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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巴基斯坦女权活动家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所著的自传《我是马拉拉》中的女

性形象展开探讨。通过分析翻译中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旨在揭示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塑造和传达

这一形象。马拉拉作为女性的塑造凭借其坚定的信念、勇气和对教育平等的追求而得以展现。然而，在

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和语言难题是需要面对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译者需要适应巴基斯坦文学

著作的生态环境，合理运用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适应选择转换策略，更好地传达和凸显马拉拉这一

新女性形象。本研究有望为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并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可持续

发展。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女性形象，《我是马拉拉》 
 

 

Blooming Jasmine: On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 Am Mala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Fang W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Nov. 15th, 2024; accepted: Dec. 30th, 2024; published: Jan. 14th,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Malala Yousafzai’s autobiography I Am Malal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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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By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in translation, the aim is to reveal how this image can be shaped and conveyed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lala emerge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through her unwavering beliefs, 
courage, and pursuit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Howeve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inguistic issues 
pose challeng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ranslators need to adapt to the 
ecological context of Pakistani literature and make appropriate choice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using three-dimension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better convey and high-
light this new female image of Malala.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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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

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1]。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重写女性形象、社会原因分析和性格特点

和文化价值分析。例如，张卫晴和张政[2]发现在某些翻译中，西方女性形象被改写成了瘦弱的中国女性

形象，以符合目的语男权文化的特征。这种改写甚至涉及到修改她们的婚姻状况，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

的价值观。李波和杨岱若[3]以《七王之会》为例，分析了西方女性形象在翻译中被操纵和改写的社会原

因。这些原因包括性别构成、教育背景和就业分布等因素。他对《水浒传》中众多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

的研究。杨娇[4]和王晓昀[5]的研究文本都是《水浒传》，研究发现，《水浒传》不仅描写了众多男性在

肮脏世界中的生活，也刻画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的个性特点和文化价值。 
但是，已有研究普遍将重点放在中西方的经典影视剧或是文学著作中，极少数研究对巴基斯坦的文

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张亚冰[6]认为，19 世纪以来，乌尔都语女性诗歌创作从男性话

语霸权下被忽略的模仿书写到启蒙思想下的自发式情感表达，再到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本土女权运动

的启发开始关注女性自我，反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约束，重塑女性形象，关注了女性书写和社会历史

传统、性别、身份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Ishaq Farzana [7]认为，在巴基斯坦的小学和初中英语教科书

的插图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这种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忽视和对女性的刻

板印象。 
因此，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巴基斯坦文学著作《我是马拉拉》中译本中所塑造的

女性形象，从而推动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本研究将除了对生态翻译学和女性形象进行阐述之外，更重

要的是通过中英译本对照，从交际维、语言维、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研究《我是马拉拉》中文

译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2.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既是生态翻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少国内外学者关

心的问题[8]。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基于生态整体论、东方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系统地探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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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社群”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致力于从生态学的视角对

整个翻译生态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描述[9]。翻译是译者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10]，
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策略就是要在遵循“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上，进行语言维、文

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3. 女性形象 

目前，文学翻译中单个女性或女性形象群体的角色问题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思想进步的发

展和性别意识的改变，研究呈现出塑造积极、全面的女性形象的趋势。许多学者对翻译作品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了研究，具体探讨了译者在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再现或重构。有学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群体。张卫晴和张政[2]发现，蠡勺居士为了配合目的语的男权文化特征，将西方女性改写成瘦弱的中国

女性形象，甚至改变她们的婚姻状况，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求。李波和杨代若[3]以《七王之会》为

例，揭示和解释了西方女性形象在翻译中被操纵和改写的社会原因，如性别构成、教育背景、就业分布

等。杨娇[4]对《水浒传》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她指明虽然《水浒传》中大部分讲述的是男性角色的故

事，但同时作者也塑造了许多的女性角色，通过构建各阶层女性人物形象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杨娇

分析了《水浒传》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及体现的文化价值，并揭示在当时的年代里女性存在的悲剧。

王晓昀[10]同样也是对《水浒传》这部小说中的众多女性进行了形象研究，她表明该小说在描写众多男人

荡涤肮脏世界的同时，也刻画出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形象学视角(imago logical approach)是翻译研究

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7]，该视角顺应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转向”，关注特定历史文化

背景下相关行为主体如何借助翻译“来塑造、改变、传播和强化异域民族的文化形象与文化隐喻”，

有助于探索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特性，为认识翻译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

角度[11]。 
译者翁雅如(Yaru Weng)是一位中国知名的女翻译家和学者，对于本论文的女性形象研究有极大的帮

助。除了翻译工作，翁雅如也是一位活跃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她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在中国

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讲座和研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她在翻译《我是马拉拉》时，她能够从教育

的角度和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以女性本位的书写策略描摹马拉拉对穆斯林

宗教的虔诚，反映出马拉拉作为一个穆斯林女性的身份和价值观。她的形象更综合地包含了她的信仰、

智慧、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马拉拉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示了一个既有信仰又有决心改变世界的女性形象。

她的勇敢抗争令人惊讶，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在千钧重压之下表现出来的幽默感与优雅。从这些女性群

像背后，我们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特定文化观念与民族风情。但是在巴基斯坦文学著作中，对于女性形

象的分析研究并不多见。 

3.1. 《我是马拉拉》中文译本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 

例子 1 
原文：I was a girl in a land where rifles are fired in celebration of a son, while daughters are hidden away 

behind a curtain, their role in life simply to prepare food and give birth to children. 
译文：在我们国家，若家里生了儿子，大家都要鸣枪庆祝；但若是个女儿，则要被藏在布帘后面。女

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确定了，就是煮饭和生孩子而已。 
分析：译者通过原文简简单单的“simple”就感叹出了当时巴基斯坦女性的地位是有多么地低下，在

巴基斯坦文化中，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巴基斯坦女性被视为家庭的核心，负

责照顾孩子和家务事。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要求译者能够掌握源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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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转换，尽可能地做到在不歪曲源语语篇的含义的同时使得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要求。虽然原文中并

没有“确定”的英文，但是译者结合巴基斯坦传统女性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增译——“女

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确定了”，而且通过语气词“而已”同样也能表现出译者的无奈。 
例子 2 
原文：For most Pashtuns it’s a gloomy day when a daughter is born.  
译文：对于大多数普什图人来说，女儿出生的那天，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分析：英文是形合式的语言，而中文是意合式的语言。整句英文中，往往将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

放在句中，而对于中文而言，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往往是重点，所以经常会单独成句。在这里，译者将原

文中的“gloomy”单独成句译为“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足以证明在普什图人整个家族中，

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很显然，女子在当时是不可能有权受到

教育的。基于胡庚申所提出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关注到源于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

内容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为了防止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言转换时要关注并

适应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对于“gloomy”这样的词汇，译者为了赋予其文化内涵，将其意译为“仅

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如此一来成功地实现了将巴方的传统性别文化准确地传递给读者。 
例子 3 
原文：It seemed to me that his every wish was her command. 
译文：在我看来，母亲为了弟弟，摘星揽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分析：在巴基斯坦社会，男性通常被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女性则被期望承担家庭

责任、照顾子女和家务劳动。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导致了女性在教育、职业和政治参与方面面临挑战和限

制。原文只是轻描淡写，但是译文强化了巴基斯坦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根据胡庚申提出的“语言维的

适应性选择转换”可知，进行语言维度的转换时，译者要充分考虑到中英文之间的差距，将原汁原味的

源语传达给读者。中文善用四字词语，是人们长期社会文化生活的积累；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要做

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充分考虑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达到文本的语言生态平衡；如何

准确地将其包含的文化信息恰到好处地转换成译入语是译者要解决的问题，译者将原文划线部分译为三

个四字词语，层层递进，无不表达了译者对此现象的批判，同时通过对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实现了

生态翻译环境的动态平衡。从侧面反映出马拉拉本人对此并没有像怨妇一样的形象一直抱怨，她希望通

过她的声音和行动，奋斗着为女性教育权利和平等发声。她的经历和努力鼓舞了无数人，并在推动巴基

斯坦社会向更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2. 《我是马拉拉》中文译本塑造的新女性形象 

3.2.1. 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 
例子 4 
原文：“It’s the beauty of her sacrifice,” he said. 
译文：“这是她自我牺牲留下的印记。”他这样说。 
分析：“beauty”直译的意思是“美丽”，而译者并没有进行直译，而是将其译为“印记”，在此可

以将其理解为美丽的印记。这句话的意思是马拉拉在经过枪杀事件之后，面部神经受到了创伤，左眼经

常会不受控制地合上。这就是确确实实在马拉拉脸上留下的印记，译者将“美丽”具象化——“印记”，

客观描述出马拉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这段话中，译者采用意译的方式翻译为符合语境的词汇，更能

够使读者通俗易懂，从而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符合语境，体现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选择与适

应，即要选择读者所接受的翻译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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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5 
原文：I liked to sit on the roof and watch the mountains and dream.  
译文：我喜欢坐在屋顶上，望着群山，任想象飞扬。 
分析：译者将“dream”译为“任想象飞扬”，而没有直译为“做梦”，马拉拉出生于 1997 年，她所

生活的年代是巴基斯坦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她童年时期经历了塔利班组织对巴基斯坦斯瓦

特山谷地区的占领和残暴统治，所以在此译者根据当时马拉拉所处的时代背景将“dream”译为“任想象

飞扬”其实也是为了刻画出马拉拉是渴望摆脱束缚，渴望在思想上得到解放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译者同

样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实现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里的“任想像自由飞翔”和生态语境的完美

结合正是译者在适应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翻译的结果。 

3.2.2. 勇敢的女性形象 
例子 6 
原文：I told myself, Malala, you have already faced death. This is your second life. 
译文：我告诉自己：马拉拉，你已经跟死亡正面交过手了，这是你的第二条命。 
分析：“与……交手”是一种常见的比喻表达，用来形容某人直面困难、挑战或危险，并与之抗争。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这个表达方式可以将马拉拉与死亡之间的对抗形容得更加生动和有力。语言维适应

性转换策略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对原语语篇进行语言形式上的适应转换，例如修辞、语序及语言风格方面

的转换。基于这一基本策略，译者运用这样的拟人手法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马拉拉所经历

的重大挑战和她坚强的意志力。同时，这也是一种修辞手法，用以增加文本的情感吸引力和戏剧性效果。 
例子 7 
原文：I reassured my mother that it didn’t matter to me if my face was not symmetrical.  
译文：我安慰母亲说，就算我的脸左右不对称，也没什么大不了。 
分析：译者这样表达是为了表达出马拉拉在经历了枪杀之后，为了顾及母亲的情绪，对自己的面部

神经创伤丝毫不在意，哪怕是自嘲，她都愿意。同时也体现了马拉拉的幽默、勇敢和坚强。基于胡庚申

所提出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到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

者除了要做到转换语言信息和传递文化内涵之外，还需要将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时刻注意

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能够在译文中得到体现。此处是作者马拉拉与母亲之间所产生的交际，译者才用

意译的方式，使得读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其的理解，同时还赋予了译文动态的生命，符合生态翻译学的

理念。 

3.2.3. 乐观的女性形象 
例子 8 
原文：We laughed at Miss Shazia’s premonition, but then I started having bad dreams too.  
译文：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我们一笑而过，但我也开始做噩梦。 
分析：译者将“laugh”译为“一笑而过”，这个表达方式可以展现马拉拉的豁达心态和应对困境的

积极态度。译者希望通过“一笑而过”，展示了她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冷静。尽管她面临许多挑战和威

胁，但她依然能以微笑来面对，不被打击。这种态度体现了她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的乐观，同时也启发

着读者去积极面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同时这样的形象塑造使马拉拉成为一个具有鼓舞力量的角色，

激励人们追求公正、平等和教育权利。她的坚持和乐观态度向世界传递着希望与勇气。同样，译者在翻

译时注意到中文重意合的特点，将原文的语序进行了调整，使得译文符合目的与语言风格，如果不调整

语序直接翻译的话，译文则会：我们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一笑而过，但我也开始做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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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翻译会使得整句话的重点偏离中心词“一笑而过”，所以要进行断句，调整语序，实现语言维的适

应性选择转换。 

4. 结论 

通过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我是马拉拉》，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是充满勇气、

坚韧和智慧的。这一女性形象的构建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如何

选择和呈现女性角色，直接影响了读者对马拉拉这一形象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承担

着重要的文化责任。该研究旨在揭示女性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通过相关文本分析，我们发现马拉拉这

一形象不仅仅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简单反叛，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构建，反映了社会变革、文化认同

和性别政治的交织。马拉拉作为一位年轻的女性，以她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女性的力量与价值。她

不仅在教育权利的争取上发起了挑战，更在思想观念的改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追求性别平等

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从马拉拉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最

后，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构建，特别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

下，巴基斯坦女性的形象与其他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与融合。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巴基斯坦女性

的理解，也为全球女性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不

同文化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而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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