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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动漫英译片 ,A1'"中的现时性文化储存

柴仕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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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从文化记忆理论中的现时性文化储存视角来看!译者会偏离原作的文化储存形式!将文化知识编码于译作

中!以待其在受众集体中激活取效" 在从)木兰辞*到迪士尼动漫 ,A1'"-)木兰*.的符际英译过程中!译者进行了译语

价值观的审美合法化储存&原语民俗与艺术的文化区别化储存和原语信仰崇拜的媒介娱乐化储存!分析以上三类现时性

文化储存的方式&内容和功能!从而探究译者的现时性文化储存行为同文化传播的关系可为文化外译带来启发"

关键词#动漫英译片,A1'"%文化记忆%现时性文化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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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出现#符际翻译凭借其

广泛的受众成为文化外译的有力途径& 罗曼3雅

各布森"b(C@0 7@1(WH(0%最早提出#符际翻译是

借助非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文本的阐释活动#如

从语言文学到电影,音乐,舞蹈和绘画等形式的转

换过程等!

& 此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旗手安

德烈3勒菲弗尔"60'As;>D>M>A>%在 .$'"21'&-%"#

G)<$-&-"9# '"* &/),'"-0A1'&-%" %38-&)$'$;P'4)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为符际

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学理支持& 勒菲弗尔提

出#一个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往往是由

影视改编,"语际%文学翻译,文学史编纂,文选编

纂,文学批评等*改写+活动所建构的#改写的过

程受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且随着影视和

流行音乐等文化的盛行而愈加普遍#因此#译学界

极有必要对以往所忽视的改写现象展开研究"

&

在翻译改写中#译作的媒介不仅包含书写媒介也

包含非书写媒介#

& 此后#译学界对符际翻译和

翻译自身有了更为系统化的认识& !$%, 年出版

的 ./)G%A&1)*9)Q'"*?%%@%3.$'"21'&-%" >&A*-)2

'"* 8-"9A-2&-(2"(劳特里奇翻译研究和语言学手

册)%提供了符际翻译概念的拓展和系统化阐释&

作者指出#广义的翻译指*一个文本由另一个文

本所反映,或受之启发而取代的过程或结果+

$

#

翻译可分为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符际翻译是译

作的符号系统不同于,少于或多于原作符号系统

的翻译活动#根据译者所受规约限制的程度可以

分为传统翻译和改编式翻译#影视改编,解说和音

乐改编等都属于后者%

& 以上三例经典研究标志

了符际翻译研究的理论进程#此外#影视和漫画改

编等符际翻译的文本分析方法也在视觉文化,多

模态和文化记忆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发

展& 鉴于新媒介技术支持下的符际翻译活动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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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外传播的广度方面具有优越性#而以往的翻

译研究以语际翻译研究为主导#因此#讨论符际翻

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本文选取从中国古辞(木兰辞)到迪士尼英

文动漫电影 ,A1'""(木兰)%的符际翻译作为研

究对象& 具体而言#,A1'" 属于符际翻译的跨文

化影视改编类型& 在 !$ 世纪 &$ 年代#迪士尼公

司将目光投向远东#选择将木兰传说作为其最新

影片的蓝本& 起初#由导演托尼3班克罗夫特

"](0IY@0/A(DB%和巴瑞3库克"Y@AAIN((1%所带

领的团队采用了浪漫喜剧式的改编框架#但是#后

来仍选择*忠于原诗+#还原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基

本情节!

#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木须龙等人物#

并对情节进行了补充和改写#如增加了木兰在战

争中暴露女性身份的桥段等& 最终#经团队长达

#年的打造#动漫英译片 ,A1'" 最终于 %&&, 年面

世#获得了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为了闻名全球

的中国符号& 从翻译的视角来看#译片中文化因

素的记忆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

用#因此#本文拟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切入#深入

探讨英译片 ,A1'" 中现时性文化储存的方式,内

容和功能#探究译者的文化储存行为同文化传播

之间的关系&

一5文献回顾#关于 ,A1'" 的多学科

研究

迪士尼的动漫译片,A1'"吸引了诸多学科的

关注& 在跨文化传播等学科的研究中#学者们剖

析了从中国北朝古辞到英文动漫的文化和叙事转

换过程#讨论其影响因素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翻

译学界则揭示了动漫影片的英文字幕到中文版的

译制机制#在后期也将从古辞到动漫的符际翻译

过程纳入考察的范畴&

首先#动漫影片 ,A1'" 在对原诗的改编过程

中的文化和叙事转换得到了跨文化传播,比较文

学,电影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关注& 就转换机制而

言#有研究关注影片改编的*文化移转+现象#阐

释了经迪士尼*去情境化,本质化以及本土化和

再情景化+和*普遍化+处理#孝道,女性主义和个

人主义等中西文化如何在影片中实现杂交融合#

适应国际市场"

& 其中#影片中女性主义思想的

传递采取了*中庸+路线#以适应多数观众的接受

能力#

$还有的研究从东方主义的视角#阐释影片

中的人物外形,龙,异国建筑和器物如何营造了

*西方人喜闻乐见的东方风情+

$

$影片对(木兰

辞)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的遮蔽也得到了关注#有

研究指出#影片不如*源于原诗发祥地+,由马楚

成导演的同名电影那么*忠实+

%

& 在实际的接受

效果方面#研究揭示了影片在海外广泛的接受以

及评价的两极交融现象& 影片的评论一方面赞扬

了团队的跨文化改编行为和影片传递的女性主义

精神#另一方面则批判了文化多样性和女性主义

表面之下的文化挪用行为和男权主义残余&

&

翻译视角下的动漫,A1'"研究则经历了从字

幕翻译到符际翻译研究的两个阶段& 早期的研究

多为对影片字幕的细读和对语际翻译现象的描写

与阐释& 有研究揭示了,A1'"的汉语译制片中的

字幕翻译的娱乐化倾向!,A1'" 的汉语字幕翻译

作为电影制造的环节之一#受娱乐片制造商的经

济利益和受众的娱乐需求所影响#因此#译者会通

过在古代语境中运用现代词汇,通俗词汇和流行

词汇等为观众带来快乐和消遣'

& 之后的研究开

始从翻译的视角展现从诗歌到译片的叙事和文化

因素的转换内容和方式& 例如#有研究分析了译

作对原诗的叙事变化和文化适应#指出*原作与

译作之间变与不变的共存,原文化与目标文化的

杂合是经典文学作品突破时代和文化的限制,实

现来世生命的必经之路+

(

& 还有的研究拓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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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探索从(木兰辞)到,A1'"的*文化变形+过

程#再从,A1'"到其汉语译制片的*文化复原+和

*文化重写+过程#讨论了三个过程中的翻译方

法#包括内容和语言上的增添,省略,具体化,明晰

化和替换#以及语言的归化和异化等!

&

既往关于动漫,A1'"的研究在改编中的文化

转换机制的阐释方面积淀深厚#但是#也有问题仍

亟待深入探索& 首先#从(木兰辞)到 ,A1'" 的文

化转换方式有待进一步细化#以便从中总结出可

资其他外译活动借鉴的符际翻译方法$其次#

,A1'"中的文化因素发挥其审美,文化和媒介层

面功能的微观机制有待补充$第三#有关研究还需

在对动漫译片中的文化混杂或文化遗失现象进行

描写或批判之后总结文化传播的经验或教训#提

供文化外译的具体建议& 本文认为#文化记忆理

论中关于现时性文化储存的相关论述可以帮助探

索这些问题&

二5文化记忆中的现时性文化储存

现时性文化储存#是本文探讨的焦点问题&

作为理论术语#现时性文化储存的概念来自文化

记忆理论#是指文化专业人士偏离既往的文化储

存形式#通过编码赋予文化知识外在于人体的物

质媒介形式的记忆活动& 首先#文化*储存+是文

化记忆形成的前提& 只有通过专业人士的编码储

存行为#文化知识才能获得外在于人体的,较为稳

定的物质载体形式#进而在集体展演中激活取效#

形成文化身份的建构效果"

& 其次#文化储存行

为不仅会包含对以往知识储存形式的*重复+#也

会不可避免地偏离既往的行动路线#呈现出*现

时性+特征& 文化记忆行为具有两方面#一方面

是*重复+"A>?>B)B)(0%#另一方面是*现时化+"?A>V

H>0B)D)/@B)(0%

#

& *重复可以避免行动路线的无限

延长!通过重复#这些行动路线构成可以被再次辨

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0文化1元素得到认

同+$随着流传下来的知识形式的文字化#记忆行

为的自主性增强#文化知识的凝聚性力量更多地

*表现在阐释和回忆上+#现时化占据了记忆活动

的*支配性地位+

$

& 体现在专业人士的文化储存

行为中#现时性文化储存就是指译者偏离既往的

文化知识编码的内容或形式#将文化知识编码储

存于外在于人体的物质媒介之中的行为& 就现时

性储存的内容来看#主体会在新的媒介中储存既

往媒介未储存的文化知识类型#或赋予原媒介中

的文化知识以新的形式& 就方式来看#主体会借

助语言以及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编

码& 就功能而言#主体会赋予文化知识不同维度

的功能#例如#古代的统治者会编纂和推广其家族

谱系知识#彰显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实现其统治

的*合法化+功能$宗教和民族领袖会在文化集体

内部彰显特定的文化象征形式来*厘清一个集体

的身份认同+#实现文化的*区别化+功能%

$电子

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化媒介的娱乐消遣倾向日益彰

显#但这种消遣的功能极有可能分散注意力#使受

众难以获得文化信息的回忆和反思的空间#最终

难以形成文化记忆&

&

现时性文化储存的概念对于文化外译研究具

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译作同样是文化知识的储存

媒介#而译者在外译活动中也会进行现时性文化

储存#即偏离原作文化知识编码的内容或方式#赋

予文化知识外在于人体的物质媒介形式#使其在

译作媒介的阅读和观看中被激活#最终在集体的

层面取得跨文化记忆的效果&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

来看#翻译活动不只是原作文化知识的失败或成

功的再现#而是通过译者的文化知识的编码储存#

文化知识在阅读和观看中形成文化集体的建构和

重构的实际影响的活动#是跨文化记忆媒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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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 如瓦尔特3本雅明"=@GB>AY>0.@C)0%和

雅克3德里达"7@/dR>H8>AA)'@%等人所言#译作是

原作的*来世+#译作不仅比原作*活得更久#而且

活得更丰富,更好+

!

& 译者储存的文化知识类型

并不一定限于原文本#甚至并不一定限于源语文

化$文化知识的符号编码系统类型可能不同于原

文本的符号类型$在现时性储存过程中#译者可以

赋予文化知识以合法化,区别化和娱乐消遣等功

能& 最终#有利于原语文化传播的译作并不一定

是在语言层面尽可能重复原作文化储存内容和方

式的译作#而是能够使原语文化精华在译作媒介

的阅读观看中走入译语集体记忆#并在读者和观

众长久的文化反思中转化为跨文化记忆的译作&

在英译片,A1'" 中#作为文化记忆储存的主

体#译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现时性文化储存#借助多

模态符号资源对外在于原作的原语和译语文化知

识予以储存#进而赋予译片文化和媒介等多维度

的功能#促进译片在译语环境的接受& 下文将结

合案例探索动漫英译片,A1'"中的三类现时性文

化储存#分析其具体的方式,内容和功能&

三5译语价值观的审美合法化储存

在英译片,A1'" 中#最先值得关注的现时性

文化储存类型是审美合法化储存& 译者偏离了原

作的文化储存的内容或方式#通过增添人物自白

和对话#在译片中储存了当代译语文化的女性主

义价值观#包括对女性独立精神的赞颂和对男尊

女卑观念的批判#进而彰显了其审美观的合法性#

显示了迪士尼电影女性审美转向的必要性#下文

将分析两个案例来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译者们如何通过储存女性的独立精

神来实现其审美诉求& 比如#在下面的案例中#原

文显示了木兰选择替父从军之前的考量#译片则

在木兰作出从军决定的前后分别增加了木兰见媒

人却被奚落的情节和在战争中因女性身份暴露而

被赶出军队的情节#并在两个情节中以木兰的自

白凸显了她从军背后的别样动机&

例 %5原文'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

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

译文'PRG@0' ,@BBF>W>K)00)0K(D

BF>C(M)>! H)0K)0K- <U)GG0>M>A?@HHD(A@

?>AD>/BWA)'>! (A@?>AD>/B'@RKFB>A*N@0 )B

W>$ <.C0(BC>@0BB(?G@IBF)H?@AB$ J(U

<H>>BF@B)D<U>A>BAR>GIB(W>CIH>GD! <

U(RG' WA>@1 CID@C)GI.HF>@AB*

#

PRG@0' , >.>/B>' DA(C BF>@ACI-

P@IW><')'0.BK(D(ACID@BF>A*P@IW>

UF@B<A>@GGIU@0B>' U@HB(?A(M>BF@B<

/(RG' '(BF)0KHA)KFB*

从例 %所示原文来看#作者以人物语言的形

式储存了中国的孝文化& 在原诗中#木兰没有哥

哥#而父亲又年迈#因此#木兰甘愿采买装备#替父

从军& 其话语充分显示了中国典型的子女尊敬父

母,体恤父母和报答父母的孝道&

译文则以增添独唱和自白的方式储存了西方

女性主义对独立女性的颂扬& 和原文类似#同样

都是交代木兰从军的起因#译作则在木兰保护,孝

顺父亲的动机之外#增加了木兰追求自我价值实

现的动机& 就储存方式而言#译者们在影片的开

头,木兰替父从军之前的部分增添了木兰去见媒

婆,希望找个好夫婿却惨败而归的情节#并在这之

后安排了一段独唱#也增添了木兰后来在行军作

战的途中#因女性身份意外暴露而被赶出军队的

情节#并在此后安插了一段自白& 就储存的内容

而言#译者们融入了西方弘扬女性独立的价值观&

!$世纪 2$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在法国,美

国等西方国家兴起#随之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在

文化层面反思女性的文化构成等问题$

& 在译片

中#木兰也同样反思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第一

段译文中#木兰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同自我

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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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3

4

+$,页& (木兰辞)作者不详#本文的原文引用皆出自郭茂倩的版本#下

文的原诗引用不再另行标注&

Y@0/A(DB# ](0I# Y@AAIN((1*"8)A>/B(AH%*,A1'"--->0)(-'1C*-&-%"*YRAW@01! =@GB8)H0>IE)/BRA>H# !$$"*本文的译文引用皆出自此

版8f8#其中既包含托尼3班克罗夫特和巴瑞3库克导演的动漫原片#也包含译者团队的幕后制作过程介绍#下文的译片引用不再另行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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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鸿沟#但倘若真的挣脱枷锁又会让家人伤

心$在第二段译文中#木兰坦承自己从军可能不是

为了父亲#而是为了证明自己& 译者们展现了木

兰从痛苦觉醒到勇敢追求再到重获新生的历程#

传递了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反思身份构成和重新

定义自我的赞赏态度&

译者们的翻译处理具有昭示迪士尼审美转向

合法性的功能& 迪士尼系列女性角色的塑造始于

!$世纪 +$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后女性主义转

向时期#其塑造的女主人公皆以勇敢自主著称!

&

译于 &$ 年代的 ,A1'" 就切实表达了女性忠于自

我的主题& 据制片人介绍#译片贯穿始终的主题

之一就是*忠于自我+

"

$导演在采访中也指出#

*木兰就是起初最早的强大的女主人公+

#

#在译

片中#译者们和其所储存的文化结为联盟#表现了

对自立而坚毅的女性人物的审美诉求&

同时#译者们还储存了对男尊女卑观点的批

判#告别了迪士尼传统的人物审美倾向& 例 ! 就

体现了这种储存类型#下面的原文和译文都来自

木兰的父亲被皇帝征召从军的情节#原文仅展现

了木兰对军帖和军书上的内容的回忆#而译文则

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增加了木兰当众阻拦父亲受命

并因此受到指责的插曲&

例 !5原文'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

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译文',NF)XR

$

)HA>@')0KBF>A>/AR)V

B)0KG)HB! @0' X@:F(R

%

)H/@GG>'*-

PRG@0' ,HB(?HX@:F(R- X@BF>A! I(R

/@0.BK(+

X@:F(R' PRG@0+

PRG@0' ,B(NF)XR- EG>@H>! H)A! CI

D@BF>AF@H@GA>@'ID(RKFBD(A***

NF)XR' ,)0B>AR?BHPRG@0- O)G>0/>+

,B(X@:F(R- a(R U)GG'(U>GGB(B>@/F

I(RA'@RKFB>AB(F(G' F>AB(0KR>)0 @

C@0.H?A>H>0/>*

X@:F(R' PRG@0*a(R ')HF(0(AC>*

在以上案例的原文中#作者增添了人物话语

进而储存了中国传统的战争文化& 在原诗中#木

兰讲述昨日天子点兵的情境#想到每一卷军书中

都有父亲的名字& 这蕴含了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

的特点#该时期北方战乱频繁#民众时常被天子召

集从军#抵抗外族侵扰&

相比之下#同样在点兵的情节中#译文则以增

添对话的方式储存了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 首

先#和原诗不同#译者们添加了木兰尝试阻拦父亲

花弧"X@:F(R%领命的对话& 听闻点兵的官员念

到父亲的姓名#看到父亲准备上前受命后#本被告

诫在院中等待的木兰冲出家门并向官员求情#希

望身体抱恙的父亲可以不要上战场#官员呵止木

兰#批评父亲任由女儿当着男性的面发言#父亲也

斥责木兰给自己丢人& 其次#借助对话#译者储存

了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挟制& 在自古以来的男

性中心主义观念中#*男主动#女被动$男主外#女

主内$男性勇敢坚强#女性柔弱温顺+

&

& 在欧美

国家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这种关于性别气

质和角色的刻板印象同性别压迫之间的相互影响

得到了集中的诘问和揭露& 在 ,A1'" 中#译者同

样揭露了男权制对女性的禁锢& 在上面的译文

中#木兰想当着陌生男性表达观点却不被他人许

可#甚至还被父亲批评& 此外#在影片的其他部

分#木兰还曾被人指责身形消瘦不适合生儿子,擅

自说话不守规矩和笨手笨脚不善服侍公婆等& 可

见#男权制社会借诸多规矩和角色期待将女性塑

造为围绕男性的服从者#不符合要求的女性则会

频遭拒斥与冷眼#男权制的压迫性昭然若揭&

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诘责同样可以彰显迪士尼

审美转向的合理性& 在扛起西方女性主义大旗之

时#迪士尼也在同其传统的人物审美取向决裂& 以

白雪公主,睡美人和灰姑娘等为代表的传统迪士尼

,3%

!

"

#

$

%

&

OB(M>A# N@HH@0'A@**8@CH>GH@0' \>A()0>H! ]F>N(0R0'ARC(DBF>E(HB

4

X>C)0)HB8)H0>IEA)0/>HH+# 8 K̂! :J%A$"'1%3.$'"2*-2(-01-"'$;

+$-&-"9 '"* G)2)'$(/ 3$%4=1'$)4%"&T$'*A'&)̂ "-6)$2-&;# !$%+# !"%%! %

4

%$*

Y@0/A(DB# ](0I# Y@AAIN((1*"8)A>/B(AH%*,A1'" --- >0)(-'1C*-&-%"*YRAW@01! =@GB8)H0>IE)/BR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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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XR在译片中是征兵官员的姓名#汉文版译为赐福&

X@:F(R在译片中是木兰父亲的姓名#汉文版译为花弧&

冯蓓!(男性中心主义)#载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 !$$3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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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多为纤弱无助,逆来顺受#只能等待男性

拯救的被动形象& 译片则凭借对男权压迫的谴责

进一步告别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人物审美趋向&

由上可见#在翻译的现时性储存中#译者会利

用文化知识彰显译语主流审美观的合法性& 在现

时性文化储存的审美合法化储存中#译者会偏离原

作储存的文化类型或储存方式#在译作中对特定的

文化知识进行编码#以彰显译者审美观的正当性&

首先#就审美合法化的储存机制来看#译者们

会借助音乐,人物独白和对话等语言或非语言符

号储存特定的文化知识#以情感的感染或理性的

思辨向受众昭示其审美观念的合法性#而当译者

们对译作的接受度要求高的时候#译者传达的审

美讯息往往会同译语当下的主流审美观保持基本

的一致& 例如#在本文所探讨的动漫符际翻译过

程中#由于译作生产和宣发的成本高而流通周期

短#,A1'"的译者们传达的审美信息势必符合译

语受众对女性主义文艺作品的普遍审美追求& 审

美维度的合法化同前文所提到的阿斯曼笔下的合

法化殊途同归#本文认为#文化知识不仅可以用来

彰显统治权的合法性#也可以用来凸显译者的审

美诉求的合法性#而影视改编的符际翻译译者则

更易借助文化知识来显示主流审美观的正当性&

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文化翻译研究的前辈学者们已

经揭示的译语主流的审美标准对文学翻译活动的

影响& *主要的文学思想也影响着每一位译者#

操纵着他们进行文学改写#很少有人能逃离盛行

的诗学的影响&+

!译语主流的审美观会影响文学

改写& 本文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语主流的审

美观易影响译者的现时性储存#对受众消费有着

更高要求的翻译活动尤为如此&

其次#就原语文化的传播效果而言#合法化翻

译储存易影响原语文化差异性的彰显& 例如#女

性主义审美固然有其推广的价值#但译片 ,A1'"

中中国的*孝+伦理也在与译语主流审美的融合

中多了一些*自我+的成分#从*家族本位+的东方

伦理特征偏向了西方典型的*个人本位+特征&

这同劳伦斯3韦努蒂";@UA>0/>f>0RB)%对归化翻

译的解释和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处& 韦努蒂指出#

在英美国家中#*译者按照译语和译语文化中既

存的价值观,信仰和语言表达对原文本的重构总

是依照主导和边缘的等级设定来进行的+

"

& 而

且#翻译活动和大众传媒生产类似#其背后的操纵

都由于其*透明+的特征而更具有隐秘性和支配

性#

& 一味的归化翻译会在隐形之中加固原语文

化在译语环境中的边缘地位& 本文的研究则进一

步揭示了翻译中的现时性审美合法化储存极易顺

应受众熟悉的审美思潮#这种储存方式在保障译

作流通的同时也会减少受众全面感知原语价值观

特征的可能性&

四5原语民俗和艺术的文化区别化

储存

在译片,A1'"中#另一值得关注的现时性文

化储存模式是文化区别化储存& 原作(木兰辞)

为北朝民歌#由于其精练短小的体裁限制#涉及的

民俗和艺术符号并不多$而译作则偏离原作的文

化储存内容和方式#凭借大量的习俗器物道具和

艺术技法#储存了中国特色习俗和艺术知识#凸显

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异&

首先#译者们对中国民俗文化进行了区别化

储存& 译片精心打造中国生活图景#为受众展示

了中国民俗文化特色& 例如#图 % 选自译片的开

头部分#刻画了木兰见媒人后回到家中的场景#图

!选自木兰所在的军队*归来见天子+的场景#二

者均显示了译者的区别化储存&

图 %5,A1'"中的私家园林镜头

&3%

!

"

#

杨柳#王守仁!(文化视域中的翻译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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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1'"中的凯旋庆典镜头

从图 %,图 !可以看出#译者将许多器物道具

安插于生活场景中& 相较于难以呈现图像的原

诗#译作描摹了精致的民俗生活场景& 图 % 所代

表的是影片开头部分#木兰从媒人处悻悻而归#徘

徊于自家院中的镜头!随着竹笛声响起#镜头显示

了园中明镜般的池塘,横亘其上的石桥,环池分布

的花草木石,山上幽静的小亭和石碑以及月门,漏

窗等经典园林装饰& 图 !所代表的是军队从战场

归来,进入皇城之时#民众庆祝英雄们凯旋的场

景#可谓市井庆典一览---夜空上两只风筝像帷

幕一样拉开#画面呈现了道路中央的唢呐演奏,鼓

舞,舞狮和杂技表演等#道路两旁的民众打着灯

笼#举着旗帜#为烟火表演欢呼&

借助以上道具#译作储存了中国园林和庆典

的部分知识& 译者们为展现中国习俗所做出的努

力从其采风的过程就可见一斑!!$ 世纪 &$ 年代#

,A1'"英译片的翻译团队曾派出约 %$ 人来到中

国调查#精心记录了大量的中国符号#如月门,飞

檐,石雕和旗帜等!

& 经过译者们的精心设计#图

%和图 !所代表的场景可以帮助英语受众领会中

国园林的山水草木的基本分布#也可以帮助观众

了解舞狮,鼓舞和唢呐吹奏等几种民间庆典的基

本文艺形式&

在译片中#习俗的植入具有文化区别的功能&

译者所展现的中国符号对于英语受众而言显然不

属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文化#诸多器物符号及其

堆叠而成的生活场景展现了异彩纷呈的东方世

界#巧妙地加强了受众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认识&

此外#译者也对中国艺术进行了区别化编码#

突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例如#取自木兰等人行

军途中的图 + 和图 " 都储存了中国的水墨画艺

术#其中#图 +选自木兰的战友展示自己的字画的

镜头#图 "则选自木兰等一行人的行军远景镜头&

图 +5,A1'"中的人物水墨画镜头

图 "5,A1'"中的行军远景镜头

此处#译者们借国画技艺储存了中国美术知

识& 原诗作为精悍短小的北朝古辞#几乎无法储

存绘画的艺术形式& 而在译文图 +的水墨画镜头

中#木兰从军后#在军队艰苦而枯燥的行军途中#

为了自我安慰#木兰的一位战友掏出了一张传统

女子肖像画#随后画面上呈现了战友几人在幻想

中和梦中女郎的相处情境& 图 "同样见于木兰所

在的军队的行军途中#大远景交代了军队所处的

环境#群山景色的描摹重明暗和整体气韵#颇具泼

墨山水的特点& 两幅图的设计#是西方译者学习

并呈现中国艺术文化的努力& 在确定译片的整体

风格时#译者们选择在中国艺术中寻找灵感#通过

中国艺术史的文献调查,实地采风和中国水墨绘

画实践#最终打造出了*诗意至简+ " ?(>B)/H)CV

?G)/)BI%的译片风格"

& 由于译者的提炼与呈现#

译片受众得以领略中国传统美术利用简单的线条

和色块展现事物整体神韵的特色&

与民俗景观的打造相似#中国艺术的融入同

样可以展现东西文化的差别& 古香古色,带有浪

漫的异国气息的写意绘画风格迥异于西方古典美

$,%

!

"

Y@0/A(DB# ](0I# Y@AAIN((1*"8)A>/B(AH%*,A1'" --- >0)(-'1C*-&-%"*YRAW@01! =@GB8)H0>IE)/BRA>H# !$$"*

Y@0/A(DB# ](0I# Y@AAIN((1*"8)A>/B(AH%*,A1'" --- >0)(-'1C*-&-%"*YRAW@01! =@GB8)H0>IE)/BRA>H# !$$"*



第 !"卷 柴仕伦!论动漫英译片,A1'"中的现时性文化储存

术中重透视和细节的写实风格#带来新奇的中国

文化体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译者可以通过现时性文化

储存凸显原语文化的差异性& 在文化区别化的现

时性储存中#译者会倾向于储存外在于原作的文

化类型#或在译作中赋予原作的文化类型不同的

编码形式#进而彰显原语文化同译语文化的区别&

受译者的文化价值观和受众对新奇体验的需求的

影响#译者可能会借助器物道具,生活场景和艺术

技法等语言或视听符号#对原语文化知识#尤其是

原语文化符号的文化表层差异进行储存#为受众

打造异国景观式的新奇体验& 译者的文化价值观

会影响其是否展现原语文化特色#而译者对受众

需求的认识则会影响其储存的文化知识类型与方

式& 重视原语文化价值的译者常常会凸显原语文

化特色#而非对其进行遮蔽$而重视受众的新奇体

验需求的译者则往往不会选择彰显原语的信仰,

价值观等深层文化知识#而是展现原语文化的浅

层表征#满足受众对异国文化的体验刺激#尤其是

视觉刺激的需求& 例如#在译片,A1'"的例子中#

译者尊重并喜爱中国文化#为受众展现了迥异于

西方的中国文化特色& 同时#考虑到译片的视觉

呈现#译片的中国文化特色以生活道具和动画视

觉风格的形式呈现#带来的更多是视听之娱& 本

文所关注的翻译中的区别化和阿斯曼所关注的区

别化有相似之处#都可帮助受众厘清文化身份#但

阿斯曼探讨的区别化储存的背后往往有稳固或重

构宗教和民族集体的动机!

#而翻译中的区别化

储存则常常受译者的文化价值观影响& 正如杨

柳,王守仁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译者的翻译改写

往往受制于其*与文化价值有密切关系的观念和

态度+

"

& 此外#译者文化区别化储存的具体形式

还受译片观众的体验需求所制约& 这一点#在丹

尼尔3贝尔"8@0)>GY>GG%的研究中有类似论证&

贝尔指出#随着城市生活的建立#当代人*渴望行

动"与观照相反%#追求新奇#贪图轰动& 而最能

满足这些迫切欲望的莫过于艺术中的视觉成分

了+

#

& 可见#视觉艺术的震撼力能够促进受众的

消费& 而本文表明#在翻译活动中#原语文化独特

的异域视听表征可为译作的*新奇性+提供更为

丰富的资源&

就区别化储存的文化效果而言#译者倘若单

一地追求受众感官体验的新奇性则会压缩原语文

化深层意蕴的储存空间& 例如#尽管译者调查了

有关中国习俗和艺术的大量知识#甚至从中凝练

出了*诗意至简+等概念#但是#落实到译片,A1'"

中#视听景观式的储存似乎未能充分展现译者们

所观察到的中国庆典习俗背后的信仰#以及园林

设计和国画技法背后的诗意,灵性的中国审美传

统& 这种异国景观式储存同流行文学的*异国情

调化+ ">Q(B)/)S)0K%翻译异曲同工#后者*通常包

括对外国文化具体特征的指称+#*也包括对外国

地名,专名和怪异的外国词汇的保留+#*彰显的

是表层的文化差异+

$

& 同样#异国景观式的符际

翻译所彰显的也是原语文化因素的表层文化差

异#因此#译者需要注意在文化区别化储存中增加

原语深层文化知识的分量#引领受众深入思考#展

开跨文化记忆&

五5原语信仰崇拜的媒介娱乐化储存

除了审美合法化和文化区别化储存之外#英

译片,A1'"中同样重要的现时性储存模式还有媒

介娱乐化储存& (木兰辞)原诗并未储存祖先和

图腾崇拜的文化元素#而译者则选择了不同于原

作的文化储存的内容或方式#通过刻画木兰家中

的祠堂,祠堂中的祖先和保护神龙等途径储存了

这两类文化$同时#译者通过时间错位式的符号并

置或滑稽戏仿对其进行了娱乐化改造#赋予文化

知识以娱乐受众的媒介功能&

首先来看龙图腾的娱乐化储存& 在译片中#

译者将龙的符号与其他文化符号进行了时间错位

式的并置来*制造笑果+& 例 + 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下面这一段台词的说话人是团队在原文基础

%,%

!

"

#

$

阿莱达3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杨柳#王守仁!(文化视域中的翻译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3页&

丹尼尔3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等译#生活3读书3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

f>0RB)# ;@UA>0/>*./).$'"21'&%$12M"6-2-?-1-&;--- :Q-2&%$;%3.$'"21'&-%" "!0' >')B)(0%*;(0'(0 @0' J>Ua(A1! b(RBG>'K>#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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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增设的喜剧人物---小龙*木须+

!

"PRHFR%#

他是木兰家族的守护神之一#木兰离家从军后#木

须在祠堂中的石身被唤醒#发泄着他满腹的牢骚&

例 +5译文'PRHFR' <.C'((C>'!

@0' @GGW>/@RH>(PH*P@0) '>/)'>' B(

B@1>@G)BBG>'A@KHF(U(0 BF>A(@'*

这里#译者借助媒介文化符号的混杂对龙图

腾进行了现时性储存& 龙#早在黄帝时期#就被用

来树立统治者的权威& 进入封建社会#人们对龙

的崇敬徒增不减"

& 原文丝毫未见龙的踪影#而

译文所添加的新人物#木兰从军全程的守护者木

须则是对龙文化拟人活现的结果& 木须龙因木兰

的出走而被唤醒#可刚一醒来就笨手笨脚地打破

了其他守护神的石像#于是大发牢骚#责怪木兰这

个*女汉子+ "PH*P@0%非要出走表演*变装秀+

"'A@KHF(U%& 然而#'A@K一词直到 %&世纪末才在

剧场的语境中用作*变装+的含义#

#而且似乎更

多地指称一种亚文化表演#译片中的翻译处理在

图腾崇拜这一严肃文化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文化符号的杂合无疑具有媒介娱乐的功能#

往往能制造奇特的幽默效果& 在语言学视角下的

幽默理论中#幽默来自不和谐情况的出现及其出

其不意的解决$

& 在上文中#图腾崇拜这一严肃

且传统的文化因素与现代文化并列#多数观众都

能在惊奇之后感受到迪士尼动画典型的诙谐

搞笑&

不仅是龙文化#译者对祖先崇拜文化也以滑

稽戏仿的方式进行了幽默改造& 例如#除了木须

龙之外#译片增设的喜剧人物还有因为木兰的离

家而现身于祠堂的木兰的众祖先#例 " 中的两段

译文分别显示了木兰出走后祖先争吵的场景和木

兰凯旋后祖先欢庆的场景&

例 "5译文'60/>HB(A6' <10>U)B*<

10>U)B*]F@BPRG@0 U@H@BA(RWG>C@1>A

DA(CBF>HB@AB+

60/>HB(AY' 8(0B. G((1 @BC>*OF>

K>BH)BDA(CI(RAH)'>(DBF>D@C)GI*

/上文取自木兰离家出走以后0

/下文取自木兰衣锦还乡以后0

,60/>HB(AH@A>/>G>WA@B)0K*-

60/>HB(AY' a(R 10(U! HF>K>BH)B

DA(CCIH)'>(DBF>D@C)GI*

译文偏离原诗#对高高在上的祖先进行了滑

稽戏仿& 中国是崇拜祖先的国家#人们相信祖先

的魂灵在冥冥之中保佑着子孙或惩罚子孙的不当

言行#因此#对祖先不敢不崇%

& 但是#在简洁的

原文中从未提及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而在译文

中#译者则添加了木兰的祖先等几位次要人物#他

们被供奉于祠堂中#看到木兰出走从军后纷纷现

身#共同商议解决办法#看到木兰凯旋后为其庆

祝#这些表现均符合祖先信仰文化& 但与此同时#

译者团队对祖先形象也进行了恶搞和戏仿& 滑稽

戏仿"WRAG>HdR>%同艺术形式的戏仿和性别的戏

仿"?@A('I%有所不同#往往指通过模仿而达到愚

弄幽默的效果&

& 与之相似#,A1'"的译者们也使

神圣的祖先如顽童一般无理取闹& 从上例第一段

对话中可知#得知木兰违抗父命离家出走#祖先中

的父系亲族与母系亲族之间争相推诿#都将木兰

的*叛逆基因+归咎于对方$而在译片尾声部分#

木兰衣锦还乡#最初推卸责任的祖先又开始邀功#

说木兰的优良基因源于自己一方&

可见#文化的滑稽戏仿也具有媒介娱乐化效

果& 译片中祠堂的世界混乱无序#观众会惊诧于

其中的不和谐而捧腹大笑& 看来#在动漫翻译中#

动画媒介诙谐幽默的娱乐性原则难以为译者们所

忽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译者难免会受其媒

介观的影响而对文化知识进行娱乐化储存& 译者

在媒介娱乐化的现时性储存中#会通过新的文化

符号的杂合以及滑稽戏仿等#储存外在于原作的

文化知识或对原作的文化知识予以幽默化处理#

!,%

!

"

#

$

%

&

PRHFR在影片的汉文版中被译为木须&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8A@K+# !"1-")C&;4%1%9;5-(&-%"'$;*UUU*>BIC(0G)0>*/(C-H>@A/F' d

h

'A@K*

6BB@A'(# O@GM@B(A>*QA4%$%A2.)O&2! :>)4'"&-('"* #$'94'&-(:"'1;2-2*J>Ua(A1! P(RB(0# !$$%# ?*!#*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

\RB/F>(0# ;)0'@# P@G/(GC=(('G@0'**E@A('I*+ b(G@0' 9A>>0># OB>?F>0 NRHFC@0# NG@A>N@M@0@KF# >B@G*# >'H*./)#$-"()&%" C"(;(1%7

0)*-' %3#%)&$;'"* #%)&-(2*EA)0/>B(0! EA)0/>B(0 L0)M>AH)BIEA>H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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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实现译作媒介愉悦受众,提供消遣的功能&

文化知识的娱乐化倾向在数字化时代尤为突出#

如今#为博取注意#大众媒体常常会迎合受众对快

感的需求& 与之相似#翻译者和赞助人也可以通

过提供娱乐而获得受众的青睐& 例如#动漫译片

的译者就善于通过超现实的夸张行为和形象为观

众提供老少皆宜的幽默& 这印证了前辈学者所指

出的#进入图像时代#在图书翻译,影视翻译,戏剧

翻译和计算机超文本翻译等领域中#*视觉文化

也给我们引入了新的0注意力经济1或曰0眼球经

济1+

!

&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产生#受众在信息的

选择和参与上所发挥的主动性越来越强"

& 无论

是以印刷文本为媒介的翻译还是以电子文本为媒

介的翻译都难免受到译者和赞助人的新媒介观的

冲击#译片 ,A1'" 的娱乐化储存就是动漫翻译的

媒介观的一种表现& 对来自迪士尼的译者来说#

动画媒介老少皆宜的欢乐气氛及其所带来的传播

效应是必不可少的&

就文化传播效果而言#译者单一的媒介娱乐

化储存易削弱译作中原语文化的严肃性而不利于

文化的深层参透& 幽默的类型包括巴赫金研究的

狂欢式的幽默和林语堂的借讥嘲*引起含蓄思

想+的幽默等#

& 和其他幽默相比#娱乐幽默要求

笑话的持续刺激和受众的瞬时反应#势必要求改

造严肃原语文化以弥合其本会带来的视听洪流中

的思考裂隙& 因此#译者通过文化的现时性储存

为受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译作的娱乐

性固然有其价值#但娱乐一切的倾向并不利于原

语文化的深度思考&

最后#在翻译中是否有严肃原语文化的栖息

之地#答案是肯定的& 面对原语文化#译者们可以

提炼富有启示性的精华#发挥创造性#使其充分彰

显于译作之中#进入译语受众集体记忆的范畴&

如同阿莱达3阿斯曼对德国哲学家约翰3赫尔德

"7(F@00 9(BBDA)>' M(0 \>A'>A%的引用一样#*如果

一个人能够从他所有感官转瞬即逝的图像的缥缈

的梦境中有一刻清醒过来#并集中精力自觉地停

留在一幅图像上22这个人才能证实自己有能力

思考+

$

& 也如保罗3莱文森"E@RG;>M)0H(0%所

言#尽管媒介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其进化也

有赖于人类理性的掌控与修正#以避免非人性化

的意外后果%

& 只有深谋远虑才能使海量信息中

分散的注意力再度聚焦#才能为文化打造集体记

忆空间& 而在文化外译的过程中#原语文化知识

必须获得受众在集体层面的注意和反思方能进入

跨文化记忆的范畴#因此#在翻译的现时性文化储

存中#译者需要更多地承担对原作中或外在于原

作的原语文化的观察和提炼的责任#以及在译作

中强调,阐发和创造性地呈现原语文化的责任#使

文化知识获得译语受众的注意以及反思的空间&

结语

在翻译中#译者不仅会重复原作#也会偏离原

作对文化知识进行现时性储存#进而实现特定功

能& 在(木兰辞)到动漫版 ,A1'" 的英译过程中#

借助语言,图像和音乐等符号资源#译者们对外在

于原作的原语或译语文化知识展开了现时性储

存#通过独白和对话的增添实现了译语女性主义

价值观的审美合法化储存#通过器物道具和艺术

形式的植入实现了原语民俗和艺术的文化区别化

储存#通过文化符号的混杂和滑稽戏仿实现了图

腾崇拜的媒介娱乐化储存& 总体而言#译者的现

时性文化储存顺应了译语受众的消费需求#在某

种程度上有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 但就文化传播

效果而言#译者的储存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

了中国传统的孝伦理,习俗背后的世界观,艺术技

法所蕴含的诗意美学观以及祖先和图腾信仰的储

存空间#影响了受众对特定原语文化的深入思考

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的传播&

本文认为#在跨文化记忆过程中#译者须尽力

使原语文化进入译语集体记忆的范畴& 在信息的

洪流中#如何使译作中的原语文化知识博得受众

的注意并进入译语的跨文化集体记忆成了文化外

译的新课题& 无论是在以印刷文本为主要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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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际翻译中#或是在以动漫影视改编为代表的符

际翻译中#受众需求的顺应或可提升译作的接受

度$但是#译者更须高度重视的是#在译作中#对译

语审美思潮的顺应易冲淡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原

语文化的内涵易被遮蔽#媒介的娱乐化储存或许

会堵塞对原语文化参透与反思的空隙& 因此#译

者须避免使现时性文化储存成为单一的满足受众

需求的途径#而应在尊重原作,适当储存文化异质

的同时#深入钻研和提炼原语文化的内涵和文化

价值观#借助丰富的符号资源#使原语文化元素在

影像的洪流中涌现并停留#成为译语集体跨文化

记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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