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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著的翻译问题
———以王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例

赵昌汉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学术论著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欧而不化、误译漏译、术语表述欠妥等,严重的

会导致读者对原作者的误解,甚至形成奇怪的理论体系。因此,学术论著的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素

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高度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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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有一个名字,历经百年仍

不绝于耳,他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

翰·杜威(JohnDewey)。杜威一生著作颇丰,《民
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1]是杜

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作品。在英

美学者的眼里,这本书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
梭的《爱弥儿》相提并论。该书最早的中译本为邹韬

奋先生在1936年翻译。目前流行的中译本有两个:
一是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0年出版;二是林宝山译《民主主义与教育》,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9出版发行。由于

种种原因,王译《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我国大陆十

多年以来杜威DemocracyandEducation 的主要参

考书,引证广泛———一般教育类硕博士论文都会引

用。然而对比英文版本,不难发现,该书的翻译问题

较多,质量不太令人满意,考虑到该版本广泛的影

响,有必要仔细审视,纠正翻译错误,以利于对原作

者的尊重以及对杜威教育思想体系的更好理解。

  一、翻译标准的问题

翻译以何为标准,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争论之中有认同。提及翻译标准,我国著名翻译

家严复的“信,达,雅”为近代系统翻译理论的基石。
傅雷认为,翻译应求“神似”而非“形似”,不过,傅雷

所谈到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在钱钟书那里,“化”
为翻译之最高境界,他倡导“化境”。考察我国近代

翻译理论的发展,不难看出,尽管新的提法不断,不
时伴随译论标准的争辩,如意译与直译之争、形似与

神似之辩、归化与异化之斗、中心边缘论与欧化中化

之说,不一而足,但仔细分析,争论趋同的一点就是,
无论是翻译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论著,忠实是翻译的

灵魂,信是翻译的底线[2]。西方著名翻译理论家、实
践家Nida在他的翻译信条中也讲得很明白。他说:
“Translatingconsistsofreproducingintherecep-
torlanguagetheclosestnaturalequivalentofthe
source-languagemessage,firstintermsofmean-
ing,andsecondlyintermsofstyle.”[3](P12)也就是

说,翻译要求译出语与译入语自然的对等,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为语义,一为风格。Newmark也认为,翻
译的准确性是翻译文本的最基本的要求。[4]

翻译不同文体,其标准与方法各有特殊性。《民
主主义与教育》属于学术论著。众所周知,学术论著

独特之处在于,其代表作者的学术观点,往往富含专

业术语,目的多在于构建理论体系,因此,其与别的

文体的翻译方法在共性之外,必然存在独特性。遗

憾的是,有关翻译方法的教材和专著对于学术论著

的翻译问题,目前系统讨论的不多见。例如冯庆华

讨论了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文体的翻译[5],但是



  ① 本文汉语例子均来自于语汇网:http://www.cl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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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文体的翻译没有提及。现实问题在于,学
术论著的翻译质量非常令人担忧。由于译者翻译理

念的缺失,或专业的缺陷,或英汉语言功底的薄弱,
以至于在学术论著中“思想理论存在着严重的消化

不良、理解不正、运用不当不到位。囫囵吞枣、似懂

非懂、半通不通、含糊不清的现象相当普遍”[6]。“在
《中国教育报》2003年组织的一场关于当前学术翻

译的专题讨论中,与会者无一例外都对翻译作品中

出现的质量大滑坡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一类翻译

的问题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整改不可的地步了。”[7]

  二、王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缺陷

本文讨论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8],以下

简称王译。王译的主要缺陷,大体有欧而不化、误译

漏译、术语表述欠妥等,从而导致译本可读性差。为

论述方便,分类并非完全独立,有些可能会有重叠。
本文所参考英文版本为 DemocracyandEduca-
tion[1],中文版本为王译[8],试译为笔者所译。王译

此类问题颇多,限于篇幅,每项仅举数例。①

(一)欧而不化

余光中在谈到翻译对汉语的侵蚀时,曾经批评

过欧化的种种危害。[9]所谓欧而不化,即指译文中欧

式句型、欧式表达明显,与汉语习惯差异很大。王译

中这类问题比较普遍,如:
(1)Inthissense,heredityisalimitofed-

ucation.[1](P88)

王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遗传是教育的极

限。[8](P79)

limit在本句中作名词,将limit翻译为“极限”,
明显是硬译,而且,极限在汉语中有“极致”的含义,
本句原意丧失。王译明显是英语原句的硬译,与汉

语习惯有很大距离。
试译:从这一意义来说,教育受到遗传的制约。

(2)Societynotonlycontinuetoexistby
transmission,bycommunication,butitmay
fairlybesaidtoexistintransmission,incom-
munication.[1](P5)

王译: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

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在沟通中生

存。[8](P5)

exist直接翻译为“生存”,全句按英文顺序、英

文基本字面含义翻译。考虑到与“社会”的搭配,译
文似乎有些欠妥。我们常说社会“延续、发展”,人、
动物“生存”。“社会生存”这一说法,不符合汉语习

惯。
试译: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交流而延续

下去,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在交流中

延续。
(二)误译漏译

这类翻译问题在于句意理解错误,有些则是句

子翻译中有遗漏。诚然,翻译之法,有编译、变译观

点,但王译是全译,理应避免误译漏译。如:
(3)Thesavagedealslargelywithcrude

stimuli;wehaveweighedstimuli.[1](P44)

王译:野蛮人所应付的大部分是天然的刺

激。我们却估量了刺激。[8](P40)

weighed在此句中应为weigh的过去分词。
试译:野蛮人所应对的大部分是天然的刺

激。我们却对刺激作出权衡。
(4)ScienceorRationalizedKnowledge[1](P222)

王译:科学或合理化的知识[8](P201)

在汉语中,我们很难明白知识有“合理化”之说,
进而言之,何又谓“不合理”的知识呢?

试译:科学的或理性化的知识

(三)术语表达欠妥

专业术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术类作品的翻

译中,专门术语的翻译至关重要。因为专业术语是

学科话语至关重要的构件,术语的误导性译名可以

对整个相关学科话语的理解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

时可能会产生一个与原著不同的奇怪体系和奇异思

路”[7]。
以下就王译中出现率最高的几个术语中表达欠

妥的作一探讨。

1.communication(communicate)≠沟通,而应

为“交往、交流”
这一词语在杜威作品中出现率很高,因此,对其

正确理解、正确翻译显得至关重要。王译基本上都

翻译成“沟通”。汉语中“沟通”说解,请看下面例子:
(5)由于世界是分裂的,因此和超验的上帝

的沟通成为某种脆弱的信仰。(《当代西方政治

思潮》)
(6)二,要货单位不断增加。生产趋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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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 这 里,广 告 是 沟 通 产 销 联 系 的 桥 梁。
(《论商品流通》)

(7)……谨慎,最听话,也最守纪律,作出一

个榜样。李善长左右沟通,尽心调护,元璋的主

将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朱元璋传》)
(8)…… 以12万 人 生 命 的 代 价,终 于 在

1869年完成了这一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宏伟

工程。(《世界历史》)
(9)语言是人类为了达到沟通思想、相互了

解、统一意志,协调行动进行社会生产……(《语

言学概论》)
(10)中国联通,沟通无限。(联通广告)

沟通,原指开沟使两水相通,后泛指使彼此相

通,如沟通中西文化。[10](P2519)从例句可以看出,有比

较正规“交流”或者是“正式协商”的意思。《新牛津

英汉双解大词典》给出的释义就是“交往”[11](P426)。

2.associate(association)≠联合

(11)…butitisnottheexpressreasonof
theassociation.[1](P7)

王译:但 它 并 不 是 人 们 联 合 的 确 切 的 理

由。[8](P7)

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对associate的解

释是:在思想上把……联系在一起(with):Wenatu-
rally~thenameofDarwinwiththedoctrineofe-
volution;使联合,使结合在一起(with):~thetwo
firms;使有联系:Rainfallis~dwithhumidity;使
混合,使缔和(化):Particlesofgold~dwithminer-
als.交 往:They preferto~ withfriendstheir
age.[12](P96~97)

再看《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3](P87)的解释:

~sb/sthtomakeaconnectionbetweenpeo-
pleorthingsinyourmind联想;联系:Ialways~
thesmellofbakingwithmychildhood.一闻到烘烤

食物的味道我就想起了童年。

~ withsb/tospendtimewithsb,especiallya
personorpeoplethatsbelsedoesnotapproveof交

往;(尤指)混在一起:Idon’tlikeyouassociatewith
thosepeople.我不喜欢你和那些人混在一起。

~yourselfwithsth (formal)toshowthat
yousupportoragreewithsth表明支持;表示同意:

MayIassociatemyselfwiththePrimeMinister’s
remark? (Iagreewiththem.)我可以公开表示赞成

首相的话吗?
曹焰、张奎武[14](P195)对于association的定义为

“交往”。
汉语中的“联合”有“合并”的含义,如:

(12)南京路淮海路金陵东路和豫园商场一

些文明商店文明柜组联合发起了“三街一场”财

贸青年优质服务礼貌用语示范活动。(《中国青

年报》)
(13)……就可以证明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

品格,并使全体信徒联合起来,对主忠诚。(《基

督教哲学》)
(14)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许多部落互

相并吞和联合,加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促使许

多小部落方言融合……(《语言简论》)
(15)孤立地去干生活教育是不可能的,大

众要联合起来才有生活可过;即要联合起来,才
有教育可受。(《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3.Experience≠经验,应根据语境,译为“经验或

经历”

experience的用法,可以从下列解释中进行总

结:aparticularinstanceofpersonallyencountering
orundergoingsomething;theprocessoffactof
personallyobserving,encountering,orundergoing
something;theobserving,encountering,orunder-
goingofthingsgenerallyastheyoccurinthe
courseoftime:tolearnfrom~;knowledgeorprac-
ticalwisdomgainedfromwhatonehasobserved,

encountered,or undergone; men of experi-
ence.[15](P501)

再看《新牛津英汉大词典》[11](P738)的注解:

a.noun[massnoun]集合名词“体验”:He
spokefromexperience.他 讲 的 是 他 的 亲 身 经

历。(尤指工作)经验:oldermenwhoseexperi-
encecouldbecalledupon,可以借鉴其经验的

年长者。

b.[countnoun]可数名词“经历”:forthe
youngerplayersithasbeenalearningexperi-
ence.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这是一次学习的

经历。
综合几本辞典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experi-

ence可以作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作可数名词

时,一般相当于汉语的“经历”,作不可数名词时,则
有“经验”的意思。至于“经验”与“经历”,其在汉语

中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经笔者统计,experience在

DemocracyandEducation 中共出现485处,expe-
riences共出现70处,且基本上是名词。如不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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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单数experience是属于可数还是不可数名词的问

题,单就这70处experiences而言,应该全部翻译为

“经历”。
杜威书中有这样句子:

(16)Twoaspectsofthismoregeneraland
freeravailabilityofformerexperiencesfor
subsequentonesmaybedistinguished.[1](P398)

王译:过去的经验对后来的经验的这种比

较一般的和自由的有效性,从两个方面可以区

别开来。[8](P356)

试译:过去的经历可以更为普遍、更为自由

地运用于后来的经历,这一点能从两个方面加

以区分。

4.community≠共同体,而应译为“团体、社团”
卫道 治 的 解 释:community社 区,社 团,如:

communitycollege[16](P91)。陆谷孙对community的

解释:社区theWestIndian~;团体,界a~ofre-
tiredpersons;社会,公众thepoorerclassesofthe
~;(国 家 间 的 )共 同 体 European Defense
~。[12](P344)看下列汉语各例:

(17)逐渐形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

和稳定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这就是早期华夏

族。(《中国国情学》)
(18)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

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教育哲学》)
(19)高层次的构想纷纷掠过欧洲上空:欧

洲政治共同体、防务共同体、绿色联营计划(农

业一体化)、白色联营计划。(《环球》)
可见,汉语的“共同体”,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

文化和稳定认同感的团体”,如例(17)、例(18),再则

专指政治联盟性质的团体,如例(19)。

OxfordDictionaryofPhilosophy(《牛津哲学

词典》)[17](P27)并没有提到community为哲学术语,
更没有将其译为“共同体”。

下面为杜威原著中的几个句子:
(20)Menliveinacommunityinvirtueof

thethingswhichtheyhaveincommon;and
communicationisthewayinwhichtheycome
topossessthingsincommon.[1](P5)

(21)Theaccountofeducationgivenin
ourearlierchaptersvirtuallyanticipatedthe
resultsreachedinadiscussionofthepurport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communi-
ty.[1](P118)

(22)Acommunitydevotedtoindustrial
pursuits,activeinbusinessandcommerce,is
notlikelytoseetheneedsandpossibilitiesof
lifeinthesamewayasacountrywithhigh
aestheticcultureandlittleenterpriseinturn-
ingtheenergiesofnaturetomechanicalac-
count.[1](P383)

杜威谈到的是儿童在一起所形成的集体,因而

译为“共同体”不佳,而应译为“团体、社团”。

  三、启示

王译《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

末,当时的翻译对教育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

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漠视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该书转译于日

文版。无论是以日文版为样本的转译,或其他以日

文版为范本的转译(或重译),我们认为都有许多欠

妥之处。其原因在于杜威以英文写成,而英文非小

语种。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我们只是反对一

切的重译本(转译———笔者注),无论写明的也好,不
写明的也好。”[18](P12~13)作为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教

育名著,译本应该力求精确。
综上所述,在处理论著术语时,一定要弄清背

景,仔细分析确切的含义,避免故弄玄虚,生就难懂

术语,从而以讹传讹。我们不否认译者主体性,但对

于语句、术语断章取义或者误译,是对作者的不尊

重,于学术交流更会造成巨大危害。“引进西方著作

的数量和人们对西方思想理论观点的了解未能同步

发展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译作质量差强人意,译文

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倾向比较严重无疑是一个

主要因素。”[19]欧而不化、误译漏译的问题,应该属

于较低层次的语言功底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文小说兴起重译热,审
视这些重译作品,总的来说是对原译的超越。以《民
主主义与教育》为例的学术专著,也必须要认真重

译。学术论著译者,无疑必须具备跨文化素养、扎实

的专业知识、高度的责任心,翻译界也应该认真探讨

学术论著的翻译问题,以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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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ranslationofAcademicWorks
———TakingWang’sTranslationofDemocracyandEducation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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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oftheseriousexistingproblemswiththetranslationofacademicworksmaycausethe
misunderstandingsamongthereadersandmayevenformastrangetheoreticalsystem.Thisarticleidenti-
fiessuchproblemsasEuropeanizedtranslation,mistranslation,missedtranslationanderrorsinthetransla-
tionoftermstakenWangChengxu’stranslationofDemocracyandEducationasreference.Thearticlealso
identifiestheaccomplishmentsdemandedintranslatingacademicworkswhicharetransculturalliteracy,

strongprofessionalknowledgeandtheawarenessof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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