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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电影不断向外推广，但是目前电影字幕汉译英翻译的质

量和水平参差不齐，对外宣传效果不够理想。鉴于此，本文以《一代宗师》的字幕翻译为例，通过整

合Ｂｈａｔｉａ（２０１０）的专业环境下话语实现的分析模式并结合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９９９）的语言顺应论，提出

了适用于本研究的多视角分析模式。基于这一模式，本文首先归纳出《一代宗师》字幕翻译中互文

性的表现形式，然后从实践资源、模态资源和社会认知资源出发探讨了其形成机制，最后阐释了译

者使用互文策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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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向外推

广中国文化成为一大要事。电影作为一种日益

流行的大众文化形式，是对外传播文化、价值观

的有效渠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数字时代

的到来，电 影 传 播 的 速 度 越 来 越 快。但 是 字 幕

翻译这种翻译实践活动在国内仍然缺乏可行的

理论 框 架 指 导，目 前 主 要 依 靠 的 是 译 者 的 个 人

经验，导 致 汉 译 英 电 影 字 幕 翻 译 的 质 量 和 水 平

参差不齐，对外宣传推广效果不佳。鉴于此，本

文以贾 佩 琳 翻 译 的《一 代 宗 师》的 字 幕 译 本 为

例，试图对字幕翻译中涉及的互文性进行探讨，
旨在 为 字 幕 翻 译 研 究 提 供 一 种 较 新 的、较 全 面

的研究途径。

２．理论背景

当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１９５９：２３３）把 字 幕 翻 译 定 义

为跨符号 翻 译———“通 过 非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对 语

言符号进行的一种翻译”的时候，互文性已经与

翻译研究密切挂钩。互文性指的是任何文本都

是由其他 文 本 拼 接 构 成 的；任 何 文 本 都 是 对 其

他 文 本 的 吸 收 和 改 造（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１９６９：１４６）。

Ｈａｔｉｍ和 Ｍａｓｏｎ（１９９０）最先把互文性理念引入

翻译研究，通过明确阐释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
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互文手段提供了可行

的建 议 和 完 整 的 分 析 框 架。Ｇａｒｃíａ和 Ｍａｒíａ
（２００１）尝试从关联理论入手翻译文学文本中的

互文引用。Ｈｅｒｍａｎｓ（２００３）则 认 为，考 虑 到 翻

译的质量，在 处 理 互 文 引 用 时 应 优 先 采 用 对 等

理论。Ｆｅｄｅｒｉｃｉ（２００７）强 调 了 译 者 作 为 不 同 的

语言 与 文 化 世 界 的 调 和 者 的 重 要 性。Ｖｅｎｕｔｉ
（２００９）则主要分析了英语诗歌中对意大利小说

的引用以 及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对 互 文 性 的 处 理，总

结出互文 性 会 使 翻 译 复 杂 化，会 对 翻 译 过 程 中

文化层面的处理增加难度。Ｂｒｏｍｌｅｙ（２０１４）通

过分析 图 像 小 说《雨 果》、改 编 电 影《造 梦 的 雨

果》和 小 说 的 官 方 网 站，展 现 了 互 文 性、文 化 融

合和不同媒体形式的改编在现代参与式文化中

的日 益 交 叉 与 融 合。与 Ｂｒｏｍｌｅｙ相 似，Ｄｕｓｉ
（２０１４）尝试 比 较 互 文 性 在 西 班 牙 语 小 说《堂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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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德》和其他语言电影版中的异同，发现为适应

不同 文 化 符 号，翻 译 转 变 会 跟 随 电 影 形 式 在 字

幕翻译的过程中逐一体现。
在国内，罗选民（１９９０）最先把互文性引入翻

译研究，但是由于当时他没有将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译

为“互文 性”，因 此 较 不 为 人 所 知。随 后 杨 衍 松

（１９９４）再次把互文性引进翻译研究中，国内的翻

译学者才逐渐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在互文性与

字幕翻译的研究中，陈亚明（２００８）只是简单提及

互文性可以作为研究字幕翻译的其中一种方式。
陈小燕（２０１０）随后从互文性的分类出发分析了美

剧的字幕翻译，为字幕翻译与互文性的结合提供

了一种可行 的 途 径。而 张 群（２０１２）在 分 析 电 影

《让子弹飞》的字幕翻译中涉及的互文性时，采用

的是归化与异化的方法。
作为文本 的 七 大 标 准 之 一，互 文 性 经 常 被

用在诸如 电 影 字 幕 译 本 等 各 种 多 模 态 文 本 中，
因此，字幕翻译与互文性、多模态密切相关。而

Ｒｏｙｃｅ也早已 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３年 正 式 出 版）发

现 互 文 性 和 多 模 态 的 密 切 关 系，提 出 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多模态互文性）这一

概念。遗憾 的 是，这 一 术 语 并 未 引 起 太 多 学 者

的注意，也少有人引用。同时，前人在这方面的

研究 大 多 局 限 于 语 言 学，很 少 学 者 选 择 从 翻 译

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为了进一步拓展互文性理

论的 应 用 范 围，本 文 将 其 应 用 在 字 幕 翻 译 的 综

合分析中。

３．分析模式

为了更 综 合 全 面 地 进 行 话 语 分 析，Ｂｈａｔｉａ

（２００４）提出了一个三维度多视角模式。三维度

包括文本空间、社会认知空间（包含专业空间和

策略空间），以及社会空间。这一模式成为分析

和解释专业话语的一种有效途径。然 而，Ｂｈａｔｉａ
随后注意 到 大 部 分 专 业 话 语 交 际 通 常 发 生 在

四个甚至更多不 同 但 是 重 叠 的 层 面 上。因 此，
在三维度多视 角 模 式 的 基 础 上，Ｂｈａｔｉａ（２０１０）
提出了话语分析的四 维 度 多 视 角 分 析 模 式，这

四 个 维 度 分 别 是 文 本、体 裁、专 业 实 践 和 专 业

文化。
正如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根据目

的、语境做出相应的语言选择一样，翻译的过程

亦是如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简单转

换，更是一 种 动 态 的 跨 文 化 交 际 活 动。翻 译 是

译者在源 语 与 目 的 语 之 间 的 双 向 选 择，因 为 译

者所做的选择往往是某种主导因素指导下的动

态顺应过 程，而 这 一 过 程 正 好 说 明 翻 译 是 一 项

复杂的工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顺应目的

语读者之 外，还 需 要 兼 顾 源 语 与 目 的 语 的 双 向

顺应。而这种顺应体现在源语和目的语两个不

同的层面上，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宏观的包

括社会、文 化、认 知 等 因 素 的 顺 应，微 观 的 则 体

现在 语 言 结 构、语 言 风 格 上 的 顺 应（杜 慧、李 延

林２０１３）。
为了更 好 地 进 行 字 幕 翻 译 中 互 文 性 的 研

究，我们在参 考Ｂｈａｔｉａ的 专 业 环 境 下 话 语 实 现

的分析模式 和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的 语 言 顺 应 论 的 基

础上，尝试结合二者的优点进行整合，然后得出

一个符合本文研究目的与需求的多维度－顺应分

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影字幕翻译的多维度－顺应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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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拟结合字幕译本的文本符号与非文本

符号特征详细分析互文策略在字幕翻译中的表

现形式、形成机制和使用动机。正如上图所示，
文章 从 互 文 性 的 三 大 类 别 出 发，分 析 字 幕 翻 译

中涉 及 的 明 显 互 文 性、篇 际 互 文 性 和 多 模 态 互

文性的具 体 表 现。从 实 践 资 源 的 应 用、模 态 资

源的应用和社会认知资源的应用探讨互文策略

在字幕翻 译 中 的 形 成 机 制。最 后，文 章 从 结 构

变量的顺应和语境变量的顺应分析在字幕翻译

中采用互 文 策 略 的 原 因。同 时，我 们 必 须 认 识

到，与 语 言 一 样，翻 译 也 具 有 同 样 的 三 大 特

性———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和协商

性是 决 定 翻 译 可 译 性 的 基 本 条 件，顺 应 性 则 是

影响整 个 翻 译 过 程 的 重 要 因 素。在 翻 译 过 程

中，译者具有主体性，其语用意识在整个动态顺

应的 翻 译 过 程 中 起 着 关 键 的 决 策 作 用，译 者 在

字幕 翻 译 过 程 中 始 终 会 有 意 无 意 地 涉 及 互

文性。

４．《一代宗师》字幕翻译中涉及的互文策略

及其形成机制

４．１　明显互文性及其形成机制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９２）认为，在明显互文性中，
互文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表层。明显互文

性表 现 形 式 多 种 多 样，有 引 用、预 设、仿 拟 等。
通过分析，我 们 发 现 在《一 代 宗 师》的 字 幕 翻 译

中，明 显 互 文 性 主 要 表 现 为 用 典、仿 拟 和 超

链接。
作为一种间接、含蓄的引用，用典通常指用

一种 暗 含 的 方 式 引 用 众 所 周 知 的 典 故，以 便 丰

富而 含 蓄 地 表 达 相 关 内 容 和 思 想，如 各 种 出 自

圣经、神话、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宗教故事之中

的典故 和 原 型。用 典 作 为 一 种 有 效 的 修 辞 手

法，在 字 幕 翻 译 中 常 常 构 成 了 一 种 典 型 的 明 显

互文关系。例如：
例１：原文：我打杂家的。
译文：Ｉ’ｍ　ａ　Ｊａｃｋ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ｅｓ．

Ｊａｃｋ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ｅ是一

句习 语，指“杂 而 不 精 的 人，三 脚 猫 无 所 长”，有

“门门精 通，样 样 稀 松”之 意。杂 家 是 中 国 战 国

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但

是“我 打 杂 家 的”一 语 在 电 影 中 却 是 稍 带 贬 义

的。译者通 过 用 典 这 一 明 显 互 文 策 略，用 目 的

语的 一 句 习 语 把 源 语 的 贬 义 表 达 出 来，颇 有 画

龙点睛的作用。再如下例：
例２：原文：让人家说胜之不武。

译文：Ｔｈｅｙ’ｌｌ　ｓａｙ　ｈｅ　ｂｅａｔ　ａ　ｎｏｂｏｄｙ．

原文引用 了 成 语“胜 之 不 武”，有 以 强 凌 弱

之意，即使赢了也不光彩，比喻以大欺小。译者

在这里同 样 采 用 了 用 典 的 互 文 手 法，选 取 了Ｉ
ａｍ　ａ　ｎｏｂｏｄｙ中的ａ　ｎｏｂｏｄｙ（无名小卒），把“胜

之不武”翻译成ｂｅａｔ　ａ　ｎｏｂｏｄｙ，通过这一明显的

互文关系成功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仿拟是另 一 种 典 型 的 明 显 互 文 性，它 通 过

仿照人们熟 知 的 语 言 材 料，如 成 语、谚 语、名 言

和警句，根 据 表 达 的 需 要 临 时 创 造 出 新 的 词、
句、篇，使语言变得生动活泼、幽默诙谐，同时甚

至带 有 讽 刺 嘲 弄 的 效 果。Ｒｏｓｓ（１９９８：４８）提

到，仿拟可以是引人发笑的模仿，也可以是严肃

的反讽，有 时 甚 至 可 以 是 彰 显 原 文 表 达 功 力 的

一种手法，它的目的多种多样。请看下例：
例３：原文：你们咏春只得三板斧。

译文：Ｙｏｕｒ　Ｗｉｎｇ　Ｃｈｕｎ　ｉｓ　ａ　ｔｈｒｅｅ－ｔｒｉｃｋ　ｐｏｎｙ．

“三板斧”一词源于“程咬金三板斧”这一典

故，是用来 形 容 虎 头 蛇 尾、实 际 本 领 有 限 的 人。
译 文 中 的 ｔｈｒｅｅ－ｔｒｉｃｋ　ｐｏｎｙ 改 自 Ｄａｎｉｅｌｌａ
Ｂｒｏｄｓｋｙ写的小 说Ｏｎｅ－Ｔｒｉｃｋ　Ｐｏｎｙ（《会 变 戏 法

的小马驹》），大意是“只会一招的小马驹”，与汉

语“黔驴技穷”相接近。译者通过灵活造词这一

仿拟手段 形 成 的 明 显 互 文 关 系 很 符 合 语 境，实

在是绝妙的翻译。
超文 本 链 接 是 指 文 本 中 的 词、短 语、符 号、

图像、声音剪辑或影视剪辑之间的链接，或者与

其他的文 件、超 文 本 文 件 之 间 的 链 接。通 过 这

些链接，一 个 文 本 能 够 与 另 一 个 或 多 个 文 本 联

系起来，以此形成明显互文性。具体请看：
例４：原文：宫二故去后，叶问扩大他的教学范

围，更加面向 民 众，收 了 众 多 弟 子，包 括 他 最 著 名

的徒弟，李小龙。【李小龙镜头插入】

译 文：Ａｆｔｅｒ　Ｇｏｎｇ　Ｅｒ’ｓ　ｄｅａｔｈ，Ｉｐ　Ｍａ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ｈｉ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ｉｓ

ａ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Ｂｒｕｃｅ　Ｌｅｅ．［ｓｃｅｎ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ｒｕｃｅ　Ｌｅｅ　ｉｎｓｅｒｔ　ｉｎ］

比起叶 问，李 小 龙 更 为 外 国 观 众 所 熟 悉。
在片尾，当 讲 到 叶 问 作 为 一 代 宗 师 把 咏 春 发 扬

光大时，不 得 不 提 及 他 最 著 名 的 传 承 弟 子 李 小

龙。随着文 字 模 态 的 剧 情 介 绍，关 于 幼 年 李 小

·３０１·探究电影字幕翻译中的互文性策略：以《一代宗师》为例



龙的 画 面 模 态 紧 接 着 插 入 电 影 中，超 链 接 的 互

文手法在这里展现得再明显不过，Ｂｒｕｃｅ　Ｌｅｅ的

名字 随 着 镜 头 推 进 因 此 变 得 更 形 象，更 有 画 面

感，让外国观众产生亲切感。
社会认知资源的频繁运用使得字幕翻译经

常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
译者频繁使用仿拟、用典等各种明显互文手段，
将不同 的 文 本 联 系 起 来。陈 小 燕（２０１０）曾 指

出，观众对影视剧中出现的互文指涉不够敏感，
虽然 不 影 响 他 们 对 剧 情 的 理 解，但 容 易 减 少 观

赏影 视 剧 的 乐 趣，有 时 候 甚 至 阻 碍 他 们 与 剧 中

角色人物 产 生 共 鸣。因 此，在 翻 译 影 视 剧 字 幕

的时候，译者如果能注意到这些互文指涉，帮助

观众 识 别 这 些 重 要 的 指 涉，定 会 有 助 于 提 高 观

众欣 赏 电 影 的 能 力，加 强 文 化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理

解。受实践 资 源 和 社 会 认 知 资 源 的 影 响，译 者

通过仿拟、用典、超链接和预设等互文创作手法

建立 起 文 本 与 文 本 之 间 的 明 显 互 文 关 系，丰 富

了电 影 字 幕 翻 译 的 文 学 表 现 手 法，同 时 通 过 引

用经典的文化典故和识别度高的成语、谚语等，
拉近 了 文 化 之 间 的 距 离，从 而 提 高 外 国 观 众 对

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４．２　篇际互文性及其形成机制

篇际互文性将互文性这一概念引向话语秩

序的维度，指特定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或风格

的混合与交融（武建国、秦秀白２００６）。武 建 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从 语 用 学 视 角 研 究 了 当

代汉 语 公 共 话 语 中 的 篇 际 互 文 性，将 篇 际 互 文

性分为四大 类：融 合 型、镶 嵌 型、转 换 型 和 链 接

型。随着话 语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篇 际 互 文 性 作

为一 种 日 益 明 显 的 语 言 现 象，已 经 被 不 少 学 者

从不 同 的 视 角 进 行 了 多 方 位 的 研 究，但 是 唯 独

鲜见从翻译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对

《一代宗师》字幕翻译中篇际互文性的表现形式

进行剖析。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发现在《一代宗

师》字 幕 翻 译 中，融 合 型、镶 嵌 型 和 链 接 型 篇 际

互文性表现得较为明显。
武建国（２０１２ｂ）认为，构成融合型篇际互文

性的 体 裁、话 语 或 风 格 等 规 约 成 分 混 合 得 比 较

复杂而较难辨认。如：
例５：原 文：八 卦 掌 取 法 于 刀 术，单 换 掌 是 单

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 一 掰 一 扣，有 六 十 四 变 化，

擅长偏门抢攻。

译 文：Ｂａｇｕａ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ｗｏｒｄｐｌａｙ．Ｓｉｎｇｌ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ａｌｍ　ｉ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ｌａｄｅ．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ａｌｍ

ｉ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ｌａｄｅ．Ｔｈｅ　ｆｅｅｔ　ａｒｅ　ｏｕ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６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ａｃｋ　ｃｏｍ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ｎｏｗｈｅｒｅ．

例５是 一 个 融 合 型 篇 际 互 文 性 的 典 型 例

子，它是解 说 体 裁 与 对 话 体 裁 的 混 合。在 这 部

电影中，三姐与叶问试招的时候，她对八卦掌进

行如上介 绍。三 姐 说 话 与 展 现 功 夫 同 步 进 行，
通过画面、文字与声音多种模态的有机融合，向

观众阐释了什么是“八卦掌”。译者结合画面进

行对应翻译，用词准确简洁，挑选的词语发音有

力，有效地 通 过 这 一 融 合 型 篇 际 互 文 关 系 向 观

众介绍了“八卦掌”的特征。
构成镶嵌 型 篇 际 互 文 性 的 体 裁、话 语 或 风

格等规约 成 分 往 往 以 镶 嵌 的 形 式 共 存，其 中 的

某一成分往往界限鲜明地嵌入由另一成分形成

的模板之中（武建国２０１２ｂ）。如：
例６：原文：叶 里 藏 花 一 度，梦 里 踏 雪 几 回；一

约既定，万山无阻。

译文：Ｉ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６４Ｈａｎｄｓ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Ｉ’ｍ　ｗａｉｔｉｎｇ．Ｗｈａｔ’ｓ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

在例６中，两 人 间 的 含 蓄 对 话 以 诗 歌 的 形

式镶嵌在 书 信 的 模 板 中，暗 自 萌 生 的 情 愫 就 犹

如这含蓄的诗歌。译者在翻译时选择把原文含

蓄的表达 方 式 直 白 地 翻 译 出 来，并 将 陈 述 句 转

换为疑问 句，使 得 这 种 镶 嵌 型 篇 际 互 文 关 系 更

为明显。篇 际 互 文 性 有 时 会 和 明 显 互 文 性 并

存，如 前 面 提 及 的 例４就 是 典 型 的 链 接 型 篇 际

互文性。此 外，电 影 中 还 有 多 处 典 型 的 链 接 型

篇际互文的翻译例子。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实践资源的应用使篇际互文性在字幕翻译

中表现得 非 常 突 出，这 里 的 实 践 资 源 与 文 本 和

体裁对应。字 幕 翻 译 主 要 涉 及 两 个 制 约 因 素：
时间和空 间。时 间 指 语 言 和 图 像 的 同 步 配 合。
每行字幕必须在屏幕上停留足够时间供观众扫

视，一般以２～３秒为宜。空间指屏幕上可容纳

的语言符 号 数 目。字 幕 有 时 用 两 行，有 时 用 一

行（李运兴２００１）。受字幕翻译的文本资源和体

裁资源的 影 响，以 及 时 间 和 空 间 两 大 因 素 的 制

约，译者在翻译时混合或交融了不同的体裁、话

语或风格，使得篇际互文性凸显于字幕翻译中。
而这种混合多种话语秩序成分的篇际互文性不

仅丰富了 电 影 人 物 对 话 的 表 现 形 式，而 且 更 有

效地对外传播了源语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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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多模态互文性及其形成机制

电影中的多模态指的是电影音乐、画面、文

字等 多 种 模 态，电 影 字 幕 翻 译 综 合 多 种 模 态 元

素，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服务于电影的核心表达。
当一种模态本身的结构力量不能完全表达电影

中的意义 时，它 就 会 与 其 他 的 模 态 相 结 合。不

难看 出，多 模 态 互 文 性 本 质 上 就 是 一 种 篇 际 互

文性，在 电 影 文 本 这 种 以 图 像 和 文 字 为 主 要 模

态的多模态语境下，“篇际互文性由两种或两种

以上 模 态 共 同 协 作 而 成，它 侧 重 的 是 多 种 符 号

资 源 之 间 的 互 补 与 整 合”（李 勇 忠、陈 慧 珍

２０１４）。下面，我们将从模态之间的相互转化具

体分析《一代宗师》字幕翻译中涉及的多模态互

文性。
在电影中，图像模态、声音模态等多种模态

在译者的翻译处理之下统统转换成文字模态，观
众的焦点因此会主要集中在银屏文字上。如：

例７：原文：日本侵华期间，南方有３００万人死

于饥饿，包括叶问的两个女儿。

译 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ｄｉｅｄ　ｏｆ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ｗｏ　ｏｆ　Ｉｐ　Ｍａｎ’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日本侵华 战 争 导 致 叶 问 一 家 流 离 失 所、食

不果腹。随 着 旁 白 对 当 时 背 景 的 介 绍，一 连 串

关于中国在日本侵华后发生变化的照片映入观

众眼帘。照 片 过 后，银 屏 的 黑 白 背 景 使 得 观 众

更加 集 中 地 关 注 文 字 信 息，多 种 符 号 模 态 统 统

向书面语模态转换。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侧

重于这 样 的 处 理，译 文 简 洁 明 了，信 息 传 达 到

位，图像模态、声音模态等多种模态在译者的翻

译处 理 之 下 成 功 转 换 成 文 字 模 态，从 而 引 导 观

众聚焦银屏的文字。
有时译者也会把单模态的口语模态转换成

多种符号模态，请看下例：
例８：原文：别跟我说你功夫有多深，师父有多

厉害，门 派 有 多 深 奥。功 夫，两 个 字———一 横 一

竖。错的，躺下 喽。站 着 的 才 有 资 格 讲 话。你 说

这话对吗？

译文：Ｄｏｎ’ｔ　ｔｅｌｌ　ｍｅ　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ｙｏｕ　ｆｉｇｈｔ，ｏｒ
ｈｏｗ　ｇｒｅａｔ　ｙ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ｓ，ｏｒ　ｂｒａｇ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ｒ
ｓｔｙｌｅ．Ｋｕｎｇｆｕ－ｔｗｏ　ｗｏｒｄ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ａｋ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ａ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ｉｎ．Ｉｓｎ’ｔ　ｔｈａｔ　ｒｉｇｈｔ？

在电影开篇，叶问说完这一番话后，镜头便

转向叶问 与 别 人 交 手 的 场 面。事 实 上，后 面 一

系列的 动 作 场 面 都 是 为 了 印 证 前 面 叶 问 说 的

“错的，躺下喽。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因为观

众未必能懂Ｍａｋ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的抽象

意思，口语模态在翻译的过程中具体化，转换成

了文字模态、声音和画面模态，它们混合而成的

多 模 态 互 文 关 系 很 有 效 地 说 明 了 Ｍａｋ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的意思。

在字幕翻 译 中，模 态 资 源 的 应 用 指 各 种 模

态的混 合 或 转 换 运 用。涉 及 多 种 模 态 的 处 理

时，译者必须协调好各种模态之间的转换，因为

电影的多模态特性本身决定了字幕翻译不仅仅

是不同 文 字 模 态 之 间 的 翻 译。Ｃ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
曾经说过，在多模态沟通中，模态之间既独立起

作用，也会共同起作用。这意味着，模态本身会

产生意义，而 模 态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也 会 产 生 意

义（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２００１：１４）。译 者 在

使用多模态互文策略的时候受到各种模态资源

的影响，需 要 进 行 模 态 与 模 态 之 间 的 转 移。如

果没有及 时 处 理 好 各 种 模 态 的 调 节，发 挥 各 种

模态的平 衡 与 互 补 作 用，字 幕 翻 译 的 实 际 效 果

将大打折扣。

５．互文策略的顺应因素

根据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９９９）的观点，语言不是

一成不变的，而它的变化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
它需要时 刻 适 应 不 同 的 目 标 和 语 境，并 且 在 适

应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语言选择以满足交际的

需要，达到 沟 通 的 目 的。而 人 类 之 所 以 能 够 对

语言做出选择是因为语言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基

本属性：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境与结构

的相互顺应意味着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在交

流过程中 的 共 同 作 用，二 者 是 顺 应 发 生 的 主 要

位置。语言使用者做出语言结构的顺应时不得

不考虑语境因素，反之，语境因素也必须顺应一

定的语言 结 构。而 且，二 者 相 互 顺 应 的 过 程 是

动态的，语 言 使 用 者 内 心 会 有 意 无 意 地 做 出 这

种动态的 相 互 顺 应。简 言 之，语 境 与 结 构 是 发

生顺应的 主 要 层 面，二 者 相 互 顺 应 的 过 程 是 动

态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语用意识的影响。
作为一种 特 殊 的 语 言 使 用，翻 译 也 是 一 种

动态的跨 文 化 交 际 活 动，译 者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需

要不断地做出选择，顺应各种不同的语境、语言

结构以及 目 的 语 受 众 的 需 要，不 断 选 用 合 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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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语来传达原语的意思。为达到成功交际的

目的，译 者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必 须 选 用 符 合 目 的 语

文化的社会规范，迎合目的语观众的认知语境，
因此顺应论十分适用于解释文化翻译活动。鉴

于此，本 文 尝 试 用 顺 应 论 解 释 译 者 采 用 互 文 策

略的 深 层 原 因，主 要 从 顺 应 语 境 变 量 和 顺 应 结

构变量出发，分 析 译 者 在《一 代 宗 师》的 字 幕 翻

译中采用互文策略的动机与目的。

５．１　顺应语境变量

根据语言 顺 应 理 论，“语 境”包 含 了 话 语 得

以相互顺应和运行的一切事和物。其中语境关

系的变量包括了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

界、心智世 界 等 各 种 相 关 的 语 言 因 素。但 是 语

境并非一成不变或静止的，它是动态的，在语言

使用 过 程 中 不 断 生 成，并 且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不 断

变化。语境变量的顺应指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 在 选 择 目 的 语 语 言 的 时 候，必 须 考 虑 目 的

语与源发语双方读者、观众的认知语境，因为顺

应的产生 是 双 向 的、相 互 的。译 者 在 采 用 各 种

互文 策 略 的 时 候，不 同 的 语 境 变 量 不 仅 会 影 响

制约 译 者 语 言 的 选 择，有 时 候 甚 至 起 到 决 定 性

的作用。

５．１．１　顺应物理世界变量

在物理世 界 中，由 于 字 幕 的 翻 译 紧 密 地 与

音画、故事情节等方面联系在一起，译者在考虑

到语 境 承 上 启 下 的 同 时，受 字 幕 时 空 因 素 限 制

的影响，需要在翻译时适当删减，避免影响观众

对电影前后 情 节 的 理 解。如 在 例８中，Ｍａｋ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的 口 语 模 态 在 翻 译 的 过 程

中被具 体 化，转 换 成 文 字 模 态、声 音 和 画 面 模

态。在此，译 者 为 了 顺 应 字 幕 翻 译 的 外 在 物 理

条件，在使用多模态互文策略进行翻译的时候，
实现 多 种 模 态 成 功 转 换 的 同 时，尽 量 使 译 文 贴

近原文的字数，选词简洁有力，从而不影响观众

的观影效果。

５．１．２　顺应社交世界变量

成功的翻译往往考虑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

的相 互 转 换，更 多 的 是 考 虑 两 种 文 化 之 间 的 衔

接与交流。在 社 交 世 界 这 一 维 度，译 者 对 社 交

世界变量的 顺 应“往 往 源 于 对 社 会 关 系 和 文 化

差异 等 社 交 世 界 需 求 的 考 虑”（武 建 国、刘 蓉

２０１２）。因为 人 类 具 有 社 会 性，在 交 际 过 程 中，
其行 为 需 要 遵 循 一 定 的 社 会 规 范、文 明 规 约 和

特定的 文 化，以 符 合 社 交 世 界 的 期 待（同 上）。
如在翻译例１和例３的时候，译者分别把“我打

杂家的”翻 译 成Ｉ’ｍ　ａ　Ｊａｃｋ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ｅｓ，仿 拟

ｏｎｅ－ｔｒｉｃｋ　ｐｏｎｙ把“三 板 斧”翻 译 成ｔｈｒｅｅ－ｔｒｉｃｋ
ｐｏｎｙ，这些都 顺 应 了 目 的 语 的 社 会、文 化 语 境。
译者结 合 电 影 的 画 面、声 音，充 分 发 挥 意 识 作

用，把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互文语境呈现出来，
满足了目的语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

５．１．３　顺应心智世界变量

在心智世 界 维 度，当 译 者 灵 活 地 进 行 语 言

选择时，其 语 用 意 识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起 着 关 键 作

用。同时为 了 正 确 表 达 原 文 的 意 思，译 者 有 时

需要顺应 观 众 的 认 知 心 理 和 认 知 语 境，帮 助 他

们理解中 国 文 化，进 而 成 功 地 向 外 推 广 这 些 文

化。如在例２中，译者使用用典的互文手法，用

ｂｅａｔ　ａ　ｎｏｂｏｄｙ对应“胜 之 不 武”，与 原 文 的 意 思

不谋 而 合，同 指“即 使 赢 了，也 赢 得 不 光 彩”，顺

应了目的 语 观 众 的 认 知 心 理，有 效 地 帮 助 其 理

解了电影情节的发展。

５．２　顺应结构变量

关于结构实体，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语言的

使用必然涉及多层面结构的选择。这种多层面

的选择既包括语言、语码和风格等多个层面，以

及出现在不 同 结 构 层 面 的 话 语 建 构 要 素（如 语

音结构、词 素 和 词 汇、小 句 和 句 子、命 题 和 超 句

结构等），也包括支配话语和话语束产生和解释

的话语建构原则（如信息结构和主题结构、衔接

与连贯等）（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１９９９：１４４－１４６）。在处

理互文关 系 的 过 程 中，译 者 会 综 合 考 虑 结 构 变

量，做出多层面的结构选择，以便成功地解读作

者的本意，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５．２．１　语言形式的顺应

首先，译者 必 须 根 据 语 境 及 语 言 个 性 在 目

标语 语 言 结 构 上 做 出 选 择 和 顺 应。如 在 例５
中，译者从语音层面做出了顺应性的选择，从声

音模态出发，考虑到了源发语语言的音韵美感，
将原文 的“刀 术”和“刀”翻 译 为ｓｗｏｒｄｐｌａｙ和

ｂｌａｄｅ，通过这种 在 音 韵 上 的 对 应 把 音 韵 美 感 成

功地传递 到 目 标 语 中。同 时，这 样 的 顺 应 性 选

择也把原文中解说体裁与对话体裁融合的篇际

互文关系表达得非常到位。

５．２．２　建构原则的顺应

在例６中，译 者 在 语 言 形 式 上 的 选 择 则 是

·６０１· 当代外语研究



顺应了其以“达意”为目标的建构原则。译者把

“叶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一约既定，万山

无阻”翻译成了Ｉ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６４Ｈａｎｄｓ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Ｉ’ｍ　ｗａｉｔｉｎｇ．Ｗｈａｔ’ｓ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从语体上讲，原文属于古诗，语言

风格含蓄。译 者 在 翻 译 时，选 择 用 现 代 英 语 阐

释原文含义，更贴合目的语观众的接受程度，这

种建构原则更有利于他们对电影情节的理解。

６．总结

随着中国 文 化 对 外 传 播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长，
要推 动 国 内 字 幕 翻 译 研 究 的 发 展，必 须 做 出 进

一步的努力。互文性策略作为影响翻译过程的

一个 决 定 性 因 素，近 年 来 在 字 幕 翻 译 中 的 运 用

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其受关注的程

度仍不够高。鉴于此，本文综合分析了《一代宗

师》字幕翻译中的互文性策略的表现形式、形成

机制和使用动机。撰写本文的目的仅在于引发

更多 的 讨 论，以 促 进 电 影 字 幕 翻 译 的 多 视 角 研

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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