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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下的新闻翻译策略分析 
热孜万古丽·牙库甫 

（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节目部） 

摘要：现阶段，如何完整准确传达源文思想、内容，成为新闻翻译活动中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本文以维语新闻翻译为例，基于
目的论相关内容，对于影响新闻翻译结果的因素展开分析，并且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修饰层面、语篇层面来讨论新闻翻译策略，
以此来积累相应的新闻翻译经验，更加准确与完整的传达源文新闻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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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翻译是一项跨国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行为，其目的是要将原

文内含的信息成功地传递给受众并被他们接受。在新闻翻译活动中

需要从目标受众出发，向受众传达契合其阅读习惯的译文，从而实

现信息传递效率的最大化。在新闻翻译策略的拟定中，需要充分发

挥目的论的指引价值，从而形成良好的新闻翻译环境，得到可靠的

翻译结果。 

1 目的论相关内容概述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理论，它强调翻译是

目的性跨文化行动，突 

出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内，翻译

就意味着要在目标背景中为目标语境内的目标目的和目标接受者

制作一种文本，相比之下，源语文本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换言之，

源语文本并非处于权威的中心地位，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实

体，是译者所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译者之所以选择某些信

息，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信息能够在目标文化中满足某种目的。在具

体的翻译活动中应遵循以下分析步骤：（1）对原文真正的翻译目的

进行整理，确定具体的分析目的。（2）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对于

发现的源文意图，也需要围绕此内容来修改其他译文。（3）将译文

与源文两个文本目的进行对比，查看其是否保持一致，对于不一致

的内容进行修改，达到预期的文本制作目的。 

2 影响新闻翻译结果的因素 
2.1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民族文化，

维语作为一类少数民族语言，相较于汉语，其词汇总量相对较少，

而且在语法丰富度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在对新闻进行翻译时，

会存在语法、语序等方面的差异，若不能准确掌握两者之间的相互

关系，很容易出现新闻翻译结果歧义、内容缺失等问题。第二，新

闻文化，是一种人在新闻活动中所创造的一种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

应用型、群众性的文本文化和大众传播活动。人作为独立个体，面

对同内容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一般情况下，在目的理论作用下，对

于新闻的翻译需秉持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而一些主观

思想的融入也会造成新闻翻译结果失衡，从而影响到翻译结果的可

靠性。 

2.2 读者因素 

读者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读者

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

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

欣赏水平，应用到具体的阅读活动中，会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

待。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期待视野可以让读者进入到某一种感情

状态，而且也会随着文本内容的波动产生不同情绪，新闻作为一类

服务于大众的文本，若无法满足读者视野期待要求，那么也会直接

影响到文本内容的宣传性，从而降低新闻的传播范围。第二，认知

差异，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其思维、基础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存

在差异，这样在面对同样的新闻内容时，其表现出的平衡状态也会

存在一些差异，这样也要求新闻人在工作中基于受众人群特征来拟

定新闻内容，以满足不同情况下读者对于新闻的阅读要求。 

3 目的论视角下的新闻翻译策略 
3.1 词汇层面的翻译 

3.1.1 专有名词 

在新闻翻译的过程中，会使用到一些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

在应用中又可以细分特定人、特定物、不带特定修饰的词语。新闻

本身对严谨性要求较高，针对一些专有性问题需要利用专有名词来

提高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尤其是涉及国家政治、军事事件等内容，

对其要求也更加严格。在对专有名词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以下内

容：第一，对于涉及政治领域、国家外交领域、军事活动领域、重

大贸易领域等方面的新闻，在对其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专业术语的

准确转换，避免意思传达存在歧义，引起不必要麻烦。第二，在维

语新闻翻译活动中也会涉及一些刊物名称、国家机关（全称）、事

业单位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也是翻译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第

三，维语的词汇丰富度不及汉语，其中会有少量专有名词无法找寻

直接对应的名词，因此在翻译时也需要利用注释、增译等途径来准

确表达此名词，满足受众的阅读要求。 

3.1.2 外来名词 

在新闻翻译的过程中，也会使用到一些外来名词，这些外来名

词主要是指从其他语言中借用的词语，以达到完整表达相应新闻目

的作用。新闻本身就具备了大众性特征，针对一些问题需要利用外

来名词来提高新闻内容的完整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

域间的经济交流频率不断提高，这也为外来名词的使用创造了便利

条件。在对外来名词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以下内容：第一，对于一

些外来名词，可以使用音译的方法进行处理，即根据通用的音译内

容来对这些外来名词进行翻译。第二，对于一些外来名词，也可以

使用意译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对这些外来名词的本质意思进行整

理，随后利用注释的方式进行标记，以便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此类词

汇。第三，可以使用音译和意译的方式，对一些较为复杂的外来名

词进行处理，参考目的理论中的相应原则，细化其中的相关内容，

以达到预期的应用目的。 

3.1.3 缩略词 

除上述提到的相关内容外，在新闻翻译的过程中，也会使用到

一些缩略词，这些缩略词主要是指简练处理新闻内容时所使用到的

一些词语，如汉语中的成语便是较为典型的缩略词，利用这些缩略

词的可以在完整表达相应新闻目的的同时，减少新闻稿字数，起到

高效传输新闻内容的作用。基于目的理论中的相关内容，在维语新

闻翻译活动中所使用到缩略词主要有成语、汉语缩略词、英文缩略

词等，在对其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以下内容：第一，对于一些人们

非常熟悉缩略词，如“中国”、“两会”、“WTO”等，在对其进行翻

译时则可以选择直译的方式进行处理，起到节省新闻稿篇幅的作

用。第二，对于一些大众不太熟悉或新出现的缩略词，如“双暂停”、

“双峰”、“双碳”等，在对其进行翻译时则可以选择直译加注释的

方式进行处理，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词汇含义，便于后续工作的顺

利进行[1]。 

3.2 句法层面的翻译 

3.2.1 句式结构 



理论探讨 

 270 

维语作为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句式结构上和汉语存在一定差

异，为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源文含义，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需要做

好句式结果的调整工作。一般情况下，在句式结构翻译过程中，采

用的翻译方法如下：第一，主语增译，主语作为句法中的普通组成

成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添加或去除，而翻译时需要对这些内

容进行整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增加主语翻译，从而确保翻译

语句可以满足忠实原则，达到既定的管理要求。第二，进行语序调

整，对于翻译内容中存在语序不同的部分，在实际处理中会根据语

句表达的具体含义，选择增加虚词、调整语序的途径来重新整理语

句逻辑关系，满足读者阅读要求[2]。第三，长句分译处理，对于语

句中词语较多、句式比较复杂的内容，可以对这些语句先进行分解，

随后再对这些语句进行分解处理，以达到相应的应用要求。 

3.2.2 句中时态 

总结以往翻译经验可以得知，维语在句中时态表达上和汉语也

存在一定差异，为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源文含义，在具体的翻译活动

中，需要做好句中时态翻译后的调整工作。一般情况下，在句中时

态翻译过程中，经常采用的翻译方法如下：第一，增译相关内容，

根据语句表达的时态在对其进行翻译后，会增加表示对应时态的词

语，如“现在”、“正在”、“下阶段”、“以往”等，确保翻译语句可

以满足真实原则。第二，进行注释，对于翻译内容中存在时态变化

的内容，必要时也会通过注释日期、注释内容的途径来明确语句关

系，满足读者阅读要求。第三，分译处理，对于语句中词语较多、

时态多变、句式多变的内容，也会对这些语句先进行分解，做好时

态顺序的梳理工作并重新排序，从而得到完整的翻译结果[3]。 

3.2.3 句中语态 

总结以往翻译经验可以得知，维语在句中语态表达上也和汉语

存在一定差异，为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源文含义，在句中语态翻译活

动中，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如下：第一，保留原句的语态结构，根据

语句表达的源语态来顺序翻译，但是需要根据原来语境适当增加一

些辅助词语，以确保语句的完整翻译，满足相应的使用要求。第二，

进行注释，对于翻译内容中存在语态变化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添加

注释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从而帮助读者了解源文的语态关系，及时

调整相应参数，以提高分析结果的合理性[4]。第三，在合适位置添

加主语，如果源文中的一些被动句，在实际处理中会将其调整为主

动句，并且在主动句中添加适当主语，以此来提高翻译后语句注释

的明确性，以满足相应的使用要求。 

3.3 修饰层面的翻译 

总结以往翻译经验可以得知，在实际应用中也需要做好修饰层

面的翻译工作，从而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源文含义，起到相应的修饰

作用。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常用的翻译方法如下：（1）对一些言论

进行引用处理，主要是指一些官方发表的某些言论，从而营造出新

闻内容的真实感，突出新闻内容的核心信息。（2）省略性翻译，在

新闻拟定过程中需要使用较少数量文字来表达更多信息，以此来加

快信息传输效率，提高新闻信息的传输效果。在具体的分析活动中，

可以使用一些省略词，如“中国”、“两会”、“十九大”等，利用这

些简略信息来表示核心内容[5]。（3）合理利用数字，在新闻翻译活

动中也会使用到一些数字，这样也可以更加直观的完成信息传输，

如时间、日期等，以起到提高新闻真实性的作用。 

3.4 语篇层面的翻译 

3.4.1 全部翻译 

基于语篇层面来进行全部翻译时应注意以下内容：第一，了解

新闻价值，在对新闻内容进行翻译处理时，需要对这些新闻价值进

行整理，而且从中了解新闻内容的核心目的，以此来为受众提供可

操作意见。第二，了解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基于目的论来整

理受众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等，从而了解受众对于译语新闻的接

受度。尤其是全篇都是重要信息的新闻，更需要使用全译的形式进

行处理，以满足所拟定信息的可靠性[6]。第三，对源文新闻结构进

行调整，明确新闻内容袋主体思想，以此来完成译文与源文整理，

并对其结构进行整理，从而根据实际情况来对这些重要信息进行全

部翻译，达到既定的应用要求。第四，明确源文新闻的具体立场，

新闻的制作也需明确源文立场，以客观的角度来对新闻进行翻译，

对于过于主观的新闻则不能使用全译的方法进行处理。 

3.4.2 局部翻译 

基于语篇层面来进行局部翻译时应注意以下内容：第一，了解

新闻中有价值内容，在对新闻内容进行翻译处理时，需要对这些新

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筛选出来，围绕新闻标题来整理这些新闻内

容，以此来完成局部翻译信息的整理工作[7]。第二，了解受众对于

新闻信息的需求，整理受众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了解受众对于

译语新闻的接受度。以此为基础来完成局部信息整理，并对其逻辑

顺序进行重新整理，以此来形成新的新闻内容，达到新闻信息快速

传递的目的。第三，对源文新闻结构进行调整，对于篇幅过长的新

闻内容，需要从中提炼有效信息，并且以客观的角度来对新闻进行

翻译，从中去除掉附加信息，起到节省新闻信息制作时间的作用。 

3.4.3 重组翻译 

基于语篇层面来进行重组翻译时应注意以下内容：第一，了解

新闻中的主体思想，围绕新闻主体思想来对这些新闻内容进行重新

梳理，搭配着局部翻译策略，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内容来进行重组，

从而达到合理整理新闻内容的目的。第二，了解受众对于新闻信息

的需求，整理受众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明确受众对于译语新闻

的接受度，以此为基础来完成信息重组，并对其逻辑顺序进行重新

整理，从而得到可靠地分析结果[8]。第三，做好语言形式的分析工

作，对源文新闻结构进行调整，了解具体的语言形式，同时也需要

对相关新闻内容进行整理，筛选出其中的有效信息，适当删除其中

的附加信息，提高翻译行为的合理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目的论的基础内容，积累新闻翻译策略，一方

面，可以提高新闻翻译结果的合理性，达到信息顺利传递的目的；

另一方面，能够积累相应的翻译经验，不断提高新闻翻译体系的完

善度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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