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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多样性"通过翻译行为的实施去缩小差异"达成语言间的妥协$ 奈达从生

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归纳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实则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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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发展步伐不断推进#国际接触与交流日

益频繁#翻译行为几乎随处可见$ 然而#翻译绝不是一

种任意发挥%随心所欲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很

强的综合性的语言文化行为$ 通过翻译实践和理论研

究#笔者认为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始终伴随着

翻译行为的存在#且二者相互交融#缺一不可$ 笔者曾

撰文指出&'限制性与创造性之间虽对立但又互补#创

造性需要限制性贯穿于翻译行为过程始终#限制性促

使创造性能在更高层面上更加完美地既体现出译者

对原文的忠实#又展现出通顺的译文$ (

E?F换句话说#人

类自有翻译行为以来#限制性与创造性则始终贯穿于

该行为之中#因此#没有限制性的约束和创造性的发

挥#可以说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沟

通#不同文化之间就难以实现真正的交流与融合$ 随

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浪潮的不断高涨#翻

译事业还将得以更加突出地推进#与此同时#文化对

翻译的支撑功能愈发突出#对翻译的影响因素愈发彰

显$ 人们必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文化与翻译的

关系#只有完全明确地把握翻译的性质#更好地指导

自己有效实施翻译行为#方能达到准确传达意义的目

的$

一$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密切联系

自 ;>世纪 <>年代起# 一大批国际顶尖的文化学

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极大的

兴趣# 进而发表了不少深刻的翻译理论见解$ 与此同

时# 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也走出原先仅仅将翻译行

为的研究着眼于语言文字转换之上的狭隘观念# 而将

视野放置于文化交际和比较文化等更加宏大的层面上

去研究和审视翻译$ 这就是在翻译界被称为文化研究

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这么一种特别的

景象$ 他们的观点集中表现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

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

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

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 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

诸多因素之一$ (

E;F时至今日#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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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简称为!文化转向"的景象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翻译行

为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更加明确了翻译学科

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它对于当

今的翻译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对

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给予了不可低估的

影响$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承载着某一民族丰富的文化信息#甚而包括着该民族

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蕴含着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价值

观#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事

实正是如此#!任何文化交流都必须以翻译为前提#离

开了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

!"#究其

原本#!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

!$#翻译作为在人

类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行为# 是依托于语

言而完成其自身任务的# 因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

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

的语言活动$ 然而#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决

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在历史长河中#语言记录了人类

文明的发展#反映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发挥了在交

流%传播%延续和发展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

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

也仗着它来推进$"

!%#这就更为明确地表明#基于信息沟

通与思想交流所需的翻译行为的表层载体是语言#但

其底层基础则为文化$没有文化的支撑#则没有翻译行

为的真正运行与实质性实施$ 美国著名汉学家 &'()

*++)+, -李达三.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

命和营养# 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

另一种语言# 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

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 "

!/#

来源于拉丁文的英语单词 012314+# 本为 !耕种"%

!栽培"等意#后逐渐衍生为现有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诠释繁多#其定义多达一百六

十余条#但其要旨均离不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那就

是人类所共有的文明精神#英国学者泰勒'567 8,2'4#

9:;9(给!文化"下了个最为权威的定义&!所谓文化或

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

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

内的复合性整体$ "

!;#人类具有着共同的本质性的创造

性能力#这种能力推动着文化的前进与发展#体现出了

人类共同的文明精神$虽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

分别孕育着不同的文化# 但这些不同的文化却体现着

人类文明的本质性能力# 也就是从深层意义上反映着

人类的共同能力$然而#不同的文化毕竟体现着局部的

同一性# 因为不同的国家的民族活动多样性与观念的

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多样性# 这就是文

化差异渊源的形成$ 这种文化差异在以翻译为桥梁进

行不同文化之间沟通时则会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

冲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文化的

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

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因此#不同的

国家间语言的迥异是存在着的现实# 不同文明间的差

异也是现实# 文化间交融时的碰撞和冲击更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所以#只有面对这一切#通过翻译行为的实

施去缩小差异#达成语言间的妥协$

二!翻译行为所面临的文化限制

翻译是在不同语言间进行意义转换的行为$ 然

而#不同语言所属于不同的语系%有着不同的文字形

式和语法结构#再加上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与所处

的物质生活环境等的不一#因而引起思维方式的差异

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则直接导致翻译不能只是简单

的文字转换#而必须是在形式转换基础上突出意义的

传递$ 在这种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既为客观

要求%又是主观需要的限制#这就是以翻译标准为主

要标志的对译文提出要求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面上是

翻译标准所要求的限制#实际上则为在翻译中不可避

免的文化传递的需求所产生的限制$ 在此基础上#我

们则可认识到这种限制其实就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

的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碰撞与冲击$ 因此#!必须以

*忠实+与*通顺+为前提#既能正确地吸纳理解源语文

本的语言文化精神#又能准确将其语言文化实质传达

到译语当中$ "

!9#

奈达曾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

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归纳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基于

以上分析# 这些文化因素实则为两种语言转换时必定

碰到的文化障碍# 这种文化障碍在翻译行为的实施中

则可视为文化限制$ 以下根据奈达之归纳作出相应阐

述$

!"生态文化!#$%&%'("

一个国家所处的生态环境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

的生态文化$ 其生态环境在于该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其地理位置所导致的气候条件# 以及由此产生的动

植物生存的环境条件#由此影响到该民族的文化#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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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地域性蕴含于文化之中!作为岛国的英国"基于

历史上航海业较为发达的原因" 因此语言中出现诸多

与海洋# 船和水有关的短语" 如$%!""# $%"&& '"()

(*$+, -./,0'(奋力图存)"%&.12 3,4$0, /', -1%5'(顺风航

行)等! 中国则为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既有

丛山"又临海面"因此"%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到黄

河心不死'"%人心齐"泰山移'等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

特有的地域色彩!英国古代耕地主要靠马"马在英美文

化中则为勤劳与吃苦的象征"而中国自古耕地靠牛"因

此耕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着勤劳!因此"英语表达

%.& &/0$%6 7& . 8$0&,'"而译为汉语则为%力大如牛'!

!"物质文化!#$%&'($) *+)%+'&"

任何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产品都是

文化的物质载体" 而衣食住行是物质文化中最为主要

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常常直接反映着人们生活中的

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 从物质文化方面对英汉两种语

言进行对比实可看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 从服饰的

角度看" 英语里有 %9.:!,/'(夹克衫)#%/;<,5$'(燕尾

服)#%:$-*$= &;1/'(牛仔服)*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

%长衫'(:8,$%6&.>)#%中山装'(?81%,&, /;%1: &;1/)! 从

食品的角度看" 英语中有 %&.2.5'(色拉)#%:$44,,'(咖

啡)#%8.>*;06,0'(汉堡包)#%8$/ 5$6'(热狗)等*中国食

品%汤圆'#%粽子'和菜名%全家福'#%龙凤会'等"无不

体现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追求祥和的情感" 虽可

分别意译或音译为 %01:, 5;>#21%6'#%@$%6@1'#%&/,-,5

.&&$0/,5 >,./&A'$/:'#$/:''# %&/,-,5 &%7!, 7%5 :'1:!!

,%'"但实在难以在英译中将其承载的文化含义和韵味

再现!

,"社会文化!-./($) *+)%+'&"

一个民族和社会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关

系#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均由社会文化所承载"具

体体现于人们的交往与关系之中" 包括各种场合的见

面礼貌行为和用语"涉及人际之间关系的称谓用语"甚

至涉及到人们对于颜色词的联想! 如汉语里对于亲属

的称谓非常准确"且都可用于直接面称"分为伯#叔#

舅#姑#姨#婶等等"而英语对于亲属的称谓粗略含混"

几乎只用%;%:2,'和%7;%/'通称! 英美人见面打招呼总

是%B,22$+ '#%B1+ '#%B$- 70, =$;C'#%D$$) >$0%1%6+ '"

而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常用%你去哪儿E'#%吃饭了吗E'#

%干什么去E'其实这些招呼并非真要问点什么"而只是

打个招呼的托词而已" 但西方人却对诸如此类的问语

非常敏感"且回答也十分认真!英汉对于颜色的含义联

想差别很大"英语中说%/$ &"" 0"5'意为%火冒三丈'或

%大发脾气'"但汉语说%开门红'则使人联想到好事总

是伴随着事情的开端!

0"宗教文化!1&)(2(.+3 *+)%+'&"

几乎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由此宗教

文化在人类文化之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广大民众心中存留下了浓厚的影响" 在语言中显示出

了明显而特殊的痕迹! 西方国家的人们大多信奉基督

教"笃信上帝创造世界"以为世上一切均照上帝旨意所

安排" 由此在英语中就出现不少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

表达"如%D$5 8"2# /8$&" -8$ 8"2# /8">&"2+"&'(天助自

助者)#%*".0 $%"&& :0$&&'(背十字架)等! 从历史上看"

中国民众一直接受着佛教#道教#儒教的影响"语言中

就有诸多这些宗教相关的表达"如与佛教有关的%苦海

无边"回头是岸'#%借花献佛'"与道教有关的%道高一

尺" 魔高一丈'#%悬壶济世'" 与儒教有关的 %三纲五

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语言文化!5(62+(3%(/ *+)%+'&"

不同的语言分属各自不同的语系" 这就使语言间

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语调层面#语法

层面"以及组字#发音#修辞#结构等方面! 英汉两种语

言具有各自的独特形式"既显示出各自的语言美感"同

时也给两种语言的转换带来困难和障碍" 甚至形成极

大的限制"影响到可译性的程度!如汉字一个字一个音

节"再加上四声音调"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展示出汉语

独有的双声叠韵美" 欲在汉译英中传达其美其韵则是

难上加难*与此同时"英语的单词重音#句子重音#连读

等所构成的轻重缓急和意群等所带来的特别韵味也实

难在汉译中得以传达!

三!翻译行为所包含的文化创造

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沟通桥梁" 必然需要在两种

截然不同的语言间面对差异#寻求语言的转换"从而实

现信息的传递!在此过程中"译者必定会展示出自己的

创造功能" 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翻译行为的创

造性!

中西文化的差异必定导致汉英两种语言语用意义

的不同" 译文与原文在语用意义上不完全对应或完全

不对应的状况常常出现"因此"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必然

需要根据中西方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选取合适有效的

策略与方法"以实现译文与原文间的语用等效"真正实

现翻译行为的原本目的! %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差异性

FG



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

!"#

在此过程中的思维转换和文字表达程序则体现着翻译

行为的文化创造" 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文化创造理解为

对文化进行创造或是创造某种文化! 而应理解为一种

独特的在文化层面上所进行的语言创造" 这种创造需

要以语言理解为基础! 对两种语言所依附的文化内涵

充分领略!解其含义!悟其深刻!采撷要旨!获取精华!

联想对应!巧妙再现" 王佐良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

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

! 只有成为了如此的文化人!

方能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呼风唤雨!游刃有余&

奈达在其'语言(文化)翻译*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

$功能对等%理论!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放到更为重要

的位置上+翻译是伴随着文化交流而出现的!其主要任

务就是要把一种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之

中!因此!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则可将翻译的结果视为

文化再现,&'()'*+ *+,--+,*,.&+-&文化再现应包括两个

方面的要旨!一是要再现源语文化特色!也就是译者不

能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民族的文化色彩! 务须保持源

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忠实地将源语文化再现给

读者. 二是在再现源语文化信息时不须拘泥于原文的

字面意思! 而是要在深刻领略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之基础上再现原文+ 现从以下六种方法进行论述+

!"归化策略!转换法"

是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 译者或使用译

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象来生动地道地传达

原文内容!或把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转

换成译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这就是

所谓的译者向译文读者靠近的策略 + 如将 $/-+.0

12.+3 (45+ 6,)+*%译为$挥金如土%!将$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译为$78+*3 -2))+* -*,49+9 :49 26. -2)%+

#"异化策略!直译法"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 使用相当于原

文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 在传达中尽可能保留

源语的文化特征!以使读者的文化视野得以开阔!相互

丰富语言表达!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就是所谓的译

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策略+如直接将$跑了和尚跑不了

庙%译为$;:+ 12.5 1,3 *'. ,6,3< =') ):+ )+1-(+ &,./)

*'. 64): :41%!将$>82*3 )26+*%译为$象牙塔%+

$"文化调停策略!意译法"

是以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 用跨文化

的所谓$对等%词语来表达源语的文化信息+然而!这种

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源语文化的意象

损耗或缺损+ 如将$>) 49 , ?*++5 @4A) )2 32'%译为$这是

图谋害你的礼物%!将汉语成语$得陇望蜀%译为$B.+

&2.C'+9) =*++09 ,--+)4)+ A2* ,.2):+*%+

%"译注法

是处理原文中一些历史事件0人物0典故的文化色

彩的方法!常常是先直译相关词语!然后再使用增词或

加注等方法说明或解释文化背景& 此方法不仅可以将

原文的文化色彩保留于译文中! 而且有利于读者对原

文物象的理解& 如将具有历史典故的表达 $三个臭皮

匠! 顶个诸葛亮% 译为 $;:*++ &2==(+*9 64): ):+4* 64)9

&21=4.+0 +C',( D:'@+ E4,.@< ):+ 1,9)+* 14.0%&

&"音译法

是针对一些源语文化中特别的物象无法在译语中

找到合适的替代语! 而只能使用音译的方法直接移植

到译语中去!这样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

可通过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译语语言文化& 如将$功夫%

译为$52.@A'%!将$叩头%译为$526)26%!将$:39)+*4,%译

为$歇斯底里%&

'"转换与重写法

常常是指在汉译英时 $译者根据源语与译语思维

模式0语言结构的差异!对源语思维进行洗牌!按照译

语的形象思维0逻辑思维0句子结构及语篇结构对源语

进行重组!重组时用源语在脑中重写原文!然后再将重

写后的符合译语思维和语篇结构的文本以译语加以重

写& %

!$$#如1$咫尺西天%原译为$8+*3 &(29+ )2 ):+ 6+9)+*.

:+,8+.%!意向重组后转换为$西方乐土一步之遥%!最

终译语重写为$, 9)+- ,6,3 A*21 ):+ 6+9)+*. -,*,049+%&

四!结 语

不断发展奋进的中国正在更加广泛的进行国际交

往!既加强$译入翻译%,4.F&214.@ )*,.9(,)42.-!更强调

$译出翻译%,2')G@24.@ )*,.9(,)42.-!翻译实践与翻译理

论的不断研究与探讨也随之不断深化和加强& 应该明

确!$文化的全球化应该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

提!充分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0各民族0各种族的

差异性& %

!$H#因此!只有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方能促

进交流与沟通!方能促进理解与融合!为此目的!对于

翻译行为限制性与创造性和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探

讨必然会更加深入&只有在如此的不断探索与发现中!

方能更好地推动实践0完善理论!为人类间更加频繁的

交往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从而$促使我们达到人类兄

弟之情的一个高级阶段%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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