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 Vol. 6 No. 22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科研

基于跨文化视域下的德语翻译策略研究
田怡萱　刘梦可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基于跨文化视域下的语言翻译应明确不

同地区文化情况，确保翻译结构与内涵所一致。在全球化背景下，德语翻译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更涉及文化交流和理解。本文首先强调

了跨文化视域下德语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当前德语翻译中面临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包括立足文化补偿

视角完成翻译、在翻译中加入文化借用策略、采用文化置换策略以及德语翻译中的文化删除策略等，旨在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障碍，

提高德语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促进中德两国文化的有效交流。

关键词：语言；翻译；翻译策略；跨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两国交流的重要桥梁，德语翻译在促进

两国文化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

由于中德两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德语翻译过程

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难题和挑战。因此，基于跨文化视域下的德语

翻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跨文化视域下德语翻译的

重要性、存在的不足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提高德语翻译的质

量和准确性，促进中德两国文化的有效交流。

一、跨文化视域下的德语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语言作为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桥梁，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德语，作为欧洲大陆的重要语言之一，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语言魅力。跨文化视域下的德语

翻译能够将不同文化相联系，促使文字语言内容不再进行表层意

义的转化，而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具有十分的重要性。一

是有助于减少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冲突。由于中德两国在历

史、宗教、传统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德语翻译

过程中往往会被放大，导致译文在传递信息时出现偏差。通过对

德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

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表达信、达、雅，从而更准确地传

达原文的意思，减少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冲突。二是有助于

推动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随着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德语翻译作为两国交流的重要工具，

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效果。通过

对德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把

握两国文化的异同点，从而更加精准地传递两国文化的精髓，推

动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有助于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

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多

样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德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

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

系，从而更加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二、基于跨文化视域下德语翻译的不足

（一）德语翻译思维方式差异

不同国家对外界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与理解，在思维方式上

有着差异。德国语言表达具有严谨的结构与明确的语义，对事物

的分析与理解更加客观，而中国语言表达则更追求意境和隐喻，

善于运用综合性思维，提倡象征的意义和事物的主观意义。思维

方式的差异给德语翻译带来了诸多挑战。对习惯了中国文化思维

方式的译者来说，理解德语中的严谨逻辑和精确表达可能存在一

定的困难，可能会因为对原文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译文在逻辑

结构或语义表达上出现偏差，或由于中文语言更为含蓄，难以完

全按照德语原文的结构和语义进行直译。

（二）中西方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以及语言表达。在德语翻译中，中西方宗教文化差异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难题。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德语原文

中大量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和表达，在中文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

表述，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理解和寻找合

适的中文表达，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三）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念差异

文化概念在不同国家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引发对同一件事情

的思考维度也截然不同，更深刻影响着句子结构、篇章逻辑以及

文化内涵的传达。中西方传统文化在历史、地理、艺术等领域存

在差异，导致在德语中常见的某些文化典故、历史事件或艺术作

品在中文中并不为人所熟知，给翻译者带来较大挑战，使得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同时灵活运用中文

的表达方式，以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涵。

三、基于跨文化视域下德语翻译的优化策略

（一）立足文化补偿视角完成翻译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形式产生了文化

差异，促使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困难。面对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念

的差异，可立足文化补偿视角完成翻译，通过补充、解释或调整

译文内容，以弥补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和表达上的不足，促进

德语翻译优化。文化补偿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中西方文化背景知

识，译者需要了解两种文化中的特定概念、价值观、习俗和传统，

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准确识别并处理文化差异。通过深入了解原文

的文化背景，译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原文的意涵，从而为翻译提供

准确的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文化

补偿。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或解释，通过注释或

解释补充原文中的文化背景信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中的文化

概念或表达方式，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原文的含义。译者还

可以通过调整译文的表达方式来实现文化补偿。例如，当原文中

的某个词汇或表达方式在中文中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词汇时，译者

可以采用意译或转译的方式，将其翻译为与原文意思相近但表达

方式不同的词汇或短语，保持原文的意涵不变，使译文更符合中

文的表达习惯。再例如，译者可采用归化结合部分异化的方式，

建立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增强不同文化信息量，为译文提供全新

成文，将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化特色展示出来。此外，文化补偿需

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读者的文化



0812024 年第 6 卷第 22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科研

背景和知识水平，调整译文的难度和风格，以确保译文易于理解

且富有吸引力。通过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可以更好地传达

原文的信息和文化内涵，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二）在翻译中加入文化借用策略

跨文化视域下的德语翻译旨在促进德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

流，应克服语言交流障碍与不同文化理解障碍。在跨文化德语翻

译过程中，为了克服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念的差异，译者可采用文

化借用策略来优化译文质量。文化借用策略是一种灵活的翻译方

法，旨在通过借用目标语言中的文化元素来更好地传达原文中的

文化内涵，从而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且易于理解。文化借用这

一概念，最早由赫维与希金斯提出，具体是指将源语言逐字逐句

转移为目标的一种文化置换方式，主要是因为在目标语言中无法

找到相匹配的对等形式，被借用表达的词语可能不需要经过任何

的改动或简单的修改，在翻译中可理解为直译或异化翻译的范畴。

首先，文化借用策略要求译者对两种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在翻译

过程中，译者需要识别出原文中的文化元素，并理解其在原文中

的含义和作用，还需熟悉目标语言中的文化元素，以便找到与原

文中文化元素相似或相关的表达方式。其次，丰富应用策略。在

翻译中加入文化借用策略时，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主要包括

以下方面：一是直接借用法。当原文中的文化元素在目标语言中

存在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时，译者可以直接借用该表达方式，直

接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保持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二是类比

借用法。当原文中的文化元素在目标语言中不存在完全对应的表

达方式时，译者可以寻找与原文中文化元素相似或相关的表达方

式进行类比借用，在保持原文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使译文更加符

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三是创新借用法。在某些情况下，译者

可能需要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这种创新

借用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确保新创造

的表达方式既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涵，又能够融入目标语言的

文化背景中。文化借用策略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译者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

性，同时保持谨慎和尊重的态度，避免在翻译过程中过度借用或

曲解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三）文化置换策略

文化置换策略是一种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替换

为目标语文化中相对应或相似的元素的方法，其核心在于识别原

文中的文化负载词或表达，并找到能够在目标语文化中引起相同

或相似联想的词汇或表达。在德语翻译中运用文化置换策略是指

译者将需要翻译为德语的文化信息转移到德语文化中，对文化信

息进行替代翻译。在德语翻译中，文化置换应用尤为重要。由于

中德两国在历史、地理、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许多

在德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或表达在汉语中可能找不到完

全对应的词汇。在具体应用中，译者需要运用文化置换策略，将

德语中的文化元素替换为汉语中具有相似文化内涵的词汇或表达，

主要可选择以下方法：一是词汇置换法。在翻译过程中，将德语

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替换为汉语中具有相似文化内涵的词

汇。例如德语中的某些节日或习俗词汇在汉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

词汇，译者可选择使用汉语中与之相似的节日或习俗词汇进行置

换。二是表达置换法。对于德语中某些独特的表达方式或句子结

构，如果直接翻译成汉语可能会引起误解或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

译者可采用汉语中类似的表达方式或句子结构进行置换。三是意

象置换法。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德语中的某些意象可能在汉语中

没有直接对应的意象，译者可寻找能够在汉语中产生相似意象的

词汇或表达进行置换。在应用文化置换策略时，翻译者必须确保

所选择的置换元素在目标语文化中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效

果，以避免产生新的误解或文化冲突，注重尊重原文的文化特色，

尽量保留原文中的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德语翻译中的文化删除策略

在跨文化视域下进行德语翻译时，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

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某些源语言中的文化元素在目标语言中

可能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或者即使找到对应表达，也可能

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误解或混淆。对此，译者可选择文化删除策

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文化删除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可

能引起误解、冲突或冗余的源语言文化元素进行删除或省略。这

些文化元素可能是源语言特有的习俗、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

等，其在源语言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可能

并不被理解或接受。从文化交流视角分析文化删除方式与文化置

换方式类似，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减轻阅读者的理解负担，采用

人为方式进行文化转化，但区别在于文化删除，注重将原文章的

部分内容进行删除，让阅读者认为其没有存在的内容，而文化置

换则是对原文内容进行更大的牺牲，采用手段对德语文化与其他

语言文化进行文化差异缩减。在德语翻译中，文化删除策略的应

用需要谨慎而灵活。译者需对源语言文化元素进行细致分析，确

定它们对于文本的整体意义和作用。如果某个文化元素对于文本

的理解并不关键，或者它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可能引起误解或冲突，

那么可以考虑将其删除。在删除文化元素时，译者需注意保持文

本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被删除的文化元素虽然不再出现在译文中，

但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在译文中得到体现。例如，

可以通过增加注释、解释或改写文本的方式来弥补被删除文化元

素所带来的信息损失。此外，译者应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

背景和阅读习惯，若目标语言读者对源语言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或

兴趣，应适当保留一些文化元素，以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文。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德两国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德语翻译

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将不断提升。德语翻译强调将所包含原文意义

的语句全部表达出来，在跨文化视域下进行分析研究，表达出语

言国家的作品与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地理与风

土民情等，对促进中德交流与促进德国文化推广具有积极作用。

但目前，德语翻译中存在着德语翻译思维方式差异、中西方宗教

文化差异以及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念差异等不足。针对这些不足，

本文提出了文化补偿视角、文化借用、文化置换以及文化删除策

略等优化策略，最大限度接近原作者所表达的作品含义，减少文

化差异带来的翻译障碍，提高德语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促进中

德两国文化的有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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