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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理论 

摘要:  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理论根据说明不同的语言转换必须服从特定的文化要求。报刊新词反映了历史

文化,科教发展和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因此,  译者必须探明英汉双语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  将

双语的文化内涵适当对接,  以期真实地再现原文面貌。在翻译中,  进行异化处理时应适当选择音译、  直译, 

归化处理时应注意意译法、  代换法、  解释法、  近似法的灵活运用。 

关 键 词:  新词;  汉英翻译;  异化;  归化 

  语言从来就是活泼的,  语言的发展规律之一就是它在不间断地约定俗成,  新词新语新义总在无休止地

涌入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运行机制、  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不

断涌现出人们津津乐道和新闻媒体大量采用的反映这些变化的、  带有中国特色的新词语。  在对外报道实

践中,  准确地把汉语要表达的意思用英语表达出来,  对达到预期的对外宣传效果,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笔者拟从异化、  归化角度对报刊新词的翻译作些探讨。   

          一、  新词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理论依据   

          异化与归化是直译与意译争论的延伸和扩展。直译与意译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 

而异化与归化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文化因素的移植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异化与归化有各自不同的观  点。异 

化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文  努  蒂  (L aw renceV enu t i) ,  归化的代表人物是奈达(E. A N ida)。 

          (一)文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劳伦斯•文努蒂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创导者之一。他提出了一种

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

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努蒂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  主张异化

的翻译,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以表现外国文本在

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  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

异而复杂化。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  并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1 ]。          此理论给译者的启示是, 

在面对语言和文化差异时,  永远不能、  也永远不应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译文应是不同文化出现的场所,  是

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  读者有必要借助智力和想象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吸

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  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  建设民族文化。异化的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之异的同时,  却

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如果读者的理解力与知识有限,不能参与译文的交流,  这种译文等于没有译。     

        (二)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  翻译即是交流,  这个过程要看人们在听、  说、  读译文时所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

的效用不宜拘于相应的词汇意义、  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  重要的是考察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

文本的程度。  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  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作用进行全面研究,  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

完整的。重视读者反应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2 ]。奈达的功

能对等理论认为,  译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自然的,  通过归化的翻译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避免文化

冲突,  消除隔阂,  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  通顺可以看作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然而过分强调通

顺,  以读者为中心,  可能失去原语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文化特色,  断绝目的语语言中的外来营养,  可以说是对

外国文本的一种 “文化侵吞”  ,  这不符合随着各国文化间交往的日益频繁,  本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将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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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宽容态度这一趋势。异化与归化的理论依据说明不同的语言转换必须服从特定的文化要求。  翻译不

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  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  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

因此,  要更全面、更贴切地传递原文的内在信息,  译者必须探明英汉双语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  并将双语的

文化内涵适当对接,  真实地再现原文面貌。 

          二、  报刊新词的文化内涵     

      “文化”  一词范畴宽广,  古今中外学者对其定义见仁见智,  说法不一。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 

人类学家 Edw ard Tylo r  则认为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习俗以及

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它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它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蕴藏

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3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  是语言大系统赖以存在的支柱, 

因此,  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 为突出,  涉及的面亦是 为广泛。  特别是一些报刊新词的出现,  反

映了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1)  历史文化的反映。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  寓言故事。  他们是民族历史文化

中的瑰宝,  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能体现不同的历史文化

特点。一部分报刊新词即借用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典故和寓言,  如伯乐奖、  鲁班奖、  黄昏恋等。   

          (2)  科教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科教和经济又有飞速的发展,  深刻地影响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促使当代汉语产生了很大变化,  许多词语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和变化,  如:  经济方面的村

办企业(village‐ run en terp r ise)、  粗放经营  ( ex ten sive operat i on ) ;  教育方面的素质教育( quality ‐ o r ien 

ted educat i on )、三  个  面  向  theo r ien tat i on s ( of educat i onal wo rk tow ards theneeds of moder2 n izat i 

on, the wo r ld and thefu tu re) ;  科技方面的边缘学科(f r inge disci p line)、  互联网( In ternet )、  高清晰度(h 

igh ‐ f idelity)、  高科技园(h igh‐ tech zone)。   

        (3)  政治生活的反映。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色并由此而产生一些特别的用词,  如人民代表大会

(N at i onal Peop le’s Congress)。改革开放 20 年来,  中国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并出

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同时这  20  年间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如中国对外开放,  香港、  澳门的回

归等,  因这些政治活动而涌现出了大量新词,  如由香港回归而产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Special A dm in ist rat 

ive Regi on )、特  首  ( SARCh ief)、  港人治港(HK peop le govern HK)等。   

          (4)  文化生活的反映。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  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我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20  年间中国文化界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  与文化相关的新词不断出现,  如三栖明星 

( Star engaged in th ree f ields of perfo rm ingar t s )、追  星  族  ( star chaser )、多  元  文  化(mu lt icu ltu re)等。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  并由此而出现了一些新词。这些新词各类报刊和新闻媒体都有记载,  反

映了当代中国社会、  政治、  经济的深刻嬗变。但是在对外交流时,  其翻译却是良莠不齐,  效果迥异。   

        三、  跨文化差异报刊新词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异化是主张译文应以原文作者为归宿,  尽量保持原文的形象、  色彩和风格,  把译文读者拉向原文的一

种翻译处理手段。归化是主张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尽量用译文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形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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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格代替和再现原文,  把译文拉向读者的一种翻译手段[4 ]。报刊新词是社会文化生活嬗变的产物,  新词

英译时要处理语言和文化两对矛盾,  处理文化差异成为新词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下面以实例分析异化、 

归化理论在新词翻译中的具体应用。   

        (一)异化法(alienat i on)   

        异化的译法能把一种文化语言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方式贡献给另一种文化及语言,不仅

为后者带来全新的成分,  而且这种成分的大量涌入将促使后者内部发生各种聚合和裂变反应,  从而 终导

致它的根本性蜕变。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因此得到大大推进。  根据具体情况,  异化的处理方

法有多种。 

            (1)音译(音译加注)。有些词文化色彩浓厚,  翻译时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来表达,  用其他方法翻译

又难以体现其含义和色彩,  这时可用音译法。如:炒面——chow m ien麻将——mah‐ jong功夫——kung fu(2)

直译(直译加注)。改革开放以来,  产生了不少新词汇、  新提法,  它们都是中国特有的,  在英文里没有或一时

找不到相应的译法,  即使译出来也需要一段磨合的过程。译文往往是直译加注。如:三  个  代  表,  译  作“  th 

ree ‐ rep resen t s”( ap r inci p le Pu t fo rw ard in M ay 2000 by Ch inesep residen t J iang Zem ing,w ho u rged the 

Commun istPar ty of Ch ina to fu r ther i mp rove it s sk ills fo rru ling the coun t ry by wo rk ing harder and meet 

ingnew requ iremen t s of Ch ina’s advanced p roduct ivefo rces, the o r ien tat i on of the nat i on’s advancedcu 

ltu re and the fundamen tal in terest s of the greatmajo r ity of the Ch inese peop le w h ich con st itu te the“th 

ree‐ rep resen t s”  p r inci p le . )[5 ]邓小平理论——Deng Xiaop ing theo ry通过直译或直译加注,  译文不仅保

留了原文的字面意义、  隐含意义,  而且风格上与原文相近。     

          (二)归化法(domest icat i on)归化法其实就是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  尽量使译入语贴近读者。  其原则是

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抓住语用意义,  从译文中选取与原文相同的表达方式译之。  它其实是一种语用和文

化的翻译,  即为了克服文化上的障碍,  实现 大程度对等的翻译。  归化一般有以下处理方法[6 ]。   

          (1)意译法。一些文化色彩较浓的词,  直译不能准确达意,  甚至会引起文化冲突,  这时可用译入语文化

色彩较弱的词去翻译原词意义。  如:“吃大锅饭”  译作 get an equal share regardless of the wo rk done;be t 

reated the same desp ite the differences inwo rk ing at t itude and con t r ibu t i on.“吃大锅饭”  是针对分配上

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比喻,  指在企业内部,  职工无论干多干少、  干好干坏,  收入都差不多。若

按字面意思直译成 “eat r ice f rom thesame b ig po t”  ,  恐会造成文化上的差异,  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  在

他们的饮食文化中,  许多人一是很少煮米饭,  二是不用大锅,  三是不会像动物那样在一个锅里吃。  因此只

能作通俗解释,  译出其引申义,  即 “不论工作好坏、  贡献大小,  生活待遇或报酬都一样”  。  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 “内外有别”  的原则和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  对他们可能不熟悉的中国国情、  文

化前景知识以及不符合国外大众阅读习惯的汉语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变通或阐释。硬用汉语的“习惯表达” 

套用于国外读者的  “阅读心理”  是行不通的,  会严重影响对外宣传的质量和效果。     

          (2)代换法。  代换法是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  用译文概念意义不同、  语用意义相近的词代替

原词的方法。  如 “炒鱿鱼”  : sack; f ire; p ink‐ sli p。  鱿鱼美味可口,  鱿鱼块炒熟时会卷起来。广东话 “炒

鱿鱼”  就来源于这道菜,  意即 “解雇”  ,  与之相对应的俗语,  便是 “卷铺盖”  。把 “炒鱿鱼”  译成 “dism 

iss”  固然不错,  但文笔似乎太正式,  且原文口语化的通俗形象荡然无存,  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英语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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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 “炒鱿鱼”  类似的准对应词,  那就是 “sack”  或 “give sb.the sack”  意指某人可以卷包走人,  今后

不用来上班了。这与汉语口语中的  “炒鱿鱼”  在用法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妙。此外,  英语中与  “炒鱿鱼” 

相当的俗语很多,  主要有  “f ire”  和  “give sb. the p ink sli p”  等表达形式。     

            (3)解释法。  解释法是针对读者很难理解的事物采取的一种近乎注释的方法。如 “厂长负责制”  可

用解  释  性  译  法: facto ry directo r (或  manager )respon sib ility system ( rather than everyth inggo ing th 

rough the Par ty comm it tee ) ; system offacto ry directo r (  或  manager ) assum ing fu llrespon sib ility .“厂长

负责制”  可谓是新词翻译过程中  的一个难点,  若仅按字面意义译成“facto rymanager respon sib ility 

system”  ,  外国读者看后可能会茫然不解。  除了一厂之长外,  还应有谁对工厂负责呢?这也难怪,  绝大多数

外国人不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的工厂是由党委、  党支部领导的。(4)近似法。  用译文语言中相近

的词表达原文的文化局限词。如,“二进宫”  : be pu t in to p r ison again(或  second t i me) ; get in side again。

“二进宫”  又作“两进宫”  ,  本为一传统京剧剧目,  现多喻指第二次被关进拘留所或监狱。“二进宫”  可

译为 “be pu t in top r ison again”  或 “be pu t in to p r ison a second t i me”  。值得一提的是,  汉英两种语

言有时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汉语里有  “二进宫”  ,  英语中竟也有现成的对应词语,  即  “get in side 

again”  ,  译成汉语不正好是“又(给关)进去了”  ?“in side”  表示  “进去”  ,“进去”  的地方自然指拘

留所、  看守所、  劳教所等,  只不过当事人有一点回避之心,  而  “in side”  恰好是一种婉转表达。   

          特定的语言环境内的历史文化积淀,  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  使该语言的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语汇

时产生丰富的联想,  从而赋予语言以特定的形象和生动性,  要把这种形象性和生动性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

一种语言中去,  简单地生搬硬套词汇是不行的。  译者必须从异化、  归化的角度宏观地兼顾上下文,  给整个

文章定一个基调,  再从语言、  词汇、  语篇等层面入手,  创造性地翻译,  才求能传情达意,  重现原作形象思

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 

            在新的世纪里,  随着中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随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作为记载时代变化,  对外宣传、  交流的报刊新词汉译英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机遇。翻译

工作者应提高自己的中英文修养,  既要学习语言,  也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跟上飞速发

展的时代,  不断学习新出现的词汇和知识,使汉英翻译承载更多的文化信息,  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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