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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民歌英译中社会文化信息的处理
—以彝族敬酒歌之英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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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彝族敬酒歌的英译为例，讨论了英译中如何对待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处理东

西方不同文化环境造成的语义差异问题，认为可采用科学的、可操作的翻译手段，以解决文化差

异造成的语义缺省和冲突，完成语言文化内涵功能意义上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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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的一种形式，中外社会文化的差异在英汉互译的语

际交流中经常成为理解和表达上的主要障碍，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尽

管译者试图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含义，但总是觉得无法完整表达出原作的全部信息。

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外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是不可译的。但是正如王佐良先生指出的

那样，“我们大体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思想概念，

即使不是所有的，都是能够翻译出来的”（王武兴，2004）。尤金·A. 奈达（Eugene 
A．Nida）也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

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

进行交际（王武兴，2004）。本文以彝族敬酒歌为例，探讨在不同语言文化交际的

过程中可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来解决文化差异造成的语义缺省和冲突的问

题，从而在文化功能转换的层面上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

1 跨文化交际中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和等值翻译理论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所谓可

译性，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文本或单位用另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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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事物的理解（田庆芳，2007）。
乔曾锐认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

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

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乔曾锐，2000：172）。正如卡特福德

（Catford）所说，“翻译绝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源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

的等值成分所替换”。他认为：“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

体。源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者是绝对不可译

的。”（Catford，1965：93）陈茜认为，人类对同一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

活动具有一致性, 基于这种共性，各民族语言虽然在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起

源、发展，但存在着相关的等值成分或相关的语境特征，因此可以互译。文化的共

性带来可译性，从宏观上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有着共同的思维逻辑

能力和认知表达能力，这就使翻译成为可能；而从微观上看，每种文化及其语言由

于其各民族特定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造成了翻译的困难，

即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不可译性。然而，不可译性是相对于某个历史阶段的相对不可

译，由文化传播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融合能使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

成为可能（陈茜，2009）。
在西方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和等值）中（邵志洪，

2003），等值的概念被许多国外翻译理论家认为是翻译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对揭

示翻译的实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卡特福德指出，为了达到翻译等值必须使“出发

语”和“归宿语”均符合该情景的功能相关特征，他认为等值的决定性标准是与

实务情景相应的语义标志。奈达为了克服仅仅从语义角度出发看待等值问题的局

限性，提出了同形式等值相对立的“能动等值”概念，他把能动等值定义为翻译质

量，即用接受语传达原文思想内容，使译文接受者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

相同，他在等值的定义中增添了语用因素。耶格尔则提出了交际等值概念，即两种

话语的交际价值相同，换言之，两种话语能引起同样的交际效果。而克勒明确切地

把等值分为五种：（1）所指等值，是指保留话语的实物内容，即一般译论著述中所

谓的内容不变值；（2）内涵等值，是指选择同义语言手段传达话语的内涵，即所谓

的修辞等值；（3）文字规范等值，着眼于话语的体裁特征、言语和语言规范，也属于

修辞等值；（4）语用等值，着眼于收讯人，即所谓交际等值；（5）形式等值，是指传

达原文的艺术审美、文字游戏、个人特色等形式特征（邵志洪，2003）。奈达在1964
年就提出,“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绝对沟通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在同一语言区域或是

不同语言区域之间，人们之间高度有效的沟通还是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思路、身体

反应、文化经历和对别人行为方式做出调节的能力都是相似的”（Nida，200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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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认为，“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同的文化源流和传统、不同的语言结

构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造成了语言之间的异质性、差异性。译者要将两种异质的文

化进行相互转换必然是要理解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翻

译中的缺省现象，而且这种缺省的存在‘会对处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读者造成

意义真空’。那么译文的读者在理解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难度，因而在翻译中需要

进行补偿”（刘莹，2010：1）。由于翻译的目的是“让译文受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把

握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因此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英译时“要做到内外有别，在

风格、措辞、文化背景等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中外差异和外国读者的需求”（马霞、莫

如愚，2010）。
英语民族和中国彝族的语言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方面有着完

全不同的背景，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意识形态、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

惯。这些文化属性上的差异又使人们对同一类事物或理念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

联想和阐释。如果对语言的深层含义处理不当，就会引起误解甚至导致文化观念上

的冲突。因此，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如何“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各语境因

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陈小慰，2000）是指导译者进行成功翻译实践、完成跨文

化交际的重要途径。在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在风格、措

辞、文化背景等方面充分考虑中外差异和外国读者的需求，根据不同语境的内容和

形式，在原文与译文中进行必要的转换或适当增减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弥合文化

背景上的缺省和冲突，从而忠实准确地传达特定民族敬酒歌原作的绝大部分信息，

努力实现等值的跨文化、跨语言交流。

2 适当转换文化信息

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结构总是要受到相应文化心理的制约。东西方社会文化

的背景差异突出地表现在特定语言单位里上下文的语境差别和交际情景中的语用

差别。正如奈达所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遵循每

种语言的特征。

彝族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事物、名称和行为方式。彝族地区的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特有的东西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切近原义而又自然

的对等表达。因此，译者应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灵活处理彝语中那些与英语

没有完全对应关系的词语。翻译家戴乃迭在谈到自己的翻译时曾经说过：“我们的

灵活性太小了，应该更富有创造性。翻译家应该大致做到这样。”（王武兴，2004）
当然，在提倡灵活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随便背离原文、粗制滥造地“创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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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类词语，一是要对两种语言有很好的把握，二是要多注意对比分析原语与目的

语的文化差异，尽量使用语义对等、功能相近的译文表达原文的意思，努力使原语

与目的语体现等值交流。《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是男女对唱的彝族敬酒歌，

将彝语歌词直译成汉语是这样的：

（女）阿佬表端酒喝，

（男）阿表妹端酒喝，

（女）阿佬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男）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合）喜欢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

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在彝族社区的“阿佬表”和“阿表妹”虽然有汉语的“表哥/弟”和“表姐/妹”

之意，但其内涵和外延却丰富得多。最初，“佬表”、“表妹”专指姻亲基础上的表哥

/表弟、表姐/表妹。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和交往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彝族

青年男女频繁聚会。为了体现交往中的平等、避免交往中不必要的尴尬和拘束，彝

族青年男女便以“佬表”、“表妹”相称。后来，“佬表”、“表妹”已逐渐成为彝族青

年男女恋人之间或情人之间的一种互称形式。如今，彝族人民在公众筵席和大型招

待会上会用“阿佬表”和“阿表妹”来泛称各民族的男女（无论年龄老少、无论职务

高低），一方面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来宾、消除彼此间的拘谨，另一方面表达彝

族人民的情意（亲如一家、情如恋人）、展示彝族人民的好客（来者都是客、聚者都

是友），用敬酒歌的方式表达出来更是如此。因此，在英译“阿佬表”和“阿表妹”

时，就不能简单地用英语的“cousin”来译之，因为英语中“cousin”的内涵和外延都

无法包容彝族“阿佬表”和“阿表妹”所要表达的寓意。此时，我们就必须转换文化

信息。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用“friend”来译“阿佬表”和“阿表妹”较为贴切，因

为“friend”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且，该词是个中性词，其寓意也比较接近“阿佬

表”和“阿表妹”。故在实践中，我们把第一句对唱词“（女）阿佬表端酒喝，（男）阿

表妹端酒喝”的文化信息转换为：

 (Wo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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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效重组文化信息

虽然东西方民族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语言环境、交际情景也各异，

但是人类思维中共通或相似的内涵又使翻译成为可以实现的客观基础。翻译的过

程绝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语或对等形式，而是在

各种场合中使两种思维和观念系统相互作用、不断内化的过程。要使译文既切合原

义、又符合特定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有意识地“用译语意义替

代原语意义，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形式，转换表达角度，使译文更符合译语习惯，

更易于被读者接受”（陈小慰，1993）。重组文化信息可以根据上下文，采用不同的

视角表达相同或类似的语言内涵。对不熟悉彝族社会文化的西方人来说，仅从歌名

《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上就会反感这首彝族敬酒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

“强人所难”、“强词夺理”、“对人不尊”、“侵犯他人权利”。

事实上，以酒代茶是彝族社区的礼节，选唱敬酒歌来敬酒是彝家人民对客人

的极大尊重。换言之，彝家人敬酒，要表达的是浓浓的真情、深深的敬意、由衷的祝

福、美好的心愿，其目的在于让亲戚开心、使朋友尽兴。而且，只有特殊的亲戚来了

彝家人才会唱敬酒歌敬酒，只有尊贵的朋友才会有幸听到彝家人的敬酒歌。更何

况，在地地道道的彝族社区，彝家人是敬酒不劝酒的，客人能喝多少喝多少，不会

喝酒不勉强，以茶代酒情亦在。因此，在我们英译敬酒歌时就要考虑到英语民族的

文化心理，进而对译文的文化信息进行重组，转换原文与译文功能相悖或不必传达

的多余信息，使译文尽量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观念和语言结构模式。

在英译中，若把“喜欢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直

译为“If you like it, you have to drink it. If you do not like it, you also have to drink 
it”或“No matter you like it or not, you should have a drink”之类，则真是对人不

恭，强人所难了。此时，对文化信息进行重组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们认为，在实际

操作中，可以把“阿佬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这两句

的文化信息重组为“阿佬表，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阿表妹，为我们的幸福干杯”，把

彝族人民的豪爽好客和热情洋溢的敬酒与世界人民珍惜友谊、追求幸福的共同愿

望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信息重组后，我们不妨将整首歌曲译为：

(Wo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Wo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for our friendship!
 (Man)：My dear friend, cheers for our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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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For our friendship, cheers!  For our happiness, cheers!
                For friendship and happiness, cheers!
                For friendship and happiness, cheers! 

4 恰当增加文化信息

彝族人民绝大多数聚居或杂居于山峰秀绿水清的山区和半山区。高山大川哺

育了他们，他们在山水里长大，在山水里成人。高山塑造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大

川培育了他们海纳百川的胸怀。他们对雄伟的大山无比尊重，对延绵的江河极为依

恋。因此，不少彝族民歌都以高山、流水类比或暗喻尊敬、爱戴、珍爱、友情。在《一

杯酒》这首敬酒歌里，同样如此。请看第一节对唱的歌词大意：

（男）一杯酒一座山哟，啊哩拉喏哎，一杯酒一条江哟。啊哩拉喏哎！

（女）一杯酒一呀一朵花，啊拉拉耶！一杯酒一呀一句话。啊拉拉耶！

这第一节对唱表达的是彝族人民情真意切的思想感情：“我对你的敬重犹如

我对巍峨大山的敬重，我对你的友谊就像江河奔流不息，我对你的情感好比花朵

纯洁无瑕，我要对你说的话浓缩在杯中让你细细品尝。”这里，如若把“一杯酒一座

山”、“一杯酒一条江”、“一杯酒一朵花”、“一杯酒一句话”简单直译为“a cup of 
wine, one mountain”，“a cup of wine, one river”，“a cup of wine, one flower”，“a 
cup of wine, one word”之类，不了解彝族社区及彝族文化的西方人就会感到莫名

其妙，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译者必须增加文化信息来传达其中的文化寓意：敬一杯

酒代表我的尊重，敬一杯酒代表我的友谊，敬一杯酒代表我的情意，敬一杯酒倾诉

我的衷肠。

(Man)： A cup of liquor to show my respect, A Li La Nuo Ai!
A cup of liquor to witness my friendship, A Li La Nuo Ai!

(Woman)： A cup of liquor to express my feeling, A La La Ye!
A cup of liquor to disclose my heart (love), A La La Ye!

同理，在英译《交杯小酒我俩喝》这首敬酒歌时，译者也应适当增加文化信息

以便外国听众或读者理解其中“如饥似渴来相聚，交杯小酒传情意”的思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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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杯小酒我俩喝

小小三弦脆生生，小哥弹弦妹来听，

隔山隔水来相会，不唱两调咋忍心。

小小酒杯团罗罗，小妹端酒大哥喝，

爱说爱笑我两个，交杯小酒我俩喝。

爱唱歌来就唱歌，不爱唱歌端酒喝，

小小酒杯情义深，话在酒中不多说。

通过文化信息的适当增减和重组，在实践中笔者将《交杯小酒我俩喝》做了如

下英译：

Let’s Drink Cheerfully with Heart
The three-stringed Yukin is excellent and I love to hear my honey playing it.

We come here to meet with great efforts and we should sing our songs at will.
The wine cup is nicely round and I will fill it up and offer it to my sweetheart.
Chatting and laughing two of us and let us cheerfully have the wine drunk up.

Sing together, merrily we sing; and drink together, heartily we drink.
My love and wishes are in the wine and they are in you when you drink it.

综上所述，由于一种文化在一定的语言交际环境和情景中会具有特殊的语义

功能、联想含义和心理期待，翻译工作者要准确翻译出民族敬酒歌原作的精神、意

境、气氛和力量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我们在风格、措辞、文

化背景等方面充分考虑中外差异和外国读者的需求，从语言的深层内涵出发，运用

科学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原文与译文中进行必要的转换或适当增减文化信息，就可

以跨越障碍，最大限度地弥合文化背景上的缺省和冲突，从而忠实地传达特定民族

敬酒歌原作的绝大部分信息，顺利完成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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