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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怎样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

处理，而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文化功能的等值，使原语文本的内容在译语文化里发

挥同样的功能。以翻译等值理论为指导，采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替换等方法翻译动物名称，能消除因动物名称文化

差异在文化交流中所引起的误解，从而有效地传递动物名称的文化信息，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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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对文化翻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翻译研究也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向。各国之间不

同的文化背景，带来了如何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难题。由于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

两种语言中的动物名称在不同民族心中所激发的联想和蕴含的文化内涵有差异性，给动物名称的准确

翻译和有效传递文化信息带来了一定的障碍。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等值理论给动物名称的翻译提供

了理论基础，动物名称的翻译不再被看作是单纯的两种文字的处理，而是动物名称所蕴含的文化之间的

交流。为了准确翻译和有效传递动物名称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信息，有必要探讨指导动物名称翻译的

翻译等值理论。

１　翻译等值（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理论概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在当代翻译理

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苏珊·巴斯奈特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含义：

第一，翻译应该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

的译码－重组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
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功能的等值［１］３６２－３６３。以上论述体现了巴斯奈特非常重要的翻译思想：翻译指

的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２］８。也就是说，在

翻译过程中使原语文本的译文在译语文化里发挥同样的功能。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所涉及到的不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为达到文化交

流转换的目的，我们在对动物名称进行翻译时就不能忽视名称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否则极易导致翻译错

误的发生。因此，在进行动物名称翻译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２　动物名称的翻译策略
苏珊巴斯奈特对翻译等值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其核心问题是文化的等值和转换［３］１７３。因此，在动物

名称的翻译中，尽可能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与原语文本对原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

果［１］３６５，认真分析不同动物名称在语境中的具体内涵，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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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直译法（Ｌｉ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当同一动物名称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意义趋同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例如李白的《登金陵凤

凰台》中凤凰的翻译：

例１原文：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４］４１９。

译文：ＯｎＰｈｏｅｎｉｘＴｅｒｒａｃｅｏｎｃｅｐｈｏｅｎｉｘｅｓｃａｍｅｔ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ａｒｅｇｏｎｅ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ｒｏｌｌ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ｓ
ｗａｖｅｓ［４］４２０．

译文大意是：凤凰台上曾有凤凰在唱歌，而今凤去台空，长江依旧滚滚东流［４］４２０。巴斯奈特的翻译

等值理论强调了等值，在翻译中，原语和译语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基本对应时，原有的动物名称应尽量

保留和再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是神鸟，不死不灭。在西方文化中，“ｐｈｏｅｎｉｘ”是“长生不死”的象
征。在英文中有这样的表达：Ｒｉｓｅｌｉｋｅａｐｈｏｅｎｉｘｆｒｏｍｉｔｓａｓｈｅｓ，意思就是像不死鸟一样从灰烬中重
生［５］６９。凤凰与西方所指的不死鸟文化内涵差不多一致，那么就应该把原文中“凤凰”这一名称保留，直

译为“ｐｈｏｅｎｉｘ”，来传达汉语中“凤凰”的文化意义。
事实上，直译可能是传达文化信息最有效的方式。通过直译的翻译手法，有利于保留原文的文化特

色，能有效地使原语文化融入译入语文化之中。这样能使原语言文化在目的语读者的眼前得以展现，促

进文化交流。

２．２　直译加注法（Ｌｉ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ｕ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对于一些有着特殊文化涵义的动物名称，仅靠直译可能会引起误解，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可以

既保留原语生动的比喻，也能让翻译文本适合目标语读者阅读。如以下译例：

例２原文：龙飞凤舞
译文：Ｌｉｋ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ｆｌｙ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ｏｅｎｉｘｅｓｄａｎｃｉｎｇ—ｌ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ｓｉｎ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５］６８．
例３原文：龙口夺粮
译文：Ｓｎａｔｃｈｆｏ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ｍｏｕｔｈ—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ｂｒｅａｋｓ［５］６８．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还象征着吉祥和权威。而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ｄｒａｇｏｎ”是一种巨大的

蜥蜴，被视为恶魔，是邪恶的象征。龙和“ｄｒａｇｏｎ”引起的联想意义不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不同。巴斯
奈特认为，等值问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就是着重翻译语义的特殊问题和原语到译语中语义内容的转换。

采用直译手法不能很好地实现“龙”到“ｄｒａｇｏｎ”的语义内容的转换，就必须对译文做出一些改变。如果
把“龙”按字面意思直译，就容易造成误解。加上注释后，译入语读者就知道“龙飞凤舞”指的是书法笔

势舒展活泼；“龙口夺粮”指的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加快庄稼的收割。

从以上译例可以看出，直译加注通过介绍一些相关的文化背景很好地传达出了原有的动物词的引

伸义。当然，译者必须作出准确而且详尽的注解，以保证原语文本的完整性和目标语文本的连贯性。

２．３　意译（Ｆｒｅ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不同民族因为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会给语言文化造成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法用相同

的形式和内容去表达原文的意思。因此，在对动物名称进行翻译时，只能舍弃原文的表达方式，采用意

译的手法来达到文化等值。如：

例４原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ｇｏｌｄｒｕｓｈ，ｍｅｎｈａｄａｄｏｇ－ｅａｔ－ｄｏｇｌｉｆｅ［５］７７．
译文：在加州淘金热时期，人们生活在竞争激烈的竞争中［５］７７。

在中国文化中，狗是令人厌恶的动物，象征着卑劣可恶的品性。在西方国家，“ｄｏｇ”被人们看作是
最心爱的宠物，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翻译等值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功能的对等，在功能等值的过程中，

译者可以不受原语文学形象的限制［６］４８。例４译文不受原语“ｄｏｇ”的文学形象限制，根据“ｄｏｇ”的文化
内涵，用意译的手法把“ｄｏｇ－ｅａｔ－ｄｏｇ”翻译成了“竞争激烈的”，使译文在译语文化里获得了与原语文
化里对等的功能，实现了文化转换。

从以上译例我们可以看出，意译能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义，但是在使用这一手法进行

翻译时，译者应尽量避免文化信息的缺失，保留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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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替换（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有时候由于文化习俗和动物名称取向的差别，不同民族的人会选用不同的动物名称来说明同一种

现象。当目标语读者不太熟悉原语中表达一个概念式的方式，且目标语中有一个对应的意义相近的表

达时，用目标语读者自己文化中的词来进行替换就变得很好理解了，也更自然。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例５原文：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ｍｏｕｔｈ
译文：虎穴

例６原文：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ｙ
译文：拦路虎

翻译等值的前提是找到与原文信息最接近的“文化功能等值”。在西方狮子是勇敢、威严的象征，

常用“ｌｉｏｎ”比喻强大有力、人们尊敬或害怕的人或国家［５］７３。而老虎是中国文化中的百兽之王，所以自

古以来多用虎来形容勇猛的将军。另一方面，“谈虎色变”“虎口拔牙”等成语把老虎凶残的一面展现出

来［５］７２－７３。汉语“老虎”和英语的“ｌｉｏｎ”象征意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把动物名称“ｌｉｏｎ”替换成译入语
更熟悉的动物名称“虎”，把“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ｍｏｕｔｈ”翻译成“虎穴”表示非常危险的地方，来完成原语到译语
的符号转换。如果直接译成狮子的嘴巴就会使译入语读者产生误解。

虽然原文的“ｌｉｏｎ”被译文替换掉成了“老虎”，但是该名词的文化联想含义在一句话中却被很好地
表达出来，更有利于译文读者理解原文意思和原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体现翻译等值的思想精髓。

３　动物名称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以上的例句和分析可以看出，动物名词的汉英互译需要译者了解并掌握各种动物在汉英民族中

的文化内涵及差异，深刻理解这些词的词义和文化内涵，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对原文中一些具有文化内涵

的动物名词进行反复推敲，准确理解其深层的含义，才能进行准确的翻译。

按照巴斯奈特的翻译等值理论，翻译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促进文化交流，译者首先应该研究语言间的

文化差异。在具体分析了动物名称的翻译方法之后，我们发现，对具有相似文化内涵的同样的动物名

称，可以选择直译；对有具体文化涵义的动物名称来说，仅用直译可能导致误会，可用直译加注的方法保

留原有的动物名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使翻译文本能被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对具有不同文化内涵

的同样动物名称，在目标语里找不到其它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时就得采用意译的方法才能准确表达原意

了；对有着相似文化涵义的不同动物词，最好使用替代的方法让目标语读者理解原语的描述。

４　结语
根据巴斯奈特的翻译等值理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化转换，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相

同的效果。将“翻译等值”理论应用于指导汉英动物名称的翻译实践，采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以及替

换的翻译方法，很好地体现了巴斯奈特的翻译等值理论对动物名称词翻译的可应用性。任何的翻译方

法不可能使所有的翻译都做到形式、内容、意义上的对等，所以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义的丧

失或获得的问题。因此，在翻译中，译者需要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与语言所存在的差异，依照实际的情况

对翻译方法进行选择，充分再现原语的信息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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