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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多边贸易发展更凸显出外交

的重要性。外交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相通，而英语作为

国际化官方语言，在外交的各大领域中广泛应用，由此

可见，英语的习得对以后的工作社交等的发展影响深远。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

有所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而思维方式的差异则是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汉语的思维方式在语言应用上，

会把比较重要的内容放在后面，但是西方会根据事情的

重要程度来排列。另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完

全不同，所以也会在语言中体现出来。有时在外交翻译

中看似忠实的译文，但却忽略了原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化

内涵，这样的译文并不能算是上佳的译作。因此，在进

行外交的时候，就要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通过采用有

效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打破文化交际壁垒，为促进国际化

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应用的理论

跨文化交际是一种两种文化的对话活动，是不同民

族之间为了信息交流、文化传递才进行的相互影响的外

交活动，翻译则是这场对话活动的媒介，通过有效的翻

译方法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归化翻译”是指译文采用明白晓畅的风格，这样把

目的语读者对外国文本和文化陌生感降到最低程度，读

者读起来通顺易懂。用韦努蒂的话说，归化翻译的定义

就是“翻译是用暴力置换外国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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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目的语读者提供一些可读性强的文本”。采用此种翻译

策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目的语作为一种强势的语言同

化外语，不仅在语言上遵从的是目的语习惯，而且在文

化价值上雨目的语保持一致，使读者在他者文化中意识

到自己的文化而自我陶醉。二是译者以一种隐身的面目

出现，译文中看不到译者的翻译痕迹，抹杀了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的干预作用。“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

带来的“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在生成目的语文

本时，通过保留原文中的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故意打

破目的语习惯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从一定程度上看，韦

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文化干预，它对试图压制外

来他者的行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将读者置身于国外异

域风情的同时，彰显的是异国文化的语言文化差异。从

具体微观翻译方法的运用上，体现了不流畅的、晦涩的

翻译风格，甚至运用目的语语言中的古词，给读者提供

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读者能够品味原汁原味的原文语

言和内涵。

因此，本文以跨文化交际为背景，应用翻译的文化

学派代表人物—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进行外交翻译的实证分析。

1.3 本项研究创新点

随着 20 世纪之初现代语言学的崛起，使翻译学从经

验论走向学科发展的黄金期，进入“翻译的世纪”。自 20

世纪初至今的 100 多年间，不管是单纯的翻译理论的研

究、还是译者翻译风格特点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等研究

成果颇丰。但是跨文化交际翻译作为翻译的新视角，研

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尤其是通过外交翻译的实证分析

去验证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适切情况，探讨外交翻译活

动中文化要素的翻译策略及译者自身技能提升的文献却

不多。因此，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国际形势，采用韦

努蒂的“归化”“异化”翻译方法去分析外交翻译中的文

化要素的具体翻译情况，旨在提出有效的文化因素翻译

相关方法。

2.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国内的学者对跨文化交际对某一个学科教育的影响、

不同译作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外交翻译中文化词汇的

翻译方法研究的较多。

张中载（2011）当今的国际化形式发展的角度，以

跨文化外交活动为参考，阐述了外交翻译活动注意事项

及紧急突发状况的处理措施。任锦雯等（2020）主要从

国内外对于跨文化交际活动采取不同的措施出发，陈述

了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措施是因为中西方的译者的意识形

态不同。任庆亮（2020）通过中国特有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词汇在英语翻译中，无法找到与其匹配的单词这一现

象，经过例子分析得出，在保留中国特色的时候，一般

采取异化翻译策略。

国外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意识形态、文化

交流的重要性。Amir shojaei（2012）从批评性话语分析

角度出发，对新闻及其译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

意 识 形 态 是 影 响 翻 译 的 重 要 原 因。Jolanta Osekowska-

Sandecka（2015）指出，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

常常会把陈述性语句进行改写或省略。

由以上的先行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有从外事翻译、

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进行研究的文献，但是对三者进

行合并研究的比较少，所以文本将从韦努蒂的归化异化

角度出发，结合跨文化交际的思想理念，对外事翻译进

行实证分析，以期能提出有效的文化因素翻译策略。

2.2 跨文化外交翻译与普通翻译之间的区别

提起翻译，必然能想到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

准，普通的翻译达到此标准，便可成为上佳的译作。但

是，外事翻译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外宣、文化外宣，是

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在当今多边贸易发展

的背景下，外事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集中体现。

跨文化外事翻译要求目的语要精准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

传达的意义和内涵。也就是，在翻译文化因素相关的词

汇或篇章的时候，不仅仅需要再现文章的本意，更要传

达出文章的内涵。这就对外事翻译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有过硬的双语能力，还要有双语文化有着非

常的知识储备。因此，外事翻译要求译者具备严谨认真、

踏实刻苦、勤劳务实的职业操守，对目的语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环保、军事、科技乃至民俗传统等杂学有

着丰富的了解，因此外事翻译显得尤为困难。研究外事

翻译的策略对国家文化外宣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

3.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外交翻译

3.1 外交翻译的政治性语言

外交当中的政治性语言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荣辱，乃

至国家的主权问题。特别是我国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

态度和立场，我国对有争议的国际问题的表态，必要

严谨细致。因此，政治性语言的翻译不容忽视。例如，

我国的台湾问题。“台湾”在翻译的时候，应该翻译为

“Taiwan China”， 而 不 是“Taiwan”， 而 相 对 应 的“台

湾问题”则被翻译为“Taiwan question”，并非“Taiwan 

issue”。通过查阅《牛津高阶英汉双语词典》，“issu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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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难以解决的大问题，“question”则表示一定会有答

案的问题。这里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对相

信台湾问题一定能解决，一定会有“答案”的坚定立场

和自信心，将其翻译为“Taiwan question”，既能表明我

过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又能向国际传达我国对解决

此问题的自信心。

3.2 外交翻译的古典文学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文学发展可谓

是繁盛异常，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而流传千古，

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人民的《论语》就是经

典中的经典。在 2014 年总理发布会上，总理说道：古人

说，“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契而不舍，假以时日，

必有成效，张璐现场口译：Our ancestors believe that one 

needs to be persistent in one’s pursuit of the objective. With 

persistent efforts over time， I believe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our goal。“吾道一以贯之”出自中国儒学经典《论语》的

《里仁》篇，意思为“所有的学说都可以用一个观念加

以贯穿”，这里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简单明了

的语言表达，既做到了弘扬我国的儒家经典文化，又能

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表明总理的态度与决心，可谓是外

事翻译的大成之作。

3.3 外交翻译的常用技巧和方法

外交翻译不同于普通的翻译工作，因此普通的翻译

技巧并不适用于外交翻译。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研究，

总结出以下的外交翻译技巧。一，注意采用的言辞，要

做到既能贴近原语，有要保证在目的语中没有晦涩感，

把握好发言人的发言内涵。二，熟悉两国之间的外交政

策和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以确保在外交翻译时能够考

虑到政治立场的问题，避免带来国际争端或者令听话人

误解发言人的话语。三，要熟悉中西方国家的文化信仰、

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思想理念的差异，尤其是在翻译

文化要素时，避免用词不当或文化意象的理解失误而来

带相反的民族情感和政治色彩，另外交活动不能顺利进

行。鉴于以上的翻译技巧，结合当今的多边化贸易发展

的理念，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外交翻译中文化因素

的翻译策略可以归纳如下：当涉及到本国传统文化相关

因素，需要进行文化外宣，提升文化自信心，让国际了

解中国文化时，一般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当涉及到我

国的政治立场问题或者对某一个国际问题的态度时，需

要译者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度跨速处理该信息，把这个

观点准确无误且不会造成任何误解地传达出来，这时候

译者一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3.4 跨文化下翻译的语境意识

语境是用于交际的语言所依赖的环境。] 英国民俗

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一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

处于某一个语境，如果脱离语境，话语便毫无意义。由

此可见语境的重要性。并将于将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语

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言作为人类沟通载体，自

然地反映出所代表的含义及文化特色。跨文化交际活动

中，通过语言进行交际是交际的主要部分，两种不同语

言的交际主要进行交际，首先，他们需要根据教学的目

的和需求构建合适的语言语境。其次，在跨文化交际活

动中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以自己的文化为

中心，自然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合理的，这样便对外

来文化的交际带来了障碍和冲击，因此，在交际活动

中，有必要构建一个文化语境，交际者根据文化的特

性，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来达到愉快交际的目的。这就

要求译者对两国的社会文化、时代环境、民俗传统等有

着深入了解，在进行翻译时，能够在发言者的言语交流

过程中，通过预料、推测而认识到发言者的语境文化信

息，在脑海里经过快速的语码转换，翻译成合适的语言

文本。

3.5 从“我要说”到“怎么说”的提升

由于外交翻译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宗教等诸多领域。因此，做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译译者需

要多方面的修养，要成为一名好的译者，至少要具备以

下几个方面的修养：1. 坚实的语言功底。首先，通过目

标语言的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来提升基本能力；

其次，还要多读一些母语相关的书籍，提升母语的语言

运用能力。母语的水平决定了翻译的文本的质量，因此，

提升两国语言能力至关重要。2. 具备百科全书式的“杂

学”知识。翻译一项多感官协作的一项复杂的活动，因

此要求译者具备快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的

能。而且，翻译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领域的内

容，这就要求译者对各个领域的信息均有涉猎，储备广

博的知识是翻译能顺利进行的充分条件。3. 作为一名合

格的译者，还要拥有深厚的双文化底蕴。外交翻译常常

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信息，因此将文化信息准确无

误地传达出去尤为重要，这就要求译者对两国文化习惯

相当了解，这才能做到翻译时，既切合原文的内涵，又

不给目标语言读者带来翻译的生涩感。4. 具备高度责任

感的职业操守。我国一直以来弘扬的工匠精神在翻译活

动中也是一样，对待翻译工作，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专

注执着，字字推敲，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打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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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翻译技能，具备一名合格的翻译工作者的基本条

件，将这种责任感内化于心，外显于译作，才是一名译

者的本分。

4.结语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外

交活动日渐频繁，外交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相通，因此

译者的地位与日俱增，随之增长的还有责任。由于文化

差异，在外交活动中，如何正确传达出发言人的态度与

思想，如何能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并且不产生任

何歧义，则是译者毕生都在研究的问题。通过本文的实

证研究，发现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对于本国的文化因素，

一般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便加强文化外宣；对于涉

及政治立场问题，一般采取归化策略，避免产生歧义，

引起国际争端。由此可见，译者需要认真打磨翻译技能，

以便促进外交活动的顺利发展，为国家的外交活动贡献

一丝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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