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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翻译忠实原则是翻译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随着翻译行为研究层次的加深和翻译实践广度的拓展，传统的

翻译忠实观遭遇困境。 本文梳理传统翻译忠实观，分析当前忠实翻译原则遇到的困境，讨论翻译的伦理属性，基于伦理

和道德范畴反思翻译忠实原则，以期从译者的角度为理解和把握忠实翻译原则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并更好地服务于翻译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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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纵观翻译研究的历史，研究者们围绕着“为

什么忠实”“忠实什么”“怎样忠实”“是否需要忠

实”等问题，进行讨论、争辩、建构、解构，学界对

翻译忠实原则的关切与翻译的本质密切相关。 奈

达认为，“翻译就是在接受者的语言中再现源语

言信息最本质、最自然的对等物，首先是在意义

上，其次是在风格上”（Ｎｉｄａ， Ｔａｂｅｒ ２００４：１２）。 张

培基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

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

动”（刘军平 ２００９：１５ － ２０）。 他们对翻译的概括

较为科学、客观，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我们可以

看出，转换是翻译的核心活动，源语作者和源语文

本是翻译现象存在的重要条件，“对原文本准确

而深入的理解是忠信的必要条件” （吴涛 ２０１８：
１０６）。 随着翻译研究层次的加深和翻译实践广

度的拓展，我们认为，“忠实”还属于伦理道德范

畴，因此有必要从伦理视角对翻译的忠实原则作

进一步反思，以服务于翻译的健康发展。

２　 中西译界忠实原则的悠久传统
中西方关于翻译忠实原则的论述都有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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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学者们认为，西方翻译学界有关忠实问题

的提出要早于中国。 翻译现象产生于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翻译史与文明史

几乎一样长。 忠实是翻译中的核心问题，所以不

能简单地断定中西方谁更早提出忠实问题。 为深

入地理解忠实翻译原则，我们将对中西方相关的

论述作以梳理。
２． １ 中国学者有关忠实翻译的论述

在中国，佛经翻译使翻译活动进入高潮，在佛

经翻译中译者开始思考翻译原则。 在有文字记载

的翻译史上，公元 ２ 世纪中叶的安息人安世高、月
支人支谶是早期的佛经翻译者，他们提倡在翻译

中要弃文存质，保持原意，即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忠

实翻译。 公元 ３ 世纪，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被
认为是尚存最早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它提出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意思是按原文的宗旨，不
添加浮华的说辞。 公元 ４ 世纪的释道安是一位重

要的佛经翻译家，提出很有价值的翻译思想。 他

在《鞞婆沙序》中提出“案本而转”，“案本”就是

按照原文的本意。 他极力主张直译，非常反对在

翻译中掺杂个人的思想。 公元 ６ 世纪的玄奘是我

国古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的译经最多，质量也

最高。 他提出“五不翻”的主张，即指出 ５ 种进行

音译而不意译的情况：有神秘色彩的词、含义多的

词、译入语文化中没有的事物、约定俗成的表达、
令人产生尊重之念的词。 他在翻译中多用直译，
坚持求真又喻俗的标准，也就是今天所谈的“忠
实和通顺”的原则。

近代以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推动社会的进

步，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观念，为此大量

国外的哲学、政治、科技、文学等作品被译成中文，
我国的翻译再次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同
时也产生许多关于翻译本质的经典论述，其中很

多推崇忠实的翻译原则。 严复提出著名的“信、
达、雅”翻译原则，其中“信”指译文要准确、完整，
不能擅自改动或删减原文，即忠实。 鲁迅提出

“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其中的“信”亦为“忠
实”，这是鲁迅在翻译中坚持的第一标准。 林语

堂提出“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他把“忠实”
作为翻译首要遵循的原则。 傅雷在翻译中强调要

保留原作的神韵。 钱钟书则指出，翻译要完全保

留原作的风味。 当代的翻译理论家，如刘重德、孙
致礼、辜正坤等，都认为忠实是翻译中的最高标准

（孙致礼 ２００３：７ － １０）。
２． ２ 西方学者有关忠实翻译的论述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曾引发对翻译的反

思，忠实翻译原则即产生于此。 在古罗马时期，哲
罗姆和奥古斯丁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对《圣
经》的翻译要尽量直译，这里的直译就相当于我

们所说的忠实翻译原则。 诗人贺拉斯提出“忠实

的译者”（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这一观点，是较早关于

忠实翻译的论说，自此引起学界关于翻译忠实问

题的讨论。 １５ 世纪德国的维尔是主张忠实翻译

的代表人物，他从推广拉丁文的角度出发，认为须

逐字逐句的对译才能达到目的。 １６ 世纪荷兰学

者伊拉斯谟主张翻译必须尊重原作，为达到忠实

原文的目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译文的通顺。 １７
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德莱顿认为，原作者

要表达的意义是神圣的，不可亵渎。 他认为，译文

要符合原文的特征，译者要绝对服从原作。 法国

翻译理论家德·梅西里阿克提倡在翻译中遵守准

确的原则，准确的翻译原则与忠实的翻译原则相

同。 他认为，如翻译偏离作者的原意就不能称为

翻译，而是一种背叛。 他对准确翻译提出 ３ 条法

则：不能给原著塞进私货、不能对原著删减、不能

损害原著的意义。 １８ 世纪末，英国翻译家泰特勒

和坎贝尔提出几乎一致的翻译 ３ 原则，即：译文须

全面表达原文的思想、须与原文风格一致、须如原

文同样流畅。 １９ 世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艾约瑟

提出的“忠顺通”翻译标准，既为“忠”于原文及原

作者的创作意图（刘现合 杨德民 ２０１８：１１０）。 进

入 ２０ 世纪，翻译家们“不断讨论忠实与不忠实”，
“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尤其重视” （谭载喜 ２００４：
２０）。 此时的奈达和泰伯也是提倡忠实翻译的著

名学者，他们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目的是让

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体验，否则也只

能算“不忠的美人”（彭萍 ２０１３：１３４ － １３６）。

３　 翻译忠实原则的困境
尽管忠实是翻译思想史上一项重要的原则和

优良传统，但由于忠实本身的复杂性和翻译行为

的多样性，该原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受到挑战，
面临巨大的困境。

３． １ 过时说

２０ 世纪中后期，翻译研究中出现文化转向，
有学者将其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回归。 一些较有

影响力的新翻译理论有：功能翻译理论、文化翻译

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

主义翻译理论、后现代翻译理论等。 研究者们从

不同的视角对这些现代翻译理论做分析，对更好

地认识新译论有很大的启发。 比如，骆贤凤指出，
这些新翻译思潮对于拓宽翻译的研究视野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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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矫枉过正和脱离翻译本质

要求的现象。 传统中，译者要绝对地服从作者，被
喻为仆人、隐形人、带镣铐的舞者等。 在后现代语

境中，“译者的身份受到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

显，译者作为带有主观意向性的个体和翻译活动的

主要实施者，其个体目的与主观意向性会不可避免

地体现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并影响这个翻译活动”
（王玉娟 ２０１９：３４ －３７）。 “翻译活动过分强调译者

主体性作用，忽略了翻译活动中的信、忠实等传统

翻译标准”（骆贤凤 ２０１２：１ －４）。 以许钧和谢天振

为代表的学者向传统的忠实翻译提出质疑，“是不

是忠实地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原文，就是优秀的

翻译呢？”“译作比原作更精彩真的就是失败的翻

译吗？”“创造性的叛逆”成为反对传统翻译忠实论

的旗帜（许钧 谢天振 ２０１８：８ － ９）。 甚至有研究者

指出，忠实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王东风

２００４：９）。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代的及后现代的

翻译思潮对于转换视角，打破僵化意识有积极的作

用，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局限性。
３． ２ 过繁说

翻译忠实原则的拥护者将忠实原则当作一项

金科玉律，赋予它无限的职责，使忠实原则不堪重

负。 一方面，他们把翻译忠实原则的对象扩大到

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因素，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
翻译发起人、原文、译文、源语文化、译语文化、心
理语境，等等。 其所依据的法典就是施莱尔马赫

诠释学思想中关于文本重构的论断，“理解一位

作家要像作家理解自己一样好，甚至比他本人的

理解还要好”（朱湘军 ２０１２：５８）。 我们知道，译者

不是万能的，他怎么可能在翻译中对诸多要素赋

予忠诚呢。 另一方面，翻译忠实原则的拥护者把

忠实原则覆盖到所有的翻译类型。 翻译根据对象

可以分为：文学翻译、法律翻译、旅游翻译、商务翻

译、新闻翻译，等等；根据翻译方法可以分为：摘
译、编译、缩译、译评、译写，等等；根据形式可以分

为：口译、笔译。 翻译忠实的程度应根据不同的翻

译类型而有所区别。
３． ３ 缺失说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相当程度的诚信缺失现

象，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逐渐蔓延

到行政、学术等领域（张锡勤 ２００４：１９ － ２１）。 我

国正处于又一次翻译高潮中，无论是翻译实践还

是翻译研究都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我国翻译硕

士培养单位已有 ２１５ 个。 根据《２０１８ 中国语言服

务行业发展报告》统计，我国 ２０１７ 年语言服务企

业产值为 ３５９． 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 。 通过中国

知网检索，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平均每年有大约

１８，４００ 篇关于翻译的论文发表。 虽然翻译活动

迅猛开展，但翻译制度和翻译道德建设并未跟上

翻译发展的步伐，现实中翻译研究与实践良莠不

齐。 翻译的忠实缺失现象是翻译发展中遇到的最

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例如，很多重要场所标识语的

翻译仍然错误频出，很多译作不忠实原作，且译文

不通顺，甚至有重译的作品同原作品存在大量的

重复等现象。 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翻译实践，如
果缺失诚信，势必对翻译的发展造成阻碍。

４　 翻译忠实的伦理反思
翻译具有伦理属性，而忠实是伦理中的一个

重要原则，若从伦理视角对翻译忠实原则予以反

思，可以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翻译活动，进而为规

范翻译实践、推动翻译道德建设提供支撑。
４． １ 翻译行为的伦理属性

何为伦理？ 罗国杰提出，“伦”本意是辈、类
的意思，“理”是条理、道理的意思。 在我国战国

至秦汉之际的《礼记·乐记》中最早将伦理二字

连用， 其中说： “乐者， 通伦理者也” （罗国杰

２０１４：４）。 这里的“伦理”已有道德的涵义。 宋希

仁认为，“伦”意味着辈分、等次、顺序；“理”是治

理、整理、条理的意思，伦理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是
一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

领悟和治理（宋希仁 ２０１０：３ － ４）。 伦理学研究道

德，以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何为道德？ 按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

道德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

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

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 道德是调节人和人之

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在人类社

会中，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有多种，例
如：法律规范、政治规范，等等。 道德调节的特点

在于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社会舆

论、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使人

们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情感和信念，自觉地按照

维护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去行动，从而自动地

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罗国杰 ２０１４：７ － １１）。
翻译现象在特质上具有很强的伦理属性。 从

翻译理论的角度看，翻译行为一直受到道德规范

的限制。 如译者的责任、翻译的价值和目的等。
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有善信论、道义论、救国益群

论、教化功利论等。 在西方，有对读者负责观、尊
重原作观、译者素养观等。 国际翻译者联合会为

庆祝 ２００１ 年国际翻译日，将“翻译与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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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日主题。 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翻译是

一项复杂的人际交往活动，涉及诸多的要素。 翻

译过程除涉及原作者、译者、读者外，还包括翻译

发起人、编辑、出版人、翻译研究者、翻译批评者、
翻译教学者等，翻译还涉及源语文化、目标语文

化、源语文本、目标语文本等。 在这些翻译活动中

的各种“文本间连贯从属于文本内连贯，两者都

从属于翻译目的原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２００１：３２ － ３３）。
对这些主体和客体的协调和处理必须要遵守一定

的伦理规范。 一言以蔽之，伦理性是翻译的一个

本质属性。
４． ２ 忠实是一个伦理范畴

忠实是道德规范中一个重要的德目。 按照

《现代汉语词典》，“忠实”意为：诚实可靠、真实。
“忠实”的英文是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按照《剑桥国际英语词

典》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意为：ｈｏｎｅｓｔ ｏｒ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ｏｙａｌｔｙ．
忠实与诚信是同义词。 杨方将诚信界定为，“一个

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真

诚无妄、信实无欺、信任无疑”（杨方 ２００５：２６）。 根

据张锡勤的研究，在中国古代，诚信二字是分开使

用的，由于诚和信的含义及要求相同、相通，所以后

来便连用。 忠实跟诚信同义，就是诚实守信。 张锡

勤指出，在中国古代道德规范系统中，“诚”是“信”
的基础，有“不诚者失信”和“诚故信”之说。 在古

人看来，“诚”是内在的修养，“信”侧重于外在言

行。 忠实的“忠”相当于“诚”，“实”相当于“信”。
“忠”为“实”的基础，一个人只有忠于内方能实于

外（张锡勤 ２００４：１９ －２０）。
４． ３ 翻译忠实的伦理建构

既然忠实是伦理范畴，那么翻译的忠实原则

就应从伦理的视角对翻译实践予以观照，只有这

样才能较好地实现翻译的既定目标。
４． ３１ 实现翻译的善

在中国的译论传统中“善”字多次被提及。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引用维祗难的话：“佛言依

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言。 其传经者，当令易

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在翻译活动中，“善”
字的意义指，译文不仅在文字上要忠于原文，更重

要的是译者对佛教义理的传达不能有失偏颇，以
便真正传达出佛的思想。 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

院议》一文中明确提出“善译”的思想，即译文要

忠实于原作，译文要让读者感受到原文读者相同

的体验。 可见，传统翻译中的“善”基本是指实现

翻译的忠实，传达出原文的思想。 伦理维度中翻

译的善有两层含义：（１）与传统翻译中的善相同，
即忠实原文，传达原作的思想；（２）实现良好的沟

通状态，而不是僵硬刻板的对译。 如译者在翻译

中发现原文的错误，应想办法沟通协调，以正确传

达原作者的思想；涉及与本国意识形态有冲突的

内容，译者应灵活处理；另外，为达到良好的沟通，
译者可以适当增补。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天
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科技成果，
对他们的译文进行过增补，Ｔｉａｎｇｏｎｇ⁃２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ｂ，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ａｎｎｅｄ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
ｂｌｅ Ｊｉａｏ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ｍｅｔｅｒ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ＦＡＳＴ） Ｔｉａｎｙａｎ，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ｒｏｂ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Ｗｕ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ｏｚ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ｌｉｎｅｒ Ｃ９１９，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实现良好的交

际效果，这正是翻译忠实原则“善”的体现。
４． ３２ 重视译者的内在修为

如前所述，要做到忠实需忠于内后而实于外。
大多数研究者在谈及翻译忠实原则时都指向外在

的“实”，而非“鄙薄通俗文字及口语” （马祖毅

１９９８：３７８）。 即译者要确保译文忠实于原作者和

原文，译者要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等，而作为译者个

人内在修为的“忠”常常被忽略。 在伦理范畴内，
翻译忠实原则应克服传统忠实观的缺陷，既不能

赘以忠实太多的事项，也不能让忠实限定译者的

个性。 为此，在伦理范畴观照下，译者在践行翻译

忠实原则时，不能忽视个人的修为，“同时也要注

重翻译研究相关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
（Ｄｒｕｇａｎ， Ｔｉｐｔｏｎ ２０１７：１１９）。 其基本准绳包括两

个层面：第一，忠于译者的职责。 作为一名合格的

译者，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翻译的品德，如保密、公
正、按时、尊重客户、公平交易、谢绝自己所不能胜

任的翻译任务、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等。 第

二，翻译中要处理好个人风格和作者风格的关系，
如过分张扬个性、越俎代庖、沽名钓誉等则是违背

伦理的行为。 但也不可完全失去个性，因为一个

没有个性的译者也无法让作者在译文读者面前站

立起来。

５　 结束语
翻译是复杂的人际交往互动，具有极强的伦

理属性，因此需要遵循必要的道德规范。 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

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党的十

九大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也作出重大的部署。 当

前，我国翻译事业方兴未艾，加强翻译行业的道德

建设是现实的需要。 基于伦理范畴，本文对翻译

忠实原则做出反思，以期为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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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忠实原则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加强翻译

领域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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