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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 
刘文现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教育学院  458000） 

摘要: 翻译工作本质上是对文字灵魂的重塑，而译者主体性的适度展现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本文深入剖析
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主体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更是驱动翻译创新的源泉。译者的理解和感悟
超越了单纯的字面转换，他们赋予译文以鲜活的内涵，使其在尊重原文的同时，更好地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提
升可读性和亲和力。然而，译者主体性的边界同样重要。过度的主观诠释可能导致原文精神的偏离，甚至产生误导。
因此，译者需谨慎把握分寸，以原文为基石，巧妙运用主体性，创造出既忠于原意又触动目标读者的译文。文中通过
实例分析，揭示了不同文本类型对译者主体性需求的差异。在文学翻译中，适当的情感投入能增强译文的艺术感染力；
而在科技翻译中，精准和专业性则要求译者适度克制主体性，以保全信息的准确性。综合来看，译者主体性的运用是
一门艺术，需因材施教，根据不同文本和受众需求灵活调整。未来的研究应更广泛地探索跨语言、跨文化的译者主体
性实践，以优化翻译策略，进而提升翻译品质，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深入理解译者主体性的度，无疑将为翻
译实践带来新的启示，为增进全球对话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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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
性，包括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的表
达。传统翻译观念下，译者被视为“隐身”的，其作用
被边缘化，主要任务是忠实原文，不加入个人理解。然
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现代翻译观念开始转变，强
调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主体性的
发挥不仅仅是对原文的简单转换，更多的是在尊重原文
的基础上，通过译者自身的理解和体验，赋予译文更深
层次的意义。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对翻译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适当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可以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
语言的文化和习惯，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通俗性。然而，
过度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可能导致原意丧失，甚至产生误
解。因此，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把握好度，
在保持原文意思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译者主体性，使译
文更具有吸引力和表达力。本章将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
译中的作用，并结合实例分析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在现
实翻译中的应用。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
概念、传统与现代翻译观念的转变，以及译者主体性的
适度发挥在不同类型翻译中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类型文
本的翻译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将揭示译者主体性
发挥的度对于翻译质量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将总结讨
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意义，并展望未来对译者
主体性的研究方向。 

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作用 
2.1 主体性对翻译成果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有助

于使译文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和习惯，提高其可读性。
通过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原文的意义得以更准确地传达
给目标读者，增强了翻译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度。 

适度的译者主体性还能为译文增添个性化元素和情

感深度。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个人理解和表达技巧能
为译文注入丰富的情感和文学韵味。这不仅忠实于原文
的传递，还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提升翻译作品的艺
术魅力。 

然而，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也可能对翻译成果产
生负面影响。过度的译者主体性可能导致译文偏离原意，
甚至出现误解和错误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
需要谨慎把握主体性的发挥程度，避免过度个人化的翻
译风格，确保译文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在科技类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更加注重准
确性和专业性。译者在翻译专业领域的文本时，需要保
持客观、准确的态度，避免个人主观色彩的加入，以确
保翻译成果符合专业要求，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专业知
识和信息。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发挥程度对翻译成果具有重
要影响。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可以使译文更具有个性化
和情感共鸣，增加翻译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然而过度发
挥译者主体性可能导致译文偏离原意，影响翻译质量。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类型文本的特点
和需求，灵活运用译者主体性，确保译文既忠实原意，
又能够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期待。 

2.2 主体性对翻译风格的塑造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不仅

关系到翻译质量，更是塑造翻译风格的关键因素。翻译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理解和体验的再
创造。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表达和风格。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尤为显著。文学
作品充满了情感和艺术性，译者需传达原作的情感和意
境，使译文具有情感共鸣和文学魅力，从而吸引读者深
入理解作品。例如，在诗歌翻译中，译者通过押韵、节
奏和修辞手法的选择，赋予译文诗意和美感，还原原诗
的意境。 

科技翻译同样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尽管科技文
本强调准确和专业，译者仍需通过恰当的术语选择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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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风格，提高译文的专业性和可读性。如科技说明书的
翻译，译者需考虑目标读者的专业背景，使译文既准确
又易于理解。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发挥是一个需要灵活调整的
动态过程。恰当的主体性可以增强译文的文化适应性和
通俗性，但过度的主体性则可能导致原意的丢失或误解。
译者需不断平衡，确保主体性的适度发挥，以达到最佳
翻译效果。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文本的翻译案例，可以更
深入地理解译者主体性对翻译风格的影响，为翻译实践
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三、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在现实翻译中的应用 
3.1 学术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对于翻译

质量和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研究类文本往往涉
及专业术语、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表达，对译者的语
言功底和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译者在翻
译学术研究类文本时，需要在准确表达原文观点的基础
上，灵活运用译者主体性，使译文更具学术价值和传达
效果。 

学术研究类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准确把握原文的学
术思想和理论观点。译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背景和专
业知识，能够准确理解原文的学术内容，并在译文中准
确表达原文作者的学术观点。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保持对原文内容的忠实性，尽可能避免出现歧义或误
解。 

译者在学术研究类文本的翻译中应适当发挥译者主
体性，使译文更具学术价值和传达效果。在翻译学术文
本时，译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专业背景，适当调整
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学术习惯和思
维方式。这种适度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可以使译文更具可
读性和传达力，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和理解。 

学术研究类文本的翻译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学术文化
背景之间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风格和表
达习惯有所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译者
主体性，使译文既符合目标语言的学术规范，又能够保
留原文的学术特色。这就要求译者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
力，能够在保持原文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适度调整译文
表达方式，使其更贴近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 

学术研究类文本的翻译是一个既注重准确性又需要
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的过程。译者需要在尊重原文学术
内容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译者主体性，使译文既忠实原
意，又符合目标读者的学术需求。通过对学术研究类文
本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践，可以提
高翻译质量，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顺利进行。 

3.2 商务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商务翻译是翻译领域中关键的分支，专注于商业、

经济和法律文本的翻译。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需要在确保准确性的同时，运用自身的专
业知识和主观能动性，使译文流畅、易懂，并满足目标
读者的需求。 

译者在商务翻译中应遵循一定原则，包括在保持原

文意思的基础上，结合目标文化和行业特点进行适当调
整，同时注重术语的一致性和专业性。此外，译者应尊
重原文作者，保持原作风格和意图。 

然而，商务翻译也面临挑战，如复杂的专业知识和
术语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专业背景和翻译技巧。跨文化
沟通能力对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习惯同样至关
重要，以避免误解。时间压力和工作量大也是译者需要
克服的困难。 

综上所述，商务翻译要求译者具备专业知识、翻译
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在确保准确性和专业性的基础
上，灵活运用主观能动性，以提高翻译质量，促进商务
交流与合作。不断研究和实践探索有助于提升翻译水平，
推动行业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可读性和文化适应性，
还关系到作品在目标语言环境中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
适度的主体性发挥能够显著增强译文的吸引力和表达
力，使之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和审美标准，从
而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作品的影响力。 

然而，如果译者的主体性发挥过度，可能会引起原
意的丢失或误解，导致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信息和情感传
递出现偏差。这种情况下，译文可能会失去原作的精髓
和独特魅力，甚至可能产生误导读者的风险。 

翻译工作要求译者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间找
到平衡，需具备扎实的语言能力、丰富的文化知识及敏
锐的文化感知力，深刻理解目标读者心理。这有助于在
保持原作精神和风格的同时，让译文在目标语言中展现
新活力，促进跨文化交流。 

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传达作品情感和风格增强感
染力；科技翻译注重准确与专业，体现在术语选择和语
言风格调整；新闻翻译则需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同时提
高译文吸引力和传播效果。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原文、目标读者、目标文化和
译者能力等因素影响。译者需在直译与自由之间找到平
衡，以实现翻译目的。主体性的恰当运用能提升翻译质
量，促进文化交流，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译者主体性的有效运用，以提
高翻译效果，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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