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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文学文化翻译的差异性伦理①

周文革，范雨竹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美国华裔文学由于其边缘性和跨文化性而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表述使得华裔作
家担当起文化译者的职责。文化翻译的过程不仅迅速构建起他们的文化身份，也是华裔作家对翻译伦理的选择过程。

分析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翻译现象，能揭示美国华裔作家改写和翻译中国文化背后的差异性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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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化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美国华裔
文学在近三四十年备受美国主流文化和国内外学

术界的关注，华裔作家普遍具备的流散经历、割舍

不去的东方文化情结和特殊的文化身份则是其饱

受热议的原因。纵观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现状，大

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

族裔、性别、文化身份研究等方面，王宁、乐黛云、

陆薇、刘芳等学者虽然也探讨过美国华裔文学作

品中的文化翻译属性，但鲜有学者就华裔作家改

写翻译中国文化背后的差异性伦理进行论述。随

着全球化日益加速，以翻译伦理为视角审视美国

华裔文学中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进一步诠释了华

裔作家文化译者身份的无奈与为构建华裔族群文

化身份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对美国华裔文学在

中国的汉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　差异性伦理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翻译伦理”的概念最先由法国翻译理论家

安托瓦纳·贝尔曼（ＡｎｔｏｉｎｅＢｅｒｍａｎ）提出。顾名
思义，即在翻译行为中，译者为实现自身翻译的价

值自觉或必须遵守的规范。因此，译者的翻译选

择也是一种伦理选择。自“翻译伦理”概念的提

出以来，翻译实践就被归入伦理范畴，研究者们也

将焦点从探讨“译者该怎样翻译”转向至论述“译

者为什么翻译和该不该翻译”以及“该为谁翻译”

等问题。贝尔曼认为翻译行为应该是“以异为

异”，尊重和突出原作和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

差异①。

这一点与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的翻译观点形成了某种共识。韦努
蒂在《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一书中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应该彰

显原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

种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②。他的这一思

想在《翻译的窘境———差异的伦理学》（Ｔｈｅ
Ｓｃａｎｄａｌ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中上升到翻译伦理层面，即差异性伦理
（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该伦理强调在译文中尽可
能保留原文的差异性，将维护译出语言文化的独

立和独特地位作为一条道德准则③。由此看来，

体现差异性伦理的重要手段就是异化翻译，它与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直译”略有不同。前者归属

于翻译伦理范畴，反映译者对文化他者和文化差

异的伦理态度，蕴含着译者一定的价值取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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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伦理的内涵是保留源语文本异域性的“异化

翻译”和与目的语文化主流价值利益与意识形态

相对抗的“少数化翻译”，并通过这两种翻译策略

实现韦努蒂心中“对跨语言和跨文化差异性的承

认”的翻译伦理，解除翻译的困境。

差异性伦理拓宽了翻译行为的研究思路和视

角，因为这一概念从“翻译伦理”的概念出发，将

翻译置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大语境中来考察。

韦努蒂意识到翻译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永远不可

能是两种语言、文化的平等交流①。所谓 “好”的

翻译就应遵循差异性伦理，不应该对目的语读者

完全透明，即完全归化，而应该彰显源语的语言和

文化差异，释放语言剩余（即语言的非主流变体，

如方言、行话、俗语等）②，以此来瓦解目的语的语

言结构，进而瓦解其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促进其处

于边缘地位的价值观和思想的发展，并以此来抵

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

从翻译伦理来看，评判翻译的好坏是因为翻译的

异化与归化反映的是伦理道德，体现了目的语文

化对异域文化或文化他者尊敬与否。也就是说，

差异性伦理指导下的翻译行为对于本土对待异域

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国家的态度，对文化差

异或种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的认识有十分强烈

的塑造功能。

二　文化翻译与差异性伦理的内在联系
美国华裔文学随着汤亭亭、赵建秀、谭恩美、

任碧莲等一批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华裔美国作家

的涌现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他们笔下的人物命

运与故事情节虽不尽相同，但作品中难以割舍的

中国情结给予他们一个共同的身份：文化译者。

霍米·巴巴认为翻译“携带着家园与归属的含

义，穿越中间过道……和文化差异，将民族的想象

共同体联结起来”③。华裔作家的特殊身份和流

散经历已经注定他们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他们的文学创作就承担起文化翻译的职能。

汤亭亭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我觉得自己是在为

所有人翻译一个文化。我不但得翻译人们的言

谈，而且不得不翻译一个完整的世界，中国的全

部，他的神话和历史。”④这里的文化翻译是把文

化看成超文本，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翻译就是指

对中国文化这一“原文”中特有的文化因素进行

的翻译。

从文化可译性角度来看，华裔作家在文学创

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翻译差异性伦理就是协商解

决文化差异的过程。首先，无论是出于模糊的文

化认知还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中国文化在美国华

裔作者笔下跨越边界时出现的变异与中国文化仍

然有着不可割裂的趋同性，因而对这些文化进行

翻译的华裔美国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中美

文化使者的角色。作为文化使者，他们必须利用

双重的文化背景和双语的优势通过反复地过滤、

筛选、修正和解释两种文化，实现两种文化的相互

理解和交融。例如，在华裔作家伍慧明的《骨》

中，女主人公蕾拉在得知安娜自杀后为父母翻译

时，只是筛选了部分警察的话语进行翻译，因为她

深知如果按照美国警察的思维方式完全翻译给父

母听，只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此外，在许多华裔

文学作品中，被刻意保留而不翻译的词或表达处

处可见。正是通过一定的文化翻译策略，华裔作

家在差异巨大的两种文化间协商、协调，进出自

由，源语文化，即中国文化不仅可译，并可以与西

方文化进行良好地交流。其次，美国华裔文学作

家的文化翻译是中国文化在美国语境中的另类合

理存在。除去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的作品，为

了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出声音，也为了满足美国读

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华裔作家不得不通过自

己的阐释和改写，将西方读者不熟悉的中国文化

元素翻译成了他们能看懂的英文。虽然这样的文

化翻译尝试带有一定的美国视角，但足以满足华

裔作家表达美国华裔族群独特历史文化的欲望，

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美国读者和美国市场对于

中国文化的期待。此种文化翻译的差异性策略和

文学创作方式是华裔美国作家完成故国旅行和在

众声喧哗的美国文学领域赢得了独特的发声权利

的无奈之举和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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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翻译角度来看，华裔作

家出于差异性伦理的文化翻译过程也是其构建其

文化身份、确立华裔族群话语权的过程。劳伦斯

·韦努蒂在谈及翻译的作用时就提到，翻译以巨

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也在构建本土

的主体，而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文化身份的塑

造①。首先，文化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跨界活动，

是通过两种文化的交融而使彼此都获得新的身

份。对于远离文化故国的华裔美国作家来说，流

散经历所带来的文化身份定位是一个永久的话

题，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

间不断徘徊，迫使自己不断地去界定和追寻属于

自己乃至整个华裔族群的特殊的文化身份。华裔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通过广泛和灵活的借用，

翻译中国文化元素，在再现异域文化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参与到了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中，在精神

上找到了家园和归属感，为整个美国华裔族群构

建了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其作

品中中国文化本真性的探讨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独特的文化诉求。

其次，基于差异性伦理的中国文化翻译是争夺和

确立华裔个体及群体在美国社会话语权的过程，

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确立其文学话语权的过程。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起，美国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兴起，觉
醒的少数族裔和边缘性群体发起各种运动，一个

改变华人刻板印象和重塑主流话语权力机制的机

会已然到来。华裔作家把握时机，试图通过文学

创作以中华文化“再翻译”的方式为华裔族群发

声。想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就要将中华文化以

一种区别于美国人惯有的印象呈现出来，保留中

华文化中的某些“异质”，而差异性的异化翻译契

合了这一需求。如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②

中，第二部分的每个章节标题（“心”／Ｈｅａｒｔ、
“变”／Ｃｈａｎｇｅ、“鬼”／Ｇｈｏｓｔ、“命 运”／Ｄｅｓｔｉｎｙ、
“道”／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骨”／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香”／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都是以几乎零翻译的方式呈现，保留了楷体汉字，

只在正下方列出其英文翻译来帮助理解。语言是

构建话语权的有效工具，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汉

语行文方式向西方读者输入了中国人的话语方

式，挑战了以英语语言为代表的霸权文化身份，积

极参与了确立华裔族群话语权的过程。

三　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差异性伦理
既然文化翻译不可避免，那么如何扮演好对陌

生又熟悉文化翻译者和诠释者的角色，如何做出正

确的伦理选择，如何在美国多元化的舞台上展现东

方文明的魅力，是华裔美国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不

得不深思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虽然身处美国边

缘地带，但华裔作家没有完全去迎合大部分英美世

界读者阅读流畅易懂译文的喜好，而是不约而同地

着力呈现和彰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目的语读者

有机会了解有别于自我的文化他者，并颠覆其之前

对于东方形象的刻板印象。异化的翻译不仅有助

于凸显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构建属于华裔

美国族裔的特殊身份，并且体现了华裔美国作家在

面对差异时的伦理态度和选择。

（一）话语之“异”

华裔作家文化翻译的“异”首先体现在话语

之异。越接近原语文化的措辞，对目的语读者来

说就越显得异化，就越有可能发挥修正主流话语

的作用。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体现差异性伦

理的话语之异主要采用音译或直译的异化方式，

具体有汉字零翻译，如《接骨师之女》的章节题

目；意译汉字形状或读音以及音译加解释③。请

看例子：

例 １：孔夫子———ＫｕｎｇＦｕＴｓｅ；姨
夫———ＩＦｕ

唇 亡 齿 寒———ｃｈｕｎｗａｎｇ ｃｈｉｈａｎ；
炕———Ｋ’ａｎｇ
例１中的两个小例子皆出自谭恩美的作品，

其作品中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与细腻的母女

关系主题打开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出版的大门，

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商业价值的成功。其作品

深入挖掘了中国文化的宝库，其中“孔夫子”译成

“ＫｕｎｇＦｕＴｓｅ”，而 不 是 西 方 人 已 熟 知 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用极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迫使西方读者
感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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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９页。
周聪贤：《国外文学中的贞操观念及其表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郑海霞：《文化翻译与书写意指：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背后的象征性权力》，《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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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夫”译成“ＩＦｕ”，“炕”音译为“Ｋ’ａｎｇ”，用直
接音译的方法使得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文化专有

项得以为美国人所了解和接受，无形之中显露出

了作者的民族身份。汤亭亭的作品中也不乏类似

的例子，“ｋｕｅｉ”（鬼）、“ｈｏｃｈｉｋｕｅｉ”（好吃鬼）等。
成语“唇亡齿寒”音译为“ｃｈｕ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ｈａｎ”，完全
采用汉语拼音的书写忠诚了文化翻译的差异性伦

理，通过类似的文化输入介入到英语的主流话语

当中，为争夺华裔族群的话语权打开了缺口。

例２：Ｍｙａｕｎｔｉｅ，ｗｈｏｈａｄａｖｅｒｙｂａｄ
ｔｅｍｐｅｒ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ｌｄｈｉｍｈｅｈａｄｎｏ
ｓｈｏｕ，ｎ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ｏｒｆａｍｉｌｙ，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ＪｏｙＬｕｃｋＣｌｕｂ，ｐ３５）

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ｗｈｙｔｏｂｅｅｎｖｉｏｕｓｉｓ
“ｔｏｇｕｚｚｌｅｖｉｎｅｇａｒ”．（ＣｈｉｎａＭｅｎ，ｐ１８）
“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在

《喜福会》一书中，谭恩美将“不孝”译为“ｎｏ
ｓｈｏｕ，ｎ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ｏｒｆａｍｉｌｙ”，而没有译
成英美读者更易理解的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其中“ｓｈｏｕ”是
方言里“孝”的发音，在对“孝”这一概念的文化翻

译中，作者采用了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刻意保留了

汉语拼音，这种异化的处理方式在强调个人观念

和独立平等的西方文化里显然会引起读者的一种

疏离感，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所奉行的“孝道”的

概念也在被逐渐熟知和接受。音译后补充了意译

或英语中的对应词是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化

翻译之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华裔作家的书写

过程也是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协调过程，这种杂合

的语言形式不仅仅是体现了文化翻译的差异性伦

理，同时也让他们在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对自己

的文化身份和华裔身份进行重新建构。当然，直

译的例子也随处可见，《女勇士》中的人名“月兰”

“勇 兰”分 别 直 译 为 “ＭｏｏｎＯｒｃｈｉｄ”“Ｂｒａｖｅ
Ｏｒｃｈｉｄ”；而“ｆｒｏｇ”则是按着汉语方言中的表达，译
为“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ｃｈｉｃｋｅｎ”（田鸡）。例２中的第二句，
汤亭亭不仅直译中国特有说法“吃醋”的字面含

义，还特意在前面添加该说法的意译“ｔｏｂｅ
ｅｎｖｉｏｕｓ”来降低理解的难度。华裔作家的音译或
直译以及添加相应的解释或意译，不仅完整地保

留了中国特有文化要素的内涵和外延，彰显了这

些词语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之异，又使得这些“异”

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英美主流文

化压制下被消音的中国文化终于可以在华裔美国

文学作品中得以发声，华裔作家也在此过程中告

别往日“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人”的身

份，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之“异”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翻译之“异”也体现

在“文化”之异。华裔作家带着熟悉的信仰和期

待去理解他们翻译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文化，

这一路必然隐含着种种“误译”的可能。在美国

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他们不可能完全摒弃美国

社会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从父母那里得到的

二手的有关中国的元素，使他们也不可能恢复中

国文化的真实状态。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杂糅、

改写、翻译了藏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故国文化，结果

使得他们笔下翻译的“中国文化”既异于现实中

的源语文化，也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于东方文化根

深蒂固的误解。

例３：Ｈｅｗｅｐｔｗｈｅｎｈｅｔｏｏｋｏｆｆｍｙ
ｓｈｉｒｔ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ｓｃａｒ－ｗｏｒｄｓｏｎｍｙｂａｃｋ．
Ｈｅｌｏｏｓｅｎｅｄｍｙｈａｉｒ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ｉｔ．（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ａｒｒｉｏｒ，ｐ３９）
例３出自《女勇士》的第二章“白虎山学道”，

丈夫见到父亲在我（ＦａＭｕＬａｎ）背上刻的“精忠
报国”四个字，不禁潸然泪下。汤亭亭将中国传

统神话中的花木兰和岳飞两个形象集合在花木兰

一人（ＦａＭｕＬａｎ）身上。花木兰背上刺字并怀孕
生子，最终击退匈奴，摧毁王权统治，成为一名女

英雄。这一形象的塑造既不同于中国神话中的花

木兰形象，也一改西方人眼中懦弱刁蛮的东方人

的刻板印象，使得广大美国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

这一异域文化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花木兰

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源自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作

者对作为“源语”存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有目的

的改写，颠覆了西方社会对华裔女性先入为主的

刻板印象文化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狭隘粗浅的认

识。说到汤亭亭，我们就不得不提及“赵汤之争”

中的另一位华裔作家赵健秀，他们争论的焦点之

一就是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文化是否是“伪造”的。

赵健秀在批评汤亭亭对“中国神话进行篡改和伪

造，满足白人社会对东方猎奇心理”的同时，自己

也在许多著作中通过借用包括《水浒传》中 １０８
个好汉、岳飞和关公等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典的英

雄形象，来刻画华裔男性的角色，以凸显其男子气

概。请看例４：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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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４：ＫｕａｎＹｕ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ｎ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ｔｈｅｇｏｄｏｆｗａｒ，ｐｌｕｎｄｅｒ，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ｉｓｔｈｅ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ｏｆｉｍ
ｐｅｃｃ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ｒｅｖｅｎｇｅ．（ＧａｎｇａＤｉ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ｐ３８－
３９）
例４选自赵健秀的作品《甘加丁之路》，其中

三位主人公（尤利西斯、迪戈、本尼迪克特）便是

借用模仿了关羽、刘备、张飞的姓氏。本例中作者

把关羽描述成三国之中最受欢迎的角色，是战争

乃至文学之神，这显然是与历史故事相悖的。也

就是说，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翻译不仅对

于西方社会而言是一种“异化”的文化语言，甚至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带有一层异化处理的陌生

感。然而，对关羽这一人物的文化翻译背后隐藏

着作者的文化诉求，作者想要的是通过差异性伦

理的文化翻译，塑造如关羽般勇猛威武、富有魅力

和英雄气概的华人男性形象。这些看似梦幻的英

雄附体华裔形象，是对美国主流社会中中国男性

刻板印象的冲击，也使整个华裔族群获得身份认

同。由此看来，华裔作家的文化翻译对中国刻板

印象的破除和正面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抵制、颠覆

美国主流社会东方主义话语的作用，也提醒西方

社会注意到其民族空间的异质性①。他们的努力

不仅表明了他们尊重差异，努力彰显差异的翻译

伦理，更使得美国公众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对待文

化之间的差异。

结语

从伦理学来看，翻译最理想的道德境界是译

者既能“从心所欲”———适当发挥其主体性并体

现出译者本人的风格，又能“不逾矩”———避免不

忠实的指责并再现原作的风格②。文化译者虽只

是广义上的华裔作家的另一身份，但其在华裔美

国文学作品中进行文化翻译的实践已充分体现出

他们异化的风格，力求尊重并彰显文化差异的原

则体现出他们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差异性伦理。

正是在这种中美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和协商中，

美国华裔文学得以在日益多元化的西方社会发

声，华裔美国作家也构建起属于他们的杂合身份，

华裔美国群体的族裔身份也逐渐成形。华裔作家

在其文化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完成了从心所欲的

伦理选择，使其文化译者身份不再隐形，同时也为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者提出了

更高的伦理要求。

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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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ｔｓ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ｗｏｒｋｓｅｎｄｏｗ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
ｏｎ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ｉ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ｒ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ｍａｙ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责任校对　蒋云霞）

５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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