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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受

到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 通过引入新思想和新观念!翻译既对原

有的译入语文化造成冲击!又能帮助构建新的社

会架构# 另一方面!译者也利用翻译以求达到某

种目的!且往往是政治目的# 因此!翻译变成一种

革新甚至颠覆性的力量!推翻和解构译入语文化

长久以来的秩序或规范!引进新的异质因素!配合

和推动一些政治活动!隐含着政治权力运作机制#

从政治文化角度去看待 !"世纪 %"年代政治与翻

译的特殊关系!以及翻译文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

程度上与政治结缘)政治的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

上!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译者的政治态度"译

本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可以尽可

能比较真实地再现该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

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译者政治意识!以期找到许

多翻译现象%包括翻译目的"译本选择"主题选

择"翻译策略"重要的翻译论争的形成等&的重要

依据!还原 %"年代翻译文学的生态环境# 之所以

选择鲁迅的翻译作为个案研究!是因为鲁迅的翻

译带有较强的实用性甚至功利的色彩!突出翻译

的教化和启蒙作用# 尤其是鲁迅晚期的翻译!是

他一生中译作数量最多"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着

重于苏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探索!充分体现了政

治与译者翻译活动的相互形态关系#

二(政治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

尔蒙德于 #GMH年提出的# 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

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

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

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朱

晓进!!""$$$LM&# 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

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

情"价值观与技能+ %王乐理!!""!$#G&# 具体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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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政治是一种客观的外部活动!政治文化则关注

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价值取向!不仅

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也是政治体系

中成员的个人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模式!即政治

制度的内化# 不可否认!在某些历史时期!政治会

直接影响甚至操作翻译活动# 但是!政治对翻译

活动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一渠道进行

的!即政治通过营造某种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

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而翻译则通

过作为社会成员的译者!特别是有声望的身兼数

职的精英知识分子!透过他们的译介!引入新思

想!间接地营造政治文化语境和氛围# 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政治文化为政治与翻译搭建起了一座

桥梁!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窥探翻译活动的方方

面面#

三( !"世纪 %"年代的政治文化

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 * %" 年代+ % #G!K,

#G%H&!是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

的建立为其开端的%朱晓进!!""K$#$&# 国民党

为巩固其权力主体的地位!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

方略和文艺政策!采取宣传"教育"查禁等措施施

行文化专制主义!对进步文化和文艺机构进行破

坏!对革命"进步的文化和文艺界人士不断地进行

迫害# 凡内容上涉及*赤色+的作品和译作均被

查禁不能出版# 但是!国民党推行的一整套政治

文化方略却是失败的!他们的专制手段不仅没能

控制文学群体的政治信仰!反而在公众中激起尖

锐的对立#

%"年代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造成了普遍的

政治焦虑!在不少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思想上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

压力# 当这种压力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发泄和释放

时!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也就成了重要的发泄和

转移政治压力和政治焦虑的渠道# %" 年代的文

学作品及其翻译都是源于对*四一二+政变国民

党叛变革命后的政治形势而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心

理# 鉴于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文学领

域便成了需要积极介入并激烈争夺的战场# 除了

武装革命外!中共及其文化组织*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从文化方面从事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领

导广大群众进行文学斗争# 由于*十月革命+的

胜利以及战后经济的复苏!相对于爆发在 !" 年代

末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苏联向全世界展现

了一幅工业突飞猛进的美好蓝图# 两者相比较!

学习苏联!成为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又一利器# 苏联对中国的借镜作用掀

起了苏俄文学的翻译热# 在这场*赤色+翻译潮

中!*左联+作为共产党文化战线进行政治运作的

一个产物!译介苏俄文学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其

根本目的是为了革命而非文学#

四(政治文化对鲁迅晚期翻译的影响

$一&鲁迅的政治文化心理与翻译的目的

根据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原则!任何

翻译都是有目的的!如启蒙读者"引进新的表达

法"传播异质文化等# 任何一个译者进行翻译活

动都有着一定的非翻译动机!而译者的翻译目的

必定会受到特点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

影响#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

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鲁迅几乎用大半生的精

力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借外国的火照亮中国

的夜!其翻译思想是以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为目

的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其翻译活动*始终是基

于对现实社会深刻理解和理性认识之上的革命改

造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政治文化活动+ %周

宁!!""K$$M&# 在鲁迅翻译活动的晚期!从早中期

的*文学革命+到后来的*革命文学+!在无产阶级

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面对复杂

的历史环境!鲁迅自 #G!H 年离开北京后!南下厦

门"广州!亲眼目睹了中国的革命新形势!开始思

考中国的出路和自己下一步该走的路# 在 #G%!

年.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痛斥帝国主义

对苏联的攻击!感叹*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

们真是骗得太久了+ %鲁迅!#GN#/$$%#&!并清楚

认识到*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信的相

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

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鲁迅!#GN#($#N&# 鲁

迅坚定地把走苏联的路作为*我们自己的生路+

%鲁迅!#GN#/$$%#&!认同苏联"参加*左联+!投身

革命文学的浪潮中!更不惜冒着查禁"逮捕乃至牺

牲的危险#

自晚清从事翻译活动起!鲁迅便认定翻译外

国作品能够*启蒙+*救亡+!改造国民性# 在没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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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马克思主义前!他的翻译活动都是朝着这个

方向前进的# #G!N 年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

攻击!以及梁实秋为首的新月社的攻击!一方面迫

使鲁迅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作品!并信服其中的观

点!修正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从他对手的论争

中暴露的弱点!使他想亲自动手翻译苏联文学作

品和文艺理论著作!想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生产力发展与阶级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文

学理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阶级与文学的关系等

基本的理论问题%王友贵!!""M$!!G&# 鲁迅后期

的翻译活动主要是苏俄文学作品和苏联文艺理论

著作# 通过翻译!通过译介外来的新思想和新观

念来学习"思考!厘清自己的头脑!解决国内的重

大问题是鲁迅勤奋翻译苏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一

个重要原因和翻译目的# 在他看来!与其陷入盲

目的论争!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他指出$*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

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 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

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

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

两本反对的著作# 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

话+%鲁迅!#GN#8$#!K&#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刚兴起时!在马克思主

义有关文艺的经典篇章还未整理出来时!鲁迅自

觉地输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克服*左倾幼

稚病+"庸俗的机械唯物论"社会学所能提供的最

好的思想理论武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和批评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李今!!""G$

#"NL#"G&!向中国读者及其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的

任务!使翻译成为整个政治运动及斗争的一部分!

充分再现了鲁迅的政治文化心理对其翻译活动的

影响#

$二&鲁迅的政治文化诉求与翻译题材的

选择

鲁迅晚期大量地译介了苏俄的文学作品和文

艺理论!如.文艺政策/ .文艺与批评/"苏俄两种

.艺术论/.壁下译丛/.毁灭/.十月/ .竖琴/ .死

魂灵/等!把翻译看成是一种斗争和反抗的工具!

政治文化因素与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和政治价值

观始终占据着译介选择的主要地位#

鲁迅首先翻译的是.文艺政策/!是苏联关于

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记录和决策!诚如他所说$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Y-+R'?3',<比革命者!以为

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韧正相

同# 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

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

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是个

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

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

6报复-# 00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 .文艺政

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鲁迅!#GN#:$

!"G&# 从*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来说

明翻译马列著作的动机!要自己对社会有些用处!

这是一种明显的翻译政治观#

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是为了搞

清楚与创造社论争过程中的许多疑问!以及纠正

自己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GN#'$H&# 这

里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重大转变!从进化论到阶

级论的转变# .艺术论/是普氏用唯物论研究美

学和文艺的作品!并举例丰富地说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对艺术的产生和

发展的作用# 在鲁迅看来!普氏是*用马克思主

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鲁迅!

!""K/$#NM&!翻译该著作使鲁迅进一步接触和了

解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其观点分析和解剖中国

社会#

除了苏联的文艺理论!鲁迅也着眼于反映苏

联国内革命与战争主题的文学作品!如法捷耶夫

的.毁灭/和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从鲁迅为这两

部作品所写的后记和附记中可以看出他选取这两

部作品是煞费苦心的# 前者是无产者的作品!后

者是同路人文学# 鲁迅有意识地通过对苏联国内

战争不同立场的人的视角!企图真实地再现苏联

革命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的政治立场# 这里有必要

着重指出鲁迅选择无产者文学作品.毁灭/的原

因是希望通过书中作者所塑造的革命先驱者莱奋

生从对革命的时而动摇"茫然失措到最后的坚定

的过程!向读者展示革命过程中经过锻炼"改造而

产生的*一种新式的人+!*真实的英雄+!而非*无

不超绝+的神人%瞿秋白!#GN#$%KG&!通过对这样

真实的人的描述!批评中国革命文学家所描写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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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革命幻想和乌托邦的革命情怀!指出*革命

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鲁迅!!""K($!#"&#

鲁迅对无产者文学和同路人文学的译介基本

上各占一半!强调两者间最终的汇合和殊途同归!

他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是与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文

学的思考紧紧相连的!关注的是关于革命"知识分

子"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充分凸显出鲁迅的政治

文化心理#

在鲁迅后期的翻译作品中!不得不提的是俄

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巨著.死魂灵/!也是鲁迅毕

生唯一译介的一部长篇小说!鲁迅为此投入的不

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是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都

投进去了# 鲁迅之所以选择.死魂灵/是由于果

氏*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

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GN#1$H$! NK&!其小

说讽刺艺术的隐含性和象征性以及对于社会的意

义使鲁迅潜心*拿来+!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实的

关怀!并为中国人指明一条有价值的新的生存之

路!与他的政治诉求紧紧相连#

$三&鲁迅的政治文化意识与翻译策略的

选择

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生活在特定的政

治文化语境中!其翻译意识和翻译行为受到限制

和影响!同时译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以及翻

译动机均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鲁迅早期的翻译沿袭晚清的*意译+风尚!但

随着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结构来源的改变!自.域

外小说集/开始!就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 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直译绝不仅仅是翻译方

法和语言形式的选择问题!更多的是通过保持异

质文化的原汁原味!别求新声于异邦!唤醒中国民

众!启民兴国!同时通过译介外国作品!丰富汉语!

发展民族文学# 鲁迅的直译充分地体现了其政治

意识和文化目的#

鲁迅晚期的翻译更加强调直译!甚至是*硬

译+# 在 #G!G 年翻译的.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中!他说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

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

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有的精悍的语

气# 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外!只有6束

手-这一条路,,,这就是所谓6没有出路-,,,

了!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

去而已+%鲁迅!!""K8$#HK&# 在与梁实秋的论战

中!他说$*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

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

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

是始终6硬译-的一个原因#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

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即不曲!也不6硬-不6死-

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能

来填这从6无有-到6较好-的空间罢了+ %鲁迅!

#GN#:$!#"&鲁迅明知自己的译文晦涩难解!冒着

骂名仍坚持直译!其背后的深沉原因是明显的!包

括他与梁实秋的论战!与其说是关于翻译标准的

论战!不如说是二人关于文学观与政治观的分歧#

经过了 #G!N 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可说

是进入了*左倾+阶段!认为文学具有阶级性!而

梁实秋则完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学是最

基本的人性的表现!是超阶级的# 鲁梁二人的翻

译论战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二人实则代

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

人论争的不是翻译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上的严重

分歧#

深究其因!鲁迅直译观的背后是严肃的政治

文化动因# 在翻译.死魂灵/前!他自述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是 *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

气5+!也就是说!是*力求易解+!还是*保存着原

作的丰姿5+%鲁迅!#GN#4$%M!&# 在他看来!翻译

旨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鲁

迅!#GN#4$%M!&!因此不赞成为了易懂!易读而将

外国的人名和地名中国化# 在翻译.死魂灵/时!

作品中所描写的 #G 世纪上半期烦琐的菜单"餐

具"服装等!鲁迅都*硬着头皮译下去+!尽量忠实

于原著# 在他与瞿秋白的通信中!他也一再强调

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

法#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00要

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

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

己有# 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鲁迅! #GN#4$

%N!&# 由此来看!鲁迅煞费苦心地提倡直译!甚

至硬译!乃是基于启蒙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大思路#

他对俄苏文学的关注和译介!对原作原汁原味的

直译!是因为俄国文学里蕴含着博大的人道主义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卷



关怀和深刻的人性的透视!是*为人生+的文学!

苏联文学则是*忍受!呻吟!反抗!战斗!变革!战

斗!建设!战斗!成功+ %王友贵!!""M$!GG&!经历

忍受!挣扎!战斗!最后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中

国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五(小结

!"世纪 %" 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由

此形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心理!使鲁迅最终在观

念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接受革命文学的理念!并

在其晚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展现出来# 怀着为中

国左翼文学运动输入先进范本的政治文化诉求!

他热情地投入苏联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冒着

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危险!冒着国民政府严密的

书刊检查制度和出版*赤色+书籍的禁令!创办专

门发表翻译的期刊.译文/"主编.奔流/杂志!主

持翻译丛书如后期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

文艺丛书/和.文艺连丛书/!并常常自费出书!如

在国民党加紧了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围剿!没有一

家书店敢继续承印有关苏联书籍方面的时候!鲁

迅不畏强暴!自己出一千大洋!以实际上不存在的

*三闲书屋+为名陆续印了他的译作.毁灭/!绥拉

菲摩维奇著"曹靖华译.铁流/!还有.梅斐尔德木

刻敏士之图/%李今!!""G$#MG&# 不仅如此!他还

大力扶持年轻人如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柔石

等从事翻译活动!并先后校订了十几部苏联文学

作品!为了把这些作品推向社会写了很多的编校

后记或序!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不遗余力!为

中国窃取火种!对中国革命发挥了积极地影响和

促进作用!以毕生精力通过翻译实践实现其政治

文化目的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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