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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英美文学翻译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已经成为高校英语教育教学培养文学翻译专门人才

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英美文学蕴含丰富的英语国家文

化，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英美文学翻译因此

与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内在关系，并且具有文化传播、现代化

发展的时代价值。在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首先应该正视中西

文化差异的大前提，了解翻译相关要素，而后对这些要素进行

逐一分析，指出翻译主旨、内涵、语义、思维等方面出现不同

问题的原因，最终总结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以提升英美文学翻

译整体水平。其中，翻译者的文学欣赏能力对翻译作品的质量

有着重要影响。

1、中西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翻译的现实意义

21世纪以来，我国对于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长足的

发展，文学翻译实践研究，使得英美文学翻译实践极为丰富，

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进而对我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多元化产生

积极影响，决定了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和社会发展语境以及意识

形态发展之间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重要基调。可以说，英美文

学翻译得益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发生了

较为深刻的变化，同时又反作用于我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

展，为我国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内

容，即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共同繁荣。究其原因，新世纪英美文

学翻译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本身就是多元共生的时代，“文化

全球化”、“信息文化”、“文化差异”、“网络文化”等文化关键

词，已经充分说明我国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元化

特征。同时，不同文化随着社会、科技、经济、政治等在不同

阶段呈现出的不同形态，相互促进，共同作用并渗透进英美文

学翻译过程中，推动其与我国本土文学翻译相融合又相区别，

赋予中国翻译文学和社会文化语境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色和发

展趋向；而英美文学翻译在我国的发展又无时无刻不受社会文

化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在数量、类型等方面呈现出阶

段性特点，由政治性因素为主导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特点

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加之新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中国社

会多元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不仅改变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存在

形态，而且相应地扩充了翻译文学的概念内涵和意义，并赋予

我国翻译文学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促进我国社会文化语境和

意识形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英美文学译文中文学批评与欣赏的应用

2.1践行读者中心的翻译理念

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服务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关注读者的感受，应该在综合分析

译文读者群体文化素质和语言接受能力的基础上，确定翻译策

略。在实际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应该将

读者的反映作为评价翻译质量的标准，在对两个国家文化传播

情况和文化差异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翻

译要点进行确定，并从读者阅读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使翻译

作品能够将作品的思想内涵准确地使用读者群体语言表达出

来。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无法使用语言进行直接描述的

情况，翻译人员则需要综合使用隐喻、归化和异化等不同的手

段，增强翻译的流畅性和文学性。特别是在英美文学作品中，

如果涉及其他国家的风俗文化内容，则需要采用标注的方式，

详细地对其中所涉及到的中英文化差异进行介绍，为读者对翻

译作品进行阅读提供重要的辅助。如在对《简爱》中“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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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in here and sleep with me and that poor child tonight”

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进行直译，就会导致语言不符合汉语

的语言逻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对语言进行理顺

处理，并采用相应的翻译手段，从凸显汉语言文化特色的角度

将其翻译为“过来我们三个一起睡吧”，更加准确直观地表达

原文学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帮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主要故事

内容产生直观形象的认识。在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像

这样将读者群体作为中心，对翻译方案进行确定，能够增强翻

译作品的针对性，也能使翻译作品更加契合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内涵和阅读需求，提高文学传播效果，从而借助英美文学作品

的英汉翻译有效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2.2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在英美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提高译者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

也尤为重要。例如，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小说是最常见的体裁

之一，数量也是最多的。当进行小说的研究和赏析时，需要对

文学作品的功能有所了解，其中教化社会的功能是文学作品的

重要价值之一。因此，在进行小说好坏的衡量过程中，应将作

品表达的思想内涵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作品所传递出的价值观

进行综合考量，例如是否有正确、积极的价值观，是否能够弘

扬真善美等。同时，在分析小说这一体裁时，需对作品中人物

命运、故事情节以及社会背景等有明确的思路。通常情况下，

作者思想的表达离不开上述要素。作者塑造的主人公具有什么

样的特性，站在作者的角度赋予了主人公什么样的地位，是有

所赞扬还是含有一定的贬义，主人公所处的社会背景，都是作

者思想的传递。例如他塑造什么样的主人公，是褒扬的态度还

是贬抑的态度，主人公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他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成长，这都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例如笛福的作品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作者塑造的是一个勇敢、善良

而坚毅的主人公形象。鲁滨逊聪明而勇敢，在航行中不幸遇到

了海难，但幸运的是船上只有他一人存活了下来，接下来鲁滨

逊通过木筏一路漂流，到达了一座荒岛上。通过鲁滨逊的努

力，成功地在这座荒岛上开辟出了土地，种上了庄稼，同时盖

好了房子，又收留了野人星期五，两个人顽强地在小岛上生活

了下来。但鲁滨逊始终没有放弃回到正常社会的决心，通过不

断地努力，在屡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868年回到了祖国。作

者对整个故事描述得清晰明了，对主人公的态度也较为鲜明。

基于对该部作品的赏析，作品的翻译就更能体现出原文想要表

达的内容。

2.3形成对原著情感的共鸣

面对同一原著的同一译本，不同的读者会基于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阅读视角，对原著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但翻译者需要

做到的是对经典英美文学原著的深刻思想内涵，进行最大还原

度的呈现，让读者通过阅读产生情感共鸣，因此翻译者在进行

翻译之前，自身要进行原著阅读产生共鸣感。比如莎士比亚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两个人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理想与现实

之间的激烈碰撞，向读者揭示了创作时代背景下大众所处现实

生活的残酷，只有翻译者借助自身较好的阅读审美观，对原著

作者的真实意图充分了解后，才能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才能

带着这种共鸣对原著作品进行译文批评与赏析，在译文中高度

还原这种共鸣感。

2.4重视语言应用功能，以尊重语言逻辑为工具

英美文学翻译十分考验译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这也是翻译

与语言学无法分割的具体体现，且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

翻译同时考查中英文语言应用功能和功底。东西方人的语言结

构差异十分明显，最基本的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已经体现得较为

明显。在英美文学中，主谓宾结构的使用十分常见，但是中国

文学中则是动词的使用较为频繁。在此宏观表现下，中西方还

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各自不同的句式结构进行表达，以微观层

面的区别彰显宏观层面的差异。总体而言，英美文学中出现较

多的是树形语言结构，而中国文学以竹形语言结构为主。无论

哪种结构，都是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基础，且英语作为低语境语

言，具有直接性的表述特征，而汉语发展历史相较于英文更

长，因此可以通过合理的语言应用和对应用功能的精准把握，

充分涵盖英语句意。具体操作层面，译者可以采用伸缩法或者

分合法。伸缩法，即译者将英美文学放置于我国文化语境中，

且将英文词汇置换为不同群体都熟悉的词汇，可以对原文含义

进行概括，使语言词语等内涵外延发生相反的变化，或者将原

文的部分抽象词汇进行明确，赋予词语更多的内涵。分合法，

即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进行分解、重组，尽可能地规避不同文

化语境下语言句式的差异。综合而言，译者无论采用哪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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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是以尊重语言逻辑关系为翻译处理方法，最终能够保证

翻译的准确性，实现消除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负面影响的阶段

性目标。

2.6优化翻译思维，以尊重受众需求为归宿

首先，译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再造者”，应充分明确自身

的翻译使命，以通过将英美文学转换为汉语并赋予其永不凋零

的生命力为目标，将中西不同的思维体系进行有机交汇，尤其

要深入剖析文学作品中的特殊语句，尊重受众需求，方便读者

理解文学本身。当然，这只是构建并体现翻译思维的第一步，

对于能够听懂并理解英文的读者，能够达到巩固其英语语言储

备、提升其英语语言构成思维的目标，但是容易使读者形成英

语思维定式，被限制在语法思维的所谓规则中。译者应警惕这

一点，对翻译思维进行优化，杜绝“翻译腔”，

2.5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

从某种角度来看，归化与异化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两个对立

面，因为文化特性要求绝对性的归化与异化并不可能存在。但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日，归化与异化彼此之间

的关系均为相对的关系，在同一篇英美文学作品当中使用归化

与异化策略，最终所获取的翻译结果均会出现互相覆盖的状

况。因此，归化与异化仅仅是在翻译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方向，

其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策略，且归化与异化在翻译中所占

比重也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归化的常用方法包括省译、替

换、解释，异化的常用方法包括音译、直译和注释。若从使用

方法的角度来看，二者并不对立，完全可以实现共同生存，甚

至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相补充的效果和作用。在实际翻译过程

中，不乏知名翻译大家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案例，如

在翻译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圣经》典故时，经常会出现直接翻

译原文，并使用注解进行解读的状况。此外，实际当中并不会

出现完全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作品，二者互补的案例则相对

较多。需要注意的是，归化与异化手法的应用还牵扯到“适

度”问题，适度的归化手法可以强化整个译文的可读性，而适

度的异化则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深层次地了解文学作品的背后文

化内容。而过度的归化和异化则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原文的理

解与文化交流，故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归化与异化之

间的关系，并尽量做到适度使用。

将翻译思维与

英美文学原创思维相融合，帮助读者在阅读英美文学和翻译作

品时，能够以自身的思维去指导阅读和理解，而非以翻译的思

维和习惯去指导阅读。这就要求译者突破翻译思维，进行英美

文学翻译时，将自身定位为读者或者旁白，而非单纯的“译

者”，跳过英文，用地道中文将英文内容加以精准表达，或者

跳过中英文语言层面，直接用中文表达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彰

显自身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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