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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评《门外译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传播也愈加频繁，翻译工

作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和精神愈加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门外译谈》作者李照

国多年来从事国学典籍和中医经典的翻译和教学，在总结中华文化精气神韵、

诸子学说的主旨精神和中国翻译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提出了典籍翻译主体选择

的原则。他认为在中外译者合作模式全面实施前，应加强中国典籍译者的能力

培养。 《门外译谈》可供从事外语教学、文化翻译和语言研究工作者参考。

典籍翻译不同于普通畅销书翻译。首先，它需要翻译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对中国古典经史子集较为熟悉。但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典籍卷帙

浩繁，要求我们每个典籍译者对其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是不现实的。因而，

作者认为，至少要对中国古典文化有那么一份热忱，这种热忱可以是一种经年

累月的阅读习惯，可以是梦里江南烟雨的绮艳遐思，更可以是一种对文化古籍

字里行间传达出的意群的敏锐感知。

其次，翻译者要有根据不同文本特点灵活调整翻译策略的能力。对于汉语

来说，同样字面意义的一个句子，不同的断句，不同的顺序，甚至一个词音的

小小改动，都可能使翻译后的整个句子带给读者截然不同的感受。对于年代久

远、涵义晦涩的古典文化典籍来说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翻译人员要心细如

发，细心体会典籍字里行间的意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尝试与古人对话。

另一方面又要有创新精神，灵活选取翻译策略，在悉心领会文本意义后做出符

合文本第一意义的英文表述。

另外，作者积极倡导本土译者与外国译者的合作。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译者需要经年累月的感受与浸

染，才有可能体会其精髓。因而，作者认为，国学典籍英译的主要任务应该由本土译者来承担，才能把翻译工作

做到“信”。然而，本土译者只知“己”而不完全了解“彼”。故此，作者提出，应积极寻求与母语为外文的中

文译者进行合作，帮助本土译者进一步疏通文法，润色意群呈现形式等，从而进一步做到“达”、 “雅”。

当今翻译行业与它所处的经济全球化一样，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传播对翻译

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挑战是除了来自翻译行业内部的竞争，翻译工作本身也仍存在许多困难：首先，本土译

者对文化翻译目的文化的陌生。本土译者对本土文化往往较为熟悉，能够针对本土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历史环境

对语音语义做出符合文化环境的转化，然而对于翻译目的语境，译者往往只能依靠网络、书籍、电视等媒介进行

了解。这种了解途径主要有两个缺陷。一是这种了解往往是浅层次的，不能深入翻译目的语境的根本，译者往往

只能看到特定翻译目的文化的人们如何做，却不知为何这样做。例如很多人看到美剧里感恩节人们在吃火鸡，却

很少有人会想到去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感恩节吃火鸡。这样，在今后的翻译工作中遇到类似的语境，译者只能

浅层次地理解到“感恩”，却很难把握从“Thanks for giving”到“Thanks forgiving”的黑色幽默。同样，在对

国学典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能够做到文字意义的不同语言符号的转化，却难以将其晗到好处地安放于一个只
有二百多年历史文化环境里。其二，媒介本身作为一个传播媒介，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已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因此，译者从媒介接收的异国文化是被媒介中介了的“媒介真实”，并不是真

实本身，这是我们译者在通过影视作品吸收翻译目的语境文化时需要注意的。

其次，词汇、词义的变化更新太快。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无时无刻

不在经受着时代和使用人群的雕琢，每一天都有新词产生。而英语作为当今世

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变化与革新，这就需要我们翻
译人员不断地学习，坚持不懈地更新、完善自己大脑中的字典，才能在需要时

自然而然地提取，实现对翻译文本最贴切的转化。
遥想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变法通议》中指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

才”，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 《门外译谈》的作者李照匡I先生提出

了类似的观点。主张先有文化素质，后有翻译质量，并提出了渐进式的典籍翻

译教学模式，值得学界深思与考量。
(张慧／吉林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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