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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日本翻译文学中异文化的传达 
杨丝宇 

（呼伦贝尔学院  021000） 

摘要：对于文学文化来讲，每个国家的文化截然不同，都有着自身发展特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学翻译在文学的发展

演进路途之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学翻译，就是指将一种文学文化通过翻译作者利用其他的语言，对其进行同样意思的翻译、

诠释，并且文学的作品与其翻译作者之间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以，这就对文学翻译工作人员的文学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与标

准。有鉴于此，需要文学翻译者对其翻译本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这样才能够保证翻译出来的作品能够更加有活力、生动

形象。本文在开端对日本的著名文学作品《古都》进行相应的介绍，并对作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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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各国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对于日本文学来

讲，其国家的文学相关知识文化水准也在逐年的增长，并且发表出

了许多值得人们阅读与学习的优秀文学作品。在目前的异国传播途

径来看，需要借助翻译人员将文学作品进行他国语言的转换翻译，

与此同时，相关翻译人员需要对其翻译的异国文化进行重点重视与

了解，保证翻译的作品文化传播方向不会出现偏差，这样才可以推

动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传播，从而促进各国文化得到发展交流与进

步。 

一、日本著名文学作品《古都》简述 

日本有许多优秀的文学著作，《古都》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创

作的中篇小说。书名“古都”指的是日本京都。该作品在 1961 年

10 月至 1962 年 1 月《朝日新闻》进行连载，于 1962 年 1 月出版。

作品是川端康成在 1968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作品之一，属

于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在《古都》这部小说中，川端康成通过

运用清淡、细腻的笔触，叙述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

合，字里行间表露出对人世的寂寥之感。川端康成把自己的关注、

同情与哀叹，倾注于作品中，通过描写千重子和苗子辛酸的身世和

纯洁的爱情，表达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文学翻译传达手段 

（一）人物描写表述 

对于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传达手段来讲，其中对文中的人物描写

与表述，是文学作品在进行编写与创作时需要使用的重点技巧，文

中人物描写生动形象，活灵活现才可以使文学著作的整部作品拥有

“灵魂”，因为对于一步作品来讲，人物是贯穿整个作品的贯穿线，

可以推动文学作品的故事下一步走向。作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编写

时，可以对文中人物所做出的行为动作、人物对话语言表达、人物

外貌穿着表情等多种细节、情节进行描写。这样可以充分带动文学

作品读者在阅读时的思考想象能力，帮助读者更加容易参与到文学

故事中来，并且增加读者阅读亲身参与体验感，可以吸引读者对下

文继续阅读的好奇心。同时，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描写，可以

对作者想要表达的社会发展情况、时代进展等，进行侧面反映与描

述，体现作者创作的思想[1]。所以对于一步文学作品来讲，文中人

物描写表述手段，是帮助作品确定基调的重要环节手段。 

因为本文表述的是日本的文学作品，所以对于他国来讲，想要

进行阅读，就需要对其作品进行译文翻译，不同国家都有本国的文

学翻译人员。在其进行翻译工作开展时，需要翻译人员对作品整体

完整翻译度进行控制，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特点、人物表述加以重

视。可以利用语义翻译方法，就是在不会更改文章本体表述意思、

目的与故事情节的基础之上，将作者想要进行表达的含义进行传

达。 

（二）景色描写表述 

从川端康成的各个写作文学特点来看，川端康成喜欢在其文学

作品故事表述时对文中的景色色彩细节进行描写。川端康成喜爱自

然，所以其在文学表达时也重点的将景色描写进行应用，其各个作

品之中景色的氛围渲染烘托具有极强的影响能力，所以，对于其作

品的翻译工作来讲，就不能够继续使用上文说到的语义翻译手法，

这样就会对川端康成手下描写的景色表述传播不完全。 

对于上述现象，可以应用交际翻译手法，其重点就是围绕全文，

对文中目的语言进行传达，更改一种传递信息的文化用语方式，这

对于文学翻译人员来讲，可以拥有较大的翻译解释空间，可以对其

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歧义、问题等进行一定的更改与调整，这样可以

将作品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景色优美度尽可能的进行传达与表述，

减少由于刻板的语言翻译传达，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景色优美度下降

的不良影响。并且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的同时，可以使得整部文学

作品的阅读更加的流畅，防止由于翻译对原文的阅读吸引力起到下

降作用。 

三、文化传播载体词语 

（一）拟声形态词语 

对于日本的文学著作来讲，其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播载体词语包

括拟声形态词语。在日本，作者进行文学著作的编写过程中，拟声

形态词语是十分常用的一项载体词语，应用频率十分的频繁。而这

种现象对于文学著作作品的翻译工作来讲，就为翻译人员增加了工

作难度，如果翻译人员在进行工作时，需要对拟声形态词语进行翻

译，直接对其文字进行翻译是无法帮助文学作文进行完好的译文

的。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利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共同的对拟声形

态词语进行结合应用。并且需要在文章结构与句子结构翻译正确的

基础之上，将文章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充分表达，将其都放入翻译

注意事项中，从而保证文学著作作品的完整性，让翻译后的文学著

作读者可以接触与感受到日本作品原文的优秀文化吸引力。 

（二）诗词歌谣形式 

对于日本文学著作来讲，在其中加入诗词歌谣形式也是一种文

章灵活生动的组成元素，这样更加容易让读者在阅读可以跟随作者

的思想，从而增加读者体验感。并且在文学著作之中加入诗词歌谣

形式，充实文章内容，丰富文学著作中的表达形式。在川端康成的

各个文学作品的文章之中，我们大都可以见到诗词歌谣的影子，这

种诗词歌谣形式可以推动文章作者，从侧面将情绪进行表达。 

诗词歌谣形式加入到日文文学著作作品之中，对其作品翻译人

员工作也是一项十分严峻的考验，需要翻译作者在保证其诗词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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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阅读通顺的同时，不可以将作者进行诗词歌谣创作的表达情

感、表达含义、表达情景进行更改[2]。作者要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基

础上，将文学著作中的诗词歌谣创作特点与诗词歌谣写作风格也能

够完整的表达出来。近些年来，日本文学翻译作者们大都利用语义

翻译手法，对包含诗词歌谣形式的文学著作进行短篇译文。 

四、日本文学翻译异文化传达 

（一）翻译技巧 

对于日本的文学著作进行翻译，需要结合其翻译的具体文学作

品进行翻译文化传达的思考。对日本文学作品进行翻译需要专业的

翻译工作人员，利用翻译技巧对其译文。这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的

文学水准、对中国与日本相关文化的了解、和两国的语言文字掌握

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只有相关翻译工作人员拥有具备这些专业能

力，才能够对文学作品的译文翻译质量有保证。 

从专业翻译技巧的相关工作来看，在进行国外的文学翻译工作

时，翻译工作人员不能够直接的将文学原文进行翻译，而是需要在

对翻译作品拥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的基础准备工作之后，结合文学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对其作品进行翻译，这样能够为文学著作作文

代入感与吸引力进行提升。如果没有这样，只是一味单调的对文章

进行译文翻译，那么其翻译过后的文学作品就会缺少原本应有的感

染力，翻译出的文学作品也就只是成为了文字传播载体。这对于翻

译工作者的挑战是很大的，需要翻译工作者耐心、细心的利用翻译

技巧与手法对其尽量的还原作品内涵与文字的完整度。 

翻译工作，不只是简单的将文学著作进行刻板的文字翻译，也

需要翻译工作者全反面的了解与认识作品，不可以只是将思考停留

在文字翻译工作之上，还需要结合考虑文学著作读者的阅读心理、

阅读爱好等，由于时代与社会每分每秒都在发展与进步，所以跟随

者时代的脚步，文学翻译工作时原文作品与译文作品之间的连接

员。并且，在进行日本文学著作翻译工作时，也要时刻牢记本国的

文化，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本国文化的发展。 

（二）存在文化差异 

当文学翻译工作人员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对于翻译工作者

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就是需要其对外国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与了解。

对于国家的多方面发展来讲，本国作者描写的文学作品是有一定

的，能够对其国家发展环境与情况进行反映的作用的，读者可以通

过对文学著作的阅读去了解相关国家的发展。所以这就更加要求翻

译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高水平文化，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够

对其翻译的文学作品文化提供译文质量与准确率的保障。也能够对

文章的译文翻译提高翻译标准，帮助读者阅读流畅度进行提升。 

对于国家的文化传播来讲，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需

要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才可以推动本国文化

的发展，才能够让不同国家认识到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

对本国文化进行提升。而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对于文学著作的翻译

工作人员来讲，为其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

文化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国家文学著作作者使用的文学词汇、语法

等都不同，所以 翻译工作者需要最大程度化的将其差异进行缩小，

才能够让不同国家的读者阅读到流畅的、通顺的文学著作[3]。另一

个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环境与交流方式都有不同，也需要读

者进行重点考虑与注意，帮助各国推动文化交流发展效率。 

（三）语言文化 

对于翻译工作来讲，是文学著作在不同国家进行传播的必要工

作。语言与文化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同的语言文化交流可

以促进与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具备一定的文化影响与文化

传播的能力的。对于文学著作的翻译，需要翻译工作人员结合语言

与文学的多种文化能力，保证其翻译的文学作品拥有一定的完整度

与流畅度、准确度。 

对于文学著作的编创原作者写作来讲，其都是拥有一定的写作

习惯于文学个性的，对于写作作者的作品，是通过不同的写作个性

进行积累，从而才得到具体的优秀文学著作。因此，语言文化文明

需要通过翻译工作人员对其原作者的写作语言习惯进行考虑，将语

言文化差异进行专业处理，发挥出翻译对文学著作各国之间传播语

言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传达作用。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发展背

景、发展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在时间的演变进程之中，各个国家所

拥有的语言文化也具有十分鲜明的差异。在拥有差异的语言文化之

间，翻译工作就会出现所翻译的文字表达不出原文的实际意义的情

况。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想要对其进行准确的译文，就需要

积攒翻译经验，灵活多变，将翻译工作结合实际翻译手段，从而将

文学著作文化内涵精准的表达。 

（四）异文化传达 

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对于翻译者来讲，更要注重原文想要表

达的情景与深层次的感情变化等。优秀的译者应结合中日文化差

异，在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时，将异文化以一种中国读者更能理解的

方式传达出来。不同的译者翻译技巧不同，文章风格也大相径庭，

对于异文化的传达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在日本的语言系统中，

与其社会文化最为息息相关的表现之一就是敬语、非敬语、尊他语

以及自谦语等，其表述方式反映出了日本社会文化中严格的尊卑等

级制度，日本作者通过语言习惯的表达就可以活灵活现的表现出笔

下人物的隐含个性[4]。而中文体系的日常用语中敬语与非敬语的界

限并不甚清晰，因此十分考验译者对于细节的处理与把控能力,读者

才能从文字的细枝末节中全面感受作者的情感与意图。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的国家与国家文化交流来讲，想要

帮助其文学著作进行良性传播，就需要翻译工作人员在进行翻译工

作的同时，对于文化差异、语言习惯等多个方面进行注意，只有将

不同的翻译手段技巧正确利用、多种形式的翻译情景正确处理，才

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的表述，从而保证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与感

染力能够完整的保留，从而促进不同国家优秀文化的传播，帮助国

家文化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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