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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本身涉及的知识范围广泛，法律翻译更是涉及三方领域，而

且跨越国家和语言，更是因为语言不同，文化语境不同，不可避免地产

生一些问题，因此翻译的难度会相对增加，本文旨在从法律英语文化语
境分析常见的翻译问题。 

 

 
一引言 
法律翻译涉及知识广泛，横跨三个领域——语言学，法学和

翻译学，因此法律翻译的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译入语和译出语，
而且由于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带来的文化语境也存在
着大的差异，面对的困境和压力常人往往难以想象。与一般的法
律相比，法律英语更讲究公平、客观、严肃和准确，为了避免发
生歧义，导致误会，法律翻译对译入语和译出语的整体结构和逻
辑严谨都要求极高，因此译者必须使用准确、专业、正式的语言
进行翻译，这也是避免纠纷、保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全面了
解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对于提高法律英语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在对以往的法律翻译研究之后，发现存在着不少常见的翻译
问题。因此，本文着重从法律翻译文化语境分析常见的翻译问题。 

二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最早被提出是在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境

"概念的解释中。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区分成
语言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语境(语言的文化背景、情绪景象、
时空环境等) 的介入, 一方面使多义的语言符号趋向单义, 另一
方面又使语言符号节外生枝, 增生出语境意义。语境意义甚至可
以掩盖语言符号自身具有的意义而成为交际的主信息。语境也控
制着交际者对语言符号的选用。我们这里所谓的语境意义, 是指
在语境中, 语言符号实际具有的涵义, 包括赋予义和解释义。语
境是语言学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篇章分析、语用学、符号
学等)的概念。因此可见文化语境，包含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宏观上来说，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对
语言的影响。微观上讲，在不同的场合，因为不同的需求，语言
发挥的作用不同，相对应地，对于翻译的要求也不同。有一部分
人简单地认为，翻译只是语言意思的转换，实则不然，它确实有
这一过程，但翻译更深层次来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
通和移植，而法律翻译因是如此，这其中，法律学也关键之一。
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必须充分与翻译文本密切相关的文化语境，
更要清楚明白时下的法律背景和用途，来满足翻译的要求。译者
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理解原文，然后将原文信息重新表述
为译文读者接受和理解的语篇。法律文本的翻译更是如此。 

三影响文化背景的中西法律主要差异 
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这一点也体现在法律英语翻译中。

要分析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翻译问题，首先要分析中西法律主要
差异中对文化背景影响最大的因素。这其中，民族性是最主要的
因素。 

从古至今，儒家的文化一直对中国的法律制定和实施有着重
大的影响，而西方文化融合了希腊文化的人文科学精神，罗马文
化的政治法律传统和希伯来文化的宗教意识，坚信性本恶，尤其
坚持“原罪”的主张，提倡“法治”。中国的“人治”主要是针
对人格道德和宗教制度的维护，强调法律是工具和手段；而西方
的“人治”却追求公平和正义，主要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和限制
上层阶级权利的膨胀。相较而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偏向伦理
化，而西方法律更具有宗教性，偏向理性。 

英美法系的国家深受基督教影响，在审判过程中尽显基督教
色彩；同样，归根于儒、释、道的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也使得
中国古代的审判处处体现儒家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不难发现法
律文本中的很多句子和词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其很难在
其他文化中被准确理解和翻译。有时虽然看似可以在字面上翻译
出来，但其本身蕴含的文化内涵早已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消失
得无影无踪。例如，大家经常会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英美法庭中，

证人作证前会发出以下誓词：“God is the witness，I swear that 
everything here I say is…”，表面上说，中文可以译成“上帝为证，
我宣誓我在此所讲的一切……”。但是，这原本可以给证人造成
巨大心理约束力的誓言在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眼里，因为文化背
景和语境的不同，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反而会失去其严肃性和威
严性，甚至本末倒置，引人发笑。同各国刑法相比，中国依然存
在死刑，而很多英美法系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这时，如果面
对“极刑”一词，中西方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极刑”可以生
硬地翻译成“death penalty”吗？同样，法律英语中的 examination
可以翻译成“盘问”、“询问”、“审问”、“讯问”等，但意思却千
差万别。在中国，“询问”是对相关证人进行问话，了解情况；
而“讯问”却是针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而在西方文化中，
examination 是对所有相关人员的问话，他们认为疑罪从无。所以，
对应中国的司法实践，“询问”更为贴切。 

四常见的翻译问题 
误解原文意思。法律用语本就晦涩难懂，如果碰到长难句杂

糅，句子之间的逻辑顺序没有理清楚，又对文化语境不甚了解，
译者很容易误解原文意思，做出不准确的翻译。这是其一原因。
其二是因为译者对于两国之间的文化背景，法律知识了解不够全
面，容易望文生义，所以翻译出的语句不符合要求。一国的法律
是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失，所以译者往往需要博览群
书，当然，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法律相关的书籍，工作量十分庞大。
这也是法律翻译对译者提出的高要求，新标准。 

语境缺失。任何的句子都是建立在一定语境之上的，尤其法
律用语对内在的逻辑顺序更为讲究。部分法律语句结构比较简
单，涉及到的知识也相对比较容易，译者翻译遇到的难度就会比
较低。而有些结构比价复杂的句子，与前后的语境联系比较紧密
但不够明显，尤其在使用一些比较熟悉的单词和句子等，译者往
往疏忽大意，掉以轻心，顾此失彼，做出不准确的翻译甚至不自
知。 

用词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纵使法律文化语境千差万别，但
是基于法律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所以它在用语上还是自成一套体
系，偏向规范和正式，许多译者因为个人用语习惯的影响，往往
会忽略规范词汇的使用，使用的词汇达不到相关的要求，如过度
使用近义词，口语词汇等，使法律用语的准确性大打折扣，放到
具体的文化背景中显得不伦不类，影响法律的使用和传播。 

五总结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在世界语言的地位日益上升，为了

交流的便捷，法律英语的也地位日益突出，与日常的交流不同，
法律英语对语言表达的专业性、严肃性和准确性有着更高要求。
而且由于法律自身结构复杂，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也鲜明且相对
复杂，这就对充分明确其语句结构和词汇使用要求更高。本文旨
在从法律英语文化语境分析常见的翻译问题，给译者和相关研究
者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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