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领域一直致力于追求等效翻译的最佳目

标，即读者能够从译文中获得与原作等量的信息，

但要达到这一最佳目标和效果并非易事。这是由

于两国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如地域文化差异、生活方式与习俗差异、宗教信

仰与价值观念差异等，这些因素表明了跨文化的翻

译存在一定的限度，翻译中无法达到非常完美、理

想、精确的翻译效果，而是尽量做到翻译的大致相

同或基本一致[1]。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翻

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可译内容，进而产生了文化

的可译性限度。

一、文化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这是

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经验与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或

相通性，所以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互通性，从而

产生了文化的可译性。但又因不同国家有着各自

的文化底蕴和语言材料，且各国人的思维、观念、意

识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因而语言和文化也存在不

可译性的可能。只是这种文化的可译性和不可译

性之间的界限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相互存在、相

对变化发展着。

（一）可译性

一般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基础在于人类

思维具有普遍性，由于原语和译语是对同一物质世

界的反映，所以任一语言都可以通过另一种语言来

传达思想内容。同时，又因人类社会在这个物质世

界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存在共同

性，于是人类的思维、思想情感、认识观念等存在着

一定的共通性，这就表明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之间

存在着相似性与相融性，从而为不同国家在跨文化

交流中提供了译语和原语之间相互沟通、转换及理

解的可能性、基础性[2]。此外，由于人类有着大体相

同的思维规律、生活与社会经验，而文化的产生与

形成又与人类的思维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感知有

关，于是也就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转换与翻

译的可能性。虽然，不同文化在进行概念的词汇编

码、范畴划分中具有差异性，不过不同文化的任何

概念都能够在其他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编码，

唯一的区别就是编码难易程度具有差异，所以验证

了文化的可译性，但又决定了在文化的翻译中存在

可译性限度。

（二）不可译性

在理论上语言研究者们论证了文化的可译性，

但他们也不可避免要认可文化的不可译性。作为

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语言文字充当着不可替代的

角色，不同区域、国家、民族其独特的物质生产、社

会活动都可通过语言文字来反映，但因地理环境、

历史发展、文明程度的不同，各区域与民族在思维

方式、语言结构、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进而

形成了文化的差异性。这正是如此，原语和译语在

转换与翻译的过程中会遭遇阻碍，进而产生了文化

的不可译性[3]。经研究整理发现，文化翻译中的不

可译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入语的表

达形式缺少与原语相对等的语言形式，一种语言在

语义表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某一形式来体现某一

概念、某一形式特征，但在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

过程中因缺乏既能满足语义概念表达又体现形式

特征的相对应表达形式，于是就出现产生了不可译

性，这是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根源。另一方

面，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在译文中缺少应有的表达形

式，即译文中还尚未有能够表达原语思想的对应语

言表达，导致了文化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

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长期以来，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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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没有停止，因此人们提出了文化可译性限度的观

点。原语和译语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基础，但原

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又造成了两者转换的

阻碍和限度，语言学家刘宓庆提出了语言翻译转换

的障碍主要包括五大类：语言结构的障碍（如双关

语、文字游戏等）；惯用法障碍（如词语搭配、成语结

构等）；表达法障碍（如主动与被动、正说与反说

等）；语义表达障碍（如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等）；文

化障碍。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语音层

在语音层面上，如pun（双关语）、riddle（字谜）、

poetic rhyme（诗歌韵律）等，这些都是通过语音这一

特殊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段来传达思想内容，在两种

语言的翻译和转换中存在一定的可译性限度。以

刘禹锡《竹枝词》中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晴”为例，这一句中“晴”和“情”构成了双

关语，因而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具有较难的可译性，

译者为使翻译不失去原句的韵律只能从其他字句

上来弥补，故而翻译为“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belovde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二）词汇层

上文提到原语和译语因文化差异、习俗差异等

而造成负载文化内涵意义的词汇层面的可译性限

度，即原语中词汇所表达的对象对于译语来说属于

新概念，所以无法在译语中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事

物、概念或表达形式，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数量，于

是往往出现可译性限度。如汉语中的“炒面”在英

语中没有相关的概念，于是只能译为“chow mien”，

并且还要添加备注“a Chinese food made of meat，

vegetables and noodles。

（三）语法层

在语言表达上不同的语言其语法结构具有很

大差异性，因而增加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英语

和汉语在语法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时态、

语态、句型法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语言

习惯，因而需要在英汉互译中留意两者之间的差异

性，积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来降低翻译中的不可

译性程度。

（四）文体层

语篇是语言的主要交际单位，人们在语篇交际

过程中会受到各种语境因素（如交际目的、参与者、

场合等）而形成不同的文体，又因不同时代、作者因

素的影响，使得语篇具有不同的文体风格特征，这

给翻译也造成了一定的可译性限度。为在译文中

恰如其分的表现出原文的文体风格，这需要译者运

用不同的翻译手段或补偿策略来解决。

三、文化可译性限度的翻译补偿策略
在等效翻译理论指导下进行互译的作品种类

繁多，其可译性限度并不相同。为了达到最佳化、

理想化的翻译效果，译者通常会采用相关的翻译补

偿策略有效解决文化可译性限度问题。

（一）直译

尽管经过漫长岁月的分化，人类开始出现显著

性的差异化特征，但在物质世界中，人类所经历的

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相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

的思维与情感在形成不同语言文化之外，也包含了

一定的共通性，因此，中文与英语在一些形象的表

达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契合度。对于这种可译性极

高的词句表达，一般会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方式来

对待，保留形象的直译方式指的是原文在翻译中可

以找到基本相同或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即使对原

文进行字面翻译也能够传达词语全部信息，无需改

变原文中词语的形象。如 Misfortunes never come

alone（祸不单行）、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is the

teacher of the future.（前事不忘后事之师）、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失败乃成功之母）等。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句子在翻译过程中虽然没有现成的词

语可供翻译，但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可以在不改变原

句意思的基础上，采用形象直译。如谚语沉默是金

可翻译为“Silence is golden.”、眼不见心不烦可翻译

为“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等等，不管原文运用什

么样的表达手法来展示形象，只要读者在进行译文

阅读时能够与原文读者产生相同的联想，就要采用

保留形象直译。而从这些形象直译语句上不难看

出，中西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中已经渐渐有所融合，

很多谚语、俚语或成语等都有着相似的地方，对于

这一可限度小的翻译类型大多数都会采用直译方

式。

（二）改译

英语和汉语的语言体系互不相同，在表达方

面，中西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差异

性决定了在英汉互译中不可能出现所有的事物都

采用直译方式进行，大多数的表达还是需要通过适

当的转换形象来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翻译

差距，保证原文与译文效果对等[4]。如在汉语中“爱

屋及乌”意思是喜欢一个人而连带着爱他屋上的乌

鸦，比喻为爱一个人而连带着关心与他有关的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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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英文中就会将乌鸦换成常见的动物翻译

为“Love m e, love my dog”。还有一些英文中有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的俚语，这句话在中文

中同样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转换形象的句

子。再比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放在中文

中则会被翻译为“一箭双雕”等等。这些具有一定

文化气息的成语或俚语在中西方读者的感受中所

形成的形象并不相同，但在联想的范围内却十分相

近，如果这些词语在中西方读者中产生了相同的作

用，就可以采用转换形象的改译策略来实现中英等

效翻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英文对于颜色表达

的词语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翻译过程中要

格外注意采用转换形象进行意译。如中文的“红

茶”在英文中的表达为“black tea”，“青丝”表达为

“black hair”，“红糖”表达为“brown sugar”等等，这些

颜色在中西方的表达中并不相同，如果采用直译的

方式只会让读者产生误解，尽管颜色发生了变化，

所指代的事物却是相同的，对于中英文读者来说依

旧会产生对等效果，这些颜色词与原文形象不再保

持一致，但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丢失原文风格，尽

管其具有一定的限度，却仍然具有可译性。

（三）意译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各自文化的独特性，

随着社会制度、风情民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逐渐

不同，中西方的很多语言已经随着岁月的沉淀形成

了自己独有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

无法采用直译或转换形象改译的方式进行，如果要

对其进行翻译，只能完全丢弃原文中的形象，通过

译者对于该文的理解来进行意译[5]，以此减少阅读

时造成的语感差异。在中文里成语和谚语都难以

被翻译，通常需要舍弃原文的形象，对其含义进行

解释，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木已成舟（What's been done can't be

undone.）”、“爱财如命（skin a flea for its hide）”等，这

些成语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所沉淀下来的，

如果进行直译必定会让读者产生误解。而采用舍

弃形象的意译方式虽然不能生动的诠释原文的形

象含义，但解释出了成语的深层意义，在阅读的过

程中并不会给读者造成很大的理解偏差。在等效

翻译理论中，舍弃形象意译的翻译技巧适用于可译

性限度较大的文章，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可能会出

现很大的不同甚至与原文形式完全不一致的情况，

但能够保证读者获取与原文相同的信息，因为在舍

弃形象意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对原文翻译进行加

注，以此来还原原文中的具体事实和意境，让读者

能够感受到原文作者所采用的语法特点是如何进

行文字创作的，从而烘托出一种有趣的气氛[6]。虽

然译文读者无法与原文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创作情

感，但却能够理解原文读者对作者创作的欣赏，从

而获得全新的阅读享受。

四、结语
总之，等效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界较为推崇的一

项翻译原则，其所强调的原作对于译文的影响使英

汉互译的作品有了更深层的意义。等效的概念既

揭示了译文创作的真实目的，同时也对相关的翻译

工作者提出了更高一层的要求。要做好高效率、高

质量的翻译，就必须在重视形式对等的同时，在内

涵上达到与原作的统一和还原，进一步缩小英汉互

译的可译性难度，从而更好的传达作者的创作意

图，使译文变得更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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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quivalent translation theory plays decisive role in the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the

equivalenttranslation theory emphasizes the effect of the original to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tendency of language

and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effect. By u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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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e Tao was a famous poetess in Tang Dynasty. There are fouty-four presenting poems in Xue Tao's

existing ninety-one poems. The study on Xue Tao’s presenting poems trans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elp the

target readers understand Xue Tao herself and Xue Tao's poetry. German translator Gutt applied relevance theory to

translation study. He put forward that translation was an ostensive inference -- communicative activity.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on is to guarantee the success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relevance theory,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presenting poems translation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Xue Tao's poetry are studi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translation of Xue Tao's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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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Qichao is the very contribution educator in modern times, his though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ainly focu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al, human nature, equality, social, humanistic and interesting and

teacher training. These thoughts still have valuabl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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