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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替换或舍弃

———英语习语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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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语言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意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习语中的文化意象凝聚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在翻译过程中

可以加以保留、替换或舍弃。译者需要兼顾源语中的文化意蕴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依据语境需要

灵活处理习语中的文化意象，尽可能传递源语中的语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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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术语，在传统意义上接

近于“形象”，但比“形象”更抽象，是“想象力重新建

造出来的感性形象”［１］（Ｐ１０３８）。意象是“说写者经过审

美经验的筛选，融入特定的‘情感和意味’，用语言媒

介呈现出来的并能勾引起听读者的心理画面和文化

回忆的某种物象”［２］。由于生存环境、历史、文 化 传

统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民族往往各具独特的文化

意象，包括动物意象、植物意象、色彩意象、数字意象

等，这些意象具有相对固定的文化寓意。“文化意象

作为记录文化的语言符号，是一个民族生命或某一

共同体、某种生活方式的历史沉淀和民族文化精神

的内核，它往往充满了鲜明的想象力、意象性。”［３］随

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语言所蕴涵的丰富的

文化意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不少跨文化交

际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撰文探讨文化意象的翻译问

题，如 舒 奇 志《文 化 意 象 的 互 文 性 与 文 化 意 象 翻

译》［４］；孙 桂 英《文 化 意 象 的 互 文 性 及 其 翻 译 策

略》［３］。本文将以英语习语为切入点，分析英汉翻译

中文化意象的处理方法。

　　一、恰当处理文化意象的重要性

习语是语言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表

达式，有着 结 构 的 稳 定 性 和 语 义 的 统 一 性 等 特 征。

英语习语来自宗教、历史、习俗、神话、文学作品等，
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许多习语含有鲜明

而生动的文化意象，比如，Ｐａｎｄｏｒａ’ｓ　ｂｏｘ（潘多拉之

盒，指灾难、麻烦或祸根的根 源）、ｓｏｕｒ　ｇｒａｐｅｓ（酸 葡

萄）、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Ｇｏｌｉａｔｈ（以 弱 胜 强），ｔｏ　ｍｅｅｔ　ｏｎｅ’ｓ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遭遇严重挫折）等，包 含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沉淀。有的习语有缘可查，有的习语却年代久远，
已经无法把其中的文化意象与习语的整体含义联系

起来。在习语翻译的过程中，能否恰当地处理文化

意象，既关系到读者对源语的理解，又关系到源语所

承载的文化信息的传递。译者既要在忠实于源语的

确切含义的前提下，形象、生动地传达原文意思，又

要确保所译习语通顺易懂、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力求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等值的反应，即让

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５］比如，

ａ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ｅｅｐ如果直译为“黑色的羊”，虽然保留了

源语中“羊”的形象，却无法传达出该习语的独特语

义“败类”，此 时 只 有 把 它 翻 译 为 汉 语 成 语“害 群 之

马”，才能实现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成功对接，创造

出等效翻译。
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把一种语言中的

文化意象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时，完全的文化对等

是难以实现的。［４］英语习语中的文化意象能否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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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读者中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译者的翻译方法。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形式上的

对等，还必须考虑源语意象所蕴涵的文化特征，同时

兼顾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习惯。恰当地翻译和

传递文化意象是翻译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我们

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等效翻译，以
促进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二、习语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保留、替换与

舍弃

　　（一）文化意象的保留

由于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具有共通性，更由于人

的感知与思维具有共通性，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客观

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就具有共通性，这就使得

不同语言会有相同或高度相似的文化意象。有些英

语习语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在内涵上与某个汉语成语

高度相似，我们只需直译过来，就能比较完整地保存

源语的表达方式和意象，同时又不妨碍汉语读者的

理解，比如ａ　ｃａｓｔ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空中楼阁）、ｎｅｗ　ｗｉｎｅ
ｉｎ　ｏｌｄ　ｂｏｔｔｌｅｓ（旧 瓶 装 新 酒）、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黄 金 时

代）、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ｉｓ　ｈｏｔ（趁热打铁），这样

的译文保留了源语中的修辞手段和文化意象，无论

是在字面上 还 是 在 内 涵 上 都 成 功 传 递 出 源 语 的 信

息。
文化意象的保留既可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全部保

留，也 可 以 在 保 留 的 同 时 进 行 意 象 的 增 减。比 如

“Ｍａｎｙ　ｈａｎｄｓ　ｍａｋｅ　ｌｉｇｈｔ　ｗｏｒｋ”这一习语以提喻手

法表达“人手多，工作变轻松”之意，与汉语成语“众

人拾柴火焰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可以用

后者翻译前者，在保留“人手多”这个形象的同时增

加“拾柴”、“火焰”等形象，但是两者所传达的语义是

一致的。再如，“ｔｏ　ｂｕｒｎ　ｏｎｅ’ｓ　ｂｏａｔｓ”与汉语的“破

釜沉舟”在文化意象和语义上都比较接近，前者源于

凯撒大帝下令焚舟的故事，后者源于项羽破釜沉舟

的故事，两者均表示“自断退路、志在必胜”之意，虽

然意象不同，但寓意相同，可谓最自然贴切的翻译。
（二）文化意象的替换

有的英语习语与某个汉语成语的语义相同或十

分相近，但所用比喻形象不同，这时不妨套用汉语成

语，用汉语读者所熟悉的文化意象替换源语中的文

化意象。比如，“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本
义“一石二鸟”，与汉语成语“一箭双雕”语义相同，我
们不妨用“一箭双雕”替换其文化意象，这样更便于

汉语读者的理解。“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ｏｆ　ｏｎｅ’ｓ　ｅｙｅ”出自《圣

经》，字面意义为“眼中的苹果”，实际意义是“心爱之

物”，可以替换为“掌上明珠”。在语义相同或十分相

近的前提下，替换文化意象虽然丢失了源语的文化

意蕴，但是译文的表达方式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

惯，所传递的信息更易为译入语读者理解，可以再现

源语所具备的语言效果，因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

译方法。
（三）文化意象的舍弃

有的英语习语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在汉语中没有

对应的表达方式，译者如果拘泥于源语的文化意象，
可能导致译入语读者不理解甚至误解。比如有人将

“Ｉ’ｍ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ｗｓ　ｃｏｍｅ　ｈｏｍｅ”译为“我会

和你在一起，直到奶牛们都回到家”。这样的译文着

实让人费解。其实，习语“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ｗｓ　ｃｏｍｅ　ｈｏｍｅ”
的本义是“很长时间；永远”，它所包含的文化意象难

以被汉语读者所理解，而要解释清楚这个意义的来

龙去脉又颇费篇幅，这时不妨舍弃源语中的文化意

象，直 接 取 其 本 义“永 远”。又 如，“ｔｏ　ｅａｔ　ｏｎｅ’ｓ
ｗｏｒｄｓ”如果照字面意义译为“食言”，表面上保留了

源语的意象和结构，实际上完全无法传递出“收回前

言，承认错误”之意。在译入语中缺乏相应的文化意

象，而保留源语意象又无法再现源语的意义和内涵

的情况下，译者不妨舍弃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及其相

应的民族性和直观性，直接还原源语的本义，以避免

译入语读者的不解或误解。

　　三、文化意象的灵活处理

对于特定习语中的文化意象，既可以采用上述

三种方法中的一种加以处理，又可以同时采用多种

方法。比如，在倡导异化翻译的背景下，不少译者主

张将“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直译为“一石

二鸟”，而不是替换为汉语意象“一箭双雕”，这样就

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意象，输入了异国情调，丰富了汉

语的表达方式，从而增进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

流。有的时候，保留文化意象可能会令译入语读者

觉得陌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表达式可能会被广

泛采用，从而成为译入语中富有表现力的固定成分，
比如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　ｔｅａｒｓ（鳄鱼的眼泪）、ａ　ｗｏｌｆ　ｉｎ　ｓｈｅｅｐ’

ｓ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披着羊皮的狼）、ｔｏ　ｓｈｏｗ　ｏｎｅ’ｓ　ｃａｒｄｓ（摊

牌）等。
处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习语的语境，译者需要

根据上下文灵活处理，在忠实与通顺的前提下，综合

考虑源语中的形象、文化内涵、神韵与译入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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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华盛顿邮报》对

斯诺登的报道还是比较客观的。

　　四、结语

虽然三家报纸在报道同一事件，并且都想尽可

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但由于作者受到自己已形

成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的支配，三篇新闻语篇对

同一事件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国日报》态度鲜明，
大量引用美国官方对此事件的发言，揭示美国对此

事件的反应，并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因斯诺登曝光的

棱镜项目而面临国会批评，对美国的棱镜项目持批

评态度。《卫报》大量引用俄罗斯官方对此事件的发

言，揭示俄罗斯对此事件的反应，但态度不够明朗，
比较暧昧，强调此事件在俄反应复杂。而《华盛顿邮

报》的报道引用美俄双方以及斯诺登本人及其律师

对此事件的反应，揭示此事件在美俄两国引起的反

应，对俄罗斯的批评最直接、最强烈。
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自觉地选取语

言项目和表达方式，这些都体现了人们的意识形态。
从批评语篇视角对新闻报道进行解读，可以客观反

映出语篇制 造 者 如 何 使 用 语 言 影 响 人 们 的 意 识 形

态，有助于读者阅读新闻报道时进行批判性分析，加
强对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及对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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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和表达习惯，力求最大限度地传递源语的信息。
比如歌手Ｃｌｙｄｅ　Ｍｃｐｈａｔｔｅｒ的歌曲Ｉ’ｌｌ　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ｗｓ　ｃｏｍｅ　ｈｏｍｅ是 一 首 抒 情 歌 曲，其 中 的 习 语

“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ｗｓ　ｃｏｍｅ　ｈｏｍｅ”既 可 以 译 为“永 远，一 辈

子”，又可以译为“地老天荒”，其中文 化 意 象 的 舍 弃

不会影响歌词涵义，因此是可行的。

　　四、结语

习语中的文化意象凝聚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

和人类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感 受，在 翻 译 过 程 中 可 以

加以保留、替换或舍 弃。译 者 需 要 兼 顾 源 语 中 的 文

化意蕴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依 据 语 境 需 要 灵 活 处

理习语中的文化意象，尽可能 传 递 出 源 语 中 的 语 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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