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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文化的英语翻译与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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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英语翻译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跨文化交际

的大背景下，在对英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词汇、语法、概念等信息不对等或者语言不可译等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以中

西方语言所涉及的地域环境、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多方面为基点，深入了解本质剖析差异，在理论基础的支撑下转换

思路，通过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实现较为有效的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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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

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传播媒介，更是我国与世界

一切关联的桥梁和纽带。任何语言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之中，语言

和文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抛开文化的语言是

不能独立存活的，更不可能实现有效的交际。中西方文化都有自己

的独特之处，这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常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语言的独特性。在跨文化背景下，通过巧

妙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视角的转换，使大量的影视作品、文学和音

乐作品等在异质文化的传播及翻译过程中更大程度的保留它们本

来的意义及内涵，减少日常交际中的文化冲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英语是

使用广泛度第一的语言。统计中两种语言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而易

见。英语翻译并不是单纯机械的对这种语言加以处理，还包括与该

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范畴，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在实际的跨文化交

际过程中，由于语言沟通障碍而产生的文化误解、交流冲突、信息

含糊不清或混乱等现象屡见不鲜。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

系，除此之外，汉语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而英语则是表音体系的文

字。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对英语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翻译研究者们需要对中西方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和

研究，不断地夯实翻译基础，总结翻译经验，提高翻译质量，实现

较为有效的语言转换，尽量避免矛盾和误解。  

1 翻译关系下的语言 
1.1 语言的可译性 

从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方面来讲，任何语言都是可译的，因为

语言能够帮助人们去描述已知事物，认识新生事物。有些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被翻译出来的语言，可能是由于当前的认知水平高度还不

够，但终有一天也会被翻译出来，人类这个群体每天都要进行衣食

住行等相关日常活动，都会制造并使用生产及生活工具，都有思想

情感以及表达的意愿，个人一般会组成家庭、家族、集体再到国家。

就这些方面来讲，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并且相同之处远比不同之处大得多，由于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及行为

的共通性，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相互理解异质文化中的内

容，这也成全了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存在，一种文化中的语言表达

手法在其他不同的文化中会有几乎相同的表达方式，这是跨文化翻

译存在以及不断发展的最好佐证。如：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事实胜于雄辩。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石二鸟或一箭双雕。 

1.2 语言的不可译性 

语言的不可译性包括语言的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两

个方面的内容。相对不可译的语言现象在目前现有的情况下是不可

译的，但是经过条件的转换、能力的加强以及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

就会变成可译的语言现象。如：Go to the dog 和 Let sleeping dogs lie

这两句话，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翻译就是去狗那边和让睡着的狗躺

着，但事实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分别是每况愈下和别自找麻烦，在做

类似翻译的时候必须考虑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词义的不断变化以

及词的引申义和比喻义等。语言的绝对不可译性主要指一种语言形

式及其内涵生来就不能转换成另外一套完全陌生的语言符号，从语

言现象的音、形、义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进行翻译，是真正不可译

的语言现象。如中国文言文中的一些内容，如果只是进行最基本的

翻译，在没有加注释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那一串串的语言符号是没

有任何意义的，英语翻译亦是如此。 

2 归化翻译法和异化翻译法的理论基础 
归化翻译法和异化翻译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

译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最

贴近的自然对等”的说法，强调读者的感受，他认为翻译和实际交

际是一样的，他提出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应该尽量以目标语的特征为

主要考虑因素，翻译过程中尽量减少异国风情差异，译文尽量使用

目标语学习者喜爱并且能够接受的语言形式和语言规范，为目标语

的读者提供通顺流畅且无违和的译文。异化翻译法的代表人物是韦

努蒂（Venuti）。他认为异化翻译偏离了本土的主流价值观，异化翻

译法强调以源语或者源语文化为出发点，要求译者应该尽可能的翻

译出作者本来的表达和思想，向作者靠近，在翻译方式上要以外语

文化为基准，语言形式和语言规范要以源语和作者本人为主，不注

重考虑读者的体验。异化翻译法与归化翻译法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运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所翻译的作品带给人们的读感

和体验完全不同。 

3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视角转换 
3.1 地域环境差异 

任何一种语言或者语言所关联的文化，它们产生和发展都离不

开其所依托的特定的地域环境，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的

地域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明。这也是基于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视

角转换所考虑的重要方面。地域文化主要指特定区域的人们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所创造的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基于地域差异的前提，因此所孕育的文化也丰富多彩，各

有特色。就拿语言文化中的方言来说，不同地域在使用同一种语言

时，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会有所不同。其中语音和词汇差异较大，

而语法差异相对较小。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是表达方式和情感却大

不相同。英语和汉语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是中

西方语言的典型代表，表达语法意义的方式和手段也完全不同。因

此翻译工作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地域背景，重

视语言背后的环境文化差异，转换思路，才能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程

度的保留它们的本质，已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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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化背景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语言必然体现不同的文化特性，在跨

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日常的交际中过程中会产生或多

或少的沟通障碍，甚至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交际亦会如

此。在西方文化里龙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里龙是祥瑞和尊

贵的象征。英语和汉语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具体体现，由于两种文

化之间差异性较大，再者翻译也不是单纯的进行一对一文字转换，

从而形成我们日常所调侃的中式英语。例如: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意思就是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因此翻译工作者应该对两

种不同的文化深入了解，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发掘最接近的翻译

表达方式，这是突出翻译质量和实现跨文化背景下翻译视角转换的

最关键一步,也是尽可能保留翻译对象及翻译主体本来的内涵、思想

及情感的重要保障。 

3.3 思维方式差异 

由于中西方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直接

影响着它们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方法方面

也千差万别，这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语言文字及其内核的理解和

翻译。因此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语言文字翻译，思维方式的转换是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内容。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如:西方人崇尚冒险与激进，喜欢寻求刺激；而中国人崇尚和谐与中

庸，喜欢追求平和。西方人喜欢毛遂自荐、开门见山的表达自己；

而中国人喜欢温和谦逊、迂回婉转的表达自己。以上的差异性都是

我们在进行跨文化语言翻译时要仔细琢磨的。再者英语属于屈折

语，词形变化是其表达语法的主要手段，在翻译时必须转换思维方

式，只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才能更加有效的达到预期的翻

译效果。 

3.4 生活习俗差异 

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形态各异，囊括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

面。是特定时期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

性，并且是不断变化的。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许多

的习俗文化和语言。中西方生活习俗差异较大，就拿最贴近生活的

饮食文化来说，中国人用餐使用筷子，而西方人则使用刀叉，中国

人讲究团圆，因此大家都是坐在一起共用饭菜，而西方人则讲究利

己主义，吃饭的时候喜欢各吃各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随处可见，

这对于翻译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翻译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翻译能

力和水平，更要熟知与语言相关联的文化等，这也是在跨文化背景

下能否成功的实现视角转换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的重要因素。 

4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技巧 
4.1 归化翻译法 

在归化翻译法下，要尽可能使译文跟目标语的语言规则靠近,

尽可能体现目的语的语言特征，使得读者能够很好地阅读和理解译

文，减少语言障碍和语言冲突。在归化翻译法下的译文由于更接近

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因此在使用归化翻译法进行翻译的时候，首

先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有的文本本身通俗易懂便于翻

译，有的文本本身就晦涩难懂翻译更是难上加难。其次在具体翻译

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长期的历史性差异，因此要充分实现语法表

达手段、词语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人称以及词、短语、句子对

应关系的转换，才能产生好的作品。就拿汉语和英语中的主语来说

吧，英语中的主语一般有形式的要求，如动名词和动词不定式等，

而汉语则没有这种要求，英语中的主语比较好确定，而汉语注重意

合主语较难确定，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应以原句的主语充当翻译的

主语，实现主语的变换，也可适当的增加主语。例如：我知道你要

说服她去放弃这个想法是不容易的，可翻译为：I know it is hard for 

you to persuade her out of this idea.除此之外，翻译的影视作品对我们

日常生活也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注

重精神享受，所以对影视作品的要求也很高，好的翻译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本身，就拿影视作品《生活大爆炸》来说，之所

以受到很高的评价，是因为它的字幕翻译大部分采用的是归化翻译

法，这会使得中国观众很容去理解并产生思想和情感共鸣，不但能

够表达作品本身而且能够使中国观众产生认同感，比如将 What's 

up,Shel-Bot?翻译成怎么了，谢童木？。中西方在语言结构方面也存

在较大的差异,在英语中重视主题句，喜欢用连词如 but,and 以及介

词 on,in,at 等来表达句中的逻辑关系，英语中很忌讳词语的重复使

用，经常会用 that,which,who 等来代替，例如"The girl who is making a 

speech right now is our monitor"。而汉语则截然不同，例如"我的叔叔

他是一位老师，他今年五十岁了，他喜欢吹笛子等。就会出现词语

的重复使用。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

能使译文既能不失本意还能使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 

4.2 异化翻译法 

在异化翻译法下，要求译文要最大限度的接近源语和源语文

化，不以目的语读者为出发点，努韦蒂认为既然是翻译就一定会有

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不可能完全消失或者被掩盖，翻译过程中应该

向源语作者靠近，异化翻译法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不像归化翻译法

那么易于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在翻译文本的时候，有的语句必须

考虑源语文化，也就需要进行异化翻译，例如倾盆大雨的英语表达

是"rain cats and dogs"字面理解就是天上下猫又下狗，一方面可以形

容雨下的特别大，但事实上这句话的原型是北欧的一个神话传说，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必须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如果只是做最简单

的直译，翻译效果大相径庭。异化翻译法强调靠近源语本来的意义，

但对于格式要求较小，在进行翻译时常会用到正反词的转换，将话

语用最灵活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This statement must not be ignored"

这句话中有表达否定意义的词 not,在翻译的时候可以用正反词的翻

译方法，将其翻译为这句话在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相悖转换在异化

翻译中也较常见，通过对英语和汉语之间语态的转换，主要是主动

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变化来实现有效翻译，尽可能表达源语本来的意

义。 

5 结语 
总之，要促进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减少语言文化的矛

盾和冲突，在跨文化背景下，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通过翻译视角

的转换实现有效翻译是非常必要的，翻译工作者在充分了解并考虑

中西方各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转换翻译思路，产生大量优秀的翻译

作品，为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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