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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翻译活动涉及原作者、原作、译者、译文和译文读

者。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始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终

于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接受。译文读者是整个翻译

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译文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译文读

者的理解和接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考虑到译文读

者，对其接受能力予以高度重视，而对译文读者接受能

力的考虑必将会影响到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译

文读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译者

的翻译活动发挥着重要影响。

试想一下，译文与译文读者之间隔了一条长长的河

流，河水湍急，无法通过。译者正是那个搭桥的人，他

在译文与读者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也正是有译者搭的桥

梁，译文与读者才能够靠近接触，了解彼此，并成为朋

友。然而，如果译者搭的桥因质量等原因不被读者接受

和使用的话，那么这座桥就变得毫无意义。翻译被视为

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以译文读者对译文反映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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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来判断译文的好坏。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译文的

读者在翻译实践与研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桑原武夫在《小说的读者》一文中，把小说读者

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消遣时光、个人兴趣爱好而读小

说的人为“一般小说读者”；另一种是带有一种根本的

阅读目的去阅读，深刻理解作者的哲学思想、作品人物

的存在方式，真正走入小说的世界里的人为“小说爱读

者”。桑原武夫认为，正是因为有“小说爱读者”的存

在，作品才能够不断进步。桑原武夫在《小说的读者》

中讨论的小说读者的程度与作品进步的关系，如果拿到

翻译领域，则为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曹英华（2003）

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

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系统。其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远远不只是简单文学的

消费者，而更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是翻译的最终唯一服

务对象。许钧在《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

合》中也指出：“读者的阅读往往会赋予原作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可能是原作固有的，也有可能是读者通过译作

所提供的文字而体悟到，可原作本身没有的。”如果有更

多的“译文爱读者”的话、也能够促进译文不断改进，

推动译文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吧！

一、中西方翻译史中的读者地位

纵观西方翻译史，有很多翻译家在他们的翻译理

论中都提到了“译文读者”，他们对读者地位的认识不

断加深。文艺复兴时期翻译家伊拉斯诺指出“译文风格

的性质还取决于译文读者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圣经的

翻译，译文采用什么样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

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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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译文读者及阅读接受的视角出发，在介绍中西方翻译史中读者地位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实例来阐述

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与重要性。译文读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翻译活动中，原作者是信

息的发出者，译文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译者在此过程中起一种桥梁作用，他通过译文把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

一起。读者的需要会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风格的定位产生制约；读者自身的进步、读者审美要求的提升也会推

动译文的改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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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要求，换言之，他主张：“《圣经》应译成平民百姓

所接受的语言，采用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风

格。”17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提出“翻译必

须考虑读者”，他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也是从读者的角度出

发；19 世纪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俄国优秀翻译理论家们

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读者服务，这里所说的读者是指

不懂原作语言的读者，使一般不懂原文的读者也能正确

地感受到原文思想和艺术价值。”但是 20 世纪的英国的

翻译理论家波斯盖特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译文的效果

应由精通译语方面的专家学者判断，而非一般的读者来

判断。”虽然存在一定的可取性，但是完全忽略了读者对

译文的作用。20 世纪英国的另外一位翻译理论家贝茨提

出了宝贵的见解“译作的成败取决于读者和译者的共同

努力。”“每一个读者都必须看到，他从书中究竟能获得

什么，主要取决于他给书能带来什么，而不是书能给他

带来什么。如果他看出了坏作品坏在什么地方，那就是

一大收获，如果他能欣赏好书好在哪里，那便是更大的

收获。读者不要指望从译作里获得很多东西，除非读者

尽到了读者的责任，能够欣赏译作的艺术、语言和思想

特点”（谭载喜：2016）。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指出

了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巨大影响以及读者尽到了自己的责

任才能从书中获得更多的东西。奈达的“读者反应论”

以及“翻译功能说”中提到“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对

象。”意思就是“要判断一部译作是否译得正确，必须以

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如果基

本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作的反应，那就可以认为这部译

作是成功的，”判断成功作品的标准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

状态，但是奈达的“读者反应理论”大大地加深了译界

对读者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

在中国的翻译史中，翻译家茅盾的翻译理论也提到

过“译文读者”。茅盾在 1954 年 8 月《为发展文学翻译事

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到“翻译要考虑

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

他把“读者反应”纳入到他的翻译准绳，强调了“使读

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肯定了读

者的地位。

二、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们不能忽视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文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主体意识。另外，译者必

须了解译文读者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阅读习惯等方

面的特点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明确译文读者在

翻译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选取恰当的翻译策略与

翻译方法。

首先，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会影响翻译文本的选

择。陈迪（2015）强调，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在考

虑原文的体裁、风格、新颖度的同时，还需考虑其在译

文读者中的接受度。从读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来选取不同

类型的翻译文本进行翻译，有助于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翻

译目的。

其次，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会影响翻译风格的定

位。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到原文与译文的

转换，还应考虑到文化因素、读者审美习惯等诸因素对

翻译的制约与影响力”（许钧：2003）。傅东华在翻译小

说《飘》时，为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把书中的大多数

人名、地名“中国化”；他在 1959 年重译《珍妮姑娘》

时，也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把文白掺杂的语言改为大

众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如把“观云”改为“看云”、

“确乎”改为“的确”；把古板正式的语言改为朗朗上口

的日常用语，如把初译本中的“我愿意咱们有钱”改为

“我巴不得咱们有钱”，一句“巴不得”将珍妮目睹上流

社会的奢华后，急切希望自己家有钱，又颇有嗔怪的心

理表现的淋漓尽致（陆颖：2011）。因此他的重译本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众所周知，葛浩文在莫言小说的英

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把莫言作品译成英文时，考

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习惯，为使西方的读者更

容易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品进行了改写，如在必要

的基础上压缩了《丰乳肥臀》的一些章节，改写了《天

堂蒜薹之歌》的结局等等。

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会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

以及翻译风格的定位以外，有鉴赏力的读者会推动译文

的改进和进步。1967 年姚斯（Hans Robert Jauss）发表了

《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谈到：“正是读

者的阅读和接受才使得作品的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由此，

走向读者，成为文学研究重点的一个根本性转移。重视

读者，把读者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读者阅读和接受的

能动作用成为接受美学的重要特征。”有鉴赏力的读者更

能推动译文的改进和进步。在大众媒体文化如此普及的

今天，影视作品的“读者”也就是观众的意见有时会被

编者采纳，编导也会根据观众的期望来修改故事的结局。

在翻译界，以 2004 年意林版的《魔戒》系列译本为例，

读者指出该译本对附录中的内容做出了多处删减，由于

译者缺乏应有的素质，导致理解错误、漏译，甚至很多

概念错误，给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等问题，读者的批评

意见受到了意林出版社的重视，并进行了修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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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译林版的《魔戒》译本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其他

版本的翻译在吸收译林版翻译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进。

三、译文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推动作用

译文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他们

不仅是翻译作品的接受者，更是推动翻译事业和文化交

流的重要力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重

视读者的需求和反馈，努力创作出高质量、受欢迎的翻

译作品。

（一）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

译文读者是翻译作品的目标受众，他们的阅读行为

直接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通过翻译作品，

读者能够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思想和艺术，

从而拓宽视野，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这种文

化交流有助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共同发展。

（二）反馈与改进

译文读者的反馈是翻译作品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

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帮助翻译者认识到作品中的不足

之处，进而进行修订和改进。通过不断的反馈与改进，

翻译作品的质量会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

期待。

（三）市场驱动

在市场上，译文读者的需求和喜好往往决定了翻译

作品的选择和出版。如果一部翻译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

欢迎和好评，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畅销书或经典之作，

进而推动相关题材或作者的其他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这

种市场驱动机制有助于推动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四）学术研究与影响

对于学术类翻译作品而言，译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

能够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读者通过阅读翻译作品，

可以了解到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进而在自

己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同时，翻译作品

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资源，促进了国内外

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五）推动语言与文化的融合

译文读者的接受和认同有助于推动语言与文化的融

合。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

流和融合成为了一种趋势。翻译作品作为语言和文化交

流的桥梁，其读者的接受和认同有助于推动这种融合进

程，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和谐共存。

结语

杨自检先生曾说过，读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国别、

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爱好、经历等等都是影响读

者心理状态与审美要求的因素。本文主要结合实例，探

讨了译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方面，读

者的需要会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风格的定位产生制

约，而另一方面，读者自身的进步、读者审美要求的提

升也会推动译文的改善与提升。读者的批评曾被纳入到

翻译批评主体的研究中。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进

步的新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与思考译文读者在翻译

实践与研究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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