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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谚语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摘要:英汉谚语包含着各自民族的丰富的文化意蕴。从文化的角度来给英汉谚语分类更能体现英汉文化间的

异同 ,也为英汉谚语的互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谚语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成

功与否。译者应从文化的角度考虑 ,恰当地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谚语; 翻译; 文化策略; 归化; 异化 

   一、 导言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inter - lingual com2munication) ,还是两种文化系统间的

转换(inter - cultural commu2nication) 。 语言用于表意 ,文化借以传神 ,两者相得益彰、 相辅相成。

因此 ,译者不仅要精通出发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各自的结构特征 ,而且还要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不

同的理念构成和表达方式 ,要熟谙两种语言文化体系间存在的共性和特性 ,从而在翻译实践中实现形式和

内容的高度统一 ,作到形神具备 ,使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产生和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语用效果。美

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E.A. Nida 认为 ,译者的双文化能力(bi - cultural ability)甚至比他的双语能力

(bi - lingual ability)更重要;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当中才有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的异同对译文的影响并通过不同

的语言实现转换 ,既准确传达原语文本的语义内涵 ,又体现其文化特性;既适当考虑译文读者的语言心理

习惯 ,又尽量保留原作的风姿 ,一直是国内外译界讨论的热点和争议的焦点。归化和异化从文化的视角来

探讨翻译的策略 ,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表现手段和更大 的回旋空间。归化的代表人物是 E.A. 

Nida。归化翻译法(domesti2cating translation)提倡恰当沿用目的语的习俗和惯例 ,利用目的语自身的

语言文化素材来体现出发语的语用意图 ,以求尽量减轻译文读者对译入文化的陌生感。异化的领军人物则

是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家 L. Venuti。异化的翻译法 (foreignizatingtranslation) 主张适度放弃目的语

的习俗和惯例 ,借用出发语的语言文化素材来实现出发语的语用意图 ,以保留出发语文化的异域性和原语

文本的风姿。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共性使归化成为可能 ,目的语和出发语各自文化所独有的

特性以及文化的包容性、 文化的全球化使异化成为可能 ,甚至是一种需要和必然。谚语作为蕴涵着丰富的

民族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 ,其翻译的好坏和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息息相关。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对英汉谚

语进行分类 ,探讨谚语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的具体应用。 

   二、 谚语的文化分类 

     谚语是习语的一个部分。谚语通常以简洁、 凝练、 通俗而形象的语言表达一种普遍的真理和智慧 , 

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往往具有诲人、 劝戒的作用。谚语是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 ,蕴涵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谚语的特征可从其形式、 语义、 功能和文化几个方面概括为四点:1) 有明显的形式特征:

短小、 生动、 上口、 形象等;2) 读者和听众须领会其抽象含义;3) 语用功能意图明确:规劝、 鼓励或抑

制;4) 喻体形象 ,带有鲜明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刘新义 ,2002 :80)在英汉谚语的互译中 ,译者必须充分

考虑谚语的这四大特点 ,使译文在形式上简练、 上口 ,同时尽量保存原语文本的文化形象 ,传达充满异域

风情的文化 ,帮助读者领会其含义 ,实现其语用功能。这就要求译者要充分考虑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形式

和文化特征上的异同 ,求同存异 ,使译文形神兼备、传情达义。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英语和汉语在语法、 词

汇和语音系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 ,我们很难从语言的角度对英汉谚语进行分类。但如果从文



www.51lunwen.org                                                     英语论文网                                                    qq: 949925041 

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10 多年的服务经验 

化的角度看 ,则英汉谚语有一条 根本的共性:它们都是借助一定的文化词语(cultural term)来表达文化

的共性或各自文化的特性。根据这一特点 ,从文化的角度可以将英汉谚语分成三个类别:(一) 以相同的文

化词汇(cultural term)来表达相同或类似内涵意义的谚语;(二) 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类似内

涵意义的谚语;(三) 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不同内涵意义的谚语。第一类谚语的翻译并不涉及文化层面

上的归化或异化 ,因为原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词汇是一样的且它们隐含意义也是一样的。比如 ,汉谚 “趁热

打铁” 和英谚“Strike while the iron ishot” 所借助的喻体或文化词语是一致的 ,而且它们的隐含意

义也是相同的。因此至少在文化层面上这两句谚语可对译 ,译文无所谓归化或异化。本文着重讨论后两种

谚语在翻译实践中的异化和归化。 

   三、 谚语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的具体应用适合采用异化翻译法的谚语类型:    

      (一)谚语中包含有外来的文化词语 ,但该文化词语已广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比如 , 英谚“Praise 

is not pudding”(赞扬不能当布丁吃)中“pudding” (布丁) 是典型的外来文化词语。但由于东西方文化

间的交流 ,代表西式正餐后甜食的 “布丁 ”已在中国广为人知 ,而其在谚语中所隐含的指称意义(布丁= 

食物)也是一目了然的。因此 ,在翻译该谚语时将其异化为 “赞扬不能当布丁吃” 比将其归化为 “赞扬

不能当饭吃” 更好。因为异化不仅无碍理解 ,同时又避免了汉语读者在看到归化的译文时想当然地将中国

的 “饭” (米饭)强喂给西方人吃或者根本就无从知道这是个外来的谚语。同样 ,将英谚“Ag ood lather 

is hal f the shave”译为 “须泡涂得好 ,刮须就省时” 比译为 “磨刀不误砍柴工” 更好。   

    (二)谚语中的文化词语反映了该民族某些特有的语言表达习惯 ,但它们很少能妨碍或不会妨碍目的语

读者对该谚语的正确解读。这类谚语往往表达的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共同认识或理解 ,其判断或结论是

基于类似或相同的文化认知图式(cultural cognitive schemata) 。比如 ,英谚“Better be the head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宁为狗头 ,不作狮尾)和汉谚 “宁为鸡头 ,勿为凤尾” 的隐含意义是一

致的。 “狮” 和 “凤” 在英汉文化里分别都是高贵的象征 ,而 “狗” 和“鸡” 则分别代表卑贱。它

们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表达习惯 ,但对两种不同语言的读者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理解障碍。因此 ,异化的翻

译不仅不会妨碍读者的理解 ,还会让他们感受到独特的异域表达风情。这类谚语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佳。小

的扣紧 ,大的放松。池子里捕鱼 ,太湖里放生。(夏衍: 《考验》 )Fussy about tri fles , careless about 

big things.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在该译文中 ,汉谚 “池子里捕鱼 ,太湖里放生” 被归化为英

谚“Penny wise , pound foolish” 。该译文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欠妥: (一)语义传达不准确。汉谚是用

来表达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徒劳的 ,是浪费精力。而英谚则意指某人小事上精明 ,大事上糊涂。(二)汉谚的

文化内涵在英谚中丢失。 “池子里捕鱼 ,太湖里放生 ”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表达 ,而“Penny wise , 

poundfoolish”则具有典型的英国风味。 “penny”和“pound”是英国的两种货币单位。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它们所归属的文化 ,即英国文化。因此 ,笔者以为 ,该句较好的译文应为:Fussy about tri fles , 

careless about big things. Isn’ t it a matterlike catching a fish in a small pond but then letting 

it free in a biglake like Taihu ?异化的译文准确传达了语义 ,也向英语读者传递了独特的中国文化。

以下两条谚语的翻译也应以异化为好:1)天下乌鸦一般黑。All crows under the sun are black. (异化)In 

every country dogs bite. (归化)2)A leopard cannot change its spots.豹难去其斑 ,人难移其性。(异

化)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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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谚语中含有出发语文化中所特有的宗教词语 ,并因其独特性而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对等词语

(corresponding equiv2alence) 。宗教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 根深蒂固的。宗教对语言文化的

影响也是很深刻的。很多谚语来自宗教 ,表达了特有的宗教文化。在翻译这些谚语时 ,译者就必须考虑如

何传译其中的宗教文化。东西方的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异化的翻译在翻译这类谚语时不仅可以 “达意” ,

还可 “传情” ,给目的语读者推介出发语中特有的宗教文化风情。他一家在这 , 他房子、 地在这儿 ,

他跑 ?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周立波: 《暴风骤雨》 )Escape ?But his home and property can’ t escape. 

The monkmay run away , but the temple can’ t run away with him.在该例句的谚语中有两个宗教文

化词语 “和尚” 和 “庙” ,它们和中国的佛教密切相关。佛教是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宗教 ,基督教

则是西方的主要宗教之一 ,两者在教义和象征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因而汉语中和佛教相关的文化词语就无

法在英语中找到与其对应的词语 ,反之亦然。 “菩萨” 不能等同于 “G od” (上帝) ,“和尚” 也非“priest”

(教士) ,而“庙” 和“church”(教堂)也是大相径庭。 因此 ,任何简单地用目的语中特有的宗教文化词

语来替代出发语中所出现的独特的宗教文化词语的做法都只可能导致文化的错位和误读(cultural 

misin2terpretation) 。美国著名的翻译家 David Hawks 在翻译 《红楼梦》时把汉谚 “谋事在人 ,成事

在天” 归化为英谚“Man proposes ,G od disposes”就有引导读者 “误读” 中国文化的危险 ,让英文

读者误以为中国人有和他们一样的 “上帝” 。而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 戴乃狄在翻译同一句谚语时

采用了异化手段 ,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可谓一石二鸟:既精确地表达了语义 ,

又巧妙地传播了中国的道教文化。     (四)谚语中的文化词语在出发语中表达的是中性的感情色彩 ,在翻

译时如果用目的语文化词语将其归化 ,就有可能改变其本来的感情色彩 ,转而表达出褒义或贬义感情色

彩 ,从而损害语义的准确传达。这类谚语的翻译也因此要采取异化的策略。     宝钗笑道: “不用问 ,

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 !”(曹雪芹: 《红楼梦》 )“I don’ t have to ask ,”retorted Bao - chai .

“One doesn’ t ex2pect iv ory from a dog’ s mouth.” (杨宪益 译)汉谚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原

意为坏人嘴里说不出好话 ,但现在该谚语却经常用来表达 一种戏谑的语气 ,其感情色彩是中性的。从该例

的语境中可以看出 ,宝钗并不是说黛玉是个坏心肠的女人。她用这句谚语的本意是要以一种戏谑和幽默的

方式表达她和黛玉之间的一份亲昵。因此 ,杨宪益的译文可谓精确。反之 ,如果该谚语被归化为英谚“What 

can y ouexpect from a pig but a grunt ?”(猪嘴里除了肮脏的哼哼声还能有什么 ? ) ,则其所表达的

感情色彩就被歪曲了 ,因为英谚含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同样 , “说曹操 ,曹操到” 如被译成“Talk of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说魔鬼 ,魔鬼到) , 则其感情色彩也被改变了 ,因为英谚的感情色彩是贬义的 ,

而汉谚表达的是中性的感情色彩。     (五)谚语中所含的文化词语表达的是一种出发语文化中独有的风

俗、 信仰、 价值观和审美观。该类谚语之所以要用异化的翻译手段 ,是因为谚语中表达的民族文化的独

特性规定了其翻译只能是异化的 ,而不能是归化的或者至少归化的翻译不可能准确传译独特的异域文化。

英谚“Unkissed , unkind”(不接吻 ,不友善)表达是西方人特有的朋友、 亲人间见面时表示问候的 “吻

面礼” 。因此 ,在翻译时我们只能将其译做 “不接吻 ,不友善”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化不接受或不时

兴 “吻面礼” 而 “友邦惊诧” ,进而将其归化为 “不作揖 ,不友善” 。果如此 ,则译文的意义和文化

皆谬。同样的道理 , “男女授受不亲”传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社交礼仪。我们也不可能因为西方文

化里没有这样的风俗而将其译为“A grown - up man isnot supposed to kiss a grown - up woman in the 

public” , 而只能把其译为“A grown - up man is not supposed to touch the hands of agrown - up 

woman in the public” 。以上概括了在翻译时应该异化的谚语类型。这几类谚语的翻译之所以要采用异

化的策略 ,是因为异化的翻译更能达到翻译的目的 ,即翻译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 ,因

为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 “跨文化交际” (inter - cultur2al communication) , “翻译是以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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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 (王宁 ,2000 :10) 。好的译文不仅要在语

义上忠实于出发语文本 ,同时也应该在文化上和出发语文本保持一致。 

    但是 ,仅有异化是不够的 ,过度的异化有可能导致语义模糊 ,产生文化障碍 ,形成翻译腔 ,给目的语

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从而妨碍文化间的顺畅交流。因此 ,某些谚语的翻译就必须采用异化和归化

结合、 甚至完全归化的手段。适合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来翻译的谚语。有些谚语包含了一些具有丰富而

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的历史或文学典故 ,如单纯地以异化的手段来翻译则可能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理解上

的障碍 ,影响文化间的交流。因此 ,采用归化和异化结合的手段来翻译 ,一方面可以保证目的语读者正确

解读出发语文本 ,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保存其原有的文化词语 ,传递异域文化。想做官的时候 ,又是朝里无

裙莫做官的。 (郁达夫)One who has no petticoat in fluence in the g overnment should re2frain from 

becoming an official . (张培基 , 1999 :219)“裙” 意指 “裙带关系” ,是一个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词

语 ,对英语读者来说是外来的、 陌生的。张培基将其译为“petticoatin fluence”就很清楚地点明了 “裙” 

在该谚语中的文化内涵 ,同时又成功地保留了原语文本的文化词语和形象。某些历史典故或人物是一个民

族所独有且并不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 ,在翻译时如简单地直译则读者会不知所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此时 ,译者应恰当地将异化和归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实现译文的忠实。三个臭皮匠 ,合成一个 “诸

葛亮” ,这就是说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 中国人民中间 ,实在有成千上百的 “诸葛亮” ,每个乡村 ,

每个乡镇 ,都有那里的 “诸葛亮”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 956 页)The old saying ,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equal Chukeh Liang the master mind”simply means that the 

masses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are in fact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Chukeh Liang” , every village , everytown having its own.“诸葛亮” 是一个历史

人物 ,是智慧的象征 ,在我国家喻户晓 ,但英语读者对他却不一定了解 ,更不知道其象征意义 ,就象很多

中国读者并不知道“S olemn” ( 所罗门)在西方是智慧的代名词一样 ,故而在翻译 “三个臭皮匠 ,合成

一个 ‘诸葛亮’ ” 时就有必要在其后面加上一个注解式的词语“the master mind”(智慧大师) 以帮助

读者理解。 

    适合采用归化的手段来翻译的谚语。异化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异质文化因子 ,传达异域文化风情 ,但异

化的前提是读者对原语文本的语义信息的正确解读。如果异化的结果是对语义信息的误读 ,则译者应考虑

使用归化的手段来翻译 ,以确保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本的准确理解。某些谚语含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文

化词语 ,译者如想通过异化来保留这些词语 ,则很可能导致译文语义模糊 ,带来文化障碍。因而 ,在这种

情况下 ,一个聪明的译者就会选择牺牲文化意象 ,侧重语义的准确表达 ,以求顺畅的交流。他亦未必有相

当的成就 ,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何足以供他回旋 ,比起目前的计划来 , 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矛盾: 

《子夜》第 5 章)There , his achievements had not been insigni ficant ; but hisscope had been limited 

by the small population - barely a hundredthousand. His activities in Shaung - chiao T own had 

been a merechild’ s play compared with this present scheme.“巫” 指玩弄 “巫术” 之人。 “小

巫见大巫” 原指刚出道的小巫士不敢在大巫师面前摆弄其 “巫术” ,其含义是说两个事物由于它们之间

的巨大差异而不具有可比性。 “巫术” 现在在中国都很少见 ,英语读者对其更是知之甚少。因此 ,翻译

时若保持原语文本中的文化词语则会导致译文的难解。译者将其归化为英文的“child’ s play” (简单 ,

不值一提的小事) ,排除了文化障碍 ,正确传递语义信息。根据 E.A. Nida 的读者反映论 , 好的译文应

是能让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同样地体验和感受到出发语读者在阅读原语文本时所获得的阅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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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他认为 好把“lambof G od” (上帝的羔羊)在译成爱斯基摩语时译为 “上帝的海豹”(Seal of G 

od) ,因为它们所隐含的文化联想是相同的;而中文里的 “雨后春笋” 在英译时可译做 “spring like 

mushrooms after arain fall” (雨后蘑菇) ,因为英语读者在看到“spring like mushro2oms after a rain 

fall” 时的体验和中文读者在看到 “雨后春笋” 时是相同的。在这里 ,归化起到了消解文化障碍 ,保证

顺畅交际的作用。某些谚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词语反映了该民族深层次的文化认知和审美心理 ,它们是在该

民族漫长的历史中积淀而成的 ,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因此 ,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

接受能力 ,可能时尽量归化 ,避免文化冲突。下面的几条谚语是其中的几个典型 ,其翻译应以归化为佳。G 

od’ s mill grinds slow but sure.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归化)上帝的磨转的慢 ,但一定会转。(异

化)Money makes the mare g o.有钱能使鬼推磨。(归化)有钱能使母马走。(异化)在以上归化的译文中 ,

原语文本中的文化词语都被替换成了符合目的语读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认知心理的文化词语 ,从而帮

助目的语读者 大限度地获得和出发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对原语文本中文化词语的归化促成了 “等效

翻译”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 

   四、 结语 

     翻译和文化密不可分。谚语的文化分类为英汉谚语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 重要的切入点。英汉谚

语中文化词语的类型和特征体现了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共性和个性 ,而对它们的把握可以为译者处理谚语翻

译中的文化因素提供重要的参考尺度 ,帮助他们决定使用异化或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归化和异化各有千秋 ,

与其说它们界定了翻译实践的策略 ,不如说提供了方向性的取舍。过度的异化或归化皆不足为取。当然 ,

在当前经济、 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 ,本着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目的 ,谚语的翻译应更多地承载

介绍和传播异域文化的使命 ,因而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谚语翻译中应受到更多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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