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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依据, 从目的论角度出发,通过对5李清照词6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 主要

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 ;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 便于英美读者接受, 多用归化。文章旨在探究目的论对于翻译中国

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的指导作用:由于译作目的不同, 两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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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国

外读者渴望了解丰富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 李清照词负载着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

了中西方译者的不断青睐。5李清照词6中出现了许多集中

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负载词,然而不同的民族由于民族

历史、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其文化也存

在差异, 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

达。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5李清照词 6英译的难点之

一, 很大程度上也是译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德国

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的观点出发, 通过对 5李清照词 6

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英译比较的实证性研究,旨在探讨

两译本间显现的文化翻译策略以及目的论对于文化负载词

翻译的启示。同时得出结论: 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

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 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

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英美读者接受, 多用归化。

尽管两译本的翻译策略不同, 但各自译本所达到的功能与其

预期目的是一致的。

一  文化负载词

5辞海6给文化的定义为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

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0 /文化

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

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

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0 [ 1]文化负载词属于词

汇的共核部分, 其形成与使用都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

密切相关,它们是特定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 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意象。翻译时若没有一个基本原则, 势必使译者在众多

方法之间无从选择,难免因方法选择不当造成文化交流的失

败。其翻译方法的选择不仅是技巧问题, 也关系到文化负载

词的意义能否在译语中得到完整再现, 文化交流能否顺利完

成这一翻译的基本问题。笔者查阅了5中国期刊网6近十年

( 1999- 2009)的记录 ,发现共有 58篇论文对文化负载词的

翻译进行了探讨;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对5李清照词6中文化

负载词英译的专门研究。本文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根据,

对李清照词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按生态、语言、宗教、物质和

社会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类和举例, 从目的论角度出发,对5李

清照词6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则和具体的翻译

方法做初步的探讨。

二  理论依据

功能翻译理论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新颖而且不

断发展完善的理论,目的论为它的最为核心的理论。根据目

的论,所有的翻译遵循的主要法则就是 /目的法则 0: 翻译行

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即结果决定方

法 [ 2]。换言之,翻译目的论的最高准则是目的决定翻译行

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些接受者

群体为译本接受对象, 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

能。这就是翻译过程中的目的性。在目的论中,源文本不再

是出于权威的中心地位, 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实体,

是译者所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 译者之所以采用这些



信息, 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信息能够在目标文化中满足某种目

的。为了实现目的就要选用特定的翻译方法。根据施莱尔

马赫 ( F r iedrich Sch le ierm acher)的观点, 翻译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 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 另

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 3]。劳

伦斯# 韦努蒂 ( L aurence Venuti)将第一种方法称为 /异化0,

而第二种方法为 /归化0 [4]。归化和异化策略是文化翻译过

程中两个大的方向。一般来说 ,归化策略中所使用的翻译方

法具体可分为意译、替换、增译和省译,而异化策略中的具体

翻译方法主要包括音译和直译。

三  5李清照词6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两个英译本中的对

比分析

N ida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 即: ( 1) 生态

文化; ( 2) 语言文化; ( 3) 宗教文化; ( 4) 物质文化; ( 5) 社

会文化 [ 5]。根据上述分类, 5李清照词6中的文化负载词可

具体分为: 生态文化词、语言文化词、宗教文化词、物质文化

词和社会文化词。下面运用目的论就许渊冲译本和王红公

钟玲译本对5李清照词6中各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对比

分析。

(一 )生态文化词

生态文化词是与自然有关的文化负载词, 包括植物名,

动物名和季节名等。出现在 5李清照词6中生态文化词有: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梨花欲君恐难 ( 5浣溪沙6 ); 星

河欲转千帆舞等。

( 1) 原文: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5如梦令6

许译: I ask the m a id ro lling up the screen. // The sam e

crab- apple tree, 0 she says, / is seen. 0

王译: I asked m y m aid as she ro lled up the curta ins, /

/ Are the begon ias still the sam e? 0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 许译采用了异化策略中的直译

法, 尽可能保留了源语文化形象的特色; 而王译采用归化策

略中的替换法, 用译语中的 begon ias秋海棠一词替代了原文

中 /海棠0的形象, 但译文因其易懂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 2) 原文: 星河欲转千帆舞 ( 5渔家傲6 )

许译: The S ilve rR iv er fades, sa ils on sa ils dance on h igh.

王译: TheM ilkyW ay appears / Turn ing overhead.

/星河0在中国文化中又被称作 /银河0,而英语中的 /星

河0是用 /路0来表示的。本例中许译采用了直译, 保留了源

语文化特色; 王译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 使其更易为

读者所接受而采用了意译。

(二 )语言文化词

5李清照词6中的语言文化词包括: 叠词 ,双音节词和词

牌名, 这一类词在5李清照词6文化负载词中所占比例最大。

其中叠词如: 影沉沉5浣溪沙6、深深深几许5临江仙6、事事

休5武陵春6等。双音节词在汉语构词法中占主导地位, 尤

以并列式居多, 占汉语词汇的绝大多数, 如:此情无计可消除

5一剪梅6, 仲宣怀远更凄凉 5鹧鸪天6等。而英语中的并列

式则很少, /大约满打满算不会超过 20个0 [ 6]。词牌既是词

这一特定文学体裁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具有文化内涵

意义的特殊名词。根据5李清照集笺注 6[ 7] 96所录 60首词统

计,李清照词作涉及的词牌共有 41种,如: 5武陵春6、5念奴

娇6、5如梦令6等。

( 3) 原文:重帘未卷影沉沉 ( 5浣溪沙6 )

许译: M y bow er s' dark beh ind the curta ins no t upro lled.

王译: Con fused shadow s /F licker on the half draw n curta ins

原文中叠词的运用使得词作跌宕有致, 显出和谐悠扬的

修辞美与声韵节奏美。许译直译成 / My bower s' dark0。王译

并未强求叠字运用手法在译文中的对应, 而是注重意义的再

现,采用意译法将 /影沉沉0译成 confused shadow s, 简洁而鲜

明地在译文中展现了崭新的意象。

( 4) 原文:花自飘零水自流 ( 5一剪梅6 )

许译: A s flow ers fa ll on running w ater here as the re,

王译: F low ers, after the ir kind, flutter / and scatte r.

王红公对李清照词中出现的双音节词, 尤其是并列式双

音节词,常将其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字进行理解。本例中他将

/飘零0一拆为二,逐字译出, 采用意译。虽然牺牲了源语本

身的词义,但译文因其易懂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许渊冲在

翻译这类含有文化因素双音节词时, 基本上采用了直译, 尽

可能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色。

( 5) 原文: 5声声慢6

许译: Tune: / Slow, slow song0

王译: Autum n Love, / A W eary Song to a S low Sad Tune0

本例词牌中的 /慢 0指词节奏之快慢, 而非调之长短。

许译用意译法, 连用了两个 S low, 是为了 /多少可以传达一

点原诗的形美0之目的 [ 8]。译文中三个单词都用 S开头,以

构成头韵,达到 /音美0。王译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中的增译

法,稍显冗长。

( 6) 原文: 5生查子6

许译: Tune: /M ounta in H aw thorn0

王译: T o the tune / The Boat of Sta rs0

根据清代徐轨5词苑丛谈 6: /查, 古槎字, 张骞乘槎往天

河事也。0 /生查0原为 /乘槎 0, /槎0是 /木筏 0 [ 9] 102。许译

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王译采用的是意译。英语

中的 /天河0是用 /路0来表示的 ( TheM ilkyW ay) ,既然这河

在天上,木筏则变成了 /星星船0, 这样就更加具有原文典故

的浪漫情调。

(三 )宗教文化词

5李清照词6中的这类文化负载词如: 造化可能偏有意,

故叫明月玲珑地。5渔家傲6

( 7) 原文: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

许译: Y ou find a spec ial favo r in Creator. s eye;

The m oon caresses you w ith pure beam s from on high.

王译: M ak ing the bright m oon sh ine sp lend id on your cur-

v ing flesh.

许译采用了直译将 /造化 0译成 / C reato r0, 从而保留了

原有的宗教色彩。王译采用了归化策略中的省译, 在其译文

中并未翻译 /造化0一词,虽然造成了源语形象的丢失, 但对

于英美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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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物质文化词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 名物各异, 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

不同。一种文化中最普通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

有。同一样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该

类文化负载词包括地名, 乐器名,与食物有关的名词等。其

中在5李清照词6中出现的有: 东莱不似蓬莱远等。

( 8) 原文: 东莱不似蓬莱远5蝶恋花6

许译: The fa iry isles

王译: A far- o ff island in the Easte rn Sea

两位译者都采用了意译, 他们分别根据自己的理解, 将

原文内容进行转化, 既传达了原文的文化内涵, 同时也考虑

到了译文的可读性。

(五 )社会文化词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

等。出现在5李清照词6中的社会文化词有: 牵牛织女, 莫是

离中? 5行香子6; 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 5鹧鸪

天6 (桂花 ); 淡荡春光寒食天5浣溪沙6等。

( 9) 原文: 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5鹧鸪天6

许译: The poet Qu must be insensib le o f your beauty, or

how could he forget to pra ise you w as his duty?

王译: O ther poe ts have been w ithout taste /That they never

w rote o f them in the past.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骚人0一般特指 5离骚6的作者

屈原。许译采用的是直译,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

特色; 王译则采用了替换法, 用 Othe r poets替代了原文中屈

原的形象。

四  结语

在对5李清照词6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

分析之后, 可以得知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的基本倾向:

许渊冲基本上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即异化;而王

红公则主要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归化。然而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不可能只采用一种翻译策略, 也不可能

有任何译作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单纯的归化或是异化下

的译本是不存在的。为了满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这一角色

的需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过程中紧密结合、互补的, 而不是

对立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主要法则就是 /目的

法则0。两种译本的翻译目的不同, 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同。

作为译者,许渊冲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

英美读者,以想了解丰富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 主要

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

便于英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翻译策略。通过对两个译本的

对比,对归化和异化的应用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目的论对于

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由于

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两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

策略。尽管两译本的翻译策略不同, 但各自译本所达到的功

能与其预期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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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 loadedW ords of L iQ ingzhao. s

C i-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LIAO Hu i- hua, GE L ing- ling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Th 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transla tion strateg ies used in translating cu ltura l- loaded w ords in two Eng lish

ve rsions of L i Q ing zhao s' C i-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 f the Skopo s theory. It also holds that in translating cu ltura l- loaded w ords

o f L iQ ingzhao 's C i- poetry, dom 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re comp lem entary and linked to each o ther, no t contradictor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 ey words:  Skopos theo ry;  L iQ ingzhao s' C i- poe try;  culture- loaded w ords

103第 1期    廖慧华,戈玲玲: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5李清照词6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