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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看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 6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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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旨在服务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正式出台, 让许多流行在民间的良莠不齐的英译中式

菜单有了统一、规范的英文名称。文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 通过解读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原则: 在英译中国菜名

时, 强调体现菜肴的原料和制做方法;解读翻译工作者在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

从而探讨得出在翻译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过程中, 翻译工作者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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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 我国菜单翻译的标准

不一, 质量有好有坏,一道菜可能会出现多种译法,甚至一道

菜的翻译让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例如 /麻婆豆腐 0翻译成

/ Bean Curd M ade by A Pock- m arkedW om an0 (满脸雀斑的

女人制作的豆腐 ), /夫妻肺片0翻译成 / Husband andW ife s'

Lung Slice0 (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 /童子鸡 0翻译成

/ ChickenW ithout Sexua l L ife0 (没有过性生活的鸡 )。菜单的

翻译现状已经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对中国菜以及中

国饮食文化的了解与接受, 中国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受到了影响。北京市旅游局为了杜绝在奥运会期间我国菜

单的翻译令人贻笑大方, 给国外游客带来不便, 或引发国际

笑话, 于 2007年 8月就拟出一份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 6的讨

论稿, 对外公布并征求市民建议。通过各种途径征求了广大

民众的建议后, 又经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讨论和修改, 北京

市旅游局在奥运召开前公布了统一的 5中文菜单英文译法6

讨论稿, 共含 2753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译法 [ 1]。本文以功

能派翻译理论为指导, 以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原则、

翻译方法为着眼点, 从而探讨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

策略价值取向。

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 20世纪 70年代, 以 1971年

凯瑟琳娜# 莱斯 ( Ka thar ina Re iss)的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

限制6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凯瑟琳娜# 莱斯

( K athar ina Re iss), 汉斯# 弗米尔 ( H ans Vem ee r)和克里斯蒂

安# 诺德 ( Christiane No rd)。此前西方多数翻译理论家持语

言学的翻译理论, 即翻译等值理论,这种理论把翻译看作类

似密码转换的过程, 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 注重的是原语

文本,以及在译语文本中保存原语文本的特征。

1971年凯瑟林娜# 赖斯在 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

制6中首次提出翻译功能论 ( functiona l approach), 把 /功能类

型0 [ 2]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理论, 并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

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 ( transla tion

brief)和基于原语和译语功能关系的功能批评模式,有时因

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理想的翻译应

该是: 原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

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对等关系。这本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

限制6也被认为是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形成的起点。值得

强调的是该书严格说来仍是以对等论为基础的。在此书中,

赖斯一方面依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 并指出理想

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

对等。她称这种翻译为综合性交际翻译 ( integ ral comm un ica-

tive performance);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赖斯发现有些等值是

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翻译应该有具

体的翻译要求 ( translation br ie f)。有时因特殊需要, 要求译

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赖斯认为译者应

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赖斯的学生

费米尔则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 摆脱了以原语为中

心的等值论的束缚, 提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

则,于 20世纪 70年代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 ) ) ) 目的论

( Skopos- theo ry)。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 翻译方法和翻译

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费米尔认为单靠语

言学解决不了翻译问题, 根据行为学的理论, 他提出翻译是

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 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3]。



因此, 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

的语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行为的过程, 即

/目的决定手段0 [ 4] 124。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确

定. 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便是受众 ) 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知识

背景, 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

的受众, 因此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

而生产的文本。针对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不足,诺德首次提出

了 /功能加忠诚0概念 [4] 127,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 /功能加

忠诚0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

者负责, 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也就是说 /译者应同时对原

文和译文环境负责, 对原文信息发送者 (或发起人 )和目标

读者负责0 [ 4] 128。

总之, 功能翻译理论者认为等值理论在实际翻译中是没

有办法完全做到的, 同时在许多情形下也是没有必要的。功

能翻译理论提出了译文功能论, 指出翻译的过程是由翻译的

目的决定的, 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

翻译理论所要求的原文及功能, 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

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的不是译

文与原文在形式与内容上是否对等,而是就文本功能强调译

文应该在分析领悟原语文本的基础上,以译入语预期功能为

目的, 根据不同语境因素,选择灵活的翻译方法,使原语与目

的语发挥同样的传意效果。

二  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看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归化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是 1995年美国学者 L. VENUTI(文

努迪 )提出的,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 SCHLEIERMA-

CHER(施莱尔马赫 ) 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他着重探讨

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 (异化 ), 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

(归化 )。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是外语文本符合

译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异化是指对文

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 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

差异, 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异化译法的核心, 就是尽量传

译原文的 /异质因素0, 具体说来, 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

域文化特色, 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在当代译界, 翻译家们对于归化异化的争论仍旧不休,

各执其词。王东风在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0一文中

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 /归

化与异化之争, 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 可谓由来已

久。0 [5]笔者通过分析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原则和翻

译方法, 以功能翻译理论指导,探讨得出在翻译5中文菜名英

文译法6过程中,尽管翻译工作者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

的翻译策略价值取向, 但是主要还是从跨文化的视角采取了

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一价值取向。

(一 )解读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原则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

动, 翻译时译者应当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实际情况,

从原作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功能翻译论

认为, 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价值的

文本,各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强调 /功能加忠实 0的功能目

的论,既注重译文功能, 又照顾原作者和读者的利益。这样,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必须把译文功能与处于特定语境的原

语文本同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虑, 在与译文功能不相悖的

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译文与原文在语言特色上的一致性,

在必要时保持原文特有的东西,并通过对译文读者因素的考

虑,使译文文本功能得到完美的实现。但是在实践中有些等

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翻译应该

有具体的翻译要求 ( translation br ie f)。有时因特殊需要, 要

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应该优

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中的菜单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

语篇, 是信息功能加感染功能的特殊文本, 它主要服务于译

文读者,翻译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实现5中文菜名英文

译法6中的菜单对译文读者感召和信息功能的交流。因为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中的菜单不仅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

菜名方面的信息,而且感召外国朋友对其菜单中所提供的美

味佳肴感兴趣,感召他们来品尝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从语篇

功能方面看,英译的中餐菜单是 /传递信息0和 /感召译文读

者0 的。其预期译文功能是让广大的外国朋友在北京的饭

馆或酒店用餐时, 能够看懂菜单上的一道道菜名, 了解这些

美味佳肴是用什么原料做的, 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点他们

喜欢吃的菜肴。这是翻译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中的菜单的

目的之一。目的之二是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在品尝中餐的美

味佳肴的同时增加对中餐的了解, 让中餐成为我国对外文

化交流的使者, 从而让中国餐饮业走向世界。因此, 官方审

核并出台的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采用原料加制作方法的翻

译原则,开门见山地交代具体烹饪调用原料和方法, 让外国

普通读者读懂、看懂, 方便他们点菜用餐, 例如:

白灵菇扣鸭掌 M ush room s w ith Duck Feet

萝卜干毛豆 Dr ied Rad ish w ith G reen Soybean

韭黄螺片 Sliced SeaWhe lks w ith H o tbed Chives

盐水鸭肝 Duck L iver in Sa lted Spicy Sauce

冰梅凉瓜 B itterM elon in P lum Sauce

米醋海蜇 Jelly fish in V inega r

(二 )解读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方法

功能派诺德的 /功能加忠诚 0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

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 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所

以在菜单翻译时,要考虑原语和译语的饮食文化背景差异这

一大环境,为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译者在英译中国菜名时,

力求简明扼要以适应外国客人的语言习惯。与西餐菜名相

比, 中国菜名常显得过于冗长, 如果逐字逐意地翻译, 虽然

可以让人理解, 但译文常不合外国客人追求简洁的语言习

惯, 很难为其所接受。在英译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 6时译者

主要采用了直译法。由于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很多菜肴

的命名具有文化内涵, 译者在翻译时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

这一部分写意型命名的菜肴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目的是

为了体现菜肴的原材料和制作方法, 以方便外国游客在中国

餐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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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中的中餐菜名五花八门各具特

色, 很大一部分是以菜肴的原料或附带加工形状命名和烹饪

手段而命名, 这些菜肴的命名可看做是写实型命名。这类菜

名主要是展示菜肴所用的原料、刀工及烹饪手法, 同时也兼

容菜肴的口味。由于中英文中关于描写原料、刀工和烹饪手

段的词基本存在对等语, 所以译者可采用直译方法, 使译文

达到充分传递信息的功能。如: 体现菜肴的做法、主料和配

料的直译, /地瓜烧肉0 Stew ed D iced Pork and Sw ee t Pota toes

; /干豆角回锅肉0 Saut�ed Sp icy Pork w ith D r ied Beans;体现

/人名或地名 (介绍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 ) + 烹法 + 主

料0的直译, /北京烤鸭0直接翻译为 / Be ijing Roast Duck ,

/麻婆豆腐0 M apo To fu , /无锡排骨0 W ux i Spare R ibs; 体现

菜肴形状或口感以及主配料的直译, /脆皮鸡0 C rispy Ch ick-

en, /小炒黑山羊0 Saut�ed S liced Lamb w ith Pepper and Pa rs-

ley等。

由于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很多美食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文化韵味, 有的菜名还蕴含历史和典故. 这些菜肴的

命名往往利用菜肴原料的色、香、味、形的特点, 烹调方法的

特点及造型上的特点迎合食客的心理, 赋予菜肴美丽动听

(一般象征如意吉祥 ) 的名字,即写意型命名 [ 6]。这类菜名

往往不出现原料及烹调方法, 初次品尝的食客面对食谱往

往会感到莫名其妙。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有相当部分写意

型命名的菜肴, 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例

如, 红烧狮子头: S tew ed Pork Ba ll in Brown Sauce; 夫妻肺

片: P ork Lungs in Ch ili Sauce; 四喜丸子: Four- Joy M ea-t

balls ( M eat Ba lls B ra ised w ith B rown Sauce ); 蚂蚁上树:

Saut�ed Ve rm icelli w ith Sp icy M inced Pork and 糖醋里脊:

F ried Sw eet and SourTender lo in ( LeanM eat)。虽然这些写意

型的菜肴被意译后会失去他们原名的 /象征、吉祥和文化意

义0, [7]但是这样翻译后的菜单简洁明了, 体现了菜单传递

信息的文本功能, 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译者的利益 ) 传播中国

的饮食文化和译文读者 ) 外国食客的利益,方便他们快速点

菜用餐。

三  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

动,翻译时译者应当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实际情况,

从原作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本文以功能

翻译理论为指导,解读了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的翻译原则:

英译后的菜名应着重体现出菜肴的原料和制作方法; 解读了

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翻译过程中为了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

而采用的直译或意译的翻译方法。菜单翻译者一方面应力

求准确、完整地传达菜单所蕴含的基本信息和文化信息, 另

一方面菜单译文要优美流畅, 与译语环境相一致, 能为译语

读者所接受。这二方面的实质就是要求译者采取异化与归

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的价值取向。笔者探讨出翻译工作者

在英译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的5中文菜名英文译法6菜单的

英译时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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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D issim i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heM anual Book Entitled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M en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 Theory

YANG Q iong, JIA D e-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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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 t:  Designed to serv e B eijing 2008 O lymp ic Gam es, the m anua l book en titled Eng lish Versions o f Chinese M enu has

been o ffic ially published in 2008, w hich resulted in the unified and standard translation for Ch inesem enu. Based on them anua l book

and gu ided by functiona lism theo ry, the author of th is thes is has e labo ra ted the va lue inclination o f the d issim ila tion translation stra tegy

by ana ly zing the basic translation pr inc iplew hich em phasiz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h inese menu shou ld dem onstra te Ch inese dishes.

raw m ate rials and cooking m ethods and by decod ing translating m ethods, such as lite ra l trans 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K ey words:  functionalism theory;  them anual book entitled English Versions o f Ch ineseM enu;  the d issim ilation transla tion

strategy and the na tura l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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