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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英语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策略
蒋纾婷

（新疆警察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应当从科学系统的翻译原则出

发，基于文化异同对英语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策略进行探究。

在保留电影内容所指的基础上，找准符合观影群体的文化信息，

寻求既具审美性又能体现跨文化性的恰当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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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的普遍共存性，很多人认为英语电影片名中隐喻的

翻译等同于文化的翻译。鉴于各国文化及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如果基于肤浅的文化理解，就贸然翻译电影片名，是很难领会其

内在韵味的。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由于中西文化存在一定差异，

隐喻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英语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是否得当、是否精准，已经深刻

影响到人们对电影的第一感官印象。在学习和运用电影片名的隐

喻翻译时，需要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各方面的异同，同时针对电

影片名中所包含的隐喻这一语言现象，对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

行深入剖析，方可在电影片名的隐喻翻译过程中准确地传递英汉

两种语言意境下的隐喻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内涵。

一、从电影内容看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策略

隐喻是一种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理解此类事

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或文化行为的修辞手段，建立在两个

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之间某种相似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主体

和客体，达到隐蔽表达的目的。电影片名实则电影的品牌，恰

当的汉译可以制造宣传造势，吸引更多人购票观影，从而获取

最大商业利益。

尽管电影片名有简短且直白的特点，由于其影射的文化特征、

文化价值取向、各类群体的审美观不尽相同，译者在汉译电影片

名中的隐喻时，势必面临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转化难题。因此，

译者能否准确恰当地把握影片中的文化信息，对汉译电影片名中

的隐喻起到决定性作用。

向观众传达电影主题是汉译电影片名中隐喻的首要策略，优

秀的汉译不仅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更能唤醒观众基于本土文化

对电影的认同感，如《翠堤春晓》《绿野仙踪》《似是故人来》。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汉译电

影片名中的隐喻不应拘泥于定势思维，译者应在发展中谋求符合

当代人的认知及审美的汉译策略，不断调整翻译标准并日臻完善

自身的汉译水平。译者应当在具体汉译实践中深入挖掘惯常规律，

尝试打破传统汉译策略的桎梏，选取可被大众接受的新潮解读，

让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更贴切于中国文化及中国观众的思维认

知和审美观念。

二、从文化因素看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策略

作为电影的先导，电影片名是观众判断电影可观性的关键因

素，如何将英语电影片名中的隐喻和中国相关文化因素恰如其分

地联系起来，这对译者而言始终是挑战性难题。针对采用何种汉

译策略这一问题，译者应当从科学系统的翻译原则出发，在保留

电影原汁原味的内容所指基础上，找准各种电影类型的观众群体

特点，寻求既具审美性又能体现跨文化性的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恰

当汉译。

（一）文化差异性

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结合不

同社会结构导致的角色关系、行为规范的差异，汉译电影片名中

的隐喻应当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深

入探究文化差异的深层根源将有助于提升译者对电影片名中隐喻

的汉译水平。译者应加强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汉译

电影片名中的隐喻时避免过度的西方文化渗透。同时，利用汉译

的电影片名增进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激发观众对中国文化的

热情，拓宽观众的认知视野，从而达到汉译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文

化实践性意义。

文化异同是汉译的重要基准，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人更

倾向于集体主义，而西方世界强调个人主义；从价值取向来看，

中国人更看重亲情和友情纽带，而西方世界提倡独立自主生活；

从表述习惯来看，因为文化环境不同，很多实体喻指的概念完

全不同，如：“狗”在中国文化中经常用以表达卑鄙无耻的叛

徒，而在西方世界却是忠诚和警觉的象征；“龙”作为中国图

腾，常用以表达至高无上的权利和不容置疑的威严，而在西方

世界却是邪恶和残暴的象征。与“龙”相关的汉译电影片名数

不胜数，如《龙兄鼠弟》《虎胆龙威》《风云龙虎凤》《宇宙

威龙》等。

因此，译者要借助文化寓意来诠释电影片名中的隐喻，充分

了解观众的文化背景，利用其熟知的文化定义，汉译出符合中国

观众文化取向的电影片名。可参考先前成功的译例，如《花样年华》

《燃情岁月》《浮生若梦》《万世流芳》《薄命花》《乱世春秋》

《蝴蝶梦》《富贵浮云》《曲终人散》等。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

译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能够让中国观众直接获取电影

相关信息，并对电影内容进行大致的猜测性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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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共存性

翻译的目的是要表达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由于各民族和各文

化都有自身特点，确切事物的含义因此大相径庭。然而，许多确

切事物在各文化中是共有的，隐喻多源于文化的共存性。在电影

片名隐喻的翻译中，译者应当对普遍事物在不同文化中的精准含

义加以揣摩，只有实质内涵被精确转述，读者才能明白源语的实

质内容。

事物的本质属性在各种文化中是一致的，因此本体和喻体存

在文化重叠现象。文化共存性不仅表现于隐喻的内涵意义，更体

现其外延所指。例如：英文中的“首脑、首领、领导者”可用英

文单词“头部”表述，这与中国文化中“顶头上司”就是一致的

概念，均表示集体当中最首要的人物；“鹦鹉学舌”是指那些毫

无个人见地，只会重复他人言词的人，西方文化与之对等的说法

依然使用“鹦鹉”这一动物；“红色”在中西方文化中皆可喻指“血

腥、暴力”这一概念，等等。

如果译者只采用直译法，而不是从文化共存性视角探究英语

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策略，那么许多汉译的电影片名将无法符

合中国观众的观影预期，电影真正的主题也会随之隐没。基于文

化共存性，最典型的译例当属《美人计》这部电影，如果将电影

的英文名直译为《臭名昭著》或《声名狼藉》，中国观众一定会

因其消极的情感色彩对影片望而却步。

其实，这是一部悬疑类爱情片，讲述了一位美丽女性为深入

敌军内部而离开挚爱，并利用父亲的德国前间谍身份与德国军官

结婚，实际上一切行为仅为帮助祖国获取有效情报。译者根据电

影内容，选择了中国文化中与之对应的概念，将其译为《美人计》。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对等汉译充分反映了文化共存性对汉译电

影片名中的隐喻起到点睛作用，中国观众也更易于被这样耐人寻

味的汉译片名所吸引。

三、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并不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

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是

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采取相

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去传达原文内容。

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1995）中提倡异化翻

译，但在汉译电影片名中的隐喻时，更多提倡的是归化翻译策

略，原因在于归化更易于理解，在看到电影片名的第一眼，观

众就能把握影片所指，并通过翻译后的电影片名合理揣测影片

内容。

中西文化差异一直是制约英汉互译的重要因素，对中西

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英汉互译时一定会造

成误解或者陷入尴尬境地。对英语电影片名中隐喻的汉译也

同样如此。

隐喻的翻译经常会影响读者对整句话甚至整篇文章的理解，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对隐喻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必然会影响到准

确理解其内涵意义。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是语言学习的基本原则，

译者应遵循“实用、有效”的基本原则。考虑到读者或观众的可

接受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的变通是必然的，但完全的归化或异

化势必致使译文丧失源语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中的隐喻时，应采取灵活变通、不拘

形式的翻译技巧。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人们更倾向于归化这一翻

译策略，但受制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译者不应违背文化背景下的

民族性或地域性特征，因此过度归化也是不可取的。

四、结语

中西文化的异同一直是制约英汉互译的重要因素，了解中

西文化的异同并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能够避免文化冲突。译者

应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以文化对等意识指导实践性汉译

策略，从文化视角出发，不断提升跨文化互译的质量，主动摸

索符合观众认知的电影片名汉译，从而提高英语电影片名中隐

喻的汉译审美性及电影的商业性价值。同时，译者应强化自身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从而有效结

合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并在此基础上灵活汉译电影片名中的

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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