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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应以异化为主 

黄艳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外语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基于翻译忠实和功能对等的原则，借助有关一般文化翻译的异化归化观，依据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讨论汉语外宣
资料中文化特色新词语的特点，提出并论述对它们的翻译应遵循的具体原则和策略：强调以异化为主，在实际的语料中也常

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不得已时偶尔侧重于归化。这样的观点应该是我国外宣翻译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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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我国对外宣传翻译，首先要弄清汉语外宣
资料的语言特点：新词语多，且多为具有文化特色

的表达式，即文化负载词语（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这样的新词语究竟该怎样翻译，无疑面
临的是个运用归化译法还是异化译法的问题。我

们的观点是应当坚持首先考虑异化，其次再使用归

化，又依据实际的不同语料，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异

化归化结合。同时必须强调，异化和归化的情况其

实构成了一个连续体：两端分别是极端的异化和归

化，其间有诸多不同程度的异化和归化，正中间则

是二者的均等结合。在实际的翻译中，两个极端和

中间状态总是极其少见。所以本文讲的异化、归化

和二者结合，一般只是就其大致情况而言。［１］

下面分三点来讨论：一、外宣资料的语言特点：

新词语富含文化特色；二、外宣资料翻译原则：异化

为主；三、异化归化结合，或偶尔归化。

　　一　外宣资料的语言特点

外宣资料的语言特点是新词语多，其中又多为

文化特色词语，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鉴于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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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主要讨论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所以在此着

重看看具有文化特色的新词语。改革开放的飞速

发展带来了现代汉语词汇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增生

和创新。诸如“打工”、“上网”、“数码”、“绿色食

品”、“龙头企业”、“三讲”、“豆腐渣工程”、“三字

一话”（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大跌

眼镜”、等等。这些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当然是随

着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的出现而“创造”的，概括

起来，主要有仿拟造词、比喻造词和借代造词。但

在具体的词语中，这些方法往往多种并存，这里就

不作专门讨论，仅分别略举数例。

仿拟造词，也就是当今模因论说的，利用已有

的知识、语言单位———多半是具有文化特色的语言

传播和模仿单位，亦称为“文化复制基因”，由人们

的心理联想而复制出新的词语，甚至不断地被再复

制、广为传播。［２］汉语中如语义上的仿拟，像以

“上”和“下”为模因仿拟的“上岗”与“下岗”，仿拟

“冷”和“热”而有“冷销”与“热销”“冷板凳”和“热

板凳”等，模仿“优”和“劣”而有“优生”与“劣生”

“优品”与“劣品”，由“公”和“私”仿拟的“公办”与

“私办”等。还有格式上的仿拟，如由“大 Ｘ大 Ｘ”
这样的四音节格式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

紫”，或由“小Ｘ小 Ｘ”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
妻”；再如由“酒吧”仿造出“网吧”“茶吧”，由“面

的”而有“摩的”等。

比喻造词，指的是用表达事物形象的比喻构成

新词，主要可分为四大类：（１）本体不出现，仅用喻
体代指，并使之具有新的比喻义，如：窗口、闯红灯、

怪圈、花絮、棒喝；（２）以喻体作中心词，前置若干修
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如“族”：打工族、追星族，

“热”：追星热、考证热、评奖热；（３）新词语的中心
词是本体，喻体作其修饰成分，如：烂尾楼、星火计

划、龙头企业；（４）有的新词语一开始使用就是对某
种事物现象的比喻说法，如：星语、鬼门关、踢皮球、

剃光头。所有这些由于使用比喻的修辞而产生的

新词语，尤其显得生动形象、简洁明快、通俗易懂。

它们根植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原发于老百姓的丰

富想象，其文化特色多半非他国能比。

借代造词，即用借代修辞形成的新词新语，主

要有：用事物的某一特征或标记指代该事物，用其

某一独特的动作行为指代该事物，或以形象性称谓

代指原有名，以专指代指通称，等等。如“巾帼”代

指妇女，“红头文件”专指上级下发的指令性或指导

性文件，“画圆圈”代指领导圈阅文件表示已过目同

意某件事情，“爬格子”代指写作，“铁?头”由形容

郎平进而泛指具有类似本领或作用的人或物，“菜

篮子”指老百姓采购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红包”代

指公司等给职工发放的奖金，“山寨”源于广东话，

用以指称平民快速仿造的品牌商品，甚至推广于类

似的人物和精神等。还有“大锅饭”“国脚”“大团

结”（人民币）等等。这样的借代当然也大多特别

具有汉文化特色，表现了国人独特的心理取向和

联想。

　　二　外宣资料的翻译原则

外宣资料中富含文化内涵的新词语是翻译处

理的难关，但究竟该如何翻译成英语？是异化还是

归化的好？为此，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我们所做的

是什么样的翻译。可以公认，外宣翻译无疑充分体

现着向世界如实推介中国文化，让外国人真正认识

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特点。这样的特点既是我们

的翻译的本质，也是其目的，而且它既要求忠实于

原文，又要注重译文效果，即奈达所说的“功能对

等”，或照顾“读者接受”，甚至“顺应读者”———当

然不是无条件地屈从与读者。一般说来，传统的翻

译忠实原则与时兴的“功能对等”“读者接受”原

则，其实并不矛盾，恰如忠实反映现实或历史的原

创作中文或外文，难道它们难以实现原作者预想的

功能效果，或难以为原文读者接受吗？或者反过

来，难道有什么读者喜闻乐见、功能效果很好的原

作，它们并非忠实地反映了现实或历史吗？

据此，简言之，忠实于原文，包括功能效果与原

作对等，以及读者易于接受，不言而喻应当是我们

的外宣翻译的根本原则。这也就是兼顾原作和读

者的双向服务原则，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责无旁贷

地必须竭尽全力遵循这一原则。双向服务虽然绝

不矛盾，但要真正兼顾好，实现二者的最佳统一，却

在实际的翻译中往往很难做到———尽管能够做得

很好，或基本能够做到的也不乏其例：

网吧：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ｒ；茶吧：ｔｅａｂａｒ；窗口：ｗｉｎｄｏｗ；
怪圈：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ｉｒｃｌｅ；国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ｔ；绿色食品
ｇｒｅｅｎｆｏｏｄ，等等。细究起来，这些例子其实有的本
来就是从英文仿拟而来的，亦即通过异化翻译而引

入中文，如“网吧”、“茶吧”之类。还有的很可能是

中英文几乎同时创新的，孰先孰后很难考证，如“窗

口”与ｗｉｎｄｏｗ。此外还须注意，即使这类翻译，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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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单一对等，如“绿色食品”还可译为 ｆｏｏｄｔｏｂｅ
ｎｏ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ｓｔｂｅｆｏｒｅ，或 ｆｏｏｄ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国脚”也可译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ｃｋ，或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ｐｌａｙ
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ｍ；“红包”可以是 ｒｅｄｐａｃｋｅｔ，
或译作ｒｅｄ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ａｓａｇｉｆｔ，ｂｒｉｂｅｏｒ
ｋｉｃｋｂａｃｋ等。而像“怪圈”在“麦田怪圈”中变成了
ｃｒｏｐｃｉｒｃｌｅ，或ｄｒｏｐｃｉｒｃｌｅｓ，“怪圈形成”也译作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即原文中“怪”的语义没有对应译出。

双向服务兼顾统一的困难，表明英汉语言及文

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弥合的差异，针对这样的事

实，我们的翻译该如何处置？也就是说，这里往往

有个偏向于“忠实原文”还是“读者接受”的问题，

即究竟是侧重于异化还是归化的二难选择。在此，

黄振定提出的“大体原则”应该是值得借鉴的：

一、能够异化尽量异化，特别是“整体鉴赏性翻

译”———富有鲜明文化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更

应主要采取异化，或尽量采取异化程度大的译法。

二、异化的结果不能使译文读者根本不知所云，如

ｓｔａｎｄｏｎｏｎｅ’ｓｋｎｅｅｓ译作“站在膝上”。三、万一不
得不归化时，其结果也不能使译文读者感到原语中

也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东西，如林琴南译出的“拂

手而去”之类。四、如若原文中具有文化特色的语

句，在其上下文中或对于某个翻译目的来说，其实

并无特殊的文化意义，或可以不传递独特的文化信

息，而只是原语一种惯常的一般性使用，那也可以

归化。［３］

他强调的是不同于归化论的异化原则，看似主

要就文学艺术翻译而言，但我们的外宣翻译虽不是

“整体鉴赏性”的，却有着向外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

现实特色的根本使命，其目的是让英文读者了解、

接受异于他们的陌生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主

张：外宣翻译的原则是异化为主———当然是大致

的、主要特征为异化，同时避免使译文读者不知所

云。［４］８８略举几例：

麻将风：Ｍａｊｏｎｇｗｉｎｄ；铁?头：ｉｒｏｎＬａｎｇｈｅａｄ；
武侠热：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ｈｏｔ；高等教育“２１１工程：ｔｈｅ
“２１１”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双百方针：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Ｐｏｌｉｃｙ；五讲四美：Ｆ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Ｆｏｕｒ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Ｂｅａｕｔｙ。思想改造：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等等。甚至像早已有过的音译（可说是极端的异

化）一样（如，饺子：ｊｉａｏｚｉ；“四书”：ＦｏｕｒＢｏｏｋｓ；秀
才：ｘｉｕｃａｉ，），新词语的音译也多了起来：北大：Ｂｅｉ
ｄａ；普通话：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关系：ｇｕａｎｘｉ；等等。甚至出

现了这样的音译：

中文：“红头文件”的出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

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英译：“Ｈｏｎｇｔｏｕｗｅｎｊｉａｎ”ｃａｍｅｏ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此译仅看“Ｈｏｎｇｔｏｕｗｅｎｊｉａｎ”，外国读者肯定一
头雾水，但根据上下文他们应该不难了解到，这是

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物———尽管很可

能不像解释性的翻译“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ｄｈｅａｄ
ｌｉｎｅｓ”那样语义明确；但那又会失去原文的通俗流
行意味。在此还须消除唯恐老外不懂的担忧：他们

不是连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ｇｕａｎｘｉ都可接受吗？

　　三　异化归化结合，或偶尔归化

上述异化中其实已见异化为主又略带归化的

例子，如武侠热：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ｈｏｔ；五讲四美：Ｆ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Ｆｏｕ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Ｂｅａｕｔｙ。前译没有了原文
的“侠”字之意，后者把“讲”释为“强调”，“四美”

外还加了个“点”的意思。再有，“走出去”战略：

“ｇｏ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开放型经济：ｔｈｅ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也许可以说归化的成分又多了些。因为前者若译

为“ｇｏｏｕ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显然并未真正传达原中文的意
思：“走出去”不是个笼统的“出去”，而实际上就是

“走向世界”，或“使经济全球化”。后者若译为“ｔｈｅ
ｏｐｅｎ－ｔｙｐ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反而读来累赘，ｔｙｐｅｄ一词
在英文读者看来完全可省去。

下例中三个斜体的中国政治特色词组的翻译，

前两个可说是异化，最后一个就不得不归化，甚至

完全是解释性的了。但原文的意思似乎舍此很难

忠实传达，或会使译文读者不明白。

中文：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

建设。

英译：Ｗｅｗｉｌ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ＰＰＣＣ）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ｊｏｒｔｈｅｍｅｓｏｆ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一

句，一般译作：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ｓｔｙｌｅｏｆｗｏｒｋ，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是将原文的两个词组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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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改进党风”、“鼓励廉正”、“惩治腐败”三层意

思，分别解释性地译成英文。这也可算是归化程度

较大的翻译。再看一例：

中文：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

英译：Ｗｅｍｕｓｔｋｅｅｐ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ｐｈｏｌ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ｔ
ｔｉｎｇ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ｌｏｗｅｒｓｂｌｏｓｓｏｍａｎｄ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ｅｎｄ，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ｃｌｏｓ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ｉｔｙ，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此例情况较为复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翻译也基本上属于解释性的，对于最后三个中文词

组，则是按照英文习惯作了简化处理，属于结构上

的归化。

可以公认，上述译例都是很好地结合了异化和

归化，既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本意，又是英文读者清

楚明白、易于接受的。而且就以往的翻译实践来

说，很可能这样的结合统计数要多于偏重异化的翻

译———我们的理论原则当然不能屈从于经验数据。

至于侧重于归化的翻译，那应该说还是偶发不多的

情况。

让我们看看不得不以归化为主的例子。如，

“他们会为高薪的职位而跳槽。”译作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ｂｅ
ｗｏｏｅｄａｗａｙｂｙｏｆｆｅｒ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ｓａｌａｒｉｅｓ．这里首先是
整个句式归化成了很自然地道的英文。若照直译

作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ｊｕｍｐｔ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英语ｗｏｏ作主动时无法表达“跳槽”“换工作”之
意），显然不够地道。或者说，既然英文中有类似

“跳槽”这样形象的现成说法，也不妨对应替换，反

正译个 ｊｕｍｐ虽有“跳”的意思，却怎样也不好用英
文ｊｕｍｐｔｒｏｕｇｈ之类。还有像“网民”译作 Ｎｅｔｉｚｅｎ
或Ｎｅｔｃｉｔｉｚｅｎ，英文原来只有前者，意为“网络族
群”，即为集合名词；而汉语“网民”则是个分析性

组合，可单称或群称，Ｎｅｔｃｉｔｉｚｅｎ则模仿了汉语的分
析性，集合性的内涵没变；尽管有这样细微的差异，

这里的对应换译还是不失为佳译。

但诸如“半斤八两”几乎完全归化为 ｓｉｘｏｆｏｎｅ
ａｎｄｈａｌｆ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应该说是此外别无良

策，或异化为 ｈａｌｆｊｉｎ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ｌｉａｎｇ，老外肯定觉得
莫名其妙。再有像“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如果译为

Ｃａｄ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老外也会很难理
解，所以只好归化为 Ｃａｄ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ｎｄｅｄ（ａｗａｒｅ），或者Ｃａｄ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还有如，豆腐渣工程：ｊｅｒｒｙｂｕｉｌ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从
基层提升的：ｕ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ａｎｋ；打白条：Ｉｓｓｕｅａｎ
ＩＯＵ；替考者、枪手：ｇｈｏｓｔｅｘａｍｉｎｅｅｓ；文明乘车：ｔａｋｅ
ｂｕｓｅｓ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
ｔａｋｅｂｕｓｅ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ｌｙ之类；街道妇女：ｈｏｕｓｅｗｉｖｅｓｉｎ
ｔｈ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而决不能译作ｓｔｒｅｅｔｗｏｍｅｎ（在街
头出卖色相的妇女）。诸如此类的近乎完全归化的

翻译，当然主要是为了照顾英文读者的接受，而不

得已为之的，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很忠实地传达

了汉语原文的本意———比简单的异化、往往是死

板、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异化要好得多。

总而言之，我们的外宣翻译强调以异化为主，

这无论如何只是个具体的翻译原则或策略问题，它

必须服从于一般翻译的根本原则：忠实原文，与原

文功能效果对等，以及读者易于接受，亦即坚持同

时服务于原作和读者的根本原则。［５］１０３舍此是无法

完成对外推介中国文化和现实的任务的。我们的

这一观点和以上附有较多实例的探讨，希望有助于

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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