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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编译者“把关”

失误分析及改进对策①

郭薇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国际新闻编译指译者通过选材、提炼及编译的过程把国外媒体用外语报道的新闻加工成为能够为国内受众
服务的新闻报道的实践行为。在国际新闻编译中，由于缺乏新闻学理论指导，译者“把关”意识淡薄，常导致部分所译新

闻失实，有时甚至损害国家形象。国际新闻编译者，作为译语新闻“把关人”之一，应在新闻选材、意识形态、双语转换能

力等方面严谨对待，审慎处理，避免产出对原文亦步亦趋或有损中国形象的中文译文。合理选材、注重意识形态并灵活

运用注释增译、筛选减译、意译整合等编译方法是实现国际新闻编译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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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国际化交流日益密切的
当下，国际新闻已经成为各媒体新闻版面的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各国受众了解国际局势的重要渠

道。传统的划分常以地理区域，即国家疆界为标

准，这与全球化趋势已不相宜。本文所涉及的国

际新闻，特指外国媒体用外文进行的新闻报道。

国际新闻编译即译者通过选材、提炼及编译的过

程把国外媒体用外语报道的新闻加工成为能够为

国内受众服务的新闻报道的实践行为。

国际新闻编译现已成为国际报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国内受众了解世界动态，关注世界发展

及知悉世界对本国看法的重要渠道，然而，与其重

要地位不相称的是，关于新闻编译策略的研究与

文学翻译相比还远远不够①。由于集中性研究不

足，译者缺乏明确新闻学理论指导，“把关”意识

淡薄，在国际新闻编译中，不时出现译者“把关”

失误的情况，不仅致使新闻失真，更常误导舆论、

危害国家利益。

一　翻译的复杂性及新闻编译的定义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翻译研究视野逐渐扩大，翻

译学经历了“文化转向”“权力转向”“社会学转

向”和“伦理学转向”等数次“转向”，无论是学科

的研究视角还是研究范式均发生了转移。翻译学

由此跳出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桎梏，进入到

相对宏大的研究语境中②。在这一语境下，传统

译论中的“忠实”原则及对语言形式对等的追求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翻译形式的多样性及复

杂性，对具体的翻译行为提供了不同标准。新闻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是各国为呈现各

自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特殊跨文化活动。有鉴于

此，新闻译者在翻译和编辑的过程中相较其他译

者拥有更多自由与权力。

早在１９８９年，卡伦·斯戴汀（ＫａｒｅｎＳｔｅｔｔｉｎｇ）

将英文中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翻译）和 ｅｄｉｔｉｎｇ（编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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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合二为一，提出了 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编译）这个
概念①。黄忠廉认为，新闻编译是将原语文化信

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一

项复杂的跨文化传播活动②。刘其中认为，新闻

编译是通过翻译和编辑的手段，将用原语写成的

新闻转化、加工成为译语语言新闻的翻译方法。

经编译而成的新闻往往也会保留原语新闻的中心

思想和主要信息，但其内容变得更加集中、精炼，

更适合在译语国家或地区进行二次传播，也更有

助于译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③。芒迪（Ｍｕｎｄａｙ）认
为，编译的目的在于确保译语新闻符合译语的语

言、文化和地理环境④。笔者认为，新闻编译与新

闻写作一样，本质上是新闻文本的呈现，是国家实

现意识形态输出的渠道，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形式，

因此，新闻编译的原则与方法可借鉴新闻学理论

指导。

二　“把关人”理论与新闻编译者的
“把关”行为

“把关人”理论是西方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把关人就是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加工

生成的人。“把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

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在其著作《心理生态学》中提出，后在其著
作《群体生活的渠道》中卢因又一次阐述了“把关

人”理论⑤。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

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

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１９４９年，美国学者
Ｄ·Ｍ·怀特（ＤａｖｉｄＭａｎｎｉｎｇＷｈｉｔｅ）做了一项个
案调查，对象是一名有２５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日报
编辑，方法是观察他在一周中对所收到的通讯社

电讯稿的处理，并了解他处理各类稿件的原因。

通过调查怀特发现，这位编辑的“把关”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例如，在一周内，他收到的关于国际经

济的新闻稿件达４０５篇，但被其采纳的仅 ５９篇。
怀特据此总结，“把关人”自己的实际经验、态度

及期望对稿件的筛选具有直接影响。１９５０年，怀
特根据此项调查报告，发表了论文《“把关人”：一

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⑥。在该论文中，他首次

将“把关人”这一概念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并提

供了实验证据。１９６９年，美国学者巴斯（Ｂａｓｓ）在
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新闻把关过程分为两

个阶段，即“新闻采集过程”和“新闻加工过程”。

前者的把关人包括作者、记者、当地的编辑等，作

用在于从信源中选择适当的事实写成新闻稿，后

者的把关人包括编辑、改稿人员和翻译者，作用在

于对新闻稿进行的加工修改，从而形成最终的新

闻成品⑦。巴斯肯定了译者作为新闻加工者的角

色与身份，首次将译者纳入了新闻“把关人”

行列。

在实际操作中，国际新闻编译者的“把关”行

为远不止对新闻稿进行加工修改，他们在“新闻

采集过程”和“新闻加工过程”等两个阶段均发挥

着重要作用。据笔者实践经历，在国际新闻编辑

的过程中，译者的工作流程通常包含筛选新闻原

稿，再以一篇或数篇新闻原稿作为蓝本进行翻译

和重写，翻译过的稿件还要根据新的语境及目的

语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进行编辑、重写、

制作和组合，最终产出新闻译稿。

本文研究的是《参考消息》中国外媒体报道

中国的新闻，这类新闻在被把关时对译者的自身

学识（主要是意识形态）要求较高。否则，就易于

产出类似下文案例中对原文亦步亦趋甚至有损中

国形象的中文译文。

三　国际新闻编译者“把关”失误案例
分析

在国际新闻编译中，译者的“把关”行为贯穿

始终，但由于新闻要讲时效性，所以记者或是新闻

译稿人通常是在时间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工作，这

样就容易产生对原文不求甚解，对译文不及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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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此外，由于一些记者或译稿人自身学识

上的欠缺，也可能使译文产生各种问题①。本节

的案例分析对新闻及新闻编译的时效性这一学科

属性不做讨论，关注的重点是因新闻编译者的自

身学识问题而导致的国际新闻编译“把关”失误

现象。本文认为，国际新闻编译者的学识水平主

要包括译者的意识形态、跨文化意识及双语转换

能力等，编译者的学识水平欠缺，则易产生对原文

亦步亦趋、无法实现国际新闻传播目的的译稿。

例１：“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ｂｏｔｈ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ｔｏｋｅｅｐ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Ｙｅｔ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ｏ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ｏｆｔｅｎ
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ｕｃｈｇｒａｖ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ｃ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②”

《参考消息》（２０１２－８－２０）译文：“中国的食
品安全问题凸显了两点：这里的商业道德崩溃，政

府监管机构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然而，

过度强调政府监管不力通常意味着忽视了公民道

德沦丧这个严重得多的问题。”③

原文指出我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这一点无

可厚非，但总体情况良好，奸商诡贩只是少数，远

没有像原文所讲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ｉｖｉｃ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这般恶
劣。此类新闻以偏概全，言过其实。作为新闻编

译“把关人”，编译者在编译的过程中应敏锐识

别，找出新闻撰写者主观因素运用过度的地方，认

清西方媒体的目的，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加以修

正。而该文编译者却直接译作“商业道德崩溃”

“公民道德沦丧”。编译者忽视此类偏激言论，致

使译文损害了国家形象。编译者可在以上两词之

前分别添加“部分”一词，如此一来，文本意蕴真

实恳切，也更易为受众接受。

例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ｖ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ａ

ｈｉｎｔｔｈａｔｉ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ｕｍａｎ．Ｔｈｅｙｓｈｏｗｅｄｕｓ
ｔｈｅｇａｍｅｆａｃｅ，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ｓｔｏ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ｂｒｉｅ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ｒｆｉｎａｌｄｉｖｅ
ｔｈｅｓｕｎ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ｓｍｉｌｅｓ ｔｈａｔｗｅｒｅ ｌｉｋｅ ｓｏｌａｒ
ｆｌａｒｅｓ．④”

《参考消息》（２０１２－７－３１）译文：“中国跳水
运动员一般都被称为机器，他们所代表的跳水军

团则被称为‘中国跳水机器’。有一种迹象表明，

在他们自身超越人类的过程中，他们变得不太像

人类了。２８日，中国女子跳水运动员吴敏霞和何
姿组合获得了女子跳水双人３米板的冠军。在短
暂的比赛时刻，她们的脸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

但最后她们互致胜利的笑容如此耀眼，如同太阳

的光芒。”⑤

原文贬低中国运动员为“ｍａｃｈｉｎｅ”，污蔑中国
运动员“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ｕｍａｎ”，这些属于新闻撰写者
个人偏见。而编译者按原文照搬为“机器”“不太

像人类”，便不自觉地做了西方立场的“传声筒”。

此外，对于原文中“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ｓｔｏｎｅ”一句，编译者
在翻译时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毫无表情”一词。

这样一来，经过编译者编译，不但没有缓和原文语

气，反而变本加厉，损害了我国运动员形象。译者

在编译此类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国际新

闻时，应合理取舍，恰当改编或摒弃。

例３：“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ａｍｏｎｇｅｉｇｈｔ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ｐｌａｙｅｒｓｅｘｐｅｌｌ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ｍｅｓ
ｆｏｒａｌｌｅｇｅｄｌｙｇ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ａｌｃｈａｎｃｅｓ，ａｎｅｐｉｓｏｄｅｔｈａｔｌｅｄｔｏｌ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ｆ‘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ｓｈａｍｅｆｕ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ｍ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ａｌｈａｕｌ，“ｉｆｗｅｗｉｎａｆｅｗｌｅｓｓｇｏｌｄｍｅｄａｌｓ，ｏｒ
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ｕｌｄａｂｕｓｅｕｓ，”ｓａｉｄＸｉａｏＴｉａｎ，
ｄｅｐｕｔｙｃｈｅｆ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ｄｅｌｅ
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ｄｏｎ．⑥”

《参考消息》（２０１２－８－８）译文：“两名中国女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梦之：《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版，第２０３页。
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ｒｕｐｔＦｏｏｄＣｈａ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２－０８－１７．
张欣：《中国食品问题为何不断》，《参考消息》，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ＳｉｍｏｎＢａｒｎ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ｖｅｒｓ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ｅ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朱舜：《英报：中国跳水运动员“超越人类”》，《参考消息》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Ｍａｒｋ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ｌｙｍｐｉｃＦｅｖ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ｒａｌｄ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２－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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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和另外六名羽毛球选手涉嫌利用赛制来增加

获奖机会被取消伦敦奥运会比赛资格，导致中国

人为这种‘可悲’‘可耻’行为叹惜。伦敦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肖天说，伦敦奥运会上的

奖牌总数与北京奥运会相比，‘假如我们的金牌

数量少了几枚，老百姓就会骂我们’。”①

这篇报道融合了新闻事实及写作者的主观臆

断和对采访对象言论的断章取义，有借体育赛事

个别运动员行为诋毁中国形象之嫌。新闻编译者

在处理“可悲”“可耻”“老百姓就会骂我们”等带

有写作者主观判断的信息时应去粗存精，使其合

乎本国立场，符合受众心理期待，对随意捏造的言

论应直接摒弃。

国际新闻在传入的过程中，编译者需对原语

新闻进行大幅编译，然因缺乏新闻编译理论指导，

常出现上述“把关”失误的情况。针对例 １中原
文出现的作者主观意识渗入，用词偏激、夸张等情

况，编译者应结合新闻事实，修改译文语言，恰当

改编；针对例２、例 ３原文中作者意识形态介入，
有意诋毁中国形象言论等情况，编译者应大胆摒

弃，使译文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及价值取向。

四　英汉新闻编译“把关”原则及方法
探析

上文各例中，由于译者“把关”失误，导致国

际新闻不能有效传播，甚至损害国家形象。为提

高编译者编译水准，杜绝此类现象，本文提出了国

际新闻编译“把关”原则和具体操作方法。

就国际新闻编译而言，通过对以上几则案例

的分析，笔者认为编译者在编译时应遵循以下原

则，以避免“把关”失误：首先，由于我国正处于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人民正努力构建“中国

梦”，故编译者所编译的新闻应符合国家政策和

立场，无损于国家形象，无损于社会安定团结；其

次，编译者应实事求是，不应受原文限制，被原文

牵着走，对涉及政治立场、社会体制的报道更要审

慎，以免误导舆论；再者，经过编译者编译后的新

闻应符合译入语文化和语言习惯，能够实现新闻

的传播、交流、号召和说教功能。

具体来说，国际新闻编译者应在“新闻选材”

“意识形态”及“编译方法”等三个方面实现有效

把关。

（一）新闻选材把关

在有海量新闻来源供选择的当下，选择哪些

新闻进行翻译是译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选择

的过程是一种把关过程②。张敏曾论述过如何合

理进行新闻素材的选择，如重点编译相关中国或

中国关注的新闻、突发时间、重大新闻、后续报道

以及实用信息等。其中，中国关注的新闻报道主

要指那些“紧密结合我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或

借鉴作用的外电报道信息”③。除了选取与中国

相关的客观事件报道外，译者在新闻选材时还应

有“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改善中国形象”

的选材宗旨，如对西方新闻报道中有意诋毁中国

形象、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评论等，应不予翻

译，在选材把关环节直接过滤掉。换言之，作为

“把关人”的新闻编译者在选材时，应在尊重客观

事实的基础上，遵循“去粗取精、为我所用”的总

体原则。

（二）意识形态把关

“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社会或者团体背后

的共同信仰或价值观等④。价值观是实践和时代

的产物，是人的一种主观观念取向，但是任何时代

的核心价值观都是整个群体主观观念的自觉凝

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社会精英主

动、自觉去凝练和传播，需要借助和创造一系列适

合群众接受的教育活动⑤。国际新闻编译的目的

是让国人通过译文了解国际动态，分析国际形势，

但其基本前提是明确、凝练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故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是新闻编译

者需严格把关的环节。

（三）编译方法把关

新闻编译对编译者的束缚相对较小，编译者

可根据传播的目的和效应，适当变通新闻编译方

法。笔者在研究及实践中发现，为顺利实现国际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刘琳：《美报：中国运动员承受太重夺金压力》，《参考消息》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吴光恒：《日本主流媒体选择性报道下的中国形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刘洪潮：《怎样做新闻翻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５－３９８页。
郑庆珠，刘源佳：《意识形态对于新闻制作和新闻翻译的操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杨杰文，龚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场域及传播路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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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效应，“适当变通”的编译方法

主要包括：注释增译、筛选减译及意译整合等。在

编译过程中，编译者应对国际新闻进行全面分析

解读，继而采取适当方法进行编译。

１．注释增译
注释增译指编译者根据新闻传播的目的，为

了让受众更全面地了解新闻内容而对新闻添加背

景、注释以及相关新闻的概论等，有时还需以客观

事实为依据，对片面的言论进行补充说明，对偏激

的言辞做出纠正，以保证新闻的客观性，不失新闻

价值。上文例１的译者在这一方面有所忽视。试
看下例：

例 ４：“Ｒｅ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ａｎｏｔｈｅｒｈａｗｋｉｓｈ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ｔｏｒ，ｕｓｅ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
ｍｏｕｔｈｐｉｅｃｅ，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ｂａｎ
ｄ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ｓｍ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ｋｅ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ｏ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ａｔｎｏｂｏｄｙｗｏｕｌｄｒｉｓｋａｗａｒｗｉｔｈｉｔ①．”

《参考消息》（２０１３－１－２４）译文：“另一位鹰
派评论员任卫东本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

文，要求中国“丢掉……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

立足于斗争准备，打仗准备。唯有如此，中国才有

可能把和平发展维持得更长久一些。”②

原文中引用任卫东的话“ａｂａｎｄ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ｓｍ
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而在人民网《中国怎样才能和
平发展得更长久》一文中所载原话为“我们要丢

掉那些很容易在压力和威胁下演变为投降主义的

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由此可见新闻原文断章

取义，不顾客观事实，拿片面的言论来做文章，蓄

意指称中国尚武、抛弃和平，有渲染“中国威胁

论”之嫌。该文编译者则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编

译时在“丢掉”后添加“……”，将句子断开，表明

引文只是原话的一部分，并增译了“中国才有可

能把和平发展维持得更长久一些”一句，纠正了

片面言论，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同时，表明了中国

追求和平发展的立场③。

２．筛选减译
由于社会制度、政治立场的不同，在编译的时

候需要编译者根据本国政策和立场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做出客观准确的表述，切实维护我国利

益。例 ２、例 ３的编译者在这一方面有所疏忽。
试看下例：

例５：“Ｔｈｅｙｅｖｅｎｔｏｏｋｕｍｂｒａｇｅ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ｐ－ｓｅｅｄｅｄｗｏｍｅｎ’ｓ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
ｔｅａｍ—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ｅａｍ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Ｉｎ
ｄｏｎｅｓｉａ— ｗａｓｄｉ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ｒｓ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ｌｏｓｔｔｈｅｉｒｍａｔｃｈｔｏｇｅｔ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ａｔｅｒｏｎ④．”

《参考消息》（２０１２－８－１３）译文：“他们甚至
对于作为头号种子的中国羽毛球女双组合因为故

意输球而被取消资格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⑤

伦敦奥运会上由于赛制的问题，在羽毛球赛

场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一幕，参赛选手消极比

赛，故意输球。原文中划线部分提到中国运动员

消极比赛是为了“ｇｅｔ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ｌａｔｅｒｏｎ”，
这是违背体育精神、违背道德的表现。无论运动

员是否怀有这样的目的，这类报道都会有损我国

运动员名誉，进而有损国家形象。我们看译文中

划线部分，编译者并没有按原文照搬，而是有意将

“ｇｅｔ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ｌａｔｅｒｏｎ”这一言论剔除了。
这样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读者对运动员的反感，

维护了运动员声誉和国家形象。

３．意译整合
不同文化中，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思维

方式不同，故语言表达习惯也不同。意译指在正

确理解所述内容的前提下，脱离原语形式，以符合

译入语语言规范的形式传达原语内容。整合指将

原语新闻的词语顺序、句子结构等进行一定的调

整、梳理，使其符合译入语的文体规约，不至于让

读者感到语句生硬，逻辑不通，从而产生心理抵

触。试看下例：

例６：“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ｍｉｌ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ｒｅｖｅ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ｏｌｄｍｅｄａｌｉｎ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ｃ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ｓｕｎｄｅｎｉａｂｌｙ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１６－ｙｅａｒ－ｏｌｄｋｉｄ．Ｓｈｅｈａｓｄｉｓｓｅｃｔｅｄａｓｐｉｄｅｒ
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ｈｅｒ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ｐｒｏｍ．ＣｏｍｅＡｕｇｕｓｔ，ｓｈｅｗｉｌ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ｔｈｒｉｎＨｉｌ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Ｗａｒｌｉｋ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３－０１－２２．
沈鹏：《英报称中国重新发出好战言论》，《参考消息》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倪婷婷：《面向世界的中国书写》，《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ＤｅｂｒａＢｒｕｎｏ．“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ａｔｃｈ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Ｏｌｙｍｐｉｃｓ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张欣：《美报：中国奥运报道充满民族主义情绪》，《参考消息》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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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ｃｕｌｌｅｄｆｒｏｍ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ｔａｇｅ６ａｎｄｉｎ
ｓｔａｌｌｅｄ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ｂｅｍｅｄ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ｉｅｓ．Ｉｔｉｓａｒｅｐ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Ｇａｍｅｓ，ｗｉ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ｐｉｔ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ｍｉｇｈｔｏｆ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ｆｕｎｄ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ｏｒｔｓｍａ
ｃｈｉｎｅ．ＢｕｔａｓＯｌｙｍｐｉｃ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ｇｒｏｗｓ，ｗｉｔｈｍ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ｂｏｏ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ｒｉｎｇｓ，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ａ
ｄａｐｔｔｏｓｔａｙａｈｅａｄ，ｅａｃ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ｆ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①．”

《参考消息》（２００８－７－２１）译文：“美报文章
认为，中美是培养机制的两个极端，两国都意识到

要想保持领先就必须作出调整，借鉴彼此的长处。

现在美国想引入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中国则想让

它的运动员流水线更加人性化。”②

原文用诸多细节描写及对比手法，展示了美

国运动员德智体美兼顾的成长模式，及中国运动

员“将体育视为谋生方式而不是爱好”的训练模

式，认为美国的培养机制才是合乎人性的，而中国

的培养模式是以牺牲运动员的个性和前途为代价

的。其语言是细节化的，内容是含有意识形态导

向，该文编译者大胆摒弃了原文中含有作者主观

臆断的内容，将全文进行了意译整合，仅从实事求

是的角度描述两国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差异，分

析相互可借鉴处，维护了中国形象。

结语

总体而言，国际新闻编译是编译者为了让新

闻易于被受众接受，以完成新闻的传播，实现其交

际功能，从而在保留新闻特性的前提下对新闻原

文进行的加工处理。遵照新闻理论编译后的新闻

更符合本国的政治立场、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语

言习惯等。历史学家蒋廷黻认为，“中西关系是

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

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③这一状

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西

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日益增多，褒贬不一。新

闻编译者在编译国际新闻过程中应提高“把关

人”意识，遵循新闻编译原则，在新闻理论指导下

采取恰当方法，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做到实

事求是，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Ｏｎｔｈｅ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ｏｒｓｍａｙｌ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ｕｓｕａｌｌｙｌｅａｄｓｔｏ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ｂｅ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ｍａｇｅ．Ｉｔｉ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ｏｒｓ
ｄｕｔｙ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ｎｅｗ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ｍｅ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ｌｕ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ｕ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ｏｒｓ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ｉｎｇ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４５１

①

②

③

ＭａｒｋＳａｐｐｅｎｆｉｌｅｄ，ＰｅｔｅｒＦｏｒｄ．“Ｔｗ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ｈｓｔｏ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ｌｏｒｙ”，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０８－０７－１８．
《中美相互借鉴运动员培养机制》，《参考消息》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１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