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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其对外宣传的效

果事关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本研究结合意象图式理论与生态翻译理论，以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

为对象，分析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效果，探讨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方法，以期提高翻译质

量，为地域文化外宣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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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ozhou culture make it an important part of Lingnan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culture. The effect of its external publicity is thu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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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d to the spread of Lingna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ng the Image Schema theory and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the public signs of attractions in Chaozhou as the object,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ublic signs of attractions in Chaozhou, and discusses the transla-
tion methods applied in the public signs of attractions in Chaozhou, aiming to improve the transla-
tion quality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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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潮州，潮汕地区之一，是国务院 1986 年公布的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拥有 1600 年的历

史，是粤东地区文物古迹最为密集的地方[1]。潮州文化以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夫茶、潮

州菜、潮绣为代表，其历代传承让潮州成为“中原古典文化活橱窗”。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脚步的

不断推进，潮州文化近年来在海内外越来越受关注。讲好潮州故事，做好潮州文化外宣，打造展示岭南

文化、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以提升潮州的国际影响力，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构隐喻，围绕“翻译生态环境”和“翻

译适应/选择”等理念，其对翻译效果的检验以及对翻译策略的提出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宏

观维度，其更侧重于翻译过程研究，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意象图

式理论发端于心理学，得到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强调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及其与语言的

关系，其将图示定义为“人们把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可以较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的

认知结构”[2] (p. 175)。将生态翻译学与认知图式理论融合，可以在生态翻译学的三大宏观维度的基础上

补充认知这一维度，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过程，即译者如何通过文本的“三

维转换”实现脑中意象图式的转换及译文的选择。迄今，关于潮州文化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将图式理

论和生态翻译学相结合的研究屈指可数，仅有戴桂玉、蔡祎[3]，未见学者将意象图示理论与生态翻译学

结合进行潮州外宣翻译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融合意象图式理论和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

出相应的翻译方法，分析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效果，以推动潮州外宣翻译实践。 

2. 理论基础 

(一) 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于 2001 年提出，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翻译理论[4]，其以翻

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为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

说”为哲学依据，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解释与论证翻译过程。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

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

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的评价标准是多

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程度”最高的翻译[5]。翻译生态环境

包括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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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p. 128)。为了维持翻译生态的和谐，

译者必须全面统筹并尊重其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素主体，主动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

原则，做到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多维度在源语系统与译入语系统之间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6] (p. 133)。 
(二) 意象图示理论 
“图式”一词源自古希腊文，古希腊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模板。18 世纪康德对“图式”进行

探讨，认为其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是建立概念与物体之间联系的手段，在“图式”的作用下，意

象得以构建，意义得以生成。之后，Lakoff 将图式理论发展为意象图式理论，其将“意象图式”定义为

人类在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常规性样式，主要起意象性抽象结构的功能[7] (p. 
19)，也就是人们通过对具有相似关系的多个个例反复感知体验、不断进行概括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抽象的

框架结构[2] (p. 179)。利用意象图式我们可以通过类推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身体经验，通过转喻、隐喻来

建构我们的非身体经验，从而理解无限的事件。“人类的理解和推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意象图式进行的，

各式各样的意象图式交织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丰富经验网络和概念结构，这就是我们能理解意义的基础”

[2] (p. 177)，人们对新信息的理解需要依赖脑中已有的意象图式网络，如果新信息与脑中的意象图式不符，

那么新信息便无法被理解，无法产生意义。 
(三) 意象图式理论和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翻译中的融合运用 
“翻译是一种语码的转换活动，是将一种语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表达出来”[8]。从意

象图式理论来看，译者承担着语码转换的工作，需要具备对源语的解码能力，熟悉源语所能激活源语读

者的相关意象图式，对源语进行正确解码；同时，需要熟悉译入语的相关意象图式，能够将解码后的文

化信息以能激活译入语读者已有的相关意象图式的方式进行编码，让读者在能够理解的基础上处理新信

息，帮助译入语读者扩充或修正已建立的图式，从而促进信息的交流。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译者需

要做到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三维的适应性转换，“掌握英汉语言结构差异、掘取语言内部联系、实

现对源语信息的妥善处理”[9]、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得以体现[6] (p. 138)以及关注源语文化和译

入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入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10]。意象图式理论为源语和

译入语提供了意象图式的框架，生态翻译学所涉及的三个维度为意象图式框架提供了内容。将其图式化

可得翻译模型，见图 1。 
 

 
Figure 1. Translation model integrating Image Schema and 3D Transformation of Eco-Translatology 
图 1. 意象图式融合三维转换理论翻译模型 

 
根据本研究翻译模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分析：第一步，译者解码能够激活

源语图式的原文，分析源语图式的三个维度；第二步，译者将源语、译语进行三个维度的对比，寻找合适

的译语图式；第三步，对译文图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组织成语句。下文将根据上述模型展开分析。 

3. 基于意象图式融合生态翻译三维转换模式的潮州景点解说词翻译研究 

(一) 潮州景点解说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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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文景点众多，全市不可移动文物景点 1345 处，其中广济桥(湘子桥)、开元寺、潮州老城古民

居建筑群等 9 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点解说词立于景点附近，其篇幅较短，一般为 200 字左右，

其语言简洁，信息含量丰富，内容一般包括：文物建筑名称及其别名、历史发展情况、建筑组成情况、

形态特点、所涉及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等，潮州“牌坊街”、“卓府”是潮州代表性景点，其解说词及

其译文可代表潮州景点解说词翻译的普遍情况。下文以潮州景点“牌坊街”以及“卓府”的解说词及其

译文为例展开分析。 
(二) 潮州景点解说词翻译分析： 
例(1)： 
原文： 

牌坊街 

潮州牌坊街基本格局形成于北宋，定形于元明。牌坊群形成于明清两代、骑楼形成于清末民初。绵延两华里的

牌坊街，充盈浓浓的文化气息。穿行在大街小巷，可以感受到文脉的传承。 

步骤一：解码能够激活源语图式的原文，分析源语图式的三个维度。 
 
三维 源语图式 

语言维 使用无主句；句与句之间关系松散；呈现汉语意合特点。 
文化维 “牌坊”、“华里”等文化负载词，承载丰富文化内涵。 

交际维 
景点解说词属于旅游文本，其目的是为游客提供信息，吸引游客进行进一步的参观。原文在文化信

息上突出牌坊街的旅游亮点如历史、建筑群，在语句上使用无主句，让游客自我代入，仿佛在阅读

中已经体验到其独特文化氛围。 

 
步骤二：译者将源语、译语进行三个维度的对比，寻找合适的译语图式。 
 

三维 
源语、译语图式对比 

源语(中) 译语(英) 
语言维 汉语具有意合的特点，形散而意不散。 英文具有形合的特点，注重语篇组织的衔接。 

文化维 

“牌坊”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之一，是封建社

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

的建筑物。 
“华里”，中国长度单位，是市里的别称，区

别于“公里”、“英里”，长度为 500 米。 

西方国家有标志着表彰、纪念的建筑物，然而其

表彰、纪念多与战争胜利有关，称为 triumphal 
arch 或者 memorial archway。 
西方常用长度单位为英里以及公里。 

交际维 旅游信息文本，向游客提供信息，吸引读者进

一步进行参观。 同源语。 

 
步骤三，对译文图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组织成语句。 
官方译文： 

PAIFANG STREET 

The basic pattern of Chaozhou Paifang Street was form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shaped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memorial archway building complex was form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le the arcade 

was form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mile-long memorial archway street is filled with a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Walking through the high streets 

and back lanes, you can feel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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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译文分析 

语言维 

1) 译文以句子切分，逐句翻译，使用衔接手段如 and、while，并且加入主语 you，激活译语的形合

语言图式。 
2) 通过查找 BNC 语料库，没有出现 be filled with 与 a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搭配的情况；也未

找到 inheritance of the context 的表达。表达不地道，难以激活译语读者已有的优质旅游体验的相关

图式。 
3) 原文描述牌坊街基本格局用了“形成” + “时间”、“定型” + “时间”，之意，用前后两

个时间阶段，表达格局“形成”的开始以及“形成”的告一段落，译文前后用 formed 和 shaped，
两者都可表达“形成”之意，然而没有以词汇手段或者语法手段呈现时间前后，无法激活译文读者

的对事物发展认识的意象图式，容易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处于疑惑不解状态。 

文化维 

1) 原文先后出现三次“牌坊街”，译文先将其音译为 Paifang Street，后又将其意译为 memorial 
archway street，未将译文进行统一。音译为 Paifang Street，在语音层面保留“牌坊”的中国特色；

意译版在意义上保留“牌坊”的功能，可激活读者已有的与表彰、纪念相关的意象图式。 
2) 译者将“华里”译为 mile，即英里，属于误译，未将中国特色长度单位译出，并且信息也出错。 

交际维 
1) 译语在衔接手段部分符合译语的意象图式。 
2) 译语用词、搭配存在不地道问题，叙事逻辑不够清晰，部分信息不便于游客理解，偶有信息错

译，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较为有限。 

 
通过上文分析，可将译文修改为： 

PAIFANG MEMORIAL ARCHWAY STREET 

The basic pattern of Chaozhou Paifang Memorial Archway Street was taking shap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fully formed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memorial archway building complex was form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le the arcade was form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li-long (1000 

meters) street is of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Walking through the high streets and back lanes, you can feel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例(2)： 
原文： 

卓府 

卓府是清代历任平镇营都司、潮州总兵、虎门水师副提督卓兴府第。该府始建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年)，坐

北朝南，三进建筑格局，斗拱抬梁式木结构，雕梁画栋，甚为典雅。 

步骤一：解码能够激活源语图式的原文，分析源语图式的三个维度。 
 
三维 源语图式 

语言维 短句较多，句与句之间结构较为松散。 

文化维 描述官职的“都司”、“总兵”、“提督”以及描述建筑格局“三进”、“斗拱抬梁式”、为文化

负载词，承载丰富文化内涵。 

交际维 
原文介绍卓府历史情况、原主人身份地位情况、府内建筑样式等，呈现卓府的建筑特色的同时，呈

现潮州古建筑情况。在文化信息上突出卓府的旅游亮点，为游客提供信息，吸引游客进行进一步的

参观。 

 

步骤二：译者将源语、译语进行三个维度的对比，寻找合适的译语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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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源语、译语图式对比 

源语(中) 译语(英) 

语言维 形散而意不散，注重意思间的隐形连贯，用指示词“该”作为

衔接手段，同时依靠地理方位增加语篇连贯。 
英文注重语篇连贯，其衔接手段的

运用明显。 

文化维 

清代设立绿营制度选拔汉人官员，从高到底为提督、总兵、副

将、参将、游击、都司等，提督相对于省军区司令。该系统内

提督为各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统辖一省陆路、水路，相当于

现在的省军区司令。 
“三进”也称“三落”，每一“进”有一道门，三“进”为三

道门，三进三出的住宅指住宅由三重院落组成。“斗拱”常作

为“抬梁式”建筑的辅助承重部位，其由多块木块用榫卯结构

层叠组合而成。“抬梁式”建筑指由纵横排列的柱子来承托屋

顶、屋顶上面的斗拱和梁栿，梁架层层抬起，称作“抬梁式”。 

西方同样有军衔系统，以美国为

例，其军衔由高到底可粗略划分

为十级[11]：General、Colonel、
Major、Captain、Lieutenant、Officer
等。 
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差别大，属

于图式空缺状态。 

交际维 原文简短，所传达信息量丰富，语言流畅，偶有运用四字格的

情况，辞藻华丽。 

在旅游文本中，比起辞藻优美，译

文更强调对事实的陈述和信息的

传达，做到简洁流畅。 
 

步骤三，对译文图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组织成语句。 
官方译文： 

ZHUOFU MANSION 

Zhuofu Mansion is the mansion house of Zhuo Xing, the successive military governor of Pingzhen Camp, the com-

mander-in-chief of Chaozhou and the deputy admiral of the Humen Navy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ongzhi of the Qing Dynasty (1862~1874), seated in the north but facing the south, and characterized by 

three-way architectural pattern, bracket set post and lintel wooden frame structures, carved beams and painted rafters, very 

elegant style. 

 

三维 译文分析 

语言维 

1) 根据牛津词典 successive 意为“连续的”、“历任的”，当其修饰后面的名词时，所表达的意思

为“不同的人员在不同的时间段先后任职同一职位”如 the successive governments，而原文所表达

的“历任”指同一人，即“卓兴”前后任职不同职位，此处用 successive 修饰职位 military governor，
易产生歧义，使读者疑惑。 
2) 英语遵循左轻右重原则，译文第二句按照原文的语言图式进行翻译，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文化维 

1) “卓兴”任职由“都司”逐步升迁到“总兵”再到“提督”，译文将都司译为 governor，总兵为

commander-in-chief，提督为 admiral。governor 曾被胡力穑(Richard Willet Hurst)用来翻译中国官职

如“节度使”和“巡抚”，其均表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12]，在西方的文化图式中，governor 可代

表一个区域或者一个机构最高负责人，如省长、州长、或者理事长，此处用来表示“卓兴”的都司

官职不妥。总兵和提督的译法与西方海军的官阶相似，容易激活西方读者关于军阶的文化图式，处

理得较好。 
2) “斗拱抬梁式”拆解建筑要素，能够激活读者关于建筑的图式，而“三进”译为“three-way”
未能译出潮州建筑特点，且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有限，未能激活读者脑中相关图式。 

交际维 “坐北朝南”属于中文特有的四字格，此处 facing thesouth 已经表达 seated in the north 的意思，可

以将 seated in the north 删去，保持译文简洁。 

 
通过上文分析，可将译文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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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FU MANSION 

Zhuofu Mansion is the mansion house of Zhuo Xing, who successively served as the military officer of Pingzhen Camp,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Chaozhou, and the deputy admiral of the Humen Navy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ongzhi of the Qing Dynasty (1862~1874) with an elegant style—facing the south, characterized by 

Sanjin (three-courtyard) architectural pattern, bracket set post and lintel wooden frame structures, carved beams and painted 

rafters. 

中文与英语在语言、文化上差异悬殊，源语图式与译语图式普遍存在不一致情况，由于潮州景点涉

及文化要素多，解说词文化信息量大，导致其翻译难度较高，利用意象图式融合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

翻译模式，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进行调整，避免漏译、错译、赘译；也可帮助研究者对译

文进行再研究，促进潮州旅游文本的翻译实践。 

4. 结语 

本研究结合意象图式理论与生态翻译理论，提出意象图式融合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翻译模式，对

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实例进行定性分析，重点考察了潮州“牌坊街”、“卓府”的解说词翻译，

对翻译效果进行分析，通过案例为潮州旅游景点解说词翻译的不当之处提出修改建议。研究表明，意象

图式融合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的翻译模式在传统生态翻译三维的基础上增加了读者和译者的认知维度，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解释力，能够帮助译者寻找能够激活译语读者图式、“整合适应选择程度”最高

的翻译，有效传递信息，让潮州文化这一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名片传播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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