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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且复杂，但现有研究在文化翻译理论视角

下对其机制的系统探讨仍显不足。基于文化翻译理论，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剖析新闻话语跨

文化传播中的转换机制及翻译策略。研究以近五年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为样本，聚焦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策略及其对目标受众接受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闻话语传播需在保持源语文化特质与适应目标文化认

知之间寻求平衡，据此提出“动态对等–文化调适”翻译原则。本研究拓展了文化翻译理论在新闻传播

领域的应用，并为提升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实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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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news discours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complex, yet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its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ased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cross-cultural news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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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Using reports from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medi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s sample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their impact on target audience accepta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news discourse 
transmission need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source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
ing to target culture cognition, leading to the proposal of a “dynamic equivalence-cultural adaptation” 
translation principle.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news communica-
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
cultural new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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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差异引发的信息

误读和语境偏差严重影响传播效果。作为文化与信息的双重载体，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涉及语言

转换，更需对深层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与适配。这一复杂性使传统翻译理论在实践中面临局限，尤其在处

理隐喻、俚语等文化特定元素时，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与策略框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层面或传播

效果，但在文化翻译理论的系统性应用上尚待深化。为此，本文以文化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新闻话语

的跨文化传播机制，探讨其对文化特定元素的策略指导作用，并提出适应全球化需求的策略框架。 

2. 文化翻译理论的演进与新闻话语传播 

2.1. 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 

文化翻译理论起源于传统翻译研究，最初以语言学为基础，关注语言符号的转换和对等问题。然而，

随着翻译研究逐渐融入文化学科，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从语言层面的对等转向文化意义的传递与重

构。近年来，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框架不断扩展，强调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核心行为，其本质在于不

同文化语境下意义的生产与协商[1] [2]。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语言学到文化学、从单一文本分析到多

模态语境研究的演变，逐步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工具[3]。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

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指出，文化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适应，其核心

在于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与共鸣[4]。此外，文化翻译理论的应用领域也不断拓展，涵盖了文学、影视、新

闻传播等多个学科，逐渐成为研究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理论框架[5]。 

2.2. 文化翻译理论在新闻话语传播中的适用性 

新闻话语作为一种高度文化负载的传播形式，其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受到语言、文化和社会等多重

因素的制约。文化翻译理论为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研究表明，新闻话语中的

文化负载词(如隐喻、俚语、成语等)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成为理解障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目标

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6]。文化翻译理论通过强调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与适应性，为新闻话语的翻译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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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提供了科学指导[7]。在具体实践中，文化翻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翻译与传播。研究指

出，新闻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源语信息，还需充分考虑目标文化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文化背景，以实现信

息的“动态对等”[8]。此外，文化翻译理论还被用于揭示新闻报道中的意识形态隐含意义，通过对文化

符号的解读与重构，揭示新闻传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价值观[9]。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翻译理论

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契机。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新闻内容的多模态表达(如文字、图像、视频

等)对翻译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表明，文化翻译理论能够有效指导新闻内容的多模态适配，通过对语言、

图像等符号的文化调适，提升新闻传播的跨文化适应性与效果[10]。 

2.3. 文化翻译理论对新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指引性 

文化翻译理论在新闻话语跨文化传播中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传播策略的优化与传播机制的构建上。

研究指出，文化翻译理论能够帮助新闻传播者在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文化认知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

信息的高效传递与文化间的深层交流[11]。在新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中，文化翻译理论为文化负

载词的翻译提供了重要指导。研究表明，隐喻、俚语等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传播中容易引发目标文化受

众的误解或信息偏差，因此需要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如直译与意译结合、文化注释等，以确保信息的

准确传递[12]。此外，文化翻译理论还被用于评估新闻传播的跨文化适应性，通过对新闻内容的文化调适

与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能够有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精准度与实效性[13]。文化翻译理论还为新闻传播机

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指出，通过整合文化翻译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可以实现新闻传播机制的

系统设计与优化，从而有效应对文化差异带来的传播障碍[14]。此外，文化翻译理论在推动本土文化“走

出去”方面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为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提供了理论依据[15]。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问题与假设 

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① 新闻话语中的文化负载词有哪些主要类型，各类型在跨文化传播中呈现什么特点？ 
② 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经历怎样的转换机制，具体策略选择受哪些因素影响？ 
③ 不同翻译策略如何影响目标受众对新闻话语的理解准确度、文化传递度和接受度？ 
据此，提出三个主要研究假设： 
① 文化负载词可分为社会文化类、政治制度类、传统习俗类和经济科技类四大类型，各类型在跨文

化传播中表现出不同的翻译难点。 
② 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转换遵循“语义解构–文化重构–效果验证”的三步处理机制。 
③ 不同翻译策略(如直译 + 注释、意译 + 文化元素、重构 + 本土化)对目标受众的接受度存在显

著差异。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结合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全面考察新闻话

语跨文化传播机制。 
① 内容分析：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 2020~2024 年间国际主流媒体(包括 BBC、CNN、Reuters、

AP 等)的 500 篇涉华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语料库分析，通过系统抽样确保样本代表性，编制文化负载词

识别与分类编码表，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Kappa 系数 = 0.87)。编码分析焦点包括：文

化负载词类型分布、翻译策略选择、文化表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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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语料库分析：建立涉华报道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包含 1250 个文化负载词条及其英文译法，使用

AntConc 4.0 软件分析词频分布、搭配模式和上下文语境特征。 
③ 问卷调查：基于文化负载词翻译效果评估框架，设计包含 29 个问项的结构化问卷，采用多阶段

分层抽样方法，向 300 名受众(包括 100 名西方背景受众、100 名跨文化背景受众和 100 名媒体从业人员)
收集对不同翻译版本的理解度和接受度评价。问卷信度检验 Cronbach’s α = 0.83。 

④ 深度访谈：对 20 名受访者(包括 8 名国际媒体编译人员、6 名跨文化传播学者和 6 名目标受众代

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 45~60 分钟，获取对翻译策略选择机制和效果评价的深入见解。 

3.3. 分析框架与研究工具 

① 定量分析工具：使用 SPSS 26.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 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显著性水平设为 p < 0.05。主要测量指标包括：理解准确度指数(CAI)、文化传递度指数(CTI)和受众接受

度指数(AAI)。 
② 定性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建立文

化负载词翻译策略选择模型。采用 NVivo 12 对访谈文本进行辅助分析，识别主题及其关联模式。 
③ 评估体系：构建“动态对等–文化调适”评估体系，包含三个核心维度(语言对等性、文化适应性、

传播效果)和九个具体指标，用于评估不同翻译策略的实际效果。 

4. 文化翻译视角下的新闻话语传播机制 

4.1. 文化负载词的类型识别与分布 

文化负载词是新闻话语中最具文化意义的语言单元，承载着源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背景。通

过系统内容分析和语料库分析，本研究将文化负载词分为四大类别：社会文化类、政治制度类、传统习

俗类和经济科技类，并分析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现与分布。 

4.1.1. 社会文化类(占比 35%) 
社会文化类词汇反映了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其翻译需要在文化背景传递与目标受众理解之间找

到平衡。例如： 
例 1：地摊经济→ street vendor ecosystem (BBC 2020) 
采用生态隐喻译法，将临时性经济形态转化为可持续系统概念，既保留“地摊”的物质载体，又通

过“ecosystem”强调其社会功能。这种译法弱化了政策临时性特征，强化了民生经济维度。 
例 2：斜杠青年→ multipotentialite millennials (CNN 2023) 
通过心理学概念转译，用“multipotentialite”(多重潜力者)替代字面翻译，既传达跨领域发展的核心

语义，又规避了“slash”在英语中的负面联想(如失业/兼职)，契合西方青年文化语境。 

4.1.2. 政治制度类(占比 28%) 
政治制度类词汇通常涉及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其翻译需要在准确性与可读性之间权衡。例如： 
例 3：枫桥经验→ Fengqiao governance model (Reuters 2021) 
通过类型学定位，添加“governance model”作为范畴标记，将特定地方经验升格为可复制的治理范

式。这种译法在保留文化标识的同时，构建了制度输出的认知框架。 
例 4：河长制→ river CEO program (AP 2022) 
采用商业隐喻策略，用“CEO”置换行政职务，既突出责任制内核，又利用企业治理的认知图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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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可理解性。但弱化了生态治理的公共属性。 

4.1.3. 传统习俗类(占比 25%) 
传统习俗类词汇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其翻译需要兼顾文化特色与目标文化的接受能

力。例如： 
例 5：云拜年→ digital reunion ritual (The Guardian 2021) 
通过功能对等译法，用“ritual”强化文化仪式感，“digital reunion”解释技术载体，既保留春节文化

内核，又凸显疫情时代的适应性创新。 
例 6：国潮→ neo-Chinese chic(Vogue 2023) 
构词法创新，“neo-”前缀解构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chic”对接时尚话语体系，成功将本土文化

现象转化为全球消费符号。 

4.1.4. 经济科技类(占比 12%) 
除了上述三类外，经济科技发展理念的文化负载词也不断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反映出中国在社

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变化。例如： 
例 7：专精特新→ hidden champions model (Bloomberg 2022) 
借用德国经济学术语进行概念移植，通过已知范畴解释新型产业政策，但可能造成中德发展模式的

认知混淆。 
例 8：东数西算→ computing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FT 2023) 
采用功能描述型译法，用“redistribution”突出资源配置本质，但弱化了地理空间要素(东/西)的文化

地理内涵。 
通过语料库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存在显著差异(χ²=27.43, p < 0.01)。

其中，社会文化类和经济科技类词汇更倾向于采用意译 + 文化元素策略(占比分别为 46.7%和 52.3%)；
政治制度类词汇则更多采用直译 + 注释策略(占比 58.2%)；传统习俗类词汇则在三种策略间分布较为均

衡(直译 + 注释占 33.1%，意译 + 文化元素占 38.6%，重构 + 本土化占 28.3%)。 

4.2. 转换过程的策略选择 

在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转换过程中，本研究总结出“三步转换法”：语义解构、文化重构和效果验

证。这一方法为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系统化的操作框架，旨在实现文化意义的精准传递与目标

受众的有效理解。 

4.2.1. 语义解构 
语义解构是跨文化转换的基础环节，旨在通过分析文化负载词的核心语义、文化内涵和使用语境，

明确翻译方向。研究发现，语义解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字面含义、文化内涵和语境意义。字面含

义是语义解构的第一步，要求译者准确理解词语的表层意义。文化内涵是文化负载词的核心，承载着特

定文化的价值观和历史背景。语境意义是文化负载词在特定使用场景中的具体含义。例如： 
例 9：不忘初心。字面含义：记住最初的想法。文化内涵：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慎终如始”理念，

强调坚守信念。语境意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常用于表达对理想信念的坚持。 
例 1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字面含义：青山绿水等同于金山银山。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

的生态哲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语境意义：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关系。 
例 11：摸着石头过河。字面含义：摸索石头过河寻找前进路径。文化内涵：体现务实、谨慎和渐进

的智慧。语境意义：多用于改革语境，指通过试探和实践逐步推进，避免冒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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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文化重构 
文化重构是跨文化转换的核心环节，旨在通过重新组织表达形式，使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言中实现

语义和文化的双重传递。研究总结出三种主要的重构策略：直译 + 注释、意译 + 文化元素、重构 + 本
土化。 

① 直译 + 注释策略。其适用于文化特色鲜明且需要保留原有表达形式的场合，通过直译保留原文

的文化特性，同时通过注释补充背景信息，帮助目标受众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此策略在处理政治术语

和独特文化背景词语时尤为有效。 
案例分析：不忘初心 
方案 A：译为“Stay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为直译，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形式，但缺乏语境说

明，目标受众可能难以理解其具体含义。 
方案 B：译为“Stay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maintaining commitment to the Party’s founding mission)”，

在直译基础上补充注释，明确了其政治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增强了理解度。 
最终方案：译为“Stay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a commitment to preserve the Party’s founding values 

and mission)，通过补充解释，既保留了文化特色，又突出了其核心内涵，兼顾了语义清晰度和文化传

递度。 
② 意译 + 文化元素策略。其适用于需要突出核心含义，同时保留部分文化特色的情况。这种策略

通过意译传递核心语义，并融入文化元素以增强目标受众的理解和共鸣。此策略在处理抽象概念和价值

理念时表现尤为突出。 
案例分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方案 A：译为“Green waters and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为直译，虽然形式上保

留了原文的比喻表达，但目标受众可能难以理解其深层含义。 
方案 B：译为“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als economic value”，为意译，直接传递了核心理念，但

完全舍弃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最终方案：译为“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reflecting China’s green devel-

opment philosophy)，通过意译传递核心语义，同时融入文化元素，展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兼

顾了文化传递与受众理解。 
③ 重构 + 本土化策略。其适用于需要与目标语言文化建立共鸣的场合。这种策略通过重新组织表

达形式，使翻译内容更贴近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从而增强受众的接受度和理解力。此策略在处理具有

普遍性意义的概念时尤为有效。 
案例分析：摸着石头过河 
方案 A：译为“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为直译，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形式，但目标受

众可能难以理解其隐喻意义。 
方案 B：译为“Learning through practice”，为意译，直接传递了核心含义，但完全舍弃了原文的文

化特色。 
最终方案：译为“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a pragmatic approach to reform through careful 

experimentation”，通过重构补充解释，将原文的隐喻意义与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相结合，增强了受众的

理解和共鸣。 

4.2.3. 效果验证 
效果验证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N = 300)和深度访谈(N = 20)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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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理解准确度、文化传递度和受众接受度三个维度对翻译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显示不同翻译

策略在各维度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理解准确度方面，意译 + 文化元素策略表现最佳，平均准确率达 92%。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

多数受访者能够准确理解采用该策略翻译的内容，尤其是在处理抽象概念或价值理念时，意译 + 文化元

素策略通过简化表达和融入文化背景，显著降低了目标受众的理解难度。相比之下，直译 + 注释策略的

准确率为 85%，部分受访者反映注释信息量较大，增加了理解负担；而重构 + 本土化策略的准确率为

88%，尽管表达贴近目标文化，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了原文的核心语义。这表明，适度的文化调适和

语义简化能够有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效果，尤其适用于普通受众。 
在文化传递度方面，直译 + 注释策略表现突出，文化保留度达 90%。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受访者普

遍认为该策略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尤其是在处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词语时，如政治术

语或传统文化表达，直译形式能够传递原文的独特性，而注释则为目标受众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弥

补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相比之下，重构 + 本土化策略的文化保留度为 82%，尽管其表达更贴近

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的文化深度；意译 + 文化元素策略的文化保留度为

75%，其核心语义传递效果较好，但对文化特色的保留相对较弱。这表明，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直译 + 
注释策略是保留文化内涵的理想选择，尤其适用于学术、政治或文化传播领域。 

在受众接受度方面，不同群体对翻译策略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西

方受众更倾向于意译 + 文化元素策略，其接受度高达 89%，认为该策略表达简洁、易于理解，尤其适合

国际传播场景；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受众更欣赏直译 + 注释策略，接受度为 85%，他们认为该策略能够更

好地展现原文的文化特色，适合学术研究或文化交流；媒体从业者则偏好重构 + 本土化策略，接受度为

87%，他们认为该策略的灵活表达更贴近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有助于增强传播效果。这表明，翻译策略

的选择需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使用场景灵活调整，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4.3. 受众接受度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不同翻译策略对受众接受度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分别向三组目标受众(西方

背景、跨文化背景和媒体从业者)呈现同一文化负载词的三种不同翻译版本，测量其理解准确度、文化感

知度和接受满意度，见表 1~3。 
 

Table 1.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audience comprehension accuracy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1. 不同翻译策略对受众理解准确度的影响(均值 ± 标准差) 

受众群体 直译 + 注释 意译 + 文化元素 重构 + 本土化 F 值 p 值 

西方背景 3.42 ± 0.76 4.56 ± 0.63 4.21 ± 0.72 15.68 <0.001 

跨文化背景 4.35 ± 0.81 4.18 ± 0.59 3.87 ± 0.75 9.32 <0.01 

媒体从业者 4.22 ± 0.67 4.31 ± 0.64 4.59 ± 0.58 7.45 <0.01 

 
Table 2.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cultural transferenc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2. 不同翻译策略对文化传递度的影响(均值 ± 标准差) 

受众群体 直译 + 注释 意译 + 文化元素 重构 + 本土化 F 值 p 值 

西方背景 4.53 ± 0.72 3.87 ± 0.68 3.45 ± 0.79 14.87 <0.001 

跨文化背景 4.68 ± 0.59 3.92 ± 0.71 3.65 ± 0.82 12.73 <0.001 

媒体从业者 4.39 ± 0.63 3.78 ± 0.65 3.94 ± 0.74 8.3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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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audience acceptanc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3. 不同翻译策略对受众接受度的影响(均值 ± 标准差) 

受众群体 直译 + 注释 意译 + 文化元素 重构 + 本土化 F 值 p 值 

西方背景 3.68 ± 0.79 4.45 ± 0.61 4.12 ± 0.73 13.27 <0.001 

跨文化背景 4.28 ± 0.65 3.91 ± 0.73 3.75 ± 0.81 8.79 <0.01 

媒体从业者 3.93 ± 0.72 4.08 ± 0.67 4.37 ± 0.58 9.46 <0.01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理解准确度(β = 0.43, p < 0.001)和文化传递度(β = 0.37, p < 0.001)均是预测受众接

受度的显著因素，两者共同解释了接受度变异的 65.8%。这表明，成功的文化翻译策略需要在理解准确性

和文化特色保留之间寻求平衡。深度访谈进一步揭示，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职业经历是影

响其翻译偏好的重要因素。 

5. 新闻话语的文化翻译策略 

5.1. 基于文化翻译理论的新闻话语翻译原则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交

流的过程。基于文化翻译理论，本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文化调适”翻译原则，旨在解决新闻话语翻

译中语言与文化的双重障碍。该框架包括三个核心维度：语言对等性、文化适应性和传播效果。 

5.1.1. 语言对等性 
语言对等性是文化翻译的基础，是字面意义与深层内涵的平衡，要求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源语的

文化特质，又要使目标语受众能够理解其内涵。例如，2024 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春节的报道中，“年

味”一词被翻译为“the spirit of Chinese New Year”。这一翻译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质的同时，通过“spirit”
一词传递了春节的核心情感内涵，体现了春节的氛围，更传递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情感纽带，如家庭

团聚、辞旧迎新和庆祝传统的意义，从而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春节的文化深度。对比其他媒体对“年味”

的翻译，如“the atmosphere of Chinese New Year”或“the feeling of Spring Festival”，虽然这些翻译在字

面意义上较为准确，但缺乏情感层面的传递，未能充分展现春节这一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共鸣。对不

同翻译版本的受众反馈进行分析发现，使用“the spirit of Chinese New Year”的报道，其海外读者的理解

度提升了 35%，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更多积极讨论。 

5.1.2. 文化适应性 
文化适应性是对文化差异的敏感与调适，体现在翻译中对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和文化差异的敏感处

理。例如，路透社在 2023 年的一篇报道中，针对中国“双减”政策，采用了“Double Reduction in Education”
的译法，并补充解释为“A policy aimed at reducing academic burden and off-campus tutoring”。这一翻译

通过简明的语言传递了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借助背景说明帮助目标读者克服文化和政策语境的理解障

碍。对比其他媒体对“双减”的翻译，如“education reform”或“tutoring restrictions”，虽然字面意义准

确，但缺乏对政策背景的解释，导致目标受众对其内涵感到困惑。而路透社的翻译通过增加教育负担和

课外辅导的背景说明，使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更为清晰。对不同翻译版本的受众反馈进行分析发现，带有

背景说明的翻译版本，其国际受众的接受度提高了 42.3%。尤其在教育政策和社会文化等复杂领域，文化

适应性策略显著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效果。 

5.1.3. 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翻译策略的最终评价标准，体现信息传递与文化交流的双重目标。动态对等框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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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话语的翻译不仅要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还需促进文化交流。例如，《卫报》在报道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时，使用了“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China)”的翻译，并通过具

体项目案例(如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阐释其全球影响力。这种翻译策略使目标受众不仅了解了政策本身，还

理解了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同时，《卫报》还经常将“一带一路”置于历史语境中解读，通过引用古代丝

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倡议与中国传统“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理念的内在联系。

在报道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项目时，《卫报》采用了“partnership”(伙伴关系)而非“aid”(援助)的表

述，这种措辞选择既准确传达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又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体现了新闻翻译在信息传递与

文化交流双重目标上的成功实践。 

5.2. 隐喻、俚语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新闻话语翻译中的难点，其内涵通常深植于特定文化背景中，无法通过直译完全传达。

本研究将文化负载词分为隐喻性表达、俚语方言、典故引用和文化专有词四类，并针对性提出翻译策略。 

5.2.1. 隐喻性表达 
隐喻性表达在新闻报道中具有独特魅力，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等领域。翻译时要注重意象重构与

文化解释的结合，在信息传递的同时激发读者的联想，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以 BBC 报道中国经济为例，

其将“灵活就业”翻译为“flexible employment”，不仅传递了词汇的基本信息，更通过补充解析，将这

一概念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内涵生动呈现。在 2023 年的一篇报道中，BBC 进一步将“灵活就业”细

分为“gig economy jobs”(零工经济)和“part-time employment”(兼职就业)。这种“意象重构与文化解释

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使目标读者能够把握这一概念与各自经济环境之间的关联，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中

国经济转型背后的创新模式。统计数据表明，采用此类策略的新闻报道，其跨文化传播效果较传统直译

提升了 67.8%，充分验证了在全球化语境下，隐喻性表达不仅在信息准确传递上具有优势，更能促进不同

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5.2.2. 俚语方言 
俚语方言作为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承载着深厚的地方文化内涵和社会情感，翻译时

要注重功能对等与注释结合。直接翻译不仅可能导致目标受众的误解，更可能丧失原文所蕴含的文化意

蕴。以 2022 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对“内卷”一词的处理为例，将其译为“involution”并附加“intense 
competition and excessive pressure in Chinese society”的解释性说明，体现了翻译的双重考量：既保留了词

语本身的学术渊源，又通过补充说明揭示了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特殊内涵。这种翻译策略

不仅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了“内卷”现象的表层含义，更使其把握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压力与文化焦

虑。调查数据显示，采用“注重功能对等与注释结合”策略的新闻报道，其跨文化传播效果较传统直译

提升了 48.5%。这一显著提升特别体现在涉及复杂社会现象的报道中，印证了在处理具有浓厚文化色彩

的语言表达时，解释性翻译的重要价值。 

5.2.3. 典故引用 
典故引用是中国新闻话语中特有的文化负载词类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内涵与传统智慧。新闻报道

中，典故不仅仅作为符号存在，还能为读者提供解读文化密码的钥匙，使抽象概念更形象、生动。例如，

2021 年在报道中国政府“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表述时，《金融时报》巧妙地采用了“补充文化背景说

明”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One must be strong to forge iron”，并附加注释说明，此句旨在强调政府必

须以自我要求为先，保持廉洁自律。此举既保留了原文寓意深远的形象性，又通过详细的文化背景解读

帮助目标受众理解这一表达的历史渊源与内在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译者不仅在信息传递上做到准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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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同时也在跨文化交流中架起理解的桥梁，弥补中西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典故引用在跨文化新闻传

播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深入浅出的文化说明最终实现了译文信息与情感的双向传递。 

5.2.4. 文化专有词 
文化专有词是承载特定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直译传递其完整意义。在国际传

播中，音译与意义解释结合的策略被广泛应用，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文化背景的清晰呈现。例如，“中

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和“功夫”(Kung Fu)等词汇，既保留了音译形式以体现其文化独

特性，又通过意义解释帮助目标受众理解其内涵。2023 年，在一篇关于中医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将

“针灸”翻译为“acupuncture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using needles to stimulate specific points 
on the body)”，不仅传递了这一文化专有词的核心内涵，还通过补充说明阐释了其具体操作方式和医学

背景。这种翻译策略既避免了目标读者因文化差异产生误解，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认同。

通过音译保留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再辅以意义解释增强理解，文化专有词的传播效果得以显著提升。这

种方法在跨文化传播中尤为重要，既实现了信息的准确传递，又彰显了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度。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文化翻译理论视角系统解构了新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内在机制，揭示了文化负载词在信

息转换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社会文化类、政治制度类、传统习俗类与经济科技类词汇的翻译

策略选择，实质上是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文化认知框架的动态博弈过程。提出的“动态对等–文化调适”

原则及“三步转换法”，有效解决了新闻翻译中文化保真度与传播接受度的矛盾，其应用可提升国际受

众对中国报道的理解准确度。本研究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线性思维，构建了包含语言对等性、文化适应

性和传播效果的三维评估体系，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多模

态传播场景下文化符号的协同转换机制，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跨文化传播范式的重构效应，从而推动建

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新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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