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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中国特色词语翻译透视
———基于《时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英译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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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大量实例分析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在翻译中国特色词语时偏向于采用直译、音译、音译加释

义为主的异化翻译策略。为了保持中国特有事物和概念的文化特色，这些媒体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

性，不惜违背英语的文法规则，造成一些中式英译的出现。这种翻译策略与国内译界对外报道中偏重归 化 式

翻译策略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对这一现象做出探讨，供英语翻译教学人员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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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前言

近年 来，随 着 中 国 经 济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及 中

国国际地位 的 提 高，外 报 外 刊 纷 纷 报 道 中 国 特 有

事物和概念，由 于 这 些 词 汇 缺 乏 直 接 对 应 的 英 文

词汇，其英译是一大难点，也是国内译界关注的问

题之一。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在翻译

这些词语时 的 翻 译 策 略，了 解 以 英 语 为 母 语 的 译

者在英译这些词汇是否“技高一筹”？其译文是否

准确？美国影响最大的两份杂志《时代》、《新闻周

刊》和一份报纸《纽约时报》均关注中国的发展，经

常刊登有关中国的报道，并不时有中国专刊出版。
有鉴于此，笔 者 在 这 些 杂 志 和 报 刊 上 找 到 了 许 多

带有中国特色词语英译实例，现举例分析如下（括

号里的中文为笔者所加）：
２．英译实例

［１］Ｒｅｃｉｔｉｎｇ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ｏｓ“Ｒｅｄ　Ｂｏｏｋ”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ａｐｔｏｐ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Ｍｉｎｉ　Ｃｏｏ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ｍｉｎｇ
ｐａｉ”（“名牌”）ｏｒ　ｆａｍｏｕｓ　ｂｒａｎｄ－ｎａ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ｔｅ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６，２００９）

［２］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Ｍｒ．Ｅｌｌｉ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ｄ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ｇｕａｎｘｉ （“关 系 ”），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１０，２０１０）

［３］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ａｎ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　ａｎｙｂｏｄｙ”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ｏ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ｌｏｏｓ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ｓｏｍｅ　Ｚｈａｎｇ，ｓｏｍｅ　Ｌｉ”（“张三李四”）．（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２１，２００９）

［４］Ｎａｉｌ　ｈｏｕｓｅ（“钉子户”），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ｐｉｋ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ｕｇｇｅｒｎａｕ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３１，２０１０）

［５］Ｗｅａｌｔ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ａｓ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富贵不过三代”）．（Ｔｉｍｅ，Ｓｅｐ．２４，
２０１０．）

［６］．．．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ｅｍｐｌｏ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ｉｒｏｎ　ｒｉｃｅ　ｂｏｗｌｓ”（“铁
饭碗”），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ｔｈｒｅａ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ｓｏｍ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Ｍａｒ．１６．２０１０）

［７］．．．Ｉｒｏｎ　Ｒｏｏｓｔｅｒ，ｏｒ　ｂｉｒｄｓ　ｓｏ　ｓｔｉｎｇｙ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ｈａｒｅ　ａ　ｆｅａｔｈｅｒ（“铁公鸡一毛不拔”）．
（Ｔｉｍｅ，Ｓｅｐ．２４，２０１１）

［８］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ｓ（“摸
着石头过河”）．（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Ｍａｒ．３，２００８）

［９］Ｗｈｅｎ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ｒ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Ｍａｒｘ”（“见马克思”）ａｆ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ｎｆｅｅｂｌｅ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Ｊａｎ．５，１９９８）

［１０］Ｉ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ｈｉ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ｒｏｗｄ，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ｐｒｅａ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ｂｒａｗｎｉ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ｃｉｔ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ｌｆ－ｓｔｙｌ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ｈｅａｄ”（“龙头”）．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Ｍａｒ．３，２００９）

［１１］Ｓｔｉｌｌ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ｔｙ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ｕｎｃ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ｐｉｕｍ　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ｈ－ｊｏｎｇｇ（“麻将”）ｔａｂｌｅｓ．．．（Ｔｉｍｅ，Ｍａｒ．３，２００９）

［１２］Ｓｈｅ　ｉｓ　ｂ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ｈｅ　ｉ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Ｙｕａｎ （“缘”）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ｉｍｅ，Ｍａｒ．１９，２００１）

从以 上 例 子 可 以 看 出，美 国 主 流 媒 体 在 报 道

中国特有事物和现象时，往往采用音译加解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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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按中文字面意义直译（例［５］－［１０］）、直

译加注释（例［３］、［４］）以 及 完 全 音 译 不 加 任 何 解

释（例［１１］、［１２］）的翻译方法，在语音或形式上尽

可能地保留中国特色词汇中的中国文化色彩。那

么这种翻译的传播效果如何呢？是否存在一定的

遗憾和缺陷？不妨逐一加以分析：
２．１．音译
例［１］和例［２］保留了“名牌”和“关系”的汉语

拼音，其后的解释性翻译简明清晰，准确地传达了

其在汉语中的意思。而例［１１］仅给出“麻将”一词

的汉语 拼 音 而 未 作 解 释，读 者 的 接 受 性 就 差 了。
尽管“麻将”一词的汉语拼音已经收入一些英语词

典，但这个词对大多数外国读者说仍然是陌生的。
例［１２］中对“缘”同样没有给予解释，则更为不妥。
如若对“ｍａｈ－ｊｏｎｇｇ”不理解，读者尚可在英语词典

中查找解释，而Ｙｕａｎ则无从查找。一般英美读者

对中国文化 往 往 缺 乏 深 入 理 解，译 者 又 怎 能 期 望

读者仅凭上下文就能够体会到“缘”这个颇具禅味

的中国特色词语的文化内涵呢？故应在其后加注

（“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姚 小 平２０１０：１７４３）。译 界 前 辈

段连城（１９９２：２１）曾批评某中国译者，不知“盆景”
如 何 译 而 用 拼 音 “ｐｅｎｊｉｎｇ”敷 衍 了 事；丁 衡 祁

（２００２：４６）谈 到 我 国 对 外 宣 传 中 英 语 译 文 存 在 的

问题时，也 指 出：“有 时 候 所 谓 的 译 文 只 不 过 是 把

汉字写成 拼 音，这 根 本 不 算 作 翻 译。”此 处“缘”字

翻译存在同样的问题。当然这种完全音译而没有

任何补 充 解 释 的 翻 译 实 例 在 境 外 媒 体 中 并 不 多

见，一般仅 限 于 一 些 已 经 被 收 入 英 语 词 典 的 音 译

汉语 词 汇，如 Ｔａｏｉｓｍ（道 教）、ｍａｈ－ｊｏｎｇｇ（麻 将）、
ｋｏｗｔｏｗｉｎｇ（磕头）、ｋｕｎｇ－ｆｕ（功 夫）等。大 多 数 采

用音译的情 况 下，译 者 会 在 拼 音 后 加 上 同 位 语 作

为解释，以便读者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解释部分

就显得很关键。
２．２．直译
译者 对“张 三 李 四”（例［３］）、“钉 子 户”（例

［４］）两个 词 语 采 取 了 直 译 加 解 释 的 方 法，清 楚 地

表达了其在汉语中的涵义。而对“富贵不过三代”
（例［５］）、“铁 公 鸡 一 毛 不 拔”（例［７］）按 汉 语 字 面

意思直译，译文不仅保留了中文意象，且英文含义

清晰明 了，无 需 解 释 也 可 为 读 者 所 理 解 和 接 受。
相比较而言，将“铁饭碗”（例［６］）直译成“ｉｒｏｎ　ｒｉｃｅ
ｂｏｗｌ”且不加解释，则会让读者不知所云。这是因

为中国人以稻米为主食，吃饭用碗盛，因此在汉语

中“饭碗”可以有“职业”、“谋生手段”的联想含义，
但英美 人 既 不 以 稻 米 为 主 食，食 物 也 少 用 碗 盛，

“ｒｉｃｅ　ｂｏｗｌ”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联想含义，故此处应

给出 解 释 性 翻 译，在 其 后 加 上（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ｓｅｃｕｒｅ
ｊｏｂ；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张 健 ２００１：
４６９）。

例［８］中“摸 着 石 头 过 河”是 邓 小 平 关 于 探 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道 路 所 说 的 一 句 政 策 名 言，意

指中国在 摸 索 中 前 进，在 实 践 中 发 展，将 其 译 为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ｓ”属 于 只 管 词

语的字面 意 思，不 管 其 特 殊 含 义 的 翻 译，应 译 为

“ｆｅｅｌ　ｏｎｅｓ　ｗａｙ　ａｌｏｎｇ　ｉｎｃｈ　ｂｙ　ｉｎｃｈ”（同上）。例［９］
中的“ｔｏ　ｍｅｅｔ　Ｍａｒｘ”是从汉 语“见 马 克 思”直 译 过

来的，在汉 语 中 较 诙 谐，但 联 系 上 下 文 可 以 看 出

作者的言外之 意：“邓 小 平 是 中 国 革 命 时 期 领 导

人中的最后一位，现 在 也 终 于 去 见 马 克 思 了。”笔

者认为此 译 法 中 国 人 读 起 来 有 些 巴 不 得 共 产 主

义快 点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的 意 味，应 改 译 作“ｐａｓｓ
ａｗａｙ”．

例［１０］将“龙 头”直 译 成“ｄｒａｇｏｎ　ｈｅａｄ”，可 以

想象，假如这样的译文出自中国人之手，肯定会被

贴上“中式英语”或“全然不顾中外文化差异”的标

签。由于英语中的 “ｄｒａｇｏｎ”与“龙”在中文中的意

象相去甚远，故 而 国 内 译 者 在 翻 译 汉 语 中 与 龙 相

关的词汇习语时往往避免直译。如 “望子成龙”一

般 译 作 “ｔｏ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ｓ　ｓ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亚 洲 四 小 龙”通 常 译 为“ｆｏｕｒ　Ａｓｉａｎ
ｔｉｇｅｒｓ”。而“起到龙头作用”这种在中国新闻报 道

中经 常 出 现 的 字 眼，一 般 被 意 译 为“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像例［９］和例［１０］这样用一个英文

单词填补一个中文单词的“对号入座”式的翻译在

《时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中还有很

多，如将 汉 语 中 的“黑 孩 子”（超 生 没 有 户 口 的 孩

子）翻 译 成 “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ｏ　ａｒ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在英文中，
“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的一 般 意 思 是“黑 人 孩 子”，尽 管

后面加了解释，这个译法仍然欠妥。事实上，英文

中早 就 有“ｏｆｆ－ｔｈｅ－ｂｏｏｋ　ｂａｂｉｅｓ”的 说 法，译 者 舍 弃

不用另 起 炉 灶 译 成 标 新 立 异 的“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致使语义出现歧义现象（王祥兵２００３：２０），还有在

翻译“针灸学”时，舍弃现成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而用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ｋｌ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将“龙 眼 树”译 为“ｄｒａｇｏｎｓ
ｅｙｅ　ｔｒｅｅｓ”，而 在 英 语 词 典 中 已 有 它 的 音 译

“ｌｏｎｇａｎ”一词。诸如 此 类 的 译 文，“违 背 英 语 语 言

规律，如语法错误、修辞错误，不合习惯用语、语义

逻辑问题等，从而可能导致译文走样”（张健，唐见

端１９９６：１６）。
综上 所 述，《时 代》、《新 闻 周 刊》和《纽 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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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在英译中 国 特 色 词 语 时，一 般 尽 可 能 地 保 留

其中国文 化 色 彩，倾 向 采 用“异 化”策 略 以 及 直

译、音译、直 译 加 释 义 和 音 译 加 释 义 方 法。这 样

的译文在纯正的 英 文 中 具 有 鲜 明 的 异 国 情 调，满

足了西 方 读 者 对 异 域 文 化 的 好 奇 心。虽 然 这 种

译文某些时候既 具 有 中 国 特 色，又 能 为 外 国 读 者

所接受，但 更 多 的 时 候 是 意 义 走 样，违 背 译 入 语

的语法规则和文化取向，是典型的中式英语。
３．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式英译的思考

首 先，像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ｋｌ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ｒａｇｏｎ　ｈｅａｄ”之 类 的 中 式 英 译 一 般 出

自英语水平不高或对翻译不甚娴熟的中国译者之

手，不少翻 译 家 对 这 种 机 械 翻 译 所 导 致 的 中 式 英

译提出过 批 评。段 连 成（１９９２：２３）指 出：“在 地 方

对外宣传材料中，发现‘死译’、‘硬译’的现象仍然

不少，原因或是译者水平较低，经验不足，认为‘对

号’就是翻译；也可能是领导担心出错，误以为‘对

号’才 是 准 确 的 翻 译。”沈 苏 儒（２００４：６７）指 出：
“‘对号入座式’的翻译不是翻译，仅把中文改成外

文而不去考虑是否向译语受众正确地、充分地、完

满地传达了 原 意，根 本 不 可 能 认 为 已 完 成 了 翻 译

的任务。”
其 次，美 国 主 流 媒 体 中 文 词 汇 翻 译 策 略 和

我 国 国 内 英 文 期 刊 对 外 报 道 采 用 翻 译 策 略 不

同。上 文 提 到，美 国 主 流 媒 体 中 文 词 汇 的 翻 译

策 略 具 有 明 显 的 异 化 倾 向，即 翻 译 中 保 留 原 文

的 语 言 和 文 化 特 色，而 国 内 译 界 在 对 外 报 道 中

往 往 偏 向 归 化 策 略，始 终 牢 记“从 读 者 对 象 出

发”；要 考 虑 文 化 差 异 问 题，照 顾 到 别 国 的 国 情、
民 心 及 价 值 标 准，力 求 给 外 国 受 众 提 供 易 于 接

受 的 译 文，从 而 提 高 传 播 效 果。具 体 来 说，国 内

媒 体在英译中国特色词语时，如果“形”、“义”无法

兼顾，往 往 弃“形”而 取“义”故 才 会 有“ｆｏｕｒ　Ａｓｉａｎ
Ｔｉｇｅｒｓ”，“ｔｏ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ｓ　ｓ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这样 的 译 文；而 美 国 主 流 媒 体 恰 恰 相

反：倘若“形”“义”无法兼顾，往往不惜牺牲译文的

可读性 和 可 接 受 性，弃“义”取“形”，故 才 会 有

“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ｒａｇｏｎｓ　ｅｙｅ”，“ｔｈｅ　ｐｒｉｃｋｌ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之 类 的 翻 译。张 健 在《报 刊 语 言 翻 译》
（２００８：１００）也举 过 一 个 很 有 说 服 力 例 子。如 何

英译“‘豆腐渣’工程”，他 认 为 汉 语 中 的“豆 腐 渣”
与英文 中 的“ｊｅｒｒｙｂｕｉｌｔ”在 语 意 上 相 契 合，故 可 译

为 “ｊｅｒｒｙｂｕｉｌ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两者异 曲 同 工，而《美 国 先

驱论坛报》却保留了 其 中 文 形 象，把“‘豆 腐 渣’工

程”地 译 为“ｂｅａｎ　ｃｕｒ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ｏ　ｎａｍ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ｆａｌｌ　ａｐａｒｔ　ｅａｓｉｌｙ”。

４．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显异策略”原因分

析

翻译理论家韦努蒂（Ｖｅｎｕｔｉ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提出异

化与归化 式 翻 译。他 在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４１）中 指 出 异 化 翻 译 的 跨 文 化 价 值：“语 言

文化是一个 开 放 系 统，具 有 较 强 的 包 容 和 吸 收 能

力。故异化翻 译 可 丰 富 译 语 的 表 达 形 式，注 入 异

域文化，使 读 者 感 到 异 国 情 调，增 进 文 化 间 的 了

解。阻抗式异化翻译可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

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远感的文体，保留出发语言

的文化色彩，给译文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再现原

文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异化翻译是促进

成功的跨文 化 沟 通 的 桥 梁，丰 富 传 统 语 言 的 表 达

方式，促进语言的接近和交流，增强民族语言的生

命力，特别 在 处 理 原 文 中 带 有 明 显 文 化 特 征 的 因

素时必然 带 来 一 些 不 同 于 母 语 的 新 的 表 达 方 式。
恰恰这 些 新 的 表 达 方 式 蕴 含 着 该 民 族 的 文 化 内

涵”。由此 可 见 韦 努 蒂 阻 抗 式 异 化 翻 译 对 于 反 对

文化霸权，保 存 文 化 差 异，促 进 文 化 多 元 化，丰 富

译语读者的阅读经验拓展其文化视野和知识面等

有积极意义。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

家，其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某

种程度上促 进 了 中 西 文 化 的 沟 通 和 交 流，反 映 了

对文化霸 权 的 对 抗 意 识。此 外，韦 努 蒂 还 提 出 了

一对与异 化 和 归 化 紧 密 相 连 的 概 念：“强 势 文 化”
和“弱势文化”。他认为翻译的本质被看作是一种

文化交流，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中，文化之间的

参与都是不 平 等 的，政 治 经 济 的 不 平 等 造 成 文 化

上的不平 等。在 交 流 过 程 中，“强 势 文 化”由 于 比

较自信，往往轻视“弱势文化”，所以也就不可能接

受外语文本 中 有 别 于 自 己 文 化 价 值 观 的 成 分，因

而翻译 时 更 多 采 用 归 化 策 略。这 一 理 论 与《时

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采用的翻译策略显

然是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

在与中国这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交 往 中，客 观 上 处 于

强势文化的 地 位；然 而 美 国 主 流 媒 体 在 翻 译 中 国

特色词汇时 反 而 采 取 了 异 化 策 略，甚 至 不 惜 牺 牲

译文的可读 性，不 惜 违 背 英 语 文 法 规 则 和 价 值 取

向，它们这 样 做 的 原 因 何 在 呢？ 笔 者 认 为 有 以 下

原因：
其一，美 国 主 流 媒 体 翻 译 策 略 的 不 同 可 从 目

标读者定 位 的 差 异 来 解 释：美 国《时 代》、《新 闻 周

刊》、《纽约时报》等有关中国报道的目标语读者群

不仅有英 美 人 士，也 包 括 懂 英 文 的 中 国 读 者。从

其翻译方法 和 策 略 看，似 乎 更 多 考 虑 了 懂 英 文 的

中国读者 受 众（包 括 在 海 外 留 学 的 中 国 人 和 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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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 学 识 和 较 高 英 语 水 平 的 人）。我 国 国 内

英文媒体以 对 外 宣 传 为 目 的，以 国 外 读 者 为 主 要

目标群体，因 而 较 多 考 虑 译 文 在 英 文 中 的 可 读 性

和可接受 性，所 以 对“读 者”的 定 位 不 同 导 致 翻 译

策略的不同。为何美媒更多地为中国读者考虑是

因为“让中 国 读 者 在 阅 读 其 有 关 中 国 的 报 道 时 产

生一种‘认 同 感’和‘亲 切 感’，拉 近 与 中 国 读 者 之

间的心理距 离，增 加 其 灌 输 的 西 方 价 值 观 和 意 识

形态对中国读 者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王 祥 兵２００３：
２１）。例 如：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　ｐｕｔ　ａ　ｄｕｎｃｅ　ｃ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ｄ　ｈｉ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ｃａｌｌｉｎｇ
ｈｉｍ　ａｉｚｉ－ｄｗａｒｆ－ａｎｄ　ｄｏｇｓ　ｈｅａｄ，ｃａｔｔｌｅ　ｄｅｍｏｎ，
ｄｅｓｐｏ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ｒｏａｄｅｒ．（Ｔｉｍｅ，Ｄｅｃ．９，１９９６．）这

里作者没有直接把“矮子”译 成 “ｄｗａｒｆ”而 是 先 用

汉语拼音保留汉语文化形象，再附上解释性英文。
中国读者通过读音马上想到对应的汉语词“矮子”
从而充分体会到蕴含在“ａｉｚｉ”这个拼音里的嘲讽和

侮辱味道，这 一 点 不 深 谙 汉 语 的 其 他 国 家 读 者 是

体会不到的，尽 管 他 们 通 过 解 释 知 道 它 的 字 面 意

义，却不能 像 中 国 读 者 一 样 感 受 到 丰 富 的 联 想 意

义，这样译无形中拉近了与中国读者的心理距离。
采用这种方式来翻译蕴含着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

词汇在《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比比皆是：“ｐｉｚｉ”与

“ｒｉｆｆｒａｆｆ”（痞子）、“ｓｈｉｇａｎｊｉａ”与 “ｄｏｅｒ”（实干家）、
“ｄａｚｉｂａｏ”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ｔｅｒｓ”（大 字 报）、
“ｙａｏｔｏｕｗａｎ”与 “ｅｃｓｔａｓｙ”或 “ＭＤＭＡ”（摇头丸）、
“Ｂｅｉｄａ”与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北大）等。

其二，从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上来看，美国媒

体的一大语言特点就是措辞大胆，追求标新立异，
为此，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主题，上下文语境在涉

华报道中按 拼 音 形 式 或 按 中 文 形 式 直 译，创 造 出

不伦不类 的 英 语 译 文，也 就 可 以 理 解 了。这 样 做

无非是用“与 众 不 同”来 吸 引 读 者，同 时 在 一 定 程

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

猎奇心理（朱天文２００３：３４）。
其三，中 国 特 有 事 物 和 概 念 的 翻 译 是 翻 译 实

践中的一个 难 题，译 者 往 往 需 要 花 费 大 量 的 时 间

和精力才能推敲出一个可行的译文。随便翻翻国

内几个影响 较 大 的 翻 译 期 刊，就 可 发 现 这 是 国 内

译界关注的话题之一。因为这些特色词汇往往承

载着丰富的 中 国 文 化 内 涵，其 英 译 的 好 坏 常 常 关

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美媒对中国的报道

不像中国的对外宣传那样承担着促进中国以积极

的形象走向世界的使命，相反，它们中的不少有关

中国的报道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对于某些并不

适合采用直译的词语它们采取的按中文字面形式

逐字翻译的翻译法事实上是将翻译机械化和简单

化的做法，这 样 大 大 节 省 了 其 揣 摩 译 文 所 需 花 费

的时间，那 些 违 背 英 语 的 文 法 规 则 和 价 值 取 向 或

者让西方读 者 不 知 所 云 的 译 文，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也反映 出 某 些 美 国 记 者 在 涉 华 报 道 上 的 一 种

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比如将中国的“对外

开放政策”译为“ｔｈｅ　ｏｐｅｎ－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中国恢复

对香 港 行 使 主 权”译 为“Ｃｈｉｎａｓ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ｙ”，这些都表现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

政治倾向不甚友好，在对华报道中不甚负责的态度。
最后，美国新闻报道的修辞风格，也是影响美

国主流 媒 体 对 中 国 特 色 词 汇 处 理 策 略 的 重 要 因

素。首先，新 闻 报 道 常 常 使 用 直 接 引 语 或 间 接 引

语，以增强 报 道 的 真 实 性。因 此 以 引 语 形 式 出 现

的中国特色词汇往往也以完全直译或完全音译等

异化手段译 出，而 且 能 显 示 作 者 的 专 业 性 和 对 中

国事物的 精 通。其 次，美 国 新 闻 报 道 中 偏 爱 使 用

外来词，也 是 美 媒 涉 华 报 道 中 常 用 音 译 方 式 处 理

中国特色词汇的原因之一。
５．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显异策略”的思考

每个 国 家 的 对 外 传 播 都 带 有 目 的 性，都 是 为

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

利益，对外传播的目的性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即

都要达到 某 种 政 治 目 的。例 如，美 媒 在 报 道 中 称

“法轮功”为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为“法轮 功”贴 上

了一个所 谓 的“精 神 运 动”的 正 面 标 签，而 中 国 媒

体则选用浓厚否定色彩的“邪教”（ｅｖｉｌ　ｃｕｌｔ）一词，
旗帜鲜明地揭露“法轮功”的邪恶本质。美国传播

学家库尔特·卢因（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提出了“把关人”
的概念，以说明传播者在新闻传播中的控制作用。
对外传播翻译对措辞的选用也是一种政治把关行

为。译者必须在翻译时选择利己的措辞来维护国

家 利 益。如 美 媒 在 新 闻 报 道 中 常 称 陈 水 扁 为

ｆｏｒｍｅｒ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台湾前“总统”），大
陆和台湾的关系为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ｉｅｓ（双边关系），其目

的就是要维护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我国的外宣报

道与翻译不 应 照 搬 美 国 媒 体 鼓 动 分 裂 的 言 辞，否

则就会站错位置，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我国的英

语媒体称 陈 水 扁 为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台 湾

地区原领导人），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为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两岸 关 系）。“台 湾 地 区 原 领 导 人”的 隐

含意义即台 湾 是 中 国 的 一 个 省，陈 水 扁 只 是 一 个

省的领导 人，而 不 是 国 家 的 总 统。大 陆 和 台 湾 的

关系是“两 岸 关 系”，而 非 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关 系。这

种措辞 体 现 了 我 国 政 府 坚 决 捍 卫 一 个 中 国 的 原

则，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再如，美媒在涉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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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对“和谐社会”的诠释：“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Ｈｕ
ａｎｄ　Ｗｅｎ　Ｊｉａｂａｏ　ｈａｖｅ　ｅｘｔｏｌｌｅｄ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ａｍｅｌｙ，ｏｎｅ　ｎｏｔ　ｒｏｉ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ｎｏｔｓ．”它 们 对“和 谐 社

会”采用了直译加解释。但是，所谓“和谐社会”就

是指构成社 会 的 各 个 部 分、各 个 要 素 处 于 一 种 相

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

会主义的 和 谐 社 会”应 当 是 各 方 面 利 益 关 系 得 到

了有效的协 调、社 会 管 理 体 制 得 到 不 断 创 新 和 健

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民主法

治、公平 正 义、诚 信 友 爱、充 满 活 力、安 定 有 序、人

与自然和谐 相 处 的 社 会①。而 美 媒 报 道 中 的 解 释

部分若加 以 回 译 则 成 为“不 会 因 贫 富 矛 盾 而 动 荡

不安的社 会”，这 样 的 解 释 过 于 简 单 化 和 片 面 化。
因此我国的外宣媒体在译介“在构建和谐社会”这

一概念时，有必要多花一些笔墨，尽可能译出其内

涵：“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ｅｎ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ａ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②这样的诠释虽非尽善尽美，但至少在

一定程度 上 体 现 了“和 谐 社 会”的 核 心 内 容，有 利

于形成为我所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此外，美 媒 还 经 常 应 用 混 淆 整 体 和 部 分 的 方

法来分化中国。《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介绍中国香

港 的 报 道 曾 这 样 写 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ｓ　Ａｓｉａｓ
ｂｕｓｉ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ｈｕ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Ｊｕｎｅ，６．２００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在这句话

里，香港俨 然 成 了 一 个 与 中 国 并 列 的 主 体。即 香

港完全独立 于 中 国 之 外，无 形 中 传 递 了 香 港 不 属

于中国的 隐 含 信 息，给 受 众 带 来 负 面 联 想。故 在

翻译此类报刊信息时一定要把句中的Ｃｈｉｎａ改成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或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以 维 护 祖

国领土的完整。对外报道从业人员，包括记者、编

辑和翻译，必须站稳立场，熟悉我方的政策意图，了
解所报道或所翻译新闻事件的背景、历史和来龙去

脉。稍一疏忽，译文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６．结语

综上 所 述，我 们 发 现 美 国 主 流 媒 体 在 翻 译 中

国特色词汇，不 管 是 音 译、音 译 加 解 释、直 译 还 是

直译加解释都表现出明显的异化倾向。对于这种

异化策 略，我 们 应 该 用 一 分 为 二 的 观 点 来 看 待。
一方面，一些原本在英语中空缺的汉语词汇，因为

在新闻报 道 中 经 常 出 现 而 逐 渐 融 入 了 英 语 之 中，
如：“功夫”、“阴阳”、“道教”、“磕头”等词的拼音形

式已被收入部分英语词典。这些词汇既传播了中

国文化，又丰富了英语词汇。另一方面，有些译文

逐字死译，违背了译入语的语法规则和价值取向，
异化过度，时时造成译文意义走样或不知所云，有

时甚至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正反两方

面的经 验 值 得 我 国 的 对 外 宣 传 工 作 者 思 考 和 借

鉴。一般而言，对 文 化 特 色 词 汇 采 用 逐 字 直 译 或

音译策略，译 文 的 接 受 性 并 不 一 定 理 想；相 反，翻

译加解释的 合 理 配 合 不 仅 能 使 读 者 理 解 接 受，且

保留 了 原 语 的 文 化 意 味。“译 补 结 合”的 翻 译 策

略，在我国 的 外 宣 翻 译 领 域 值 得 提 倡。越 是 中 国

风味浓郁 的 事 物 或 概 念，越 适 合 用 这 种 策 略。在

外宣翻译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应该进行合理布局，
将补充成分自然地融入译文，既显明词义，又保留

“新奇感”，使外国受众喜闻乐见。
注释：

① 参阅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 的《环 球 时 报》对“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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