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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译与解释
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理解的手段和工具，他把语言

看作思想的载体，而翻译的目标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施莱尔马
赫认为语言规定着思维活动的界限和思维的内容，语言是交流的
桥梁，语言是理解的过程，任何语言的表现形式都是人类智慧的
结晶，需要在历史背景及其价值的基础上去研究，而翻译是传播
语言和思维的过程。

1.1翻译的过程
翻译是视域融合的过程，是两种背景的不断融合，即文本

的视域和读者的视域进行融合，或者说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的视
域进行融合。翻译也是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是把这两种视域融合
在一起，超越自身的一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视域，往往翻译的
视域融合超越了两种文本的视野，产生全新的视域。因为在翻译
过程中含有许多干预，环境干预，历史及其背景干预，从而最后
译文的构成超过两种视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
是译者若不是其中的一个哈姆雷特，如果译者的角度不以读者的
角度，而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分毫
不差的传达原文，这种情况是不复存在的，没有人可以不差分毫
的复制原文，就像画家绘画远处的山脉，只能知其神韵，而不能
落笔画下山峰的每一个棱角。即使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超出了作者
写作的预期和期望，并不与作者最初的想法完全一致也在情理之
中，因为翻译是受文本内容理解所指导对文本的再创造。

1.2解释的过程
翻译的解释性质体现在两者均服从于共同的解释学境遇，解

释包含语际解释和语内解释两种形式，任何翻译作为语际解释，
都是解释。[1]所以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解释的过程，而要想达
到解释，首先要理解所解释文本的含义，然后才可以用自己的语
言思想和逻辑重新排列从而达到解释的目的。而如何去理解，是
翻译的首要任务。例如翻译一个文本，首先需将思维沉浸在细节
之中，直到文本的每一段，每一个部分都恰当地互相联系成一个
整体，这个整体的把握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而翻译的过程就
像在云雾缭绕的山群之中，探索每一座山峰，直到每一条索道、山
岭和岩石都非常熟悉的时候，然后再在阳光明媚处，从远处清晰
的观看整个的山群。[2]

2　理解翻译文本
理解是解释学的核心，是人与文本交流的中介。如何去定

义解释学，首先要了解解释学的本质，解释学的本质就是理解的
过程。施莱尔马赫相信，构成所有这些特殊解释学（解释文学、宗
教、法律各种文本）基础的是一般解释学，他认为理解并不是孤
立的，或者在一般学科中发生的，一般解释学关心的是一般性的
理解，他从各种的具体行为和方法转向为对理解本身的理解，转
向了理解本身的条件、功能和结构的理解。

2.1解释学中的理解
理解和解释在解释学当中有相同的含义。施莱尔马赫把理解

或解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语法的理解或语法的解释，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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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的理解或心理的解释，两种解释没有高低之分，而如何
去理解呢？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即倾听，这包括人对外部世界的理
解，即世界观，也是对人自身存在结构的理解，即人生观。人存
在于世界之中，当去解释理解的时候，已经由过去预先规定，每
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有的基础上，不是凭空而来的，受到先在观
点的束缚和影响。先见对译者的影响是无法摆脱的，但却不是无
法避免的，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突破，就像语言就是存在的根源，
就是人本身。不断的倾听，不断的提问，不断的对话，才能产生
对文本的理解。翻译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难以取得相互理解。好
的作品，即使作者对其而言都是一名读者，在不断的与它对话的
过程中，可以得到新的领悟，发现新的世界。

2.2理解翻译文本的过程
翻译也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话，通过交谈、问答、争

论、达成一致的过程中实现意义交往。在不断的对话之中，补全
文本意义，文本意义是在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在伽达默尔眼里文
本只是一个半成品，文本中意义与声音进入意识越多，人们进入
文本就越深，越能描绘出作品的神韵。文本是通过语言记录下来
的，并在历史中流传下来，文本提出的问题在历史中的不同时刻
得到了不同的回答，不同的人在阅读同一文本时，有不同的理解，
文本也产生不同的意义。如《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和其他弟
子根据与孔子的日常对话进行编写的语句结集，即使作者与我们
的时代不同，但《论语》对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细细品读，会
有不同的收获。就像红楼梦对读者而言，不同红学家用尽毕生所
学倾情研究，虽是对文本的假设构想，但却在文本中找到了深刻
的人生感悟，进而畅游书里。过去的回答构成了我们知识传统的
一部分，并对我们的回答产生了影响，受人追捧的经典作品也是
有理由的，这种对话是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不会终止。

3　解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
伽达默尔首先提出了对话的理念，将人和人之间的对话，

用于翻译理论的构建当中，对话强调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对话，
解释者即译者，也可以说是读者。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与文本对
话的过程，但这一对话过程，并不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要
有规矩并且繁琐的多。这一对话过程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可以
是一问一答，也可以是一问自答，还可以是一问不答，“翻译过程
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

3.1文本解释差异性
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

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统一。[3]伽达默尔把翻译
放在广义的角度看的，作为一个译者，在翻译文本之前，对于这
个领域知识的把握和对其问题的看法，在头脑中已经有对其翻译
的框架，而文本本身存在的框架，不一定与译者所构设的框架相
同。在翻译和理解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之前的知识结构已经决
定了能够站在在何种高度对其进行解释，使得不同人对同一文本
的理解不同。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因历史（即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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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式塔心理学对招贴设计的意义
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形式表达的整体关系。视觉图像首先被识

别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然后被识别为形式的一部分。在招贴艺
术设计中，整个画面就像一个领域，是一个由内在形式因素相
互作用的格式塔。一个完整的格式塔会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宁，
但也略显平淡，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不完整的格式
塔，由于视觉知觉的完形性，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记忆，
知觉会产生简化和重组的心理倾向，使其更加完美。感性完形
后的形状会更加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同时也更能引起人们刺
激、好奇的等情绪。格式塔心理的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创造力
的心理机制往往是在这种知觉的格式塔中实现的，不完整和空缺
是人们引起心理闭合的重要条件。

招贴设计是通过图形来叙事的。图形既是招贴叙事内容的载
体，也是招贴设计的外在特征。图形的形式和结构、人们的心
理和形象意识直接影响着图形的叙事表达。招贴的图像形式是一
种传达信息的艺术形式，是视觉信息的重要载体图像形式中的各
种视觉元素都有各自的语义，并通过一定的层次关系形成一个完
整的图像语言系统。人的心理和意识不仅影响着图像形式的构
成，而且通过主体的主动建构，完成对图像信息的整体认知和
解读。知悉了格式塔心理学，运用于招贴设计中可以更好的吸引
观众注意，引起受众关注，从而更好地达到宣传的目的[5]。

5　结语

社会背景，学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所
站的角度，以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会形成自己对这一文本整体
上预先和预设的意义，也就是成见，即存在相对好的成见，也
存在相对错误的成见，而译文就是预先把握的意义的确立。预
先把握的意义不同，也可以说是预先把握的思维和目的不同，
也会导致译本的不同。例如红楼梦的翻译文本，一种是传播艺
术，带人以愉悦感，而另一种是传播弘扬中国文化。然而译文
的好坏无法确定，没有所谓被定义的标准，如何去衡量这一标
准，只能用时间去证明。

3.2解释学中理解的传递
文本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每一个文本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

式和文本价值，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可靠的，它引导着历史视
界和当前视界的不断融合，即译者带着成见的视界和文本本身的
视界，其中夹杂着过去对文本的回答，比如说同一个文本在同
一个时代被不同的人翻译过，这包括原文、先前译文和现译文
的视域融合，而这种融合总的来说是围绕着文本的主题和整体意
义进行的。意义对于文本来说非常重要，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
理解文本的主题和整体意义，才能在不失文本意义的前提下，
对文本进行填充。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或是理解，也是让
人获得启发的知识，也是文本本身的神韵，达到神似才能进一
步要求形似。理解的传递是翻译的核心问题，理解的传递不能
脱离社会和语境，发送理解的客体和接收理解者也是翻译中的要
素。伽达默尔把要理解的文本当做是成见发生作用的唯一尺度，
即把文本当成翻译行为的唯一尺度，理解按照文本的尺度进行衡
量，并达到可能完成的理解。文本的意义是有标准性的，要让
文本的观点发生作用，并把自己置于文本的观点之中，译者不
能将原文不存在的意义强加于文本，译者的主要任务是朝着文本
的意义方向努力。文本在视域融合中具有根本地位。在理解和
翻译中，译者在不能将其它原文不存在的意义强加于文本的同

时，要找到最好的方式使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在另一种语言
中得到表达。如果从语境之中抽离出来，忽视了翻译过程中遇
到的例子，则这种解释的过程与翻译无关，翻译虽然达不到完
全表达，但可达到忠实原文，忠实的模仿原文也是合理的翻译
目标。翻译的解释性质还体现在翻译也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
也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和同一种语言之间的不可译
性。文本没有明确的读者群，即使可以用间接的方式确定读者
群，但也不能保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表达，可以清晰的传达到
读者，这体现在译文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文本是潜在的文本
还是可实现的文本，需要译者自己去分辨。

4　结语
在解释学等翻译理论指导下，学而有术，学习知识得到学

习方法，继续研究学习，在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会有不同的理
解，得到不同的收获，而且所有的研究都是具有共通性的，就
像哲学与翻译学的共通之处。即是在获得了专业知识的基础下，
还会得到精神领悟的提升，在一切事物的身上，我们都可以获
得学习与反思，所以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也可以通过从其它领域获
得的知识反思，使精神层面提高，继续弥补不足，从而看待译
文客观并具有逻辑，以达到预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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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揭示了受众的视知觉是如何优化的。在视觉系
统的主动感知下将信息进行优化。在读图时代的大背景下，招
贴设计依然能在格式塔心理学的指导下更高效地传达信息。拥有
独特的视觉魅力的招贴设计,在格式塔心理学的指导下向受众们展
示宽阔又丰富的世界。招贴设计作为传统的视觉传达媒介，在
信息化的今天依然有着他独特的魅力，也有人曾预言过，招贴
设计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逐渐消亡，然而在当下，我们见识到
了它与新媒体的交融与互补，优秀的作品总能以其独特的魅力，
广阔的视野和国际性的图形，跨越时空的鸿沟，在我们的生活
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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