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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可以传承，也可以学习和交流。
然而，跨语际的文化交流通常需要借助于翻译的作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怎样处理文化问题，是
每个翻译工作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翻译实践中，文化怎么译的问题，人们进行过很多的探讨，观点各异。
比如，中西姓名的习惯存在差异性，对中国人的姓名翻译，有林林总总很多方法，如章子怡，有的采
用适应西方人的习惯，将姓置后处理，译作“Maggie zhang”，ziyi zhang和zi-yi Zhang；有的坚持中国
人的习惯，姓与名的位置不作调整，译作zhang ziyi，或者zhang zi-yi。
其中，有中西姓名混译的，也有在中国人名两个字的拼音间加连字号的或不加连字号的，等等。
本人认为，在翻译处理文化问题时，要弄清楚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为什么目的而翻译的问题，也就是说，翻译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翻译动机往往决定具体翻译行为。
例如，我国奥运冠军李宁退役后，创办了“李宁牌”运动服装公司，为了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曾将
“李宁牌”译成了“Lining”，可是，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并不理想。
经调查发现，该英文商标品牌Lining并不能让外国人联想到中国的奥运冠军李宁其人，原来英
文Linning是服装的“衬里”的意思，刚好与该商标品牌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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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从分析中西文化的渊源和差异入手，阐明中西语言在文化影响下的差异，继而对文化翻译中
的影响因素如文化的缺位和错位进行分析，阐述对等理论、归化异化理论和目的论等在文化翻译中的
应用及倾向性把握，提出文化翻译中注重文化内涵，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弘扬文化层面翻译
宏观论的文化翻译原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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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化　　在汉语中，文化是“人文教化”的简称。
按其排列顺序可知，是先有“人”，后才有文化的。
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凝结了人类的经验和才智。
　　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文
字。
汉语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据《易·系辞下》记载：“物相杂，故日文。
”《礼记·乐记》日：“五色成文而不乱。
”据《说文解字》解释：“文，错画也，象交叉”。
在此基础上，“文”有若干引申意义：其一，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具体化为文
物文化、礼乐制度等；其二，指与“质”、“实”相对应的彩画、装饰、人为修养等；其三，指美、
善、德行等。
　　汉语中的“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等，如《易·系辞下》日：“男女构精，万物化
生。
”《黄帝内经·素问》日：“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化”是事物在形态或性质方面的改变。
文化中的“化”即“教化”，是“文”的引申和应用的结果，包括群族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
范，以及这些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中得以产生、继承、传播和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文”与“化”并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
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即自然规律；“人文”是指人伦社会的条律和规范，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
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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