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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国际化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英语在不同社会

及文化中的本地化#世界各地的英语变体应运而生$因

此英语已不仅仅限于英美和其他英语本族语国家使

用$其作为英美文化载体的角色也相应有所改变%英语

与不同的文化相结合$最终成为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载

体#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同样可作为中国文化的

载体# 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葛传? ?EF>年G?H在

一篇讨论汉译英的文章中提出的$ 后来引起很多学者

的关注$其中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认为中国英语已经

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有利工具$ 在中国人的跨

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肯定中国英语的学

者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个定义%&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

语为核心$用以表达中国特有事物与现象的一种英语$

是标准英语和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要把中国所特

有的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风

情(地理风貌等等翻译成英语$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

中国文化$ 肯定会出现很多标准英语中没有的词汇与

表达$要翻译这样一些负载汉语文化的词汇表达$若是

采用中国英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汉译英策略#

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美国翻译家奈达G;H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

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

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有意义'#译者贫乏的

文化背景知识或者薄弱的文化差异意识常常导致翻译

的不恰当# 虽然文化趋同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

势$但是文化差异性也是不易消除的$由于文化差异性

的存在$跨文化交际必然会遭遇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对

于翻译工作者来说$由于上述因素$王银泉G=H指出&翻译

中的可译性虽然占据主流$但是$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也

不容忽视#'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包含该民族的文化

信息$这种文化信息又主要由词语承载$但也可体现在

文体风格(修辞手段等形式之中#要把一个民族特有事

物或现象翻译成他族语言肯定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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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词汇在译入语当中也必然会面临词汇空缺!即

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等

语" 廖七一教授!"#把#文化负载词$定义为#标志某种文

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

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 有别于其他民

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分析已有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可以发现! 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采用汉

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翻译策略是可取且可行

的!而这又恰与中国英语部分词汇的形式不谋而合"李

文中!$#在讲中国英语的构成时提到的中国英语的词汇

主要包括&汉语借词和译借词$!而汉语借词主要就是

通过音译和译借手段进入英语的' 可见汉语拼音音译

是构成中国英语词汇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且翻译实践

中也证实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物若采用汉

语拼音拼写! 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传统文

化的特色! 激发异族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探索心

理(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示民族语言的风格!无形中起到

了推动汉语影响的作用)

北京 %&&'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的英译就曾带

来一场大讨论!其最初的英语译法是&()*+,-.*+/$!这种

译法似乎更贴近标准英语的表达!但王银全教授!0#指出

这种译法一是有错别字之嫌! 二是丝毫体现不出鲜明

的中国文化特色"在受到多方质疑之后!最后还是用的

音译的方式把它译为了&(123$!因为这一形式能彰显

鲜明的汉语语言风格! 其崭新的形象也会给国外读者

深刻的印象" 其实像&(123$这种通过音译手段进入英

语交际的中国英语还有很多! 例如 &41/51 武术$!

&6*78,7气功$和&93,7:8秧歌$等等" 就连英美报刊上

也经常出现各种中国英语! 如 &93/1*;*3, 压岁钱$%

&41.*3,7<+ 五粮液 $% &(81) =8-+),*>3?*8,/ 四个现代

化$%&@28 A*B*.*>3?*8,/两个文明$等" 这些表达显然不

同于英美国家使用的所谓&标准英语$!但包含了中国

的文化信息!经过解释是能被英语本族语者接纳的"由

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很多时候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

等语$来加以表达!例如&太极拳$如何翻译!以前有人

煞费苦心地找了个&地道$的英语表达&/53-82 C8D*,7$

*意为&拳击练习(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直接的或断然

的行动$+!但是西方人反倒不知所云!后来干脆用&?3*!

E*$这个汉语音译词来表达却受到了他们的认同) 而且

国外读者在阅读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时显然是渴望了

解中国文化的! 所以对这种异质文化是带着学习与接

纳的态度的!在&标准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语$的时候

直接用汉语音译词! 不仅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更为简单

易行! 对西方读者来说也是感知新文化的一种有效途

径!所以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而且在翻译史上!不对等

和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广泛存在的! 人们也没有因为

错误和&不忠$而否认它们是翻译!F#

)这一点进一步提示

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受制于绝对化的甚至是僵化的所

谓&忠实$的翻译标准!特别是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

候!盲目追求对等的翻译结果也是不现实的)

二!推广中国英语汉语拼音音译词的

现实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标签! 中华民族向西方世界输送文

明的过程中打下了诸如 :1,7G1!A8,G1H*3,*/I!@3*:8!

,31?!6*,7;*3,7等体现中华文化的标记!借助英语的传

播宣传了中国的特色) 中国英语中出现的带有中国特

色的词汇表达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 主要是采用汉语

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这种翻译策略一方面

能进一步宣传汉语! 弥补汉语在世界范围影响广度不

大这一缺憾!扩大汉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掀起学习

汉语的热潮( 另一方面又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利于中

国文化的输出!有益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播!在英语霸

权主义!西方文化过度泛滥的现代社会!促进中国传统

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

对中国文化学习的热情( 再一方面英语通过 &中国英

语$这个途径从汉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和短语!也丰富

和扩大了英语这门语言的表意功能! 对英语语言本身

也是一种贡献)

"一#宣传汉语$增强汉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汉语热$ 在全球不断

升温!&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方兴未艾!极大地推动

了汉语在全球的传播!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比鼓舞的

事情(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汉语在短期内是无法成

为全球性的国际语言的! 要让世界更多的人民学习汉

语,了解中国文化!还是需要更加国际化的英语来起助

推作用!让完全不懂汉语的西方人士学习汉语!显然要

用到英语对其作必要的解释说明! 这样英语与中国文

化相结合的中国英语将是教授汉语的天然的教学语

言) 笔者在孔子学院网站上就发现了大量英语与中国

特有事物结合的产物! 看到了大量中国英语汉语音译

词的实例) 例如在介绍中国国画时所用到的&@)3-*!

?*8,3. A5*,+/+ J3*,?*,7 */ ?5+ 3)? 8G J3*,?*,7 8, 3 J*+H+

8G K13, J3J+) 8) /*.: 2*?5 3 A5*,+/+ C)1/5 ?53? 23/

/83:+- 2*?5 C.3H: *,: 8) H8.8)+- J*7I+,?/L$

!M#此处的 K1!

3, J3J+)*宣纸+就采用的音译加直译的翻译方法(再例

如介绍现在汉语的流行词汇&?13,781团购$!&G1<1,浮

云$ 时也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上必要的解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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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 2-( 34&)2.$%

54&"6*7 '()$.$% )44 2-.$%* 2-)2 ,)** )8)1 9".5:41"#这样

的一些中国英语无疑能帮助西方人士更好地理解汉

语#从而推广汉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中国英语中大量汉语音译的词汇进入西方世界

后#也必然会让更多人从语音的角度发现汉语的魅力#

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 随着美国梦工厂动画大片

%功夫熊猫 ;&和%功夫熊猫 <&在全球的热播#又掀起了

一股!中国风"和!汉语风"$ 影片中的英语随处可见中

国英语的元素# 如熊猫称呼自己的师父时就用的!=+>

?-.3"" 这个拼音音译词# 就连乌龟大师也直接被称作

!=)*2(+ @"%"."#而不是用!=)*2(+ !&+2&.*("#此外该部

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已经被西方人熟悉并接受的

!:"$%3""'!=)A.)$%"'!!&"3""等汉语音译词$ 这样的音

译词肯定会使英语国家人士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强烈

的汉语语音的冲击#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起他们对汉

语发音的好奇心# 愿意模仿汉语发音并产生学习汉语

的兴趣$

!二"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

当今世界# 西方文化仍然处于世界文化的领先位

置#!许多英语文化负载词被直译甚至直接音译到汉语

之中"

BCD

#如汉堡(-)'E"+%(+)'维他命(F.2#'.$)'麦克风

('.5+&,-&$() 等词汇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中$ 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美国家借助他们语

言优势地位向全球实施文化霸权主义的结果# 使得当

今许多中国学生在过度强调学习英语的背景下忽视了

对母语及母语文化的学习# 并普遍存在用英语表达中

国特有文化困难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中国英语的

推广#能有效解决!文化失语"这一问题#提升文化自

信$ !当我们说或写英语时#往往会发现找不到恰当的

词来表达自己的文化# 中国英语也许可以弥补这种空

缺"

GHD

$ 李贵升等B;ID也指出#向西方宣传中华文化正当其

时#翻译工作者应把宣传中华文化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而要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 只有以中华文化为准的译

文才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恢复中华文化应有的位置是

每个翻译工作者都应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化元素的对

外翻译传播要把握既能保留中国特色# 又不致于与外

国文化观念产生冲突的原则来进行$

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

势必会使外国人渴望了解中国# 他们的这种渴望也迫

使他们接受其文化中没有的中国式表达# 中国英语是

基于中国文化语境所创造出来的能充分表达中国特有

事物和体现其文化内涵的英语# 但同时也必须遵循英

语的构词特点及规律# 需要具备较强的语用创新性及

交际功能# 才能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中国英语的推广#目的在于使西方读者读到

这样的译文时产生对中国文化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使

其对中国文化亲近$ 当他们读到中国英语中的汉语音

译词时# 有可能会对这样一种与标准英语有差异的的

用语产生兴趣并加以探索追寻其后的有关中国文化的

典故与来源# 这无疑将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着推波

助澜的作用$例如#在西方读者首次读到!:&82&8"这个

音译词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迷惑# 但对该词所处的

语境及词源作进一步了解之后# 可能就知道了叩头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习俗礼节# 也是古代封建社

会的一种君臣礼节$

!三"增添新的英语词汇#丰富$扩大英语的表意功

能

从英语的演变历史来看#英语是一种开放的'极具

包容性的语言#它的借用范围非常广#在同其他语言交

流与接触中不断吸收这些语言的成分而发展壮大自

己#产生了新的词汇'新的句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与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 汉语词汇渗透到英

语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以前有学者把中国英语定义

为在中国本土上#由操(说或用)汉语的人所使用的英

语#其实现如今看来#很多西方人士在海外传递有关中

国文化信息时也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中国英语# 而且很

多完全按照汉语拼音音译出的中国特色词汇已经被收

入英语词典#并作为外来语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这

在国内外的英语媒体上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中都能找

到佐证$ 例如+饮食方面的 ')&2).(茅台酒)'4&$%)$(龙

眼)'%.$%*($%(人参)'4.25-.(荔枝)等*有关宗教的词汇

也很多都是音译#如 2)&.*'(道教)'J-&"1.(周易)也叫

1.A.$%(易经)与之相关的 3($%*-".(风水)和 1($1)$%(阴

阳) 都成了英语中的流行词汇$ K-.$) L).41'%纽约时

报&'%时代周刊&' 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KKMN!

O(8*) 等一些国内外英文媒体在报道中国事务时不仅

在传播中国文化#而且也在向英语输入新的汉语借词#

都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所涌

现的这些汉语借词能有效弥补介绍中国文化时现有英

语词汇的不足# 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丰富的物质文化

生活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三$结 语

汉语文化负载词是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包

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文化负载词翻译得当不仅

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也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对一些不

可译的文化负载词#可大胆采用中国英语中的音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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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翻译策略!还有许多诸如意译"如

!"#$$ %&'#&($)*(三个代表#!衍生"如 +,-. %/01丝绸之

路$!自造词%如 *0,./)02*中国宇航员$等其他翻译策略

也值得研究!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翻译工作者作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者! 应该明

确跨文化交际的结果不应该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而是

双方各自保持自己文化中固有的内涵和形式! 在交际

中重新认识和修正自己! 使各自的文化保持旺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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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更不是让一个国家的意志屈服于另一

个国家的意志! 而是把他们协调起来共同促进人类的

美好未来& 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一定不能仅仅考虑目

标文化的接受性! 用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评判标

准!这样的翻译不利于传达原文的文化及民族特色!实

际上也满足不了译文读者对异质文化的需求! 因此在

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时应以中国文化为核心! 尽量保

留中华民族特色!以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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