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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事业对外宣传中壮辞的英译原则’

明 珠

(重庆教育学院外语系，重庆400067)

    〔摘要〕中国入世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及审美差异

的障碍，旅游资料的英译中充满了过度渲染和夸张的表达方式，影响国外游客对中华胜景的欣

赏。旅游事业对外宣传中壮辞使用频繁，英译时应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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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世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

机，也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旅

游事业对外推介是以国外潜在顾客为对象的对外

宣传活动。对外宜传活动最理想的境界是旅游外

宣人员能直接用外语组稿和陈述。但目前我国由

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的旅游外宣资料都是沿

用先制作中文材料，再译成外文的办法。由于语言

文化背景和东西方审美的障碍，旅游资料的英译中

充满了过度渲染和夸张的表达方式，影响国外游客

对中华胜景的欣赏和中华文明的传播。

    一、东西方审美差异

    希腊艺术论认为“理想的艺术创作即系在模仿

自然的实像中同时表达出和谐、比例、平衡、整齐的

美。”[lj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十四至十六世纪，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远承希腊的立场而更渗人近

代崇拜自然、陶醉现实的精神。这时艺术有两大目

标:即“真”与“美”。所谓真，即系模仿自然，刻意写

实甚至广因着重极端的求“真”。而“美”，则是建立

在”真”的基础上:艺术家是寄“自然模仿”于“和谐

形式”之中，最终达到“善”的境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54一前322)《诗学》在进行艺术分

类时的基本思路是:整个人类生活包括认识、实践、

创造三类科学，艺术属于创造性科学;在广义的艺

术中，以是否“摹仿”为标尺，把具有审美意义的艺

术划分出来，称为“摹仿的艺术”;在摹仿的艺术中，

再以摹仿的媒介为标尺，划分出音乐、诗歌、绘画等

门类;在诗歌中，又以幕仿的方式为标尺，划分出抒

情诗、史诗、戏剧诗等种类。“二元论”认为语言风

格是思想的外衣，(Languageisthedressof

thought)被归于科学之下的西方文体体现在语言

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填

密、行文力图构成条理明晰的逻辑理性，用词强调

简洁自然的风格，语言上追求自然流畅之美。

    而中国古代的古代文体学重视语体、语言形式

的同时更要求保全文体对象气足神完的整体生命，

直观神悟的形象感受多于逻辑阐释，重视华词丽藻

和高雅的格调。一些范畴、概念、论断等缺乏严格

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这和西方精细、科学、逻辑的

语言分析实践形成对照。整体而言，西方美学侧重

模仿再现、典型塑造和认识判断，以作为“生活的教

科书”，中国美学侧重艺术的言志缘情、境界创造和

意蕴品味，以提升人的心灵和品格;西方美学侧重

美真统一，中国美学侧重美善结合。

    二、游事业对外宣传中壮辞使用的文化

根源

    那么什么是壮辞?刘鳃在《原道》开篇对此做

了界定: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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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龙凤以藻饰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

逾画工之妙;草木贵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竿瑟;泉石激韵，和

若球簧。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

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形器易

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段话中刘姆认为日月山川

都是美轮美灸的，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么，由人创造

出来的文章为何呢?刘鳃认为文章的产生是自然

之道的反映，它是遵循于自然规律的。大自然中有

日月的光辉，有锦绣的山川，有美丽鳞羽的龙和凤，

有动人的皮毛的虎和豹，有比画师的点染还美丽的

云霞，有绚丽多彩的草木和花朵，有林木的孔窍因

风而发出的美妙的音响，有泉流石上激起的动人的

音韵，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郁然有彩”，而人是

“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强调文章必须具有文采，

才符合于自然之道。刘姆在此充分肯定了壮辞的

地位和功用。

    汉民族的文风是汉民族独特的社会历程和文

化传统的浓缩，是汉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

活经历在文化心理深层的积淀，反映了汉民族特有

的人文思想和艺术审美观。中国的古典文学强调

神韵、格调、性灵，境界诸说，强调心境意绪的传达，

喜欢借景抒情，遗形写神，主观色彩浓烈。汉语的

行文用字历来有以意驭文、虚实相生、声律对仗，行

文工整的习惯，从而形成了汉语表达简隽空灵、委

婉含蓄、工整对偶、节奏铿锵的特色。图壮辞也就被

认为是美文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蕴涵着丰富的语

言符号意义。在旅游事业的对外宣传资料中也俯

首可拾。例如:

    立于桥上群山遥迄，竹林参天，浓阴藏宇，泉壑

幽深，三千奇峰雄险秀野，神态各异。峡谷深处，千

百根石峰石柱奇伟突立、。峻峭之石，知英武将帅;

磋峨之峰，似勇猛壮士。有声有色，若静若动，形象

逗真，呼之欲出。俯首桥下，但见白云飞渡，奇峰林

立直插蓝天，似士兵列阵，似群贤聚会，姿态万千，

气势非凡。鳞次栉比，挨挨挤挤，蔚为壮观。但见

石峰攒簇，涧水萦回，古木参天，盖天铺地，登高俯

瞰，石峰成百上千，高的入云，矮的卧地，大起大落，

相映生辉。

                          绝色美景衰家界

    从汉语原文来看，其行文华美，意象奇妙，情景

交融，是典型的汉语写景之作。由于文化传统和习

惯的原因，中国人描述某个景点时，使用相当多的

华丽、优美、诗情画意般的辞藻，极尽夸张之能事，

力求从感观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达到宣传的

效果。汉语行文强调一种意境之美，追求客观景物

与主观情感的高度和谐。注重审美主体“观物取

象”的主观艺术形象的营造过程。形成景物描写虚

实相生，意境相偕的描写范式。这使语言表达带有

很大的虚化成分和模糊性，物我一体，人文色彩浓

郁，具有一种超越现实，虚实不定，意境深远但缺乏

客观清晰的变形美。[3j但这种雕饰之意，美辞之风

却能迎合汉民族的审美心理。汉语中平上去人、叠

字双声、合辙押韵般诗意的描述对景点起着锦上添

花的作用，但是此类修饰性文字如直译成英语，则

会显得累赘和夸张，不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三、遵循因繁就简的翻译原则

    旅游资料的功能是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和宣传

激发人们旅游的兴趣。旅游翻译不但要传达源语

言的信息还应达到其最终目的，通过传递信息来吸

引游客。翻译时必须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和读者的

接受性。旅游宣传的功能是以传递信息和吸引游

客为主，是信息文本和祈使文本的结合体。两种不

同文化背景和审美下旅游业的对外宣传目标是一

致的，就是宜传自己。但在文体风格上却存在很大

的差异。英语国家的推介以服务对象为本，把功夫

放在给读者留下切实可行的印象上，旅游简介中的

信息注重平实，对读者而言更具实用性。汉语的旅

游宣传更多注重的是华词美文，如下面一则旅游翻

译的范文:

    叶陌纵横，鸡犬相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一

片新天地。

    Anewlandwithcrisscrossedfields，bright

sunshine，gentlebreeze，cockscrowing，dogs

barking，birdssingingandlowersblooming.

    西方英文读者对该文本的感觉是空洞，夸张

(toofloweryandfullofhyperbole)，毫无美感。
汉语旅游资料的撰写者们往往在描述一个景点时，

喜欢使用华丽辞藻，讲究声韵对仗、渲染情感气氛，

但言语堆砌，景物描绘欠明晰。英美旅游文章是以

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地传达信息为特点的。在表述

实境实体时往往是客观描绘，力求准确，让读者

有一个直观清晰的印象，在遣词造句、修辞风格上

显得简洁朴实、明快利落，流畅自然。其中累赘沉

重为大忌。如果将同一信息反复说明，只会使译文

令人生厌，达不到宣传旅游景点的目的。汉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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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渲染的形容词，如果直译为英语，西方消费者

就难以接受。该译文行文用字明显汉化 ，表面虽

是英语，深层却像汉语，失去了翻译的意义。翻译

时若能去掉那些不必要的虚华之词，就能使译文

通达流畅，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因此 对于

汉语旅游资料的英译，不宜过分渲染汉语原文中

那些“溢美”的壮辞。殊不知，过多的修饰词会失之

于累赘沉重，译文令人生厌，达不到我们宣传旅

游景点的目的。译者忽略或不了解汉、英文化审美

上的差异，总是将汉语文化内涵强加于英译文之

上，使英语读者产生审美意识上的错位。译者在

从事旅游翻译时应顾及译文读者的文化认同，准确

理解原文意图，考虑旅游宣传资料特有的文体特点

和表达方式，选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恰当表

达原作内容，做到增减有度，娴熟自如地对译文

灵活处理，以成功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

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使宣传资料的英译文真正起

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传，统拓展海

外市场，加大市场份额，加速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步

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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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WTOentrybringsunprecedentedopportunitytotourismdevelopment.Becauseof

thebarrieroflanguageandculturebackgroundandaestheticdifference，thetouristmaterialswhich

havebeentranslate雄intoEnglisharefullofexcessiveheighteningandexaggeratingexpressionswhich

affecttheenjoyingofChina‘sbeautifulsceni。spotsbyforeigntourists.Flowerylanguagesarefre-

quentlyusedinEng1ishtranslationfortouristsandthecorrespondingtranslationmethodsshou1dbe

usedwhentranslatingthefl6wery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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