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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脸面”是各种不同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也是人际交往中具备独特功能的运作体

系，而中国人的脸面同西方各国的面子文化有很大不同，因此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就面子问题

进行交际成了一大课题。翻译作为语言、文化的交流工具，在跨文化交际领域大有可为。本文首先分析

了中国人的“脸面”的特征，其次对比了中西方面子的文化内涵差异，最后研究“脸面”的翻译策略，

希望通过文化现象的翻译来实现中西方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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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societies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t is also 
an operational system with unique function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Fac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ace in Western culture, so how to communicate about Face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lation, as a com-
munication t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
nic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ace”, then compares the dif-
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a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Face”, hoping to realize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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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日益蓬勃，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彼此交际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势不可

挡的文化潮流。中国也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地位的提升伴随着中国文化输出的必然性，“脸面”

文化在中国社会交际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对跨文化交际领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作为语言与文化的载

体，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不仅推动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更需要结合文

化背景进行。 

2. 中国人的“脸面” 

“脸面”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的“要脸”、“要面子”、“赏

脸”、“给面子”等词汇，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阿 Q、方鸿渐式为脸面而活之角色，在中国社会，脸

面贯穿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虚浮飘渺，实则在国人心中地位甚高。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结

构，中国人的脸面不仅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文化内涵，而且具备特定场景下的社会交际功能。早在 19
世纪末，美国传教士 Smith 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人对“面子”的造诣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并在其著作《中

国人的性格》中将“面子”概括为“中国人的第一性格特征”，他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是从其对戏

剧演出之热爱中衍生出来的，理解中国人的“面子”特性就能解锁这个民族其他许多方面的性格特征[1]。 
中国人的“脸面”并不能简单地同英语文化中的“face”一词对等，因为“脸面”二字所代表的不仅

是人体面部结构的表征，更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独有的心理状态和深层的社会情绪。实际上，中国人

的“脸面”兼具“脸”和“面”的两种内涵和特点。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胡先缙最早以人类

学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人的“面子”，她认为，中国人的“面子”可以用“面”和“脸”两套标准来

区分，“面”是通过个人努力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威望或声誉，而“脸”则更像是因坚持高道德标准而

获得的群体尊重[2]。由此可见，“脸面”的形成是具有双向动力的，一是内驱力，个体以高道德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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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身，而追求有脸有面，二是外驱力，社会环境对个体抱有期待，而反推个人努力获得符合社会期望

的脸面。因此，本文将中国人的“脸面”特点概括为道德性和社会性。 
首先，中国人的脸面是道德性的。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耻”来理解“脸面”的道德性，“耻”

是人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而在自我意识里产生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显然与道德完善性有关[3]，
顺应这种价值，就是“耻”促使个人产生“脸面”的过程，相反，违背这种价值，则是无“耻”而没有

“脸面”的表现。因此，中国人也常常会用“不要脸”形容一个人道德败坏，而对于道德修养极高的人，

或是中国文化高度认可的“君子”，则会认为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次，中国人的脸面还具有社会性。脸面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追求，更是社会关系的映射。翟学

伟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在关系网络中发生的，个人形象的好坏标准不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是

由他人和社会判断的[4]。也就是说，“脸面”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如果没有外界对个人行为的评判，

那么所谓“有脸有面”就不成立，一个人只有在其所处圈层中为身边人认可，才可称其为“有头有脸”，

同样，若一个人近墨者黑，所处圈层皆是道德修养不高之人，则也不会被其环境认为是丢“脸面”。 

3. 中西方“脸面”的文化内涵对比 

3.1. 集体主义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离不开中国社会的“里子”，分析中国人“脸面”的文化内涵必然离不开对中国

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 
中国社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称“泱泱大国、礼仪之邦”，重“礼”是

民族习惯、家国风度，从远古时期人祭天的“祀礼”，到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见面礼”、“贺礼”、

“彩礼”等等，“礼”是维系集体关系的纽带。“礼”与“脸面”的关系通过“礼貌”一词可见一斑，

先有礼，后有貌，“礼”是“貌”的内核，而“貌”是“礼”的外衣，也就是说，只有在“礼”运作的

场合，才存在“面子”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的“礼”是集体关系得以持久的关键，因此，有脸面代

表了在集体中讲“礼”，反之，没有“礼”，或者“礼”不存在发挥作用的集体环境，则没有脸面。 
另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因素便是乡土结构及其引申出的家族制度。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是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农民通过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劳作来获得生存资料，

并且世代为耕。土地制度限制了人际交往的范围，即人们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社会交际，产生社交圈层的

前提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因此，个人与其家庭成员和家族的关系明显比西方社会更加紧密，交际中形成

的“面子”不是单一个体的，而具备家族属性。举个例子，在中国社会，一个人若考取功名、出人头地，

其交际圈内的人往往不会单纯地欣赏其本人，而是会仰慕其家庭，人才辈出，敬重其长辈，教子有方，

甚至会说“此人真给某家长脸”。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面子从本质上来讲是集体主义的面子。无论是其道德性还是社会性，都离不开

中国集体文化的两大特点，即礼法制度与家族制度，如张绪山所说，这两种制度是理解中国传统“面子

文化”的关键，只要其存在，人们就要按照其要求行事，面子观念就不会消失[5]。在中国社会中，“脸

面”的判断标准向来都源于他人、集体、社会，个人获得面子是因为获得了集体认可，给予他人面子也

是为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而最终形成美美与共的和谐大同社会。 

3.2. 个人主义面子 

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西方人的“脸面”与中国人大相径庭，由于西方社会的历

史文化和家庭结构与中国社会相异，西方人的面子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更倾向于自我表现。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文化，地中海沿岸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岛造就了古希腊人以海上贸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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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模式，进而发展出“自由民主”的民族性格。常年的海运生活注定了西方人不可能像中国人一样

以家族为单位世代聚居，在充满不确定的水路上探索世界，培养出西方社会崇尚独立、冒险、勇敢的文

化氛围。因此，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尊重个人努力、鼓励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这也是西方

人“脸面”的主要特征，例如，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常见主题之一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

下，英雄一定是有“脸”的，每当提起美国大片里的英雄人物，脑海中会浮现出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人

物形象，而这些英雄“脸面”出现的前提一定是个体，即以个人为单位出现，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面

子没有群像特征，而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西方社会的家庭多为核心家庭，其特点是最多由两代人组成生活圈子，即夫妻和其子女，一旦子女

长大成人，必会离开旧家庭，组建自己的新家庭，而原本的两代人家庭会变成仅有夫妻关系的单一化家

庭，也就是说，核心家庭虽然会经历代际演变，但其主导家庭关系的人是夫妻，从始至终婚姻关系是维

系西方核心家庭的关键，这与中国社会中血缘关系为纽带、父子关系为支撑的家族制度完全不同。因此，

集体主义的“面子”在西方社会很难形成，以核心家庭为最小组成单位的西方社会不具备通过家族制度

实现社交活动的土壤。 
总的来说，在面子文化冲突中，个人主义文化者对“脸面”更看重其自我面子，而比集体主义文化

者对他人面子和相互面子的重视程度低[6]。西方人的面子相比中国人的面子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突出

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导致“脸面”更侧重个人通过积极表现，获得他人赞赏，从而进一步达到个人目的，

实现个人利益。而中国人的面子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更加脸谱化，一张“脸面”背后往往代表着

一个群体的利益，面子已经成为集体间交际的重要资源。 

4. 跨文化交际中“脸面”的翻译策略 

基于前两部分的讨论，“脸面”作为中西方文化中同时存在但内涵相异的文化现象，其在跨文化交

际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文化差异，导致交际障碍，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工具，不仅在语言层面，更在

文化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对“脸面”进行翻译将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

重点。 
杨仕章指出，翻译策略具有层级性，在语言、文本、文化等层面存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文化翻译

策略是翻译策略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是译者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对文化要素采取的连贯的翻译计划[7]。
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策略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跨文化交际翻译，而针对文化现象的差异，应该以文化内涵

为出发点，选择符合译文读者需求的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一直是划分翻译策略的两大方向。归化策略的著名理论来自 Nida 的动态对等，

解释为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传递信息的反应当达到原文读者对于原文理解的程度[8]。为了达到翻译实现跨

文化交际的目的，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将源语文化因素移植到目标语文化中，以消除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和

理解障碍。而作为异化策略的倡导者，Venuti 认为异化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在文化翻译

中，通过引入源语中特色的文化表达，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表达，拓展译文读者的文化边界，从而真正地

实现跨文化交流，更有利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输出，在翻译过程中提升弱势文化的交际地位[9]。 
为了在中西方面子文化交融碰撞的场景下探究“脸面”的文化内涵差异，本文将借助电影《面子》

的汉语字幕英译来分析其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策略。该片讲述了本世纪初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华人之间的

面子文化冲突，小薇是第三代华人移民，她虽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华人区，但从小浸润在西方文

化中，在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环境中释放着自己的天性，而这是其传统中国家庭所不能接受的。小

薇的外公高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虽然在美国社会受人尊敬，但还是保留着传统的旧思想，

对美国文化中的许多思想感到不齿，令他觉得颜面尽失的是他的女儿、小薇的母亲高慧兰守寡多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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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未婚先孕。高慧兰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投奔到女儿门下，一面为女儿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开放思

潮所动摇，想要为了自己活一次，偷偷生下爱人的孩子，一面又被父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

所压制，迫于这位大家长的威严，不得不接受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脸面”文化的中西方差异在移

民家庭三代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高先生的面子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脸面”，小薇的面子则是个人

主义的西方文化“脸面”，而高慧兰作为老少两代人的中间人，则是这种“脸面”文化差异和冲突的

矛盾体。 

4.1. 归化策略 

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说，归化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通过使用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形式来保

留源语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个人主义脸面具有很强的

个性化特点，不具备群像特征，每个人的脸面因所处交际场景不同而带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并不能用脸

谱化的“face”来概括，而应该考虑当时的文化交际情境，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翻译成具体的内容。 
例如： 
怎么样，小薇？可否赏脸跳支舞？ 
How about it, Wil? Do me the honor of dancing with me? 
这一幕发生在故事的开头，小薇的母亲带她参加了一场华人舞会，一位华人男性高管有意邀请她跳

舞。这里的“脸”明显是男方自我表现的脸面，是个人主义面子，表明他希望通过个人言语、行为的努

力打动对方，获得小薇的青睐，从而实现自己想要与对方更进一步的目的。直译并不能体现出“脸”背

后请求的意味，反而会丧失影片中男高管的一部分人物形象，即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至上的进取者，

所采用的交际手段和策略是为了凸显个人存在感和价值，实现个人利益。因此，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

将“脸”翻译成“honor”，表现出男高管在两性关系中的绅士一面，对待女性的耐心与尊重，同时也展

现出他善于在人际交往中以退为进，充分展现出其个性的圆滑与精明，通过“honor”一词使英语译文读

者更能体会出个人主义“脸面”在中西方文化交际中的个性化特征，更符合西方人对“脸面”的理解，

从而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又例如： 
不可能，我家弗雷德死要面子，才不干这种事呢。 
No way. Fred is too respectful to do such thing. 
这个场景发生在华人圈所有的人都知道高慧兰秘密怀孕后，大家都在讨论这是谁的孩子，她的一位

麻将群友认为，这个男人绝对不可能是她的丈夫弗雷德。“要面子”是一个具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行

为，指个体通过树立良好的品德、行为和形象，让自己呈现出为他人尊重、为社会认可的特质，从而在

群体中脱颖而出，进而满足个人利益。如果直译成“earn face”，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面

子”与弗雷德不做这种事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已婚男性与其他女性调情是不光彩的，

弗雷德结婚已久，一直以正派好丈夫的形象自居，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丈夫的好名声，不可能做

出有违个人品性的行为，因为那样会被华人圈内的熟人嘲笑，从而使他丢面子，失去个人威望和尊严。

这里的“面子”更多的是弗雷德个人主义的体现，是他为了表现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被别人指责，而

展现出的正面形象。因此，采用异化翻译，将“面子”翻译成“respectful”，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人主义

“脸面”在此交际语境下的内涵，表达出“要面子”与“不干这种事”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使译文读

者获得地道的文化体会，减少跨文化交际场景中的误读和障碍。 

4.2. 异化策略 

异化策略是文化翻译中很重要的手段，由于其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可以极大保留源语文化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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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有利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输出。“脸面”文化讨论中，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脸面一向具有很强

的集体主义特点，这是西方文化下的脸面所不具备的，而这种脸谱化的特征若是采用归化策略翻译，则

减少了许多其道德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采用异化策略可以更好地保留中国

人脸面的文化内涵。 
例如： 
《面子》 
“Saving Face” 
该影片的名称翻译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面子”是全片的中心，影片故事发生在美国华人社会，

“脸面”在此产生中西方的文化交融和碰撞，既有个人主义的西方“脸面”，又有集体主义的中国“脸

面”。在这样一个镶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社会中的中国人交际圈里，从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貌似以

西方“脸面”文化为主，而中国“脸面”文化为客，但实际上影片采用的是相反的叙事角度，让高先生

传统中国家庭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脸面”文化成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主动方，向美国社会输出了独特的

“脸面”文化视角，即以家庭为依托、亲情为纽带的集体主义面子。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交融和碰撞的

环境中，脸面文化的差异才得以显现，中国人集体主义的面子才有了文化输出的空间和机会，因此，采

用异化翻译策略，将“面子”翻译成“face”，保留集体主义面子的群像特征，体现出中国“脸面”文化

在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的独特内涵，不仅是个人成就，更是家族、集体的荣誉。 
又例如： 
她自己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She lost her face, but i want mine! 
这一幕发生在小薇的外公发现女儿高慧兰意外怀孕，高先生是纽约华人圈里有名望的老教授，他得

知女儿秘密怀孕后非常生气，要把她赶出家门，并破口大骂。第一个“脸”是道德性的脸面，受中国传

统社会文化影响人们认为贞节是女子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前怀孕，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高慧兰的婚前怀孕显然是一种有损名誉的不道德行为。第二个“脸”是社会性的脸面，在传统中国家庭

中，家庭成员是相互联系的，高慧兰的名声不仅是她自己的，也代表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父亲，高先

生是一位威严正派、受人尊敬的教授，这种尊重既来自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来自于他体面的家庭，

当他得知女儿做了不道德的事——未婚先孕时，他非常生气，他认为，女儿的行为让整个家庭失去了好

名声，也让他失去了“面子”。这里的两个“脸”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面子，代表的是中国人对脸面的

一种普遍极致追求，体现出脸面在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关系运作功能，已经不单是个人对成功、成就

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大范围的资源交换，因此，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脸”翻译为“face”，既保留

了脸面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集体主义内涵，又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 
再例如： 
今天，你又为了维护你父亲的面子，重蹈覆辙。 
And now you are doing it again, all for your father’s face. 
这一幕发生在故事的高潮部分，高慧兰即将嫁给父亲指定的结婚对象周先生，此时，她的真命天子、

孩子的亲生父亲——小于先生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高慧兰第二次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是在重蹈

覆辙，这一切都只是想维护其父亲的面子。这里的“面子”是一个具备资源交换属性的概念，指的是高

先生家庭内的和谐稳定所依赖的资源，因此同样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可以将其理解为高慧兰为了维持家

庭关系，而采取“给面子”的交际方式，她服从父亲的命令，嫁给了一个可靠的男人，一方面挽回了自

己的体面和尊严，另一方面更是给足了高先生脸面，树立了他大家长一言九鼎的威严形象，从而向集体

中的其他人展现出即使家庭中出现过一些变故，曾让自己蒙羞，但高教授依然是那个具有威信，充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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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手段的风云人物，在家族荣誉败尽的边缘及时止损，把女儿从沦为遭人唾弃的寡妇拉回正轨，其对

女儿的教育依然堪称典型。因此，这里采用了异化策略，将“面子”翻译成“face”，突出了中文语境中

集体主义“脸面”特有的资源交换属性，保留了中国人面子的社会性特点。 

5. 结语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概述了中国人的“脸面”特征，对比了中西方“脸面”的文化内涵，综

合分析了“脸面”的翻译策略。通过跨文化交际中“脸面”的探究，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脸面”具

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其道德性和社会性，这是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而对比两种文化中的脸面内涵，

本文发现中国人的面子是集体主义的面子，西方人的面子是个人主义面子。由于“脸面”在中西方文化

中具有明显的内涵差异，为了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翻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从翻译策略来看，集

体主义面子更适合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个人主义面子适合采用归化策略，减少文化

交际双方的误解。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译者应该自觉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优先考虑不

同的文化背景，主动分析文化现象的内涵差异，做到真正的文化翻译，而不仅满足于文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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