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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频

繁。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政

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蕴含着双方国家的社会形态、

思维意识、思想习俗。中国也因为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和悠久

的历史而受到全世界的喜爱。因此，两种语言的文化冲击给翻

译带来了挑战和吸引力。

笔者通过学习和实践，对翻译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是一

个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也是一个解码和重组的

过程。本文从跨文化视角阐述了对翻译的理解，并总结了一套

探索翻译本质的方法。

1　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本质

翻译是实现两种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世界

文化的传播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作为世界公认的通用语言，

英语翻译在当前尤为重要。翻译应在尊重和理解不同国家文化背

景的前提下进行。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果译

者没有注意到文化的影响，就很可能引起冲突或人身攻击。

跨文化意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

作用，可以有效避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失败和误解。在跨

文化意识的指导下，译者不仅要熟悉当地的文化和目的语的文化，

而且要能够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有效的解读和转换。一个成功的

译者应该尊重当地文化，有效地传递当地文化信息，同时考虑到

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发挥翻译的预期功能，达到无障碍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前苏联文学学派翻译理论家索博列夫曾经说过:“翻译的目的

就是将一种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然而，通

过文学和非文学翻译实践，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准备，笔者认

为翻译实际上是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原始文本提供了源

代码。通过理解和分析，译者可以明确源语言的直接意义和隐含

意义，原文被分成几个部分。通过对相关翻译方法的思考和应用，

结合译入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对各部分进行重新整合，达

到满意的翻译效果，这种语言再加工的过程是跨文化意识的本质。

2　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2.1英汉文化差异的影响

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基

础上。如果盲目地按照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来解释，必然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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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语用失误和交际误解。只有真正把握英汉文化差异，才能准确

地传递文化信息。笔者认为英汉文化差异可以分为三类。

(1)简单词汇

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英汉词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

翻译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如“害群之马”——“黑羊”,这里的“马”

对应中国的“羊”。此外，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

含义，最具代表性的“龙”在中国代表高贵和美丽，而“龙”在

许多西方国家代表邪恶。

(2)缺乏文化意义

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原语直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失去原语

的隐喻意义或情感表达。例如,李白的《静夜思》——《平安夜的

想法》，英文译法似乎反应不出诗人的乡愁。著名的中国菜“佛跳

墙”也被称为“福寿全”和“坛满香”，它的烹调过程复杂，原料

众多。但现在通常被翻译成“清蒸鲍鱼鱼翅和鱼肚”或者“鱼肚,

鱼翅和鲍鱼”，这种直接的翻译忽略了菜肴本身的魅力。

(3)语言结构和内容的文化差异

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英语和汉语在结构和内容上有很大

的不同。汉语表达比较含蓄，经常在前面放一些形容词和副词。但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说话更直接，他们通常喜欢把所有的装饰放

在后面，最重要的元素放在前面。

2.2对翻译的影响

基于以上三点，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首先是突出影响

主题信息，包括短信的有效性是否符合语言和文化对受众心理的

影响。其次，会影响民族特色的突出，对英汉差异和文化差异的

把握不到位，会影响源文本的情感传递。在有效沟通和理解的基

础上，应尽可能保护源语言的特点。例如,音译词如“功夫”——

“Kung Fu”和“馄饨”——“Wonton”已被外国人所接受。

第三，文化“拉锯”的时间变长，使译文读者无法在脑海中

形成相应的场景。例如,如果将“苏州”翻译成 “东方威尼斯”,

以及将“鱼米之乡”翻译成圣经中“肥沃的土地”,人们可以充分

利用国外现有的文化前提,唤醒他们的认知经验,缩短心理距离,并

在潜移默化中准确地向外国游客传递当地文化信息。这种“拉锯”

策略不仅能使译文发挥沟通的作用，而且能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

发展。

因此，译者应注意两种文化的融合。汉语的特色词可以融入

英语，英语的特色词也可以融入汉语。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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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交流，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方便。

3　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过程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在翻译中可以提高文化意识。跨文化

意识可以看作是理解他人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和观点的认知

过程。通过跨文化交际的实际应用，我们可以与另一种文化进

行亲密的交流，实现文化交融。通过这一视角，可以减少沟通

障碍和沟通冲突。

根据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文本分为三类:“表达性

文本”、“信息性文本”和“唤起性文本”。笔者探讨的是

一种集信息性文本和唤起性文本于一体的应用文本。它的服务对

象都是普通的目标语读者，其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和享受自然、

地理、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信息。从功能的角度看，翻译的

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和诱导行为。原始信息的有效传播是前提，

最终目的是引导读者积极参与文化体验。

3.1原则

通过大量的查阅资料和实践，笔者发现日常的跨文化翻译主

要是建立在简洁性和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不管翻译什么样的语

言都不应该太过冗长，同时作品也不应该有任何情感。在准确

表达信息的基础上，译者必须达到简明、客观的标准。

然而，在研究一些宣传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笔者总结了一

个相对个人的原则——信息娱乐，翻译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娱

乐或咨询和宣传。跨文化交流可以看作是一种娱乐信息交流活

动，也是一个促进自己文化的机会。在娱乐信息原则下，最具

代表性的两种方法是添加和解释，为原文增添文化色彩，使整

个译文更加生动。在实现跨文化交际功能的基础上，“加解

释”正成为越来越多译者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它可以有效地

让外国游客了解译文的音意，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文化体验。

3.2策略

此外，通过实践经验，笔者总结出两种翻译策略——应用

图像转换和整体规划。

图像转换的定义是意象转换的应用强调隐喻、意义和意图之

间的文化对应。在翻译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图像保留。意象转换并不是不经思考直接将英语原文

中的西方意图转换为东方意图，而是充分考虑翻译对象，把握

其意象的内涵，衡量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恰当地保

留意象，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在原英语翻译中，

译者在转换原英语内容、主题和读者体验时应考虑到，尽量保

留和原英语语言风格的思想，确保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例如,

格列佛游记中的翻译,为了保持人物形象,直接应用到 “乡巴

佬”一词,读者可以直接感知的“雅虎”愚蠢的形象。这个词

准确地描述了人物的形象，使得跨文化交际更加深刻和简单。

其次,在英语原文的翻译中，如果原文的内容在认知习惯、

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国文化有差异，就有必要运用“图像置

换”来帮助读者掌握原文的信息。例如，当有人说“哦，我

的上帝! ”, 在翻译中, 我们直接把它翻译成‘哦! 我的天爷

呀！’，这就是图像替换技能。

整体策划是英语原文翻译中最实用的技巧之一。译者在翻译

时需要自我引导，合理运用整体策划技巧，才能有效地翻译英

语原文。它的目的是确保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是兼容和容易理解

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译文迅速掌握原文的意思。译者要做到

在保证与原文信息内容一致的基础上，对原文的内容和句子结构

进行适当调整和灵活运用，保证译文的通顺、简便性和可理解

性。汉译英时，译者必须把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放在句首，

以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同时，翻译要符合原文的情感需求和

文化基础，通过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表达转换，给读者带来原汁

原味的体验，让读者感受到原文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和语言趣味。

4　结论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英语翻译能力逐渐

成为衡量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英语专业

学生和译者都应该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是不同文化的人们

交流的桥梁，也给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提出的翻译策略是有

限的，有些思想是不成熟的，同时，本文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许

多细节需要改进。

作为翻译研究者，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还要对不

同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

的交流增多，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沟通和信息传递方式，对准

确性要求很高。因此，每个译者都应该根据文化之间的联系和

差异，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翻译，并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方

法，才能快速提高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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