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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交际翻译对加快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其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桥接

作用$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应牢牢把握思维模式差异性对民族语言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及

决定作用"熟谙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是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的具体体现$ 为了切实履行好文化调解人的固有职

责"译者应该对汉民族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一些特殊汉语表达方式进行深入剖析"并合理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译

文能够真正地被异域文化接受"将%排异反应&降到最低值$这势必会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跨

文化交际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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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

过去 ;>多年中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那种把翻译

看作是信息在语际间的简单转换的传统观念已经遭到

了人们的摒弃$众多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思维%

语言和翻译三者间关系的研究# 最后在把翻译作为涉

及到原作者% 译者和译入语读者三个方面的一种跨文

化交际活动上达成了共识$不同的实践活动#导致不同

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最终通过语言体现出来#同时会

慢慢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集体无意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传承性# 决定

着人们的思维方式E?F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客观世

界的反映具有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他们以不同的思维模

式来反映客观世界$受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对于同一

事物#他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给跨文化交际造

成了障碍$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由于原作者和译入语

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这就常

常造成理解障碍和误读$ 这就需要作为文化调解人的

译者在处理由思维模式不同而造成的交际障碍时#采

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帮助译入语读者跨越文化障碍#

从而获得对文本的正确解读$

如果译者能熟练把握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的

体现#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汉英翻译提出

一些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便能促进跨文

化交际的纵深发展$ 张海涛曾就中英思维模式对翻译

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翻译过程中有三大

重要因素#一是翻译客体!原作"#二是翻译主体!译

者"#三是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而唯一能作用于

翻译客体和翻译主体的#就是思维#思维是语言转换的

基础#这就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的限

制E;F

$ 周志培指出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而思维模式则是

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这就是语际翻译的可能性基础E=F

$

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固有的特征#这就有碍于跨文化交

际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

断发展#找出造成文化交流障碍的原因所在并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使译者成为跨文化交际的&调

解人'#无疑会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起到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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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

二!身份的确立

纵观中西方翻译史" 人们对于译者的身份有着不

同的界定!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把译者界定

为#解释员$%!" #$"%&'&%(&和'演说家$%!" )&*")&&(斯帕

尔)德)田德认为译者是模拟原物的画家" 他描绘模特

儿的容貌"只模仿但不创新"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译者

就不再是译者"而变成了作者"变成了从事创作的人(

法国杰出翻译理论家巴托根据译者的任务来把译者界

定为原作的'仆人$

+,-

"他必须处处跟随作者"如实地反

映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

中国的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 然而鲜有提及译者

身份! 较早是在*周记+和*礼记+两书中有周王朝翻译

官职的记载"*周记)秋官+,'象胥" 掌蛮夷闽貉戎狄之

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

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礼记)王制+,'中国. 夷. 蛮"

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达其志"通

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据

*国语)周语+记载"周代译员又统称为'舌人$"即'//

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

会与之$

+.-

( 后来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为波澜

壮阔之事"其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如安世

高.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等! 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

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言论和见解" 但都鲜有涉及译者

身份!

无论把译者称为'解释员$也好"还是'舌人$也罢"

其本身职责仍然是通过自己的加工%即翻译&把源语的

诸多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译入语读者! 而在这个加

工过程中"一方面译者得极力贴近源文"另一方面"译

者得极力迎合意向读者的要求(但无论如何"最后的成

品%即译文&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译者的痕迹! 在跨文

化交际翻译中"这种'奔跑$于源文和意向读者之间的

译者正如日常生活中遇到双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周

旋于当事双方之间"最后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的调解人!

于此"不妨把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译者称为'文化调解

人$! 这样的称谓有利于提高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使其

在读者面前不再是个'隐形人$"促使其更能充分发挥

主体性" 积极地投入到传播丰富多彩的源语文化当中

来"使译文真正起到'调节$的作用"将两种文化合二为

一"产生新的文化实体"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璀璨的世

界文化!世界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语言"在跨文化交际翻

译中"对译者来说困难之处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依附在

语言上的文化意蕴!

三!职 责

当今翻译研究已经深刻意识到探究源文化产物与

其在目的文化中的转换物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 这就

要求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在处理源文化产物并呈现

他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这样

翻译就成了两种不同文化冲击的代表!在此背景下"文

化调解人%译者&的工作就显得异常重要!翻译"特别是

跨文化交际翻译是一项不断接近他文化空间的活动"

无论是从语言层还是符号层" 我们对另一种文化的完

全认识都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处于两种文化碰撞之夹

缝中的文化调解人很难作出抉择!

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

的!在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人们赋予了语言历

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文化调

解人不仅背负着这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他/她还必须在

两种语言文化所构建的网络中绞尽脑汁地进行诠释和

表述! 于此"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的调解行为%翻译

行为& 就会受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强势或弱势意

识.文本语言本身.主流意识形态对译文的期望.大众

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力等因素的操控!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 译者首先要接受并尊重文

化差异" 并能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不同文化间难免

的差异和冲突"才有了当今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如果

翻译行为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进行" 那么译者正是付

诸这种行为的文化调解人!此时"译者必须保证它们在

公平的条件下参与调解%翻译行为&"并在实施调解的

时候做到不偏不倚" 更不能妥协于所谓的主流强势文

化而肆意贬低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文化! 如果调解人

%译者&在调解过程中有失公允"缺乏对源语文化的尊

重"对源文肆意处理或美化"那最后生成的调解书%译

文&势必会加深两种文化的冲突"从而译者根本起不到

调解人的作用"反而会让两种文化的'积怨$更深"而作

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也会处于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

地!其次就是在面对两种迥异的文化的时候"译者的主

要任务就是应该竭尽全力"灵活运用调解技巧"促使双

方都能接受的调解协议书%译文&的生成! 这份调解协

议书就是 0)12眼中的'第三空间$

+3-

"这是两种文化的

杂合+4-

! 因为文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通过两种文

化的杂合"源语文化得到了发扬和光大"而目的语文化

也得到了充实和丰富!

四!面临的挑战

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英汉民族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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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相同的判断!推理!演绎和归纳等能力"即#英汉

民族有着相同的思维能力" 但英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

言#它们以不同的思维模式来反映客观世界"周志培指

出#$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而语言则是民族性的" %由此#

不妨大胆揣度#思维能力是人类共有的#而思维模式则

是具有民族性的"

英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英汉语言表达

方式的不同# 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又反映着其固有

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对语言具有重要影响#各民族的

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各民族固有的思维模式#

如果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对由思维模式差异而引起

的语言差异能够得以准确把握# 这对他们在跨文化交

际翻译中履行好调解文化冲突的职责是至关重要的"

思维模式差异导致中英语言在表达上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 英语表达方式重抽象而

汉语表达方式重具体&英语表达方式喜用$物%当句子

的主语'无灵主语(而汉语喜用$人%当句子的主语'有

灵主语(等等"

五!翻译策略

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翻译中# 作为文化调解人的

译者# 应就不同的表达方式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策

略#促成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以发扬和光大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限于篇幅#笔者谨提出对上述三种不同表

达方式的英译策略"

"一#汉语的意合性

在处理意合性汉语表达方式的时候#作为文化调

节人的译者首要任务就是要分清句子中的主次成分!

概念性前提#动作的承受者等" 根据不同的句型#灵活

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传其言#达其义" 汉语拥有大

量的没有明显关系词的从属性复合从句#这样的句子表

面看起来就像是并列从句#但认真分析后#其主句和从

属部分的关系就跃然眼前了" 在处理这样的句子的时

候#常将其翻译为英语从句" 如)人'若(不犯我#我'则(

不犯人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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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到醉时方觉醒# 醒时难得醉时清 '4( $. &'( -&($% '&".

5"(. 0/-&, (6*( 6" 5"(. .'7"/ *&0 $( $. 0$88$+-%( 8'/ 6$9 ('

5"( *. .'7"/ *. 6" 5"(. 0/-&,(

1:;

"由上可以看出#英语从

句的使用#使得译文语义更加连贯#行文也更加流畅"

"二#汉语的具体性

受具体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汉民族常用具体!形象

的概念来表达抽象!虚幻的事物&然而英语民族习惯用

表示概念的东西来对具体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 而不

是借助于具体的实物"在跨文化翻译中#主要处理方法

就是借用英语抽象名词来替换汉语中的表示具体事物

的名词"如)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

饽+了#都抢不到手%'曹雪芹!高鹗,红楼梦-(&'<$.=>"&

*&0 (6" '(6"/. +'99"&("0 >',$&5%?@ $A$(6 6"/ 9$.(/"..

$%% .6"+. $& .-+6 5/"*( 0"9*&0@ "B"/?'&"+. (/?$&5 (' 5/)7

6"/%('杨宪益!戴乃迭译(" 又如)住在上海$弄堂房子%

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关心的 '叶圣陶 ,看

月-(&'C"'D%" %$B$&5 $& (6" .9*%% *%%"?#*?. '8 E6*&56*$

D*? %$((%" *(("&($'& (' (6" #*F$&5 *&0 #*&$&5@ '/ (6" B$.$!

7$%$(? '8 (6" 9''&('张培基译(" 经过这番替换以后#更

能适合英人的表达方式#也更能被英人接受#已促使文

化精髓的对外传播"

"三#汉语的有灵主语

传统的汉语思想认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喜欢把

自然人化或人自然化#崇尚$天人合一%" 在其漫长的历

史演变过程中#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以人生为本位#

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本体型

思维方式1GH;

#这就逐步形成了主体思维模式" 受该思维

模式的影响#汉语句子常用$人%等有灵词语作为句子的

主语" 而英语民族则把自然放到人类的对立面#把自然

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他们认为#只有完全认识了自然#

才能让自然为人类服务" 受这种客体思维模式的影响#

英语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无灵主语句"在处理这类表达方

式的时候#往往使用英语无灵主语句来替换汉语中的有

灵主语句#或采取重构英语主语的方法"如)我从来也没

有想到他这么不老实 '4( &"B"/ '++-//"0 (' 9" (6*( 6"

#*. .' 0$.6'&".((

1GG;

"在汉语句子中#主语是人物$我%#而

在英语表达中#主语是表物的代词$$(%#而真正的主语则

是$(6*( 6" #*. .' 0$.6'&".(%" 又如)任凭风浪起#稳坐钓

鱼船IJ'- +*& .$( ($56( $& (6" 8$.6$&5 7'*( 0".D$(" (6" /$.!

$&5 #$&0 *&0 #*B".K

1GL3

&原句中没有主语#通过在译文中

增加主语$M'-%译者实现了对主语的重构#这样的译文

才更加具有表达性#读后顿有身临其境之感"

六!结 语

在这个多元文化并置!共存与整合的时代#对话无

疑是异质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只有以平等!开放!宽

容!坦诚的姿态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使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NGO;

" 在此时代背景下#

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文化应当跨出国门# 走向世

界&而中华文化的传播于世则要依赖文化调解人'翻译

者(艰辛劳动的不断推动" 所以#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

者#应当熟谙中英文化差异#准确把握由思维模式差异

造成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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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理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履行好调解人的职责!

最大限度地弥合不同语言难以直接沟通的缺憾! 让读

者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美感!"#$

"把更多#更优秀的中华民

族文化经典介绍到英语文化中去! 以使中华文明积淀

能闻名于世#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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