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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加深了各国间的联系，也放

大了语言间的区别。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已渐渐为人

所承认。语言不只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还是一种

与众不同的文化展现方式。各国、各民族语言之间有明

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从文字、文化内涵等方面表现得尤

其突出。在推动国际交流中语言翻译起着关键作用。成

功的翻译，有利于保持友好关系。

一、中日语言文化差异

（一）称呼语的使用差异

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称呼语运用的不同，是不容忽视

的细节问题。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两国语言中尊敬与礼

貌表达方式有显得不同。日本人十分重视日常交际中敬

语的运用。其所使用的敬语体系相当复杂，涵盖了多个

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敬语不只是一种语法构造，更

深层次地反映了一种文化习俗，体现了其对他人的尊敬

和礼貌。比如，日本人根据彼此的地位、年龄、职业等

因素选择恰当的敬语。对律师、医生、教师和其他专业

人士来说，一般都用“先生”一词，对其他人员来说，

要求前加对方姓氏或名字。这一详细的区别反映出其尊

重每一个人。相比较而言，中国汉语并不存在一套特殊

的敬语体系。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通常使用各种词汇和

表达手法来表达对某人的尊重，例如“您”“请”或“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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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等。称呼别人的时候，“先生”这个词使用频率很

高，适合所有行业，以及对学术上有突出建树的妇女亦

可称“先生”。这一宽泛的用法，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包容

与平等观念。但是，一个中国人用日语和日本人沟通的

时候，若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而一概使用“先生”，

就有可能使彼此产生难堪甚至误会。因为日本文化里，这

类称谓未必适用或可视为不敬。所以，理解并掌握各种文

化的称呼习惯是实现跨文化有效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1]。

（二）拒绝语言的使用差异

从言辞表达上看，中国人与日本人在用法上的区别

尤其突出。这一区别不仅表现在语法结构与词汇选择方

面，而且也从深层反映出两种文化对交流方式不同的认

识与期望。中国人直言不讳的言辞表达方式通常比较普

遍。中国人沟通时往往是直接而清晰地表达意见与需要，

这一直接交流方式来自中国文化率真与本真价值观，同

时反映出中国人对效率与明确性之追求。不过，有些时

候，太过直接的话可能被认为是无礼或者是不客气。相

比较而言，日本人的言辞表达似乎更含蓄，更婉转。日

常交际时，特别是社交互动时，会更多地采用间接的、

含混不清的方式表达意见与需要。这一交流方式来自日

本文化和谐、尊重的价值观，同时反映出日本人对避免

矛盾、保持感情的关注。例如，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

出请求，如果对方没有直接拒绝，而是用模糊的语言回

应，这通常意味着对方不愿意协助，但又不想直接伤害提

出请求的人的感情[2]。这一运用上的不同，在现实的沟通

中，就有可能造成误解与混乱。比如，中国人也许错误地

认为日本人模棱两可的反应就是认同或者接纳，从而产生

错误的判断，其实对方也许就是为了避免被当场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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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义联想的差异

生活环境，自身认知以及文化水平等都深刻地影响

着人类的思维观念，共同形塑着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

识与联想。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在这一方面的区别尤其

显著，这一区别不仅仅表现在语言结构与词汇选择等方

面，而且还从深层上表现出两种文化对相同事物认识与

情感上的差异。以“乌龟”这一词汇为例，在日本文化

中，“龟”代表着健康长寿的意义，因此在日本，人们

常常会在名字和姓氏中使用“龟”字，如“龟田”“龟

谷”“龟冈”等。这一使用方式来源于日本历史文化传

统，体现出日本人对长寿与健康的渴望与崇敬。相比之

下，虽然中国文化中也认为“龟”代表长寿，但中国人

通常不会将“龟”字作为姓氏。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语言

文化中，“龟”除了代表长寿外，还有一些贬义的含义，

如“乌龟脑袋”“缩头乌龟”等，这些表达方式都带有一

定的贬义和负面色彩。例如，在中文中，“牛”被视为勤

劳和简朴的标志，尽管其也带有“牛脾气”或“对牛弹

琴”的负面含义，但总体而言，这个字的意义还是相当

积极的。在中国文化中，人们经常用“牛”这个词来描

述一个人的努力和毅力，例如“牛人”和“牛劲”，这些

都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和认可，因此，在姓氏中可以看到

这一词汇的出现。但在日本语言文化里，人们对“牛”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日本人一提“牛”，就强调其气

力很大的特点，并无欣赏之意。大多数与“牛”相关的

词汇，其语义多为“笨拙”“懒怠”等，带有一些贬义和

负面色彩，在他们的姓氏之中通常不见“牛”字[3]。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中日两国历史文

化背景千差万别，对同一个词的联想与理解是截然不同

的，这一区别正是日语翻译中需要注意的焦点。通过上

述描述可以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准确地理解

原文中词义，又要对目标语言文化背景及人的思维方式

有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出原文中的含义与

感情。同时译者还需认识到语言既是交流工具又是文化

载体，在翻译过程当中可以透过语言能够理解并体会不

同文化所具有的韵味与独特性。所以，对不同语言文化

的尊重与了解是有效地跨文化交流之根本，只有充分了

解不同区域的文化渊源，才能够在翻译过程当中做出准

确的描述，获得最接近作者本意的翻译效果。

二、中日文化差异视角下日语翻译的注意事项

（一）结合翻译文本合理使用敬语

日本文化中敬语的运用，既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也

是社会交往礼仪。日本人普遍以敬语的运用表示对别人

的尊敬与崇敬，这也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价值。敬语运用

与其身份、地位、年龄，和自身关系有密切关系。比如

对上级或者长辈一般都要用比较尊重的敬语；而且对同

辈或者下级也能用比较一般的语言。另外，场合、内容

等因素对敬语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正式场合或

者是涉及重要方面的谈话时，一般都要用到比较正式、

比较尊重人的敬语。翻译时译者需全面理解文本或者会

话涉及的特定场合，内容和相关角色，从而选择合适的

语言表达方式。这就需要译者在具备坚实的语言基础的

同时，还应对日本文化以及社会交往中的礼仪有着深刻

地认识与了解。同时译者也要把握好人际关系，这样才

能在翻译时准确传递对原文的崇敬与尊敬，使翻译内容

更加贴合语言情景，提高翻译准确性。如在翻译涉及上

级与下级的谈话时，译者需注意运用恰当的敬语，以反

映双方身份差异及尊重关系。如原文中上级向下级讲话

用普通语言，下级答复用敬语等，翻译中需反映这一区

别。类似地，若原文涉及正式场合或者重要内容，翻译

时则需选用更正式、更尊重的语言表达[4]。

（二）翻译时要注意体现性别差异

日本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显著差异。这一区别

既表现为家庭与社会角色的不同，又表现为日常交际中

语言的运用不同。在家庭结构中，男性通常是主导力量，

其主导着大多数事务的决策，而女性则更多地负责家庭

琐事，通常具有更多的温柔和贤良品质。这一传统观念

对不同性别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影响深远。女性沟通时

一般比较讲究礼貌与尊重，语调常常比较温和，所用词

语比较漂亮精致。反之，男性在沟通时通常会表现得更

直接、更果断，语气会更激烈，用词会更直接、更粗野。

在语气词的运用上，这一性别差异表现得尤其突出。女

性倾向于使用更加优美的词语，这些词语不仅体现了其

谦逊和尊重，也展现了日本女性的温柔和贤惠。相比之

下，男性在使用语气词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和粗俗

的词汇，这些词尽管同样可以表达要求或者指令，但是

更多的是个人的色彩与信心。翻译时译者需格外关注这

一性别差异。译者要想较好地表达原作的含义与感情，

就必须反映出翻译中不同角色的性别特征。其中既包括

对男女两性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正确理解与运用，又包

括译文对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与作用差异的准确传递。比

如在翻译涉及男性与女性的谈话时，译者要注意运用恰

当的语言，以反映出男女的不同与尊重关系。若原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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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用轻柔的语言表达要求或意见，则翻译中还需选用

相应优美词汇，以体现妇女温柔贤淑之情；类似地，若

原文中男性用直接或者庸俗的语言表达指令或者请求，

则翻译时需选用相应直接、有力的词语，以反映男性自

信果断的态度[5]。

（三）注意省略语的处理

省略语是日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由于日本人民

在交流过程中非常注重语境和默契，往往会省略掉一些

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词语或句子。这样的省略不仅

在口头表达中有所体现，书面语，例如新闻报道、小说

和电影字幕等。省略语的出现，对翻译工作提出一些挑

战。由于省略的内容通常是上下文中的核心信息，如果

译者不能准确地补充省略部分，可能会导致译文的意思

变得模糊或产生歧义。所以，在翻译时译者需认真体会

语境含义，并结合特定语境及人物关系对省略部分进行

推演，再加以补充，才能保证译文准确通顺。随着中日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仅

要拥有出色的语言能力，还需对日本独特的语言文化有

深入地认识，才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准确了解省略部分

的内容，并对其进行表达。如日语敬语与谦辞作为日本

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运用时常常会涉及很多省略。

译者若对这些敬语与谦辞理解与运用不准，则会使译文

含义失准或者与日本文化中的习俗产生差异。另外，日

语词汇往往是经过长期的社会交往而不断发展、简化

的，因此要准确的翻译出生略语更加考验翻译者的文化

功底。这些化繁为简的词在具体语境中可能具有具体意

义，译者若无法对其准确理解，则会造成译文意义失

准或者模糊。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结合实际情况

对这些化繁为简的单词进行补全，才能保证译文准确、

通顺。

（四）翻译要符合民族思维逻辑

民族思维逻辑在翻译中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每一

个民族都有着其特有的价值观念与思考方式，而这一区

别在语言表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

者需格外注意各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才能保证译文准确流

畅。在实际工作中的日语翻译一般分两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对文本进行逻辑分析—对原文的理解。现阶段译者

有必要通过对原作者思维方式的深入剖析，来跟踪研究，

才能真正领悟文本内涵。包括认真解剖原文词汇、语法、

句式，从中发现规律与联系。同时译者也需注意原文的

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作者意图与表达方

式。第二阶段为综合表达。这一阶段译者需使用目标语

言，来传达原文意图及语言逻辑。这涉及选择适当的词

语、句子结构和表达手法，同时也要注意采用适当的语

言风格和语调。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注重维护原文逻辑

结构与语义连贯性的前提下，使得译文与目标语言表达

习惯与规范相一致。两阶段互相促进、周而复始。译者

翻译时需要对译文进行不断地检讨与修改，才能保证译

文的准确与顺畅。与此同时，译者也要不断研究并提升

自身语言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更好地迎接翻译

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中日两

国语言和文化的准确了解和适当使用就变得非常重要。

通过对日语翻译中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能够更好

地增进中日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还要不断探讨中日文化差异给日语翻译带来的启示，提

出较为可行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中日之间更深一步的

合作和交流。

参考文献

[1]杨丹.日语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及对策——评

《日语语言学与跨文化应用》[J].热带作物学报，2021，

42（12）：3766.

[2]祁春花.浅析日语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J].现代

交际，2021，（17）：102-104.

[3]张丽，吴丽楠.中原传统文化负载词日语翻译策

略研究[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

（06）：42-48.

[4]刘雪.关于旅游日语翻译和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

[J].大众标准化，2021，（08）：84-85+89.

[5]胡红娟.日语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问题及对策研

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11-13.

[6]孙坎生.日语翻译的常见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大

学，2020，（31）：11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