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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在配音翻译中的文化折射现象，分析文化传递与文化适应在

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双重作用。通过对不同语言版本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如何在配音翻译中保持原作文化

内涵的同时，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具体分析了语言和非语言层面的文化折射，包括专有名词、习惯用

语、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处理方式，阐明了文化传递在保留原作文化精髓和增强跨文化理解中的

重要性，以及文化适应在提高目标观众理解度和接受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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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refraction in the dubbed translation of Hayao Miya-
zaki’s classic animated film Spirited Away, analyzing the dual role of cultural transfer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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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in this proces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language versions, the research 
reveals how dubbed translations simultaneously preserve the original cultural essence while accom-
modating target-culture expectations. The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ultural refraction 
at both linguistic and paralinguistic levels, including the treatment of proper nouns, idiomatic ex-
pressions, cultural contexts, and value systems. It elucid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work’s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enhancing cross-cultural comprehension, 
while demonstrating how cultural adaptation functions to improve target audiences’ understand-
ing and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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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一) 研究背景 
日本作为动画电影制作的头部，借助动画电影实现跨文化传播，使得“动漫文化”成为日本的代名

词。[1]《千与千寻》作为宫崎骏执导的经典动画电影，自 2001 年上映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赢得了无数奖项，包括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部电影不仅在日本本土大受欢迎，其奇幻的故

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吸引了全球观众的广泛关注。尤其在中国市场，《千与千寻》上映后引发了观影

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票房成绩，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显示了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文

化穿透力。 
配音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相比字幕翻译，配音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的

内容，还需要在语音语调、文化背景和情感表达上进行深入的本土化处理，以确保目标观众能够最大程

度地理解和接受影片的内涵。然而，配音翻译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处理跨文化差异时，需要翻译

人员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语言技巧。如何在保留原作文化特色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文化适应，以增

强本土观众的观影体验，成为配音翻译的一大难题。 
(二) 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其翻译工作也显得愈发重要。《千与千寻》作为宫崎骏的经典之作，充满了浓厚的日本文化元素，是跨

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讨《千与千寻》配音翻译中文化折射的具体表现和策略。文化折射理论认为，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始文化内容在进入目标文化时，会经历一种类似光折射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保

留了原有文化的核心元素，又使其适应了目标文化的接受习惯。因此，通过文化折射理论，可以系统地

分析《千与千寻》配音翻译中如何处理和转化日本文化元素，使之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同时，更符合其他

国家观众的文化理解和接受方式。影视字幕翻译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翻译文本。由于影视的声音通道和视

觉通道是同步的，所以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译者的翻译方法。[2]此外，本研究将深入分析配音翻译过

程中具体的文化折射策略和方法。具体来说，包括语言层面的调整，如对话中文化特征词汇的翻译方法；

情感表达层面的处理，如原作中人物情感和文化背景的体现；以及文化背景层面的解释，如影片中涉及

的日本传统习俗、神话传说等如何通过配音翻译向世界观众传达。通过这些具体案例的分析，可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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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折射在配音翻译中的操作细节和实现路径。 
虽然每一部影片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翻译需求，但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可以

用于分析和处理不同文化间的翻译问题。本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展示了文化折射理论在配音翻译中的

应用价值，并探索了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 文献综述 

(一) 文化折射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文化折射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旨在探讨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传递原文化的

语言、文化和情感内涵，并在目标文化中引起适当的反应和理解。文化折射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

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一种探索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影响的理论。最早提出类似思想的是德国学者约翰·古

斯塔夫·德罗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他在其历史研究中强调了文化背景在解释和理解历史事件中的

重要性。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俄裔美籍作家和翻译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提出了翻

译应当忠实于原文，同时考虑目标文化接受度的观点。尽管纳博科夫未明确提出“文化折射理论”这个

术语，但他在翻译实践中的理念对文化折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翻译方法体现了对文化细

节和原作背景的高度尊重，这种对文化因素的重视正是文化折射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他认为，翻译不

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传递和再现。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保留源语言文化的独特元素，以

帮助目标语言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的文化背景。例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中，他通

过详细的注释和脚注，向读者解释原文中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以确保他们能够全面理解作品。他

强调文化背景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为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折射理论不断演进和完善。尤金·奈达(Eugene Nida)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对文化折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奈达主张，翻译应当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度。他强调，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

语言信息，还要传递其文化内涵，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翻译中

的文化因素研究，为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观点促使翻译研究者更加重视文化背景和文化

适应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翻译研究中崛起，强

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是这一转向的

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再创造的过程，翻译者应当在翻译过程中考虑文化因素，以确保译文

的文化适应性。他们的研究强调了翻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递

的活动。翻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在译文中再现源文化的特色，同时使其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 
此后，德国翻译学者克里斯托弗·史迪芬(Christopher Steiner)于 1998 年在《翻译与文化》一书中首

次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史迪芬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解释过程。他

指出，文化折射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原文化的语言、文化和情感内涵通过翻译被反射出来，以目标文化

的接受度和理解能力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化，从而实现文化的互动和共鸣(Steiner, 1998)。文化折

射理论的提出与当时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密切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

繁，而文化折射理论的出现强调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史迪芬的理论不仅仅是对传统翻译理

论的扩展，更是一种新的文化翻译方法论，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原文化和目标文化的语境和

价值观念，以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情感共鸣。 
随后，文化折射理论得到了众多翻译学者和文化研究者的进一步发展和探索。理论逐渐丰富和深化，

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化差异的处理以及翻译产品在目标文化中的效果评估等方面。

例如，法国翻译学者让–保罗·维内特(Jean-Paul Vinay)和让–达米安·维尼(Jean-Dominique Vinay)对文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7169


陈丹阳 
 

 

DOI: 10.12677/jc.2025.137169 1183 新闻传播科学 
 

化折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拓展和实践探索，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技术过程，更是跨文化交流

的艺术和科学(Vinay & Darbelnet, 1958)。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折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

用。学者们开始从多学科视角探讨文化折射现象，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在影视翻

译、文学翻译和广告翻译等实际翻译活动中，文化折射理论被广泛应用。学者们通过对具体翻译案例的

分析，探讨了翻译过程中文化折射的具体表现和处理策略。例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

“异化与归化”理论中探讨了翻译中的文化折射现象，提出译者可以通过异化手法保留原作文化特色，

或通过归化手法使译文更符合目标文化的习惯。 
(二) 文化折射理论在配音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折射理论在文学翻译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处理文化隐喻、象征和背景信息时显得

尤为重要。翻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表达，还要理解并传递其文化内涵，使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

中产生同样的效果。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往往会考虑目标语文化的各种规范。那些顺应目的语文化

时代背景、契合目标读者文化需求的选篇，往往能拥有更好的接受度。[3]在影视作品的翻译中，文化折

射理论的应用尤为重要。影视翻译不仅包括字幕翻译，还涉及配音和台词的本地化。翻译者需要在保留

原作文化特色的同时，使其适应目标观众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配音翻译要求译文不仅要忠实于原文，

还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语音和语调习惯。通过文化折射理论，翻译者可以调整台词，使其更符合目标观众

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在《千与千寻》的中文配音中，译者对台词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其既保留了原

作的情感和文化内涵，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3. 《千与千寻》配音翻译文本的文化折射分析 

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

誉。作为一部深植于日本文化背景的作品，其配音和翻译过程面临着如何处理和传递这些文化元素的挑

战。电影中大量借鉴了日本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元素，这些元素在配音和翻译时需要精心处理以确保其文

化内涵得以保留和传递。通过中韩两国对小说《嫌疑人 X 的献身》的改编来看，中韩两国的改编是基于

本国的国情及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本土化改编，在原本的框架之下，赋予小说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内涵，对于小说不同价值意义的挖掘，折射出现实中一些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4]例如，影片中的八百

万神灵深受日本神道教的影响，这些神灵在日文版中使用了许多特定的名称和习惯用语。为了在翻译过

程中保留这些特定名词的文化意义，译者需要进行注释或解释。例如，“八百万神”可以直译为“eight 
million gods”，但这样的直译可能无法充分传达其宗教背景，因此需要在译文中附加注释以帮助观众理

解其深层含义。无脸男等角色反映了日本的妖怪文化，这些角色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充满了神秘感和异世

界的氛围。在配音和翻译时，需要通过选取合适的词汇和语调传递出原作的这种氛围。例如，无脸男的

沉默和突发的情绪变化，在配音时需要通过声音的变化来表现其神秘和不安，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其

独特的妖怪特质。 
日本文化中的许多传统习俗和礼节在《千与千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些元素在配音和翻译中

也需要细致处理。鞠躬和使用敬语是日本文化中对长辈和上司表达尊敬的主要方式。在影片中，角色之

间经常使用敬语，这在翻译中需要通过合适的语言来传递。例如，千寻对汤婆婆的尊敬在中文中可以通

过使用敬称和礼貌用语来体现，而在配音时，演员的语气也需要表现出敬意，从而保持原作的尊卑关系。

汤屋(澡堂)的设定直接反映了日本的温泉文化。在影片中，温泉不仅是洗浴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神圣意

义的场所。在翻译时，将“汤屋”直译为“澡堂”或“温泉馆”，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功能和文化

背景。此外，电影中对汤屋的描述和场景也需要通过详细的解释来传达其文化内涵，以便观众能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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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设定的意义。 
《千与千寻》中，角色之间的称呼和语言表达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例如，千寻对汤

婆婆使用敬语，而汤婆婆对千寻则使用命令式语气。这些细微的语言差异在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为了

保持原作的尊卑关系，译者需要根据角色关系选择合适的称呼，并通过语言层次的变化来体现角色的身

份和性格。日文中的语言层次分明，不同角色使用不同的语言层次来表达其身份和个性。这些细微的语

言差异在配音和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例如，白龙对千寻的关怀和保护在翻译中可以通过温柔的语气和

亲切的用词来表现，而在配音时，演员需要通过语气和音调变化来传递角色的情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

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日文中的情感表达往往含蓄内敛，而中文则可能更直

接。在配音时，演员需要通过语气和音调变化来传达角色的情感。例如，千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和脆

弱需要通过声音的细微变化来表现，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在翻译时，选择合适的词

汇和表达方式，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感。电影中的情节和角色的情感发展深受日本文化的

影响。比如，千寻对父母的依恋和她与白龙之间的情感，都需要在翻译和配音中通过适当的语言和语调

来传递其深层次的情感。在中文配音中，通过细腻的语言表达和适当的语气变化，可以更好地传递这些

情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和情节的发展。 
电影《盗梦空间》中起用日本演员渡边谦饰演主要人物齐藤斋等等，无不是利用他国文化符号吸引

当地受众的一种手段。[5]《千与千寻》配音和翻译中的文化折射现象揭示了文化传递与文化适应的重要

性。通过对文化元素的分析和处理，可以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和欣赏

这部经典作品。配音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桥梁，通过细致入微的处理，原作的文化内涵

得以完整地传递。这种文化折射现象不仅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4. 研究结论 

在配音翻译中，文化折射现象无处不在，体现了原作文化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反映和转化。

从语言层面来看，专有名词和称谓是文化折射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千与千寻》中，主人公千寻的名字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音译，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千寻的日语原名“千寻”(ちひろ)在翻译时，既需

要保留其发音，又要考虑到目标语言文化的接受度。例如，在英文版中，译者可能会选择“Chihiro”作

为音译名，同时通过台词或背景介绍，向观众解释名字的文化背景。此外，日语中的习惯用语和谚语也

在翻译中需要特殊处理。原作中常见的日语习惯用语在翻译时，如果直接翻译可能会让目标观众感到陌

生。因此，译者通常会选择功能对等的方法，使用目标语言中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表达方式，以便观众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除了语言层面的文化折射外，非语言层面的文化元素在配音翻译中也同样重要。

例如，《千与千寻》中反映的日本特有的神道教元素、祭祀文化和传统习俗，这些元素在翻译时需要进

行解释或调整，使目标观众能够理解这些文化背景。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如庙会、祭祀仪式等，原汁原

味地传达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然而，这些元素在翻译时，可能需要增加背景说明或通过视觉和音效

进行补充，以帮助目标观众理解。此外，电影中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环保、亲情、成长等，也是文化折

射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价值观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表现方式。因此，译者需要在忠

实于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细微的调整，使这些价值观能够在目标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传达和共鸣。 
文化传递和文化适应是配音翻译中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文化传递的首要任务是忠实于原作，

使观众能够体验到原作所传达的独特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跨文化交流，增进观众对原作文化的理解

和欣赏，还可以增强观众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例如，在《千与千寻》的翻译过程中，保留和传递日

本传统文化元素，使全球观众能够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感受到日本文化的魅力。然而，过于强调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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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可能会导致目标观众无法理解某些文化元素。因此，在文化传递的同时，适度的文化适应也是必要的。 
文化适应的目的是提高目标观众对电影内容的理解度和接受度。通过对某些文化元素进行调整和改

编，使之符合目标文化的习惯和背景，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融入电影的情境。例如，电影中涉及的日本

特有的食品、节日和风俗，可能在翻译时需要进行调整，以便目标观众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此外，

文化适应还可以增加观众的亲切感和代入感，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更自然地接受和欣赏电影。

然而，过度的文化适应可能会导致原作的文化内涵丧失。因此，翻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进

行适当的文化适应，使电影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的宏大进程中，电影的效果往往深受文化折扣的掣肘。[6]《千与千寻》的配音翻译展

示了文化折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通过对文化传递与文化适应双重作用的讨论，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配音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翻译质量，还能促进不同文

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配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承担着传递和适应两方面

的责任。通过平衡这两者的关系，译者可以在保留原作文化精髓的同时，确保目标观众理解和接受，从

而实现文化交流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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