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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

———以《春江花月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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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结合许渊冲翻译唐诗《春江花月夜》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对许译本

在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及语言文化三个方面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探讨古诗翻译时可以采用

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策略,再现文化负载词的内在意义并保留原诗的内容和形式,以期更好地传播中

国文化。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功能对等理论;《春江花月夜》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3-0077-05

  一、引言

中国拥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古典诗歌

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式,它是中国文化

的珍贵传承。古诗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

容及思想情感,同时也蕴含着大量的表达中国文化的

词汇。诗人常常将山水田园、生活经历、内心的情感

和人生哲理等相结合,用优美的文字抒情言志。古诗

常用意象、典故和象征等来创造意境、传情达意,且有

一定的韵律节奏。千百年来,一些优秀作品被人们所

喜爱,传诵吟咏至今。为向世界传播和介绍中国的优

秀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翻译

古诗是一项重要的传播方式。如何将中国古诗的音

乐美、形式美和意境美准确完美地再现出来,尤其是

将一些蕴含中国文化的词汇准确地传达给不同文化

的读者,一直是众多翻译家和学者们探索和研究的重

心。本文选取许渊冲翻译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以下

简称许译本)为研究对象,对译者就文化负载词的翻

译策略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历史典籍对唐代诗人张若虚的生平记载不多,虽

然诗人仅有两首诗留存于世,其中之一的《春江花月

夜》却成了唐诗中的佳作。诗人仅以这首诗成就“孤
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赞叹该诗是“诗中之诗,

顶峰之顶峰”[1]。由于这首诗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及

审美价值,国内外许多翻译家及学者已经对这首诗翻

译了多个版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译者如许渊冲、
张庭琛、弗莱切(W.J.BFletcher)和查尔斯·巴德

(CharlesBudd)等。对于这些译本,已经有学者们分

别从叙事角度、美学角度、关联理论认知角度和认知

隐喻的角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从词汇功能对

等的角度对这些译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选择

许译本进行研究并探讨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

法,分析译者在面临中英不同的两种文化及进行转换

时,如何将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准确地传递给英语语

言背景及文化的读者。
二、文化负载词及功能对等理论

(一)文化负载词

最早的 “文化负载词”[2]这一概念是国内学者许

国璋在其文章CulturallyLoadedWordsandEnglish
LanguageTeaching中提出的。对此国内外的学者

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英国学者莫那·贝克将其

定义为“文化负载词指一些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及概

念意义的词汇,在原语言文化中存在一些与宗教信仰

及社会风俗相关的事物,可以用来表达某一抽象或者

具体的概念”[3],我国学者廖七一将文化负载词解释

7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为“某种语言中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词或者习语,带
有一定的文化标志,这些词语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性和

独特性”[4],尤金·奈达按照文化的特征,从生态、社
会、宗教、语言及物质类别对文化进行分类[5],与之对

应的,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也归属于这种类别。
(二)功能对等理论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尤

金·奈达(EugeneA.Nida)在20世纪提出了翻译的

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这一理论

的核心理念就是在翻译文本时,应当把重心放在原文

的意义和所要表达的思想上,不再受限于原文的形式

去一一对应。译者不仅应在原文与译文的词汇意义

上对等,而且要保持两种语言在语义、风格和文体上

的对等。简而言之就是要“利用最合适及对等的语言

和文体再现出原文本的内容”[6]。尤金·奈达提出在

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进行切换时既有一些表层词

汇,也包含部分带有深层文化内涵的词汇信息,这个

时候保持两种语言意义上的对等就非常有必要。功

能对等理论从词汇、篇章、句法和文体四个方面进行

分类,不仅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内容契合度,更将目标

语读者看作重要的考虑对象,即源语读者对于作品所

拥有的感悟和反应,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相类似的

感悟及反应也同等重要,即针对同一内容,要最大限

度地做到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的感受和反应相同。
奈达的这一理论强调译文在语言形式、意义、风格和

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应该贴近及忠实于原作。
作为中国现当代翻译家中的杰出代表,许渊冲被

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提

出了翻译古诗的“三美”原则,他的这一理论强调从

意、音、形三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再现原诗的

神韵,在意美、音美、形美这“三美”之中,意美最重,音
美次之,形美再次。他的这一翻译理论与尤金·奈达

的理论相一致。在翻译唐诗《春江花月夜》中的文化

负载词时,许渊冲借鉴了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

论,运用自己的“三美”原则,通过高超的翻译技巧对

原诗中出现的一些文化负载词进行了精妙的翻译。
三、《春江花月夜》原文使用的文化负载词及其

翻译

唐诗《春江花月夜》使用陈隋乐府旧题,整首诗一

共三十六句,每四句变换一韵,整首诗韵律交错变换,
结构整齐和谐。诗人张若虚运用清丽的文笔,以“月”

为主体,辅以“春”“花”“江”“夜”作为场景烘托,为读

者描绘了一幅迷离惝恍、邈远幽美的画面,创造出宁

静、辽阔、深沉的意境。整首诗使用了大量的文化负

载词,诗人将包含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
言文化及物质文化的词语巧妙运用,融情于景,借诗

言志,融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审

美价值和文学造诣。
(一)生态文化负载词的运用及翻译

一些描述自然、地域、环境、动植物和气候的词汇

可以称为生态文化负载词。诗人在诗里使用了描述

地域的词语来表达距离的遥远,比如原诗“斜月沉沉

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这句中,诗人使用了“碣石、
潇湘”这两个表示地域的文化负载词,“碣石”指在渤

海边上的一座山,“潇湘”则指湖南省的湘江与潇水,
古时碣石、潇湘泛指北方和南方,诗人运用这一文化

负载词来表达思妇和游子相隔南北、路途遥远、难以

相见的凄苦。依据功能对等的理论,语言的表现形式

不应成为翻译的重点,译者应聚焦于目标语读者对译

文的反应。面对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的地理文化

差异,译者应从本质上剖析这一文化负载词的内涵及

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从而选择适应目标语读者的文

化的翻译,使得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的感受和反应

一致。因此,对于缺少相关中国地理知识的目标语读

者来说,如果直译这两个地名,或者采用拼音加注释

的方法翻译,将会给他们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也无法

理解原诗作者要表达的“想念而无法相见”的相思之

情。许渊冲利用功能对等原则,没有将词汇死板地进

行一一 对 应,而 是 巧 妙 地 将“碣 石、潇 湘”翻 译 为

SouthRiver和 EastSea[7],这样的译文不仅使目标

语读者能理解该诗的意思,而且能直观地体会到距离

的遥远,继而能感受到诗人要抒发的思想感情,目标

语读者能作出和源语读者相同的心理反应。
再如这一句“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中,诗人用了“青枫浦”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生态文化

负载词,青枫浦是地名,指水边的平地,诗里指离人和

思妇分别的地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枫、浦是典型

的文化负载词,具有指代伤感别离的景物或者亲朋分

离的地方的意象,诗人常用这一意象来寄托离别和思

念的情感。“根据翻译的美学理论,翻译者需要考虑

译文读者的审美需求及情感反应,目标语读者需要从

内容到美感都与原文相对等的译文”[8]。由于英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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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类具有特定意象的词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

方式,翻译这类文化负载词是译者需要面对的难题。
尤金·奈达认为,译文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无
须在格律、押韵等形式上采取机械刻板地对应,译者

需要做到两种语言功能上的对等,忠实地再现原文的

意义和精神。为了让译文能贴切地还原出原诗的意

境美,力图契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心理,使读者理解

原诗的内涵和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许渊冲在保留原

诗中特殊意象的基础上,别具一格地选择“Farewell
Beach”[7]2 这一词语来翻译“青枫浦”,让异域文化的

读者明白这是一个离别之地,这样的译法不仅保留了

这个传统的文化意象,使得译文更贴近原诗,同时也

使目标语读者能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感受及情感

体验,体会原文抒发的离别之情。
(二)社会文化负载词的运用及翻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指那些“含有社会习俗、历史典

故、传统礼仪及政治因素的词语,以及某一语言中原

本没有特殊意义,但是经过长期使用后具有约定俗成

的意义和感情色彩的一些词语”[9],比如在诗句“鸿雁

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中,诗人使用了“鸿
雁、鱼龙”这两个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负载

词。鸿雁是中国的一种候鸟,每年随着季节南北迁

徙,春来北方秋去南国,它们的这个生态习性常常让

游子们感叹人在异乡,伤感和思乡怀亲之情油然而

生,因此“鸿雁”一词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文化中

“鸿雁传书”即代指通信,这一典故出自《汉书》中苏武

牧羊的故事。汉武帝时期,遣苏武出使匈奴,但苏武

被单于流放北海牧羊10年不得归汉。多年后汉朝与

匈奴和亲,单于以苏武已死为借口拒绝放苏武回汉,
汉使告知单于汉昭帝不久前在上林苑射下一只足上

系着苏武帛书的大雁,以此证明苏武仍存活于世,匈
奴单于再无借口,只能让苏武归汉,自此,人们就用鸿

雁比喻书信或者传递书信的人,鸿雁也成了中国文化

中“信差”的代称。鱼龙泛指鳞介水族,在本诗中指鱼

类,鱼在中国文化中是传递书信的又一个“媒介”,也
具有特殊的指代意义,这一文化指代的用法最早出自

《乐府诗集》中的诗句“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相
传古人常把信息写在绢帛上,装在鱼腹中进行传递,
之后又发展到用鲤鱼形状的涵套装书信,由此,“鱼传

尺素”这一词语代指互通书信。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

这两个富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来抒发怀念相思之情,例

如在宋代诗人汪元量的《晓行》一诗中,诗句“西舍东

临近日别,北鱼南雁几时通”中用“北鱼、南雁”来代指

遥远的距离及由此引起的深沉的思念之情。
诗人张若虚运用了“鸿雁、鱼龙”这两个社会文化

负载词,表层意思指即使善于远飞的大雁都不能飞出

一望无尽的月光,善于戏水的鱼儿仅仅能泛起一阵阵

波纹,能够为人们传递书信的鸿雁和鱼儿都无法传递

思妇和离人的书信,借此表达思妇无法到达游子身边

与之相会的离愁之情。对于这句诗的翻译,如果局限

于文字表面的刻板对应,一来英语中没有与“鸿雁”相
对应的词汇,二是“龙”这个虚无的动物在中西方文化

中的形象和代表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文化

中,“龙”这种生物象征着罪恶的根源及凶恶、丑陋,而
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认知中,“龙”具有神圣尊贵的

意义,代表着至高无上,是吉祥的象征。由于文化和

语言的差异,如果在翻译中出现“鱼、龙”的词汇,将引

起目标语读者的不解和反感。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

理论,对于有文化差异的翻译,译者不必拘泥于文字

表面的形式,而是要注重概念意义的对等,译文可以

通过词类转换等方式,来创造出符合目标语读者认知

的概念,降低文化差异[10]。因此,对于这两个词的翻

译,许渊冲并未刻板地对应翻译“龙”,即“dragon”,而
是采取了减译的方法,舍弃了龙的翻译而保留了鱼的

意象,再次创造性地使用了 message-bearingswans
和letter-sendingfish[7]3 这两个词语来翻译“鸿雁、
鱼”的意义,不仅在意义上忠实准确,而且结构上保持

了与原文一致,非常巧妙地保留和再现了原文独特的

文化价值。这一译法相当精妙,可以让没有中国文化

背景的目标语读者很容易就理解了原诗的意思,同时

也保留了汉语的文化象征。“既准确地阐释了原文,
还传达了原诗的音韵美,再现了原诗的意境美”[11]。

(三)语言文化负载词的使用及翻译

由于所属的语系不同,中英文在语音、构词和句

法等方面所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这类反映语言文化

特点的词语被定义为语言文化负载词。在汉语中,叠
词由于具有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的特点,因此在古代

诗歌中,诗人常常使用一些叠词来体现音律的和谐以

及诗词的韵味,“诗歌运用叠词这一艺术手法,能够充

分展现语言的韵律美、形象美和修辞美”[12],而在英

语中,叠词的使用频率比汉语要低很多,而且一般出

现在口语中,在正式文体中出现得很少,即使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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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中偶尔使用,也仅是“为了起到强调的作用,不能

像汉 语 中 的 叠 词 一 样,用 来 表 达 丰 富 的 语 言 效

果”[13],因此,如果从词汇对等的角度来翻译这些叠

词,难度很大,因为“对汉语中的叠词进行翻译时,很
难在英 语 中 找 到 与 这 个 叠 词 完 全 对 应 的 英 语 词

汇”[14]。对于汉语这一修辞手段,功能对等理论强调

应注重修辞功能,译者应从句子结构及修辞技巧入

手,做到译文和原文保持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对

等,从而达到语用意义的对等。
在《春江花月夜》中,诗人频频使用叠词,以达到

诗作的韵律美、形式美及修辞美。比如在诗句“白云

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中,诗人用了叠词“悠
悠”来描述白云随风飘去的动态美,用来创造游子远

去的意象。在汉语的传统意象中,飘忽不定的“白云”
和漂泊流离的游子境遇相似,因此诗人用“白云”这一

结构隐喻喻体的具体意象,指代离家远行的游子,一
幅离人飘零和孤苦的画面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许渊冲在翻译时将重心放在语篇意义的对等上,叠加

使用词语“away,away”[7]4,这一译法在格式上非常

巧妙,与原诗中的“悠悠”一词在形式上保持对应,保
留了原诗的形式美,同时,重复的away表现出白云

缓缓离去的状态,描绘出了游子和爱人难舍难分、依
依惜别的意境和画面。

又如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句

诗中,诗人连用两个叠词“代代、年年”使诗句达成优

美的韵式效果,无论在韵律还是在形式上都非常具有

美感,而在英文中没有与这两个叠词对等的词语。但

此句诗是整首诗境界升华的点睛之笔,诗人感慨无论

月圆月缺,江月依旧会每晚出现,从而领悟到生命虽

然短暂,但是消逝的同时又有新的生机孕育,宇宙因

之永恒。诗人的境界也从抒发情爱升华到求索生命

的意义。译者面对原诗的修辞手段和诗人表达的深

刻思想内涵,需要向目标语读者准确地传达出原诗的

意义。功能对等的核心是把握原文的精神和意义,利
用恰当的翻译手段,将原文的核心思想、语用意义及

概念意义生动地传输至目标语读者,从而引起目标语

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许渊冲在翻译该句诗

时侧重于译文的语用意义及概念意义的对等,译为

“Manygenerationshavecomeandpassedaway;

fromyeartoyearthemoonslookalike,oldand
new”[7]5。他通过意译的方法,使用“manygenera-
tions”和“fromyeartoyear”[7]5 两个短语,译出了人

生一代一代,来去匆匆的生命现象,同时还采用了增

译的策略,根据诗意补充了“oldandnew”[7]5 这一短

语,说明人生短暂如朝露却代代相继,江月虽盈亏而

永恒,这样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格律工整,与前后句

的韵脚保持了统一,不仅将原诗鲜明的音韵节奏保留

下来,还将诗人想要表达的对宇宙、生命的思考完美

地传达出来。
四、结语

尤金·奈达曾指出:“翻译活动就是在译文中用

最恰当且自然的对等词语再现原文的信息,意义层面

的再现为第一,风格和文体层面的再现为第二,翻译

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等值,译者的工作就是努力争取等

值,而不是等同”[15]。根据他的这一说法,原文与译

文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完全一致,因此,也无法做到绝

对对等的翻译。译者在翻译古代诗歌时不能为了忠

于原文的形式对等而逐字逐句地直译,这样会造成目

标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也不能为了表达诗词作者要抒

发的思想感情而完全抛开原文形式的限制,采用意译

的方式,这会使译文的文体发生改变,使诗歌失去了

特有的文体形式。由于文化负载词在社会、宗教、语
言、生态及物质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活动中要根

据具体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对

许渊冲译本的分析研究,译者可以采取意译方法,达
到形式趋近的效果,或者采取减译、增译等策略,使文

化负载词的翻译从形式、内容及意境等各个层面与原

文、原意达成一致。
总体说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

国文化的重任,因此在翻译古诗中的文化负载词时,
不仅要综合考虑其内容、形式和美感,还要兼具体现

原诗的文化信息及特征,保留原诗的文化及美感,做
到对原诗的表达趋近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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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StrategiesofCulturallyLoadedWordsfromthe
Perspectiveof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

ACaseStudyBasedonthePoemAMoonlitNightontheSpringRiver
LIUHongxia

(BozhouBranch,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BozhouAnhui2368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willdiscussthetranslationstrategiesofculturallyloadedwordsinthepoem
AMoonlitNightontheSpring RivertranslatedbyXuYuanchongfromtheperspectiveoffunctional
equivalencetheorybyEugeneA.Nida.Xu Yuanchongtranslatedtheecological,socialandlinguistic
culturallyloadedwordswiththeliteralandtheliberalaswellastheomissiontranslationskills,whichcan
notonlyexpresstheoriginalmeaningsandmaintainthepoems’contentandform,butalsomakeabetter
contributiontothespreadofChineseculture.

Keywords:culturallyloadedwords;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AMoonlitNightontheSpring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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