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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翻译是翻译文化中的一个子集, 它既是一种文化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品。片名就是它外包

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彩的片名在实现其票房价值的同时也能够实现其艺术价值,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播的功能。

然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 造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碍。翻译英语影片片名时, 应根

据不同的需要从文化意象的等值、修润及重构三个方面着手, 传达原作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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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

后,译制片更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无论是在数

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电影的翻

译作为文字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日渐受到人们的关

注。其中片名的翻译非常重要,对一部译制片的成

败关系重大。精彩的译名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既

有助于实现它的艺术价值, 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播

功能,也有利于实现它的票房价值。然而受世俗偏

见的影响, 电影翻译倍受冷落, 翻译研究人员似乎

 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 [ 1 ]
我国著名的影视翻

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曾经指出:  翻译界对影视翻

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  与影视翻译的社
会作用不相称,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翻译界的注

意。! [ 2]

严复把  信、达、雅 !作为翻译的普遍标准, 曾引

起翻译界的许多争议,褒贬不一。但把它作为影视

片片名翻译的准则却是再恰当不过。  信 !, 就是忠

实于原片片名和剧情;  达 !, 就是要符合中文的表

达习惯,易于为中国观众理解和接受, 起到  导视 !
的作用;  雅 !就是要在文字锤炼上下功夫, 使译名

凝炼、生动,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文艺片尽可能雅致,

娱乐片尽可能热闹并富有悬念。  信、达、雅 !三位
一体,缺一不可。本文拟从文化意象转换的角度来

探讨电影片名翻译中文化意象的等值、修润及重构

等问题。

一 文化意象上的等值

文化意象 ( cultura l image)是  一种文化符号, 它

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 有的还有非常丰

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 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 彼此

间立刻心领神会, 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 [ 3]
所谓文

化意象的等值就是在进行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时,

译名必须与原名  等值 ! ( equ ivalence o f cu ltura l im�
age) ,不可只看字面, 忽略了某些部分, 造成  欠

译!,也不可添加原名中没有的东西而造成  过译 !。

因为原版片名是经过编导的深思熟虑选定的, 对于

原片最为适合,在进行翻译时就应该尊重原名。有

些片名与汉语结构的差别不大, 内涵和外延也基本

一致,翻译起来就比较容易,如  B roken A rrow !译为
∀断箭#,  The O ldM an and Sea!译为 ∀老人与海 #,

 G entleman∃ s Agreement!译为 ∀君子协定 #, 译名听

起来凝练、生动。

有的片名则需要谨慎选择中文字眼, 才能与原

名在含义和风格上达到  等值 !的效果, 如美国影片

 Here Com es the Son!讲述的是一个单身男士杰克

正在与女友约会, 突然来了一位背着婴儿的年轻女

子,声称孩子是她与杰克所生。儿子的到来不仅搅

乱了他的约会,而且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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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丢掉了心爱的工作。但他最终收获的是浓浓的

亲情和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单看字面就容易译为

∀儿子来了#,那就丢掉了  来的不是时候并带来了

一连串麻烦 !这层意思。该片的翻译套用了一个中

文成语  不速之客 !, 把它译成 ∀不速之子#,达到了
 等值!的效果, 中文很地道, 很容易引起中国观众

的好奇心。

有的原片名引用了某个典故和某首著名的诗

歌,原作者的文风又很特别。在翻译这些片名的时

候,要弄清楚它们的背景, 保持原名的意义和原作的

风格, 如影片  Splendor in the G rass!, 片名取自华兹

华斯的诗歌 ∀不朽的赞歌# ( To E tern ity) :

W hat though the rad iance /Wh ich w as once so

br igh t/B e now fo r ever taken from my sight /Though

noth 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O f sp lendour in the

grass/O f g lory in the flow er /W e w ill g rieve not , rather

find /Streng th in what rem ains beh ind.

(曾经那么辉煌美丽的景色 /从我的眼前永远

消失 /再也没有灿烂的阳光 /壮美的草原和艳丽的花

朵 /没有悲伤,我们会从 /现有的一切吸取力量 )。

该影片一开始出现了大草原壮美的景色, 象征

着昔日美好的爱情。虽然剧情与草原无关, 但剧中

出现了这几句诗, 点明了影片的主题。所以该片名

翻译为 ∀壮美的草原#。再如美国的影片  The Sand

of T ime!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西德尼 &谢尔顿的同

名小说改编。写的是对发生在西班牙的往事回忆,

书名取自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门塞得斯

的诗作 ∀往事 #。原诗略带颓废的感伤色彩, 而谢尔

顿又以文风华丽见长。译者翻译时考虑到这两方面

的因素,把它译成 ∀岁月流沙 #, 忠实地传达了原作
的神韵。

二 文化意象的修润

文化意象的修润是指因为中外观众在知识面和

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在翻译英

文电影的片名时应尽可能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

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关系

的语言现象,对翻译过来的某些特定文化意象尽可

能在译文文化中进行修整润饰 ( mod ification of cu l�
tura l im age)。如果只就事论事,就会造成文化意象

的缺损, 文化含义支离破碎。如英文电影  Pretty
W oman!, 从字面上看就是 ∀漂亮女人 #。在汉语文

化中,这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然而影片中讲述的却

是一个风尘女子维维安与一个百万富翁路易斯的爱

情故事。该片的两个不同中文译名 ∀风月俏佳人 #

(大陆与香港译名 )和 ∀麻雀变凤凰# (台湾译名 )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的翻译界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

的争论。原因是在中文里从事娼妓行业的女子自古

以来就有她们的  专业称呼 !� � � 风尘女, 而没有人

把她们称之为  麻雀 !。在西方, 妓女被称之为

 street wom an! , 因为她们  walk down the street!。

∀麻雀变凤凰 #的译法在大陆和香港倍受争议的原

因在于其文化意象的错位 ( non�equivalence o f cu ltur�
a l im age)。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在转换时没有很好

地与本族文化进行衔接。再如, 进口大片  The In�
terpreter!讲述的是一个非洲籍的联合国译员希薇亚

&布伦于无意之中听到有人用一种非洲土语讨论要
在联合国进行谋杀活动, 从而引起一场反谋杀和被

追杀事件。而影片的结局却显示这是一场人为的风

波。该影片有几种不同译本: ∀联合国译员 #、∀翻译
员#、∀致命译电 #和 ∀翻译风波 #。最后一种译法

∀翻译风波 #之所以广为流传, 被广大观众接受, 关

键在于它的译名与影片内容的巧妙结合。影片

 Bathing Beauty!若直译为∀游泳的美人#, 则显得俗
气, 破坏了原片的意境。略加润饰, 换用中文的比

喻, 译为∀出水芙蓉#, 中国观众一看就能想到是亭

亭玉立的少女,而且能明白与水有关。此两种译法

孰优孰劣一眼便知。

三 文化意象的重构

文化意象的重构则是指因为英语和汉语分属两

大不同语系,所代表的文化之内涵、历史渊源也不尽

相同,所以在翻译某些特定的文化意象时,就必须先

对原文化意象进行解构,了解其含义,在汉语译文中

找到相似的文化意象后再进行重新构造。汉语是象

形文字而英语是拼音文字。要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间

进行成功切换,做到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众,

这对电影翻译来说不是易事。著名翻译家奈达 ( N i�
da)曾经指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任何文本的

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 词语的

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  文化的

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同。!
[ 4 ]

英国电影  Red Shoes!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第一次在中国播放时被译成 ∀红舞鞋 #。该译名本

无可厚非。影片故事出自安徒生的童话 ∀红舞鞋 #,
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舞演员面对爱情和事业不

能作出正确抉择, 最终走向断崖的凄婉故事。自始

至终影片中都呈现出一双红舞鞋。片中长达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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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芭蕾舞舞蹈场面, 被认为是经典片段。尽管

 红舞鞋 !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 也紧扣剧
情,但是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寓

意。如果光看翻译片名确实难以引起任何联想。后

来在一次外国优秀电影巡回展上,  R ed Shoes!被译
为 ∀红菱艳#。细细品味  红菱艳 !这一译文,作者把

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

菱。它寓意红菱虽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 特别

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 尤如中国古代妇女的三寸

金莲。三寸金莲虽小,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

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因此  红菱艳 !这一片名

的隐含意义是:那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舞女,艳丽却

薄命。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

 红菱!注入其译文中,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

国观众所熟悉、能意会、肯接受的新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重构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美国

电影  W aterloo B ridge!的片名翻译中用到极至。片

名原为  滑铁卢桥 !。了解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

1817年英国在泰吾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

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

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  滑

铁卢桥 !,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

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设有关的纪录片。

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

悲剧片。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 有许多与影片中男

女主人公罗伊和玛拉爱情悲剧相仿的神话传说,如

每年七月七日的牛郎织女的  鹊桥相会!, 陕西省蓝

田县一年一度的  蓝桥相会 !等等。而  蓝桥相会 !

的传说与  W aterloo B 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
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  滑铁卢桥!译成 ∀魂断

蓝桥 #,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

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 而且  蓝
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

即刻领悟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译者巧妙地

利用汉语的四字结构,保留了原片名的核心 � � � 桥,
加上表示悲剧的词语,堪称经典佳译。

总之,电影片名的翻译,要遵循一般翻译原则。

但它附着在影视剧这门艺术之上, 有许多自身独有

的特点。只有熟悉不同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

的风格特点,才能准确把握原片的艺术特色,使译文

能够与原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由于东西方文化存

在巨大差异,有时英文片中出现的一个事物、一种现

象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千方

百计地在文化意象的等值,修润及重构上做文章,尽

可能在比较短的标题中找到切合原片意境的文字,

在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拓展和丰富本国语言的包

容能力,更新文化理念, 吸收先进的文明成果, 服务

本土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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