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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纪录片翻译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源语

文化建设要素很有可能无法得到与条目的语言相对应的

文化建设要素，再加之时间等技术层面所限制，所以怎

样有效地传递源语文化建设信息就成为翻译工作所遇到

的一个难点。而纪录片这一综合性文艺表现形式，担负

着开拓国外市场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迈出国门，以及传

播我国的民族精神等对外宣传的要务，在“一带一路”

等政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当今社会，纪录片已成为了

中华文化传递最有效的传播方式。翻译对中国纪录片对

外传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译制好优秀的国产纪

录片对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着深

刻的意义。目前，虽然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汉

语传统文化纪录片的外译做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纪录片翻译特别是汉英翻译并未得到国内翻译学界

及影视行业的应有关注。

2.纪录片字幕翻译的特性

2.1 瞬时性

瞬时性是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作品字幕翻译中的

一个显著特性。纪录片的字幕随着画面中的人物和情节

而快速出现并消失，电影节奏的快慢对字幕的出现时长

影响较大。纪录片的字幕是随着电影节奏的变化和人物

关系的推进紧凑变化的，这意味着字幕翻译要准确表达

出原文的信息，也要符合画中人物对话及解说词包含的

情感。这一特性决定了纪录片字幕翻译要实现瞬时表达

的功能。

2.2 口语性

字幕的翻译具有口语性。在影视片段的字幕译制过

程中时，在保证准确、流畅的前提下，文本内容必须通

俗易懂、简洁明了。译文在风格和语言上也应与原文的风

格一致，特别是纪录片的字幕，要以真实的情景为基础。

大多数对话没有过多的文学性，往往由日常用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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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众性

由于纪录片往往富含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文化，

所以文化差异导致的表述差异贯穿电视纪录片始终。语

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它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

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而且也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及情感。

因此，影视作品中的台词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语

言表现着不同民族行为，思维和语言表达。作为跨文化

交际的一种途径，每部电影都反映了某一时期历史文化

以及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现况。如何把这种文化特性通

过有限的字幕语言进行较为准确地表达是译者应当重点

关注的任务之一。字幕翻译应关注文化不对等，突破外

语群体对中国文化认知的障碍。在电视纪录片中要想与

解说相配合就需要字幕的翻译浅显易懂清楚简明自然顺

畅，这样才适合于公众的接受与理解。

3.目的论与纪录片字幕翻译

3.1 目的论介绍

目的论的定义及原则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翻译

功能学派成功将翻译的重心从源语文本转移到目标文本。

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便是其中的奠基理论，它将翻译

定义为“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译者应结合翻译目的和译

文读者对原文进行选择性翻译；源语文本只是信息源头，

并非译者关注的中心。弗米尔认为选择性翻译时应遵守

三大法则：第一法则为“目的法则”，是最高法则，要

求译者根据翻译目的来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二法则

为“连贯法则”，要求译文符合语内连贯标准，具有可读

性；第三法则为“忠实法则”，即原文与译文间应存在语

际连贯，通俗地说就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 [1]。

3.2 目的论与纪录片字幕翻译

纪录片是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实的人和真

实的物质为表现对象，对其进行艺术处理和展示的一种

影视艺术形式，以表现真实为本质，用现实引发人们对

影视艺术形式的思考。

纪录片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主题日益广泛、类

型多样、技术手段日益丰富的多元共生格局。纪录片反

映生活、记录历史、传播知识及其社会功能，赋予纪录

片多重价值。

在目的论视角下，字幕翻译的过程是由发起人（制

片方）、译者和接受者（观众）这三方决定的。

译者在对字幕翻译的过程中要本着目的论三原则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将制片方的意图很好

地传达给观众。

4.目的论指导下的记录片字幕翻译

《中国通史》是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电视

台电影频道（CCTV-6）共同监制的百集大型电视纪录

片。该片再现了自中华文明起源到 1911 年时期的浩瀚

历史图景，较全面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

程，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及规律。在对此纪录片进行翻译

的过程中，要以准确无误地表达其中蕴含的中国特色文

化为基本目的，减少国外受众因语言障碍和文化壁垒产

生的理解偏差。

4.1 归化法

归化翻译法就是在以目的语作为指导的前提之下，

将源语言以标准的目标语语言将其文化特色进行诠释与

表达。归化翻译法要求译文通顺流畅、以减少目标语受

众和源语言文本之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和理解障

碍。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归化翻译法，源语

的语言习惯与文化特色在目标语通过等值的语言功能得

到表达，以此来提高电影的可接受性。实例如下：

例一

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

God will is hard to fight against. The bad omen seemed to 

come true.

此处天命没有直译为 sky 和 order，而是归化翻译为

“God will”，God 是西方宗教文化中与天命意思相近的宗

教词汇。

例二

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

灭于历史烟云之中。

During the Qin Dynasty， Confucianism fell into darkness. 

Confucian ideology seemed to be buried forever in the 

history's oblivion. 

此处深谷没有直译为“deep valley”，而是译为英

语 读 者 熟 悉 的“fall into darkness”， 烟 云 没 有 直 译 为

“smoke”，而是译为“history’s oblivion”。

以上两个例子采用了归化翻译，遵守的是目的三原

则中的目的原则，旨在顺应纪录片字幕翻译中减轻目标

语读者理解影片障碍的目的。

4.2 增译法

增译法就是按照两种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与表达习

惯在翻译过程中加入某些词语或者句子以更加流畅清晰

地传达源语所蕴含的意义。译者要关注对话中隐含且无

明言之词，保证译文具有完整语法结构和准确表达源语

言对话意义。字幕翻译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本文通过

举例分析，阐述了增译法在字幕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及其

重要性。增译法在字幕翻译中的运用主要是为了给原文

增加一些必要的补充解释，用这种方式帮助受众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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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台词，从而提高观影体验。实例如下：

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鉴戒

的无穷宝库。

It's our past，our experience，invaluable treasure which 

contains lesson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此 处 对 无 穷 宝 库 采 取 了 增 译 法， 增 加 了“which 

contains lessons”，遵守了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减少了

译文中的歧义的理解障碍。

4.3 减译法

减译法多指译者依据目标语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及

表述方式删去某些词语或语句，使译文语言结构简洁，

明了。这种翻译方法可以避免译作过于冗长反复。减译

法的应用颇为广泛，在纪录片字幕翻译中也不例外。本

文以《中国道路》为例探讨减译法在纪录片字幕翻译的

作用及策略。鉴于纪录片视听效果及连贯性等特点，依

据目标语观众的语言习惯进行字幕翻译时可以略去一些

词语或语句，使观众可以对电影有更加真实的理解。实

例如下：

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

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Hundreds of vessels in the water opened thousands of 

sail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sun，forming a unique and beautiful 

spectacle in which sails were highly raised.

中文中描写景色，抒发感情时常用四字格叠用，而

在英语中四字全部译出会使译文冗杂，不连贯而易导致

歧义，使句子释义失去重点。此处省去了“昼夜星驰”

的翻译，遵守了目的论三原则中的连贯原则，使译文更

为通顺，易懂。

4.4 注释法

纪录片除了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还身兼传播文化

的责任，所以当译者在进行字幕翻译时，需要注释影片

中涉及到的人名或事件，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观众理

解中国文化。在翻译时，用括号加上注释，观众一定会

更容易理解故事的情境及含义。例子如下：

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Li Guang always prioritizes the commanders and fighters 

Wei Qing is not willing to imitate the Sun and Wu / When 

the Flying General （Li Guang） is here / Do not let the Huns 

soldiers and horses over the Yin Mountain.

此处对“飞将”加括号注释了（Li Guang）。注释法

是影视翻译及纪录片字幕翻译中常用的翻译方法，解释

说明一些文化负载词，从而使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

性，能够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这遵守了目的论三原

则中的连贯原则。

5.结论

纪录片翻译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对外

沟通性一定要使文化传播发挥最大作用。然而，目前国

内纪录片翻译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

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将目的论引

入到我国纪录片翻译中来。对《中国通史》英译字幕进

行分析后发现翻译目的论观点与原则对包括纪录片在内

的影视作品的外译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纪录片的汉译英

需要译者对我国文化进行深入探究和理解，从而能在翻

译过程中对译文进行把控，将中国文化进行准确的诠释。

此外，译者要以目的论为指导，提高译文的在异国的接

受度，从而使中国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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