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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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和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摘要】语言与文化互相关联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不同的语言反映着不同的文化。译者所从事的不仅

是语言上的转换  ,更应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译者应分析词语概念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的相同性及相异性  ,

理解和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翻译;文化因素;社会文化意义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依靠语言得以交流、  传播、  延续和发

展。语言文字中  ,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它以语言为形式  ,以文化为内容  ,以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为目的。因此  ,

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1     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翻译家尤金奈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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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  ,因

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由于各个国家、  民族的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  宗教信

仰、  民俗风情、  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因素所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了时空环境的变化  ,其文化附加意

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消失。   

            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  我国学者王佐良先生曾说过: “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

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加以解释”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的语言

代表和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因此不同的民俗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造成机械性直译或死译的客观因素。

翻译难  ,难就难在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与翻译上。一般说来  ,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较容易地在另一

种语言中得到克服  ,但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并在语言上反映则比较困难。由于翻译涉及两种文化中的交际  ,

而文化又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  ,对于从事翻译的人来说  ,探讨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课题。王克非先生说: “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  ,又具有民族、  地域、  时代特征  ,因此不同文化需要

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  ,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可见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根源  ,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            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  巴思内特(Susan Bass2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

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  ,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  ,我们在

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语言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标意义的转换  ,更是两

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活动既涉及两种语言  ,更涉及两种文化。              2     对翻译活动中

文化因素的理解     

          2. 1     文化的定义与分类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戚雨村先生在  《语言、文化、  对比》  一文中说:  “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

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

化可分为三个层次: (1)物质文化:建筑物、  服饰、  工具、食品; (2)制度习俗文化包括制度、  法规和风俗习

惯;(3)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审美趣味、  道德情操  ,也包括哲学、  科学、  文艺方面的成就

和作品。 

            2. 2     跨文化交流中民族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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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各国、  各民族的历史发展、  地理位置、  社会制度、  生态环境、  民情风俗与宗教信仰各不

相同  ,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必须具有民族性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  ,一种具有独特民族内涵的

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相等或对应词语来表达其含义  ,形成文化交流的  “断裂带”,出现翻译界所称  “词

语空缺”  。 

              2. 3     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语言中  ,词语是最积极、  最活跃的一个部分:社会生活、  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

反映。语言的文化载储功能首先也是通过词汇显示出来的。而语言的文化意义最集中、  最明显地体现在词

汇的意义  —  —  —  词义上。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 eofrey Leech) 1974  年出版的  《语义学》 

(Semantics)是一部颇具有影响的著作。他把词义分为七大类型:①  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 ;  ②  内涵

意义(connota2tive meaning) ;  ③社会意义( s ocial meaning) ;  ④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 ;  ⑤反馈意义

( reflected meaning) ;⑥  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 ;  ⑦主题意义(theman2tic meaning)  。利奇认为: “反

馈意义、  搭配意义、  情感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四种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比它们与概念意义之间具有更多共

同之处;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不限定、  可变化的特性  ,并且都能作程度和范围的分析。这五种意义都能用联想

意义这一名称来概括”  。这五种意义便是社会语言学中所说的  “非理性意义”,也就是被传统语义学所忽

视的语言的非指称意义(non ‐ referential meaning) ,由于它们从广义上显示了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  ,有的语

言学家称之为 “社会文化意义”  或 “文化伴随意义”  。          翻译家奈达曾说过  ,翻译即译意;同时他有

一个著名的命题:  “翻译就是交际”  。在翻译交际中  ,尽管概念意义是信息赖以传达的基础  ,但由相关思

维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却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  ,译者常需通过类比联想的方法翻译其社会文化意义  ,才能

有效传达原语的语用涵义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而具有这类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往往构成翻译的主要障

碍。这样的词语虽能在对应的语言中找到概念相同的词语  ,却可能出现文化含义的不对应或假对应  ,从而造

成理解上的偏差或表达失误。   

            3     对翻译活动文化因素的处理   

          翻译中文化的载体改变了  ,文化环境就不复存在了。所以  ,翻译时应对原文文字中的文化含义敏锐觉

察  ,对原文所蕴涵的文化背景在译文中适当补充  ,澄清在异族文化中容易误解的概念  ,帮助译文受众跨越

文化障碍。汉英民族不同文化所导致的文化意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3. 1     概念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基本相同   

          这类词语可采用直译的方法  ,将原文概念、  文化意义和形象及寓意同时传达到译文当中  ,例如:趁热

打铁  —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混水摸鱼  —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丢脸  —  to lose face , face losing     

            3. 2     概念意义相同  ,文化意义不同 

              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  ,同一事物可伴有不同的联想意义  ,其对应的词汇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翻译

中如果不了解其文化意义  ,也就不可能了解其深层语义  ,就容易犯文化错误。例如:龙(高贵)  —drag on (凶恶)

农民(忠厚朴实)  —  peasant (心胸狭窄)蓝(蓝色)  —blue (忧郁、  淫秽)这类具有不同文化意义的词语在一方

文化中可能是褒义词或中性词  ,而在另一方文化中可能是贬义  ,这时就不能简单地照字面的意义直译了。 

          3. 3     概念意义对应  ,文化意义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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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的词语在译入语中有概念意义的对应词  ,但没有原文的文化意义  ,常见于比喻性词语。例如: 

“胸有成竹”  若译成英文的  “He has long had full ‐ grownbamboo in his bos om”  那将是一个典型的文化

错误  ,这时词语的概念意义仅为手段  ,比喻意义才是目的  ,翻译时若找不到表达相同喻义的词语  ,就只能采

取意译的办法(He has long had a well ‐ thought ‐ out plan in hisplan)或借用英语的喻体。 

            3. 4     概念意义相同  ,文化意义有同有异     

          英汉语中某些词汇的文化意义有同有异  ,这既反应了英汉民族的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及对客观世界

认识的共同性  ,也说明了英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例如猫头鹰(owl)在英汉两种文化中均是不吉利的象征  ,

但在英语中也有聪明的意思  ,如  “as wise as owl .”   

        4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更是一定地域内国家的人群进行物质生产、  社会

活动的独特反映。各地域的人由于地理环境、  文明程度、  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的不同  ,因而形成社会

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这些差异又往往成为翻译的障碍  ,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语言转换过程中原文信息被

有效传达的程度  ,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总之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翻译与文化紧密相连。离开了文化  ,

跨文化交流就失去了内容  ,翻译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  ,更是两种不同

文化的交流与移植;翻译不仅要研究语言  ,更要研究语言所依存的文化  ,理解和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

才能达到奈达所称的  “真正成功的翻译”  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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