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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循环交流模式"他们认为!交流是一个正在进行

的#编码$$$解码的完整过程%如图 $所示&" 现在!在

图 $所示交流模式的基础上! 在讯息的发出者和接收

者之间加入译者这个角色! 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新的循

环交流模式%见图 "&" 在图 "所示的交流过程中!交流

的双方通常期望译者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沟通不同语

言和文化之间桥梁的积极作用" 然而!在实际过程中!

译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帮助具有不同语言

和文化背景的交流者达到预期的交流效果和目的!即

译者作为沟通媒介的桥梁角色! 这是主要的和积极的

一面(另一方面则由于文化差异#不同语言特点#译者

自身素养不足等种种因素的制约! 译者又存在因为误

解而误译或者不能准确传达交流双方讯息从而阻碍交

流双方达成预期交流效果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译者在

无意之中又扮演了一个所有交流参与者都想竭力避免

的角色!即干扰角色"

一$ 干扰的表现

如图 $所示! 在没有译者参与的循环式交流过程

中! 讯息发出者和讯息接收者是直接交换讯息的" 首

先!讯息发出者在头脑中组织观点#编辑讯息!即编码!

然后将编辑好的讯息发送给讯息接收者"这时!讯息接

收者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讯息发出者所发讯息的意

义!就必须对接收到的讯息进行分析!即解码" 在理解

了讯息发出者所发讯息的意义之后! 讯息接收者又会

有针对性地组织观点#编辑反馈讯息!即编码!然后将

其传达给讯息发出者! 讯息发出者在接收到讯息接收

者的反馈讯息之后!为了理解其意义!也必须对接收到

的反馈讯息进行分析!即解码" 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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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过程中#编码$$$解码过程出现了两次% 实际上#

即便在这种讯息发送者与讯息接收者直接交流的过程

中#由于种种干扰因素的存在#往往也很难对彼此所发

出讯息的意义做到绝对准确的理解%一旦译者介入#交

流的参与者就增加了# 交流过程中的环节就会相应增

加#同一讯息必须经过至少三个人!讯息发出者&译者

和讯息接收者"的处理才能完成一次循环#也就是说#

同一讯息必须经过四次编码$$$解码过程才能实现讯

息发出者与讯息接收者之间的一次交流 !如图 ! 所

示"#按照图 $情况下的逻辑!讯息发出者与讯息交流

者之间直接交流也会出现讯息意义理解的偏差# 从而

对交流造成干扰"来推理#译者的加入无疑会使干扰的

机率大大增加%

第一个编码&解码过程发生在发送者和译者之间#

译者处理发送者传递的讯息#此时受各种因素的干扰#

第一次误解发生#这是第一次增加了不准确性#然后译

者在他理解发送者讯息的基础上给出了新的讯息编

码#并将其发送出去#接收者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干

扰因素作用下#分析译者所传递的讯息#因此#第二次

误解发生#并第二次增加了讯息传递的不准确性%第三

次编码#解码过程发生在接受者和译者之间#第三个不

准确性增加是出现在发送者和接受者讯息交流的情况

下%第四个编码&解码过程再次发生在译者和发送者之

间#这时此循环即将结束#同时讯息传递的不准确性在

循环中达到了顶点%至于译者#他的干扰作用主要表现

为误译# 即误译了发送者和接受者所要表达讯息的准

确含义%

二! 产生干扰的原因

人们往往认为只要译者具备丰富的双语知识就能

够精确地将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实际上#语言并

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情况下#以下原因可能会造成直接

翻译非常困难%

!一" 多义现象导致的误译

多义现象是指同一个单词拥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

这些意义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这是一种很

普遍的语言现象#很少有只有一层意思的单词% 例如#

在英语和汉语中#英语单词')*+,-(.分别用在指湖和

动物上/就是一个多义词% 这两层意思通过表示某实体

内部通往外界的开口和表示动物长在面部的可以获取

食物的开口而紧密联系%在汉语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举个例子#'运动(包含以下意思)$0 运动*!0锻炼*10移

动*%0动作*20运动*30疏通% 而每个相对的英文意思可

能又有多个意思#例如'锻炼(% 既然这样#对于译者来

说# 不可能一直准确无误的把握发送者或接受者的话

语的确切意思%如果这样#那么由于译者的误解而导致

的错译就很可能发生%

另外#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很多新词以及旧词新

意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后者尤其重要#在语义学中通

常被称为语义引申#指的是'单词的意义扩展至远大于

其原来的语义范畴(%

&!'$"%这种现象增加了确切理解以

及翻译某个单词意义的难度%

!二"等值缺失导致的误译

在目标语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来翻译源语言中的

对应部分#这一点对于译者来说极其常见#这是由于词

汇&习语&句法规则&经验文化以及观念等方面的等值

缺失造成的&1'$1!4#1%

%

传达发送者的源语言的意思及其风格是翻译的目

标之一# 但是词典中的义项很少能表达出特定文化下

的通用语% 当缺少等值词类时问题也会出现#例如#与

英语相比#汉语中既没有数的变化也没有时态的变化%

译者不仅仅要克服语言之间存在的结构差异#而

且要克服文化差异# 这需要译者具有表达的精准性以

及传达发送者说话方式以及态度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译者需要考虑到共同经历% 例如'和平(与'战争(对于

世界上有着不同的生存条件& 生活时间以及空间的人

们来说#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文化赋予单词的意义以

共同经历为基础# 而一个单词表达意义的能力也取决

于传递者和接收者对文化的感知能力% 如果译者缺少

对等的文化知识# 他就找不到等值的表达来诠释发送

者和接受者的经历%

在译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难题是匹配概念% 有些

概念具有文化特殊性!个性成分"而其他的则具有文化

共同性!共性成分"%根据定义#完美地解释一个具有文

化特殊性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由于中国盛产

丝绸#便有许多汉字是用来描述各种'丝(的%例如)绡#

缟#丝#络#绸#绫#绢#绮#缎等等#同样还有用来描述

'稻子(的#例如)稻#米#饭#籼% 但是在英语中#要找到

与这些汉字对应的表达很不容易# 而且对于译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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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它们直接译成英语也很困难#$%$&'

!

"三#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译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交流者往往不仅是在语法%

语音以及用词等方面出错$而且包括文化方面的错误$

后者通常导致言语上的误解!然而$由于译者有其个人

的文化背景$ 也有可能犯和普通交流者一样的文化错

误!而这些文化错误通常有四种&()言语不当'!)不可接

受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的冲突'+)表达方式不同导

致的不可理解性! 举个例子$ 美国人和中国人进行交

流$当获得表扬时$中国人通常回答&(,-./ ./ 01 2341)

"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直译的话$这种好意就会被误

解为(你的帮助源于责任而非自愿)! 但是如果译者对

于美国文化习俗很熟悉$ 他可能会更有实效地将其译

成(5.4- 6789/3:8)"乐意为您效劳#或者(;4 ./ 01 6789!

/3:8)"这是我的荣幸#

#+%!<!=><+

!

文化鸿沟也会成为准确翻译的障碍! 即使译者对

母语和相应的外语掌握得都不错$ 他仍旧不能领会褒

义与贬义%隐含意义和指示意义%语域%文体色彩以及

一些词汇的文化含义!因此$译者可能会由于个人喜好

而错误理解特定的感情色彩$ 从而导致他的翻译阻碍

了交流者之间更深层次的沟通!例如$(姻缘石)是香港

的一处名胜$通常在英语中被错译为(?@A8:/* B@CD)$

但是$有人曾经将其译为汉语的(情人石)!实际上$(姻

缘)"使恋人走到一起的缘分# 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

汉语概念$佛教里将姻缘解释为注定的婚姻$所以不能

被理解为 (情人石)$ 如果翻译时直接译为(E.F139F

B@CD)然后加上相应的注释$虽然显得有点繁杂$但误

解也就随之消失了#'%

!

此外$文化陷阱也会阻碍翻译工作的进行$从而干

扰正常的交流!在对两种不同语言进行比较时$通常会

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不同文化中$表述同一概念的表达

在联想色彩上迥然不同! 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联想

色彩的语句被称为文化陷阱! 如果译者对于目标语的

文化掌握得不够娴熟$误用了某些语句$通常认为他们

掉进了文化陷阱! 例如$(43:478=F8CD)"衣服款式#很容

易被译成(乌龟领)$这种译名极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因为乌龟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贬义形象$ 所以译为

(高领上装)会更好! 而广州的别称(五羊城)曾被译为

(G.A8=H@94 I.41)$这一译名会使西方人很不舒服$因为

他们认为羊是好色的动物$所以译为(G.A8=8J8 I.41)

会更好#"%*(K=*(<

!

三!减少误译干扰的补救措施

译者$作为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文化媒介$必须

在不使用词典的情况下现场准确地解释和传达交流双

方的讯息!然而$成功的跨文化语言交际通常取决于交

流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

"一# 译者需要具备的素质

众所周知$ 口译必须翻译交流过程中的每一个表

达$它通常表现为两种模式&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 在

正式场合用交替传译$在会议现场$译员通常和与会代

表坐在一起$边听边作笔记!交替传译的一项重要技能

是做笔记$ 因为很少有译员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住整段

文章的所有细节! 但是口译员与速记员的笔记有很大

的不同$因为译者必须要把发言翻译成目的语$但用源

语言做笔记则增加了译者的工作难度!

许多专业口译员创造了自己的(表意文字)符号$

不仅可以使他们记下发言者的话$ 而且可以在不受语

言约束的情况下了解交流者的心理! 从而使译文更地

道$不受源语言的束缚!

一般来说$一个优秀译者的主要能力包括&对两种

文化都有所了解且对两种语言的词汇都有很好的掌

握$ 还要能够把一个想法用两种语言明白扼要地表达

出来! 一个好的译者在交替翻译中要有出色的记笔记

的能力$口译员必须是良好的公共交际者$他们善于快

速的理解意思并且解决复杂的语言学问题!

"二#交流者与译者的良好合作

为了提高与来自异文化人士交流的效果$ 交流者

应该寻找具有以下素质或资格的人!首先是相容性!交

流者需要译者与他们相处融洽$译者既不能盛气凌人$

也不应胆怯!二是民族的相容性!交流者需要的译者要

与其同族或非常接近同族$ 要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或种

族背景!第三是方言知识$该交流者的译者应该讲与交

流者相同的方言! 最后是对交流者所在领域及术语的

专门知识的了解当使用译者时$ 交流者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简化这一复杂过程!在会议%演讲或谈判开始

前$交流者最好就其基调%内容和目的作简要解释'温

习任何一个将要用到的技术术语' 请翻译简要介绍那

些对演讲或谈判可能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差异%目光接触

潘荣成&论译者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干扰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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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非言语行为# 询问与演讲或谈判有关的当地习

俗$如合适的演讲或谈判时间$群众的时间观念#询问当

地不成文的规定% 在演讲或谈判时$沟通者最好说话速

度慢些$以确保译者能够理解% 讲相对较短的句子$经常

停顿$发言时要面向观众$而不是译者% 交流者自己要会

用其他语言表达问候和告别$ 避免使用不雅或猥亵语&

俚语&区域方言&缩略语&术语&俗语% 演讲或谈判结束

时$概括要点$明确任何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

%

简而言之$只有在三方之间!发送者和译者之间$

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译者和接收者之间"建立和谐关

系$才能有效发挥译者的作用%只有通过这三个角色的

良好合作$误译的干扰才可能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沟通

的效率和效力才能达到最大化%

四!结束语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译者也是一样% 一方面$

译者参与交际过程可以消除不同的语言和其相关文化

造成的沟通障碍%另一方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由

于同义现象& 等价语缺失& 文化差异等因素带来的阻

碍$即使译者熟谙源语&目标语及其文化$他也仍旧可

能因为误译而导致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误解%所以$

译者也成为了阻碍者% 因此$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译

者扮演着桥梁与干扰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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