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杨阳，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文章引用：杨阳．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对比分析《达洛维太太》的中译本［J］．语言学，2021，3（3）：

480-487．

https://doi.org/10.35534/lin.0303028

语言学
2021 年 9 月第 3卷第 3期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对比 
分析《达洛维太太》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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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来对比分析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太太》的两个中译本，

即王家湘（2001）以及孙梁与苏美（1988）的译本。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角度，

即增补、劫持和女性经历与身体描写对比分析两个版本的差异。研究发现女性

译者的译文语言简洁朴实，而孙梁（男）翻译手法则更为灵活，语言更加流畅。

在翻译与女性经历和身体描写相关的内容时，王家湘的译文更贴近作者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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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02 年，我国翻译理论界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从 2002 年至 2006 年，

超过 100 名翻译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2005 年至 2009 年发

表的论文数量大大增加，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 2000 年以来中国的女

性主义翻译的研究。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介

绍到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女性译者倾向于采取相对温和的翻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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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没有像西方译者那样对原文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和改写，主要呈现以下

特点：深受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在翻译中重视“忠实”原则；译作有体现女

性意识但无明显的政治目的。在穆雷对女性主义译者朱虹的访谈中 ，朱虹说她

会特别选择具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觉得在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时更有

共鸣感，更能把握作者的感受。但朱虹表示在翻译时自己没有使用颠覆性的语言，

这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呈现的特点。

本文以挑选王家湘（女）［2］、孙梁（男）和苏美（女）［3］的两个译本进

行对比分析，从女性主义“干预”策略的角度对比分析该小说的男性与女性译

者的差异，分析译者在翻译《达洛维太太》中是否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对比男

性译者与女译者在翻译中针对具体问题是如何应对的。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近年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

蒙（Sherry Simon）和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wtow）。

谢莉·西蒙［4］在《翻译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中总结到，女性主义理论提高译者的地位，将

性别因素考虑其中，这就为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关注点，那就是身份

（Identification），而过去翻译研究仅仅关注文化的转变。

渥太华大学教授路易丝·冯·弗洛图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翻译和

性别。她认为所有原著都有作者的痕迹，而所有翻译作品都会留下有译者的痕迹。

当然这些原著也包含它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而译者所处的文化

和政治背景是会改变的，所以对原著进行重译是有必要的。

每个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译者也同样如此，因而女性主

义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再创造，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

解留在译文中，这就是译者标记。纽马克（Peter Newmark）［5］也称译者可以以

事实的名义对原文进行适度调整。而女性主义译者则以“女性主义事实”的名

义调整原文。女性主义译者对传统的“忠实”“准确”和“通顺”的翻译标准

进行重新定义，提倡采用脚注、增补、篡改等翻译策略将女性和翻译的从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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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高至主体地位。本文将从常用的翻译策略入手进行分析，即增补和劫持。

3  原作与译本介绍

3.1  作者及作品介绍

伍尔夫，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和作家之一，也是意识流派小

说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她对妇女与文学的看法以及她的反战思想。

伍尔夫鼓励女性用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进行创作。

《达洛维太太》的故事发生一战后的英国，围绕上流社会的贵妇达洛维夫

人克拉丽莎（Clarissa）的一天展开。小说围绕女主人公办晚宴的主线，在达洛

维夫人的现实生活中，穿插的回忆和往事，在现实与意识之间，以及不同人物

之间切换。

3.2  译者和译作介绍

本文采用孙梁和苏美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和王家湘译本（译林

出版社，2001）。由于本文所选译本的特殊性，孙梁和苏美的译本是由两人共

同翻译，而本文的目的是对比男性与女性译者的差异，所以在挑选例子时，作

者只在孙梁所译前半部进行挑选，例子数量有限。

4  译本策略分析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对比《达洛维太太》的译本提供了理论支撑。西方女

性主义译者主要采用“增补”“派生文本”和“劫持”使女性的角色凸显出来，

对原文歪曲女性形象的语言进行调整。本文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中国女

性翻译的特点入手，并结合本文两个版本的译文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4.1  增补

增补（Supplementing）本指在原文涉及文化差异的地方采用增补的策略，补

充介绍文化背景，以便读者理解。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许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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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采用这个策略，对译文进行补充或者解释。女性主义译者则利用增补在文

中体现出对女性的关注，增加或者强调女性的角色。

（1）And Clarissa，too，gave a party. She stiffened a little；so she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her stairs.

王（王家湘）：而克拉丽莎也要举行晚会。她微微挺了挺身子，她将这样

站在自己的楼梯头上。

孙（孙梁）：而当晚克拉丽莎也要举行宴会。想到这儿，她微微挺直身子，

她将以这种姿态站在楼梯口迎接宾客。

根据下文可知克拉丽莎的宴会时在晚上，译者都不约而同地将“party”补

充了晚上的意思，王将其译为“晚会”，而孙则强调了是“当晚”的宴会。第

二句 “She stiffened a little；”王和孙采用了增补的策略，分别添加了“微微”

和“想到这儿”，起了衔接上下文，增强文章连贯性的作用。最后一句，“so 

she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her stair”，孙补译出了“迎接宾客”。两位译者使用

的策略主要是为了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2）Grown big；quite grown-up，not exactly pretty；handsome rather；and she 

can’t be more than eighteen.

王：个子长得很大，差不多成人了，不能算漂亮；只能说是端庄；她最多

也就十八岁。

孙：她的模样很别致，长的身材颀长，差不多已经完全发育，称不上美貌，

只能说漂亮，至多才十八岁吧。

根据柯林斯词典，“handsome”不是指漂亮和精致，而是指形体好，大方

得体。王所译的“端庄”比较接近其本义；孙和苏将“handsome”处理为漂亮，

另外采用增补的手法，概括描述为 “她的模样很别致”。孙采用增补的方法起

了归纳的作用。通读上下文可以看到，增补策略让语言更加流畅，衔接更紧凑。

4.2  劫持

劫持（Hijacking or Appropriation）弗洛图在书中写道劫持就是指以女性主义

真相为理由在翻译实践中对一些有攻击女性的原文进行修改（作者译，Flo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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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61）［6］。这个策略很具有争议性，它意味如果译者认为原文内容不符合

女性主义思想，就可以修改原文。

（3）Was he not being looked at and pointed at；was he not weighted there，

rooted to the pavement，for a purpose? But for what purpose?

王：难道人们不是在看着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为了一个目的

才像在人行道上生了根般站在那里的吗？但是为的是什么目的呢？

孙：难道人们不是在瞅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别有用心地占住

了人行道，仿佛在地上生了根吗？可是，他的用心何在呢？

“for a purpose”，王处理为“孙不仅仅表达了‘为了某个目的’之意，而

且添加了自己的想法说他‘别有用心’，很形象了描绘了战后创伤的赛普蒂默

斯的心理活动。采用了四字成语，也更为地道。从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来看，

孙的译法只属于轻微的“劫持”，是符合原文的思想的。

（4）She would marry a Prime Minister and stand at the top of a staircase；the 

perfect hostess he called her（she had cried over it in her bedroom），she had the 

makings of the perfect hostess，he said.

王：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他称她完美的女主人（为此她曾

在卧室里哭了一场），他说她具有成为完美女主人的一切内在素质。

孙：他说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迎接宾客。他称她为地地道道

的主妇（她曾为此在卧室里哭泣），还说她天生具有这种平庸的气质嘛。

针对文中“perfect hostess”，王翻译为“完美的女主人”。孙对“perfect 

hostess” 一 词 进 行 了 调 整， 译 为“ 地 地 道 道 的 主 妇”， 既 传 达 了“perfect 

hostess”之意，也便于读者接受。最后一句“she had the makings of the perfect 

hostess”，孙采用诠释的方式，将其译为“平庸的气质”。这里是彼得对克拉丽

莎的评价，作为她的恋人，彼得对克拉丽莎总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所以语言比较直接，不够委婉。孙的译法很好的传达了其意思。

4.3  女性经历与身体描写的改写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女性经历和身体描写。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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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反映女性经历的作品。而女性经历中，女性的身体在表达女性真实情绪扮

演重要角色，父权制语言中女性的身体对忽视、模糊或者隐性化。但是“对于

女性主义者而言，女性身体也是女性创意的来源之一，而却长期被迫沉默，女

性主义者应该对此进行重写”（Flotow，2011）［7］。

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描述的女性经历，抛弃男性对女性

描写的刻板印象。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必须通过写作来重新定义，重新书写她

们自己的身体。翻译女性作品有利于实现女性自我的回归。而女性作者和女性

译者都同为女性，所以她们能够更容易并很彻底地理解对方。

（5） …，whose utterances（half a dozen perhaps in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

signified recognition of some feminine comradeship which went beneath masculine lunch 

parties....

王：她说的话（在一生中也许有六次）意味着她承认某种女性间的亲密情谊，

它深于款待男人的午宴，…… 。

孙：…… ，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

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性怀

着更深的情谊，…… 。

“feminine comradeship”本意是指女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这里是指虽然布

鲁顿夫人和克拉丽莎从未深交，但作为女性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的纽带。王

译为“女性间的亲密情谊”。孙将原文解释性的译为“姐妹般的情谊”。文中

作者将布鲁顿夫人一位有着女性主义思想的人和克拉丽莎联系起来，所以将二

人看作独立的“女性”更符合作者的意图。

（6）Uncle William used to say a lady is known by her shoes and her gloves. He 

had turned on his bed one mor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He had said，‘I have had 

enough’.

王：她的老叔叔威廉以前常说，可以从鞋子和手套看出一个淑女来。在战

争中间一天早上他死在了床上。他曾说，“我活够了。”

孙：她叔叔威廉以前常说，要知道一个女人的人品，只需看她穿什么鞋、

戴什么手套。大战中期的一个早上，他在床上寿终正寝。他曾说：“我活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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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用克拉丽莎的叔叔之口传达出了英国人眼中一个传统而优雅女性的

形象。这里“lady”是指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女性，所以译为“淑女”更适合语

境。孙的译文为“人品”。“人品”是指人的品质，人的品格，与“lady”相

近，但没有传达出她是上层阶级的女性这个意思。下一句“He had turned on his 

bed…”。根据下文她的叔叔对生活感到厌烦，所以推测他可能是自杀的。所以

从上下文来看王的译法更加符合。

5  结论

通过对《达洛维太太》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从增补和劫持的角度对比孙梁（男）和苏美（女）与王家湘（女）的译作，

作者认为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更加拘束，而孙梁对许多地方的处理都颇为灵活。

王家湘则倾向于采用比较平实的语言，注重忠实的原则。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增补和劫持的角度来看，孙梁的版本中使用更多。而从女性经历和身体描写的

译本分析发现女性译者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产生

共鸣，从而能更贴切的表达她们想法。

本文译者在翻译中仍然把忠实放在首位，译者所采用的策略主要是达到传

统翻译标准，尊重原文。本文译者的译文没有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想的政治目的。

本文篇幅有限，没能将所有问题一一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待新的译本出版之时，

进一步对该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将会获得更加全面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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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rs. Dalloway’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Ya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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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us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Mrs. Dalloway by Wang Jiaxiang (2001) 

as well as Sun Liang and Su Mei (1988).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it with femini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supplementing, hijacking, reflection of female 

experience and body translation, so as to unco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Wang(female) mainly adopts simple 

and clear diction, while Sun(male)’s translation is more fluent and flexible in 

wording. When reflecting on the translation related to female experience and 

body, Wang is better able to convey the original message of the writer. 

Key words: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Mrs. Dalloway; Chinese female 

transla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