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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论视角下的美国畅销书
«Ｗｏｒｋ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的汉译研究

刘剑锋ꎬ李帝莹ꎬ蒋彤彤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ꎬ对在美国畅销书«Ｗｏｒｋ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翻译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及思考ꎬ并试图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ꎬ阐明了在翻译过

程中所运用的增译、被动语态转换、词类的转换、句群的整合与拆分以及解决文化

差异问题等翻译技巧ꎬ以期为以后翻译此类书籍提供借鉴与参考ꎮ

关键词:翻译技巧ꎻ翻译方法ꎻ功能翻译论ꎻ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畅销书作为现代人快速咀嚼的读物ꎬ已
经在图书发展行业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ꎮ
国内出版社顺应国际大趋势的发展ꎬ争先恐后

地对国外畅销书进行了出版发行ꎮ “他们组织

译者对其进行翻译并以最快速度推出中文版ꎬ
抢占市场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ꎮ” [１] 此类书籍

的翻译以中小型任务居多ꎬ并常以小型团队合

作的形式开展翻译工作ꎮ 在这一环节中ꎬ保证

翻译质量显然成为畅销书能否成功风靡阅读

市场至关重要的一步ꎮ 畅销书具有鲜明的时

代性ꎬ虽在文本方面不难理解ꎬ但对译入语语

言特色和译入语读者理解方面有着较高的要

求ꎮ 如何在语言转换和靠近译入语读者方面

处理好这类文本ꎬ让国内读者最大程度上读懂

原文的内容ꎬ体会原文的精髓ꎬ领略到原文所

表达的意境ꎬ成为当前译者急需解决的问题ꎮ

一、功能翻译理论的内容及适用性

１.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功能翻译理论的滥觞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的德国ꎬ它是以目的论为核心理

念ꎬ强调翻译功能的一种流派ꎮ 该翻译理论

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 ３ 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ꎬ是以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赖斯发表的

«翻译批判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标志着功

能翻译理论的诞生ꎻ第二个阶段ꎬ是弗米尔提

出的目的论(Ｓｋｏｐｏ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翻译功能

理论的核心理论ꎻ第三个阶段ꎬ在目的论的基

础上ꎬ霍尔茨曼塔莉提出了翻译行为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ꎮ 克里斯蒂

安诺德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集大成者ꎬ首
次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各种学术思想理念ꎬ并
提出了翻译的忠诚原则ꎬ“就是一方面不要

把目的普遍化ꎬ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激进的功

能主义” [２]ꎮ
“以目的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ꎬ

其最大特点是把通常的翻译程序倒转过来ꎬ
也就是以语用为起点ꎬ以翻译的目的、译文的

功能为标尺ꎬ来确定翻译的策略ꎬ并且选择把

原文中的材料传译到译文中ꎮ” [２] 功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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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使最后得到

的译文文本在使用的情景下发挥出最大的作

用和期待价值ꎮ 不同的翻译任务或是文本可

能有不同的翻译目的ꎬ译者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的原则视情况而定ꎮ 在整个翻译

过程中ꎬ目的语读者无疑是决定译文文本目

的的最主要因素ꎮ
２.功能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类文本的翻译

在某些方面ꎬ文学类作品的特点与其他

体裁的文本存在着一定的区别ꎮ 许多学者认

为ꎬ文学类作品在表达上ꎬ不像广告、说明书、
合同等非文学文本那样具有很强的目的性ꎬ
而是以传达原作者的感情和对人生的态度、
价值观为主ꎮ 例如ꎬ一则广告、一份说明书的

目的就是介绍产品的实用功能ꎬ但是一首诗

歌、一篇抒情散文未必有明确的目的ꎬ而是作

者对自我情感的一种记录ꎮ 所以ꎬ曾有评论

者批评功能翻译理论只适用于应用文体(广
告、说明书)等非文学文本的翻译ꎬ不适合文

学文本的翻译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不尊

重原作ꎬ在翻译过程中无法体现原语文本的

权威地位ꎮ 在这些批判的声音中颇具代表性

的是:“该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不起作用ꎬ因
为文 学 作 品 和 它 们 的 译 著 没 有 目 的 可

言ꎮ” [３]

对以上观点ꎬ诺德作出了反驳ꎬ他认为翻

译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目的ꎬ不同的翻译目

的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ꎮ 我国也有很

多学者对功能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作出

了辩论和有力说明ꎮ 例如ꎬ张慧在«功能翻

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中以庞德的

«神州集»为例进行了研究ꎬ阐明了文学翻译

也有目的性ꎮ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面出发ꎬ通过对单个译本的个例分析或多

个译本的对比分析ꎬ印证了这一理论可广泛

应用的正确性ꎬ同时ꎬ也讨论了不同翻译目的

对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ꎮ 他们持有的共同观

点是:即使目的性不强烈或不明显ꎬ也并不代

表没有目的性这一事实ꎮ “创作这一行为本

身已蕴涵了目的性ꎬ分析文学作品意义的其

中一个切入口便是作者的措词ꎬ即便是同义

词ꎬ由于它们在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

义上有细微差别ꎬ于是就会有哪一个词更为

合适的问题ꎮ” [４]因此ꎬ作者就必须对词的使

用做出选择ꎬ而选择的根本依据就是目的ꎬ即
作者想通过该词在整篇文章中表达何种感情

色彩ꎮ 目前ꎬ据权威网站统计ꎬ在功能目的论

指导下的文学文本翻译研究论文达 １７０ 多

篇ꎬ这也印证了功能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类

文本的翻译ꎮ 该理论指出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发起人或译者决定的ꎮ 但

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类文本翻译ꎬ翻译发起

人不可能在翻译之前提出明确的翻译要求ꎬ
所以翻译目的只能由译者决定ꎬ译者在翻译

文学类语言读本时ꎬ不仅要看翻译目的是否

实现ꎬ而且要看译文是否实现了协调原文作

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关系的功能ꎮ “译者在不

同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ꎬ根据翻译目的的不

同ꎬ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ꎮ” [５]

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ꎬ让译者和读者之间

进行无障碍的交流ꎬ就是成功的翻译ꎮ
«Ｗｏｒｋ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作为在美国

人群中脍炙人口的文学类畅销书ꎬ在向中国

市场进军的过程中ꎬ第一要务就是在通俗易

懂的同时ꎬ向中国读者传达原文中作者想表

达的主要内容ꎬ但也要注重文化的差异ꎬ注意

读者对外来词汇的接受程度ꎮ 译者在明确翻

译目的的基础上ꎬ协调好这一关系ꎬ翻译任务

才能事半功倍ꎮ

二、翻译案例分析

笔者以功能目的论为指导ꎬ结合«Ｗｏｒｋ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案例ꎬ
讨论翻译环节中对语言乃至文化因素的处

理ꎬ分析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有代表性的

问题ꎬ展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应用ꎮ
１.增　 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和表达习

惯上的不同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增加一些词

或是句子ꎬ来保证译文语法结构的完整性和

译文意思的准确性ꎬ这就是增译法( ａｍｐ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ꎮ 增译法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翻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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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方法ꎮ 一般来说ꎬ增译出来的词ꎬ即使没

有出现在原文的文本中ꎬ但实际上也都隐含

在原文中ꎬ译者要做的就是通过增译来找到

两种语言在结构、语法和意义上的平衡ꎬ准确

地传达原文的思想ꎬ实现原文作者和读者之

间的隔空交流ꎮ 在运用增译法进行翻译时ꎬ
并不代表译者可以随意地增加词汇ꎬ而是要

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适当地增词ꎬ切勿画蛇

添足ꎬ更不要曲解原文作者的意思ꎮ
例 １
原文:Ｂｕｔ ｔｈａｔ′ｓ ｊｕｓｔ 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ａ ｐｒｉｃｋ
译文:但是这就是我工作中的表现:一个

笨蛋ꎮ
分析:英语中有些动词或者系动词在作

不及物动词时ꎬ宾语实际上是隐含在其中的ꎬ
在翻译时要把它译出来ꎬ否则汉语表达就会

含糊不清ꎮ 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 是

指“在工作时的状态和表现”ꎬ然而原文中没

有“表现”这一词ꎬ译文中增译了该名词宾

语ꎬ使句子更加通顺ꎬ意思也更加清晰ꎮ
２.被动语态的转换

汉语的逻辑思维是先因后果ꎬ而英语的

思维是先果后因ꎬ这也造成了英汉语言在表

达顺序上的先后性以及结构的差异ꎮ 在英译

汉的过程中ꎬ英语的被动句通常都要译为汉

语的主动句ꎮ 翻译时ꎬ一些被动语态的句子

可以按顺译法进行直译ꎬ但大多数的被动句

需要使用逆序法把句子的前后顺序进行一定

的调整ꎬ才能更加符合译文要求ꎮ
例 ２
原文:Ａｎｄ ｉｆ ｔｈａｔ′ 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ｙｏｕ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ꎬ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ｔｏｐ ｔｈａ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ｕｔ ｗｈａ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ｉｔ

译文:如果你的行为情有可原ꎬ那么你要

立即停止ꎬ并弄清楚其中缘由ꎮ
分析:原文是被动句ꎬ但是直译出来“你

的行为能够被解释”不符合汉语的表达方

式ꎬ译文通过对被动句向主动句的转换ꎬ并采

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ꎬ使译文读起来更加通

顺流畅ꎮ
３.词类的转换

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

中提出:“为了达到文本内容等值的目的ꎬ译
者很难顾全到两种文本形式的对等ꎬ尤其是

结构差异极大的两种语言ꎬ翻译时为了达到

内容的等值ꎬ背离了原文的形式也在所难免ꎬ
‘翻译转换’由此产生ꎮ” [６] 他把翻译的转换

划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ꎬ其中ꎬ词
类的转换就属于“范畴转换”的一种类型ꎮ

汉语词汇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词一类ꎬ而
英语中有许多词都是一词多类ꎬ并且汉语的

词可以单独作为句子的成分ꎬ而在英语中ꎬ单
词一般不可充当句子的主要成分ꎬ所以需要

进行词类的转换ꎮ 词类转换是英汉翻译时最

常使用的翻译技巧ꎮ 一个词在不改变其形态

的情况下ꎬ从一种词类转换成另一种词类ꎬ这
就是词类转换ꎮ

例 ３
原文: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ｈｏｗ ｙｏｕ ａｃｔｕａｌ￣

ｌｙ ｆｅｅｌ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ｍｅｏｎｅꎬａｓｋ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ꎬ“Ｗｏｕｌｄ Ｉ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ｂｅ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

译文:这个测试是为了找到你对某人的

真实感受ꎬ问自己:“我会和这个人喝两杯啤

酒吗?”(动词转换成名词)
分析:原文中 ｆｅｅｌ ａｂｏｕｔ 是动词词组ꎬ意

为“感觉”“感受”ꎬ但是显然ꎬ在英译汉时ꎬ不
能直译为“你如何对某人感受”ꎬ要传达出原

文真正的含义ꎬ就必须将动词转换成名词ꎬ译
成“对某人的真实感受”ꎮ
４.句群的整合与拆分

英语语言以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著称ꎬ所
以在英语中常会出现大量的复杂长句ꎬ它们

一般都是以主谓结构作为主干ꎬ通过连接词

在上面添加其余的句子成分而构成ꎬ形似一

个树状结构ꎮ “从这个根源出发ꎬ许多不同

的句式句型相继产生ꎬ有 Ｓ ＋ Ｖｉ 句型ꎬＳ ＋
ＬｉｎｋＶ ＋ Ｐ 句型ꎬＳ ＋ Ｖｔ ＋ Ｐ 句型及 Ｓ ＋ Ｖｔ ＋
ＩＯ ＋ＤＯ 句型等ꎮ” [７]译者在经过对英语长句

结构和语法的分析后ꎬ可以找到其中的主干

部分ꎬ去掉其中看似繁复的成分ꎬ就能了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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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ꎬ然后进行翻译ꎬ这时

就要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和手段进行句群的

整合与拆分ꎮ
分译法ꎬ也就是拆句法ꎬ是把一个长而复

杂的句子进行拆分ꎬ从而变成几个简单短小

的句子ꎬ常用于英译汉ꎮ 译者要在原句的主

谓连接处、转折连接处以及后续成分与主体

的连接处将长句切断ꎬ译成汉语分句ꎬ使整个

句子更加简练通顺ꎬ这也符合汉语语言短句

多、表述精练的特点ꎮ «Ｗｏｒｋ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的译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拆句法ꎮ

例 ４
原文: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ｐｒｏｆａｎ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

ｆｅｃｔｓ ｕｓꎻ(Ｃｕｒ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ａｒｏｕｓｉｎｇ”: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ｏｕｒ ｓｋｉｎ ｔｏ ｐｅｒｓｐｉｒｅꎬ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ｃｕｒ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ｙ ｅｖｅ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ｆｉｇｈｔ － ｏｒ －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 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ｃｕｒｓｉｎｇ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ａｉｎꎬ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ｊｕｓｔ ｍａｋｅ ｕｓ ｆｅｅｌ ｂｅｔ￣
ｔｅｒ )

译文:而脏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方面造成

影响ꎻ(咒骂词已被证明是“唤起”———例如

导致我们的皮肤出汗ꎬ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咒

骂词甚至可能引发类似于战斗或飞行反应ꎬ
释放疼痛和缓解内啡肽ꎬ这将有助于解释为

什么咒骂可以帮助缓解身体疼痛ꎬ并只是让

我们感觉更好)ꎮ
分析:这句话后面是一个同位语从句和

ｗｈｉｃｈ 引导的一个定语从句ꎬ在处理从句时

首先要明确句子之间的关系ꎮ 这句话原文结

构较严密ꎬ但是如果按词的顺序顺译成目标

语ꎬ并不符合汉语的句式结构和表达习惯ꎬ所
以要运用拆句法在原句的后续成分与主体的

连接处以及意群结束处将长句切断ꎬ译成较

短较简单的汉语分句ꎬ在定语从句前进行拆

分ꎬ使译文更加清晰ꎬ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

习惯ꎮ
５.文化差异问题的翻译策略

“１９９０ 年ꎬ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提出翻

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ꎬ指出翻译不仅仅是

语言转换ꎬ更是文化交际ꎮ 于是ꎬ翻译由语言

翻译转向文化翻译ꎮ 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ꎬ
译者不免遇到文化差异问题ꎬ常常要求助于

两大翻译策略ꎬ即归化和异化ꎬ来实现成功的

翻译ꎮ” [８]

“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ꎬ
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 [９]ꎬ因为翻译不是在

真空中独自进行的ꎬ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

都会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产生重要的影

响ꎮ 英汉两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大背景下ꎬ
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模

式等ꎬ形成的文化内涵就必然有差异ꎮ 例如ꎬ
“西方人重知识分析、逻辑验证ꎬ有较强的抽

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ꎻ中国人重直观感受ꎬ
切身领悟ꎬ惯于对事物进行整体观照ꎬ养成生

动活泼的具体思维及一套言近旨远的表达方

式” [１０]ꎮ 因此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文

化缺省现象ꎬ并且极不容易转化ꎮ 这时ꎬ就必

须借助网络工具进行搜索ꎬ找到其本身的准

确含义ꎬ运用适当的翻译技巧并负责任地加

以翻译ꎮ
例 ５
原文: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ｈｏｌｅ

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ｃｋｅｄ Ｗｉｔｃｈꎬａ ｐｒｏｔｏｎ ｔｏｒｐｅｄｏ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Ｓｔａｒ′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ｏｒｔꎬａ ｇｕｓｔ
ｏｆ ｗｉｎｄ ｔ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ｈａｉｒ

译文:自我意识对混蛋来说就像是怕水

的女巫ꎬ投射在死星热排气口的质子鱼雷ꎬ刮
过唐纳德特朗普头发的那阵风一样威力无

穷ꎮ
分析:原文中出现了几个专有名词:

Ｗｉｃｋｅｄ ＷｉｔｃｈꎬＤｅａｔｈ Ｓｔａｒ′ 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ｏｒｔꎬ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ｈａｉｒ 这种在该语言文

化背景下独有的意象ꎬ在译成译入语时成为

不可忽视的障碍ꎮ 译者对其并不了解ꎬ无法

译出ꎬ所以借助网络搜索出了准确的语义ꎮ
为了力求保存原作的风姿ꎬ传达原语文化中

的生动形象ꎬ译文使用了异化的策略ꎬ并进行

了直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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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笔者通过分析译文的功能及目的ꎬ并使

用了相应的翻译技巧ꎬ分析并处理了翻译过

程中所遇到的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在进行畅销

书的翻译时ꎬ要以功能翻译论为指导ꎬ深刻体

会译文的功能ꎬ并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ꎬ实现

原文向译文的转化ꎮ 另外ꎬ在进行文学读本

的翻译时还要特别注意翻译的文化传递功

能ꎬ也就是不仅要为读者提供准确的阅读信

息ꎬ还要促进译文读者深入地理解原文ꎬ了解

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和文化底蕴ꎮ 由于英

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ꎬ译者在翻

译时不能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对等ꎬ逐字逐

句地进行翻译ꎬ也不要拘泥于一个单词的本

身含义ꎬ而是要灵活多变ꎬ随机应变ꎮ
笔者认为ꎬ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译员ꎬ翻

译出原文的精髓ꎬ不仅要具有坚实的英语和

汉语语言基础ꎬ还要灵活运用一定的翻译技

巧ꎬ将翻译理论运用到翻译工作中ꎬ真正做到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ꎮ 此外ꎬ译者还需对跨文

化交流有全面的理解ꎬ并重视翻译的目的和

功能ꎬ在尊重目标读者感受和忠实原语语言

间找到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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