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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的出色表现会大大促进文化交流。

而这得益于译者本身的素质和专业水平。译者具有主体性，可以

能动地选择和处理文本，使得目的语读者或观众能够完全理解原

文的真正含义[1]。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中所提到的四步骤：

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可以成为解释译者主体性在《你好，李

焕英》中的重要切入点，解释在“大火”的背后，译者的主体性

所发挥的作用。

1　理论综述

“ 阐 释 学 ” 可 以 追 溯 到 古 希 腊 时 代 ， 外 文 名 为

Hermeneutics，意为解释。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将

阐释学引入翻译中，在于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

译面面观》中，斯坦纳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任、侵入、吸

收和补偿[2]。

信任即为，译者相信原文是值得翻译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译

者愿意将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感等一些自我对原文的所涉及世界

的认知投入到原文中去。第二步“入侵”为译者将自己翻译进他

者，即真正地了解原文和作者。《通天塔》中说“吸收”的范围很

广，从极度归化到极度异化。由于译者的作用就是将已有的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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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翻译成目的语，并且要考虑到源语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情感、

语言特征等在目的语中的接受程度，译者需要对源文本进行吸收，

但是由于译者是个独立的主体，可能会导致过度归化或异化，这

也就需要第四步“补偿”来平衡。第四步将失去平衡的文本通过

加注等翻译方法使得译文达到平衡。

根据陈梅所提出的理论：“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

性在对原作的翻译活动中所体现的能动地改造原作、控制原作、

使原作为译者主体服务的特性。”译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文化背景，

个人水平和能力、对目的语读者或观众的考虑等其他因素，不同

程度地对源文本进行创造，体现其主观能动性。

本文将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视角，通过分析《你好，李

焕英》的英文字幕来研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和过程中的展现。

2 　《你好，李焕英》及其英译版介绍

该电影可以在海外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与其英文翻译的成功

是分不开的。首先，电影的片名的英文翻译高度地概括了影片的

主题，翻译简洁有力，很有记忆点。其次，影片中涉及很多汉语

中的俚语和方言，译者在处理时很得当，并未出现“中式英语”的

情况。而且注重根据影片中的语境进行翻译，实现了“忠实”和

“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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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海外票房统计：

图1.   Source: “Hi, mom” box office mojo by IMDbPro

3　译者主体性在英译版中的体现

3.1信任

在《通天塔》中，斯坦纳谈“信任”的过程，认为译者面临

metaphysical risks，即形而上的风险。译者在对一个文本内容

产生“信任”时，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这种风险是由译者的心理

所带来的。译者在翻译时发现所译的文本内容经过转换之后没有

了意义，这就是译者需要面临的风险。而《通天塔》所提倡的就

是去面对这种风险，只有真正地面对了风险才是真正的“信任”。

因此，译者在翻译前要做到的就是去“信任”，因为只有认为这是

值得翻译的，这是有意义的，才会去翻译。

《你好，李焕英》这部影片所涉及的情感并非带有民族性质，

因为母爱是无论在哪里都有共鸣的。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中国

迅速发展，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去

了解中国文化，而《你好，李焕英》的上映正是提供了一个以母

爱为基础的平台，通过产生情感共鸣使得外国人更容易去走进中

国文化，因此，在本部电影的译者看来，这是一部值得去将自己

融入进去的电影，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认真用心地去完成这部

作品，因为译者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和使命[3-6]。

3.2侵入

斯坦纳认为翻译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因为译者在理解原文

的同时，必定会使原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一些光泽[7]。因为

译者所翻译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不同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背景、

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等许多方面。译者根据自身的文化知识背

景和对世界的认知主观能动地去理解原文内容，实现“侵

入”，译者在实现“侵入”的过程中，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

的过程。《你好，李焕英》这部作品的英译版本，处处都体

现了译者“入侵”的痕迹，例如在特定语境下对汉语特有的词

的翻译。

例（1 ）

原文：我起个小高调。

译文：I’ll set an example for you.

评析：原文中“起高调”是汉语中的比喻手法，其出自

《文选·马融》：“若絙瑟促柱，号钟高调。”高调，形容

人说话狂妄，言语脱离实际，指人说话张扬。而在译文中，译

者却发挥其创造性，译成了“set an example”，意为树立

榜样。不难看出，汉语中对“起高调”的解释是含有贬义色

彩的，而在英语译文中，译者完全译成了褒义，这是译者对原

文整个语境所理解消化的结果。译者“侵入”到原文中，由

于前文是讲包玉梅（李焕英的闺蜜）当着众人面为庆祝李焕英

的女儿（贾晓玲）考上大学带头给她包红包，她是影片中的正

面人物，所以这里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归化的翻译策

略，将包玉梅说的这句话处理成了在英语中带有褒义色彩的词，

打破了源语言外壳，阐释了原文的本意。

3.3吸收

译者作为源语言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桥梁，需要根据自

身的知识储备和水平用地道的语言将原文传递给读者，这就要求

译者要通过理解消化吸收，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去翻译。在这个

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就是体现译者主体

性的过程。

例（1 ）

原文：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厂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

比赛，大搞特搞。

译文：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of team China, this

year’s factory volleyball tournament will be for women

only. Let’s show them what we got.

评析：在原文中，“大搞特搞”是一个极具中国上世纪八

十年代风格的话术，那时候的领导喜欢搞一些兴师动众，面子

上的事情，不抓实干，这个词在现代来看是富有贬义的词。而

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词语，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外国人来说

直译的话会让人迷惑。译者在这里翻译的非常恰当，将其译成

了 “Let’s show them what we got.” 按照字面意思可以解

释为“展示给他们我们所有的。” 这是一个很有西方特色的说

法，在很多美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句话，“Come on man,

show me what you’ve got.”因此译者把“大搞特搞”所

表达的含义充分吸收内化，转换成了目的语中能传递相同含义的

句子，即“我们要竭尽全力去举办这场比赛。”

3.4补偿

译者经过了“信任、侵入、吸收”之后，会在一定程度

上磨灭原文的风格特点，因此就要求译者将被过滤掉的原文特有

的风格特点补偿出来，实现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同源语言读

者对原文的反应之间的对等。

例（1 ）

原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译文：Rain will come, and mom will be mom.

评析：电影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一句中国的民

间俗语，原句为“孩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

违！”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用来比喻必然发生、并且无法阻

挡的事情。

这句话在电影中暗示着电影结局，暗示李焕英必然会嫁给贾

文田，暗示李焕英必然是贾晓玲的母亲，译者在这里充分发挥

了创造性，译者采取释译的方法实现了补偿，让目的语观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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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句中文俚语的真正含义。

这里译文中用了两个“mom”,在本影片中，两个mom 都是

指贾晓玲的母亲，只不过第二个 mom 还指贾晓玲要亲眼看着自

己的母亲嫁人慢慢变为人母的过程，这其中带有一丝悲伤[8]。这

句翻译“mom will be mom”让海外观众在看到电影结局时不

会产生完全不合情理的感觉，做到了“忠实”和“达意”。

译者没有选择用“Mom will marry.” 这样的译法，并没有翻

译出这句俚语在影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会让国外观众觉得很奇

怪不易于理解。此外，译文与原文形式上保持一致，采用了押

韵的修辞方法，可以让国外观众感受到这是来自中国的俗语，

具有一定影响力[9]。

4　译者主体性对情感共鸣的影响

“每一个故事，无论是科幻还是现在，还是发生在20 世纪

8 0 年代的，像《你好，李焕英》那样的故事，它都是关于人

的，而人都会在情感上互相联系。”卡梅隆这样评价道。对于

这部电影，李焕英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是世间很多母亲的

形象。而贾晓玲也不是特殊的存在，也不过是世间很多孩子的

形象。电影通过这样穿越的表现形式，让现实世界中没有出息

的贾晓玲懂得爱，尽自己所能去爱母亲。母亲李焕英的那句

话，“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成为了影片的

催泪弹，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儿女慢慢长大，渐渐懂得如

何去爱别人，母亲慢慢变老，纵使儿女并非人中龙凤，仍是母

亲这一生最珍贵的宝。这是影片所传递的情感，也是将国内外

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10-13]。

而上文所提到的那句经典台词的英文翻译就成了影响影片效

果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例(1)

原文：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译文：I want nothing from my daughter except for her

to be healthy and happy.

评析：这句台词之所以变得很流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

它道出了天下母亲的心声。在中文里，“就”这个词可以直接

表示“仅仅”“只”的含义，而在英文中所对应的是“o n l y”

这样的词，显然是不符合语境的，也表达不出同等的情感效

果。因此，译者考虑到了中英文的思维差异。中文中“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孕育了整体性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特点，这种

整体模糊型的思维方式又造成了汉语句法的意合特点-----连词

成句、行文铺排不求句法形式完备，句子结构讲究以意役形，

靠直觉领悟，致使语义表述常常失于模糊，不如西方形态性语

言那样表义清晰[14]。而英文则是一种形合型语言，语义理解的

过程更多地通过语言外在的形态标记和内在的逻辑结构连缀起

来。译者基于这一点，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反法和增译法，用最

恰当地方式完整地表达了原文内容的情感[15]。

5　结语

翻译作为语言之间的桥梁，对世界文化交流意义重大，而

翻译者作为这项活动的主体，持续为文化交流和翻译学科的创新

发展做着巨大贡献。译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运用其认知水

平、过往经历和知识储备将世界上不同语言所传递的各种信息内

化并输出，发挥着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乔治·斯坦纳在阐

释学基础上所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和

补偿”为研究翻译主体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这四步翻译

理论融汇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根据原文，创造性地再现原文

的内容，让目的语观众真正理解到这部影片中表达的情感。

《你好，李焕英》作为一部在全球上映的电影，对向世界传播

中国文化有着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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