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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类文本的语言特色及其译介分析

周　莹１，　张晓鹏２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２．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民俗类文本兼具文学性和学术性的语言特色，进而概括总结了翻

译此类文本常用的策略和技巧。结合《蔚县剪纸大师任玉德作品解析》一书的英译文本进行案

例分析，探讨了源文本中的并列修饰成分和四字结构等翻译难点的处理方法，分别运用归化和

异化的策略进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期对今后此类文本的译介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俗类文本；文学翻译；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１６．０１．１４

　　一、引言

河北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很多 被 国 家

乃至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笔者通

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此类文本的译介工作

多为说明书式的个例介绍，且翻译水平良莠不齐，
没有形成体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
要把河北地方的民俗文化更好地推介出去，通过

译介工作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河北，关注河北

民俗文化。
民俗类文本既富于文学性又富于学 术 性，通

常源文本中会包含大量的并列修饰成分、四字成

语和四字结构以及诸多蕴含文化信息的典故和引

文等，这些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难

点和重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结合笔者从事

的河北蔚县剪纸艺术的翻译实践，从上述几个方

面入手探讨此类文本共性的翻译策略、技巧和实

现形式。

　　二、民俗类文本的语言特色

民俗类文本的语言特色主要有两个 方 面：文

学性和学术性。
其一，民俗类文本虽然从大的范畴来 说 属 于

信息类文本，但是其所用的语言通常较为生动形

象、兼具艺术性和感染力，属于文学翻译的范畴。
其内容不仅常引经据典，而且会使用大量的排比

修饰成分和富于汉语特色的四字成语和四字结构

来进行修饰，这些语言特色都需要译者解读和再

现出来，而且要灵活地处理，从而避免句式的过于

复杂或是过于单调，这是此类文本译介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之一。
其二，关于民俗艺术或者作品的介绍文本，特

别是赏析类文本，通常会涉及该类艺术形式的发

展历史，也包含了很多民间故事、典故传说和地方

志等资料，很多内容和名称都是信息含量较大的

文化负载词，而且还会出现学术性较强的艺术专

业术 语，这 些 都 需 要 译 者 查 阅 资 料，寻 找 平 行 文

本，加以甄别和选择。

　　三、民俗类文本的常用译介策略

民俗类文本的翻译不同于科技类文 本，其 使

用的 语 言 更 加 形 象，而 且 特 点 突 出，内 涵 更 加 丰

富，通常还会蕴含深厚的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译者

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除了要做到忠实全面准确

的传递源文的意思，也就是要做到“信”和“达”之

外；还要求译者能够通过自己的翻译把原作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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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特色、内涵信息表达出来，做到“雅”，能够让译

文读者感受到原作的艺术特点和语言魅力。译者

通常可以采用拆分的方法，把较长的修饰成分归

类，译成几个短句或者分句，处理成不同的句子成

分，调整顺序，变换词性［１］，从而避 免 译 文 中 过 度

堆砌分 词、形 容 词 和 定 语 从 句，降 低 译 文 的 流

畅性。
对于俗语等文化负载词和引文典故 的 翻 译，

通常译者 会 根 据 文 本 的 特 点 采 用 归 化（ｄｏｍｅｓｔｉ－
ｃａｔｉｏｎ）和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两种策略。归化就

是尽量在目的语中寻找相对应的表达方式，用来

替代源文中的成语和俗语等文化负载词，这样做

的好处是使译文读者能够建立联系，便于理解；而
不足的地方在于这要求译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

对应的表达方式，而且要求译者能够真正理解目

的语中相应表达方式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否则可

能造成误解，适得其反。而异化更多的是针对在

目的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亦或是译者着意要

突出源语的文化特色所采用的策略，具体操作中

多采用直译、音译等方法，必要时还要附上短句进

行解释说 明，从 而 不 影 响 译 入 语 读 者 的 理 解［２］。
正如上文提到的，采用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更好地

突出原作的特色，特别是地方民俗文化的文本，其
中有很多难以找到对等表达的语言，而且能够适

当减少译者的工作量，比较忠实地传递原作的文

化色彩；而不足之处在于，过多使用异化策略，会

降低译文的可读性，给读者造成阅读困难，不利于

读者悦纳所译介的信息。策略、方法不一而同，在
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求译者能够根据文本和语言的

具体特点，灵活地处理，这也是最能考察译者功力

的地方。

　　四、剪纸艺术文本翻译的案例分析

笔者结合民俗类文本的翻译实践《蔚县剪纸

大师任玉德作品解析》（汉译英），具体探讨此类文

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技巧实现。

　　（一）剪纸术语的翻译分析

源文本的特点之一是包含了很多剪纸方面的

术语，这些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译者把源

文本中术语大体分为三类，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第一种，机构部门专有名词。此 类 术 语 处 理

起来相对容易，能够在网上或者词典中找到官方

或者较为标准的译文，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 录”，直 接 译 为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又 如“蔚 县 剪 纸 协 会”，译

为Ｙｕｘｉａｎ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第二种，剪纸技艺术语。此类 术 语 是 描 述 剪

纸制作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法，一般情况下有固定

的译法，但是由于这类词汇本身较为抽象，而且不

常见，其查找量较第一种要大很多，如“阴刻”（ｉｎ－
ｔａｇｌｉｏ）、“阳 刻”（ｃａｒｖｉｎｇ）、“重 复”（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和

“群化”（ｇｒｏｕｐｉｎｇ）等。
第三种，通用类型术语，此类词汇虽然也属于

术语范畴，但是比较常见，平行文本很容易找到，
但是不止一种译法，需要笔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

选择。如“剪 纸”这 个 词，查 阅 网 络 和 词 典，就 有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ｃｉｓｓｏｒ　ｃｕｔ、ｓｃｉｓｓｏｒ－ｃｕｔ、ｓｃｉｓｓ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和ｓｃｉｓｓ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等不同译法。笔者进行检索，找到两本剪

纸方面的著作：《学做中国剪纸（英文版）》［３］和《剪

纸（英文版）》［４］，这两部书的英文标题中，“剪纸”
都译为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但 是 书 内 的 译 法 又 出 现 了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和ｓｃｉｓｓ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等不同形式。为了适

当突出本书特色原创性和便于查找平行文本，译

者可以选用ｐａｐｅｒ－ｃｕｔ这个网络搜索 比 较 常 见 的

译法。
处理这三种类型的术语，基本的方法 还 是 要

查找平行文本，只有通过大量的查阅和比较，才能

保证译文的严谨性，这其中也需要译者发挥一定

的主体性，去伪存真，做出选择。

　　（二）并 列 修 饰 成 分 和 四 字 结 构 翻 译

分析

　　１．拆分重组并列修饰成分

为了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剪纸艺术，源 文 本

写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并列修饰成分，例如：
原文：其剪纸剪艺纯熟大气，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生活气息浓郁，结构庄重秀美，许多作品都浸透着

对生活 的 热 爱 与 真 情，画 面 夸 张、生 动，幽 默、传

情、人性化的造型，让人观后久久不能忘怀。
这个长句的前半部分用来描述任玉德先生的

剪纸技艺，作者接连使用了“纯熟大气”、“文化底

蕴深厚”、“生活气息浓郁”和“结构庄重秀美”进行

修饰，这种手法在中文的散文等文学作品中比较

常见，充分体现了中文“意合”的特点［５］，其优点一

方面是更加形象生动，能够让读者在头脑中形成

意象，另外也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文采；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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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形 合”的 语 言［５］，呈 直 线 型［６］，更 重 逻 辑

性，修饰成分一般贵“精”而不贵“多”，中文中铺陈

的修饰，往往在英文中对应的表达只是一两个形

容词或者定语从句的修饰。同样，例文后半句中，
作者也连续使用了“夸张”、“幽默”和“传情”等形

容词，用以体现任玉德先生作品的活力。针对两

种语言不同特点，译者尝试将这句话的英文译文

拆分合并为三个句子，译为：

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ｅｌ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ｅｍ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ｅｒ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ａｇ－
ｇｅｒ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ｖｉｖｉ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ｇｕｒｅｓ．

第一句译文中，把“纯熟大气”、“文化底蕴深

厚”、“生活气息浓郁”和“结构庄重秀美”这几个修

饰成分分别转化并且调整了一下顺序，用英语中

常见的“ｎｏｔ　ｏｎｌ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的结构串联起来：
“纯 熟 大 气”是 用 来 描 述 技 法 的，译 为 形 容 词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把“文化底蕴深厚”和“生活气息浓郁”
两个 修 饰 成 分 合 并 到 一 起，译 为“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最后 一 个 修 饰 语“结 构 庄 重 秀 美”的 处

理较为复杂，采 用 了 变 换 词 性 的 方 法，译 为“ｗｅｌ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ｅｍ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这 样 翻

译，一方面是其中的信息量较大，同时也为了增加

译 文 的 多 样 性，避 免 过 于 简 略 而 损 失 源 文 本 的

文采。
中间的短句“许多作品都浸透着对生活的热爱

与真情”，由于其主语在前一部分已经提到，在译成

英文时候要转化成代词，所以译为“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长句的最后“画面夸张、生 动，幽 默、传 情、人

性化的造型，让人观后久久不能忘怀”，在翻译的

时候要进一步分析中文的结构：这句话中，“夸张”
“生动”“幽默”和“传情”都是用来修饰“画面”的，
而“画面”和“人性化的造型”共同又成为后面“让

人观后久久不能忘怀”的原因和主语，字数不多，
但是结构比较复杂。英语句子的结构中通常总体

上只有一个主语和谓语，为了避免逻辑上的混乱，
在翻译的时候，译者选择把“让人观后久久不能忘

怀”中的“人”作为译文中的主语，并且使用了被动

语态，把 源 文 本 想 强 调 的 内 容 加 以 突 出，译 为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ｅｒ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ａｇ－

ｇｅｒ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ｖｉｖｉ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偏正为主处理四字结构

四字结构是中文中常见的形式，不仅 形 式 紧

凑，而且读起来也容易上口，其中的四字成语很多

来自典籍传说，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中文中最

有特色和活力的表达形式之一。源文本同样使用

了 大 量 的 四 字 成 语 和 四 字 结 构 用 作 修 饰 成 分，
例如：

原文：它借鉴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武 强 年 画

的特点，以构图饱满、造型生动、色彩绚丽、工艺奇

特而独树一帜，被誉为华夏剪纸之最。
译文：Ｉｔ　ｄｒａｗ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　Ｆｏｌｋ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ｕｑｉａｎｇ　Ｆｏｌｋ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ｓａ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ｉｖｉｄ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
ｐｅｒ－ｃｕｔｓ．

这句话只有５０个汉字左右，却包含了４个四

字结构 和１个 成 语，其 中“构 图 饱 满”、“造 型 生

动”、“色彩绚丽”和“工艺奇特”都是用一个形容词

修饰一个核心名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译成定

语从句，也可以直接替换成对应的形容词修饰名

词的偏正结构，这样更加简练；进一步分析发现，
“工艺奇特”和“独树一帜”表达的意思比较接近，
都是要强调蔚县的剪纸艺术虽然借鉴了河北民俗

文化中其它的形式，但是有独特的技法和风格，在
翻译 的 时 候，可 以 做 合 并 处 理，于 是 译 为“…

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ｓａ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ｉｖｉｄ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把四

字结构和成语融合在整个句中。

　　 （三）文化负载词和典故引文的翻译分

析

　　源文本《蔚县剪纸大师任玉德作品解析》是介

绍蔚县剪纸艺术以及赏析剪纸大师任玉德先生作

品的学术专著，除了具有文学性以外，还具有一定

的学术性。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很多俗语、典故和

地方志等资料，并且里面涉及到诸如剪纸作品名

称和民俗艺术方面的文化负载词。这些内容体现

了河北乃至我国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本书价值的重要体现。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尽量准确地传 递 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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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文化信息，而翻译的难点也正在于此，文化

负载词和典故传说都是为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
相当一部分很难在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中找到对

等的表达。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要秉承译介中

国文化，传递文化信息的写作和翻译初衷；另外一

方面也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使译介活

动更加有效。
基于以上考虑，可分别采用归化策略 和 异 化

策略来处理源文中出现的引文典故、俗语等文化

负载词。

１．归化处理，方便译文读者

归化法就是尽量在目的语中寻找相对应的表

达方式，用来替代源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其好处在

于译文读者比较熟悉，容易建立联系；而不足之处

是不利于 译 语 读 者 充 分 体 会 源 语 语 言 和 文 化 的

魅力。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结合源文本特点，对一部

分信息含量较大的文化负载词的处理采用了归化

的策略，例如：
源文本中剪纸作品标题之一：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是成语，来源于古代文化典籍故

事，如果要把这个故事解释清楚，需要的篇幅比较

大；而且，这个成语在源文本中是以标题的形式出

现的，标题的翻译要点是简洁醒目，让读者一目了

然。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译者选择用一个英语中

具有 类 似 意 思 的 短 语 进 行 替 换，译 为：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ｕｐ，意为取得巨大成功，这 样 译 文 读 者 能

够很直观地了解源文本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并对下

文进行预测。
又如，源文本中另外一个剪纸作品的标题：亚

运颂。
“亚运颂”，中文读者能够明确地知道该作品表

现的主题是对北京成功举办“亚运会”的颂扬，翻译

时，比较难处理的是“颂”的译法，起初选择译成了

“ｐｒａｉｓｅ”，基 本 能 够 表 达 对 亚 运 会 赞 美 的 意 思；然

而，在修改译文的时候，受到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名

作“西风颂”（Ｏ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ｉｎｄ）的启示，于是改

译为：Ｏｄｅ　ｔｏ　Ａｓｉａｎ　Ｇａｍｅｓ。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其
一，较为准确地传递了源文的意思；其二，能够让译

文读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甚至能联想到雪 莱 的 作

品；其三，这样翻译保留了源文本的文学性。

２．异化处理，保留文化气息

由上文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译文

读者的接受程度，采取一定的归化策略。源文本

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介绍，而且民俗文化是中国

文化对外译介和推广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翻

译的过程中，译者更多地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用于处理在译入语中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或者

有意要突出源语的文化特色，通常体现为专有名

词和文化负载词等的翻译。在具体操作中，译者

主要采用了直译法、直译加解释法、音译和音译加

解释法等异化策略常用的翻译方法。
译者处理源文本中很多文化负载词和标题时

采用了直译 法，如“塞 外 古 城”、“燕 云 十 六 州”和

“闹元宵”的翻译。这是我国的地名和古代的行政

区划，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方式，于是采用直

译 法，译 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和“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而“闹元宵”是

８幅剪纸系列作品的标题，在赏析部分，源文本作

者重点提出了“闹”字在中国民俗、民情和民风中

的蕴含的文化意味，可见“闹”字是这部分的点睛

之笔。经过源文本分析，译者采用两种不同的形

式进行翻译：对于标题“闹元宵”，译者用动词的动

名词 形 式 加 上 核 心 名 词 的 形 式 进 行 翻 译，译 为：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ｔｅｒ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其 中“Ｌａｎｔｅｒ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是英语中约定俗成的元宵佳节的翻译方

法，而“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在英语中，通常也是可以用来表

示欢度、庆祝节日；对于作品赏析部分的“闹”字，
译者选择采用变换词性的译法，译为：ｌｉｖｅｌｉｎｅｓｓ。

对于有些信息含量大的文化负载词和引文典

故，可以采用直译法加解释的方法，例如“天人合

一”“脸谱”和“燕赵壮士”几个词的翻译。“天人合

一”译为“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通过定

语从句的解释，译文读者了解到“天人合一”是中

国传统哲学的理想；“脸谱”译为“ｆａｃｉａｌ　ｍａｓ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ｓ”，而不是简单地译成“ｍａｓｋｓ”或者

“ｆａｃｉａｌ　ｍａｓｋｓ”，能够告诉译文读者“脸谱”属于是

中国戏剧 文 化 范 畴；“燕 赵 壮 士”译 为“ｈｅｒｏｅ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ｎｃ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Ｙ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ｏ，ｔｗｏ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Ｗａｒ－
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这样读者既了解到 所 要 描 述 的 是

我国河北省的英雄人物，也能够通过追加的解释

了解到河北省为燕赵故地的文化信息。

　　五、结语

通过英译案例分析，可以管窥民俗类 文 本 的

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此类文本，译者要更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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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形式，力求传递原文的含义和美学风格［７］，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着眼。

宏观上来说，通过文本分析，明确源文本的文

学性以及美学价值所在，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试图

保留源文本的风格原作的文采和民俗类文本中涉

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趣味。例如在翻译剪纸

作品标题的时候，要尽量做到结构形式大体相同，
词汇使用上力求变化，修饰语翻译的实现形式上

多样化，特别是在翻译并列修饰成分和四字结构

的时候，要结合中文和英文不同的形式特点，不盲

目追求一一对应，在理解源文本表达意思的基础

上进行适当的重组和删节，目的是增加译文的可

读性，从而更好地传递其美学价值。
微观上，译者要结合文学类文本形式 多 样 和

内容丰富的特点，对其中包含的文化负载词和典

故引文做因地制宜的处理。不能囿于单纯的归化

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能在

译入语中找到对应恰当的表达，就加以使用，对于

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信息的处理，可以灵活地采用

直译、音译、直译加解释和音译加解释的方法，目

的是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悦纳译文并体会其中蕴含

的中国文化。
无论是宏观上的考量，还是微观上的处理，都

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

具体操作，翻译主体译者要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８］，灵活运 用 各 种

翻译策略和方法完成对源文本信息、形式和美学

价值的传递。
与 此 同 时，译 者 还 应 该 具 有 主 体 间 性 的 意

识［９］。翻译活动中的主体间性是指作者、译者、译
文读者等 主 体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的 互 动［１０］。是 两 种

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

程中，翻译发起人、赞助商出版商、翻译批评者等

都会参与 进 来［１１］。诸 如 蔚 县 剪 纸 艺 术 一 类 的 河

北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反映了广大劳

动人民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译介此

类作品，推广中国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和艺

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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