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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翻译的难点分析与解决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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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习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语言所表

达的内涵与外延含义往往会产生大相径庭的差异。翻译工作要想

达到“信达雅”的效果，必须通过熟络的语境分析与文化理解，

以此借助文化与语境特征将语言内涵进行科学翻译。本文即以日

汉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日汉翻译的主要难点，进而提出日

汉翻译问题的解决对策，以此推动日汉翻译的“信达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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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汉翻译中，语境对于其翻译有着更为直观的影响。在艺

术审美上，日语更注重氛围营造配合肢体语言呈现，不注重逻辑

性，偏向对内心世界的静默理解。这就需要在日汉翻译过程中透

过语境特征呈现。在文学层面，日语以“物哀”为基本特征，会

借助景物表达细腻的内心，并由此形成了俳句、和歌等文学形式。

在语言表达层面，日语也更偏向模糊、朦胧的表现效果，讲究点

到为止，凸显出点描式的叙述特征。显而易见，日语的表达特征

与形式和汉语有着较大的差异，而这也使得日汉翻译中呈现出各

个方面的难点，成为所有翻译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日汉翻译的难点分析

（一）一词多义问题

爱德华·霍尔根据对全球各种语言的研究，提出了“高语境

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两种语言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征。

其中“高语境文化”是指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对于语言行为本

身的依赖性较低，而主要依靠非语言信息所构建的文化体系达成

交流目的。“低语境文化”则恰恰相反，其主要依赖语言行为完

成意义表达。比如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自身国家文化缺乏

特征性，因而在语言表达上更突出语言本性。而中国与日本均属

于“高语境文化”国家，这也使得在语言交流与表达中，其语言

内容本身的意义无法覆盖其文化内涵，语境就成为翻译的关键问

题。一词多义则是“高语境文化”语言的最突出的特征，汉语与

日语之中都存在大量一词多义现象，而日语中的一词多义情形与

汉语有着一定的差别，在日常对话中的体现更为鲜明，如果不代

入语境，其表达的含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意思。比如某人在询问

朋友是否还需要蛋糕时（ケーキはまだたくさんあるよ。もう一

つしないか），朋友分别给出“好啊，谢谢（「いいね。ありが

とう）”与“不用了，我最近在减肥（「もういいよ。ダイエッ

ト中だし）”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复时，日语中却会用到同一个词“い

い”，前者用于表达积极地接受，后者则表示委婉地拒绝，由此

在日汉翻译时，就必须结合前后的语境问题，进而才能把握该词

实际表达的含义。

（二）暧昧性特征

公元 7 世纪，日本圣德太子颁布了日本第一步宪法，其针对

其政府官员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而后却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统

一的道德标准。该标准呈现出“以和为贵”“上和下睦”两种思

想原则，这也使得日本人在语言交流与表达习惯上逐步改变，并

形成了如今的语言表达风格。一方面，在“以和为贵”的思想下，

日语在表达过程中更注重与周围人们的和睦关系，进而在表达自

我时会采用淡化方式，即通过省略主语，以此表达对他人的尊重。

另一方面，在“上和下睦”的思想下，日语在表达时还形成了比

较鲜明的前辈与后辈文化，其语言展现出以维护团体秩序为基础

的表达形态。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日语的表达过程展现出强烈

的暧昧性特征，尤其在表现自身诉求时，具有极其委婉地表达形

式，而这也是日语交流时相互体谅与避免尴尬所形成的交际特征。

例如在商务场合谈判过程中，一方在表达拒绝时并不会直接说明

自己的拒绝意图，而是采用“我们在研究一下（検討させていた

だきます）”的说法，以此避免直接向对方表现出“否定意义”

的语言内容。但事实上，看似留有余地的表达方式，其实蕴含着“婉

拒”的意义。如果在日汉翻译中将该内容直译，不仅失去了日语

本身的暧昧性特征，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内在含义。

（三）省略表达问题

日本的语境环境较为稳定，因而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非语言

行为形成了更多的语言表达功能，由此使得日语交际中，其“语言”

往往需要与“行为”搭配，由此完成完整的意义传递。这种长期

形成的语言使用习惯，使得人们在交际中不需要将完整的语言内

容表达出来，而相同语境下自然便会理解，这便是日语的省略表

达问题，也是日汉翻译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例如在告辞

离开时，日语会采用“お先に”的说法，但句子中实际词汇仅表

达了“先”的含义，而具体省略的是行为“失礼します”。因此

在翻译时，就要根据其省略的形式与内容，将“お先に”填充完

整为“お先に失礼します”，而后翻译为“我先走了”或者“告辞”。

又比如在表达“不得不去”的语境含义时，日语会采用“行かなきゃ”

的句子，其句子本身的意义为“不去的话”，事实上完整的句子

应当为“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翻译后即为“不去的话不行”。

面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翻译工作者熟悉日本的语言表达习惯，

进而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特殊省略的内容产生疑惑，也避免

出现“不去的话”这样没有因果与完整意义的翻译。

（四）等级性问题

从古至今，日语都需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由此使得日汉

翻译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其等级性问题。在日本古代，其以士农

工商阶级为等级关系，在现代社会，企业内部也有“年功序列”

的上下级关系，由此形成了等级鲜明的语言特征。在该文化特征下，

日语中有着极其繁杂的敬语体系，面对不同的身份，在不同场合

之中，其语言表达所需要采用的敬语、谦语、郑重语乃至多种词

汇组合而成的敬语表达形式各不相同，这也为日汉翻译带来了较

大的烦琐与障碍。例如在下属对待上司时，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

的用语方式，在公司内部，下属需要使用敬语称呼上司，而在公

司的交际场合，则需要直接称呼上司的名字。此外，日语的授受

动词也会根据角色之间的身份关系与地位等级发生变化。比如在

儿子与父亲的交流中，需要使用“この腕時計、お父さんに差し

上げましょう”，同事之间的交流则可以采用“田中さん、この

腕時計、君にあげる”，朋友之间可以采用“田中、この腕時計、

君にやる”、尽管三句话均表达了赠予手表的含义，但在日语体

系下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形态，这就需要翻译人员通过巧妙的

“你”“您”等人称代词区分以表达其中的等级特征。

二、日汉翻译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寻求语境文化共性，呈现语言内涵

针对日语中的暧昧性特征与省略表达问题，在日汉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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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从两种语言的语境文化共性中寻求切入点。虽然两种语言

之间的文化特征有着较大差异，但是作为同属于“高语境文化”

下的语言类型，汉语在表达过程中同样对于非语言行为有着较高

的重视程度，因而翻译人员可以找到日汉翻译中语境文化的共性

特征，以此形成更直观、形象的翻译效果。

例如在表达具有暧昧性的语句翻译中，翻译人员往往可以在

直译的过程中凸显原有的暧昧性特征与韵味习惯，以此表达出语

言内部渗透的人物关系与性格特征。比如对于“メールしてくれ

ると約束してくれたのに”这句话，原句中采用了日语中常见的

省略表达方式，说明了前提商量好的行为，却未给出最终的结论，

即“却没有发（してくれなかった）”。但是在汉语语境下，将

该语句直接翻译为“明明说好了发邮件给我的”，同样可以将“却

没有发”的内容省略，由此不仅将日语原文中的省略信息进行了

有效传递，而且凸显出一定的暧昧性特征，展示了主人公在说话

过程中不满的情绪以及责备的口吻，从而达到了语境与信息的高

度还原。由此来看，在处理日语暧昧性特征与省略表达问题时，

翻译者可以优先思考其是否存在语境文化共性，进而选择合理的

翻译方法。

（二）突破语境文化差异，跨越翻译壁垒

等价翻译分为表层、修辞层与深层三个级别，其中深层等价

翻译是所有翻译者追求的目标，即完成对语义的合理翻译。在语

境与文化差异影响下，日汉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确保两种语言在

形式、修辞或者语义上形成统一的对等关系，在该情形下，就需

要将语义作为翻译活动中优先考虑的关键内容，即必须达成“意

译”。“意译”的达成可以借助“增译”或“补译”达成，尤其

在解决日语中的等畸形问题与省略表达情况展现出良好的效果。

“转换”法则可以有效应对日语的暧昧性问题与一词多义问题。

例如在翻译含蓄委婉且本义与引申义兼具的日语语句时，可

以采用转化法进行翻译。比如对于“二階から目薬”一句，其原

意解释为“从二楼滴下来的眼药水”，显然其本义并非其真正表

达的意图，结合日语文化习俗，可以发现该句在语境中形成的引

申义为“不合适的方法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显然，这句

话与汉语语境下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具有相同的引申义，由此

即可跨越翻译壁垒，突破文化差异，进而达成语义上的翻译效果，

实现了功能性翻译的深层等价目的。

（三）解析语境文化差异，提取文化要素

日汉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而语言不仅是表

达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翻译是将不同

文化进行连接与传达的桥梁。在日汉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需要

注重语境文化差异，进而凸显翻译的文化交际功能。在一些具有

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特征的词汇或语句翻译中，则需要提取其中

的文化要素，并采用“加注法”进行标注，以此帮助读者理解其

中的文化内涵。

例如在日本，“祇园祭”是其全国性的祭典活动，是日本独

有的文化节，而在日汉翻译时会采用“祇园祭”的方式。但是汉

语语境下并没有“祇园祭”的说法，而读者不了解日本文化时，

或者文章前后未能提及该词汇的文化要素，就无法理解其真实含

义，由此所形成的直译便无法达成“意译”目的。这就需要翻译

人员在括号之中进行标注，比如“祇园祭（京都八阪神社的庙会，

每年 7 月 17 日至 24 日举行，日本最著名的祭典之一）”，此外

也可以采用尾注的方式处理，可以进一步详细介绍其文化内涵。

直译加注是解决日汉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可以有效填补

其中缺失的文化信息，进而在解决一词多义、一语双关等问题时

也有良好的应用作用。但是在实际使用时，需要注意适当运用，

当加注过多时，不仅使得文章连贯性不佳，还会影响读者的代入

感与专注度。

（四）深化结合翻译认知，科学展示结果

在日汉翻译中，翻译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语法、词汇、

文化差异、交际习惯、思维习惯等各个层面，这就需要翻译者自

身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在高语境文化差异下，翻译人员必须对

其文化建立更深刻的认知，既要了解其外部文化特征，又要了解

其隐性文化内涵，进而在翻译过程中才能突破文字字面意义的束

缚，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科学性表达。因此，翻译者在日

汉翻译中还需要通过灵活的思维能力与随机应变的变通能力，进

而把握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由此进行一定程度

上的再创造，才能真正克服语境文化差异所形成的翻译避障，才

能提高日汉翻译的质量水平，才能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翻译者

的巧思与设计，并由此一定程度上了解日语语境下的文化特点，

实现借助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目标。

（五）构建“平行语料库”，深化翻译指导

除了上述策略与方法外，“平行语料库”也是帮助完成日汉

翻译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翻译教学中，具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首先，需要构建完善的“平行语料库”平台。在日汉翻译过程中，

个人的翻译能力是有限的，尤其翻译的内容不仅涉及各类文学作

品、专业知识、文化习俗与特殊词汇，而且在不同的语言发展阶

段，还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价值。为全体翻译者提供帮助，就

需要通过“平行语料库”，将日语与汉语词汇进行平行对应，以

此翻译人员在遇到无法解决的词汇时，可以通过查阅语料库，找

到更合适的翻译方式。其次，“平行语料库”的构建还需要具备

更高的权威性，这就需要组织权威性的翻译人员以及日本本土人

员共同参与，以此确保其翻译指导价值。例如在日语中，关于“雨”

的表达方式或词汇非常繁杂，这就需要平行语料库建立对应关系。

比如“豪雨”可译为“大雨”，“慈雨”可译为“甘露”，“长雨”

可译为“连日下雨”等。由此可以为广泛翻译人员提供更科学的

参考内容，进而解决“无法通过译者努力就能弥补”的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日汉翻译的影响力

与重要性不断提升。针对日语中一词多义、暧昧性、省略表达、

等级性等问题，翻译人员可以借助语境文化或平行语料库，通过

对其语境文化的共性分析、深度剖析、差异理解以及认知判断，

选择正确科学的翻译技巧，进而达成良好的翻译效果，实现“信

达雅”的目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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