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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影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对中华文化输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字幕翻译作为文化传

播载体，必须做到与时俱进，简洁凝练。美剧《这个警察有点烦》字幕翻译流畅传神，从目标语观众的

角度出发，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充分还原了忙忙碌碌而又趣事频发的布鲁克林警局。本文旨在研究该部剧

集的字幕翻译，学习如何从不同角度精准巧妙地传递源语信息，更好地为目标语受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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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as a medium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pre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as a carrier of cultural communica-
t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remain concise and precise.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the American TV series Brooklyn Nine-Nine is smooth and vivi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it employs multip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fully portray the bustling 
and humor-filled Brooklyn Police Depart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this series, exploring how to accurately and skillfully convey source-language information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to better serve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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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这个警察有点烦》(Brooklyn Nine-Nine)是由菲尔·罗德执导，安迪·萨姆伯格、泰瑞·克鲁斯、安德

鲁·布劳尔等主演的侦探喜剧。该剧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美国 Fox 电视台首播，主要讲述一位很有能力

但是讨厌条条框框、常提出新奇见解的侦探杰克·佩拉尔塔以及他的同事如何侦破案件并且一起成长变得

更加团结的故事。这部讲述警探故事的剧集于 2014 年入围金球奖，并意外夺得两个重量级的电视类奖项，

是 2014 年金球奖中喜剧类入围中最轻松幽默的剧集，也是第 71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中最大的黑马。《这

个警察有点烦》采用无厘头喜剧的手法刻画了一群呆萌警探的日常生活，同时有着浓郁的《周六夜现场》

的风格，剧中穿插了不少美国俚语和名人轶事，体现了美国文化。其字幕翻译既需保留原剧的喜剧效果，

又需适应汉语观众的认知习惯，这对译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当前，尽管国内学者对字幕翻译理论有

所探讨，但针对美剧类型和文化负载词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亟需结合具体案例深化实践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探讨，为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提供方法论参考，推动翻译实践从“语言

对等”向“功能等效”的转变。 
本文结合功能对等理论及国内学者的视听翻译原则，构建针对影视剧字幕翻译的分析框架，拓展了

影视翻译研究的理论边界。 
研究结论可为译者提供具体策略指导，例如通过归化和人物性格化表达增强观众共鸣，或借助增译

诠释文化隐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内引进影视作品的字幕质量，亦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

视听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助力跨文化传播效能的优化。 

2. 字幕翻译的现状和不足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字幕翻译进行了研究，包括语言特点、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方法等，

从中可以得出目前字幕翻译中的主要问题为以下三点。 

2.1. 文化因素处理 

字幕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文化因素的处理。有效的字幕翻译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异域文

化。然而，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化缺失或误解。 

2.2. 技术限制 

字幕翻译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要求译者在语法、词汇

和文化隐喻等方面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 

2.3. 表达不当 

字幕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译文语篇连贯性差，句式生硬，口语化表达处理不当、语义累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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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致观众无法理解剧情。 
针对以上字幕翻译的不足之处，本文以《这个警察有点烦》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剖析其字幕翻译

策略，聚焦以下核心问题：如何传递原剧的文化因素、处理文化负载词，避免因“文化折扣”[1]导致的

受众理解偏差？在时空和空间的限制下，如何平衡语言简洁性与信息完整性？以及如何通过翻译策略(如
归化、省译增译等)有效还原原剧的信息内容？ 

3. 功能对等理论和国内视听翻译原则概述 

3.1. 功能对等理论 

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2]是翻译学领域的核心

理论之一，尤其在字幕翻译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该理论强调翻译应实现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

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尽可能一致，而非追求字面或形式上的对等。以下从理论内涵、字幕翻译中的应用及

研究案例三方面展开阐述： 
动态等效性：奈达主张翻译的本质是“用最恰当、自然的语言再现源语信息”，强调意义传递优先于

形式对应。当语言形式与文化背景冲突时，应舍弃形式以保留意义，例如通过归化策略调整文化专有项。 
以受众为中心：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让目标语观众获得与源语观众“相同或相似的体验”，包括情感

共鸣和文化理解。 
功能分层：奈达将等效性分为语言功能等效(词汇、句法层面)和社会文化功能等效(语用、文化层面)，

要求译者兼顾信息准确性与文化适应性。 

3.2. 国内视听翻译原则 

当前国内视听翻译质量研究数量不多，部分研究者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自身丰富的视听翻译

实践经验，提出视听翻译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张春柏结合影视译制的即时性和大众性特点，强调视听翻

译的对等性和口语化，认为视听翻译不仅要遵守字幕字数限制、保证动作语言一致性，还应做到人物性

格与语言风格相匹配[3]。麻争旗[4]从多年影视作品译制经验出发，总结出视听翻译的基本原则——口语

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口型化和通俗化，提出视听翻译批评的得体原则、对等原则、主题原则和连贯

原则[5]。肖维青针对影视剧对白翻译提出了口语会话、人物性格化和声画对位的翻译原则[6]。朴哲浩提

出了视听翻译的六个标准——内容忠实标准、感受对等标准、语言风格标准、文化意象标准、口型一致

标准和译语规范标准[7]。 
上述翻译家的探索为视听翻译领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结合其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字幕翻译应

该遵循以下六大翻译策略：(1) 限制字数；(2) 增译和省译；(3) 通俗化；(4) 归化；(5 )人物性格化；(6) 
诠释文化负载词。 

4. 翻译策略 

4.1. 限制字数 

基于视觉信息接收的认知规律研究，国际字幕制作规范对文本显示时长有一个通用阈值：单条字幕

最短驻留时间应 ≥ 1 秒，最长不宜 > 6 秒。这种时序控制机制源于人类视觉暂留效应与信息处理效能的

双重考量——过短的呈现时长易导致瞬时信息流失(<1 秒)，超出认知负荷上限的长时间展示(>6 秒)则会

引发无意识复读行为，两者均会显著降低信息传递效率。 
此外，在跨语言字幕转换过程中，需特别注意文字系统的差异性特征。汉字采用双字节编码体系，

而英语等拉丁文字不仅包含多字母单词结构，还需保留词间空格。所以，这种差异要求译者采取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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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英译汉时应确保译文与源文字符量趋近；汉译英则需通过对原文信息进行缩减实现信息对等转换。

总而言之，译文和原文的长度尽量一致，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将每一句中文的字数译得和外文句子的

音节数基本相吻合。 

例句：But if not, you will be at Santiago’s as a professional courtesy. Dismissed. 

译文：要是没有，你就要怀揣感恩的心去 Santiago 的聚会。解散。 

这句字幕翻译中，将字数限制在了两行内，原文和译文的长度基本一致，中文的字数译得和外文句

子的音节数基本相吻合，照顾到了观众的观看感受和理解速度，使得目标语观众可以全面深入理解剧情。 

4.2. 省译和增译 

根据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核心观点，翻译活动的本质是以目标语言为载体，运用最自然贴合的等

效表达方式实现源语信息的再现。其功能等效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接受主体的感知体验，主张将目标语

受众的认知效果作为译文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当语言形式与信息传递产生矛盾时，应优先保证语义内

容的完整性，此时可对表层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由于源语与目标语文化系统存在历史积淀和认知模式

的深层差异，绝对的等效转换难以实现，因此译者需注重动态平衡的把握。 
就影视字幕翻译而言，功能等效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框架。相较于传统的对等形式要求，

该理论更倡导“等效优先”的转换原则，译者可以根据信息密度、语境关联等因素进行句法重构。具体

表现为通过省译或增译等策略，在有限时空内实现跨文化传播效能的最大化。 

4.2.1. 省译 
在影视作品的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字幕翻译常面临冗余信息与时空限制的双重挑战。当源语言内容

包含对情节推动无实质作用或超出受众认知范畴的信息时，机械式直译往往会导致译文冗余拖沓。此时

采用省译策略，通过删减冗余表达或文化负载过重的成分，不仅能够契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更能显

著提升信息传递效率。 

例句：God, I do not love how this worked out. 

译文：真烦人。 

在剧中，警官泰瑞各种麻烦事缠身，正心烦意乱之际又被委派了需要往返四小时的取证任务，变得

更加暴躁。如果将原文直译成“天哪，我真不喜欢这样的结果”，译文就会显得有些累赘，同时也不够通

俗化，不够贴近生活。因此本句采用省译的翻译方法，直接译成了“真烦人”。这种省译的翻译方法不仅

简洁明了，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有效传达了角色的情感。 

4.2.2. 增译 
在进行字幕翻译时，译者需依据口语表达特征及句法规范实施创造性调整与跨文化转换。这种动态

的译制过程不仅需要补充源文本中隐含的文化要素和语境信息，更应注重通过适度的增译策略来弥合文

化鸿沟。例如，在强调关键情节或人物情感态度的场景中，增补文化背景说明能使目标观众获得与源语

观众同等的认知体验。 
从传播层面看，它有效避免了因文化缺失导致的观影障碍；从接受层面看，通过重构符合目标语言

表达习惯的句法结构(如将被动句式转换为主动表达)，能显著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 

例句：This is Jeffrey Dahmer’s corduroys all over again. 

译文：又是 Jeffrey Dahmer 撞衫事件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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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是警探查尔斯·博伊尔和其他的警探们一起开早会，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向同事们炫耀起自己新

买的毛衣，结果遭到了大家统一的嫌弃。原来竟是因为他穿得和墙上照片里的通缉犯一模一样。英文原

文“Jeffrey Dahmer’s corduroys”如果直译成“Jeffrey Dahmer 的灯芯绒”，显然无法让观众理解其完整的

意思。原文留下了“all over again”的线索，说明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于是译文做了增补，译成“Jeffrey 
Dahmer 撞衫事件”，让观众得以迅速理解。这样的翻译方法保证了目标受众能够理解并领会故事中所包

含的情感，实现了功能对等。 

4.3. 通俗化 

由于影视语言的瞬间性以及影视观众面之广，译文必须明白易懂，通顺流畅。要求做到雅俗共赏，

老少咸宜。不能太典雅晦涩。当然，不要太典雅并不是说要很粗俗，而是应该根据角色的身份而定，该

雅的时候就雅，该俗的时候就俗[8]。 
朴哲浩指出影视语言具有简洁性和通俗性等特点[7]。影视人物对话的句法特征常表现为简洁明快的

短句结构，通常避免采用嵌套式的复合句式，词汇选择也以日常化表达为主。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

需遵循源语言的表达特征，优先选用简短句式配合通俗易懂的词汇，通过语言形态的适配性来增强观众

的情感共鸣。这种语言策略不仅符合影视文本瞬时传播的特性，还能有效降低受众的理解门槛。 

例句：I’m gonna put you down for “Don’t arrest”, and you can hang out in that category all by yourself. 

译文：“不要逮捕”记一票，你就在这一栏里自己傻乐呵吧。 

此处是警探杰克·佩拉尔塔在对警探们关于案件的意见做统计。他的对手艾米·圣地亚哥给出的意

见是“暂时不要逮捕”，他对此嗤之以鼻，表示不赞同。译文将原文的“hang out in that category all by 
yourself”翻译成了“在这一栏里自己傻乐呵”，直白的生活用语非常通俗化，既简洁又贴切地反映出了

人物的言下之意，展现了人物的性格。 

4.4. 归化 

归化翻译强调将源语言融入目标语语境，以目标语受众的接受习惯为导向，通过本土化表达实现跨

文化信息传递。这种策略要求译者以目标语使用者的思维模式重构文本，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语法规范

和表达惯例，从而形成自然流畅的语言输出[9]。从功能上看，归化策略通过降低文化认知障碍，既保障

了译文的交际效能，又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尤其在影视字幕领域表现显著。 

例句：Damn, son! 

译文：龟儿子！ 

此处场景是警探杰克·佩拉尔塔面临是否要逮捕自己顶头上司亲儿子的抉择，如果逮捕了对方可能

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但如果对其恶劣行为置之不理放任他犯下新的错误，又会有

违公平正义，有违自己成为警察时许下的誓言。经历了一番纠结，杰克最终选择了守护正义而不是自己

的前途，前去逮捕这位顶头上司的儿子，逮捕时脱口而出了这句“Damn, son”。译文将其归化翻译成了

“龟儿子”，选用巴蜀方言，属于口语的范畴，体现了人物做出正确抉择后的喜悦，更好地展示了其潇

洒不羁的性格，同时表示了对嫌犯的轻视，讽刺了他的不成熟、幼稚、不懂事。 

4.5. 人物性格化 

影视翻译中“人物性格化”是实现译文精准性与艺术性的核心要素。这一创作原则强调在跨文化转

译过程中，需深入剖析角色的年龄特征、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等个性化维度，通过语言风格的差异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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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现“闻其声而知其人”的艺术效果。具体而言，性格化翻译要求译者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既要呈

现人物独特的遣词造句习惯，又要准确传达其情感脉络与思维逻辑。 
比如在本文探讨的《这个警察有点烦》剧集中，杰克·佩拉尔塔机智勇敢、快言快语，风趣幽默，而

查尔斯·博伊尔则憨厚老实，说话推心置腹，诚恳真挚。热情开朗的艾米·圣地亚哥言辞坦率而富有激

情，而严谨的警监雷蒙德·霍尔特说话则一板一眼又不时透露出一些冷幽默。就连一些配角也常常“出

言不凡”，寥寥几句，却句句有趣，使人听后不禁莞尔。翻译追求人物个性化，就是要字斟句酌，力图使

其话语句句恰如其分。这是使译文准确、生动的基本保证。 

例句：With three people we can have a real message train now. 

译文：我们仨就可以排排坐，按按摩了。 

此处是警探斯卡利，希区科特和警局秘书吉娜午饭时间围坐在一起，吉娜告诉另外两人因为自己干

了一件错事，在警局的社交地位即将下滑，以后只能沦落到和这两位“社交怪人”一起共进午餐。警探

希区科特毫不介意吉娜言语中对自己的贬低，很开心地表示“With three people we can have a real message 
train now”。译文翻译成了“我们仨就可以排排坐，按按摩了”，两个叠词的使用朗朗上口，表达了希区

科特对三人未来午餐时光的美好期待，体现了人物角色包容大度和淳朴不爱计较的性格。 

4.6. 诠释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扎根于特定历史与地域背景的语言符号，其语义内涵映射着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精神内

核。这类词汇往往承载着源语文化独有的认知图式和价值观念，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常常呈现语义真空状

态，这使得其有效传译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难题。 
在跨文化转换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特殊性对译者提出了双重挑战：既需保持源语文化的本真性，

又要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这要求译者必须审慎权衡异化与归化策略，通过音译补偿、注释阐释、意象

重构等手段弥合文化鸿沟。 

例句：He really is a glass half full kind of person, isn’t he? 

译文：他可真是一个乐观的人。 

针对“半杯水”这一经典隐喻的心理学阐释，其本质反映了人类认知倾向与价值判断的差异性。当

面对容器中仅存 50%液态物质的物理事实时，若个体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半满状态”(glass half full)，这

通常被归为乐观主义认知模式的典型表征；反之若强调“半空状态”(half empty)，则映射出相对消极的

思维倾向。所以 glass half full 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比较乐观，是具有西方特色的表达。剧中警探杰克·佩

拉尔塔身负巨债，需要从原本所住的、奶奶那继承来的公寓中搬出去，找寻新的住所，又因为办案的缘

故，多根肋骨断裂，境遇十分凄惨。不过他并未因此而萎靡不振，反而越挫越勇，充满干劲，准备带着伤

继续侦查。此时警官泰瑞作为他的上司对他置自身健康于不顾的行为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他这样太过

激进往往会得不偿失，所以感叹“He really is a glass half full kind of person, isn’t he”，想表达的是对杰克

的嘲讽。如果译文直接译成“他可真是个半杯满的人”，显然是有失水准的。“glass half full”一词属于

文化负载词，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色。译文翻译成“他可真是一个乐观的人”，既诠释出原句的含义，也

反映出了人物的情绪和性格，引起观众的情绪共鸣。 

5. 总结 

随着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步伐不断加快，华语视听产品的字幕翻译质量已经成为外国观众对于

中国电视作品认可度的重要因素。优秀的华语视听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影视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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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和现代魅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这个警察有点烦》这部剧集的字幕翻

译，我们可以发现限制字数、增译和省译、通俗化、归化、人物性格化以及诠释文化负载词等翻译策略

在传递影片信息、消除中外文化理解上的障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这些翻译策略对于提高我国

视听产品的国际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尽管我国字幕翻译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

的问题，需要翻译界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相信在专家们的努力下，我国字幕翻译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

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字幕翻译这一新兴行业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传播中国文化、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我国的字幕翻译水平能够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

优秀的形象，让更多外国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喜爱中国的视听作品。 

参考文献 
[1] 张娟. 视听翻译传播通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J]. 上海翻译, 2021(4): 41-46. 
[2] Nida, E.A. and Taber, C.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3] 张春柏. 影视翻译初探[J]. 中国翻译, 1998(2): 49-52. 

[4] 麻争旗. 论影视翻译的基本原则[J]. 现代传播, 1997(5): 81-84. 

[5] 麻争旗. 英语影视剧汉译教程[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6] 肖维青. 英汉影视翻译实用教程[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7] 朴哲浩. 影视作品翻译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8] 钱绍昌. 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 中国翻译, 2000(1): 61-65 

[9] 胡梅茸, 王晓利. 《你好, 李焕英》电影字幕翻译策略研究[J]. 今古文创, 2021(47): 124-12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3284

	美剧《这个警察有点烦》字幕翻译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f Subtit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merican Drama Brooklyn Nine-Nin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字幕翻译的现状和不足
	2.1. 文化因素处理
	2.2. 技术限制
	2.3. 表达不当

	3. 功能对等理论和国内视听翻译原则概述
	3.1. 功能对等理论
	3.2. 国内视听翻译原则

	4. 翻译策略
	4.1. 限制字数
	4.2. 省译和增译
	4.2.1. 省译
	4.2.2. 增译

	4.3. 通俗化
	4.4. 归化
	4.5. 人物性格化
	4.6. 诠释文化负载词

	5.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