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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化  歸化：從跨文化交流的視角辯證處理——以《祝你成才》的翻譯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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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歷史條件、地理位置和社會現實

中形成的。不同語言之間的差異，實際上是不同文化之間共性與個性的外顯形式。翻譯是一

種文化的語言交流活動，因此必然涉及兩種不同的文化。語言和文化的緊密關係給翻譯者增

添了極大的困難，尤其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人們提倡文化多元化，追求文化平

等，交流與文化應具有以人為本的特質。翻譯一定要置於跨文化的視角之下。“異化”和“歸化”
是兩種翻譯策略，為了使譯文忠實于原文，譯者有時要採用“異化”的策略；為了讓讀者易於

接收，有時又要採用“歸化”的策略。翻譯過程中，譯者對遇到的文化、語言難題，要在透徹

理解兩種文化差異的前提下，對其進行辯證處理，靈活運用“異化”或“歸化”策略，才能譯出既

保持異國情調，又為讀者所接受的、最自然、最接近原文的譯文。 
 
本文以作者翻譯《祝你成才》（Path to Success，湖北人民出版社，2009 年 3 月）為例，

從“異化”的可接受性， “歸化”的適應性，“異化”和“歸化”的辯證統一等三個方面，論述了在翻

譯中如何把“異化”和“歸化”放在跨文化交流的視角之下，以跨文化交流的效果為標準，辯證地

處理翻譯中的“異化”和“歸化”問題。並認為翻譯中的“異化”和“歸化”，不是一個是與非、主與

輔的關係，也不是傳統概念中的二元對立、一元中心的關係，而是互為補充、互為條件的共

生關係。它們都是翻譯的本質屬性，並非誰更優於誰，都能促進不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融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