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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的事实证明，译者的相关文化图式越丰富，对文本的解读能力就越强，翻译也就越容易操作，译

文的可接受性也就越大。在翻译教学中恰当地建立和使用文化图式，能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真正促进文

化的交流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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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们处在一个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代。翻

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日益受到文化研究

者和英语教学者的重视，翻译教学也不能不注意到

所涉语言民族的文化差异和特征。关于文化的概

念，我们都知道，英语中culture一词本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最初指的是“耕种、作物”等后来关于文化的

定义增多，英国人类学家泰特勒是一个在文化定义

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

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对文化下的定义是：

“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

力和习惯”⋯。总之，文化的概念涵盖了社会中的

一切现象。我们在传播文化，探究文化的时候，关注

的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

着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内涵。近年来在

关于翻译的研究中兴起了关于文化图式的研究，也

就是关于文化背景知识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在

个人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探索了一些关于翻译教学

与文化图式的知识和理论，努力使我们的英语翻译

教学在实际应用中得以加强和提高，进一步促进文

化交流。

二、文化图式的概念

要说文化图式，首先要提“图式”。这个词最早

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巴雷特(Barlett)在1932年提出

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和过去经验

的积极组织”(an active organization of past reactions，

or past experience)心J。后来，许多语言学家和心理

学家不断丰富了这个概念，形成了图式理论。在这

个基础上，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被称为文

化图式。

文化图式最大的特点是民族性。以语言为例，

经过漫长的发展时期，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不同

的语言文化系统，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和变化

中，各自形成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价值

观念等，这就是文化图式。这些图式一经形成，便深

深印迹于人的大脑中。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看到松树柏树，中国人的脑海里马上出

现坚定无畏不屈不挠的形象。换句话说，松柏的图

式中就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意义，是一个文

化图式。文化图式的差异性指的是不同的种族有着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图式。英语的wine和汉语的

“酒”也不对应，存在着文化差异。英语的wine一般

指用葡萄和其他水果酿的酒，而汉语的“酒”则包括

一切含酒精的饮料，烈酒、葡萄酒和啤酒都在内。英

语国家的人看到“孔府宴酒”的英语译名Kongfu
Yah Wine时肯定不知道这是一种烈酒。各种文化

图式的不同容易造成沟通交际双方的理解障碍，从

而造成误会、误读、误解，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需

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研究出一些方式方法，来构

建和重塑一些内容图式，使误会消解，障碍清除，沟

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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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图式和翻译教学 ．

翻译是一种语码转换活动，抛却译者的个人风

格之外，它需要客观地将一种语码所承载的文化信

息用另一种语码表达出来。所以，它不仅是语言转

换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活动。从这个角度

看，翻译既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译者不

是一般的读者，而是一种特殊的读者，一个好的翻译

者，不仅精通“双语”，而且需要精通“双文化”。因

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在具体的翻译中，不同民族在文化图式上表现

为源语和的语文化图式的差异。具体有下面三种情

况：文化图式的对应、文化图式的缺省和文化图式的

冲突HJ。文化图式中源语文化图式和译者的文化

图式基本对等，译者文化图式能正确全面表达相关

源语文化图式承载的文化信息，如”Easy come，easy

go”可用“来的容易，去的快”表达。这种情况很多，

美国一个翻译理论家奈达曾说过，“世界的语言和

文化惊人地相似”，许多时候，翻译遇到的难点不在

这里。即使是遇到文化图式缺省的时候，译者也会

根据原文中的提示，自觉地激活个人记忆中的文化

图式来理解和翻译，如topper(高顶礼帽)让人联想

起宴会和绅士，而olive branch(橄榄枝)则毫无疑问

会激活译者心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从而意识到和

平、求和意义。

比较困难的是文化图式冲突的情况，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更加谨慎和更加用心地去了解、去掌握所

涉及的民族的文化背景，读懂他们的文化图式。例

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西风颂》里提到的

“旷野的西风”，它的含义就绝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寒

冷和严冬的象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是象

征“春天”、“和煦”、“温暖”的，它吹绿了中华大地，

万物因之而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可见中国

人偏爱东风。而在英国，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吹来的，

象征着“寒冷”、“干燥”、“令人不愉快”，所以，他们

讨厌“东风”。又因为处在西风带上，受到墨西哥暖

流的影响，一年四季，除冬天的某个时候，常刮西风

或西南风。所以，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

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的说法。这一差异就

是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图式的不同。

在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文本的解读者，也是译

文本的创造者。既然文化图式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

中都存在着。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就应该帮助学生

根据原有文本，激活学生自身的文化图式或融入修

改并建构新的文化图式来达到理解的目的，进而准

确地翻译文本。【41文化图式所具有的包容性的特点

使得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体验到许多便捷，例如玫瑰

花象征爱情，这一观念现在已被我们接受，然而在我

国古代，玫瑰花并不象征爱情。翻遍历代名家诗词，

我们很难找到用玫瑰花来代表爱情的诗句。玫瑰花

象征爱情是外国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是西方文化的

图式。如果我们多接触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我们

就明白了为什么看到这个词心里马上会联想到爱情

了。比如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ms)的千古名诗

”Oh 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就是对这一文化的生动写照。自从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们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恋

爱成为时尚，再加上西方优秀作品的译介玫瑰作为

爱情的象征，后来被我们广泛接受。文化图式知识

是可以移植的，关键是如何在学生头脑中启动。

四、在翻译中启动图式知识

如何在翻译教学中导人文化，拓宽学生的视野，

启动学生的图式知识，从而更好地提高我们的教学

质量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本当中的信息，调动

学生的文化图式知识。有时篇章里并没有足够的线

索，就采用提示、引导的方法尽量让学生调动大脑中

已有的图式知识。具体说来，我们在实际的翻译教

学过程中，应当做好以下几点，以调动、激活学生的

文化图式知识，从而较好地运用文化图式理论提高

翻译教学质量。

1．加强背景文化的介绍，丰富学生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积累成

果。如果没有丰富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在理解方面，

就会无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期待，从审美的角度讲，

没有审美期待，常常会缺乏兴趣，缺乏专注而有效地

进行科研探索。所以，学生非常需要具备这两方面

的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语言文化知识。这就要

求我们从文化的几个层次来考量了。

我们要充分理解西方人的风俗习惯，也要明白

中西方的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人爱主动出击，比

较直线思维，凡事直来直去，而中国人则含蓄内敛，

喜欢拐弯抹角。再加上历史文化的不同，各自有不

同的文化知识系统，如神话传说和一些俗语等。最

典型的例子比如”god”，在西方人那里，是上帝，而

到了我们的翻译里，就成了“天”、“老天”、“苍天”、

“老天爷”等。见面打招呼，西方人简单问好，中国

人则喜欢问安，这个也是从古就有的传统。没有好

坏是非之分，只是表达的差异罢了。这些日常习俗

等文化方面的差异，教师要多给学生介绍，丰富学生

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而在做翻译工作时，能够有一个

正确的心态。其实，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差异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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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很多，只要多加探索，勤于思考，不耻下问，将来获

得的知识和能力就愈加宝贵。

2．激活已有的文化图式，整体把握原文本意义

有了丰富的知识结构系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

自动地促进理解。我们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了

解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挖掘他们的

潜能，努力最大限度地融合他们已有的文化图式与

面对的文本，充分激活大脑中固有的图式，在进一步

把握翻译的技能上，使理解过程更加准确、透彻。有

的时候文化图式也要直接引入，比如snooker译成

“斯诺克”，crocodile tears译成“鳄鱼的眼泪”。有些

不容易的翻译则可以采取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的方

式，比如“高尔夫球”是golf加“球”。更有一些英语

文化中独有的表达，比如”blue blood”，需要我们调

动自己对于西方表达方式的知识和理解，明白这个

颜色指的是一种高贵的血统，即贵族。许多汉语里

已有的表达和解释，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一些

模糊不清的翻译，这就要求学生灵活运用自己本来

固有的概念，或者说，积极地挖掘已有知识点滴，并

将之融入新的思维。翻译其实也是一种思维的活

动，能够体现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具体操作的

时候一定要着眼整体，把握宏观，在搞明白整篇意义

和主题的基础上，开始针对细节和具体描述方面进

行细致的研读和讨论。

3．加强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熟悉英语思维模式

从语言的角度看，英语是表音符号，汉语是表意

文字。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源于思维的不同，也来源

于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同一物体在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有不同的视角和表达的，例如

“红茶”，我们认为是红颜色的茶，而在英语中，却是

从茶的原料看的，所以叫”black tea”。读十四行诗

”Shau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如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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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英国的夏天远远比我们凉爽和可爱，大概就难以

理解为什么这样比喻了。同样，在我们表现心情的

沉重压抑时喜欢用“灰暗”的色彩，西方也有这个叙

述习惯，如”gloomy”。所以在翻译教学中，教师要适

当引导学生，必要时甚至忘记母语，尽可能摆脱自己

固有的成见，努力拓展想象空间，也充分调动自己的

学习主动性，用英语的思维模式去体味、去理解原

文。在表达阶段，让学生牢记翻译的精髓在于灵活，

学会多采用灵活变通的手段，对译文进行词汇或语

法上的调整，努力缩小因图式的缺省或不同而造成

的理解障碍和距离，真正促进文化交流”j。

五、结语

翻译的事实证明，译者的相关文化图式越丰富，

对文本的解读能力就越强，翻译也就越容易操作，译

文的可接受性也就越大。综上所述，在翻译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该多给学生教授文化背景知识，丰富学

生的知识结构，建立良好的文化图式。努力引导学

生克服文化图式的差异和缺省，加强翻译能力的培

养和锻炼，从而实现好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为我

们的文化建设加油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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