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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篇文章主要探讨《话陇点睛——甘肃精神甘肃人》的汉英翻译策略，这本书作者是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原主任委员、兰州大学教授范鹏。这本书从地理环境、时代内涵、

地域特色等方面来审视甘肃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讲述甘肃人的优秀品质以及甘肃人的精

神底蕴。本篇文章基于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展开，对原文的文内要素和文外要素进行分析，讨

论选择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三维转换的可行性，以期实现对原文，译文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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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在正式进行翻译工作之前，极其重要的一点

是做好全面的源文本分析。这意味着需要仔细地研读源文本

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其语言风格、句法结构、词汇运用、上

下文逻辑关系以及可能蕴含的文化背景等方面。

本文将采用诺德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型对原

文进行分析，诺德在其著作《翻译的文本分析》中，讲述了

此模型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特点：（1）它非常通用并且可以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文本；（2）它非常具体并且可以分析所

有的翻译问题。因此，本节将探讨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

模型的特征、影响文本分析的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以及通过

探讨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诺德的“翻译导向文本分析模式”是一个重视原文特点

的以功能为导向的翻译模式。该模型旨在帮助译者从文本外

因素和文本内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源文本。通过对源文本进行

分析，可以帮助译者更清晰地理解源文本的功能是什么，特

点是什么，然后根据功能和特点，相应地采用适合源文本的

翻译策略，最终将其准确地解释为目标文本。该模型强调功

能为导向，就会更注重源文本的功能分析，文本外因素和文

本内因素的分析都旨在探索翻译的功能和目的以及翻译策

略。

诺德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一

书中，对源语文本中一系列复杂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语言和

非语言因素进行了分析。源语文本所处的交际情景对文本分

析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情景因素决定了源语文本的交际功能。

（张文英，吴非：2012）诺德称这些因素为“文外因素”，

如文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及其期望、文本媒介等。

与文本自身相关的一些因素，诺德称其为“文内因素”，如

主题、内容、前提、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和句型结构等。

诺德认为，源文本分析对翻译过程有指导作用，它能为

以下决定提供依据：（1）本次翻译任务是否具有可行性；

（2）源文本的哪些成分和译文的功能相联系；（3）为实现

译文功能应使用哪种翻译策略。因为在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

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有通过对源语文本分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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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才可以清楚地知道原文中哪些信息或语言成分应该原封

不动地保留，哪些应该根据翻译意图进行调整。（张文英，

吴非：2012）

一、文本分析的文本外要素

本文中，从文本外因素中选择了文本发送者意图，读者

或者文本接收者，交际动机和交际场所，文本功能进行分析。

以下是四个因素的详细分析。

（一）文本发送者意图

无论是源语文本的作者和发送者，意图都是通过讲述甘

肃人的故事来弘扬甘肃精神，让广大读者和甘肃人重新找回

甘肃人的精神和自信。因此，本文具有呼唤功能，旨在向读

者大众弘扬甘肃精神。

（二）读者

在所有的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中，诺德认为，文本接

收者或者读者一直都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次源文本的读者或

者文本接收者可能是知识分子和专家，更常见的是普通公众，

其中包括所有想要了解甘肃的甘肃人和非甘肃人，以及所有

懂汉语的对弘扬甘肃精神感兴趣的人；还有少数的喜欢读书

的人。目标文本的读者或者文本接收者同样是以上同样事物

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因此，生成目标文本时，译者应该采取

一些表达方式，来确保目标文本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此外，

文中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汉语受众来讲可能非常熟

悉，但对于外国受众来讲可能不太熟悉。因此，这些文化背

景知识在翻译时需要进行补充解释。

（三）交际动机和交际场所

通过交际动机可以了解读者群。（张文英，吴非：2012）

本次源文本的交际场所是在中国，具体来说是在甘肃。源文

本的交际动机并非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著作一样，依据一定的

逻辑来介绍甘肃的情况，论述甘肃精神。相反，本文旨在通

过讲故事的方式，来鼓舞更多的甘肃人，弘扬甘肃精神。

（四）文本功能

源语文本的作者和发送者，意图都是通过讲述甘肃人的

故事来弘扬甘肃精神，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体现出本文的

呼唤功能。除此之外，源文本作者针对一些事件和事实发表

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反映出作者本人的价值观，体现出本

文的表达功能。因此，在生成目标文本时，应注意保留源文

本的呼唤功能和表达功能。

二、文本分析的文本内要素

在这份翻译实践报告中，选择文本内因素的预设，词汇，

句型结构进行分析。以下是对三个要素的详细分析。

（一）预设

预设是指文本预期接收者的应该知道的沟通环境和现

实因素，只有目标语文本读者了解了源、源语文本的背景和

相关信息，才能起到好的预期作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考虑文本接收者对源文本相关背景知识和信息的理解。

此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源文本读者所知道的许多预设

信息可能对目标文本读者来说并不广为人知，因此在翻译中

需要做出必要的解释或注释。在本次源文本中，主要包括文

化方面、历史事件等的相关信息。因此，在选择合适的翻译

策略时，译者应该在文化的层面进行考虑。

（二）词汇

源文本在词汇方面的特征主要是独特的汉语四字格，习

语，还包括含有中国文化诗词典故以及词语。除此之外，还

包括方言的使用。本文的语言风格从整体上来讲比较偏向通

俗和口语化，语言平实易懂，用词简单直接。目标文本是为

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而设，因此，在翻译时，

应该注意中英人群之间的信息差距。当涉及到原文中词汇、

习语和四字格的中式表达时，译者有责任为英语读者弥补背

景知识。因此，需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准确、恰当地传达

信息。

（三）句型结构

句型结构指的是源语文本的句子排列和结构特征。在本

篇源语文本中，在阐述甘肃精神和甘肃人的特点时，使用了

较多的复合句，来表达复杂的逻辑关系和思想内涵。这些复

合句包含了多个子句，通过连词、关系词等连接，具有一定

的逻辑。本文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排比句和对偶句来强调甘肃

精神，来增加文章的节奏感和气势；并且多次使用了设问句，

通过反问的方式来引起读者深思，然后通过讲述客观事实的

方式，加深了读者对甘肃的认识。除此之外，本篇源语文本

的句式还以更加简洁直接的口语风格，体现出汉语意合的特

点。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应考虑汉语句式结构和英语句式

结构之间的差异，使目标文本更加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

三、文本分析模式的应用

在对影响文本分析的文本内要素和文本外要素进行分

析后，译者打算利用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和适应选择来

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即译者需要在语言维、文化维、交

际维做出适应选择。而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并非是一个

单项的过程，译者、原文和译文共同组成了翻译的生态环境，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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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适应/选择过程

在上图中，可以看到，译者和原文之间并非只有一个过

程，原文的生态环境在选择译者，译者同时也在对原文做出

适应，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文做出选择，翻译犹如一座坚

固的桥梁，连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当译者置身

于这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之中时，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

方式，将原文生搬硬套地移植进译文。而是要协调原语和译

语之间的微妙平衡。这就需要从语法、语篇以及语言风格和

习惯等多个关键维度着手。比如说，在语法方面，不同语言

的语序、词性变化等规则大相径庭，译者要敏锐洞察并巧妙

转换；语篇方面，不同语言在段落结构、逻辑衔接上各有特

色，译者需精心打磨，使之流畅自然；而语言风格，有的语

言简洁明快，有的则华丽繁复，译者得准确把握，让译文风

格与原文相得益彰。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真正实现“在适应

中选择，在选择中适应”。这种适应与选择并非孤立、单一

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在整个翻译的进程里，

适应与选择交织在一起。有时，译者会为了更贴切地传达原

文的意思，先主动适应原文的语言特点，而后在众多的表达

方式中精心选择最恰当的译法；有时，又会根据译入语的习

惯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先做出选择，再进行适度的适应调整。

就这样，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译者逐渐打磨出既忠实于原

文，又能被目标读者欣然接受的优质译文。

而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与译者上述讨论的文本内要素

和文本外要素息息相关。例如：通过分析文本外要素的发送

者意图和文本功能，了解到本文旨在弘扬甘肃精神，让更多

的外国读者了解甘肃和甘肃人优秀的品质。这一点就意味着

译者可以在生态翻译学中的交际维对译文进行适应选择，选

择源语中哪些信息应该留下，哪些信息应该被筛除，通过采

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在保留原文风格的同时，体现出源文本

的交际意图。通过分析词汇、句型结构等文内要素，可以发

现，这一点与生态翻译学中语言维的适应选择息息相关。用

词和语义表达的转换是语言维中最基础的方面，要达到宣传

的目的，就要使用外国人惯用的表达。例如，汉语源文本中

大量使用了排比、对偶等结构，四字成语堆砌是为了加强文

章的气势和节奏感，而英语中并不喜欢重复，过度堆砌和重

复反而不符合英语的表达。因此，可以通过缩减意群，简洁

表达来做出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通过分析文内要素的预设

和词汇，以及文外要素的读者可以发现，需要在生态翻译学

中的文化维做出适应选择，因为没有文化的传递和认识，就

无法达到交流的目的。例如，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古语，谚

语和俗语，在英语语言环境中有对应概念时，直接匹配为对

等的词语；否则，应该要有意识地作出适应性调整，即将高

度浓缩、艰涩的表达平实化，重建译语的生态环境，使译文

读者易于接受原文信息，从而达到实现文本功能的效果。因

此，利用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来为翻译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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