［１５］７９９

原文中的“贵乡”和“高姓大名”都被照直

译出，这种译法可能会给人以怪异的感觉，但赛

珍珠自有道理，她正是要通过这种翻译将中国

语言文化的“异”的因子带给西方读者。在处

理敬语谦辞形式的翻译时，赛珍珠大都大胆保

留了原文语言的形式，如将“老身”译作“ｏｌｄ

ｂｏｄｙ”，将“小人”译作“ｈｕｍｂｌｅｏｎｅ”等，让译文

读者认识到古代汉语的语言表达风格。

　　三、赛译《水浒传》中被遮蔽的归化

翻译策略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惯习是创造性

的，能体现想像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

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

淀”［９］１９。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总是认真观察

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从而不断调整个人的行

动策略。由此可见，译者总是在审时度势，充分

了解翻译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不断调整翻译策

略。在赛译《水浒传》中，异化翻译是主导性翻

译策略。但是在遇到语言文化障碍时，译者也

会诉诸归化翻译策略，如赛珍珠将“干娘”和

“太岁”分别译成“ｆｏｓｔｅｒｍｏｔｈｅｒ”和“ｆｉｅｒｃｅｄｅｖ

ｉｌ”［５］４７，显然是进行了归化处理。

１．赛译《水浒传》的文化调适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增加了跨文化翻译的难

度，像《水浒传》这样蕴含深厚中国文化的鸿篇

巨制，翻译成英文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得到

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调适。

至于译者在翻译时如何调适，译者惯习对翻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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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以《水浒传》书名

翻译为例，目前共有四个英语全译本，分别是赛

珍珠译本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１９３３），杰克逊译

本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ｇｉｎ（１９６３／１９７９），沙博里译本

ＴｈｅＭａｒｓｈｅｓｏｆＭｏｕｎｔＬｉａｎｇ（１９８０），以及登特杨

译本ＴｈｅＭａｒｓｈｅｓｏｆＭｏｕｎｔＬｉａｎｇ（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比较四个译本，赛珍珠的译本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Ｂｒｏｔｈ

ｅｒｓ（《四海之内皆兄弟》）取自《论语》中的“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具有浓重的中国文化气

息，而其他三个译本都在围绕原著书名做文章。

赛珍珠的书名翻译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最著名

的是鲁迅的评论，“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

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

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１］。

但必须看到赛珍珠的良苦用心和文化态度。正

如陈静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兼具中国

文化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思想渊源，

可以说是兼容了中西文化的结果［１６］。

２．赛译《水浒传》的文化置换策略

虽然赛译《水浒传》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译

得很“直”，赛珍珠自己也一直声称要努力传递

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但也不难发现赛氏所采

用的文化置换策略。所谓文化置换，是指译者

有意识地用目的语文化概念来置换源语中的文

化概念。细读赛译《水浒传》，可以发现很多这

样的案例，如将“和尚”“行者”都译为“ｐｒｉｅｓｔ”，

这显然是赛氏有意为之，但这与她一贯的异化

翻译策略是相悖的。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化

置换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取悦读者还是另有

目的？孙建成指出，如果赛译的真正动机是传

播中国文化，那么她在直译中的“误译”就是障

人眼目，像王佐良所说的严复那样，是一种“糖

衣”的招徕术，她是要用“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ｅｓｔ”之

类的糖衣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和兴趣［１１］１３７。

我们当然希望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抱有赤诚之

心，文化置换策略只是引起读者兴趣的小把戏。

　　四、对赛译《水浒传》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惯习既作为社会结构长期内

在化的结果而以感情心理系统呈现出来，又同

时主动外在化而影响着生活和行动过程，并不

断再生产和创造新的社会结构［１７］。赛珍珠的

中西文化经历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感倾向共同

促成其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并在翻译中充分

张扬其译者主体性。

１．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时有一个重要目的，

那就是向西方世界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语言和

文化，因此，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其行为意向是

再现原作的语言文化。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

下，一个美国人要将中国小说译成英文，通常会

选择归化策略，而赛珍珠却特立独行，她将再现

源语语言文化作为基本准则，以其独特的方式

向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文化。赛珍珠在《水浒

传》译序中的一段话是对她的翻译伦理的最好

诠释：“事实上，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并无学术

上的兴趣。我只是对原著的奇妙故事及其奇妙

的讲述方式感兴趣，此外没有别的目的。我尽

可能地直译，因为在我看来，汉语的语言风格最

适合这部作品，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使译文

非常接近汉语。我想让不懂汉语的读者在阅读

译文时梦幻般地觉得他们是在阅读原著。”［１５］ⅴ。

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赛珍珠历时五年完成了

《水浒传》的翻译。当时中国正值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中国在

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国

际话语场域中失去了话语权。在东方主义的西

方叙事话语中，腐朽和衰落成了中国社会的代

名词。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了解和同情，

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想将中国文化向西

方世界输出绝非易事。赛珍珠能够选取中国文

学典籍向西方世界翻译与传播，并主动选择以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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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为基础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实在难能

可贵。

出于自身的翻译目的和文化态度，赛氏选

择了“过直”的翻译策略，也因此招来许多学者

的诟病，但赛译《水浒传》在日益多元化的翻译

场域中，却能够独树一帜，从而在翻译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从接受效果来看，赛译《水浒传》在

当时的西方世界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功。孙建成

等曾通过调查指出，就传播而言，赛珍珠的译本

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自１９３３年在美英同时出版以

来，已先后四次再版（１９３７、１９４８、１９５２、１９５７）［１８］５２。

因此，从效果反观译者行为，赛氏的确更了解西

方读者的心理期待，故而用其独特甚至过激的

翻译风格再现原作。

２．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

周领顺曾指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主要

内容为：一是围绕狭义上的译者身份、职责和语

言性翻译行为的研究；二是围绕广义上的译者

社会角色、译者社会性及其行为社会化的研究；

三是围绕译者行为的研究［１９］２２。据此，对于赛

珍珠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需要将上述几方面结

合起来，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周领顺提

出的“求真 －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

是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有益尝试。他指出，译

者总是在“求真”和“务实”之间保持理想的平

衡，既要保持翻译的根本，又要努力实现翻译的

社会功能［１９］８７。事实上，“求真 －务实”连续统

也就是“异化－归化”连续统，译者应在翻译策

略连续统中寻求一种平衡关系。

赛译《水浒传》是中外翻译史上的独特案

例，其最大特点就是译者在翻译中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根据周领顺的译者行为连

续统评价模式反观赛珍珠的主体性，就会发现

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赛译《水浒传》是否做到了

求真？是否做到了务实？求真与务实之间是否

有恰当的过渡？例如，赛氏将“问道”译作

“ａｓｋｅｄ，ｓａｙｉｎｇ”，将“江湖”译作“ｂｙ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ｌａｋｅ”，将“好汉”译作“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将“走一

遭”译作“ｇｏｔｈｅｏｎｃｅ”等［２０］，这种译法独树一

帜，塑造了译者特有的风格，展现了译者的主体

性。那么，赛珍珠这种翻译风格是否可以复制？

外国读者除感到新奇外，真的会喜欢这种译文

吗？赛译《水浒传》能够真正有效地传播语言

文化吗？赛珍珠的翻译是否超出了译者主体性

的限度？……其实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类似的

问题，但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译者

主体性及其限度。从语言形式上看，将“心里

想”译作“ｔｈｉｎｋ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已经打破了英语规

范，如果一个译本中重复出现类似翻译，译本的

接受度必然受到影响。再如赛译《水浒传》中

的有意误译现象，将“和尚”“行者”译为

“ｐｒｉｅｓｔ”，等于将原文中的佛教话语改为基督教

话语，无论如何辩解，译者都已经超出了主体性

的限度，导致了过度翻译。因此，我们应当历史

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赛珍珠翻译现象，既要

承认其合理性贡献，也要剖析其翻译中的自由

主义倾向。

　　五、结语

　　可见，赛珍珠的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

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任何译本都带有译者个

人的审美、认知和伦理倾向，赛珍珠的《水浒

传》译本也呈现出译者个人的鲜明特点。纵览

赛译《水浒传》，译者对“保留原文的差异”的追

求贯穿译文始终，彰显出译者驾驭语言、文化的

能力。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沟通中西文化

的使命感，成为赛氏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

惯习促使她在翻译中尽量保留原著的差异特

征，向西方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语言文化。

历史不断发展，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应当秉持

历史和辩证的观点。我们必须肯定赛译《水浒

传》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做出的贡献，其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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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风是中外翻译史上的亮丽风景；同时也要正

视赛译本中的误译现象，并报之以宽容的翻译

批评态度。我们应当从赛译《水浒传》翻译中

汲取营养，在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之间寻找一

种平衡。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

中国应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积极构建

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探索中国文化与人

类文明衔接的话语构建路径。我们可以从赛译

《水浒传》中寻找合理因素，研究新形势下典籍

英译中的译者惯习、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助力

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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