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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翻译作为解决中西文化交往问题的重要桥梁，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发挥着积极作用。如若能精准把握

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借助科学的翻译技巧以及恰当的翻译手段，那么便可有效消除语言障碍，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深入交流与融合，这

对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的国际环境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简要阐述了跨文化交流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了跨文化交

流视域下英语翻译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同时，为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英语翻译提供有益启发和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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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互

动日益密切，正因如此，跨文化交流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英语，作为极其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愈发凸显。要知道，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英语翻译并非机械式

地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应综合考量双方的文化背景、

语境差异等因素，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贴切性，

更重要的是为文化交融发展搭建桥梁，让世界文化绚烂多彩。由

此看来，本文聚焦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英语翻译展开研究，具有

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跨文化交流对英语翻译的影响

（一）文化多样性

每个国家均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它们共

同影响着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明

显差异的文化表达方式。比如，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始终强调“以

和为贵”理念，倡导和谐共处，共建美好社会；而西方文化推崇

的是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直接表达。正因如此，文化差异逐渐

形成并对英语翻译带来了严峻挑战。譬如，中国文化一直以来便

将“龙”与“吉祥”“尊贵”等词语联系起来，其英语表示为“dragon”。

某企业的广告中带有“龙”的字样，在翻译时，很多时候会直接

翻译成“dragon”，目的是突出产品的强大，帮助企业树立威严形

象。殊不知，西方文化却将“dragon”视为邪恶的象征。正因未能

结合文化差异翻译，可能会导致广告效果适得其反，甚至会给企

业带来负面影响。由上可知，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

化差异不可避免。一方面，文化差异让英语翻译的难度与复杂性

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也为英语翻译创造了有利契机，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素材，孕育着不可多得的机遇。因而，英语翻

译不应忽视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反而应保持理解并尊重的态度，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交融，才有助于构建一个充满希望、多

元和谐的世界文化格局。

（二）语境依赖性

语境具体指的是语言运用时的具体环境或者背景，涵盖了多

种因素，比如语言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场合以及参与者的身

份、关系等，另外，还可能涉及文化背景、心理状态等因素。以

上因素并非独立存在，反而相互交织、彼此作用，这就造成了语

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研究表明，同一种语言，如若处于不同语

境，可能会导致含义具有明显差异，更别提跨越文化的阻碍了。

处于差异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信

仰、价值观等呈现出明显不同，因而，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事物或

者同一句话，也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反应。举一个很简

单的例子，“红色”在中国人看来往往是“吉祥”“喜庆”“热情”

的象征，但是，某些西方文化可能会将其与“危险”“愤怒”“警

告”等联系起来。正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颜色”的含义大相径庭，

在翻译时，就很容易产生歧义，甚至可能引发错误翻译的问题。

（三）价值观念差异

随着全球文化的日益繁荣，除了文化背景呈现出明显差异外，

受国家、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态势。

随着多元价值观逐步向政治、道德等领域渗透，人民群众的思维

方式、行为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正因价值观念的显著差异，英语

翻译面临着巨大挑战。从本质出发，英语翻译并非机械式的文字

转化，而应综合考虑情感、文化等因素。当英语翻译涉及差异化

文化背景时，译者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并保持对文化的高度敏

感性，以确保翻译能准确且恰当地将原表达中的价值观内涵传递

给目标受众，以实现文化共鸣。

二、跨文化交流视域下英语翻译的有效路径

（一）尊重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且其重要性逐

步显现了出来。英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与信息传递的重要桥梁，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关键在于译者对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的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并且始终保持对差异化文化理解、尊

重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交融互通。然而，在跨

文化交流视域下，英语翻译面临的首要难题为因文化空缺而导致

的语义缺失。直译虽然也能将原意传达出来，但是，往往难以表

达原文的深层次含义，也难以引发目标语国家的情感共鸣。这便

要求译者应深入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以确保翻译准确传达信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译者应全身心投入系统化学习与研究

中，重点研究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

方面的异同。这就要求译者除了应掌握词汇的准确转换技巧外，

还应深刻理解语言背后的逻辑思维。不仅如此，译者还应全面了

解英语的语用环境，尽可能熟悉其社会习俗、历史背景等，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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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语义偏差，不让文化误解的事情发生。第二，译者应学

会换位思考，换言之，在翻译时，思维应及时跳出自身文化框架，

而应尽量站在目标语言使用者的视角去思考，在此基础上，合理

组织语言，以达到准确翻译的目的，这样，也能让翻译出的文本

更受目标受众的认可。第三，译者应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意识。

英语翻译的本质并非语言转换，而是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译

者本身作为跨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使者，除了应积极完成翻译任

务，还应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扮演好文化交流桥梁的重

要角色，为真正实现文化交融、积极互动贡献微薄之力。

（二）巧用意象对照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翻译难度较大。如果简单采用直译方式，

那么，往往会丢失原文的韵味，也可能会破坏原文的美感，最终

可能引发文化精髓缺失等类似的问题。语言，除了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现象外，还象征着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部分英语词汇可能受传统文化环境的影响而蕴含着浓厚的

西方文化属性，如若在翻译时忽视其文化背景，那么，译文不仅

会显得生硬晦涩，而且还可能丢失原意，从而影响翻译效果。因而，

英语翻译不应脱离文化语境，译者在翻译时应认真分析中文与英

文两种文化意向的差异，妥善平衡二者关系，以确保译文的美感，

提升英语翻译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在翻译《花木兰》这一迪士

尼经典动画影片中“Mulan,your serpentine salvation is at hand.”这

句台词时，译者应巧妙运用意向对照翻译技巧，力争不改变原始

语境，同时，提升翻译的艺术表现力。因而，这句英文台词对应

可翻译为中文“木兰，你的贴身护卫来了。”本句台词中的“serpentine 

salvation”一词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经典故事，在西方文化语

境下，将其理解为“曲折的救赎”。如果简单直译，将本句台词

直接翻译为“木兰，你的救赎来了。”难免会让中国观众一头雾水，

这样的翻译略显生硬。为了准确传达原意，译者在翻译本句台词

时可紧密联系中国经典民间故事《花木兰》的创作背景并认真思

考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原因，采用文化意向对照法，灵活变通

原文的结构和内容。这样，得出的译文不仅更加贴合受众群体的

情感认知，生动反映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而且还能通过语言互

换与交融，进一步彰显英语翻译的艺术魅力，真正将原文深厚的

文化底蕴展现出来，让跨文化交流更畅通，更便捷，大幅度提升

英语翻译的质量。

（三）妙用形象转换

英语翻译，不仅仅要确保译文理解起来相对容易，还应注

重文化内涵的传递，当然，这要建立在理解并尊重中西文化差异

的基础上。这要求英语翻译应尽可能冲破文化语境的束缚，这也

意味着译者应深入理解并认同源语言与目标语言文化间存在的微

妙差异，灵活采用形象转换法，不拘泥于固定翻译模式，而应基

于特定文化形象合理变换，这样，能拉近文化与文化间的距离，

尽可能消除文化隔阂，使译文更显亲和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

可以尝试将西方文化形象“本土化”处理的策略，以此来让译文

通俗易懂且比较贴合本国人的思维与文化习惯。譬如，“Oh,my 

God.”这一感叹语在西方的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如果将

其直接翻译为“哦，我的上帝。”不仅不符合中国受众的表达习惯，

而且还可能会让他们觉得生疏难以理解，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因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难以找到与“上帝”对应的形象，如此翻译，

显得既僵硬又不接地气。因此，在翻译“Oh,my God.”的时候，译

者可以巧妙联系中国人熟悉的形象，立足特定的文化背景，将其

翻译为“我的老天爷呀！”或者“天呐！”类似的译文更能表达

原文的“惊讶”之情，这样，更易被中国受众接受，也更贴合中

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他们理解起来也更自然顺畅，更重要的是

能进一步突出翻译作品在文化传达方面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由此

可见，形象转换法的运用使得英语翻译更加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

也有利于增强跨文化交流的深度，能真正实现语言与文化的互通

融合，彼此渗透。

（四）重视语境分析

在翻译某句话或者某段话的时候，不应将其单拎出来，而应

紧密联系上下文，注重分析语境，这样，既能确保翻译准确，又

能契合特定语境。具体而言，首先，译者在处理原文的时候，切

忌逐词翻译，而是要深入理解每个词汇在文中的潜在含义，认真

分析其在整篇文章中所起的作用。例如，“run”这一单词，将

其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其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He is running a 

marathon”可以翻译为“他在参加马拉松”，而在“The program is 

running smoothly”中，“run”并非指传统的“跑步”，而指的是

程序运行流畅，运行正常。由此可见，英语翻译唯有紧密联系上

下文并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才能赋予词汇生命力。其次，英语

翻译不应脱离具体场合。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应根据所处场合灵

活调整译文的风格与措辞。通常情况下，在正式的外交场合，英

语翻译应遵循“严谨”“庄重”等原则，而在相对轻松的家庭聚

会中，译文则应稍显口语、幽默，这样，便能让译文显得不那么

突兀，也更容易被理解，从而让跨文化交流更自然，更顺畅。

结语

综上所述，站在跨文化交流的视角，英语翻译既为文化与文

化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桥梁，又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

深入沟通提供了纽带。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英语翻译应格外重视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译者应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巧用意象

对照、妙用形象转换并重视语境分析，如此，才能确保译文的准

确性和流畅性，才能拓展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发挥出

英语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桥梁作用，为促进世界文化互融

共生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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