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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多翻译理论看，为保证原文内容得以呈现，要求翻

译者必须尊重原文进行翻译，弱化了译者本身的翻译主体地

位，甚至是不认可译者的这种主体性，此种情况，对译者翻

译工作的开展带去了一定阻碍，将译者置于被动地位，直接

影响了其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传统翻译观念下缺乏对翻译者主体性的正确认知，也

未能深入研究，从而忽视了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属于客观存在

的这一事实。对此，本文围绕译者主体性展开研究，希望可

以为更多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译者主体性内涵

在进行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都会不同

程度上在翻译中融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其中既有英语语

言文化认知，也有本土语言文化认知，在二者相互融合下，

为读者呈现出翻译作品。分析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可知，与日

常生活交际用语存在很大不同，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文学性，

对此，在对其进行翻译时，翻译者需要结合文学作品的语言

风格展开翻译，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难度。在实际翻

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从原文内容入手、仔细推敲，但不能单

一的直接翻译字词表面含义，而是需要发挥自身语言文化理

解能力，去弥补语言差异性，从而使得原作品可以通过读者

接受的形式呈现。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者的翻译能力、文学

素养、文化背景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英语语言文化作品的

翻译质量。

作为译者，即便是具备非常敏感的语言驾驭能力，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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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国家文学作品时，若是不了解对应的文化，也无法保

证翻译质量和效果，更谈不上呈现原文作者思想和情感。比如，

我国的《阿甘正传》、《围城》等诸多文学作品，都是特定

时代下的文化产物，还有国外的文学作品，如但丁创作的《神

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等，是基于文艺复兴背景下创作

的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了解国家、社会背景

才能保证翻译准确性，符合原作品的创作宗旨，而不同的翻

译者，由于理解不同，最终呈现的翻译作品也不尽相同，这

体现的就是翻译者的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地位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翻译英语语言文学作品时，翻译者应当积极发挥、展

现作为译者的主动性，在尊重原文内容和情感下，通过深入

翻译研究，找出翻译的不足并进行改正，从而提升翻译质量，

让作品更加完善，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真实、贴切的翻译。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也不能绝对的按照原文一字一词的

直接翻译，而是需要融入自己逻辑和理解，采用适宜的方式

方法去处理原文思想内容表达方式，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原文

内容，进而有效增强整个翻译作品的语言效果，这一过程中

使得译者翻译水平也得到了提升，由此可以看出译者的主体

性作用。

1、促使文学作品增添生动性

纵观文学类作品，大多都是源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

加工品，在文学创作者的笔下，人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现实

生活中真善美、假恶丑，而文学作品就是通过一种艺术性手

段去展现这一事实。因此，在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时，也应当保证其这一功能，这也就意味着译者需要了解各

国文化、社会、历史，保证翻译的作品符合不同文化的读者

思想，有效发挥出译者主体地位。正是因为译者融入了自身

语言文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才使得原作品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力，增添了文学性。由于翻译者本身所处时期和背景不同，

即便是同一文学作品，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翻译。不同类型、

思想的英语语言文学作品通过不断反复的重译，促使读者对

其产生浓厚兴趣，在翻译者主体性行为作用下，促使各类文

学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

宣传、推广。

2、促进不同语言文化交流

语言本身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不同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翻译者通过翻译英语语言文化作品，能够促使两种不

同文化产生交流。在此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全面的了解、熟

知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辅助文学作品翻译，这一过程并不

是简单地进行语言表达内容的转化，而是融入对原文化的理

解，并将其以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不仅增强了原作品内

容生动性，同时，也提升了翻译质量。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翻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其中的归化方法，

主要就是以母语为中心，融入本民族价值观念用以消除文化

差异；而异化策略是将原语言作为文化中心，在保留原语言

文化内容基础上进行翻译，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扩宽视野，增

加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无论是哪种翻译策略，都要求

译者对两种语境文化具备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也对两国文

化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

三、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主体创新性的体现策

略

1、明确翻译目的

在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者会基于某种

目的进行翻译，而这也决定了翻译者的作品翻译水平。因此，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应当做好选择，尽量选择自己适合的作

品翻译，因为与自己合适的作品，翻译者可以在思想、情感

层面与原作者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当原作者的

文学作品与翻译者具有相似经历时，翻译者的翻译更能体现

出原作品的真实情感，有利于传递作品思想和内涵，进而提

升翻译质量，比如我国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翻译中，

其与作者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这使得严复与原作者产生了

情感共鸣，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时代背景，诠释了适者

生存的思想，借此来鼓励中国青年要勇于奋斗、拼搏，促使

其翻译作品水平得到了提升。

2、了解英语文学作品

针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很多翻译者将其译为汉

语时，考虑到汉语特殊性，很多译者会直接翻译，此种翻译

方式会降低原作品的美感，同时，也容易发生一些语言文化

误解。对此，作为翻译者，应当积极了解英语语言学内容，

而后抓住语境，融入自身对英语文化的理解，进行翻译，只

有在具体语境中翻译出来的句子、词语，才符合原作品表达

内容。因此，翻译者必须了解西方国家文化，掌握那些以英

语为母语的创作者身处时代的文化和背景，深入了解英语语

言文学作品创作背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等，才能

保证翻译准确性。例如，在《简·爱》中描写坦普尔女士安

慰简·爱时，请她“喝茶”的情形，翻译这句话时，要译成“我

还没有喝茶，请给这两位女士安排托盘和茶杯。”翻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不能直接一字一句地翻译，而应当立足作品本

身的具体语境，而后将其转化为符合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含义，

进而有效减少文化误读现象。

3、运用合理的翻译策略

翻译工作需要掌握一定的翻译策略、手段，翻译者必须

能够针对不同内容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确保翻译内容符合

读者文化理解能力，同时还可以有效传递原作品表达思想内

容。但由于读者本身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文化背景、理解能

力等因素，为保证翻译工作顺利进行，译者必须了解对应国

家的文化，进行全面梳理，从而在两种文化间做好对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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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翻译侧重点，而后选择合理的翻译方法。例如，译者想尽

量还原原著，将原文作者思想进行充分表达，帮助读者了解

更多的外国文化，那么在翻译中可以遵照原作品思想进行翻

译，这一过程中，不用过多地注重读者是否能理解原文真正

内涵，只是尽量展现中西方文化差异即可，此类方法就是上

文提到的异化策略。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家隔壁搬

来了新邻居，夫人想要先生去拜访，希望可以增进两家的联系，

为女儿们的婚姻做考虑，但却遭到了贝内特先生的反对。对此，

很多翻译者针对贝内特夫人反驳的话语的翻译，将其翻译为

“打算？胡扯”、“这桩事！胡说！”“目的？荒唐！”结合《傲

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夫人这一人物的形象，以及当时的情景，

翻译为“这桩事！胡说！”更加妥当。此外，在翻译钱钟书《围

城》中“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翻译者将“三伏”翻译为“san-fu”，运用的是音译方法，对此，

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翻译者没有翻译出这一词语的

意思。但事实上，翻译者采用此种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体现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促使外国读者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增进理解。

4、提升文学素养

翻译者作为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实践者，为保

证翻译质量，其自身必须阅读文学作品，能够了解、掌握原

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而后对语言文化进行转换，借

助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翻译，促使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得以

呈现给读者。这一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翻译功底，

更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如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能够

促使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可以突显出其自身具备的艺术魅力，

进而帮助广大读者汲取当中的养料。良好的文学素养可以促

使翻译水平得到提升，增强作品质量、可阅读性，因此，为

了提高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质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

要充分了解与原著有关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等，与此同

时，还要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提升翻译专业性。翻译者应当

加强研究、分析，深入到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中，理解、体会、

感受其中的思想和内容，抓住作品特点，才能翻译出高质量

的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例如，我国翻译者朱生豪，其翻译的《莎

士比亚戏剧全集》受到了很多读者的高度好评。在进行《莎

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西欧文艺复兴时

期的历史，充分了解了莎士比亚创作背景，成功地翻译出了《莎

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的翻译为日后翻译者翻译莎士比

亚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灵感。从中不难看出，翻译者

自身素养发挥的主体性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质量的重大

影响，想要提升翻译水平，翻译者必须不断提升自身语言基

本功，提高文化素养，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

从而更好地翻译英语文学作品。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本文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译者

主体性现象研究和解读，不难发现，为有效提升英语语言文

学作品翻译质量，译者应当积极发挥主体性，在实际工作中

不断积累经验、提升专业素质，与此同时，也需要不断提升

自身跨文化意识，强化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有效提升翻译

水平，为读者翻译出更多优秀的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促进中

西方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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