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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全球疫情逐渐好转，旅游业迎来高潮，各国民

众渴望领略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旅游文本翻译因此变

得至关重要。旅游类文本不仅可以传递信息，促进国际

交流，还能展现国家风采、塑造国家形象。然而，很多

旅游文本的翻译过于生硬，存在翻译腔，导致目的语读

者产生信息误差，因此，如何准确得体地翻译旅游类文

本仍是译者需要深思的问题。卡特福德提出的翻译转换

理论充分考虑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帮助译者在翻译

过程及时地转换语言思维，该理论在影视、旅游、新闻

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利用翻译转换理

论指导旅游文本的词汇及句式翻译，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和流畅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旅游文本翻译质量、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并为旅游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一些

参考。

一、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

1.翻译转换理论概述

英国翻译学家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是基于韩礼

德学者的语言学理论而提出的。他指出，翻译转换就是

“原语进入译语过程中离开形式的对应”。[1] 其包括两大

类型，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层次转换通常涉及语法和

词汇层面；范畴转换是主要的转换方式，主要包括结构

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以及内部体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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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转换理论在旅游文本中的应用

旅游文本属于信息传递类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要格

外注意译文的准确性，且符合目的语的用语习惯。英文

较为简洁直白，中文更加注意美感，常常使用辞藻华丽

的表达方式。翻译转换理论在此领域显示出较强的实用

价值，能够有效解释英汉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

各类转换，其中，范畴转换能够很好地解决译文晦涩难

懂的问题，从而大幅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陈刚在《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一书中谈到旅游翻

译需要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理论能够辅助翻译实践，

完善翻译实践。吴亚楠等学者以翻译转换理论为指导，

探讨了文本吴桥杂技大世界百科介绍的翻译是如何传递

等值信息的。[2] 鲜青宏学者提出翻译转换有助于促进英

汉同传中语言的转换和译语质量的提高 [3]。

二、旅游文本词汇以及句式的特点

旅游文本的本质是为游客提供服务，无论是何种语

言的旅游文体，都应该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然而，由于

当地自然环境、发展历史、民族风情等因素影响，汉英

旅游文本具有各自的词汇和句法特点。

1.词汇特点

汉语在描述风景时，常常使用优美的词汇，风格抒

情。例如，对于描述东湖岩的句子：“东湖岩壁千姿百

态，无奇不有。真可谓怪石嶙峋。”展现了偏向文学化的

特点，内容丰富，情感表达到位。此外，中文还存在着

一些特定专有名词，如一些景区以名人命名，例如孔子

庙、中山公园、杜甫草堂等。相对而言，英语的旅游文

本更为简洁，使用动名词、形容词或过去分词等词汇，

以便游客能够快速理解、接受和记忆，带给游客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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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2.句式特点

汉语的旅游文本句式追求对仗，善用修辞手法，极

富个人情感表达风景之美。在旅游文本中，常常会引用

诗词或其他文学形式，以增添氛围感，增加景区吸引力。

例如这段描写黄山的句子：“茫茫群峰是座座冰山，棵棵

树木象丛丛珊瑚，令你疑惑，莫非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段语句修辞手法丰富，句式对仗

工整，末尾引用了著名诗词，具有强烈美感。

相比之下，英语的旅游文本中个人情感较少，更倾

向于通过写实的手法描述景色以吸引读者和游客，宣传

目的也更加明确。英语的旅游文本更直接地介绍具体景

观或服务设施等，文化色彩较为淡薄。英语旅游文本也

经常使用第二人称“you”，营造亲切的氛围，风格更亲

近。[4]

三、翻译转换理论指导下的旅游文本翻译研究

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在旅游文本的翻译中被广泛

应用，本文将通过翻译转换理论对现有文本的英译版本

进行分析研究，包括词汇层面与句法层面，具体如下：

1.词汇翻译

Eg1. 原文：忆苦饭

译文：poor meal for recalling past suffering

“忆苦饭”是贵州遵义宣传红军精神的重要活动载

体，目的是让人们感受当时红军战士们所经历承受的苦

难，然而，当地采用了音译法，“Yiku rice”，一些导游也

会译为“terrible meal”，这两种翻译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忆

苦饭的内涵。[5] 针对这类具有特殊内涵的文本，需要进

行单位转换，即将汉语的简单词汇转换为英文的长短语，

充分解释原文本内涵，便于英文读者的理解。

Eg2. 原文：流连忘返

译文：Linger on with no thought of leaving for home.

结构转换一般体现在主被动和肯否定的转换上。[6]

在例 2 中，原文并没有出现带有否定意义的词或字，但

在翻译的时候，增加了“no”这个单词，完成肯否定的

转换，却并未改变原文意义，且进一步解释了中文成语

的内涵意义，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

Eg3. 原文：飞流急湍

译文：whirl pools and rapids

范畴转换是翻译中的一种常见策略，通过改变原文

中的词类来传达相似的概念。在例 3 中，将原文中的动

词转换为名词是一种类别转换的示例。这种转换可以保

留原文的含义，同时通过在目标语言中使用与原词不同

的词类来传达等值信息。原文的“飞、流、湍”都属于

动词，但在译文中并未出现动词，而是将其翻译为名词，

这种转换不仅保留了原文中描述水流的动作，同时也在

目标语言中更清晰地传达了这些概念，保证了准确性和

可读性。

2.句式翻译

中英旅游文本的句法差异更为明显，前文已大致阐

述了区别之处，下面将运用转换理论举例进一步说明。

Eg4. 原文：From the 12 century onward, Beijing was the 

capital of four dynasties-the Jin, Yuan, Ming and Qing. It was 

once the auxiliary the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in the early 

10 century.

译文：自公元 12 世纪以来，北京先后曾作为金、

元、明、清各代的都城，10 世纪早期以后还做过辽代的

陪都。

层次转换通常涉及语法和词汇层面，其中语法主要

涉及时态，词汇则牵涉到数的表达。在英语中，时态结

构较为复杂，通常体现在句子的谓语上；而在中文中，

过去时常添加“过”、“了”、“已经”等词，现在时常使

用“正在”、“在”等词，未来时则使用“之后”、“会”、

“将”等词。例 4 的时态整体上为过去时态，英语中一般

通过改变动词形式来表达时态，但中文并非如此。译文

里，增加了“曾”这一个字，就足以表达时态。

Eg5. 原文：古镇周围有五个湖泊环绕，镇上有多条

河流将古镇分为 15 个部分，40 多座反映各朝代风格的石

桥连接其中。

译文：This ancient town is surrounded by five lakes and 

divided into 15parts by criss-crossing river courses. They are 

linked by more than 40 bridges that were built in varied style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结构转换是范畴转换中最常见的方式。一般而言，

中文的句子结构是先陈述后评论；而英文则是评论先于

事实。此外，中文一般很少使用被动句，英文却经常使

用被动语态。因此，在进行翻译时，须进行结构转换以

更好地进行跨语言交流。本例就采用了结构转换的方式，

原文没有出现“被字句”，而为了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译

文采用了被动结构，如“环绕”译为“is surrounded”，

“将 ... 分 为 ” 译 为“is divided into”，“连 接 其 中 ” 译 为

“are linked by”。

Eg6. 原 文：The Beverly Hills will be our place for 



51

科研项目论坛 | 第2卷/第3期
Forum 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spending night.

译文：观鸟结束后，我们将下榻比弗利山庄。

英语是形合语言，而汉语是意合语言。在英文中，

常常出现包含各种从句的长句，在翻译成汉语时，需要

将这些句子拆分，将长句转换为短句或词汇，以使句子

的意义明确、精练简明。同样地，也可以将汉语文本中

所列举的词汇整合成为一个英语长句，以使句子的逻辑

紧密、结构明确。这种转换充分考虑了不同语言的特点，

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也是旅游文本翻译所必需的转换

方式。例句将“be our place for”译为“下榻”，简洁明

了，符合汉语用语习惯，同时也确保了准确性。[7]

Eg7. 原文：There is always suddenly rain cats and dogs 

in Qinghai Lake.

译文：青海湖总是突降暴雨。

内部体系转换是指源语言和目标语构成部分不同，

而形式是对等的。换而言之，当源语言文本和目的语译

文在结构上能大致对应，但翻译时需要在目的语体系里

选择一个非对应的术语时，就可以使用这种转换方式，

例句中的“rain cats and dogs”并不是字面“下雨的猫和

狗”的意思，而是译为“突降暴雨”，这就是在某种语言

内部所进行的转换，一般在成语或习语中比较常见。即

使原文和译文的字词并没有相互对应，但是在形式和结

构上是大致对应的。

四、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文举例，可以发现在旅游文本翻译中常见的

词汇层面转换策略包括词性转换、词汇扩展或缩减、词

义转换等。这些转换策略能够有效地解决原文中特定词

汇在目标语中的表达问题。另外，常见的句式转换策略

包括被动句转主动句、分句合并或分裂、语序调整等。

这些词汇以及句式的翻译转换策略能够保证翻译的准确

性和流畅性，但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损失或增益。

总的来说，翻译转换理论为旅游文本翻译提供了有效的

分析框架，能够指导翻译者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

采取恰当的转换策略。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保留原文的文

化内涵和语义细节，在转换和忠实之间寻求平衡。

结论

在词汇、句式层面，词性转换、句式调整等转换策

略能够有效解决旅游文本翻译中的各类问题，提高翻译

质量，尽管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语义变化，但总体上

有利于满足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习惯。未来的研究可进一

步深入探索如何优化翻译转换策略，并探讨将翻译转换

理论应用于其他领域文本翻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为跨

文化交际实践提供更广泛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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