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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本文化图式翻译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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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图式空白和文化图式差异造成了旅游文本英译的难度。旅游文本中蕴涵丰富的文化
图式，立足于图式理论探讨旅游文本翻译，总结文化图式在旅游文本翻译应用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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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和格式塔心理学家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在康德的基础上提
出了图式理论，将图式定义为 “对过去的反映或经验的

积极的组织（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ａ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Ｃｏｏｋ认为图式是“语篇过程中所需的思
想表征（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研
究的发展，现代图式理论广泛运用于篇章语言学，国内的

很多学者如常宗林
"

刘明东
"

李永红等将图式理论应用

于英语写作
"

阅读
"

听力等方面。笔者就图式理论在旅

游文本翻译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探讨旅游文本翻译

中文化图式的对应
"

差异与缺省及对应的翻译策略，旨

在提高旅游文本翻译质量，推动蕴涵丰富中国文化旅游

产业的发展。

１　翻译与图式理论
张培基教授在《英汉翻译教程》中将翻译诠释为 “运

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

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３］。语言是动态的，是相互

关联的，是文化的一部分［４］。语言承载并深刻反映某一

社会的文化，翻译涉及的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更是

一种文化的传递。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或吸收

新信息时，须将新信息与过去已知的知识联系起来，而过

去已知的知识以“知识结构”或“建筑组块”的形式存储于

人的脑海里，也就是通常意义所说的“背景知识”即图式，

在完成对新信息的解码和编码及与已知图式相匹配后，

信息处理过程才得以完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将原

文中的信息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使译文能激活读者脑海

中相应的图式，让译文读者获取与原文读者相似甚至相

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翻译

理解为‘图式翻译’”［５］。文化图式是翻译过程中极难处

理的问题，而旅游文本中的文化信息极为集中，如翻译过

程中处理不当，其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很可能由于无法激

活译者相应的图式令读者无法理解。

２　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图式
２．１　文化图式内涵

Ｃａｒｒｅｌｌ将图式分为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６］；Ｃｏｏｋ则
分为世界图式

"

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２］；“内容图式”也

称文化图式，即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是人类通过先

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模式［７］。

不同文化传统
"

宗教信仰
"

风俗习惯及社会背景等形成

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认知结构，这种带有文化因素

的认知状态以图式方式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中形成了文化

图式．文化图式是以经验为基础的预先存在的知识模块，
可以用来感知和理解旅游文本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一个

人的文化图式，既包括本土文化图式，也包括的语文化图

式，即对一切事物文化意义的认知和理解。

２．２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
“可译性”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其一，译者须能激活自

身与的语文化相关的图式，以充分理解的语文化信息。

其二，译者能准确将源语中的文化信息传译到的语中。

其三，的语读者可以准确读懂译者传递的信息。简而言

之，源语文化图式可理解
"

译者可传译
"

的语读者能读

懂。刘明东教授经过长期的研究将文化图式可译的理由

诠释如下：首先，文化的相似性是文化图式可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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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明显的

社会性，文化图式也因有着某种共性而可以进行语际的

转换。其次，文化的“社会习得性”是文化图式可译的保

证，人类并非通过遗传而是在社会习得中获得文化信息，

文化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人类有着很强的文化适应能力，

人类既然能习得本民族的文化，同样也能在与各民族的

交流中习得相对陌生的文化。最后，张志强认为异域文

化具有“可溶性”和“可融性”［８］，这为文化图式可译提供

了有力的后盾，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各民族间文化

的相互渗透
"

包容和融合也是大势所趋。

２．３　不同文化图式对照下的旅游文本翻译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的最大困难在于两种文化的

不同［９］。刘明东教授将文化图式的翻译方法概括为三种：

一一对应法、交叉对应法和零对应法［５］。文化翻译旨在

促进源语和的语文化的交流，寻求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２．３．１　文化图式冲突
民族差异性是文化图式冲突的根源。Ｈｏｗａｒｄ将图式

冲突理解为“读者使用了与作者意图不同的图式来理解

文章［１０］”。这是译者在翻译旅游文本时无法避免的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文化图式互

不相同甚至相悖，两者均以自身相应的图式为基准，文化

差异很可能导致相同形象在中西读者脑海中不同的图式

被激发。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交叉对应法即用的语中能

承载源语文化信息的文化图式将源语中的文化图式翻译

出来，从而使译语图式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

例１：涵虚堂：清漪园时，是一座仿武汉黄鹤楼建造
的三层楼阁，名望蟾阁［１１］。

译文：ＨａｌｌｏｆＭｏｄｅ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ｄ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ｏｆ
ＬｉｍｐｉｄＲｉｐｐｌｅｓ，ｔｈｅＨａｌｌｏｆＭｏｄｅｓｔｙｗａｓａｔｈｒｅｅ－ｆｌｏｏｒｅｄ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ｂｕｉｌ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ａｎｅＴｏｗｅｒｏｆＨｕ
ｎａｎａｎｄｃａｌｌｅｄ“Ｍｏｏｎ－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Ｈａｌｌ”［１１］．

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蟾”指住在月宫中的动物，

文人骚客常用它在暗示月亮，英语中的“ｔｏａｄ”与中文中的
“蟾”指的是同一种类的动物，但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中

没有中国读者的这些变量，在翻译这样的旅游文本时，译

者须打破文字表层的禁锢，表达出文字的内涵。可以看

出译者在翻译时有考虑到中西读者在“蟾”这一图式上的

差异，用“ｍｏｏｎ”代替了源语中的“蟾”，从而有效地使的
语读者脑海里产生了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文化图式。

再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龙门石窟，其翻译就

五花八门：“Ｌｏｎｇｍｅｎ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

“ＤｒａｇｏｎＧａｔｅ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

“ＬｏｎｇｍｅｎＣａｖｅｓ”
"

“Ｄｒａｇｏｎ’ｓＧａｔｅＧｒｏｔｔｏｅｓ”等，笔者
人为其中两处带有“Ｄｒａｇｏｎ”的译文不妥。虽然龙与英文
中的“Ｄｒａｇｏｎ”指称含义相同，但文化内涵及褒贬色彩却
大相径庭。在中国，“龙”是尊严与神武的象征，尤其在

封建社会，龙更是作为帝王的代名词，且能神化帝王的

身份和地位，如今中国人以自己是“龙的传人”为荣，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在西方国家，龙是邪恶的代

名词，如《圣经》中与上帝作对的恶魔被称为“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ｄｒａｇｏｎ”，一些圣徒以杀死ｄｒａｇｏｎ被称为英雄．在英语中，
ｄｒａｇｏｎ用指“严厉透顶之人”或“凶暴之辈”，有词典为区
别两者，将中文中的龙译为“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ｇｏｎ”，综上所述，
龙和“Ｄｒａｇｏｎ”由于在中西文化中建构的文化图式不同，
寓意有别，将“龙门石窟”译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Ｇａｔｅ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或“ＤｒａｇｏｎＧａｔｅＧｒｏｔｔｏｅｓ”会激活外国游客脑海中不好的
文化图式，也会让他们失去游览的兴趣。

２．３．２　文化图式空白
一种文化图式在另一种文化图式中可能不完整或根

本不存在，人们称之为文化图式空白。译语读者“没有一

个恰当的图式，也没办法马上建立一个图式”［９］，从而造

成图式空白。在参观中国历史古迹时，外国游客会接触

到许多历史人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但对外国

游客来说完全陌生。如浙江兰溪的济公纪念馆里写着：

“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们爱戴。”一听到“济公”，中

国读者脑海中的文化图式马上能被激活—疯癫的言语，

邋遢的穿着，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恶，对穷苦大众的无私奉

献等，但西方读者却根本不知济公是何人，如直译西方读

者只能得字面意思无法得其内涵。有译者接将其译为

“Ｊｉｇｏｎｇ，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ｏｂｂｅｄ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ｐｏｏｒ”，的语读者马上能激活脑海中 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的文
化图式，将其与源语中济公的文化图式联系起来，同时，

的语读者还能构建一个新的关于济公的文化图式。再如

某一景点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译为：Ｌｉｋｅｔｈｅ
ｄｏｇｔｈａｔｂｉｔＬｕＤｏｎｇｂｉｎ—ｙｏｕｂｉｔｅｔｈｅｈ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ｅｅｄｓｙｏｕ．
“狗咬吕洞宾”源自汉语一成语，意为恩将仇报、不知好

歹，但外国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中国文化，吕洞宾这一

陌生名字无法激活其脑海中必要的文化图式，也就不能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译者在后面加上“ｙｏｕｂｉｔｅｔｈｅｈａｎｄ
ｔｈａｔｆｅｅｄｓｙｏｕ”后，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空白得以填补，新
的文化图式得以构建，理解自然也不成问题。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些旅游文本中包含许多不

为外国游客所知的人名、地名、时间年代等等，通过类比

激活读者脑海中相关的文化图式，从而传递原文的信

息［２］。如梁山泊与祝英台比作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Ｒｏ
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ｔ”；西施译成“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称苏州为
“Ｖｅｎ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等等．
２．３．３　文化图式对应

在任何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词义反映客观世界的职能

都是对等的，所以词义在承载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时也

能反映人类的共知，而这些人类共知也体现出人类文明

的发展趋势。因此有人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共性是文

化图式对等的基础［１３］”。

文化图式对应指的语中存在能准确表达源语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式［８］，译者可以采用直译法

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式，这样既保持了源语的内容，又既

保持了源语的形式。当然其前提是两种语言有着相同或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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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文化认知语料。

例２：这里是居民区，请您离开时不要喧哗，以免影
响左邻右舍，谢谢您的合作与关注。

译文：Ｔｈｉｓｉｓ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ｐｌｅａｓｅｌｅａｖｅｑｕｉｅｔｌｙｓｏ
ａｓｎｏｔｔｏｄｉｓｔｕｒｂｏｕ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ｙｏｕｒ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ｏｕｒｋｉｎ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这则旅游文本中源语图式“居民区”与译语图式“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相对应，均含有“居民区不要喧哗，尊重他人
的良好礼仪”的含义，直译法或刘明东教授所提出的“Ａ
－Ａ对应法”能传达出相同的文化信息。
再如一酒店入住手册上写有 “酒店的保险箱２４小时

免费使用。”有译者将其翻译为本“Ｓａｆ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ｏｘｅｓ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ｒｅ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ａ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２４ｈｏｕｒｓａｄａｙ．”，
由于源语中的图式词汇“保险箱”与的语中的图式“ｓａｆ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ｏｘ”想对应，故译者将其直译，读者也一目了然。

３　结　语
旅游翻译属于实用翻译且承载着文化交流的使命．

译者应注意到旅游文本中可能导致的语读者出现图式空

白和图式差异的文化图式，在翻译诸如此类信息时，可通

过一一对应法、交叉对应法、创建新文化图式法来恰当的

传递源语信息，达到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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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ＣｏｏｋＧ．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５］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１９８７．

［６］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１９８０．

［７］田德蓓．《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述评［Ｊ］．外国语，
２００１（２）：７１－７４．

［８］刘明东，刘宽平．图式翻译漫谈［Ｊ］．外语教学，２００４
（４）：５０－５２．

［９］Ｈｏｗａｒｄ，Ｒｏｂｅｒｔ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ａ：Ａｎ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ｓｓｅｌ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１９８７．

［１０］颐　文．颐和园［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刘丽珍，韩　珍．文化图式下“黄色”的英汉文化对

比［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８（３）：１５２
－１５４．

［１２］唐永辉．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旅游资料汉英翻
译———以邵阳旅游景点为例［Ｊ］．邵阳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７７－７９．

［１３］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实现手段［Ｊ］．中国翻
译，２００３（２）：３０－３３．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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