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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而网络热
词属于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理所应当的承载了我

国的特有文化。加之，网络散布面广，传播速度快，

无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使得其成为国外了解我

国文化的便捷途径之一。但各国所使用的语言并

非相同，如若想凭借语言来传播我国文化，势必要

跨越语言障碍这一道坎。因此，翻译成为了其中必

需的媒介。由于译者的专业素养、文化程度各不相

同，对同一个词组的理解可能不尽一样，相应的译

文自然不会千篇一律。但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都

会面临着翻译策略的取舍问题：迎合译入语读者的

文化、阅读习惯、诗学规范等（归化翻译策略）；或在

翻译过程中力求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以及其所包

孕的源语文化气息（异化翻译策略）。本文试图从

模因论的视角出发，结合部分网络热词的英译实

例，来分析两种策略在中国网络热词翻译中的运

用，以求能为日后网络热词的英译提供些许参考性

意见，为更好的传播我国文化而服务。

　　一　模因论概述

模因论（Ｍｅｍｅｔｉｃｓ）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
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模

式。“它试图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

遍联系以及文化具有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进化规律

进行诠释。”［１］在模因论中，最为关键、核心的术语是

模因（ｍｅｍｅ），它是根据基因（ｇｅｎｅ）一词仿拟而来，
最早是由理查德．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ｓ）在其
１９７６年著的《自私的基因》（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２］一书
中首次提出。“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但模因却是

通过模仿、复制而传播的，是文化的一种基本单

位”［３］“一种文化或理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化或理

念，是由于它们都具有令其显示出独特性的模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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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文化领域，体现在文化的进步同样需要模因

的准确复制和有益的突变积累来实现。”［４］

再者，模因得以成功复制和传播还需考虑模因

的传播速度以及必须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即同

化—记忆—表达—传输。同化是指待传播的模因

被目标人群所注意、理解并接受；记忆是指模因必

须在宿主的大脑中停留、被宿主所记忆，因为模因

在宿主的脑海中停留的时间长度决定着该模因被

宿主传播开来的可能性的大小。表达指的是在交

流过程中，模因从记忆储存中被释放出来，然后为

他人感知。传输则指的是模因的传播过程。在这

四个阶段之后，模因要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其他宿主

的认知体系中，必须借由各种表达手段，例如文章、

歌词、工业制品等。

　　二　模因论与中国网络热词英译中的归化与
异化

　　在模因论的基础上，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提出了翻译模
因论的论说。根据翻译模因论，模因的传播过程对

翻译构成影响。“从翻译模因论的角度来看，原作

是一个模因综合体的载体，承载着原作者的理念和

独特的语言文化。译者既是异国模因的解码者和

被感染者，也是异国模因的重要传承者。”［４］翻译活

动，看似仅涉及不同语言文字层面间的相互转化，实

则不然，翻译可以说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独特文

化从文字层面抽取出来，然后将其以另一种语言外

壳的形式呈现给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从模因论的

视角来观察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引进外来模因，将它

们进行复制、传播，来丰富某种文化，促进其发展、进

步。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两种可

选策略，在翻译模因论看来，也成为了两种策略模

因。归化翻译要求译文顺应译入语的习惯，迎合译

入语读者的文化传统及阅读方式。因为这样利于异

国模因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相比之下，异化翻译

则强调译文要保留源语的特色，包括源语的风格、语

言形式、文化特色等等。显然，异化翻译在两种文化

相接触的初期会造成各种文化上的摩擦，不利于异

国模因顺利的为译语读者所认同、接受。但从长远

角度看，异化翻译能够丰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同时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包容和理解。下面以近年

中国网络热词的几个英语翻译为例，来简要分析两

种策略在其中的运动。

（一）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网络热词是伴随着互联网而产生的一类新兴

词汇，因其历史并不久远，且新词出现的速度非常

之快，有些词汇在英语中没有对应意思相同或相近

的词汇或短语与之相匹配。如“不明觉厉”这个词

汇取自２０１３年年度１０大网络热词之一。它并非
汉语成语，第一次见到这个词的人大多无法立马明

白其所欲表达的意思。事实上，这个词汇来自周星

驰的老电影《食神》中的对白，意思是“虽然不明白

对方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仍然觉得非常厉害。”现

在用于表达菜鸟对高手的崇拜，但也可以用于调侃

发帖者的语言行文夸张以及不明所以。因其出现

的时间短，且意思不被大部分汉语使用者所熟知，

在汉语中无现成的词汇与其意思相吻合，或相近，

在英语中就更加没有和其相关的词汇或短语了。

那么要将其翻译成英文，又该如何处理呢？最好的

方法就是理解意思之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来进

行翻译。该词汇的英文翻译为“Ｔｈｏｕｇｈｄｏｎ’ｔｑｕｉｔｅ
ｇｅｔｉｔ，ｔｈｅｙｓｔｉｌｌｔｈｉｎｋ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ｆｉｃ．”该翻译采用了归
化策略下的意译法，以英语使用者所习惯的行文、

用词和句式将它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样英语使用者

就能认同、理解这一异国模因了。又如“十动然拒”

同样取自２０１３年１０大网络热词。意思是“十分感
动，然后仍然拒绝了他（或她）。”在网络中主要用

来形容某女生（或男生）的追求者被拒绝之后，自嘲

的心情。该词对应的英文翻译为“Ｂｅｉｎｇｄｅｅｐｌｙ
ｍｏｖｅｄ，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ｒｅｊｅｃｔａｐｅｒｓｏｎ．”同“不明觉厉”一
样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下的意译法，便于该异国

模因在英语国家中的传播，与接受。“人间不拆”指

的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后常

被网友在回帖中引用，表明楼主直接说出了一个事

情的真相，只是让人一时无法直接面对。在英文

中，该词被翻译为“Ｌｉｆｅｉｓｓｏｈａｒｄ．Ｄｏｎ’ｔｈｕｒｔｍ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ｕｔｈ．”同样是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让
这一异国模因以一种译入语使用者能够接受的方

式传入该语言使用者的国家。

（二）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在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英译成的词汇保留了

源语的语言风格及文化特色。与归化翻译策略指

导的英译词汇不同，在译入语使用者接触到这些词

汇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陌生感，使得他们短时间内

无法接受该异国模因。这是因为，这样的词汇载有

源语国的一些文化特征。两种文化在相互接触、碰

撞时，由于新入文化的陌生性，往往会受到原有文

化的排斥与挤兑，进而导致译入语使用者无法解码

源语模因。如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

给力。在方言中就是“带劲儿”“牛”“酷”的意思；

作动词时，意指“给以力量”“加油”。如今，它广受

热捧，已广泛流行于论坛、游戏、网聊中，甚至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使用这个词了。按照“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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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牛”“酷”的意思理解，可将其翻译成 “ａｗｅ
ｓｏｍｅ”“ｃｏｏｌ”“ｅｘｃｉｔｉｎｇ”等，但是网络上给出的翻
译却是 “ｇｅｌｉｖａｂｌｅ”，实际上，这并非是一个英语词
汇，因为这是根据汉语拼音结合英语构词法翻译过

去的：“给力”的汉语拼音为 “ｇｅｌｉ”，然后在其后添
上英语后缀 “－ａｂｌｅ”，两者相结合即成为了“给
力”对应的英语翻译 “ｇｅｌｉｖａｂｌｅ”，属于中国网友自
创的英语词汇，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音译词汇了。

起初该词汇传至西方英语国家，大家并不知道它的

意思，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词汇。但是随着网络使

用频率的增加，也渐渐为他们所接受，有的媒体甚

至根据该词汇的音译，将“给力”直译成了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秒杀”发源于电脑游戏，指在玩家们相互
进行ＰＫ或是打怪升级过程中，由于对方太过强大，
或发出了某个大招，在玩家还没有还手，也来不及

逃跑的情况下，被“瞬间击杀”掉。有的网友也会把

“杀”字去掉直接叫“秒”。网购中的“秒杀”，是一

种网络竞拍的新方式。卖家发布一些价格低、质量

好的商品，所有买家在网上进行抢购，以这种方式

进行促销的网店就被称为“秒杀店”。在英语里，有

意思相似的短语与其相对应，即 “ｉｎｓｔａｎｔｋｉｌｌ”，强
调速度之快。但该词汇还有另一个翻译 “ｓｅｃｋｉｌｌ
ｉｎｇ”，这是一个组合词汇，分别取自“秒”和“杀”各
自所对应的英文单词中的一部分，“秒”取“ｓｅｃｏｎｄ”
中前半部分，“杀”取 “ｋｉｌｌ”全部，这样一相结合，即
成为了 “ｓｅｃｋｉｌｌｉｎｇ”了。显然，该词汇也并非英语
中固有的词汇，也属于创造的新词汇，这样的翻译

有着很强的直译倾向。“偷菜”是腾讯网络公司开

发的模拟现实生活中农场操作过程的一款网络游

戏。该词可被翻译为 “ｓｔｅａｌｃｒｏｐｓｆｒｏ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无可厚非，这样的翻译确实准确的译出了“偷菜”的

真实含义，却未能体现该词的语言构造特点。因

此，该词也出现了另一种翻译方法，译为 “Ｖｅｇｅ
ｔｅａｌ”，这个词是由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蔬菜）和 ｓｔｅａｌ（偷）两
个词组合而成的。“女汉子”，意指行为举止、行事

风格等像男人一样的女人。若按照这样的理解，可

将其译成英语短语 “ｂｏｙｉｓｈｇｉｒｌ”或者 “ａｗｏｍａｎ
ｗｉｔｈ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实际上的英文翻译
却并非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与之对应的正确英文

翻译为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ｎ”。“大妈”意指中国大妈，这个
网络热词缘起于金融界，指一些在黄金暴跌时刻疯

狂抢购黄金的中国中年妇女，后该词迅速窜红网

络。“大妈”对应的英文翻译为 “Ｂｉｇｍａｍａ”，不难
看出其中有着很强的直译意味。通过以上这些网

络热词的实例我们发现，这些词的英译大致采用了

两种方式，其一直译；其二，音译。这两种翻译方法

可以说是在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而做出的翻译方

法的选择。这样的翻译，在达意的同时，很好的迎

合了源语的语言形式及特点，虽然在传入译入语国

家初期，一时难以让这些国家的读者所接受，异国

模因被译入语读者所解码的时间可能会增长，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词汇使用频率、曝光率的增

加，他们会渐渐接受这些新词汇，进而对它们习以

为常。从长远来看，不仅让他们了解了我国的文化

特点，也丰富了英语的词汇，使得他们的文化也同

时得到了有益的改善。

本文从模因论的视角简要分析了归化翻译策

略以及异化翻译策略在中国网络热词英译中的运

用。虽然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异国模因顺利的为

译语使用者所接受，但显然这种翻译策略达不到传

播异国文化的效果，虽然如此，但在两种文化相接

触、碰撞初期采取这种翻译策略有其一定的必要

性。然而最终，异化翻译策略才能够实现文化的相

互交流与互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翻译实践

中，译者不可能像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事先做出

翻译策略的选择，但译者肯定会有各自的翻译倾

向，这点从译文的多样性即可看出，那么也就是说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某种选择，只是译者自己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罢了。因此，也就使得本文从两

个策略层面来探讨网络热词的英译成为可能。另

外，虽然文章从归化和异化这两个策略层面分开来

进行说明，但并非表示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两者水

火不容、相互独立。事实上，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好

的翻译应该是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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