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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资本视角下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抉择研究 
——以《大漠祭》英译为例 

张亚婧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大漠祭》被誉为中国西部文学典范，2018 年由葛浩文及其妻子林丽君翻译出版。本文拟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运
用“资本”的概念对《大漠祭》（Desert Rites）的英译活动进行考察，揭示译者在惯习的影响下在翻译场域中的资本互动,尤其是文
化资本在整个译介过程中的产生、转化及运作，以期为译者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选择提供一种社会翻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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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代表作《大漠祭》被誉为中国西部文学典范，其浓厚的大

漠民俗风情以及丰裕的河西民间文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就包括中国文学“首席接生婆”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获奖，进一步

奠定了葛浩文在翻译界的泰斗地位，由他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几乎都可谓经典，其“连改带译”的翻译风格更是引起了翻译学界

的广泛讨论，译介模式也曾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

范式”。在此背景下葛浩文为何选择《大漠祭》？在翻译策略上是

否延续了先前饱受热议的“葛浩文式翻译”？ 

翻译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翻译过程受到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语

境的制约，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

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资本作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

一，是行为者在社会场域中进行实践的重要工具。资本在翻译场域

中的运作体现在文本（原文本与译本）上，即原作如何被挑选为翻

译对象，获得翻译资格及译作采取何种表现形式获得生存空间（陈

秀，2016）。《大漠祭》的英译与传播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可

以看做是译者葛浩文在其译者惯习的实践逻辑下，在场域中带着经

济、文化、符号、象征资本展开博弈，此次博弈的结果是《大漠祭》

（Desert Rites）在各类资本的推动下被成功出版发行。因此本文将

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下，着重探讨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在译

者葛浩文翻译抉择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 

一、社会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及布迪厄资本概念 
翻译作为一项深嵌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文化活动,带有非常鲜

明的社会属性。现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翻译的社会属性决定

了社会翻译学研究大有可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活力（徐

赛颖，2022）。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方兴未

艾，学者纷纷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以及拉图

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等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下重新审视翻译活动，为

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社会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中，引用最多的便是布迪厄的社会实

践论，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Field）、惯习（Habitus）和资本（Capital）

互 为 关 系 ， 可 用 公 式 表 述 为 ： [( 惯 习 )( 资 本 )]+ 场 域 = 实 践

（Bourdieu,1986a:101）。即在不同的场域中，行为者在惯习秉性系

统的无意识运作下，不断累积或垄断各类资本，以在场域中竞争到

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位置。布迪厄将资本分为四类，即文化资本、经

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是最受重视也

最常被提及的。文化作为一种渗透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力

量，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场域中的行为者只有占有大量文化资

本，才能在其中竞争到较为中心的地位。文化资本体现为身体化、

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式。其中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指行为者长期

积累的行动习惯，是其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体

现具体化的文化资产，如图书、画作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则是被

制度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各类资质，如学位、文凭等。 

二、文化资本对葛浩文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翻译活动的第一步，绕不开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译者在选择

翻译文本时往往有其独特的倾向性，除译者长期学习、工作经历所

内化形成的惯习影响之外，这一过程还受翻译场域的内资本数量的

多寡及资本形式的分布的制约。近些年来，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

一直在着手翻译雪漠的作品，包括“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

原》《白虎关》）及《孤野岭》等。其中《大漠祭》《猎原》已于 2018

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葛浩文对《大漠祭》的

青睐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基于文学偏好。 

经历了读书、失业、入伍、再失业，到后来重学习兴趣、读研

读博深造，使其与作家萧红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步在中国文学场域

占据了一席之地。《呼兰河传》的译介使译者作为翻译家的文化资

本开始累积，在之后四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共翻译了二十

多位作家的五十多部作品，助力诸多作家作品在国际获奖，译者的

文化资本也随之大量累积，直至莫言作品获“诺奖”达到高潮。这

些学习、教育经历内化为译者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在译者身上表现

为长期积累而成的审美能力、语言能力、眼界学识等，对译者惯习

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雪漠作品中蕴含的文化与历史正符合

了葛浩文积累的文化资本中一以贯之的文学审美。复旦大学陈思和

教授表示：“雪漠的作品中有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他接过了萧红的

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打动了葛浩文先生，让他喜欢上了雪漠”。 

其二，基于市场需求。 

葛浩文作为一位职业翻译家，如果说早期其翻译兴趣主要源于

学术研究的需求，中期被文学偏好驱动，那后期则更多是关注市场

反应。在雪漠 2019 年出版的《堂吉诃德在北美》一书中，记录了

雪漠与译者洽谈《大漠祭》翻译计划的访谈录，期间葛浩文表示：

“一般的美国人对蒙古很好奇，所以《狼图腾》很受注意，我想他

们对甘肃也会同样感兴趣。”合译者林丽君也表示：“当你要翻译一

部作品的时候，就不能只关注作品本身，我们也要非常实际地看这

个作品有没有市场。”因为“当你的书准备翻译，准备走向世界时，

你就不能不管市场。”（雪漠，2019）因为译作的文化资本不仅取决

于译作的忠实程度，还取决于译入语国家对其的接受程度，读者的

口碑可以帮助译者增加象征资本。出版商、读者等占有的各类资本，

将决定译作能否进入社会并产生社会影响力。因而基于对文化资本

的积累和扩张的目的，葛浩文更倾向于选择美国市场更为感兴趣的

作品。 

其三，基于他人推荐。 

译者通常被认为是翻译场域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然而译

作从翻译到最终出版却并非译者一人能完成的。在翻译的起始阶

段，发起人是翻译活动能否顺利开始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发起人可

能是译者本人，也可能是出版商、学者等推荐。如《沉重的翅膀》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推荐，《狼图腾》等其他多部小说均由出版

社推荐。雪漠的朋友文韬向译者葛浩文夫妇推荐称：“雪漠老师表

现的东西都是中国西部的、西夏的，包括藏区文化。我认为西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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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这个话题是非常感兴趣的。”在葛浩文接触翻译的初期，由于

文化资本的薄弱，将接受场域内处于较为中心位置行为者的推荐，

如享誉国内外的译者杨宪益、戴乃迭等；而在其成为职业译者后，

则更多地被出版社的经济资本裹挟，更倾向于接受出版社的推荐。

在积累了相关当雄厚的文化资本后，整个中国文学翻译场域的结构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译者葛浩文跻身至该场域较为中心的位置，此

时译者在文本选材方面则一定程度上跳脱出版社经济资本的操纵，

在个人文学审美的基础上，考虑场域内其他参与者的推荐，推荐者

所占有的资本越丰厚,其推荐的作品竞争力则越强。 

三、文化资本对葛浩文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作者雪漠在《大漠祭》中运用了极其丰富的方言以及极具地域

特色的民间歌谣（“花儿”、凉州贤孝），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根据周领顺对葛浩文翻译语料库的研究发现，葛浩文更多的时候采

取中间的做法，即“直译”“半直译半意译”和“解释性”（意译），

但是《大漠祭》方言翻译中，（归化式）意译的比例更高一些。除

此之外，译者还对《大漠祭》的结局进行了删减，去掉了原作的第

二十一章。这种删减可以说带有典型“葛浩文式翻译”的特点。译

者选择如此翻译策略的原因，除多年形成的译者惯习操纵之外还受

到合译者的文化资本以及出版社资本的影响。 

首先，《大漠祭》英译过程中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合译者

资本的影响。合译者林丽君多年的学习工作经历所积累的文化资本

在获她得美国国家翻译大奖后被制度化，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度。此

外，她还同葛浩文合作翻译了 11 部当代中国小说，这些客观化的

文化资本使其在翻译场域中获得了一定的竞争力，并对葛浩文选择

何种文本、运用何种翻译策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扎实的中文

文化资本，可以使葛浩文在保留语言特色的同时，尽量减少一些的

异质文化词语的使用，以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体现在《大漠祭》

译本当中，表现为译者在处理甘肃方言时“归化”策略比例较高。 

其次，出版社丰厚的经济资本也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译者葛浩文在场域中需要带着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其他行为者的资

本进行博弈，对译作的改动均为和出版商、编辑、作者之间沟通以

后才做出的决定，其行动并非随心所欲。在《大漠祭》翻译计划的

商议中葛浩文夫妇认为，大部分的美国读者可能无法接受小说的结

局，因为小说人物太过悲惨了，并表示出版社在发行作家虹影《饥

饿的女儿》一书时，甚至连“饥饿”两个字都不敢用。因此葛浩文

在出版社资本的影响下提议对结局做出改动，基于对译者文化资本

的信任以及出版社经济资本的妥协，雪漠明确表示“愿意做这样的

改动。”（雪漠，2019） 

最后，在翻译场域中，行为者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

域中不同的位置。一般来说，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往往采取保守

型的策略来维护现有的场域中的力量格局；新进入者则希望逐步接

近支配地位，往往采取继承策略，扩大资本的数量和提高资本的质

量；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为者一般采取颠覆性策略来改变场域中的

力量格局（宫留记，2009）。在葛浩文刚进入翻译场域时，其独特

的翻译风格还未显现，当时译者在场域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翻

译策略偏向于“忠实”。而随着其文化资本的大量积累，翻译场域

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译者的位置也由边缘逐步向中心靠近，然而此

时译者的文化资本仍无法与出版商的经济资本抗衡，因此这一时期

译者的翻译策略带有典型特点“连译带改”，以求以颠覆性的策略

改变整个翻译场域的力量格局。在占据场域中心位置后，出版商的

资本开始向译者强大的文化资本妥协，因为译作能否在市场得到读

者接受不仅取决于原作是否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还取决于译作是

否由文化资本较高的翻译家所译。因此，在现阶段，译者葛浩文可

以在保留自己独特翻译风格的基础上，自由灵活变换翻译策略。 

四、结语 
在翻译场域中，译者要想在场域中争夺到中心位置，必然试图

占有甚至垄断更多的资本，因此《大漠祭》的英译过程也是各个行

为者在场域中争夺资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所占有的文化资

本的数量与格局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文本选择而言，

译者受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影响，在其文学审美的指导下对中国西部

乡土特色作品的产生了兴趣，并在《大漠祭》原作、作者及发起者

的文化资本推动下，最终选择了该文本作为其翻译文本。就翻译策

略而言，在合译者文化资本的影响下，更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

略，此外随着译者自身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累积，译者为维持场域中

的位置，在翻译策略的上即保留了自己原本的翻译特色，又在保留

原文语言特色的同时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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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地理知识点，并且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灵活

运用这些知识点。等到学生基本掌握了有关知识点之后，教师再抛

出现阶段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是什么？让学生借助所学的知识点

来回答，气候变暖是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多了，所以对地面

上的长波辐射进行吸收，这样就使得大气温度提高了。通过这个问

题就可以引导学生树立保护环境，热爱大自然的理念。总之，借助

生活现象来创设地理问题教学情境，不但可以对学生地理的综合思

维进行培育，而且还可以落实人地协调观，进而提升学生的地理核

心素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需要转变低质低效的教学模式；在新课改背景

下，教师通过创设地理情境，开展问题教学，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

区域认知能力、地理实践力、综合思维以及人地协调观，落实地理

核心素养，促进教学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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