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翻译学是近年由国内学者胡庚申提出的

全新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

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重

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关注翻译生态语境

对翻译选择的制约，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努力

适应生态环境做出最优化选择与适应的三维转换

的过程。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胡庚申为代表

的众多学者不断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依据、基本概

念与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并有力地回应了若干学者

的质疑与声讨，通过对问题的反复商榷，生态翻译

学已日趋成熟，正朝着科学、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通过检索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中国知网、百度、谷歌等网站资源发现：生态翻

译学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实践的众多领域，如

诗歌翻译、外宣翻译、旅游翻译、电影片名翻译、多

种文学译本的对比研究、对经典翻译思想的生态诠

释等等。实践证明，生态翻译学可以为翻译实践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本文试图以“厉害了，我的

X”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网络新词“厉害体”

的产生与英译，企图为汉语网络新词的英译提供新

思路。

一、网络新词“厉害体”的产生

生态翻译学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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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者生存”和中国古典哲学之“天人合一”“中庸

之道”“人本思想”为理据，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

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译

者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

择活动[1]。这一点似乎与网络新词的生成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众多的网络用语，之所以一些能成为

经典，备受追捧，一些却被划入不入流之列，也经

历了一个适应语言生态环境而求存择优、汰弱留

强的过程。

“厉害了，我的X”是2016年新晋流行语。其缘

起有两个版本：版本一：同学聚会，一同学指着外面

的宝马说：厉害了，我教师，另一同学指着外面的奔

驰说：厉害了，我医生。另一同学指着外面的保时

捷说，厉害了，我律师。最后我指着外面的出租车

说：厉害了，我的哥。这里的“厉害了，我的哥”意思

是我作为出租车司机，很厉害，带有自我调侃的语

气[2]。版本二：一名中学生军训时玩“王者荣耀”被

教官抓住，然后教官帮他把这把游戏玩完，在游戏

过程中，教官一路超神，三杀四杀五杀，无人能挡，

惊呆了的队友纷纷表示：厉害了我的哥！这里的

“厉害了，我的哥”意思是教官很厉害，带有赞美、惊

叹的语气[3]。这句完美机智又不失调侃幽默的称赞

语引发了网友的竞相模仿。随着“厉害了，我的哥”

的流行，语言类推机制开始起作用，“哥”可以换成

任意值得称赞的“人和事”，就生成了“厉害了，我的

X”构式，各种搜索引擎一度被“厉害了，我的X”刷

屏。但随着使用的频繁，“厉害体”的表义更加丰

富。除了表达惊叹、赞许之义，此类流行语还可表

示消极的情感，具有反讽、惊叹的意味，如：“厉害

了，我的哥! 没考过科目二就上高速”[4]。还有一类

“厉害了”不表达称赞和反讽，其实义已经弱化，用

来表达惊叹的语气，具有强调作用，类似于“重要的

事情说三遍”，加强语气、吸引读者眼球。这类“厉

害了”更像是一个话语标记。

二、三维转换与“厉害了，我的X”的英译

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

交际的沉淀，而交际又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由此

可见，语言、文化和交际三大因素密不可分。生态

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多

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

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可能产生恰

当的译文。”[5]下面以“厉害了，我的X”为例，分析

三维转换原则在汉语网络新词翻译中的具体应

用。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汉语新词英译在充分考虑了翻译的整体生态

环境后，首先应该考虑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从句式到用词都存在较大差

异。如汉语是意合语言，突出语义特征，而英语则

是形合语言，重形式衔接，对句子成分、语序、和成

分衔接要求很严格。而汉语网络新词作为一种非

典型的、打破常规句法的网络流行体，在英译过程

中如何实现语言维的有效转换，更是译界朋友们所

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电影标题“厉害了，我的

国”的英文翻译，网络上有出现诸多版本，如:“How

marvelous, my China”，“My country is awesome”，或使

用 其 他 偏 正 式 的 词 语“remarkable, impressive,

outstanding”代 替“awesome”，还 有“My country

rocks”。 CCTV-1 打 出 的 英 文 标 题 为“Amazing

China”。综合考虑几种版本，头两种译名有违电影

片名简明扼要的特点；几个偏正式词语则略显正

式、生硬，不符合网络新词“厉害体”生活化、口语化

的特征，且不能充分地再现原词所蕴含的丰富的情

感内涵；“My country rocks”用来翻译一个弘扬中国

精神与文化的主旋律影片，又似乎有点登不上大雅

之堂的嫌疑；再看，“Amazing China”，囿于电影片名

简洁性的要求，译者用偏正结构代替原语先“说明”

后“话题”的结构，amazing可以很好地再现原词“厉

害了”的惊叹、赞美之意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之感，

“China”面向的是全世界，即向全世界人展现一个崛

起的中国，比“My country”更显大气。综合考虑，译

名“Amazing China”与原语“厉害了，我的国”看似没

有做到形式上得完全对等，实则是译者顺应翻译生

态环境做出最佳适应性语言选择的结果。再如：

“厉害了！祖孙三代都是火车司机，56年把中国火

车开了个遍!”[6]此句中的“厉害了”一词，饱含了说

话者对所提及列车世家的强烈的崇拜与敬畏之情，

若简单译成“Great/Awesome！”，不管在情感表达还

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方面都略显不足，不利于再现汉

语网络新词的独特魅力，更不利于中国汉语语言文

化的对外传播。“厉害体”作为一种网络新词，其魅

力在于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强烈的情感表现力，若

两者兼不可得，就不能成其为好的翻译。笔者以

为，翻译此句中的“厉害了”一词，要实现语言维的

最佳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还应还原该网络新词先

说明后话题的结构，适当增词，译成“Awesome, my

honorable railway family! ”。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汉语新词

·· 98



英译过程中，要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保证信

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译者需要关注“原语文化和译

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7]。如：甘肃每

日新闻网中“厉害了，我的哥！兰州启用直升机疏

导交通”[8]若把“厉害了，我的哥”翻译成“Awesome,

my brother”，便是对原句文化内涵的错误传递，译入

语读者将不知所云。在此用例中的“我的哥”的实

义已经虚化，相当于一个话语标记，功能上具有连

接性，语义上具有真值条件性，即话语的有无不影

响语句的句法合法性。所以，英译过程中，译者应

充分考虑两种文化的差异，灵活变通，在追求语言

形式对等的同时保证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笔者

认 为 ，此 句 不 妨 翻 译 成“Cool, Lanzhou city!

Helicopters should be used to disperse traffic.”，既最大

程度再现了“厉害体”的独特语言结构，又不至于引

起文化误解，实现了文化维的最佳适应性选择转

换。再看，2016年《新浪旅游》的广告宣传语“厉害

了你的圣诞！圣诞去哪儿”，若译成“Amazing, your

Christmas”，其语言平乏程度，难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更别提要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了。此外，这种简

单的字面复制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译入语读者而

言，也是没有美感可言，违背了对外传播汉语网络

新词独特语言魅力的初衷。所以，鉴于两种文化的

异同和广告宣传语的特殊要求，翻译过程中，译者

可以在尽可能忠实原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对此句做

归 化 处 理 ，将 其 译 成 ：“Amazing, a special and

memorable Christmas waiting for you. Perfect places to

go.”，从而更好地传达原句文化内涵。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7]。它要

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

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实现。如“厉害

了，我的哥! 没考过科目二就上高速”中，“厉害了，

我 的 哥 ”若 翻 译 成 为“Amazing/Awesome, my

brother”，就是对原语交际意图的错误转达。英语文

化中，“amazing、awesome”是用于赞美别人的颇具褒

义色彩的口语表达，而此例中的“厉害了，我的哥”

则有强烈的反讽意味。笔者认为，不如译为

“Something you are”,“something”表意可褒可贬，符号

原语“厉害体”口语化的语体特征，又很好地再现了

“厉害体”这一新词新语的先说明后话题的倒装结

构，较好地实现了交际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再

看，“这令人窒息的刀工，厉害了我的西瓜”[9]中“厉

害了我的西瓜”，将其直译为“Cool/Amazing, my

watermelon”，极有可能会引起译界朋友们的非议。

乍看之下，本句意在表达对民间艺人刀工的赞美与

惊叹，译成“Cool，my folk art”应该更符合说话者的

本意，实则不然，该语境中“厉害了，我的西瓜”所要

真实传达的是对西瓜，作为一种水果，竟然还具备

雕刻功能、还能塑造出精美的造型的一种夸赞。所

以，相比之下，直译更能贴切地传达原句的交际意

图，同时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

三、结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深入对比分析了汉语

网络新词“厉害了，我的×”的各种翻译。通过分

析，我们发现好的译文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

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的结果，只有同时体现“三维”原则的译文才是“整

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当然，在具体翻译实

践中，我们有可能对其中的某一维度稍有侧重，顺

序也有先后之分，但其中任一维度的最佳适应性转

换都是建立在对其他维度充分考虑的基础上的，语

言、文化、交际三者相互牵制、互联互动。实践证

明，生态翻译学理论不仅可以为新词新语的产生过

程提供科学的解释，其三维转换原则在汉语网络新

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有助于提升译文质量，进而

实现译品的生存、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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