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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中国梦”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作为跨文

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凝结着“中国梦”中的民族精神风

貌，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内在优势。这种传播离不开对媒

介语言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其中，日语与英语是尤应重

视的两种语言媒介：中译日与中译英的异同是中日英三

种文化、三种语言相碰撞、相交融的必然结果；而通过

对这一翻译现象的客观描述所归纳出的文化、语言机制，

也必将会反作用于翻译实践，进一步促进中国元素的跨

文化传播。本研究立足政论文本的修辞特点，以《习近

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为对象，

从音、形、义三方面，比较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修

辞在日英译本中的异同点；结合文化、语言、语体等多

维度因素，从而发现对外传播过程中，政论修辞的翻译

机制和原理；进而形成由文化语境、修辞功能、到语言

的动态翻译策略。

一、汉、英、日政论文本修辞特点比较

1、汉语政论文本修辞特点

在中国传统修辞视域下，政论文本肩负着彰显中华

文明、赢得海内外共识与广泛支持的重要媒介功能，是

“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的必要手段。修辞是考察汉语

政论文本的语体功能的重要切入点。有学者从语义、修

辞和音韵三方面建构了政论文本的语体特点。借鉴该研

究对修辞功能的分类依据，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习

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的修辞

独特性，将该文献汉语修辞表达划分为音韵节奏、句式

结构、内涵意义 3 类别、共 12 类中国式修辞表达。具

体包括：

（1）音韵节奏：排叠反复、音韵和谐、连用成语；

（2）句式结构：对仗工整、排比递进、肯否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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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一书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体修辞美的经典体现，

将“中国梦”的思想内涵成功地经由多种语言传播到了世界。本文聚焦该丛书的修辞特点，总结出 12 类政论文本典

型修辞格，通过比较日、英翻译在音、形、义方面的异同，分析其背后蕴含的文化、语言等多维度成因。在此基础上，

建构翻译美学关照下的政论文本对外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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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涵意义：通俗易懂、比喻生动、援古论今、

同意避复、修饰繁美、逻辑简明。

2、英、日政论文本修辞特点

在西方古典修辞学视域下，政论修辞更多承载着

在政治演说和辩论中击败对手、感染听众的“劝说功

能”。英语政论文本受其影响，其修辞手段更多表现

为文章架构、逻辑内涵、发音手势、背诵记忆等全方

位的技巧。

日语传统修辞学主张修辞属于诗歌等文学领域的门

类，是一种对语言形式的修饰活动。同时，考察现代日

语修辞体系发现：日语修辞更注重内涵意义的婉转、内

敛的表达。

总之，与汉语相比，英语与日语政论文本的修辞风

格更为质朴平实；更注重内涵意义的传递，对音韵节奏

与句式结构的修饰相对较少。为进一步明确这一修辞传

统的差异对具体翻译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就同一汉语修

辞现象所对应的英译、日译之间产生的分歧，进行统计

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修辞习惯、文化语境、外

宣策略等因素对政论文本翻译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方法

1、建构中日英三语对比库

根据本文划分的 12 类汉语政论修辞的分类标准，

将汉语原文与日语、英语译文进行对齐整理，形成了初

步的中日英三语对比库，为下一步基于语言形式偏离的

中日英三语比较提供详细全面的分析对象。

2、量化日英译文异同情况

以音韵节奏、句式结构、内涵意义各类别为单位，

在汉语原文一致的前提下，分析比较汉英与汉日两组修

辞功能的改变。为实现量化统计，设定分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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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入语完全改变原文修辞的，则标识为 1；

（2）强化原文修辞的，则标识为 -1；

（3）保留原文修辞的，则标识为 0；

（4）部分改变原文修辞的，则以小数点表示其变

化的比率。

3、比较日英翻译策略

基于上一步骤形成的量化结果，从音、形、义三个

维度，分别总结英、日译文修辞功能的变化特点，明确

汉译英与汉译日的各自翻译策略。

4、定性分析文化成因

系统比较汉英、汉日两种修辞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

情况。结合我国外宣翻译原则，明确产生日译与英译分

歧的文化根源。

三、英日修辞翻译策略量化分析

1、韵节奏

如例 1：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中文原文采用四字成语平仄有力，且词尾押韵。英

文翻译不拘泥于原文音韵和节奏的束缚，注重对原文内

涵的准确传递，放弃了原文的修辞手法，因此标记为 1。

日语译文利用“時宜”以及“時流”两个相似的词，较

为准确地表达原文文意的同时，巧妙地补偿了汉语原文

押韵无法体现的问题，因此标记为 0。

2、句式结构

如例 2：

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

英译放弃了排比句式，将第一个分句改为系表结构，

但后两者仍为动宾结构，并且含义上仍旧相互递进，因

此标记为 0.5，而日语连用三个动词受身形式，保留了

排比的句式，标记为 0。

3、内涵意义

如例 3：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中文原文使用了两个隐喻，喻体为灵魂以及源泉，

英语译文沿用了两个喻体，于是标记为 1。日语译文则

放弃了前一个隐喻，并且替换了后一个比喻的喻体，我

们认定其部分放弃了原文的修辞手法，将其标记为0.5。

4、英日译文整体修辞翻译策略比较

表 1：英日译文整体修辞翻译策略分值比较

如表 1 所示，摘编的英译以及日译在音韵节奏方面

的翻译整体趋势均偏向于归化翻译，具体表现为，采取

零翻译的处理策略，但英译分值较高，说明更倾向于放

弃原文所采用的修辞手法，而日语虽然也存在放弃原文

修辞的现象，会适当使用相关手法对修辞进行补偿，因

此分值低于英译。句式结构方面同样如此，英语大多没

有得到保留，而日语在部分地方进行了适当的补偿。在

内涵意义方面，二者相差不大，均倾向于改变原文修辞，

偏向于归化翻译。

四、修辞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1、英语与日语政论文体修辞特点

受希腊修辞学较强的受众或“他者”意识，即追

求客观、理性、清晰、平实的修辞风格的影响，英语

修辞逐渐具有了独特的审美特点，如追求表达的简洁

客观、质朴自然、求实低调等。文章过分地渲染和烘

托会给西方读者一种华而不实、虚假广告的印象，不

为读者所认可。并且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美国家

英语政论文本日益呈现出简明化的趋势，因此更注重

内涵意义的传递，对音韵节奏与句式结构的修饰相对

较少。

日语具有委婉、含蓄性的特点，修辞中也多用隐喻、

拟人、借代等婉曲的修辞。日语还具有暧昧性。日语在

交际中的模糊性与其隐秘性和委婉性密切相关。日本人

习惯更含蓄地表达个人意见或建议，使措辞更加模糊。

2、我国外宣翻译政策

我国外宣翻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我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

但要做到“信”“达”“雅”，还要熟练使用“外宣三

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

 音韵节奏 句式结构 内涵意义 总分
 

英译  56.8  18.1 33.7 108.6 

日译  36.4  8.6  38.6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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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由于受众无

法体会到中国特色文化概念中丰富的思想内涵，所以常

常会遇到文化缺省。所谓文化缺省，是指交际双方共有

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因此在进行外宣文本翻译

时，有必要对文化缺省进行语义明晰及语义补偿。通过

语义明晰的手段将源语的隐藏信息明晰化，消除文化缺

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外国读者对于中国发展实际

的误解。同时通过语义补偿的手段对中国特色文化概念

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做出充分的解释，贴合外国受众对中

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随着我国开

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要求外宣翻译工作从包容出发，认

识到并客观看待中外文化差异，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宣

翻译工作，努力跨越文化鸿沟，建立各国了解我国的文

化桥梁。

五、政论文本修辞外译策略

结合定量分析结果以及定性分析可知，摘编在翻译

过程中，对于音韵节奏和句式结构两方面的表达特点，

日英两语译文都倾向于对表达进行修改、寻求补偿、或

者直接放弃。

在这两方面，日语使用汉字，在音韵节奏和句式结

构两方面相对于英语有着优势，对于来自汉语异化的内

容有着较强的包容性，日语中不常见的表达方式日与读

者通过文化积累也能够顺畅地阅读。在不影响原文信息

传递的情况下，“中国梦”在外宣日译过程中对汉语文

化背景内容进行保留，尊重源语传统，不但能够增强读

者的新鲜感，提高政论文本的阅读趣味，唤起读者对东

亚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还体现了中国梦“合和精神”

的深刻内涵。

尽管如此，日语在发展过程中形、义的增减变化使

得一部分汉字词失去了原本的内涵，直接利用有失偏颇。

同时英语和汉语在语言形式上差异较大，因此修辞转化

的难度很大，所以要优先保证信息的传达，在修辞的转

化上应当更加谨慎。在“中国梦”在外宣翻译过程中，

应该尊重各个语言的差异，实事求是，因“语”制宜，

对音韵和句式两方面的修辞的删减和转化灵活处理，做

到“求同存异”、“与时俱进”。

对于内涵意义方面，日英两语译文量化分数接近，

二者在此部分均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此时日语部分脱

离了汉字的影响，日语读者对词、意象、逻辑的理解

和汉语读者有着差异，所以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读者理

解的影响明显增强，日语在语言形式上的优势不再明

显，相应的，在英译和日译时，译者也应当灵活运用

文内注释，意译等手段对文章内读者不能理解的内容

加以解释。

综上所述，日译与英译版本都充分考虑了汉语和各

自目的语文化距离，在信息有效传递的基础上尽可能地

体现了汉语的语言美。日语和英语分属汉字文化圈和拉

丁文化圈，所属的文化系统不同，两种语言的读者对于

作为文化专有项的修辞接受能力不同，这影响着修辞部

分翻译技法的选择。这种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既是阻碍，

应当谨慎处理避免对读者理解造成困难；又可以巧妙利

用，作为宣传中国文化、向外输出中国语言文化，以及

“中国梦”深刻内涵的载体。

总之，无论哪种目的语译文，都体现了译者对读者

接受能力的适应和权衡。可以说，译者在权衡过程中，

要充分体现“中国梦”外宣翻译工作的特殊性，将“合

和精神”“求同存异”“尊重传统”“与时俱进”等中

国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翻译技法中，充分实践了“中国梦”

的翻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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