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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与古赵旅游文本的翻译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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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翻译教学实践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活动围绕着旅游文本的英译而展开，这 

也是河北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关于赵文化的旅游文本的英译，由于译者的翻译水 

平不高，影响了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的理解和接受。文章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教学实践中 

常见的赵旅游文本的典型例子来研究古赵旅游文化的汉译英，使外国游客的的审美与源语言作者 

的审美融为一体，达到二者的视野融合，实现教学中旅游文本翻译实践的动态、合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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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翻译教学中，翻译实践活动多围绕着文 

学、科技文本及商务英语的翻译而展开，而旅游文 

本翻译的教学实践活动相对滞后。中国是个历史悠 

久的国家，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她的灿烂文化 

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他们来华旅游早已不单单是 

欣赏美景，更重要的是探寻文化，所以文化旅游是 

当今旅游的主题。而旅游文本翻译的质量又与翻译 

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所以旅游文本的翻译教学必 

须得到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 

一

、 翻译教学中以古赵旅游文本的英译为实践 

活动的意义 

旅游英语的翻译教学主要是加强学生的实际运 

用能力和综合素质，但多年以来的翻译教学仍然摆 

脱不了向学生实施知识传授和灌输的模式，教材内容 

陈旧，例句老化。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环 

节相脱节，或重视翻译理论的介绍，或单纯强调实践 

经验的突出地位：而不是把旅游文本翻译的具体案 

例来当做授课的内容，使得翻译课程死板，没有创 

新。 

河北省邯郸是一座古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而其中的赵文化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 

要的文化遗产，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价 

值享誉世界，外国的游客为其吸引来华旅游。然而 

他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愿意了解赵文化的深刻内 

涵。而旅游文本作为赵文化的载体，其作用就是通 

过 目的语读者能理解、欣赏的语言使游客能欣赏到 

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旅游文本的英译质量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是，邯郸赵文化的旅游文本的翻译质 

量不高，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翻译难以实现旅游 

文本的审美功能。这也正是翻译实践教学急需解决 

的问题。 

二、接受美学 (Aesthetics ofReception)翻译 

理论综述 

翻译是一门技巧，它需要不断的操练才能够达 

到完善。但是单纯的翻译并不是单词、句子和语法 

的综合运用，它需要一定的翻译理论作指导，而且 

也离不开英美语言的文化背景。 

接受美学于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在西方应用于 

翻译研究，20世纪 80年代后期，接受美学进入我国 

翻译研究的视野。接受美学的最大建树是确定了读 

者的主体地位，实现了翻译重心从文本到 目的语读 

者的转移，其核心原则是“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它实际上指的是读者的原先的经验、品 

味、情趣、理想等内在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制 

约着读者的审美接受活动和接受能力。当读者“潜在 

的审美期待”和作品的文本产生了“视野融合”那么 

文本的意义和对读者的影响就实现了。读者在阅读 

时，对作品意义的填充是能动的、决定性的，所以 

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因此教师在翻译教学时要充 

分考虑这些因素，对原文加以分析、判断、归纳和 

总结，力求学生翻译时把读者导入一种特定的体验 

中，满足他们潜在的审美期待，从而打动、呼唤他 

们来旅游。 

三、翻译的实践教学中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古 

赵旅游文本的翻译策略 

(一)关照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恰当变通文化 

差异，填补文化空白点，实现文化意向的成功转移。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是大势所趋，因此旅游 

英语的翻译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的文化导入，注重学 

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的培养。邯郸的赵文化悠远 

流长，是深厚历史的凝结和沉淀，但是有一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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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文化信息误传或丢失，造成了文化信息性 

功能的丧失，不能很好地填补两种语言文化的空白 

点。例如： 

丛台公园的著名景点之一七贤祠，它的标志牌 

上的英语简介就存在着文化空白点和文化现象误译 

的问题： 

1) Qixian Temple(Seven Sages Temple) 

Qixian Temple was built memory of seven sages 

who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Zhao State．They are：Hanjue，Gongsuo 

Chujiu，Chengying，Lianpo，Lin Xiangru， 

七贤祠是后代子孙纪念为赵国建立而做出贡献 

的七位贤人而修建的祠堂，标识牌上却没有译出“纪 

念祠堂”的含义。在英语中，祠堂有现成的对应词 

shrine，纪念七贤的祠堂则应准确地表述为 the shrine 

to Seven sages。而简介中，“纪念”这个词组的翻译也 

是错误的，应译为：in memory of．一 这样浅层的错 

误真不应该出现在景点的公共标示牌上，译者应该 

积极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另外，七贤指的是七位 

圣贤，不是具有古代特色的专有名词，不应该用异 

化的翻译策略译成拼音，应归化译为seven sages。综 

上所述，此段改译为： 

The Shine to Seven Sages 

The shine was built in memory of seven sages who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Zhao State．They are：Hanjue，Gongsuo Chujiu， 

Chengying，Lianpo，Lin Xiangru， 

文化差异不仅包括语言用词和文体的简单差异 

还包括语言习惯的差异。有的译者在翻译时一味追 

求英语语言的搭配和习惯用法，忽视了汉语的抒情 

和美感，甚至是文化因素的传达；而有的译者坚持 

静态的对等翻译，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忽略了西方 

的文化和习惯，这样赵文化旅游文本中的文化负载 

词和文化意象就不能很好的传达过去。所以教师要 

让学生采用异化加注释的策略，恰当变通文化差异， 

防止文化因素的误译和漏译，填补中西文化空白点， 

实现文化意向的成功转移。 

(二)关照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心理，打动、呼唤他 

们采取行动 

1．汉英翻译中的用词不当 

翻译教学是以正确的语言结构及表达方法为基 

础的实践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要清楚游客在 

旅游中，原语文本的艺术水准与潜在的旅游者的审 

美经验与期待视野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中西两种 

语言的不同特点和属性，他们在翻译原文时常常会 

出现用词不当，甚至是用词错误的问题。例如： 

2)这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一邯郸。 

原译文： 

Here is Handan city,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Chinese excellent tourism city，National garden 

ci 

资料里 historic应该改为 historical。Historic意 

思为历史上著名或重要的，而 historical指的是历史 

的、历史上的。译者混淆了两者的意思，显然是用 

词错误。而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漏译了不定冠词 a，所 以参考译文是：a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a national excellent tourism 

city and a national garden city。 

2．译文表达汉化 

翻译教学要注重学生课外英语材料的阅读，否则 

他们知识面狭窄，缺乏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翻译 

出的译文就会汉化。而这些中国式的英语常常会使 

外国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也是翻译教学中难 

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翻译资料对磁少I'1窑的简介为： 

原译文是： 

3)Chzhou Kiln is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northern folk kilns，keeping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pottery history． 

在这段介绍磁州窑的英语简介中，“在中国陶瓷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动词keep a position也是用 

词不当。应用动词 occupy来代替。另外，“typical” 

与 “representative”两词意思重复，be representative 

of．．就是指是⋯的典型代表。所以，可把 typical去 

掉。这种英语词汇重复使用的错误是当译文与原文 

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等时，会出现的一种错误。 

这样也易造成混淆，不能准确传递信息。 

(三)从读者出发，开拓其期待视界，创造新的视 

野融合。 

翻译课的教师除了系统地向学生介绍翻译的各 

种变通手段，学习翻译不同文体篇章的常用方法， 

还应该注意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在实践中领 

会旅游文体的翻译要领，进一步丰富翻译理论知识， 

提高翻译的动手能力，使译文忠实、通顺。在旅游 

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一些文化负载词表达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事物，然而在英语语言中并不能找到对等 

的词汇来翻译，从而影响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如 

果把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负载词删去，以迎合外国游 

客的语言文化，那么丰富的文化信息会丢失，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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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译者和读者的视野融合，更谈不上拓展他们的 

期待视野了。下面就是这样的两例： 

4)龙台建在赵王城的中轴线上，是其最大也是 

最主要 的建筑 

原译为： 

The Longtai，built on the axis line，was the largest 

and also the main building in the Duke City． 

龙台(1ongtai)在中国的历史上指的是赵王宫殿 

建筑的基址。龙在中国古代是作为帝王的象征，凡 

是皇帝使用东西都要加龙字，如龙袍、龙床等。旅 

游资料里用汉语拼音翻译带有古文化特色的专有 

物，就使得景物具有了异域性的特点，这一策略本 

无可厚非，但对不谙汉语的英语读者却毫无意义可 

言，正所谓 “译犹未译也”，在译文中不添加文内 

解释(intratextual gloss)是不行的。所以应在后面加上 

补充译文为：the construction base of the palace of 

Zhao State 

丛台公园的著名景点之二望诸榭，它的标志牌 

上的英语简介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5)Wangzhu Pavilion(Seven Sages Temple) 

I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Yueyi，a royal general of 

Zhao State with brilliant battle achievements in th 

Warring States Period． 

外国游客一看到这个标示牌，就会对 wangzhu 

产生疑 问，不知道这是地名还是人名。事实上 

wangzhu指的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封君，名乐毅。这个 

粤榭建立的目的是纪念望诸君，所以这是个纪念亭。 

英语中对应的词是 memorial pavillion，所以应改译 

为： 

A Memorial Pavilion to the Lord Wangzhu 

I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Yueyi，a royal general of 

Zhao State with brilliant batt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赵文化的古老思想内涵都蕴藏在旅游文本中， 

译者只有了解两种语言的文体语法和习惯才能正确 

翻译文本，使目的语读者了解和接受，从而感到赵 

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旅游英语的教学实践占有重 

要地位，其教学目的就是弘扬中国文化，吸引游客， 

促进旅游发展。 

旅游文本的英译是一项复杂而琐碎的工作，在 

邯郸文化旅游方兴未艾的今天，旅游英语的翻译教 

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本文在接受美学视野下初步 

探讨了古赵旅游文本的翻译问题，强调教师在指导 

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时注重接受者的认知和审美意识 

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并把这一理论思想应用旅 

游文本的具体实践中。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充分考 

虑其文化心理、认知心理、审美情趣、和语言习惯 

等诸多因素，充分调动读者的审美体验，使目的语 

读者的审美体验与原作者的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才 

能最终实现两者之间的视野融合，实现旅游文本翻 

译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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