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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西方翻译研究学派中文化学派理论的界定入手,以2017年11月20日发布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及笔者自身参与公示

语英译实践中搜集的资料为语料,在多元系统学派创始人佐哈尔的翻译理论大背景下,对比文化学派巴斯奈特等人的文化转向理论分析文化、语

言与翻译的关系,思考翻译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旨在思考文化转向的基础上为构建“翻译转向”提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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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宣翻译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凸显出十分重要的地位,公

示语英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种,不仅是外籍游客来华能否快速得到所需服

务和信息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反映我国对外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我国

首个关于外语在境内如何规范使用的系列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

写规范》(以下简称《标准》)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17年11

月20日联合发布,自2017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文化、娱

乐、体育等共13个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并提供常用的

上万条规范译文,但同时对公示语英译实践与研究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文

化转向与翻译实践中的翻译转向提供思路。 

1 文化转向的理论流变 

自解构主义运动以来,语言学派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等”

(Equivalance)开始遭到严重的质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曾批判,“‘对

等’不再适合作为翻译理论的一个根本概念,‘对等’这个术语,除了不准

确和界定模糊之外,它还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语言之间是彼此对称的,而

语 言 之 间 除 去 模 糊 的 对 应 关 系 外 不 存 在 这 种 对 称 。” (Mary 

Snell-Hornby,1988：22)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多元系统学派的创始

人佐哈尔将翻译文学作为其重要的考察对象之一,借助俄国形式主义文

艺理论的多层次文学体系说,深入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从而提出“多

元系统”理论。20世纪60、70年代,翻译文化转向已经初现于众多语言

学理论中。 

1972年,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霍姆斯提出以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术语作为学科名称,此举不但为翻译学科正

名,也让翻译学科研究更多元,更促进翻译研究的转向。1990年文化学派重

要代表巴斯奈特与勒弗维尔合编一本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文化、

意识形态等多角度切入,正式提出“将翻译视为文化与政治的活动的的转

向”这一口号,霍恩比在被上述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中将其称为“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巴斯奈特与勒弗维尔采纳了这一术语(杰里米·芒

笛,2014：181),翻译研究学派开始进入“翻译的文化转向”阶段,文化转

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翻译理论界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中国翻译

界在晚于西方大致十年后也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内翻译理论学

者张思永通过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之趋势进行梳理和预测,将翻译

领域的文化研究大体上分为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及

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三类。 

2 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的文化、语言与翻译关系的思考 

2.1文化、语言与翻译的关系 

首先,文化和语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是文化

是语言的结晶。“语言是翻译中的核心问题,言语是包括文化信息在内的一

切信息的载体,所以文化研究也必须通过对文本的文化解读获得,而不是

通过外在性研究获取。”(吕俊、侯向群,2010)其次,语言作为翻译的工具,

翻译是语言的阐释。纽马克指出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问题。“翻译研究

的文化转向”提出,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从语言角度对语言进行详细阐释,

并探讨翻译的局限性,拓宽翻译研究的范围。因此,在翻译和语言二者的关

系中,以语言为工具,以翻译的哲学意义为导向,将翻译研究从“散落在其

他较为古老的学科之中”(杰里米·芒笛,2014：17)变成散落在其他新兴

学科之中,才能真正达到语言与翻译二者的共生。最后,文化是翻译的前提,

翻译是对文化的传承,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深深植根语言

所处的文化之中。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与文化间的交流”,

“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Bassnett & 

Lefevere,1992：8)。正因如此,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为文化交流

也包括文化之间相互交流。 

2.2“文化转向”向“翻译转向”迈进中的翻译缺失 

“文化转向”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将对翻译的内部研究转向对

翻译的外部研究。文化研究的深入使学者们注意到语言问题、翻译问题,

并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资源,形成所谓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从而从

外部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谢天振,2006：5)。笔者认为是文学研究

的兴起和文化学派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共同刺激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因

为“翻译转向”让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使

但又隐去了作者的主观迹象。由于作者没有提供更多实际证据,很有可

能只是作者猜测,但却以中国的立场表述,故意给读者造成真实、客观的

感觉。 

3 结语 

新闻英语由于特有的文本特征,存在大量语法隐喻,这些隐喻在新闻

语篇的客观和简洁表达、达成作者写作意图、以及语篇衔接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对语法隐喻的解读还有利于更深入理解作者的深层次含义,也是

理解语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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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学科得以交叉研究,但因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焦点仍大多集中

在文化对翻译活动的控制,所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中的翻

译转向并没有达到平等。 

2.3从公示语英译视角看文化走出去的两大桎梏 

笔者在参与公示语英译实践中和对《标准》的学习中发现,公示语英

译所体现出的问题在于语言规范问题多,例如,违反合法性原则、违反准确

性原则、违反规范性原则、违反通俗性原则,以及警示和提示信息的译文

未兼顾文明性原则,公共应急指示标识不够完善。而在实践过程中,即使如

今的《标准》为公示语英译提出规范性意见,但对于翻译学习者和翻译研

究者而言,这并非代表公示语英译可以就此停止研究。因此,公示语英译问

题多且没有作用于翻译学习者和翻译研究者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两大桎梏。 

3 将文化转向落实到翻译转向的策略提出 

3.1推动翻译转向,重拾文化经典 

德贾斯维尼·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任务就是文化

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能够理解的术语。”(张京

媛,1999)为了让我国翻译历史任务在翻译转向的过程中既不丧失主流意

识,笔者认为应当重拾我国的传统文化、鼓励经典国学作品阅读、重视文

化典籍翻译,并对经典国学作品翻译的不同版本进行赏析研究,把翻译看

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 

3.2把握翻译转向时机,推动国内翻译流派的建立 

原本狭义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和话语研究。

在我国处于亟需发生翻译转向时,应该在考虑翻译文本的历史问题或历史

具有有效性原则的基础上,把握时机,梳理和归纳积累多年来我国学者的

译学研究,建立起我国的翻译流派更加符合我国传统译学与译论建设的实

际情况。 

3.3审视理论实践的关系,落实翻译人才培养 

笔者认为是语言规范问题多是导致理论实践不平衡的原因,而理论实

践不平衡又反之让语言规范问题多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三：第一,

翻译实践在文化传播的影响下加速,翻译理论的研究来不及为翻译实践提

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第二,许多翻译研究者过分关注对文化的研究而忽视

对实际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本身的研究,造成翻译的理论体系与翻译实践

脱节,也就是说,我们一味的做研究,忽视对翻译实践的纠正和思考；第三,

翻译实践者的输出与翻译者自身的翻译理论的输入不成正比,这也许是因

为翻译教学中,教师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分配和把握有所不同,亦或

是“重理论轻实践”、“没有实践何来理论”,“没有理论如何实践”的悖

论形成的矛盾。基于以上三个原因的分析,笔者针对文化转向的背景,从文

化走出去与语言规范问题多及理论实践不平衡相矛盾的角度提出三点意

见：(1)重新探索文化翻译和翻译文化的关系；(2)公示语英译或外宣翻译

人才应担负起“文化大使”的角色；(3)翻译学习者应当提升文化敏感度,

广泛阅读,学习和鉴赏国学,培养文化责任感。针对翻译转向倾向,从文化

走出去与翻译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两点意见：(1)进一步思考MTI课程设置,

尤其注重典籍翻译的涉及和译者语言功底的培养。(2)就翻译课程教授者

而言,教师应当重新思考教学准备和安排,多引导学生有效思考和阅读,激

发学生的探索和求知欲,将身边的翻译素材引进课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外宣翻译还是公示语英译都值得我们从文化转向理

论角度出发深入思考,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处于文化转向的

进程中,笔者在结合文化转向理论,分析《标准》与自身参与的公示语英译

语料,指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两大桎梏,针对语言、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

释出将“文化转向”向“翻译转向”拓展,并结合其发展所带来的思考,

表明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国内翻译研究应关注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

以此可表明未来文化研究的发展道路之一就是通过阐释性的文化翻译使

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的道路,从翻译学习者和翻译学研究者的角度提出

“翻译转向”的优化策略,进而推动我国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流派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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