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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本论文针对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现状：数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运用

功能翻译理论来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与策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功能翻

译理论这一衡量标准来检测儿童文学翻译的实际状况。 

第一章是引言部分，这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及其相关研究现状，

并对本论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或关键词进行了解释说明，陈述了本论文将要采用

的一些研究方法等。在第二章中，阐述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及其翻译中的一些原则。

五大特点是：教育性、形象性、趣味性、故事性和知识性；两大原则为：以归化

翻译为主的原则和以异化翻译为辅的原则。在第三章中，叙述了儿童文学翻译中

的一些策略和方法。策略包括:应以目标语儿童读者为中心、应忠实于原文文本

和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应以归化翻译为主，在语言处理上应以异化翻译为主；儿童

文学翻译的方法包括直译方法、意译方法、省略删减方法和改写方法。在第四章

中，主要论证了功能翻译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实际运用，包括翻译中保持儿

童语体上的应用、保持“童趣”上的应用和文化转换上的应用，其中列举了几位

译者的译文节选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说明。 

后，本文说明在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需要注重翻译的方法和技巧，

更需要注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和阅读需求，从而实现翻译上追求的“目的”、达到

翻译上要求的“功能对等”。 

由于缺乏大量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自身精力与时间局限，本研究还有许多

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将来的工作学习中，我会继续将这一论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儿童文学翻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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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relevant problems found out include: ① a limited number of translation ② 

poor quality. This thesis use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by this measure, to 

det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which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selection for this articl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explains the related concepts or key 

words in this thesis, and presents som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thesis. The 

article also carries out combing the study on the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 number of principles for its translation, whose five features are: education, 

image, fun, story and knowledge; and whose two principles are: taking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as the principal thing and taking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foreignisation as secondary.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mainly 

describes som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strategies include using the target-language children readers as the center,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taking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as the 

main in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cultural factors, while taking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foreignisation as the mai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linguistic factors.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functionalist theory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keeping the writing style for children, of maintaining child interest and of maintain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of which translation excerpts from several 

translators have been presen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es and descriptions 

conducted in this thesis. In the end, the article shows,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translator not only needs to focus on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thei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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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nd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of 

translation. 

There is still much to be desired in this study due to this writer’s insufficient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ack of time and energy. In the future 

work and study, the writer will do mo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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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引言 

1.1 本文选题意义及其相关研究现状 

1.1.1 本文选题意义 

实践意义在于：中国目前有约近三亿儿童（主要指 0～16 岁）（徐德荣，2004）。

儿童阶段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而儿童文学则是影响儿童情感、儿童思

想、儿童创造力等方面的重要因素，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媒介。在中西方交流日益

频繁的情况下，西方各国优秀儿童文学的引进又显得非常重要。中国近现代时期

就有不少西方优秀儿童文学被翻译引进，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儿童学习欣赏的主要

内容，有些翻译过来的儿童文学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但综观国内翻译过来的儿

童文学书籍，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儿童译著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翻译引进的儿童文学在数量上又少得可怜（与其他翻译的内容相

比较）。所以，无论是在翻译质量上还是翻译数量上都需要我们从事翻译的工作

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理论意义在于：儿童文学翻译在理论指导方法上显得很贫乏。近现代中国儿

童文学翻译者多半凭借自己的学养和感知来翻译引进国外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在

翻译质量上就显得优劣不均。自从功能翻译理论引进之后，为我国在翻译指导理

论方法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我国儿童文学翻

译，将有助于我国翻译工作者今后更好地提高儿童文学的翻译质量和翻译数量。 

1.1.2 本文论题相关研究现状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的开放，国内儿童读者的需求增大，国内外文化交

流的频繁，使得我国不少学者开始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究。 

学者何静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并根据现代翻译美学理论，阐

述了翻译中存在的双重审美过程，原文与译文同属审美客体，译者与读者属于审

美主体。译者通过对原文的理解、转换、加工，再现了审美过程的第一阶段。而

审美过程的第二阶段就是儿童对译文的审美过程，这是作者侧重探讨的内容。该

文通过分析儿童文学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再现，试对儿童的审美意识

与认知能力进行粗略的研究，以期对儿童文学的翻译起到参考作用（何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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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弓探讨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认为五四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翻译越

来越贴近儿童世界，译介过来的外国儿童文学文体比较多（有童谣、诗歌、故事、

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图画、歌曲、滑稽画、音乐故事等），翻译方

法有忠实于原著的直译，也有便于儿童领悟的译述，许多作品的翻译比较注重传

达原著中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句式、儿童的语态等（秦弓，2004）。中国海洋大

学的学者徐德荣从语体特征、儿童情趣和跨文化交际三方面来探讨儿童文学翻译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儿童文学翻译者要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只有熟悉儿童语

言、洞察儿童心理才能创造出“功能对等”的、深受儿童读者喜爱的翻译作品（徐

德荣，2004）。湖南师范大学的谭云飞在其《浅谈儿童文学翻译》一文中认为翻

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不忘译作的读者是孩子，应保证少年儿童通过译文就可以容

易理解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

启发和教育。同时认为接受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基础,要求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

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特点，

要站在儿童立场上，用儿童观点去透视原文，用童心去鉴赏，以儿童的情趣去体

会原文，然后再选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文学语言来翻译儿童文学

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在两种基本翻译方法中做出选择，即归化与异化（谭

云飞，2005）。武敏从童话翻译角度来谈儿童文学翻译应有的基本原则和语言风

格。认为翻译童话时所采用的语言应当切合儿童的年龄、审美特点、接受能力和

成长需求，必须强调其可读性，要译出童味、童趣来。应当采取灵活的意译、进

行归化处理，而不宜直译、死译；语言应亲切明了、浅显生动，而不是生硬、正

式、晦涩。文章以 Beatrix Potter 的 The Tale of Jemima Puddle-Duck 的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译本为例，说明翻译童话时应遵循的原则和注重的语言风格（武

敏，2006）。学者王黎在《关于英语儿童诗歌的翻译》一文中以奈达的等效原则

为理论基础，对英国儿童诗《扫烟囱的孩子》的四个汉语版本进行分析比较，结

果发现译者不仅注意音韵、句子结构、词语搭配、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对等，而且

还针对儿童诗歌的读者对象——儿童及他们的理解力有待完善、重形象思维等特

点，对译文进行相应调整，使其更明白易懂。 后认为只有运用等效原则才会翻

译出好的儿童诗歌来（王黎，2003）。学者周喆和王义静在阐述文体翻译相关理

论的基础上，以近年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例对其在中国内地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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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分析，得出将文体翻译与儿童文学翻译相结合的思考， 后论

述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体翻译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

这些翻译策略（周喆、王义静，2001）。肖洪林学者强调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

中要有读者意识。他认为我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向来是以原文本为依归，进行

单一、静态的对比。批评者往往缺乏读者意识，不能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译本，

因此就难以公正、客观的标准来对待儿童文学译作。靳秀莹在《儿童文学翻译之

文体风格再现——兼评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文中认为原著为儿童文学

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其作者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包括儿童读者乐于接受的语言

及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来写作。译者赵元任先生利用汉语的语言特点对原文进行巧

妙的处理，在音韵、词汇、句法、修辞等各个层面再现了原文文体风格，为儿童

文学作品的翻译树立了榜样（靳秀莹，2009）。山东大学的孔雁在其《浅谈中国

儿童文学翻译》一文中提出，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可以着眼于全局，注重多元理

论的综合应用。因此，文章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儿童文学作为独特的文学个体的概

念及特性，同时借用皮亚杰的儿童认知论，较为详细地解析了儿童群体特点。在

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儿童本位观可以作为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导向性原则。并

从语言等角度，提出了儿童本位翻译观（孔雁，2007）。  

也有从功能翻译角度来探讨儿童文学翻译的。如学者肖燕在其《从目的论

看儿童文学英汉翻译》一文中认为儿童文学翻译并不比成人文学翻译的难度小。

儿童文学的翻译应保证儿童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

发和教育。作者根据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特点和要求，通过对多种译本的分析对

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

儿童为中心（肖燕，2006）。朱炼红通过对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所著的小说《哈

利·波特》英汉译本的比较来阐述目的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并探讨了

在目的论指导下如何更好地通过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来服务儿童读者（朱炼红，

2007）。 学者袁毅也从目的论角度来谈儿童文学的翻译，并指出当前儿童文学翻

译存在的问题，提出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理解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以目的论

为指导，做到措词简单、形象鲜明；结构简短，层次清楚；口吻稚拙，语气纯真，

以达到为儿童翻译、真正为儿童服务的目的。王翠在《功能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

译》一文中阐述了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现状，并从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词汇、语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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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等方面的运用来阐释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意义。谭凤学者通过儿童现代科幻

小说中的大量翻译实例, 成功的或失败的，进行详尽分析，并以关联理论的视角

总结归纳译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确保交际成功的一些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关联

理论认为人类有寻求关联的本能，儿童自然也不例外。话语的关联性包括两个方

面：1）特定场景下该话语的语境效果要值得花费加工努力；2）特定场景下理解

该话语的分析努力要 小。因此语境效果和分析的努力程度是衡量翻译是否关联

的两个重要标准。认为要达到 佳关联效果，译者应在考虑读者的认知语境和期

待的基础上使他的翻译符合读者的能力和期待要求，从而取得 佳关联效果而确

保交际成功（谭凤，2006）。 

1. 2 本文论题关键词理解与阐释 

1.2.1 功能翻译理论 

现代功能翻译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1971

年莱斯提出“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1976

年她又再次阐述这一观点（王水莲，2003）。之后，德国又一位学者汉斯·J·费

米尔（Hans J. Vermeer）也多次提出阐释该理论。1978 年，费米尔在《普通翻译

理论框架》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翻译目的论，创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目

的论（Skopos theory）。目的论认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所要达到的

预期目的或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来决定。1984 年，费米尔在与莱斯合著《翻译

理论基础概论》（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正式提出“译

文功能论”这个概念(陈小慰，2000)。指出：翻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

不应该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

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上个世纪 90 年代，德国又一学者里斯

蒂安妮·诺德 （Christiane Nord）进一步拓展了译文功能理论。她在原有理论基

础上提出“功能＋忠实”的翻译概念，认为“翻译是原创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

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

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

（陈小慰，2000）诺德认为，原文与译文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联系，其联系的质

量和联系的数量应该由预期译文功能来确定，同时它也为决定处于特定语境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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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哪些成分可保留，而哪些成分则可以或必须根据译语的语境来进行调整或改

写提供了参照标准。 

另外，功能翻译理论除了德国学派的理论外，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翻译理

论家观点。诸如英国学者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文本功能类型和美国

学者尤金•奈达（Eugene Albert Nida）的功能对等论。 

纽马克 初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但后来他又把翻译部

分看成是科学, 部分看成是技巧, 部分看作是艺术, 部分看作是个人品位。他认

为翻译为科学是因为标准语言只有一种正确译法, 是有规律可循，诸如科技术

语。而非标准语言却会有几种正确译法。他认为翻译时使用哪种方法要根据不同

的文本类型来确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

为主的文本有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 其核心是表情达意，语言形式和内容都同

样重要，应采用语义翻译方法。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有教科书、学术论文等，

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应采用交际翻译方法。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有

通知、广告等，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和思考，故应采用交际翻译方法。由此

看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应用范围更广。 

奈达翻译的核心理论认为“翻译是用 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

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65），因此他认为翻译决不仅仅是一门科学，

翻译也是一门技巧，但归根结底，出神入化的翻译则是一门艺术。他在此理论基

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功能相当（Functional equivalence）

这两个核心概念。 

总之，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强调的是：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应该由译文预期目

的或翻译的功能来决定。翻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应该是译文在译语环

境中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而不应是传统翻译方法所强调的语言形式

上“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也就是说“功能目的论”不注重译

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它强调译文应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

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  

1.2.2 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提出的。费

米尔在他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提出了“目的（skopos）”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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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所要达到

的预期目的或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来决定。目的论中“目的”还可以使用与之相

关联的词，比如目标（aim）、目的（purpose）、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

（周觉知，2006） 

目的论强调翻译中的目的原则，其意图在于解决人们关于自由翻译和忠实

翻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好的译者和盲从的译者之间的许多纷争。目的论强

调的是翻译时必须坚持有意识地、坚持一贯的与目标文本有关的原则。 

目的论另一位倡导者诺德也指出，“按照译语文化的准则来调整或‘改

写’原文，是每个专业翻译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周觉知，2006）也就是说，

翻译时译者根据译文的目的与译入语文化的准则，可以保留原文中某些成分，还

可以根据译语语境对某些成分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删减、改写等。保留什么、改动

什么、保留多少、改动多少，都要根据翻译目的来确定。一个译文成功与否，关

键是看译文与译文接受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是否一致来决定。 

1.2.3 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的贡献 

功能翻译理论除了对翻译实践有着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外，它对翻译理论研

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功能翻译理论为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但经过实践检验却十

分成功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为人们对一些传统上不提倡、而从译

文功能角度来看却是必须的翻译方法进行重新评价，对拓展翻译研究视角有着启

发意义。比如，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能随便删减、增加或改译等，改译不

能算是翻译，只有符合“忠实通顺”标准的作品才算是翻译。它强调的是语言形

式和语言结构上的“对等”。 

而功能翻译理论则突破了翻译“对等”理论的束缚，认为翻译要按照目的语

文化的准则可以对源语进行必要的“删减”或“改写”，以便达到效果和作用上

的“对等”。而且该理论对于应用类语篇的翻译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其贡献在于它为应用翻译提供了翻译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不按

照传统翻译方法但却被实践证明为效果很好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该

理论具有评价与规范意义。评价意义包括对所处文化情景中翻译功能的鉴定，比

如传统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必须要强调文本的翻译质量，即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

上的完全“对等”，而却忽视译本的服务对象，即目标读者的感受与反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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