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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优秀非遗文化意象翻译方法探析

孙　 明　 磊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是推动山东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然而ꎬ文
化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导致文化意象的非完全对等ꎬ这增加了翻译的难度ꎬ从而影响了翻译效果ꎮ 认知框架

理论强调认知框架在文化意象理解和表达中的决定性作用ꎬ主张通过转换或重构目标语的文化认知框架ꎬ以
实现源语文化意象的精准传达ꎬ该理论对解决这一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ꎬ可采用直译

与意译相结合并增加必要文化补偿、借用目的语中的文化等价物、创造性翻译文化意象信息以及使用比喻和

类比等方法ꎬ以有效传达源语意象的文化内涵ꎬ从而提升文化意象的翻译质量和传播力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ꎻ传播ꎻ文化意象ꎻ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３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７７－０６

　 　 山东历史悠久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ꎬ如
山东大鼓、柳子戏、胶州秧歌、鲁班传说、泰山封禅

与祭祀、潍坊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胶东花饽饽、
鲁菜烹饪技艺等ꎬ涵盖了传统艺术、民间文学、民
俗活动、手工技巧和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ꎮ 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ꎬ应被视为全人类历

史上的共同文化遗产ꎮ
在当前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

背景下ꎬ对外传播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准确翻译非遗文化ꎬ不
仅有助于外国人建构对中国文化的认知ꎬ深入理

解中华文明的内涵与价值观ꎬ提升中国文化软实

力ꎬ也有助于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

的关系ꎬ增强文化自信ꎬ推动优秀文化融入全球文

明的话语体系ꎬ从而促进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平等

对话与交流ꎮ
目前已发现并整理出的多项非遗文化侧重于

技艺表演、展示或口头传承ꎬ缺乏详细的文字记

录ꎬ这增加了翻译和传播的难度ꎮ 此外ꎬ翻译工作

中也发现了“翻译文本标准不统一ꎬ翻译质量参

差不齐ꎻ翻译人员人数不多且能力不均衡ꎻ翻译技

术、实践能力及传播能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等

问题[１]ꎮ 非遗文化的翻译远非是语言之间的简

单转换ꎬ还涉及“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特征描

述、价值意义等内容信息” [２]ꎬ它更像跨文化的深

度沟通与交流ꎮ 不同文化各具独特性和内涵ꎬ同
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ꎮ 文化意象是特定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符号和象征ꎮ 成功翻译的关键在于

译者能否保留这些意象的成分ꎬ并有效传达其深

层含义ꎮ 此外ꎬ译者需弥补、消除由于文化非完全

对等所导致的目标语受众在认知框架上的缺失、
误解或偏见ꎬ使他们能够理解源语文化意象的独

特性与丰富性ꎮ

　 　 一、非遗文化“意象”以及“意象”翻译
的挑战

　 　 文化意象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恩斯特
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提出的ꎮ 他指出ꎬ“人类建

设了符号的宇宙ꎬ人的文化活动是建立在符号系

统之上的” [３]８－９ꎻ“文化是人的外化、对象化ꎬ是符

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 [３]９ꎮ 任何文学语言激

发出的美感效果、任何惊人的语言、隐喻、象征、任
何修辞的手段ꎬ都可以被称为意象ꎬ它是形象化的

想象力[４]３１８ꎮ 谢天振将“文化意象”描述为:凝聚

着各个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结晶ꎬ不断出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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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语言里ꎬ 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里ꎬ
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符号ꎬ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

的文化含义[５]１８０ꎮ 意象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历史和

文化特色且广泛存在ꎬ人们往往通过比喻、象征等

手法ꎬ借助具体事物和符号ꎬ来表达意象中的抽象

内涵和寓意ꎮ 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ꎬ是形象构

成中的客观部分ꎻ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

境中的引申意义ꎬ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

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ꎬ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

或难知[６]１３７ꎮ 物象与意象的关系是意象通过具体

的物象在特定语境下传达深层寓意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意象ꎬ

体现了特定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传统、信仰、价值

观及社会习俗ꎮ “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ꎬ而且

是极其多变的ꎮ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

的意思ꎬ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ꎬ某种思想或观

念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ꎮ” [３]４１这就是说

文化意象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和可译性ꎬ其具体的

表达方式可以不同ꎬ但翻译后所传递的信息和情

感要保留ꎬ以确保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

准确理解ꎬ这正是开展“意象”跨文化翻译研究的

重要原因ꎮ

　 　 二、从认知框架理论看文化意象差异

　 　 认知框架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的“框架”一词是由格雷戈里贝特森(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在 １９５５ 年提出的ꎮ 他指出:“这一信息

设定了一种可能引发悖论的框架:它是试图在不

同逻辑类型的类别之间进行区分ꎬ或者在它们之

间划一条界线ꎮ” [７] 后由欧文戈夫曼 (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引入文化社会学中ꎮ “我们往往基于初

级框架来感知事件ꎬ框架是我们描述事件的方

式ꎮ” [８]２０人对于事物的认识都含有一个或多个所

谓的初级框架或解释基模ꎬ不论初级框架组织程

度如何ꎬ都依赖其定位、感知、辨识和标识那些看

似无穷无尽的具体事实ꎬ从而帮助我们如何选择

和呈现信息ꎬ并确认这些信息如何影响公众的认

知和 态 度[８]１７ꎮ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 代ꎬ 语 言 学 家

Ｆｉｌｌｍｏｒｅ 将框架理论引入语言学ꎮ 他认为:“框架

是任何语言选择系统———从最简单的词语集合ꎬ
到语法规则或语言类别的选择等多种情况ꎮ” [９]１２３

“框架是具体的知识框架ꎬ 或连贯的经验图

式” [１０]２２３ꎬ“词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语义相关的词

(义)之间的关系都与认知结构(或‘框架’)相联

系ꎬ其知识是由词编码的概念预设的” [１１]７５ꎬ所以ꎬ
“框架”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文化信息ꎮ
人们依赖“框架”感知、理解、解释和处理信息ꎬ形
成自己的看法ꎬ同时它也影响人们选择和呈现信

息的方式ꎮ 因此ꎬ信息传播不仅仅是简单地传递

事实ꎬ还是一个认知解读与构建的过程ꎮ 如何选

择呈现的语言与认知密切相关ꎮ 所以人使用语言

时ꎬ不仅传达信息ꎬ也传递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理

解和看法ꎬ这必然会影响他人对这些信息的理解

和态度ꎮ
“文 化 差 异 是 框 架 的 重 要 而 显 著 的 特

征ꎮ” [１２]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ꎬ认知

框架的差异可能导致理解、解释和表达信息时出

现差异ꎮ 所以译者翻译文化意象时首先要识别源

语认知框架ꎬ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分析

意象含义ꎬ理解其内涵和文化价值ꎬ避免文化误解

或信息丢失ꎮ 其次ꎬ判断源语文化意象的认知框

架与目的语的对应关系ꎬ仔细寻找目的语中具有

相似功能和意义的意象ꎮ 实现意象的框架匹配是

翻译的最终目标ꎬ同时也是翻译过程中最具挑战

性的一步ꎮ 这是因为框架依赖于文化语境ꎮ 基于

特定的社会背景ꎬ不同时代、民族、国家的人对同

一概念或情景原型ꎬ在框架成分的数量和构成方

面具有较大差异[１２]ꎮ 再次ꎬ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

完成框架转换或重建ꎮ 不同文化的“框架成分的

数量多寡有别ꎻ框架成分同中有异ꎻ字面相同而框

架迥异” [１２]ꎮ 译者应根据认识框架间的对应关

系ꎬ采用科学的翻译方法ꎬ在目标语中构建与源语

框架相似或能够传达相似情感与意义的意象或表

达方式ꎮ 最后ꎬ译者从语境和文化适应的角度检

验和调整译文的效果ꎬ确保译文能够引起与源文

化相似的反应和理解ꎮ

　 　 三、文化意象的翻译方法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ꎬ一些中国

的文化意象已经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ꎬ如中国

龙、凤凰、中国结、玉器、灯笼以及生肖等ꎬ这些文

化意象可采用直译法ꎮ 同时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文化意象在英语文化中并没有直接对应

的意象ꎮ 如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泰山石敢

当”ꎬ其意象代表着“勇敢、正义和忠诚”ꎮ 再如

“鲁班锁”ꎬ它所包含的意象可以描述为“通过巧

妙的方法解开谜题”ꎮ 直译这样的文化意象显然

不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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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框架理论的角度来看ꎬ文化意象的翻

译是两种文化认知框架之间的转换过程ꎮ 译者不

仅是语言转换的执行者ꎬ更是文化意象的构建者

和传递者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译者充当“桥梁”ꎬ既
要保证语言的正确转换ꎬ又要识别、理解并再现源

语的文化意象ꎬ调适文化之间的差异ꎬ以确保目标

语言受众的解读和接受ꎮ 有时非遗的文化意象本

身蕴涵多重含义ꎬ这使得意象理解和表达变得复

杂ꎮ 译者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ꎬ转换、替代或重

构认知框架将源语文化意象在目的语中精准地表

达出来:两种文化中具有相同意象的表达ꎬ采用直

译的方法ꎻ对于文化意象相似或相反的表达ꎬ则直

译与意译结合ꎬ并增加必要文化补偿或借用目标

语言中的文化等价物进行翻译ꎻ对于完全没有对

应关系的文化意象ꎬ则采用创造性的翻译方法ꎬ或
者通过比喻和类比方法传达原意象的文化内涵ꎮ
译者在目的语中所选用的文字表达能否激活目的

语与源语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是判断意象翻译

成功与否的关键ꎮ
(一)直译与意译相结合ꎬ同时增加必要的文

化补偿

对于一些具有相同认知框架的文化意象或表

达方式ꎬ可以直接翻译ꎮ 但是当直译无法传达源

语的文化意象或者可能导致受众误解时ꎬ译者要

考虑自身认知框架以及目的语受众的文化认知ꎬ
尝试采取直译与意译结合并增加文化补偿的方

式ꎬ用目的语言中最接近的表达来呈现意象ꎮ
１.山东民间舞蹈中的“秧歌”的翻译

例 １:“秧歌” 源于乡土ꎬ活跃于民

间ꎬ是自娱自乐、自行流变的广场民间

艺术ꎮ[１３]１１６

秧歌粗犷奔放、感情充沛、风趣幽默的表演风

格ꎬ极具感染力ꎬ反映了农民的乐观精神风貌ꎬ而
这种特定的文化元素难以在目标语境中找到对应

物ꎮ “框架是基于文化约定俗成的知识构型(ｃｏｎ￣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８９ꎬ翻译时要加入解释秧歌的文化

补偿ꎬ使读者产生相应文化 “框架”ꎮ 该句可

译为:
“Ｙａｎｇｇ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

ｔｒｙｓｉｄｅꎬ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ｓｅｌ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ꎬ ｓｅｌｆ￣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ｌｋ
ａｒｔ.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ｌｉｖｅｌｙ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ｄ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ｓꎬ
Ｙａｎｇ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２.山东木版年画中的“门神”的翻译

例 ２: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中ꎬ常常

可以看到“门神”ꎮ[１３]３０２

“门神”直译为“ｄｏｏｒ ｇｏｄｓ”虽然词义准确ꎬ但
在目的语受众认知框架里没有“门神是驱邪避

凶ꎬ守护家庭平安的神灵”的文化意象[１５]ꎬ可增加

文化注释ꎬ以激活目的语受众的认知框架ꎮ 该句

可译为: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ｊｉａｂｕꎬ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ｏｏｒ Ｇｏｄ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ｆｏｕｎｄ.
(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ｏｏｒ Ｇｏｄｓ ｏｒ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ｒｏｍ 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ꎬ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ａｄｏｒｎ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ｏｏｒ.)
(二)借用目的语中的文化等价物ꎬ实现文化

意象相同的表达效果

如果目的语中有类似的文化概念或表达方

式ꎬ可以借用这些等价物来替代源语的意象ꎮ
“认知框架虽然带有隐显的特点ꎬ但却是由语言

形式激活的ꎬ因此我们在翻译中可以通过显现的

词汇来进行框架调整ꎮ” [１２] 借用目的语中的相似

或相近的词语能激活目的语受众的认知框架ꎬ从
而较准确理解汉语的文化意象ꎬ达到与理解源语

相似的效果ꎮ
１.山东剪纸中的“鱼”的翻译

例 ３:剪纸艺术中出现的“鱼”不仅

是中国民间剪纸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ꎬ
还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ꎬ表达了人

们对自身的期许与祝愿ꎮ[１６]

汉字中“鱼”与“余”的谐音相通ꎬ寓意“丰稔

喜庆” [１６]ꎮ 此外ꎬ“金玉 (鱼) 满堂” “年年有余

(鱼)”等以音互通、以形寓意ꎬ表达人们的美好希

望[１７]５２ꎮ 英文中也有使用动物象征好运的传统ꎬ
如“ｌｕｃｋｙ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ꎮ 若采用“借用文化等价物”
的方法翻译ꎬ可以让目的语受众产生相似的认知

框架共鸣ꎮ 译文如下:
Ｉｎ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ｒｔꎬ “ ｆｉｓ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ｌｋ Ｐａｐ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ꎬ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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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ｃｋｙ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ｓ ａｒｅ ｈｕｎｇ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２.山东柳编工艺品中的“福”字图案的翻译

例 ４:柳编技艺是山东的传统手工

艺之一ꎬ其中常常会编织出 “福” 字的

图案ꎮ[１８]３３４

“ｈａｐｐｙ”不能完全对应“福”字的文化意象ꎮ
中国人对“福”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吉祥观念的

综合和集中反映ꎬ其实质是基于对幸福、吉祥价值

的理解和向往[１７]２７ꎮ 而在英语中却没有一个完全

等同于“福”的词汇ꎬ借用文化等价物可以达到相

近的文化意象传递效果ꎮ 译文如下:
Ｏｓｉｅｒ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ｗａ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ｕ” (福) ｉ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ｗｏｖｅｎ
ｉｎ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Ｔｈｅ “Ｆ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ꎬ ｉｓ ａｋ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ꎬ ａ
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ｃｈａｒｍ.
(三)创造性翻译文化意象信息

如果目的语没有类似的意象ꎬ为了使译文更

加贴近目的语读者的习惯和审美ꎬ译者可创造性

地改编原文ꎬ描述文化意象的寓意ꎬ甚至加入一些

新的文化元素ꎬ从而激活同样的认知框架ꎬ但这需

要谨慎处理ꎬ避免过度改编而失去原文的核心

意象ꎮ
１.八仙过海中的“神话人物”的翻译

例 ５:蓬莱ꎬ一个依山傍海的古城ꎬ
八仙过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ꎮ[１３]３８

中国文化底蕴深厚ꎬ积淀了代代相传的神话

传说和民间传说ꎮ 她们是我们祖先对所观察或经

历的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ꎬ是经过了

“幻想”的加工[１７]８２ꎮ 对于神话人物的翻译ꎬ无论

是采用直译、意译还是音译的方法ꎬ都难以触及目

的语受众的认知框架ꎮ 因此ꎬ需要对这些神话人

物所蕴含的文化意象进行创造性的翻译ꎬ来帮助

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的文化意象ꎮ 译文如下:
Ｐｅｎｇｌａｉꎬ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 ｎｅｓｔｌｅｄ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ꎬ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ｇｅｎｄｓꎬ ｅｍｂｏｄｙ ｈｅｒ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ꎬ ｍｕｃｈ ｌｉｋ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ｃ
ｔ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山东地方戏曲中的“脸谱”的翻译

例 ６:脸谱是戏曲演出中涂面勾脸

的化妆造型手段ꎬ用来表现戏曲人物特

定的性格特征ꎮ[１９]１１８

戏曲中的“脸谱”是一个非常独特且富有文

化特色的艺术形式ꎬ“山东梆子的黑脸、红脸行

当” [１３]１９７ꎬ“大平调的黑、红、花脸的表演” [１３]２１３ꎬ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ꎮ 但这些在英语中并没有

对应的文化意象ꎮ 但在西方人的认知框架中有

“面具” “纹身” “面部服饰”以及“化妆和穿戴特

定服饰来扮演特定的角色”等文化信息ꎮ 所以通

过增加注释进行创造性翻译ꎬ可较好地传递“脸
谱”的文化意象ꎮ 译文如下:

Ｆａｃ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ꎬ ｋｎｏｗｎ ａｓ “ ｌｉａｎｐｕ ”
(脸谱)ꎬｉｓ ａ ｍａｋｅ￣ｕｐ ｓｔｙ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ｕｓｅｄ ｉｎ
ｏｐｅ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 ｇ.
Ｒｅ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ｌｏｙａｌｔ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ꎬ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ｈｏｗ ｍａｓｋ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ｔｔｒｉｂ￣
ｕｔｅｓ.
(四)使用比喻和类比

“思维是富有想象力的ꎬ因为一些非直接来

源于经验的概念往往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

象的结果ꎬ所有这些概念都超越了对客观现实的

直接反映或表征ꎮ” [２０] 当源语中的意象在目的语

境中缺乏对应物时ꎬ译者可以通过比喻或类比的

方式ꎬ选择在目标文化中能引起共鸣的形象来代

替ꎬ从而帮助目的语受众重建认识框架ꎮ
１.胶东面塑中的“莲花”的翻译

例 ７:胶东面塑多用于民俗活动中

的摆放、观赏和使用ꎮ 其底部造型多为

平稳的“莲花”样式ꎬ承载着胶东民众对

吉祥 寓 意 的 追 求 和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往ꎮ[２１]

在中国人的眼中ꎬ“莲花”象征着出淤泥而不

染的精神品质ꎬ 代表着佛教中的 “神圣与纯

洁” [２２]ꎬ同时也寄托了人们祈愿“平安幸福” “多
子多福”等美好的寓意[２３]３７７ꎮ 而在西方人的认知

框架中ꎬ莲花除了“有佛教中的‘纯净’之意ꎬ还象

征着‘觉醒和重生’ꎮ 相比之下ꎬ西方人更多地使

用‘ｌｉｌｙ(百合)’和‘ ｒｏｓｅ(玫瑰)’来表达‘神圣与

纯洁’ꎬ‘幸福与美好’等类似的象征意义” [２４]４０６１ꎮ
在中西文化中ꎬ“莲花”的意象不是完全对应的ꎬ
所以使用“ｌｉｌｙꎬ ｒｏｓｅ”进行比喻和类比的翻译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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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帮助目的语受众理解它在汉语中的寓意ꎮ
译文如下:

Ｊｉａｏｄｏｎｇ ｄｏｕｇｈ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ꎬ ｖｉｅ￣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ｈａｐｅ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ａ ｓｍｏｏｔｈ “ ｌｏｔｕｓ” ｓｔｙｌｅ (ｍｕｃｈ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ｃｏｎｓ ｏｆ ａ ｌｉｌｙ ａｎｄ ａ ｒｏｓｅꎬ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ｉｎｇ ｐｕｒｉｔｙꎬ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ｖｅ )ꎬ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ａｏｄ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２.山东传统婚礼中的“红盖头”的翻译

例 ８:在山东的传统婚礼中ꎬ新娘会

戴着红盖头ꎮ[２５]１９４

例 ９:盖头和挑盖头仪式饱含着人

们对家和人兴的热切期待ꎮ[２６]

“红盖头”是传统婚礼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仪

式用品ꎬ象征着新娘的纯洁和婚姻的神圣性ꎮ 如

果直译成“ ｒｅｄ ｖｅｉｌ”ꎬ则无法准确传递其文化内

涵ꎮ 通过比喻和类比的方法ꎬ翻译为“ｗｈｉｔｅ ｖｅｉｌ”ꎬ
同时指出它与西式婚礼中新娘的“面纱”有异曲

同工之妙ꎬ容易让目的语受众产生文化意象相同

的共鸣ꎮ 译文如下: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ｄ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ｗｅａｒｓ ａ ｒｅｄ ｖｅｉｌ (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ｖｅｉｌ ｗｈｉｃｈ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ｐ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ｖ￣
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ｄ ( ｗｈｉｔｅ ) ｖｅｉｌ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ｒ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通过上述翻译实例ꎬ可以看到一种象征性的

符号或图像代表某种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ꎮ 译者

需要在概念层次上进行认知转换ꎬ“通过框架内

部操作、层次调整、视角更换、框架移植等路径ꎬ将
发现体验文化、对比分析文化、批判反思文化的跨

文化的认知融入文化语篇翻译实践中” [２７]ꎬ最后

在不破坏原有文化内涵的前提下进行认知框架转

换、替代或重构ꎬ以确保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ꎮ
可以预见ꎬ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ꎬ跨文

化沟通能力的不断提高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

意象为英语使用者所理解和接受ꎬ这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ꎮ 当然ꎬ中西

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会客观存在ꎬ译者

要高度重视读者的认知框架ꎬ根据具体的文化元

素和目的语的特点ꎬ灵活选择和运用翻译方法ꎬ以
实现最佳的文化意象传达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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