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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密切。电影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形式之一，不仅带给

国内外观众美学享受，更扮演着跨文化交际的角色。将一部电影的字幕译得精妙，无疑使其更加深入人

心。本文将选择《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作为案例，以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据，从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

章对等这三个角度出发，结合字幕翻译的特点，分析译者对于电影字幕的翻译方法，总结电影字幕翻译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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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close. As one of the form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ov-
ies not only bring aesthetic enjoyment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audiences,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ng the subtitles of a movie beautifully undoubtedly m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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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ore deeply ingrained in people’s hearts. This article will choose the Twilight series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xical equivalence, 
syntactic equivalence, and discourse equivalenc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title 
translation, it will analyze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movie subtitles and summarize 
the strategies for movie subtitl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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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类型，蕴含着文化传播的意义，文化和语言的交流在虚幻的影视世界中

悄然流淌。为了更好地推动文化交流，电影需要不断提升字幕翻译的质量和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跨

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共享电影带来的乐趣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电影字幕不仅仅是语言的转

换，更是跨文化理解和传递的过程。虽然国外学者对于字幕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较为规范的体系

与标准已经形成，但国内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尚处于雏形阶段，因此进行有关字幕翻译与其相关领域的

研究至关重要。 

2. 功能对等理论概况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这个概念，他强调了形

式上的一致性，因此用“功能对等”来替代“动态对等”[1]。功能对等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四项核

心指导原则：一是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内容；二是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内涵与风格特征；三是确保译入

语表达流畅自然、易于理解；四是使目标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近的阅读反应。美国语言学家奈达

强调，译者在处理文本时应追求自然贴切的对等效果，其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效果是评判翻译质量的

重要标准。该理论体系具体涵盖四个层面的对等要求：词汇层面的语义对等、句法层面的结构对等、语

篇层面的连贯对等以及文体层面的风格对等。奈达认为意义最为关键，形式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必要的，

译者对于不同的文体和风格应有一定的区分能力，如果只追求形式的一致，可能会扭曲原本文意，反

而限制了表达[2]。 
在翻译文本时，除了要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还需要考虑到国家文化、文章情境以及时代背景等因

素对译文产生的影响[3]。奈达曾强调：“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当目标语言读者对翻译

的反应与源语言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一致时，翻译的效果最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对等不是简单

的字句对等，翻译要以反映“深层结构”的“功能对等”为主，而不是反映“表层结构”的“形式对应”

[4]。译者要对原作的背景和主题有所了解，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注重原作要表达的意义和精神的传

达，而不拘泥于原作的语言结构[5]。 

3. 功能对等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 

一个优秀的字幕翻译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有深入的理解，同时还

需要具备高超的语言技巧，确保观众能够顺畅地理解电影内容。此外，电影字幕翻译需要考虑到不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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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需求。对于非中文地区的观众，字幕翻译需要同时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同时，对于中文观众，字幕翻译也需要保持适当的口语化和生动性，使观众更容易沉浸在电影的情境中。 
在进行字幕翻译时候，译者需要充分考虑译入语观者的原语言习惯和审美，还需要兼顾电影的原语

言风格与特点，考虑电影作品的类型和主旨。跟随电影情节的发展，人物情绪的层次递进，字幕翻译也

要保持相应的转变[6]。 

让我们以电影破产姐妹中的一个小句子为例，“We can stop looking. we found the worlds most annoying hipster.” 

译文：众里寻他千百度。全世界最惹人厌的嬉皮士就在本店椅子处。 

在此处，译者独具匠心地化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将原文“We need not look for him any longer”
(我们不用再找他了)译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译法既巧妙保留了原文的讽刺口吻，又通过中国读者

熟悉的诗词典故，使译文更具韵味和感染力，同时还展现了字幕翻译的趣味性。译者没有按照原作的词

法结构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灵活地选择中文中习惯的表达，这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便实现了功能对

等。译者不仅需要面对传统的翻译挑战，还要努力保留电影语言的艺术元素，这样才能够确保翻译作品

同样令人感同身受[7]。 

4. 电影《暮光之城》及功能对等理论在其字幕翻译中的应用 

4.1. 《暮光之城》电影简介 

《暮光之城》改编于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Stephenie Meyer)写的系列小说，包括《暮色》《新月》

《月食》《破晓》四部曲。《暮光之城》以女主角贝拉和男主角爱德华的爱情故事为主题，融合了吸血鬼

传说、狼人部落故事、校园生活、探索冒险等多种元素，而凄美动人的爱情则是整部电影最强烈的情绪。

基于电影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译者在进行字幕翻译的时候应当考虑到电影的文化和背景人物的感

情色彩。 

4.2. 案例分析 

本章将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据，从词汇对等，句法对等，语篇对等三个方面出发，讨论其使

用的翻译方法，探讨电影《暮光之城》字幕功能对等的应用。 

4.2.1. 词汇对等 
词汇翻译是翻译中的基础部分，但不意味着需要字对字进行翻译，而应该在译入语中找到功能与之

相对应的词汇。在字幕翻译中词汇的处理上，译者应当注重词汇的灵活选择。中文用词表达讲究凝练传

神，常借助四字词语或成语来表达含义。因此，译者需结合具体语境，选用贴切的词汇对文意进行诠释，

使观众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准确理解作品内涵。 

SL: Hi, I’m Eric, the eyes and ears of this place. 

TL：你好，我叫艾瑞克，学校里的万事通。 

“the eyes and ears”被译为“万事通”，而不是直译“眼睛和耳朵”，不仅使用了简练的语言，实现

词汇上的对等，而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更易被观者理解。 

SL: I know, yeah, false alarm, I guess. 

TL：是啊，我知道，我猜是虚惊一场。 

如果把“false alarm”直译，便会造成翻译腔的问题，这里将其译为“虚惊一场”，在中文表达中，

我们习惯使用四字短语来传达信息，简洁明了，言简意赅，使观者在观赏电影的时候易懂易记，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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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文字审美，实现了词汇层面的对等。 

SL: You have some kind of beef with him or something? 

TL：你跟他们有过节吗？ 

“have beef with sb.”是英文俚语，这里 beef 意为“争论、争吵，或抱怨”。所以短语“have a beef 
with sb.”就是“与某人发生矛盾，关系紧张”的意思。如果译为“你和他们争吵了吗？”，尽管在句子

含义上可以实现对等，但是“与某人有过节”选择了更加地道的中文词汇进行表达，可以使句子更自然。 

4.2.2. 句法对等 
在翻译实践中，句法对等强调的是目标语与源语在句式结构上的协调性。功能对等理论主张无需拘

泥于原文的语法形式逐字对应，而应基于译入语的表达规范，灵活调整句式，使译文既准确传达原意，

又符合目标语的语法习惯，从而实现句法对等。 

SL: Hey, lose the grin, Jacob, we’re just going for a ride. 

TL：别得意，雅各布，我们只是出去兜一圈。 

这一句如果按照常规语序进行翻译，则为“丢掉得意”，语言生硬，不符合字幕翻译的特征和原则。

字幕翻译将其处理为“别得意”，口语式的表达更符合交谈的语境，通俗易懂，也准确传达了源语言的

信息，不仅符合中文的句法结构，而且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口语表达习惯，极大程度地实现了功能对等。 

SL: I leave you alone for two minutes, and the wolves descend. 

TL：我才离开你两分钟，就有狼对你下手了。 

“descend”一词有“降临；来临”之意，但是仅仅翻译为“有狼降临了”仿佛差强人意，结合电影

语境，男主角爱德华在看见狼人雅各布和女主说话之后，心生醋意，对比“降临”这个较为中性的词，

“对某人下手”则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既能够巧妙地表现出源语言要表现的含义，又具有中文语言特

色，与源语观者反应相似，拉近观者与原作者的距离，实现较为亲切自然的对等。 
SL: Kind is my middle name. 

TL：我习惯为他人着想。 

“middle name”除了有“中间名”的含义，在口语表达中也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性格，品质”，

按照正常语序，这句可以译为“善良是我的性格”，但考虑到字幕翻译的特点，译为“我习惯为别人着

想”，对语序进行了调整，更口语化，符合句法对等的原则。 

SL: Speak for yourself. 

TL：别污蔑好人。 

这个看似简单的句子在字幕翻译中需要进行恰当的处理。“speak for yourself”有“那是你的看法；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的意思，而在电影中，译者将其译为“别污蔑好人”，结合电影的情节更迭，由于雅

各布对于他的敌人有着明显的感情色彩，所以这里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不同意你的观点”，而包含着一

种不屑和敌意，这里体现出句法对等的意义。 

4.2.3. 篇章对等 
不同类型的文本具有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根据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在深入把握语言特点后，才能

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和文化内涵。在篇章对等这个模块，我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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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对电影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SL: Sam keeps giving me this look, like he is waiting for me or something. It’s kind of starting to freak me out. 

TL：山姆一直这样盯着我，像是在等我，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freak out”有“令人大吃一惊，极度不安”之意，在电影中，这句台词出自狼人雅各布，他和另一

个部落里的山姆为敌，这句话预示着电影情节即将发展的部落冲突，考虑到篇章的衔接与连贯，译者将

原句译为“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凸显出篇章的整体性，实现篇章对等。 

SL: She told me not to worry, but she sounded, I don’t know, off. 

TL：她告诉我别担心，但是她听起来……我也说不好，有点不对劲。 

这句话出自女主角贝拉的父亲——查理，他对女儿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忧，结合这一篇章内容，译者

将“off”译为“不对劲”，不仅十分巧妙地表达出查理的情感，也预示着剧情的发展，实现篇章对等。 

5. 字幕翻译策略 

归化译法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

达原文的内容[8]。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原文的内容以目标语言的习惯表达方式来传达，以达到更

好的理解效果。归化翻译的目标是让译者更接近目标语言的读者，使译作更贴近本国语言的表达方式，

从而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欣赏译文。《暮光之城–新月》中有一句看似朴实无华的台词：“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Charlie, he doesn’t hover.”字幕翻译把它处理为：“查理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人很爽快。”

这里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把动词“hover”转化为形容词“很爽快的”，把源语本土化，观者也会有

更直观的感受。在电影字幕翻译中，归化策略的使用使得译文更加地道。 
增译法根据目的语的语法、句法、语义、修辞或文化规范的需求，或者为了满足目的语的文化规范，

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一些词汇、句子或段落，以更有效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或实现特定的翻译目标。在

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原文的核心意义不变，同时确保翻译的表达清晰、准确和简洁。在翻译过程

中，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法、句法、语义、修辞和文体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

异，因此，翻译工作往往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策略和方法。这些方法旨在确保译文能够符合目标语言的

语法规则和表达方式，从而让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实现文化交流的目标。《暮

光之城–新月》中有一句台词：“At the same point, something’s gonna separate us. It’s gonna be an accident 
or illness. As long as I’m human.”这里字幕翻译为：“只要我是凡人，我就会老去。”原句“as long as I'm 
human”意为“只要我是凡人”，结合前景的语境，女主角贝拉想要表达自己作为凡人，和吸血鬼爱德华

之间的距离，是生与死的距离：“疾病与意外会把我们分开”，因为“只要我是凡人，就会老去”，这里

需要增译“就会老去”，根据上下文语境，对原文隐含的信息做出的合理增补，使句子表达更加完整。 
意译是一种将一种语言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释义性解释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神似”，即在保

持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灵活地表达原文的思想[9]。由于英汉语言在词汇、句法规则和表达习惯上存在差

异，当源语与目标语在语言形式层面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译者应当突破表层结构的束缚，采用意译

策略，以实现对原文思想内容的准确传递和有效再现。电影暮光之城中，插曲的字幕翻译也值得我们鉴

赏。电影暮光之城中有这样的歌词出现在电影屏幕下方：All of your street light eyes, wide on my plastic toys, 
and when the cops closed the fair, I cut my long baby hair...这里将其译为：城市冰冷的物质眼神，肆无忌惮

打量我的天真；当世界再无公平二字，我痛心斩断我的幼稚。其中 my plastic toys 被译为我的天真，而 my 
long baby hair 译为我的幼稚，这里就运用了意译法，准确又精妙的表达出原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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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在字幕翻译中，深入理解原作字幕翻译的基础和原则，并且会贯穿整个翻译过程。译者需要扩大原

作的风格可译性，在恪守忠实原则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方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再创

作，最终呈现既忠于原作又独具匠心的译作。在案例《暮光之城》的字幕翻译中，我们分析得出字幕翻

译的策略，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运用归化译法，增译法和意译等翻译策略，实现词汇、句法与

篇章对等。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和清晰度也至关重要。同时，逻辑结构也需要合理，以便

观者能够轻松理解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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