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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翻译观是侧重文化角度指导翻译实践和审视翻译活动的翻译观,此观点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译

者用目标语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文章运用该理论,并结合韶关的实例重新审视我国的景点名翻译,发现当下的

翻译存在理解有误、用词不当和译法不妥等问题,建议重译时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综合运用增

词、省略、直译、意译和音译等方法,以期更好地再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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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突飞猛进,实现了跨时代的飞跃。如今,经济全球化

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国家大力提倡让文化“走出去”,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旅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各地级市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有

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走出去”。如今走在中国的任何景区,汉英对照的景点名处处映入眼帘,可是它们的翻

译质量并不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传播旅游文化的效果。因此,我们拟结合韶关的实例,从传播中华民族文

化的角度讨论景点名的再译。

一、文化翻译观概述

文化翻译观是侧重文化角度指导翻译实践和审视翻译活动的翻译观,历史并不悠久,兴起于20世纪80
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并伴随着翻译研究派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受“文化转向”影响的翻译研究派

在中国发展成了翻译学,而在西方走向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主要彰显为不同的学派和理论,如图里

(Toury)的描写派理论(Descriptivetheory)、勒菲弗尔(Lefevere)的操控派理论(Manipulationtheory)、埃
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等等,其中勒菲弗尔和苏姗·巴斯内特

(SusanBassnett)既是“文化转向”的共同提出者,又是文化翻译研究派的两大主将。
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

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1]49显然,这是将翻译置

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透过语言转换的表象,关注其中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信息的对外传播。
语言形式的转换最终是为文化交流服务,译者更应关注其中的文化内容,力所能及地在翻译活动中做到二者

的共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
在翻译策略上主要表现为异化和归化,其中“异化与文化移植是一致的,而归化则是移植的逆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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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作的表现形式上看……不管译者朝哪个方向努力,其译作总是归化与异化的混合物。”[1]49-50因此,译者

理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形式与内容这对矛盾体的夹缝中彰显译者主体性,坚持异化和归化相结合,努力传

递异民族的文化,实现真正的翻“异”。

二、中国景点名的英译现状

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走进中国的景区,汉英对照的景点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彰显出当地旅游局

和景区工作人员对外国游客贴心关照的良苦用心。可是,从文化角度审视当下的景点名翻译,部分翻译没能

凸显民族文化,甚至在英译的过程中抹去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造成文化缺失,乃至文化误传现象,具
体表现如下。

1.理解有误

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是翻译的关键。正确的理解是翻译的前提,错误的理解肯定会造成误译。景点名

的英译亦如此,理解正确才是正确翻译的前提,可是目前有部分景点名的英译存在理解有误,并导致误传,没
能向外国游客展现出中国特有的地方文化。比如,韶关的著名景点“梅关”和“千僧锅”的英译就存有误解,分
别译成“MeiGate”和“OneThousandMonksCauldron”。显然,译者没有吃透原文,脱离了历史语境,将前

者误解成了一道普通的真正意义上的“门”;脱离文化语境对后者望文生义,进行逐个字的机械译。

2.用词不当

表达是翻译的第二步,是正确翻译的有力保障,常涉及用词和语法两方面。鉴于用词得体才是表达的关

键,故这里主要讨论用词不当现象。当下景点名的英译常伴有用词不当,往往造成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比如,韶关某景点名“祖师殿”和“僧房”分别误译成了“PatriarchHall”和“Clergy’sRoom”,本文觉得用词不

是很恰当,译文中的“patriarch”有特指犹太民族的祖先之意,而汉语中的“祖师”则指佛教徒的祖师,二者所

指不相吻合。同理,“clergy”是指基督教堂内的教士和牧师,而汉语中的“僧”则指中国的佛教徒,二者所指

同样不吻合,误传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3.译法不妥

翻译除了理解和表达之外,还受翻译策略的指导和翻译方法的具体实施。翻译方法是翻译策略的体现,
不同的翻译方法往往会导致不同的表达。各地景区为了向外国游客展现当地的特色文化,往往采用异化翻

译策略,而在翻译方法上却滥用音译,常常造成当下众多景点名的英译夹杂着许多汉语拼音。本文觉得这种

译法不妥帖,因为对不懂汉语的外国游客来说,音译并非完全可行。比如,韶关某景点名“功德堂”和“延寿

堂”分别英译为“GongdeHall”和“YanshouHall”,其中的“Gongde”和“Yanshou”只是简单地对“功德”和“延
寿”进行了音译,不但没有传达出中国佛教文化,而且还让外国游客感觉云里雾里。

三、中国景点名的再译

依据文化翻译观,景点名的英译是异化与归化策略的混合运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二者相辅相成,共
同服务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为了让外国游客易懂,首先在语言形式上应当归化,符合译语习惯,也就是

恪守译语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译语表达方式。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

化,内容上应当异化,让外国游客领略异国风土人情。可是,当下部分景点名的英译与文化翻译观背道而驰,
根本没有传达出景点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韶关亦然,应当综合运用如下5种方法进行再译,以期更好地传

播当地的旅游文化。

1.增词

增词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由于英汉语言差异,只要着手翻译时,就会遇到表达形式上的“增词”或“省
略”现象。增词法也称增益,指在翻译时按语义、修辞或句法的需要,增加一些词,以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

思想内容[1]113。中国景点名的再译也离不开增词法的运用,常表现为增加一些能再现当地民族历史文化特

色的名词或短语,让译文既简洁又达义。例如: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境内的世界地质公园景点“丹霞山”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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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有“DanxiaMountain”或“Mt.Danxia”,但也有人撰文建议使用“标注”形式将其英译为“Mt.Danxia,

onekindoflandformsthatismainlycomposedofredsandyrock”[2]。本文认为以上两种译文都不妥帖,前
者虽然简洁,但是没能再现出丹霞山的红层地貌特征,后者虽然内容贴切,但是表达冗长累赘,有违景点名的

经济原则。对此,完全可以借助“增词”法将其重译为“DanxiaLandformMountain”。显然,新译增添了一个

原文字面上没有而却藴含其中的名词“landform”,不仅与原文的“三字”景点名取得了形式上的对称美,还将

一座与众不同的有着“丹霞地貌”特征的山翻译出来,既简洁明了,又达义传神。
同理,我们可以将坐落在韶关南雄市梅岭山脊的著名景点“梅关”的英译“MeiGate”重译为“MeiPass

withPlumTrees”。与原译相比,新译增添了一个介词短语“withplumtrees”,不仅诠释了“梅”字之义,还再

现了梅关如今南北遍植梅树的客观实际,易于交际和共鸣。

2.省略

省略与增词相对,是指“原文有些词不必译出,因为译文中虽无其词已有其意……但省略并非把原文的

思想内容删去。”[1]112中国景点名的再译也离不开省略法的运用,英译时常要删除那些有拖沓累赘之嫌的词

语,以期符合译语语言习惯,实现交际明了。我们可以运用省略法将韶关某景点里的“无尽庵”的英译“End-
lessNunnery”重译为“Nunnery”。不难发现,新译省略了法号“无尽”二字,虽然省略了“无尽庵”的最初建立

者(唐初无尽藏尼),但实现了语言形式上的简洁明了,突出了“尼姑庵”的客观实际。

3.直译

直译方法历来备受争议,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亦即以原文形式

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是直译”[1]92。中国景点名的再译也离不开直译的运用,有些景点名不但可以直接翻

译,而且还可以保持其语言形式。比如前文提到的景点名“延寿堂”的英译“YanshouHall”就可以借助直译

方法重译为“Life-extensionHall”,不仅避免原译汉语拼音“Yanshou”对外国游客的误导,还再现了中国佛

教中的“延寿”文化。同理,我们也可以运用直译方法将前文提到的景点名“僧房”重译为“Monks’Room”,
再现了佛教中的“僧侣”文化。

4.意译

意译是与直译相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一般认为“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

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1]100。中国景点名的翻译也与意译息息相关,英译时不能直接翻译,往往需

要转译,对原文形式又不能亦步亦趋。比如前文提到的景点名“功德堂”的英译问题就可以借助意译方法将

其重译为“Gratitude-payingHall”。显然,将“功德”二字进行意译来取代原译中的“音译”,不仅便于交际

还传播了佛教中的“报恩”文化。
同理,我们也可以采用意译方法将前文提到的“祖师殿”和位于韶关的景点“古佛岩”(其当下英译为

“AncientBuddhaLavaCave”和“GufoCave”)分别重译为“BuddhistAncestors’Hall”和“AncientBuddha-
imageCave”。显然,前者再现了佛教中的“尊师重教”文化,后者不仅对“Buddha”一词的多义性(佛、佛像、
佛陀)进行了限定,还与原文一一对应。

5.音译

音译也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

结果。”[1]96中国景点往往以其特征、方位、地名和人名来命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翻译时往往造成语义空

白,需要借助音译方法来传播中国的旅游文化。比如前文在阐述“增词法”时,表示景点特征的“丹霞”和
“梅”,不管是原译还是新译,都一致采用音译,即“Danxia”和“Mei”。又如,目前韶关著名景点“南华(禅)寺”
的英译有“NanHuaMonastery”“NanHuaChanSi”和“NANHUATEMPLE”,其共同点都将方位词“南华”
进行了音译,但其书写都不规范,重译时应书写为“Nanhua”。再如,景点“云门寺”的全称是“云门山大觉禅

寺”,目前的英译文为“YunMenTemple”,其中表示地名的“云门”音译时应书写为“Yunmen”。
然而,音译方法常需要与上述其他方法综合运用(若运用不当,反而会困惑受众,在章节“译法不妥”里讨

论过),比如重译景点“南华(禅)寺”和“云门寺”时,我们除了音译法之外,从受众性角度,还要结合增词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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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将其译为“NanhuaZenMonastery”和“YunmenZenMonastery”。相比原译,新译从受众角度增加了原文

字面上没有而却藴含禅宗文化的词语“Zen”———禅宗[3]另外,该词常大写字头“Z”,常见于短语“ZenBud-
dhism(禅宗)”和“ZenBuddhist(禅宗信徒)”之中[4]。“Zen”不仅意义单一,还和南华寺、云门寺的禅宗文化

一脉相承。

四、结语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国家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当仁不让,旅游翻译更是如此,可是

中国当下的景点名翻译存在理解有误、用词不当和译法不妥等问题,阻碍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旅游文化“走出

去”。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传递,景点名的翻译更是如此。景点名是景点的窗口和眼睛,

它们的翻译质量关系到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重译时更应接受文化翻译观的指导,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的翻译策略,综合运用增词、省略、直译、意译和音译等方法,努力实现语言的简洁、文化的传递和交际的明

了,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让外国游客领略异民族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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