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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論與翻譯中文化差典的處理

權當

海南大體文學院

接受理論 (reception theory) 是當代路方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費提到。境代文學

理論的服史，可tJ.粗略地分為三體措段:儡蠶作者(如浪漫主巍時期和十九世耙卜只

關心原文(如新批評) , tJ.及近幾十年把注意力轉向讀者。告古代否十八世紀的文明進

程中，對文學的研究當先是以文本和作者為重點的。以麓的丈學批詩也大都只重視作

品對讀者的影響、作品本身的教育意義、訝，讓意識和獎學意義，駕船講者盟於無足輕

重的端位，很少關心或者說完全忽視了讀者在文學發展過盤中的作用。用讀者作為文

學研究的對象之一- ，無蹺是接受理論在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建樹及突晶特點。接受理

論把作品與視者的關係放在文學研究的首要地位來考察，充分承認讀者對作品意識和

響樂價值的會Ij這娃作用，它把理解作品的意義者作主要目的，讀者的嘴讀活勵正是連

此E 自穹的必要手段，讀者是作品積極的參與者與評價者。接受理論與闡釋學和議者反

靡拉許嘟理論一樣，在文舉研究中注重語言與閱讀遍囂的關係，對文學理論和文舉史

研究方法的變革起了重要你蟬，使我們意識到許多新問髓，或從新的角度去看某學老

問題。然而，它雖會合理性，也有思議蟻，問為它否認說評與認誠的客觀義基礎與際

準。撥安理誨在許價作晶時，韓東也重親作品的內在意義，但在o過分強調讀者的作

用，認豆豆挂不重視分析作品的社會聽義，過於片面。

姚斯認為，接受理論並非一倍攝玉立、自主捕能解決本身問蟬的學軒'1:僅僅是方

法學的一都分，可以增棚，說乎它與其始學科的合作而煌。由此我們想到，續譯理論

與文學理論有三要雷不可分的聯繫，盟鼠，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樹革無縫要對翻譯研究產

生一定的影響。接受理論的研究方法就對聽譯研究有一定的顱訴。接喜愛理論固然有其

缺路，並非一套完這擎的理論，但我們不品等它發展到妥簽完備、十全十多逢的唱段才去

轄用啦，我們只是將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引入觀譯研究。

受傳統文學理論的影響，以前的觀譯理論主要研究文本本身即譯文本身。無論是

中齒的「儒、達、報J說、「神~J誤、，f主境J說，還是部方的翻譯的話會學理論，都把

注意力黨中在譯文的研究上，如研究譯文的語言、譯本的風格、翻譯的說巧， J其及翻

譯的原則、標準、方法等，很少從譯文讀者和作為原文議書的譯者還需館接受者方插

進行討論，這無輯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欠缺。我們將接受理撞用於翻譯研究，說是要

將蓋章譯研究的視野餐譯文上轉移一音5分到接受者上。我們並非要像接受理誰都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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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完全轉向接受者，只是要過議對接受審及其對譯文的影響研空，提醒研究者

設置雖受者的地就與作用，從悶罐定能原文藝IJ譯文的轉換過輯中蔥該往;擎的問題和可

能採取的方法。接受理論主張，讀者的具體化是第一性的，未定的文本是第二性的。

擊者不贊坡這種觀點，至少在翻譯過觀中，譯文並不比譯文議者吹耍，我們要考慮讀

者，也要考蔥譯文本身的許多思議。譯者應該把譯文讀者擺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

，很據議表的需要來確定譯文斯採暇的方式、技巧導，更要研究譯文與原文轉換過

程中所涉及的語言、文{仁等諸今特點，立者缺一不可。

根據接受理論，任何文學文本都具有朱主古怪，都不是決定性的或自定性的存在，

前是一餾多是哥哥的未完成的間式結構。我們把譯文譯音作文單文本，譯文的存在本身就

不能康生獨幸的意義，需要通過譯文織者的閱讀使其定會義的實現具體化，郎以譯文讀

者的自我感受和知覺經驗將譯文中的意聽空白填充都來，使譯文的眾定性得以確定，

最終連到譯文意義的議竄實現。其實，譯者作為原文的第…任讀者，日接用串己的閱

讀和理解將陳文進行了聽譯直在將課文中的意識空白璃充招來，使原文的未定性得對一

種方式的確定，這錯過程自譯文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繼纜完戚。撥變理論認鈍，讀者對

文本的接受溝程就是對文本的再創造過程，也是女權作品得以真正再現的過程。譯者

在翻譯過觀中日經對原文議行了拜會IJ濃，使原文1:)，典語得以再現。而擇文的再現攝單

說是譯文讀者的接受攝鶴。譯文只者在被它的讀者接受了的時候才是有生命的。譯文

的接受過程是一個體重的時環路程。在此攝程中，譯者對原文、譯文讀者對譯文都不

是被動地接受，布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聽懂，幫幫文和譯文分別進行再創造，才使譯

文的最義轉lE得以重實現。在接安理論看來，文學文本存在前意巍和讀個聳聽在於我們

可以對它鑽出不同的解釋。道些解釋盟人即興，也因詩代的體還問者所不時，但無議

哪…種解釋都是有舉義和合理的。釋者和譯文讀者分民對原文和譯文做出了不闊的解

'譚艾的本質說在進些解釋中得以聽示和完成。〈紅與黑}奪世界名聲之所以出現多

種中譯本，就是因為不同的譯者對樣文有不冉的理解和解釋，譯文讀者艾模據的己的

需要對不闊的譯文加以解釋，使多種譯文各有其存在的價值。

鸝譯是不時語種間的文化交誼中最重要的路升。觀譯(特別是文嚀鸝譯)的關難立

嘉往性在發習語，因為害語是器設的核心與精孽，它具有強烈的文化特擻，繞中體境

-1顧民族或一種文化的特色。習語翻譯的鐘點在於如何縛，連它所包容的文化內誦的傳

躍。的鈍，習語翻譯是翻譯研究中的…個重要諜館，本文就在考;意接變者的暴聽上討

論如何處理習語翻譯中的文化裝異，由此反映接受現論在翻譯中的作用。

對於體海文化差真的聲語，常見的觀譚方法有:

一、選謂不譯，淡化其艾先色路。

但1 1. I這兩件事都是黨的，倘若響聲起來，體面上裝不好者。 r五十六計，是為

上計! JJ撞機行卒 ， -r躍種急走到有城去。(與敬拌〈儒本本外現〉第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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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complaints are ture, and if 1 have to appear in court 1 shall lose face. 

Better make myself scarce." He bundled some things together and fled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ranslated by the Yangs) 

二、舟典語文化替換原語文化，即用譯語中有形娘的習語翻譯諜語習語中的形

。

ØlJ 2. 將「班門轉斧j譯為“teach one 's grandmother to suck 愕ges" 。

譯者認為這幫梅爾詣的喻義基本一致，都比發在行家面前重整齊本韻，雖然形象不

間，但輯替代不會產生按義。

三、用底擺保存單文形象。

例 3. 不到黨河心不亮，剛翱構出去，概又擠語來看全榜。(李六如{六十年的變

遷〉插一譽第二鞏)

He recalled the old saying: “A man shall never give up until he has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Yellow Ríverf' So once again he pushed his way in through the 

crowd and looked at the list for the second time. 

、重譯加完整蟬，將異議形象引入譯語。

i9d 4. Men sent flowers. love notes. offers of fortune. And still her dreams ran 

riot.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What a door of an 

Aladdin 's cave it seemed to be. ('τh. Dreis眩， Sister Carrie) 

人送花，過情囂，送詩譯給她。可她還是幻夢無盪。繞一百五十現錯!這一百

五十境錯!真像攝著草率戀的山洞為阿拉了打開了門。

五、將際文的文化背景用直譯加注的辦法傳達給譯女讀者。

i9U 5. r難海這t但是個癡丫頭，又像聾兒來葬花不成 ?J自叉車續增: r若真垂著春

花，話:謂 f東施效護黨j 了;不能有之為新膏，謂是更是可竅。 J (曹雪芹〈紅樓學}第三十

茁)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敘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研ment.“If帥， 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品，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Hsi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s. (Translated by the Yangs) 

六、或在正文中引出典故情節，使之與具體語攬騙錢一題，護黨蠣者直接議會興故

。

例 6. 中文問例 5 0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He was reminded of Zhuang剖'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r泣's ugly 

neighbour, whose endeavou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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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ímitatí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一í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ìng!" (Translated by 挂awkes)

體現艾先差異的習語譯法不止…蘊，譯者可以提據幣要揉用最蘊含具體情況的譯

法。真是話，以往我們主要從原文的可譯棍和譯文的可讀性出麓，很少注意到接受者的

菌素。我們則從以下三個方面加tJ討論。

…、讀者的作用興地位

根螺撥安理論，讓審閱讀文本時，會根據自己對未來的期待和對過去的背離，不

斷評價和觀數事件。驚:科之丹的事件發生時，會引租他賦予已發生事件以新的聾

義。譯文讀者關鷹習語譯作時，如果發現千百他未曾接觸通的真威文化問素，就會根據

上下文戒注釋等手段去理解、接受混個事黨就存入自己的知識躁，種正立在擴展自

期待視野。今後若搧對類i泣情況，他便會講動自己的記樣儲存，與原諾讀者產生相似

囊相間的聯想，對越來說，文兜著異弓之時構成理解習語的蹲騙。具有草種主觀能動性

的讀者才是真正的接覺者。讀者的作用也體現於此。

øu 7. í三個具皮匠，會現一摺諸葛亮， J這就是蹺，葦眾有偉大的載這力。({毛

灘東選集}第 956 頁)

τhe old sayíng,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J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simply mean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發tive power. 

怎樣把喻體所舍的女記信息傳j鑫至1譯文中去是該習語鸝誨的重點所在。手言人認為

說伊j英譯文會產生下列問題:譯文接受害可能不錯這諸葛亮是攏，那慶龍代表的社會

他們的反應中可能 ;諸聽聽與皮鞋有甚麼關保?皮鞋的智體意味

堅? 1 這一分析頗有這嘿，注意到了讀者的接受。但是，骰如去掉喻體進行蘇譯，或

用英語的同義習誨，讀者何能會講到可讀性很強的流暢的譯女，哥該習語中悶棍嶺的

中留文化特色卻會聽失藉蠱，英文讓義舉本無法暸解中輯人泊在農腰形象表達此意。其

，在接受瓏論君來，當譯文讓者的期待視野與原文不相符合峙，能要聽沒有興輝總

讀譯作，要體對譯文既要簿邊的文化背景摸不關心，囡j能使蓋非譯女的真正接受者。

具有搬覺異蹺艾先，心理講義備的讀者會自覺調節自己的期待視野，使它與譯文相融合，

那麼譯文競賽語調動一切手段，充分傳達出摩女蘊瀚的文化特色。據此清來，上1711英

譯文應該說是成功的，譯文掛受害可以自行解快上述問題。他讀到j譯文時辦產生的種

種說間，正是需要通攝閱讓去聽解的文化背景。 The master mind 解釋了 Zhuge

Liang 的喻義， wits 說明了兩個形象所比喻的內容， equal 播示了 cobbler 與 Zhuge

1 煉宏薇{從文化差異論翻譯的局限俊卜載湖北省譯協蠟〈激譯論文宮發卜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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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的關保· wits 與 master mind 說出γ二者梅比較的內容，三個 cobbler 的 wits

才能與 Zhuge Liang 的 mind 相比，說明皮匠的智慧遠不知諸葛亮。接受者可知，

葛亮是中鸝文龍中智慧的象擻，皮臣是頭腦囑單的工匠;兩{麗梅譚一日俞智慧一聽患

笨，故可形成對此;說當措意為人多智鐘聲。至此可i丈諒第2聽者接受了譯文所要傳連的

。JIt例說明，讀者的地位與作用在接受i過程中不可忽視，譯者必須考塵封接

受者的期待視野，才能成功地傳達蕾語中的文化盤異。

二、說野的女性

「視野融合j是接受理輪的一樣重要原則，即只有議者的期待觀野翼文學文本相融

，才能談得上理解與接受。讀者的期待觀野的人間興，自時代的發展龍鐘生變化。

f期待視野J是指閱讀一部作品縛，論者的文學歸議經驗構成的，腎、誰定向或先在輯構，

它受讀者的思想意識、世界觀、所屬踏緝、階層或第囂、經濟狀況、審藥請輯、所受

教育、文化，心理緝捕、社會閱歷甚至年齡與住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總之，讀者的期

待視野是由傳絞或試前掌蟬的作品構展的。讀者在鹿講時，必續與能以前讀過的作品

相比較，調節現實的接受。言聽者作織生梅和社會的本質，在意識和下意識真煩接受的

一切信息，都會影響到他對文學作品的接受活動。譯文讀者對與域文化的瞭解程度尤

其影響到備對譯文的接受攝翟。譯者對車作的解讀興撞撞是一種批評與誤館，譯文讀

者對譯作的歡黨也是對譯作的主觀批評與調離。這就要堅求譯者與譯文讀者都具撥一定

的審美能力和撥受準辯。接受者的黨質輯好，其期待單野也就輔寬，數超眷屬使譯文

為譯文讀者所接受。A:其當原文中辦聚的文能盟黨較多時，如果譯者在翻譯中考撞到

讀者的期待視野，誰能比較成功地轉連車語和譯語闊的文化差異，達到安麗的闊的。

棍接接受理論，讀者的揖讀經驗構成期待視野，期待說野反過來又影響讀者對文

本的接受。一龍文本的生命接有接發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的第只有通過讀富

的縛還通緝，作品才能進入…種連續性變統的經驗視野。對舊話翻譯來說，當譯文混

入議種連鑽性變化的經驗視野峙，其中蘊j隘的文化背景不斷為讀審理解和接受，讀者

的接發能力不斷提誨，形成「視野的變羊毛J 0 讀者在間讓通緝中，不斷講都聽史視野與

現實視野種期待視野興譯者說野之間的關係。接受者的視野變化為譯者處理譯文聽供

了方便，譯者正確處理譯文又為接受者的視野變化輯進了接件。二者招輔相戚，

依托。撓漸認為，新作品與其第一個嚷著的期待視野之間的距離很大，需要較長的接

受過程。習語聽譯中艾化鑑異自亨處理和擴受x其如此。譯文擴者要理解和接受習語譯

文中傳諱的文純內蝠，書費一段時間，有待甚至在是相當畏的…段時期。讀者轟過大量

的閱讀，通過譯者的不同處理方法，接觸並熟悉譯語文化，加深對讀語的理解。

時，隨著組驗視野的變能和期待視野的拓寬，讀者的接受心理蠶食了變化，譯者也相

應對拉拇整處理方法，變換鸝譯技巧，使譯文黨如聾富多采。讀者的接受攝程是動態

的，譯濁的觀擇邏輯也應是變化發展的。可譯性與再接受性都是相對的、動態的、復

此相厲的、互相制約的。在當語翻譯中，譯者要二三者兼顧，盡可能在之者之時累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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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17tl8. 但真所謂f寒翁榮馬安知非指J籬，阿 Q 不幸捕贏了一臣， f也個i聽乎失敗

了。(智、lli{時 Q 正傳〉第六章)

But the truth of the saying,“How was it to be conc1uded 出at the 10ss of the 

01d 訟紹's horse at the border country w制訂ot actually a blessing?" was borne out 

wh也n Ah Q had one unfortunate streak of winning, which proved to be for his 

úwn ilI luck. (Translated by Liang Sheqian) 

{現自 9. 中文問171] 8 0 

However, the truth of the proverb “Misfortune may prove a b1essing in 

disguise" was shown when Ah Q was 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and almost 

suffered defeat in the end. (Translated by the Yangs) 

17u 10. í人說 f鑫巍失馬J ·未知是疆是輯......J( 奧敬轉〈髒林外史〉第間十部)

When the old 扭扭 at the frontier lost his hor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good thîng… 

Note: An aIIusion to a story popular for more than 丸。00 years in China. 

When an old man lost his horse, neighbours condoled with him. 

"This may be a good thing," he said. 

The horse came back with another horse, and the old man's neighbour 

congratulated him. 

“This may prove unlucky," he said. 

When his son, who liked the new horse, rode it and broke his leg, once more 

the neighbours expres盟ed their sympathy. 

“This may turn out for the best," said the old man. 

And, indeed, just then the Huns invaded the country and most able-bodied 

men were conscrepted and killed in batt長， but thanks to his broken leg the old 

man's son survived 

比較遺忘穫譯法。讓社車在翻譯〈持自正傳〉是在留十年代，當時中囂的文學作品

釋成外女的不多，多數西方人對中盟文化背景一無所知。譯者揉罵薑譚，但未加注說

明這館來自〈准南子〉的寓言故事及其極義。在當時的偉件下如挂ifL是頗饗髓館與筆墨

之事，且價廉難以聽鶴。故此譯在當時雖不算完贅，但是以作權宜立計。楊氏夫婦翻

譯此篇是在的是9 年以後，當詩中醫文蟻作品已有絕食部分陸續發譯成外文。此釋權

用了英語詞義習詣，雖行文嚮攪流暢，可讀姓弦，但原文的文化色彩巴蕩然無存，無

盆於能注重讀者瞭解與城文益。 ，隨著鼓譯成外文的中嚮文學作品遺顯增多，西方

護者對中間文化的認識日益加諜，錯1r，愈加海華轍解中盟文帖，各頓作品中的爾語翻

譯就是文化交麗的途徑之一。僥 10 用職譚力R注說明典故，盡盤反映傳統文能背漿，



1995年12月第36期 19 

對英文讓者大有搏益。經過若干年的文挖空蹺，外國產慶幸油通關講熟患了習諱的典

故，便可不加挂擇。讀者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會與中文讓者產生輯闊的聯想。這說

明，翻譯中的可議性和可譯控並無圈定標準，譯法可攝接受者期待說野的聽化問改

變。

一、接受典文化安夜

在接安理論看來，譯作的嚴義不僅在於它再現了原作，站立在對它對譯文接受者

所產生的影響。譯文議者的隨讀攝程不但是一館接受過程，摺豆漿一餾女化交流的過

程。對會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處理得當，建主確站轉j鑫出竄作的文化內蝠，不僅可tJ.便

讓者瞭解原文的文化背景，還可為今後的獨攬開拓期待視野。

17U 11. While it may 甜em to be paíntíng the JíJy, 1 should like to add 

somewhat to Mr. Alistair Cooke's excellent article. (Guardían WeekJy, 19 Feb. 

1953) 

我想給持利斯太爾﹒庫克先生的傑作稱插嘴籬，議管這患許是為窗台花上色，費

力不討好。

譯者沒用任何澳語蜜語，也未抹去原文的形象，而是先用陸譯傳j鑫出聽文的文化

形象，再說明其議義。當先，譯文保存雖再現了陳文的形象。百合花在主義督教豔祖母中

鼓掌作貞梅、清白、純正的象徵;在路方人心自中，百合花美麗而高蟹，故為首台花

上能乃徒勞無益志事。若以「多此一舉j 、「徒勞無益言J等獲語習語講之，晨5文化豈是真聽

矣。「錦上添花J員可能自愈好上加好，含有褒麓，而原文略曹眨章，二二者暢辭色彰不聞。

「軍蛇舔足j又令人聯想到中輯文化中有關蛇的傳說故事，與京文文化背景不符。其

次，譯文傳達了百合花這個形象，讀者誼會根據譯文的鐘之長揉討其象擻意識，體驗文

說差興，拓腰經驗視野，有主義於今接關讓中的視野融合。問此，無論從文化安混還是

從接受理論的角度臂，此譯都不失為一佳擇。

能翻譯理論來看，在習語翻譯中盡撞傳j鑫原文的民族形象與文化色話是符合忠實

原則的。不間文化的安謊是翻譯的根本臨的。譯者的任務就是引導議者結受與域文

化，譯者的臟費就是使讀審頭腦中顯現的形象與豆葉生的聯想聽量接近原作醫療文讀者

產生的作用。無達的等教鶴譯原則和華正坤多元住鸝譯標準中的最早還標攀，那譯作盡

可能近似際f芋，都是講謂意思。

整館譯作的異域文龍氛觀是由具體的異域形象構成的，習語中的形象主有喜慶龍點

睛之妙，的此，在書語翻譯中，最好採用各種補儂手段再現原文的特有形象，而本要

以譯語形象去替換，否則會使習語與上下文的聲體文化載體發生衝贅，多起去一致性，

有時甚至讓人感到滑權可獎。如將 meet one's Waterloo 譯作[走賽坡J '或如:

17U 12. 他以為悶 Q 讓居高I聽了績。(魯迅〈阿 Q 正傳〉第三種)

They were sure that Ah Q had met his Waterloo. (Translated by Liang 

Sheqian) 



20 中間語文讀罷

譯者在介紹內容的時時，若能循序髒讓地介紹外國諮雷的某些特點，壞i設外諧的

，可以聽音草藥語，促進路宮的接觸與文龍的安攏。如由 Time is money 直譯

的「時間就是金鏡j就此「一寸先盤一寸金，寸金難翼寸光臨j聽轎黨研訣，間間要受歡

迎，謊行全齒。又如將 a stick-and“ carrot policy 釋為「站建舊如大棒政黨j就Jt f軟硬

黨第j 、 f，恩威並用j等覽室答有形象典文化說話，鹿增加了向義習語，又增強了

i鑫能力。

在習語翻譯中，是否一定要全部保留原文的異域形象和艾先特色，是否一定要接

揖直譯加設等辦法，立直撥一定規例 'tß非一成不變。譯者只能根據語域文醬、女化交

謊、影響撥漿等方菌的嘴噢，根據護者所處時代、受歡宵程度、掌聲獎續改、期待楓野

'選擇通黨的譯法。習語中秀青:接聚的文化因素富饒過成翻譯的國籬，但它有助於讓

者報觴和認識新還真物，聽解和接受異域文化，更新和拓展踴持視野。根據文學說許理

論，譯作的不朽在於時代和社會的進步。因此，揮者應不斷踩取新的譯告，擺出新的

譯本去溫應聽龍的需要。如果在第接轉與域艾先犧會較少的大最讓者額譯通俗作品、

流行小說時磁對女化特能讓濃的習語，為使讀者方便問流暢地理解譯作，不訪適當接

1t原文的文化f色彩;最如為增吹較高、有接替吾與域文化要求和能力的講者翻譯文化組

彭濃郁的作品，說可以在習語翻譯中最大限度地保留立宣傳遵照女的文化背殼，使讀者

深刻體驗文化差異。

接照這建議的觀點，有踏實商由於具有特瓏的象做荒建議，豆豆市體管只為原譯文化特

，也鷹在譯文中保留。當於形象娃是習詣的麓要特黨立一，如果翻譯時輕易改換敢

去掉形象，也說失裝了這一特擻，從市央去幫語觀譯的某些意蹺，者?等於翻譯的文化

交流的臨的，這是從譯文方頭來考戀的。從接受者方面來看，接受理論強諧的是接受

審主體的觀;學性。假如將體現文化差異的形象改頭換閱或素詮研i去，譯文的未建性就

不是由讀者去擴充、去體驗、去實壤的，那是譯者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加於讀者的。

接受理論語、露，譯者個人的思紫連連不能對解釋原文的無限悔自作硬性的規窟，否對

譯文讓這宮對譯文的接受過程說不克強。從聽譯聽論來看，忠實姓謂譯原則和最最近i旦

獲最高額譯標準 2 也不完許譯者隨意改摟原文的形象。聽此，無論能哪方豆豆薯，都得

對j如下結論;在習語翻譯和其他翻譯中，釋者可以靈插採取各種譯法讓理其中蘊j鍾的

文化差異， {呈最好是設法保留和再現原文特脊的形象，趨兔tJ譯語形象替換原語的形

象，進行f文化翻譯J 0 無論是從捕者的退位與作用來考蔥，邊是從視野的轉化以及接

受者的閱舖目的東藹，巨變者都需要聽聽、瞭解和熱懇異域文化。鮑{興奮dt心理講裝備和

接受能力，釋者說應千方在子計干予以滿足。譯者也是樣文的接受者之一，但他不能用改

換棚峰等手段把自己的壹志強加給譯文讀者。觀譯的目的立一誼是要打破譯文護者激

2 喜事正坤{紡線檬尊重多元互補論卜〈中盟翻譯卜 198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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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期待水平，使他不斷體驗到異域文化的奧妙，不斷修正和拓展自己的期待視野，

為今後的閱讀作準備。譯文一定要考庸作為交際一方的接受者這一因素。這就是接受

理論對翻譯的敵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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