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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
《圣经》上说，人类最初没有语言隔阂。
于是，人类群策群力建造一座城。
为了和上帝齐名，他们又决定在城里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
此事激怒了上帝，于是上帝离散了人类的亲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通天塔”最终也未能建成。
从此，人类便分处而居。
天各一方，久而久之便有了语言交流的障碍。
但由此人类便开始向上帝发出挑战，他们依托翻译来进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就是传说中翻译的由来。
翻译活动及人类对翻译理论的思考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
从西元前3世纪西方的七十二子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到公元200年左右中国将《佛经》翻译
成中文；2000多年来，人们就是凭借翻译使得整个世界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西塞罗的“意义对意义的翻译”到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无数个世纪以来，从事翻
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对翻译进行着深入的思考。
正是这种对翻译“充满着智慧”、“闪耀着灵感”的思考，让人类渐渐对翻译这种“宇宙进化史上到
目前为止所出现的最为复杂的活动”（I．A．里查兹语）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也使得翻译研究在
各国翻译界之间的交流中不断得到发展，臻于成熟。
　　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政治呈现多极化、经济呈现全球化、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这一切
都要求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更加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正是这种密切的交流与合作，蕴涵着人类对翻译的极度依赖与巨大需求。
正是因为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明与发展的积极作用，翻译受到了各国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翻译事业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翻译已经从一项单纯的双语交际活
动发展成为一门专业、一个学科，人们对翻译的研究更是从多个维度、多种视角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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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一词已渗透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以极平常的面孔呈现，但其所承载的内涵和信息却异常丰富多彩，值得学界永久地关注和研究。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聚了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勤劳和智慧，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我们对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尚未能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和认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华夏
文化又一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许多人不谙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因此，正确认识华夏文化并通过翻译途径，向世界推介华夏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外语工作者以及新
一代莘莘学子的使命。
    另外，在文化领域内的引进与输出方面，我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已出现“逆差”现象，即西方国家的
大量作品及其思想文化界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等均能及时、快捷地被译介到中国，但中国文学
、文化和哲学等领域内许多好的或新的学术成果却没能够及时介绍到国外，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许多
精华内容也没有能够及时而充分地译介到国外，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长此以往，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甚至有可能失去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或在东西方文化的趋同过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回过头去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拒绝外来文化显然行不通，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当今全球化的潮流，在
努力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努力弘扬华夏文化、译介华夏文化、传播华夏文化，让世
界了解华夏文化，让华夏文化走向世界。
    本书以及已经出版过的姊妹篇《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正是基于这样的
考虑而编写的。
在《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文化、语言同翻译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差
异，并就汉语中的称谓文化、人名文化、地名文化、饮食文化、色彩文化、动植物文化、数字文化、
方位文化以及汉语里的习语、典故、委婉语、新词等里面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以及如何在汉英翻译中再
现这些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大量例证进行阐释。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二部）则就华夏文化进行了概述，并就官制文化、家族文化、婚姻习俗
、丧葬文化、传统节日风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戏曲文化等进行了介绍，
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的汉英翻译进行了探讨。
全书共十一章，除第一章对华夏文化进行了概述外，其余各章分别就相关的文化进行了详细介绍，并
就如何在翻译中再现这些文化信息进行了探讨，必要时，还对相关文化背景或某种文化现象的内涵进
行注释和说明。
    本书特别适合于大学翻译专业学生作为翻译教材使用，也适合于大学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科学
生作为文化翻译教材或辅助材料使用，还可作为广大英语教师和其他英语爱好者了解华夏文化英译的
必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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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华夏文化概述　　数千年来，华夏文化一方面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主导地位，不为外来文
化的冲击所瓦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基础上，不断地发展自身。
——毛荣生　　第一节　文化的界定　　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瑰丽多姿屹立于世界
文化之林，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虽经艰难和沧桑，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且代有高峰，蔚为壮观，成为世界文化的奇迹。
她自成体系，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备感自豪和骄傲。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一词之含义　　文化一词，既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
又是一个在近代被赋予新义、且内涵丰富而复杂的科学概念。
　　“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比文明、文化出现得要早。
它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日文。
”《礼记·乐记》载：“五色成文而不乱。
”《说文解字》载：“文，错画也，象交文。
”指的都是这个含义。
此后又被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
《尚书·序》记载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也”，《论语·子罕》记载：“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论语·学而》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指的就是这个含义。
之后，“文”进一步引申为“装饰、彩绘、修养”之意，与“质”、“实”相对。
《尚书·舜典》称“经纬天地日文”，《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在上述基础上，“文”进一步引申出“美、善、德行”之义。
　　“化”字的本义为变易、造化、生成，《易·系辞下》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化”是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被引申为教化、从善之义。
　　“文”与“化”合并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
），天文也。
文明为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
“人文”指人伦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
这句话是说，治国者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
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文选·补之诗》载：“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其含义是“以文化辑和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
。
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就具有“文治
教化”的含义，即指用诗书礼乐去教化天下，既含有政治主张，又寓以伦理意义。
另外从古汉语表达系统来看，“文化”还具有与武力、武功、野蛮、质朴相对举的意思。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即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的礼节。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范畴。
　　二、文化的概念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为动词，有耕种、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居住
、联系、注意等多重意义。
与拉丁文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法语、德语中的Culture（即“文化”）一词，有栽培、种植的含义，
并引申为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的内涵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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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化”一词，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更
偏向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后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其内涵比“文化”更为广阔，却与中国语言
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为接近。
但“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达到一定
发展水平的显现，“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上
的文化涵义。
　　文化与人类同步诞生，然而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被许多学者从多视角、多学
科予以研究与解读。
近几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对文化进行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与解读。
但在西方，自从中世纪起，文化概念的含义一直被神学观念所压倒。
直到17世纪，才由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1632—1694）把文化作为独立的概念提出并使用。
他认为，文化即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
最早给文化下科学定义并把文化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
他在其1871年出版的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出的界定是：“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
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
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泰勒因为对文化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西方文化学之父”，自此以后，西方学术界从多视角、多
学科对文化展开了科学研究，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探索蔚然成风，先后涌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并创建了
各具特色的理论。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200多种“文化”的定义。
各国学者分别从符号学、价值论、功能性、规范性等各个侧面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
1952年，美国的人类学家及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
对西方从1871年至1951年间80年间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做出
了综合定义：　　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获取和传递，文
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
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克拉克洪还认为：“文化一词意味着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和个人集团所得到的社会遗产。
”他们的定义论述了文化的外显和内隐、传授和获得，尤其是文化的基本核心问题，可以说是比较全
面地阐释了文化的含义，他们对文化的定义被现代学者所认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化”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因而也就决定了其外延的广泛性，文化研究正因为这一特点而增
加了它对研究者的吸引力。
这一点正如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洛威尔（1856—1942）所描述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
西比文化更难以捉摸。
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
我们想用文字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
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我国文化或文明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梁启超为其首倡者。
他于1899年在日本发表《文明之精神》一文中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
，求精神之文明难。
”是他首先使用了文明一词，并对其进行了形质和精神的剖析。
1922年，他在《什么是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工业也
。
”系统介绍了西方文化学理论，主张在社会学外另建文化学。
1983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书，成为这方面的著名学者。
中国对文化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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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对文化的定义，一直沿用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
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
和经济。
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其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
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而创
造发展起来的。
（见《辞海》1989年版，文化释条）　　广义的文化是从人的意义上讲，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
内容归纳入“文化”的定义域，即“自然的人化”：凡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科
学技术、思想观念以及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文化都是广义文化的研究对象，人类有意识地作用
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一切创造物都属于“广义文化”。
狭义文化仅把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视为文化，它包括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哲学、
宗教、科学技术、民情风俗、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
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文化既指广义的文化，也指狭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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