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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经济、文化和生活不断融合的当今社会，英

语和中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种语

言之间的沟通和翻译也从未间断。但由于中西方的历史、

文化、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多现实差异，翻译

工作者在语言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现实难题。

翻译工作者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语言

背后体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差异。译者只有在充分

熟悉两种语言的特点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工作，才能真正

做到传文达意。

1　跨文化视角下中英两种语言的特点分析

1.1 地域差异与自然环境差异

中西方由于所处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也存在较大差

异。在这些自然条件影响下，以及在地方民俗与传统习

惯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语言也因此体现

出各自的地域特点。此外，这些地域差异和自然环境差

异对居民的价值观与认知水平也有影响。在不同的国家

中，居民在面对同一事物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

认知，这就需要翻译工作者从不同国家角度出发，开展

相应的翻译工作 [1]。虽然在历史的推移下，地域文化间

会呈现出融合创新的情况，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却从未间断，其文化精神与内涵仍在不断的进步与发

展，总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趋势。由于中西地域和自

然环境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域文

化应有广泛的了解和不断进行研究，不仅能在翻译中体

现出其隐定性的形象特征，也能将中西方地域文化的独

特性展现出来，体现跨文化意识。

1.2 生活习惯差异

中西方的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生活习惯

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还表现在人际交往方

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小心处理这些差异。比如就表

达问候来说，在中国，邻里和朋友之间打招呼常习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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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为“吃了吗？”“你去哪儿啦？”，以表达关切，拉近

彼此的距离。但在西方，这种打招呼方式却显得突兀，

甚至会冒犯到他人，这是因为西方人注重隐私的心理特

征。因此，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种生

活习惯的差异，可以将“你吃了吗？”等问候语翻译为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等；又或者可以直接

译为 greet one another，无需译出具体的问候语；又或者

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差异。再

如，在汉语文化中，“狗”的地位之前并不高，这可以从

很多中文成语和俗语中体现。比如很多贬义词中都带有

“狗”字，如“狼心狗肺”“人模狗样”“狐朋狗友”等。

但在西方，狗是一种忠诚的动物，是人类重要的陪伴者，

被视为家庭的一份子。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许多与狗相

关的表达都偏向于中性或褒义。比如这句话“He is lucky 

dog”，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表示“他是一个幸运儿”的

意思 [2]。

1.3 中西方思维习惯

译者在进行中英互译时，应熟悉中西方思维的差异，

了解在思维差异影响下的语言特点和表达习惯，保证翻

译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例如，中国

人在语言表达上以含蓄为特征，甚至有时会呈现出表达

迂回、内涵的特点，而西方人则更为直接。这些特点是

做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避免出现“错位”的情况。再如，

汉语和英文的语言结构主语特性也有显著差异，这种汉

语和英语语言的差异体现在，汉语的主语有时会隐含不

显或出现无主句情况，而英语句中的主语突出、易于识

别。此外，汉语主语结构多以“人”为主，英语却没有

此特征，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时，除了需要熟悉

不同国家文化与语言思维习惯以外，也要充分考虑各国

家的阅读习惯，防止习惯常用一种英语句型进行翻译而

导致翻译内容不准确 [3]。

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语、译语文

化背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能够

使译文更契合读者的心理，以提升利用翻译交流沟通的

效果。

2　基于跨文化视域下解决中英翻译障碍的对策

2.1 跨文化视角转换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策略

归化是将一种文化中异质成分转换为目的语读者所

熟悉的另一种文化的内容，把源语本土化。异化则是译

者向作者靠拢，采取源语表达方式，即以源语文化为归

宿。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常见的翻译策略，其关系是对

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因此，译者在实际翻译中遇到文

化内涵词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做出选择。

例如，“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一种常见的汉语表达，“西

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在中文语境下，其意义

一目了然。但“西施”这个人物对西方人来说却是陌生

的，因此，在进行汉译英时，如果用“Xishi”直译，多

半会使目标读者感到困惑，因此，“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这样的翻译，就可以降低文化差异造成的

理解偏差，提高翻译的灵活性，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加准

确地理解原文意思 [4]。再如，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是一句英语习语。此习语出自于西方一个寓言

故事，讲的是一位农夫因为贪婪，杀掉一只每天下金蛋

的鹅，企图一次性获取所有金蛋，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

故事。在进行翻译时，就可以采取归化策略，即采用汉

语里既有的“杀鸡取卵”，而不是直译为“鹅”，达到靠

近目标读者的目的。

2.2 跨文化视角下主语翻译的处理技巧

汉语和英语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句子组合的机制

也有差异。在汉语表达中，主语隐含不显或无主语句的

情况时常可见，因为在汉语语法中，当主语明显可知时，

主语可隐去，但读者知道主语是什么。与汉语不同的

是，英语是主语显著语言。因此对汉语无主句的英译必

须考虑到这些差异。在进行翻译时，应注意要转换翻译

视角，考虑语言表达习惯。比如在汉译英时，当上述情

况产生时，译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增补主语方式遵循

英语语法规则和行文习惯。在篇章翻译中，主语的增加

需考虑上下文语境，合理补充相应的名词或者代词作为

主语。这样既能够增强译文的语句表达连贯性与可读性，

还能够对原语句意义表达进行合理的补偿，确保语句翻

译更加准确全面。比如，针对“不付出努力，就不会成

功”此句的翻译，在主语增补后为，“One can not succeed 

without effort and sweat”。又如“不怕浪头高，就怕桨不

齐”这句话译为“We have no fear of the towering billows，

but are afraid that we can't pull our oars in union.”就增加了

“we”为主语，使翻译地道，符合英文行文特征。

2.3 针对文化语境的翻译策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产物。在实际翻译中，译者需

要留意非语言语境，即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一个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在

设计文化语境的翻译时需要译者对文化语境悉心分析，

进行解码。比如，在汉语中，有许多带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浓缩词语，它们的背后有大量的隐藏信息，需要译

者在中文语境中进行解读和补充，帮助读者理解。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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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就是“studie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Party building”。译者通过补充信息体现了对原语

文化的尊重，完成了两种语言间的交流。

2.4 中英翻译的词语与句型转换应对

在翻译过程中，针对词语和句型的翻译有其相应的

应对措施。首先是英语翻译语言词语的转换。不同的语

言有其所谓的“语言符号”，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应该对

原文化进行解码。例如，“布衣蔬食”在中文里表示节俭

朴素之意。但在英译时，应该考虑其文化语境，避免误

解。如译为 wear clothes of cotton and eat vegetables，西方

人可能意识不到实际意义，反而会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译为 wear coarse clothes and 

eat simple food，避免误解的产生。又如，在鲁迅《药》

中有这样一句，“... 两块肩胛高高突出，印出一个阳文的

‘八’字”，如果将“八”译为 character“eight”，西方人

不一定能明白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因此杨宪益和戴乃迭

夫妇将其译为 an inverted V，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其

次是英语翻译句子的转换。翻译中句子是较为理想的翻

译单位，但汉语和英语句子类型不同，句子组合的机制

也有差异。针对这个问题，译者可以调整语序，重点在

于再现句子功能等。跨文化视角下的英语翻译，还应注

意两种语言语态的转换，让翻译更加形象和清晰，以符

合对方的阅读方式 [5]。

3　结束语

在跨文化视域下，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该充分考虑

到中西方的地域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多查阅相关信

息，增强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受这些差异影响，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诸多的障碍，这就要求翻译工作

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注重文化

语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达到跨文化

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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