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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理论视域下的中国文化英译原则
张昆鹏1，魏天婵1，安岩2

(1．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2．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要]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入手，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汉英翻

译的媒介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文化英译的三个原则，从而在汉英翻译的层面为中国文化的

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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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借鉴，

任何文化都无法摆脱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交流的

多边性不仅驱使本土文化适应国际化趋势也必然导
致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已经成为全

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趋势。由于

历史的原因，冷战结束后，世界虽然朝着多级发展，

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霸权主义并不会在短时期内退

出历史舞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并存的客观事实

依然存在，这就必然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对称以及强

势文化浸染弱势文化的现象。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文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文化资源并

未完全转化成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成

为国家发展战略丞需。

一、翻译的文化传播意义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天桥与媒介，是一种有效的

跨文化交流活动。在多元文化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

相互对抗共存的今天，翻译担负着中华文化国际传
播的重要使命。翻译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活动，翻

译过程受到经济、文化、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翻

译不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它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

文化之间隐性权力话语之间的博弈。从权力话语角

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二、翻译的权力转向

20世纪中后期，西方翻译研究模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翻译研究转向首先发生在20世纪50

年代， 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运用语言学原

理进行翻译研究，吹响了翻译语言学转向的号角，

从而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局面。西方翻译研究的另

一次重要转向开始于在20世纪70年代，霍尔姆斯、

佐哈尔、勒非弗尔、巴斯奈特分别在不同时期阐述

翻译文化转向必要性与实质。文化转向强调翻译研

究应该脱离语篇分析的束缚，从更广阔的文化、历H蕊罪瘸瓤丽虿面乏广

史、政治等多元角度探究翻译研究的实质，因而在

推进文化转向的同时开启了权力转向的大门。二战

后世界格局的改变，冷战格局的形成，殖民地纷纷

摆脱宗主国，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引发

各种社会思潮的蓬勃发展。女权主义、解构主义、

权力话语理论、后殖民思想的研究范式纷纷被引入

到翻译研究中。法国后解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
柯认为人类生存在一个由不同“话语场”组成的世

界里。话语实质是说话者的权力，权力的实质是话

语的权力。话语不仅是运用权力的工具，更是掌握

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密不可分。每个社会层面

都会存在不同的话语权力，话语与政治、经济、文

化、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福

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勒

非弗尔认为翻译的实质是对源语以及源语文化的改

写和再塑造，翻译活动始终受到诗学、赞助商、意

识形态影响和控制。赞助商其实是权力话语的化身，

同时也代表了目标语文化的史学传统和意识形态。
翻译过程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塑造与反抗。翻译

与权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翻译中的权力

和权力话语中的翻译。当某种权力占据优势时，译

者、文本的选择、译文以及翻译策略就会受到这种

权力的影响，体现其话语权力。另一方面，译者与

读者、译文与原文、译文与作者、作者与目标语读

者的关系以及翻译作为一种工具所体现的自身价值

与影响也会受到某种权力的支配。例如严复的《天

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当时中国正处
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因此严复只选择了有用的

进化论进行翻译，期望能够启蒙当时的中国。19世
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列强几

乎将中国瓜分殆尽，中国完全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

中的平等话语权，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这一时

期的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的著作试图从思想层

面来挽救改造中国。这些无不反映了权力话语在翻

译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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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话语理论下的汉英翻译原则

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中国
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然而从历史

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崛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必然会遭遇传统文化霸权势力的阻挠。中华文化走

出去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汉英翻译是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力挖掘我

国文化资源进行国际传播务必要保证中华文化在与

西方文化对话过程中的权力话语。在多元文化发展

的过程中，坚持文化主体性原则，维护中华文化的

权力话语才能有效遏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民族文

化的冲击，实现汉语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融合，

从而避免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保

护文化生态。这就要求译者在介绍中华文化时遵循

以下原则。

(一)异化为主的原则

依据福柯的理论，话语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

权力是任何社会和个体活动的实质，整个世界是各

种话语交织起来的网络。福柯认为“人文知识本身

只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是某一时

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权力话语控制的产物。”

汉英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它无时不受到各种话语场

的影响，是文化博弈的产物。异化强调保留源语文

化的风貌，让目标语读者体验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

体验异域风情带来的文化震撼。英译中国文化时，

采用异化策略可以有效保留译文中的本土文化特

色，保障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力。许渊冲先生翻译中

国诗词时有意识地将很多词牌名直译或音译，让目

标语读者品尝异域文化的滋味，这也是某种权力对

译者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外国译者在英译中国文化

时也会采用异化的原则，从而通过译文这一“话语”

展现自身的某种意识，即自身的权力。庞德对中国

的古诗、儒家哲学，尤其是李白的诗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在翻译李白著名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

杯消愁愁更愁”时，庞德采用了极端异化手法将其

译为“Drawing sword，cut into water，water again

flows：Rai se up，quench sorrow，sorrow again

sorrow．”这种有意识的翻译体现了庞德的个人权

力话语，但其个人权力话语又是当时美国社会权力

话语在庞德头脑中的反映，社会权力话语始终引导

着他的言语行为和实践活动，最终在美国引发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象征派新诗运动。

(--)保留中国文化意象

由于生存环境与历史习俗的差异，不同民族形

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反映了一个民族的

文化心理积淀和特定的文化符号，在英译中华文化

时，译者应保留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象，在文化

全球化过程中构建中国的文化形象。笔者认为在翻

译实践中译者可综合考虑直译、音译、零翻译、变

通等方法，促进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确保中华特

色文化的权力话语。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重要性，

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旅游局出版的《中国菜名

英文译法》中很多中华著名菜肴和小吃的英文名称

都保留了特有的中国文化元素，让西方游客耳目一

新，加深了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识。美国拍摄的功

夫熊猫虽然主题思想依旧是美国梦的价值理念，但

在电影中保留了诸多约定俗成的中国文化意象的英

文翻译和东方神秘主义要素，这都说明在翻译中保

留中国文化意象对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

(三)具备新人文精神，维护多元文化

近代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欧洲中心论、西方
中心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都是源于单一文化主义

倾向，这种单一文化倾向源于西方资本在世界范围

内的极度扩张。金钱对人性的束缚代替了早期资本

主义对人性解放的许诺，从而导致西方文化霸权的

盲目自大。马克思认为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披

上文明的外衣，即资本的文明化。中西文化交流过

程中，西方文化霸权往往以文明作为伪装掩饰其文

化扩张侵略的实质，从而维护其固有的话语霸权。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的实质是要将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成果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中的人文

生态，为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

路，从而达到文化交流中的“和而不同”的效果，

维护文化的多元发展，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

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华文化时具备我们这个时代呼

唤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乐黛云曾经指出“新人文精

神追求的不是扩大权力范围，而是扩大人类的互相

理解，它努力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
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21

世纪的新人文主义精神所提倡的则是尊重他者，尊

重差别，提倡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互

补。”译者在翻译中华文化经典时亦应考虑到目标语

文化对源语文化的可接受性，避免文化交流中的民

族中心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吸纳国外优秀文化成

果，塑造新的中国文化，做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正

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

化里面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

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

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这世

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

为全人类的明天做贡献”。(下转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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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hythm is like the air we breathe，existing in art and life．Rhythm in the paper is mainly animation movie

narrative rhythm．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act caused by the lens of apicture design，the principle of the use of

image form，coloL smooth shadow elements and SO on，sports camera，the proportion of static lens distribution on

narrative rhythm．Meanwhile，it probes into how to make good and enduring animation works through grasping

narrative rhythm to promote the charm of works and making the audience enjoy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audio and

visual arts based on the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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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汉英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然而

权力无处不在，翻译会受到文化、政治和权力的影

响，维护中华文化的权力话语，遵循以我为主，保

护中华文化意象，发扬新人文精神的原则，才能有

效地发挥汉英翻译的桥梁作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促成和维护“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生态，从而有

效推进和实践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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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Michel Foucault’power discourse theor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C—E translation

in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ree principl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mationaI communication of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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