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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语境对外宣新闻翻译的影响 

朱亚光，彭利元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从言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方面，以具体的例证来分析和阐释语境对外宣新闻翻译的制约，可见原语语
境决定翻译的内容，而译语语境决定翻译的形式。译者应准确把握外宣新闻翻译中的语境因素，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可接受

性和可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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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
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世界接轨，翻

译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外宣翻

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外宣材料进行

翻译，具有翻译的共性，拥有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

点，属非文学翻译。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以传递信

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性翻

译，［１］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中译英或其他外文，从而

达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的。新闻，是了解一个国

家现状最快捷的途径之一，因此新闻翻译是外宣翻

译中常见的一种类型。

翻译即译意，而语义必须在语境中产生和理

解，那么翻译不可能不关注语境。［２］语境的概念首

先是由马林诺夫斯基（Ｂ．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于１９２３年提
出的，他将语境划分为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

语境。从宏观角度看，语境就是语言的使用环境，

是影响语言使用者交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这些因

素显然也会影响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彼得·纽马

克（ＰｅｔｅｒＮｅｗｍａｒｋ）针对语境与翻译的关系做过如
下评述：“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

重要性要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

义。”［３］纽马克的这段话强调了语境在翻译中的重

要性，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的任何阶段，一切信息

都必须放置在语境的框架下才可以正确地被理解、

被交换。

外宣翻译是以外国读者受众为中心，以交际翻

译为主要手段，将源信息翻译成目的语的一种翻译

实践。［４］其最大的特点是对外性，向国外读者介绍

中国的现状及文化等，并以译文读者为中心，不拘

泥于原语的表达方式，注重译语的语言规则和表达

习惯，从而实现译文的可传播性。外宣翻译具有

“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

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

惯”。［５］可见，原语语境决定了外宣翻译的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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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语境则决定外宣翻译的形式。通过语境因素

考查外宣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是一条必然之路，也

是一条最重要的道路。

由于中外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

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成功地进行外宣新闻翻

译，译者必须考虑语境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根据学

者们对语境的分类，本文将从言内语境、情景语境

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来分析和阐释语境对外宣新闻

翻译的影响。

　　一　言内语境制约外宣新闻翻译

言内语境包括言语和语言两大部分，不仅包

括言辞上下文———文本中的前言后语，也包括语

言系统本身。［６］在翻译过程中，言内语境决定了字、

词、句在具体上下文中的意义。译者首先必须通读

原文，根据原语语境确定所要传递的信息，然后根

据译语语境选择表达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达

到准确且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

例（１）：
习近平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

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他们多

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

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后能够担当起开

拓两岸关系前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
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ｒｅ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ｏｒｅ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ｈｅｌｐｔｈｅｍｓｅｅ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ｔｏ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ｕａｌ
ｔａｓｋ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ａｉ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ｙ８，２０１４）
例（１）中的“潮流”和“趋势”分别指代“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言内语境

的角度来分析，前者为后者的上义词，在此语境中

具有明确的指代性，考虑到英语新闻写作的特点，

为了避免语义的冗余，在翻译时则无需将“潮流”和

“趋势”译成ｔｒｅｎｄ。另外，在翻译“开拓两岸关系前
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时，为了避免重复用词，更

符合英语新闻的表达习惯，译者将其译为 ｔｈｅｄｕａｌ
ｔａｓｋｓ，使译文简洁、连贯。通过阅读上下文，译文读
者能够轻松理解ｔｈｅｄｕａｌｔａｓｋｓ所指代的意义，从而
保证了信息的传递。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要将字、词、句放到上下文中去理解，即考虑原语语

境因素，然后根据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选择适当的表

达，即考虑译语语境因素。

　　二　情景语境制约外宣新闻翻译

情景语境是文本在传递信息和意义过程中的

外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场景等非语言类的因

素。［７］在英译新闻时，译者只有通过仔细分析语言

使用所处的情景语境，才能确定原文中的信息和意

义，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图，从而达到外宣的

目的。

例（２）：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并

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付出巨大的牺牲。如果美国

为了美日所谓的同盟关系，背叛历史，亵渎牺牲者

的灵魂和尊严，那就大错特错。

（《环球时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ｆｏｕｇｈｔ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ｉｓｔｗａｒ，ａｎｄ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Ｉｆ，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Ｕ．Ｓ．－Ｊａｐ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Ｕ．Ｓ．ｂｅｔｒａｙｓｔｈｉｓｈｉｓ
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ｉｔｓ
ｏｗｎｗａｒｖｉｃｔｉｍｓ，ｉｔｓ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ｙ４，２０１４）
例（２）取自《环球时报》的一则评论《美日私相

授受钓鱼岛是背叛历史》，对于“大错特错”的理

解，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指美国“背叛历史，亵渎牺

牲者的灵魂和尊严”等一系列行为是错误的，但结

合情景语境的分析，它还隐含了这类行为是让人难

以容忍的一种涵义，故将其译成 ｉｔ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ｂｅ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这样不仅体现了美国的一系列做法是错
误的，同时还表明了中国对待此事件的坚定态度和

政治立场。

除此之外，在外宣新闻翻译中，常会出现中外

对同一词语译法不同的现象，这是受到政治因素的

影响而产生的。例如对“钓鱼岛”的翻译，国外常用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ｓｌａｎｄｓ来指代它，Ｓｅｎｋａｋｕ一词源自日语
“尖阁列岛”的发音，这表明一些国家并不承认“钓

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由于政治

立场的不同，我国在进行外宣翻译时，始终将“钓鱼

岛”译为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我国在
此问题上的主权和态度。另外，“中国的和平崛起”

的英译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部分译者将其译

为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ｒｉｓｅ，然而这样的译法却遭到了
国外读者的误读，认为隐含着“中国威胁论”的意

图。根据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故将其改译为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才更能体现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的政治立场。由此可见，在外宣新闻翻译

中，情景语境不仅决定着对文章内涵的理解，还决

定着对翻译政治性的把握。情景语境因素要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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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广泛涉猎各领域知识，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

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从而达到外宣新闻翻译的目

的和要求。

　　三　文化语境制约外宣新闻翻译

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

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

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

等。［８］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文化语

境必定有对外宣新闻翻译的影响。当涉及中国特

有文化的翻译时，译者应试图用西方近似的文化来

替代，或对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使

译文读者能够接受，确保新闻的可传播性。

例（３）：
李源潮勉励广大青年以青春奋斗开拓人生奉

献社会

本报北京５月４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共青
团中央在北京召开“我的中国梦———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优秀青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

潮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弘扬五四

精神，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有理想、

有信念、有奋斗、有贡献的新时代青年，为实现中国

梦齐心奋斗。

……

李源潮说，当代青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基本遵循，向先进模范看齐，加强道德修养，注

重道德实践，学习担当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ａｌｌｓｏｎ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ｗｏｒｋ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ａｙ４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Ｌｉ
Ｙｕａｎｃｈａｏ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ＹｏｕｔｈＤａｙ，ｗｈｉｃｈ
ｆｅｌｌｏｎＳｕｎｄａｙ．

……

Ｌｉ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ａｌｌ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
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ｕｐｒ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ｅ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ｔｈＤａｙ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４９ｔｏ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ｙ４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１９１９，ａ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ｔｈａｔｇｒｅｗｏｕｔｏｆ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ｔｉｓｒｅ
ｇａｒｄ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ｍｐｅ
ｒ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ｙ５，２０１４）
例（３）中，该新闻报道主要描述的是李源潮于

五四青年节参加优秀青年座谈会，并呼吁广大青年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因此在英译时，编译者抽丝

剥茧，从原文中梳理出了该报道的中心思想，省去

了繁文末节，使译文精简了不少，却又传递了原文

的信息。“五四青年节”是我国特有的节日之一，由

于中外巨大的文化差异，国外读者并不了解该节日

的意义何在，故在编译时，译者在最后一段进行了

增译，以补充说明五四青年节的由来，从而使外国

读者充分了解我国的这一文化现象。

此外，在新闻报道中常涉及机构名称、政治术

语或流行语等，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八荣

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词，中外文化语境的差

异必定让国外读者无法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

故在英译诸如此类的词语时，须对其进行适当的解

释说明，在最大程度上拉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鸿

沟，以达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综上所述，语境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外宣新闻

翻译的进行，原语语境决定着翻译的内容，而译语

语境则决定着翻译的形式。文本的意义只有通过

具体的语境才能体现出来，离开语境则无法进行信

息的传递。外宣翻译作为我国进行国际交流的桥

梁，其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要做好外宣翻译，译者

必须认真考虑语言表达、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各

种语境因素的影响，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可接受性

和可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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