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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翻译中文化空缺现象及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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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界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 共性是有限的�个性是丰害的、广泛存在的。多样的个性造就了各民族间灿烂多姿
的丈化特性�同时也导致了语言交流当中的空缺现象。这种空缺现象对中英丈翻译实践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丈中枕翻译
中出现的文化空缺现象进行探讨�并就丈化空缺现象的表现和特饭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提出了一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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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载着厚重的民族特有信息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形成鲜明的
民族语言表达信息�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重要手段。一种民族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包含并影响着语言�它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语
言常常带有特定文化的烙印�不同的民族往往由于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对客观世
界的不同认识而赋予语言不同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由于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性即文化空缺现象的存
在�常常出现错误表达、遗漏信息、扭曲信息等�不能真实表达原文环境中的特定的内涵信息�造成原文的
信息失真。本文就是要讨论在中英文翻译里出现的文化空缺现象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翻译。
文化空缺与中英文翻译

文化空缺的定义

文化空缺是在 世纪 年代首先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他在对比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中提
出了 “偶然的缺口” 诩 姗 随后�俄罗斯文艺学家和文化学家将阻碍双文化交际的民族
特性界定为 “倒刺 ”�意即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 “寻衅之物 ” 年代�对空缺现象的讨论更是引起了更多学
者的兴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尔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语言中对颜色的描述时�发现该民族缺少
其他民族所具有的基本颜色的名称�从而启用了 “空白、间隙 ” 的术语 年代末�前苏联学者索罗金
等人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了 “空缺 ” 叨以阳旧 理论。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探索和分析归
纳�文化空缺渐渐的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定义。

关于空缺的定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按俄罗斯学者索罗金的观点�空缺这个术语是 “存在于一
种局域文化而缺省于另一局域文化的东西 ”索罗金� “原语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
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 ” 王秉钦� “某个民族所具有的语
言、文化现象�在另一民族中并不存在 ”何秋和� 。而目前关于空缺�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定义是 由

于各民族在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一种语言具有的概念、事物或现象�在
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或相近的表达方式�形成了语言文化的空缺川。

中英文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翻译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译者要把原文所承载的信息用译文表达出来�尽可能地使译文读者获得同
样的信息�译文对读者的效果应与原文对读者的效果基本相同�这是翻译过程中最理想的结果�但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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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翻译过程中常常很难达到。因为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其表象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而实质则是文
化与文化的交融。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是信息源头�译文读者是信息的终点�在信息接受者与信息来
源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就是文化空缺。文化空缺主要表现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则给翻
译实践带来很大的困难。文化空缺的语言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两种语言中缺少对等的词
汇。比如说有很多文学典籍中的专有人物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翻译中很难做到贴切、雅致。《西游记》
里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有一长串生动的故事�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鲜
明的形象。每个名字都会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但对于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来说�却引不起类
似的联想。“她是个林黛玉似的女孩 ”翻译成英语要附加好多描写 。�。 �。
段浅 可 。其次�两种语言中缺少对等的词语内涵。如汉语的 “松竹梅 ”给人们留下
“岁寒三友 ”的回味�“梅兰竹菊 ”被誉为花中 “四君子 ”�它们都有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而此内涵在对应的英
语词汇中却无法体现。

鉴于上述两种差异�在翻译实践中会出现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词汇的空缺。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
相对应的词汇来表达。这也成为翻译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十二地支 “子、丑、寅、卯 ”等字是中
国文化独一无二的计时方式�在翻译成英文时就非常困难。再如�历史人物、中国服饰、食物等等很多在英
语中都找不到相应的词。而英语当中也有很多事物在中文里找不到对应词�比如 风俗习惯、食物、各种品
牌的车等等。第二�文化形象的缺失。许多文化空缺因素都承载着相应的文化形象。不同文化有不同的
文化形象�有时候要保留文化形象也实非易事。例如英国是个岛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从西边吹来
的风总是暖洋洋的�“西风 ”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 “西风报春 ”之说。在英诗中不乏咏西风的诗句�雪
莱的《西风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诗篇�如 � 此 ’ 春风送暖�百鸟
欢唱 。又如夏季是英国温馨宜人的季节�常和 “温和、美好 ”等联系在一起�莎士比亚就将爱人比作夏天�

。助钾此 。 �� 毗 沈 拍 在中国�东风是和煦温暖的�代
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西北风则意味着寒冷的到来�我们不能想象西风能带来春天 〕。再如�临时抱佛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简单地翻译�往往不能传达该词的全部含义�造成文本的信息
丢失。

文化空缺的翻译策略

要解决文化空缺对翻译带来的问题就需要用译人语语言形式补足在转换原文语言形式时造成的语义

缺损�在表达时要考虑原文的文化空缺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以最接近于原著的艺术效果的方式�消除读
者的意义真空�传达原著所蕴涵的意义和文化信息。而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则是原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
语读者却不甚了解的社会背景�文化内涵以及原文中所含的伴随信息等。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根据
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如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人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人语读者的接
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等具体情况斟酌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可以采
用异化法和归化法来处理。

异化法

异化译法是指在翻译时以原语文化为依托�把原语材料中的文化信息以其本来面目传递给译人语读
者 形式上表现为尽量保留原语中特有的表达方式�强调译文语法、句式与原文对等�保持原汁原味。异化
译法认为翻译不同于创作�译文应当首先追求忠实�尽管采用异化译法译出的文本可能带有陌生感和疏离
感�但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文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有利于读者了解和鉴赏异质文化�丰富了译人语的
表达方式�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和渗透。较为常用的主要是音译法和直译法。

音译法

音译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源语的发音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发音形式的翻译方法。对于两种文化中完
全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时�即出现完全空缺词现象的时候�我们一般采用音译法。比如中国文化里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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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词汇 功夫�秀才�喷呐�包子�太极�阴阳�我们就可以用音译法将之翻译成�理和�石面� �坦 �
咧 �”盯 而英语当中的 �娜 �山 �硒 则已经成为汉语当中的沙发�逻辑�芭蕾�引擎。虽然音
译法是一种比较简单好用的译法�但是音译也有许多缺陷�因为音译往往译不出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译
不出它们的隐含意义�译不出它们的文学艺术意义。比如人们见到地名洛阳�都知道该城位于洛水之阳。
因为按照汉语的 “山南为阳、水北为阳 ”的说法�从洛阳这个名字就可以推知它与洛水的相对位置。其他的
如河北的饶阳�山西的晋阳�河南的淮阳、信阳�湖南的岳阳�福建的建阳等�都是按依山筑城、傍水而居的
原则定名的。因此就是这些具有典型的符号指称意义的人名地名�翻译时也不能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地用
音译处理之。我们还需要用其他的翻译方法配合音译法。比如音译加注法�即在音译的后面加上其文化
内涵的注释。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 金�木�水�火�土 的翻译�就可以音译为 �加注解释为
】砒 日 】概 � �以司� 回

。这样可使该术语的文化亏损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减少。解释的概念更易为西文读者所接受。
直译法

直译法就是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内容、形式。直译法通常能最大程
度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形象和语法结构�保留源语文化的民族、地方和历史特色。比如 ’腼 破

釜沉舟�习‘ 隔墙有耳�贫 斑马线 人行横道 �甸 初 杭 干红 味淡的无甜味的红色的

葡萄酒 �甸 初 干白�初一初 双燕局面� 诫 鳄鱼的眼泪等。但是
往往翻译时多会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意译补充的翻译。一方面译者尽可能保持原文语言的特性 另一方

面却更希望译文含义明确�让读者一目了然。如在翻译一些成语时�会用到这种方法。如三个臭皮匠�顶
一个诸葛亮盯 既 ’ 初 田山 即 目 � 耐 这样的注解才会让西
方读者明白诸葛亮的文化内涵。梁祝 ‘川场 � 东施效晕

。飞由击俪议吨 � 比助 喇 �
闭 俪 〕另一方面�英文翻译当中也有不少需要用到这种翻译方法�比如 脚

一 雾谷 美国国务院 �几 协�— 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 � 一 白宫 美国总统府 �
— 约翰牛指英国人 ’。这样的翻译不仅填补了文化空白�而且使译语读者一目了然�既获取了正

确的信息�同时避免了误会和错误理解�达到了译语与原语真正的语用等值�最终获得了最理想的交际效
果。

归化法

归化法是指在翻译时以译人语文化为依托�将原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译人语文化中人们所熟
知的内容 形式上表现为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人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
的表达方式。如 归化论的代表人物奈达认为英语成语 “ 旧 抽的毗 ”在译成中文时�可用汉语
成语 “雨后春笋 ”来表达〔」。归化译法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优点在于减少了读者的阅读困难�译文比
较流畅和优雅�常能使人体会到不同文化间语言表达上不谋而合的妙趣�读者往往能够更好的理解原文并
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归化法常用的形式有借译和代译。

借译法

按照外来词的形态结构和构词原理直译过来的方法就是借译。通常在英汉语中的某些文化内涵词在
其各自的目标语中能找到指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对应词�即属于部分空缺现象的�就可以借译。例如一些
外来词 超人伽川姆朋 、超级明星 花 、超市 阳声 班浅 、毫微技术 呵 、千年虫

吨 、热线 、冷战 、绿卡 夕忱 记 、情商 曰议石伪目甲面 。中文里尤其是一些
具有改革开放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词语在翻译时多用到这种方法 切 。 两个文明 �
记而 币 四个现代化 � 州 一个中国的政策 �加 山止 叭 小康水
平 � “ 饭 铁饭碗 �。刊陌俪 儒家思想 �凡少肠诚日四书 � 五经 � 咫卿

八股文 � 蒯 耐 中草药 等。再比如一些成语如 班门弄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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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步笑百步 � 侧犯 卿 脚 目护竭泽而鱼 � 初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 喇 ’ 喇 ’ 三个和尚无水喝 。这样
使用两种文化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来翻译�更好的为读者传递了不同文化的内涵。

代译法

代译是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的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替
原文词语的方法。对于文化负荷较重要的词�由于其排外性太大�用直译法不能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
时�可考虑代译法。如 挥金如土 洋 阴 �精神文明 司 而 以 职 犯�一刀切
哪能 �鱼米之乡 而川�〕。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用归化法还是异
化法�都要正确的理解两种文化的内涵�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交流�更是文化的交流。然而不同语言文化的空缺现象往往给翻译实践带来种种障
碍、鸿沟甚至陷阱。因此研究文化空缺现象对于翻译实践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信
息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要求译者有深厚的原文背景文化知识�还要有针对不同的文化差异采用不同的翻译
技巧的能力。译者要对自己的意向读者的知识结构做出正确的判断�合理地来选择翻译手段�才能担当起
传递中西文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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