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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翻译理论浅识—动态对等理论在实

用翻译中的应用及在文学翻译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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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简要概括了尤金·奈达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着重讨论了

他的动态对等理论在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并指出其在文学作品中美学

价值转换时的不足。文中例句充实，阐明了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用性。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与时下一些对奈达的翻译理论的错误见解相反，本文认为该

理论在英译汉的实践中具有可实用性。  

  [关键词]奈达理论;动态对等;核心句;文学翻译  

 

  一、尤金·奈达简介  

  尤金·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因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原

则（后又发展为功能对等）而享有盛名。著有或与人合著有关语言学，文化人类

学及意义的科学本质等方面的书达 40 多本，论文 250 余篇。他的主要翻译著作

有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

anslation (1969),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 (1975) 及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1986)，这些著作引发了当代翻译的学术研究，

他因此被公认为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二、奈达翻译理论概述  

  谭载喜认为，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描写语言

学阶段（1940～1950），主要对句法，词汇学及语义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来说

明语言的结构本质，帮助人们了解外语与翻译间的基本问题；（2）交际理论阶

段（1959～1969），认为翻译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和技能，因此译者应

该以科学的态度去处理语言结构，利用语言学及描写的方法去解释翻译中的问

题；在交际理论和信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原则；（3）社会语言学

与符号学阶段（1970～），为避免引起过多的误解，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

更为注重语言交际和语义成分分析中的文化因素。但是，本文将主要从下面两个

方面来简要回顾奈达的翻译理论：（1）翻译的科学性；（2）动态对等原则。这

两个方面的理论对现代翻译研究有突出贡献。  

  三、动态对等原则  

  在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奈达指出动态对等

就是指“译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的心理反应要极为相似。”奈达认为，判断译文是

否忠实于原文，其标准不应局限于译文与原文的形式结构是否一致上，而应比较

“读者的心理反应”是否对等。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原文的结构和译文的结构是

不同的，所以必须有所改变。他提出，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

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译文如果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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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读者心中的心理反应相似（并非相等），那么该译文则可以视为动态对等翻

译。动态对等翻译要考虑到读者的心理反应，就不可能只看文字上的一致，还要

看文字产生的环境，要看读者生存的环境。因此，评判翻译的标准需要考虑到两

种语言的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  

  动态对等原则自 20 世纪 50 年代产生以来为《圣经》翻译者所广泛接受， 效

果显著。不少学者认为，动态对等原则可以用来指导一般的翻译实践。但也有些

学者怀疑该原则在翻译实践中的可接受性，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四、动态对等在实用翻译中的应用 

 
  在奈达看来，最好的翻译读起来应该不像翻译，严谨的译者总是追求最切近自然的对等，

这样才能竭力避免“翻译腔”——即仅仅追求语言形式上的忠实。奈达认为，如果所有的语言

在形式上各不相同（这也就是称之为不同语言的原因所在），那么，其语言形式显然需要更

改，这样才能保留其内容。而为保留其内容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更改其形式则依赖于两种语言

间的语言及文化差距。这里的“形式”是指该语言的形式特征，这些特征往往是随意的、约定

成俗的。  
  因此，与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同，奈达的理论不仅仅看重文字本身，看重语言形式上的对

应，而是把判断译文优劣的大权从“文本形式的对等”转到了“读者的心理反应的对等”，由此，

在翻译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便受到了重视。  
简单说来，奈达的翻译理论可以大体概括成三个部分：  
  1、摈弃传统语法的词性而改用词类来阐述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在传统语法中，对词法的描写主要依靠词性(parts of speech)如名词、动词、代词、介词、

副词等来完成的。译者如果限制于原文的语言形式，那么就不会翻译出地道的译文来。比如

说下面的句子 I was reliably informed.按照原文的语言形式就很可能翻译成“我被很可靠地告

知。”这是因为 reliably 一词是副词，用于修饰过去分词 informed。请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The actor has a smaller circle of admirers.根据传统语法，译者可能会这个句子的词性

(parts of speech)将此句译为：那个演员有一个较小的钦佩者的圈子。显而易见，用词性的方

式来描述语言仅仅可以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因此，为了更清楚地来表述语言因素之

间的复杂关系，奈达抛弃了已经确立经年的术语，对词语重新分类，划分为实体(object)、
事件(event)、抽象概念(abstract)和关系(relations)四个类别，后来又采用了新的分法，种类从

四种增加到七种。奈达的这种划分，重新思考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语

法的束缚。根据此理论，上述两个例句就可以译为“我得到的信息很可靠。”和 “那个演员没

有那么叫座。” 这样翻译读起来就通顺多了。  
  2、用核心句和句型转换的概念克服句法障碍  
  奈达指出，一个有经验的译者往往不会被错综复杂的句子表层结构所迷惑。译者必须避

免从句子的表层结构出发直接生成译入语的表层，而应转弯抹角地达到目的地。 这个翻译

过程不仅涉及到应改变对词性的传统看法，还要在句法方面有些革新的想法，甚至要对语言

外的因素如社会文化等因素有些突破的见解。为此，奈达采用了早期转换生成语法中表层结

构和深层结构中核心句的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翻译过程的三个步骤（见第二部分论述）。

在转换过程之后，译者应将根据译入语的地道表达方式进一步来重构信息。下面两例可以看

出该原则的优势： 
 

例 :They tried to stamp out the revolt, which spread all the more furious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相对来说，这个句子并不十分复杂。但是如果将这个句子简化为几个核心句，译者就会很容

易理解它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顺利翻译出来。该句可简化为以下三个核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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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tried to stamp out the revolt.The revolt spread all the more furiously.The revolt spread throu
ghout the country.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将这三个核心句自然地连接起来便可出现下面译文：

他们企图镇压叛乱，结果叛乱愈来愈猛，遍及全国。这一原则可有助于译者有意识地避免两

种语言形式结构上的对应，即摆脱原文形式对译者的束缚，从而可有意识地避免“翻译腔”
或出现不自然的表达形式。尽管如此，奈达并不否认一个形象或一个结构对于文学翻译中的

意义，他的功能对等的理论并没有排除反映语言的形式因素。奈达的重点表述在于要摆脱原

文对译者的束缚，因为大部分的翻译目的是交流。  
  3、用同构体概念解释社会文化语言符号  
  同构体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因素，也可以解释语言的其它方面。语言中的许

多形象、结构（包括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等若不宜照其语言形式进行翻译时，译者应考虑

改变原文的形象或结构，以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效果。据此，“to grow like mushroom” 就可以

大胆地译为 “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因为 mushroom 在英文中的意义正好与中文里的

“春笋”意义对应。人类语言的共性要多于差异。正如奈达所指出的，一种语言中的任何表达

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示，除非它的语言形式是构成该信息必不可少的因素。 语言的差

异不在于可以说什么，而是在于怎样去说。在翻译中运用同构体这一概念可以将其所指意义

表达到极致。  
  五、奈达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不足 
不可否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确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最切近的对等”原则，

也就是指最大程度上切近原文的原则，对于文学翻译十分重要。为了使译文信息适合译入语

读者的接受能力，奈达认为译者应当将原语中的隐含信息明朗化。这种观点对于文学翻译具

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它可以便于译文的理解。  
  但是奈达理论在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转换过程中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般认为，在文

学翻译中，译者要想达到“对等效果”，不仅要准确传达出原文的意义，而且还要再创出与原

文相符的风格。文学翻译的质量依赖于成功地将其美学价值表达出来。只有当原文的美学价

值能够成功地在译文中传达出来时，译文读者才能够具有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心理反应。但在

奈达理论中，其重心在于意义的转达而不是注重风格。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古兹勒(Gentzler)
认为，读者的心理反应难以测量，不仅不同文化间的人对同一语言表达法会有不同反应，同

一语言文化内的人们对同一语言符号也会有不同反应。因此像奈达的翻译理论用于宣传广告

类的语篇尚可，但不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方法。马会娟在她的论文中对奈达理论在

文学翻译中不足进行了归纳：(1) 在翻译过程中，奈达很少注重文体风格的转换；(2) 奈达对

文体风格的讨论比较广泛肤浅； (3)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不能为文学作品中美学价值的转换

提供卓有成效的方法。  
  六、结论  
  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国内外翻译领

域中享有盛名。本文通过对奈达翻译理论中一些重要思想如“翻译的科学性”，“动态/功能对

等”等的分析以及对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美学价值转换局限性的探讨，论证了奈达功能对等

理论在中外翻译实践中的实用性，尽管该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它对我们翻译实践的

指导性并不会因此而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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