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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陈萍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们逐渐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从事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相对于传统静态的翻译

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动态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

域。“五四运动”前后，外国文学翻译在文化地位、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出发，基于历史背景、分析“五四运动”前后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原语文本选取和译者翻

译策略，从而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影响“五四运动”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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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研究聚焦于语言本身，关注译语和原语之间的对

比。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文化转

向”为标志的翻译研究，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学派，翻译研究

一个全新的视角——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作

为翻译研究的理论逐渐兴起。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 - 佐哈

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指出在文学

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既曾处于“中心”位置（primary 

position），也曾处于“边缘”位置（secondary position）。

在某个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当译者采取异化译法和

归化式的翻译方法时，翻译文学分别处于“中心位置”和“边

缘位置”（伊塔马·埃文 - 佐哈尔 , 2002：19）。本文旨在

探究“五四运动”前后（1911-1937）中国的翻译文学概况，

从而分析这一时期对中国翻译文学中文本选择、翻译策略、

翻译文学地位产生影响的因素。而选择这一历史时期的原因

在于这一时期内发生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

运动和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

多变化，各种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五四

运动”也成为了我国翻译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佐哈尔 (2001) 于 1972 年提出的，该

系统强调要把各种社会符号看作多元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

由多个不同系统组成的，即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可以用

一系列对立的系统来描述。各个子系统之间始终保持非稳定

状态，因此翻译文学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有时也会处

于中心位置。

由多元系统假说可得知，当中心位置被翻译文学给占

据时，新的一级模式将由翻译所参与创造，翻译与创作之间

的限制性降低，此时大多数译者会违背译语文化的规范，重

点关注译文的“充分可能性”，采取异化式翻译（Even-Zohar, 

2001：196）。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

难以深刻影响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文学，它便趋于保守，翻

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于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Even-Zohar, 

2001：197）。

三、“五四”前（1911-1919）国内翻译文学概况

（一）历史背景

要理解特定时期的翻译文学，必须明确这个时代的历

史环境。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之后，中国的

有志之士认识到，要想与列强抗衡，就需要“开启民智”，

于是他们转向西方。

20 世纪初，我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11 年，

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此后，西方大量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思想如潮水

般涌进中国。1915 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中国

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人们

在思想上无法接受军事战败这一事实，仍然秉持‘师夷长技

以制夷’”这一观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翻译重心从自

然科学转移到了社会科学，翻译的主流逐渐变为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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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直到“五四”运动，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才被承认，

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

（二）“五四运动”前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

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中，中国文化与相对强势

的西方文化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的“边缘”地位。但这一时

期中国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因此译者在翻译策略上采用

异化法，符合原语文化的标准规范。

但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文学翻译家们尽管已经意

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文化优越感仍植根于其思想观念之

中，体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大量的外国文学

作品被引入中国，但在翻译中，译语规范性还是处于主导地

位，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

综上所述，翻译策略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译者自身，因

此还需综合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

（三）原语文本的选取

这一阶段翻译文学的宗旨是开启民智。在翻译材料的

选取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趋向：一些偏向“弱国模式”的

学者倾向于翻译与中国遭遇类似，并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国

家的文学作品，旨在将“不变革必亡国”的思想传播给民众。

一大批如胡适等翻译家，因觉醒国人的动力而从事文学翻

译，他们不以“揭示弱势国家的悲惨现状和其根源来觉醒国

人，而是试图通过向民众宣传强国的思想文化来改变国人的

思想”（王友贵 , 2003：14）。

“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文学主要集中在科学小品、侦

探小说和政治性小说，特别是政治性小说。小说之所以被选

作社会改良的工具，不在于其文学或美学功能，而在于其社

会价值。梁启超和林纾是典型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要实

现改革维新之目标，关键在于开启民智，积极发挥小说在社

会中的引导作用，“译书中小说最为重要，而小说中又以政

治小说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谢天振 , 2003：118）。基

于这一观点，他的翻译文学作品以政治小说为主，并且很重

视其所表达的主题。林纾开始翻译小说时，也欲开启民智。

1899 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并获得一致

好评。20 世纪初期，在林纾等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翻

译出版西方文学的热潮。然而，林纾的译本也存在诸多限制，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因此他的译本存在漏译和误译等问题。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都积极提倡向外国小说学习，但

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层面（袁

进 , 1992： 84）。

（四）译者的翻译策略

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着关键决定作用的就是翻译文学

的客观文化地位。另外，译者的文化态度也会对译者的翻译

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所

以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而在于适应

晚清社会和文化潮流。译者为使译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常

常采用译述法，因而经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

清末，虽然白话文运动正在兴起，但许多译者仍坚持采用古

文译本，人们认为中国无需借鉴西方文学的表达方式。因此，

“五四运动”前期的文学翻译主要采取归化译法。

文化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观意识，

所以翻译文学策略的确定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自身。由此可

知，多元系统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出现的

各种现象。

四、“五四运动”后（1919-1937）国内翻译文学概况

（一）历史背景

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

有志之士不得不重新寻求救国之法。由此展开了新文化运

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

有力地促进了旧的封建文化转向民主文化，在此基础上大量

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使我国的文学翻译达到空前的高峰，

并存在译者共用归化译法和异化译法的现象。

（二）“五四运动”后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

在此期间，由于各种外国思潮不断地涌入中国，使得

中国的翻译活动达到顶峰。在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影

响下，许多作家和翻译家也都积极倡导借鉴国外的语言，以

充实中国的贫瘠语言，认为翻译“不仅要学习新的内容，也

要学习新的表现形式”（陈福康 , 2000）。通过吸收外来文

学的养分，实现对文学的改造，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在

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模式，而

翻译文学也从边缘位置转向中心地位，即多元系统理论中提

到的第三种情况。

（三）原语文本的选取

“五四运动”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

阶段，而在翻译文本的生存与接受过程中，政治文化也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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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生态环境。“五四运动”后，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先进

文艺著作以及文艺理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被我国译者

大量翻译。在翻译形式上，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一时

期的翻译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译者和文学创作者

倾向于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的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

俄国和一些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作品，受到

我国翻译学者的欢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就被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传播，使得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二是在世界文学这个多元

系统中，虽然“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但我国译者仍试图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以觉醒同

胞的民族危机意识。

（四）译者翻译策略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文学翻译也迎来了新的爆

发式增长阶段。在翻译策略上，文言文被彻底废除，以白话

文取代文言文，这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标准统一。

其次是当时中国的一些译者提倡“欧化”，认为西方语

言的长处应该要借鉴和吸收，以增强本族语言的表达能力。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在翻译策

略上应尽可能地采取异化译法。但是，在那个时代，“直译”

和“意译”是共存的，鲁迅等左派先进力量忧虑中国的封建

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地位落后的现实，大力提倡向西方

文化学习，因此，他们的翻译策略有异化的趋势。而梁实秋

等右派文化力量则偏重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力图扞卫封

建文化，翻译策略呈现出鲜明的归化色彩。因此，两种不同

的翻译策略在同一历史阶段的相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以单一

的静态文本研究来评价早期的翻译研究，而是把翻译研究

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对其展开动态化和系统化的

研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一理论基

于西方的文化理论框架，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各种文学

现象，原因在于该理论仅从客观的文化因素出发，忽略了

译者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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