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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翻译的后殖民批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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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翻译与国家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后殖民主义是为消除殖民思想而对西
方霸权进行的质疑和拒斥，也是对西方话语权力的重审。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是一种殖民手段，也是一种解殖民手

段。本文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对新闻翻译中采用的方法及其体现出的殖民倾向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出解殖民翻

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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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带有浓厚的

政治色彩。在翻译过程中，新闻语篇中的政治因素无时

无刻不在操控译者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选择。针对此现

象，国内不少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对新闻翻译进行分析，

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涉华词语翻译策略的影响，但鲜少提

及新闻翻译的解殖民策略［１］。另外，有部分学者运用批

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对新闻翻译进行了探讨，对新闻语篇

以及翻译的语篇和语用功能进行分析，从而考察作者和

译者的立场以及意识形态，但甚少对新闻翻译所采用的

方法进行系统性的总结［２］。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带有

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３］，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介入翻译研究中，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目前，此理论的运用大都集中在翻译的宏观层面上，如王

东风对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关键观念进行了阐释，但是

并未具体提到该理论在新闻翻译中的运用［４］。本文拟从

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新闻翻译中文化霸权现象

进行分析，提出解殖民翻译技巧。

１　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

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关系，

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

身份权力等问题。“后殖民理论顺应了‘消解中心’、‘消

解权威’、‘倡导多元’的文化潮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

和政治批判性。”［５］因此引起各个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１．１　后殖民主义的形成及主要思想
后殖民主义是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反思，是二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有着深刻

的理论基础。非洲的反殖民主义话语理论、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法侬的“民族文化”理

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等都对后殖民主

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是后殖民主

义的重要理论。他在著作《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

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而

建构出来的”［６］。继而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

中提出“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是西方对东方的新的殖

民形式，他认为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帝国主

义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他们打着西方文化普遍性的旗

号，用这一标准“想象东方、构建东方，把东方纳入其权力

话语，达到文化殖民的最终目的”［７］。

“失语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在《属下能

说话吗？》提到的问题，其中她主要关注“他者”“属下”

“少数”等弱者，揭露了文化霸权主义话语对弱者话语的

剥离和压制。其中，她指出殖民地人民无法在充斥着殖

民话语的世界中表达真实想法，他们都是沉默的“他

者”［３］。

１．２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建立在

阐释学、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

史主义上面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它以后殖民主义理论

为基础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聚焦于隐藏在

译文背后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罗宾逊认为：“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所起的作

用有三种：（１）殖民化途径；（２）文化不平等的避雷针；
（３）解殖民化的工具。”［８］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手
段，它作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

在殖民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殖民化过程中，由

于殖民地文化被宗主国控制，失去了开展平等的文化交

流的自由，殖民统治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通过翻译文

本巩固霸权。后殖民主义翻译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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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所采用

的翻译策略。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中，归化、异化、杂合法是争

论的焦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翻译策略的异化和归

化常常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联系在一起。在后殖民语境

下，英美强势文化在翻译东方作品时必然会采用归化策

略，并鼓励处于强势文化的殖民大国将外国文本译成自

己的语言，消除文化差异。为了挑战英美文化占主导地

位的归化策略，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

出“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摆脱强

势文化限制［９］。而霍米·巴巴则提出杂合法翻译策略，

他认为“杂合后的两种语言凸显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优

势，超越了原来的文化”［１０］。

２　新闻翻译中的殖民倾向
在现代信息社会，新闻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

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新闻翻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方面，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差异。后

殖民主义翻译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提到，英美文化

中外国作品的译入常采用归化策略，即采用通顺流畅的

英语进行翻译，使译作看不出翻译的痕迹，译者隐而不

见，因此变得透明［９］。在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下，这是强

势文化对弱势文化采取的边缘化手段。强势文化国家通

常采用归化策略将外国作品随意进行替换、增加，尽量消

除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巩固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实现

“同化”。这在新闻翻译中也不例外，强势文化国家始终

没有忘记翻译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文化行为，对于翻译

策略的选择也尽可能地采用归化。

２．１　替换
在新闻翻译中，强势文化为巩固殖民地位，常常将弱

势文化新闻语篇中的带有特定文化含义的用词替换为带

有明显的强势文化烙印的意识形态符号，归化外来文化

的异处，使译文完全处于强势文化的操控下，以此杜绝弱

势文化在强势文化国家的传播，达到抑制弱势文化发展、

保障强势文化主导权的目的。

例１　３月１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

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新华社，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ｍｅｅｔｓ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ｉｌｌｔｏｄａｙｖｏｔｅｔｏｅ
ｌｅｃ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ｓｅｃｏｎｄｂｉｇｇｅｓｔｅｃｏｎｏ
ｍｙ，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ｓｔｒａｐｉｄｌｙ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１４，２０１３）
在上述例子中，原文中的“主席”被译为“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全体会议”被译成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众所周知，“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是实行总统选举制国家的领导人头衔，在汉语中称
“总统”，而中国的领导人“主席”在本国特定的英译为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同时，“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的意思是“国会、议会”，
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议会制国家的专属国家机构称谓，在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不存在此类国家机构。

而在泰晤士报中，为了保存英美文化价值，刻意地采用了

带有强势文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进行替换，将中国的领

导人称谓和国家机构与英美等强势文化国家机制对应

起来。

２．２　增添
增添信息也是西方媒体在翻译弱势文化国家新闻语

篇惯用的方法之一。基于不同的政体、制度、政党的统治

与管理，一向标榜信息公正的强势文化国家为保证本国

的国家利益和传播价值观，往往主观地在原文基础上添

加评论性信息，对弱势文化体制进行歪曲和抨击，表现出

鲜明的政治立场。

例２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上，经计票选举结果宣布，习近平高票当选国家主席。

（新华社，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ｏｎｅｖｏｔｅ

ｏｆｄｉｓ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ｓｂａｌｌｏｔ，ｗｈｉｃｈｐｏｌｌｅｄｄｅｌｅ
ｇａｔ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ｓｔａｍｐ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ｗａｓｎｅｖｅｒ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１４，２０１３）

上述举例中，英译文在阐述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人为

地增加了几处带评论性的信息，如“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ｏｎｅｖｏｔｅ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意为“仅一票反对”，体现了对选举公正性的质
疑。同时添加“ｒｕｂｂｅｒ－ｓｔａｍｐ”一词意思为“例行公事的、
不假思索就批准的”，以此暗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只

是徒具形式，并无实际含义。此外译文还增添“ｗａｓｎｅｖ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意为“毫无悬念、从不出错”，表达了
西方媒体对中国选举制度公正性和透明度的不满和讽

刺。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强势文化往往在译文中增加

带有主观色彩的语句来攻击和批判弱势文化政治体制。

３　新闻翻译中的解殖民技巧
解殖民化是指：“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

殖民化状态下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８］在新闻语篇

中，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差异，新闻用语也大有不同。在西方看来，中

国是一个“异类”“他者”，关于中国的否定形象占了主导

地位。因而在新闻语篇中有涉及到影响本国人民思想健

康，甚至是反动话语时，译者应该采取一定手段避免霸权

文化的渗透和颠覆。

３．１　杂合
杂合化是指“不同种群、种族、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

相互混合的过程”［８］。霍米·巴巴认为杂合现象在重复

现有文化起源的同时，也在殖民压迫下创造新的文化形

式，从而对抗旧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杂合法”翻

译，认为这种翻译方法有利于消除文化交流之间的不平

等，同时使文化本身得到优化。在新闻翻译中，杂合法使

强、弱势文化特色均得到体现，以此对抗强势文化的殖民

手段。

例３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ｓ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
ｉｃｙ，Ａｐｒｉｌ３０，２０１３）

美媒称中国军费增长反常 鼓吹中国威胁（前瞻网，

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以上举例为新闻标题翻译，中文译文采用了一个转

述结构“美媒称”，后保留英文原文中的论述“中国军费增

长反常”，以此表明中国对转述话语的真实性持保留态度

甚至是反对意见，同时将“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译为“鼓吹中国
威胁”，从而体现了中国的立场，驳斥了美媒“中国威胁

论”的观点。整个译文中，强、弱势文化国家的政治立场

２４１



第３期 陈　倩，等：新闻翻译的后殖民批评

均得到体现，由此对抗原文中美媒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的霸权话语主导地位，使两者文化地位得以均衡。

３．２　改写
东西方社会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存在根深

蒂固的差异。在新闻报道中，经常会有一些政治上敏感

事务的不同立场和表述。面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之间的分歧，译者可以对一些具有霸权文化色彩的用词

及语句进行改写，使其在遣词用语上符合本国立场，避免

霸权文化的煽动。

例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ＭａＹｉｎｇ－ｊｅｏｕｗｏｎａｓｅｃｏｎｄｔｅｒｍｔｏ
ｌｅａｄ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５，
２０１２）

马英九成功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东方今报，２０１２
年１月１６日）

例５　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ａｖａｌ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ｔｏ
ｏｐｐｏ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ｇ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３，
２０１２）

中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邻国也正在组成一个海上联盟

反对中国影响和力量的扩大。（环球时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５日）

例４中，原文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在译成汉语的时候被有意
识地改写成了“领导人”。由于国外媒体在提到我国台湾

省时，常用“ｎａｔｉｏｎ”一词来指称，意为“一中一台，两个中
国”，而其领导人也用“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来指称，意为“总统、一
国首脑”，这与我国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完全相悖。而

在例５中，原文“ｏｐｐｏ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意为“对抗中
国的侵略”，明显是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扭

曲为一个侵略者的形象，与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相左。

基于本国利益，译文改写成了“反对中国影响和力量的扩

大”。由此重拾话语权，维护国家形象。

３．３　删减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国外新闻媒体在涉华报道中

常常武断地添加主观性的评论，严重损害我国国际形象，

引发国家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常体现在霸权文化唯我独

尊、自我吹捧、对别国指手画脚和干涉别国内政等。译者

在遇到诋毁本国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时，不仅可以改写，

甚至可以删除。

例６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ｃｌｏｓｅｄ
ｏｎ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ｖｅｒｂ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
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ｇｅｎｕ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ｔｏ
ｃａ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ｉｒ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ｓ．Ｕｎｌｉｋｅｉ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ｉｔｉｓｍｕｃｈｅａｓｉ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ｒｅｔ
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ｈａｔｉ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ｐｒｏ
ｐ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ｒｓｅｃｒｅｃｙ，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ｆｏｌｌｙｆｏｒ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ｌｅｔａ
ｌｏｎ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ｌｙｖｉｅｗｓ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

ｔｏｔａｋ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ｄｓａｔｆａｃｅｖａｌｕｅ．（ＣＮＮ，Ａ

ｐｒｉｌ２３，２０１３）
由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真正运作的了解甚少，

美国领导者经常不能准确判断哪些结果反映的是中国国

家领导人的战略决策，哪些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本身的运

作机制，是那些领导人无法控制的（有时甚至是有悖于他

们愿望的）。（南方周末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上述例子中，译文仅仅对原文的第一句进行了保留。

删除的信息中包含了大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无端指责，

如“Ｕｎｌｉｋｅｉ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ｉｔｉｓｍｕｃｈｅａｓｉ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ｌｅａｄ
ｅｒｓ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ｒｅｔ
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ｈａｔｉ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ｌｙ”意为
“和民主体制不同，这种政治体制更有利于中国领导人掌

控内部机要商议结果以及控制消息扩散”，暗指中国政治

体制不民主、不透明。这体现了霸权国家妄自尊大、自命

民主与正义的象征和世界各国的救世主并惯于指责别国

的姿态，译文采用删减法消除西方对我国的妖魔化话语，

以此摆脱西方霸权话语控制。

４　结　语
新闻语篇中存在大量的政治因素，致使新闻翻译往

往存在不对称性，这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权利的抗争，而这

种抗争决定了新闻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和技巧有别于其他

文本的翻译方法。对于新闻语篇，译者不能既盲目忠实，

也不能任意删减，在选择翻译策略的同时要兼顾历史、政

治、种族等方面的影响，克服与事实不符的霸权话语，将

新闻最真实的面貌还原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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