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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字幕翻译中最早始于英汉翻译，随着电影业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汉英字幕翻译的

重要性凸显出来。研究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近十年内期刊为数据来源，通过精确主题和时间检索出

2010~2020年国内学者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针对国内影视剧的汉英翻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借助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分析和整理。结果发现众多学者对汉英字幕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起

承转合性与译例的影视热点性，以及翻译策略的基本性上，无形中体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进步。

然而，对汉英字幕研究的其他理论基垫尚显薄弱，建议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侧重于对翻译过程中

寻求其他功能翻译研究，对译介的国产推广性以及翻译策略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从而为进一步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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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began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film industry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Chi-
nese-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has been highlighted. Taking the journals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paper retrieves the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tudies of dome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in 2010~2020 through positioning keywords, themes and time. 
With the help of Cite 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llates the above data. 
It is found that many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ese-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continuity and the hot spots of the translation examples, as well as the basic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ch virtually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ft power of na-
tional cul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equivalence of other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explore the populariza-
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it will make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oft power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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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四五期间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对影

视字幕翻译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影视字幕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的表现手段之一，在文化交流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依靠本土化翻译，中国的影视作品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海外许多国

家掀起了“华流”，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电影是一种集艺术性和商业性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英

语电影被引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电影字幕翻译是将影片从原版片的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

言，即通过字幕或配音成为另一种语言的影片，从而使另一种语言的观众在欣赏影片中，对电影的内容

能有更准确的理解。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作为大众传媒一种手段，电影作品已经跨地域普及，作为一

种新兴的翻译方式，外来电影的字幕翻译显得越来越重要。字幕(subtitles of motion picture)是指以文字形

式显示电视、电影、舞台作品中的对话等非影像内容，也泛指影视作品后期加工的文字。在电影银幕或

电视机荧光屏下方出现的解说文字以及种种文字，如影片的片名、演职员表、唱词、对白、说明词以有

人物介绍、地名和年代等都称为字幕。影视作品的对话字幕，一般出现在屏幕下方，而戏剧作品的字幕，

则可能显示于舞台两旁或上方。字幕翻译语言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传播学价值，而且具有更重要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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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价值。 
最早的专业字幕翻译随着电影的文化交流于 20 世纪 20 年代应运而生，而国内对于专业影视字幕的

翻译则起步较晚，直至 20 世纪后期影视字幕翻译开始兴起，对于影视字幕翻译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茁

壮成长起来，无论从研究内容抑或是研究理论到研究译例的解析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字幕翻译可以划分

为三类：首先，以语言学为出发点，分为语内字幕翻译(Intra-Lingual Subtitling)和语际字幕翻译(Inter- 
Lingual Subtitling)。语内字幕翻译又称为“垂直字幕翻译(Vertical Subtitling Translation)”，即改变说话方

式，但语言并没有发生改变。语际字幕翻译又叫做“对角字幕翻译”(Diagonal Subtitling Translation)，是

将原语译为目的语，并将目的语同步叠印在屏幕或图片下端。有时会同时涉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在

此双重翻译过程中，语内翻译通常是语际翻译的基础。其次，以字幕技术为出发点，字幕翻译可分为开

放式与隐藏式。开放式字幕具有非任意性，主要有电影字幕和语际电视字幕；隐藏式字幕具有任意性，

是将文字加入电视信号的一种标准化编码，有助于耳聋或听力有障碍的观众观看。最后，以字幕的内容

为出发点，有显性电影字幕翻译和隐性电影字幕翻译两种。显性字幕翻译主要是对原文本人物话语和对

白的翻译 ；而隐性翻译主要是指示性翻译，例如对时间、地点等的解释说明。以字幕的形式为出发点，

影视字幕翻译可以分为单语和双语两种。双语影视字幕包括原语字幕和译语字幕；而单语影视字幕只显

示一种语言，但可以进行语言种类的转换，或者在屏幕上端调出第二字幕。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这个理论进入中国

翻译研究之后对国内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奈达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

等”的翻译标准；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

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

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奈达在中国译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奈达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帮助创造了

一种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以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奈达在《翻译理论于

实践》一书中解释道，所谓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但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中，奈达又把对等解释为是指功能而言。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

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他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

的功能。奈达所强调的是“对等”，是“信息”“意义”和“风格”的对等，奈达从语义学和信息论出

发，强调翻译的交际功能，正如他自己所说：“翻译就是交际”，目的是要寻求原语和接受语的“对等”。

他所说的“信息”包括“意义”和“风格”，着重于交际层面。他实质上要打破的是传统的翻译标准。

他把翻译看成是“语际交际”，也就是在用交际学的观点来看问题。 
研究将以 CNKI 数据库收录的近十年内期刊为数据来源，通过精确关键词、主题和时间检索出

2010~2020 年国内学者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影视剧的汉英翻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借助 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总结与趋势研究，旨为研究工作者在字幕的汉英翻译上提供其研究动态和发

展方向，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绵薄之力。 

2. 研究数据来源 

近十年内关于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影视字幕研究越来越多，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 CNKI 全文期

刊数据库，通过输入主题“功能对等与字幕翻译”以及时间段设置“2010~2020”，共检索出 131 篇期刊

论文，后经过人工筛除英汉字幕材料分析或关系较弱的论文后，最终确定了 22 篇功能对等理论下的汉英

字幕为研究材料，可见 10 年内对汉英字幕的翻译研究还相对较弱(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对字幕翻译的研究在 2010~2015 年呈上升趋势，2015 年达

到峰值，之后略微下降，近两年虽又出现上升趋势，但幅度并不大。而功能对等理论下的汉英字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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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则更少，仅有 22 篇，从图 2 可以看出，汉英字幕的研究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可见随着国家软文化的

建设，众多学者对英汉字幕的研究开始下降，而对汉英字幕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尤其是近两三年国漫影

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汉英字幕的翻译发展呈上升走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内汉英字幕的研究逐年

增长，但是 2020 年却骤然下滑，笔者猜想这与新冠疫情导致的这一年电影业不景气密切相关。 
 

 
Figure 1. Statistics fo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from 2020 to 2020 
图 1. 2010~2020 年功能对等理论与字幕翻译统计 

 

 
Figure 2. Statistics fo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and Chinese-English subtitles from 
2010 to 2020 
图 2. 2010~2020 年功能对等理论与汉英字幕翻译统计 

3. 研究过程分析 

Cite Space 软件是一款可以将国内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工具。它可以找出所选定文献中最为重要

和最为关键的信息，弄清其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历程，以及识别其最活跃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研究过

程分为三步，首先把已准备好的22篇在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汉英字幕翻译研究材料数据放入Cite Space
软件中。其次，通过时间切片，关联强度，网络裁剪，节点阈值筛选和其它功能补充如叠加分析、全文

本挖掘等完成相关参数设置。最后通过可视化结果显示可以得出综合图谱结果的初步解读。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28


肖荷，谢红雨 
 

 

DOI: 10.12677/ml.2022.1011328 2406 现代语言学 
 

4.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 Cite Space 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在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汉英字幕翻译研究虽然文本译例不尽

相同，但大部分学者研究都集中于理论的探讨和译例的热点结合上。 
(一) 理论的起承转合性 
所分析材料显示，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形式对等、语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上来讨论汉英字幕。具体如

图所示： 
 

 
Figure 3. Comparison of analysis module of Chinese-English subtitles under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图 3. 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汉英字幕的分析模块对比 

 
通过图 3 可以看出，在汉英字幕分析中，功能对等视阈下，对于形式对等、语义对等和文化对等的

译例分析呈上升趋势。众多学者强调语义对等的基础上翻译汉英字幕，文化对等占其次地位，最后才是

形式上的对等。2012 年高捷的《从功能对等看电影<画壁>字幕的翻译》[1]，以及 2016 年王漂笛、李海

燕发表的《功能对等理论下北京方言的翻译——以电影<老炮儿>为例》，文章从信息功能等值、文化功

能等值和人际功能等值三方面分析了电影《老炮儿》字幕翻译[2]；2019 年任颜卿的《从功能对等视角解

析中文字幕的英译——以<金陵十三钗>为例》[3]中强调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应以语义对等为重，其次

是语言、文化和美学的对等。由此可以看出，功能对等理论下的语义对等、文化对等和形式对等无论在

英汉字幕翻译中还是汉英字幕翻译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应首先遵循语

义上的对等，使得观众在理解明了的基础之上再来考虑文化和形式上的对等。当然，三者相互作用，起

承转合，缺一不可。 
(二) 译例的影视热点性 
通过汉英译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众多学者在功能对等理论的视阈下，紧跟时代潮流，结合影视热

点来分析汉英字幕翻译。如 2019 年国内动漫电影《哪咤之魔童降世》，随着国内热度的迅速增高，汉英

字幕的翻译研究变成为刚需。王振，郑颖(2019)的《国漫电影“走出去”字幕翻译研究——以<哪咤之魔

童降世>为例》则是紧随影视热点应运而生的文章[4]。再如温凌鹤(2019)的《功能对等理论在电影字幕翻

译中的应用——以<战狼 2>为例》[5]；以及杨安训(2020)的《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甄嬛传>字幕研究》

均是以影视热点为基础，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分析汉英字幕的研究[6]。由此可见，随着国内影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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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汉英字幕研究也接踵而至，成为势不可挡之趋势。 
如图 4 所示，虽然国内影视业起步较晚，对于汉英字幕的研究则随着近几年的影视热点白热化呈现

不可阻挡之趋势，众多学者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紧随影视热点探索汉英字幕的研究，本身就是社会

进步，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的一种表现形式。 
 

 
Figure 4. Examples of popular movie subtitl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图 4. 影视热点下的汉英字幕翻译研究译例 

 
(三) 翻译策略的基本性 
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理解，认为以异化、归化为代表的翻译策略处于文化层面，多

从文化上考量；而以直译、意译为代表的翻译方法为语言学派所惯用，处于文本层面，多从篇章语言上

考量。这种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意义不大。从上可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

特在讨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时并没有刻意地做这样的区分，两者往往是同义的。实际上由下述可知，

翻译策略的概念最初是由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Lev 提出 Translation“MINIMAXSTRATEGE”，用以

保证职业翻译工作中的输入/输出的合理关系和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表达手

段在语篇上的高度等值。 
翻译策略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思路与某种宏观理论一脉相承或由翻译经验

引发，途径是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方式是达到目标的具体手段，程序是达到目标的先后次序。这四个

方面相辅相成，互有影响。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翻译策略是宏观理论桥接翻译实践必由之路，贯穿于

整个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理论推衍出来，也可由实践经验和技巧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得。

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把源语文本转换为目标语文本时采纳的步骤，这种步骤可能、但不一定能导致最

佳的译作”。Skelinen (1993)把策略定义为是与“目标取向性”和“主观最优性”相关联的过程，而非解

决问题的过程。换句话说，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自认为要达到的既定目标的最佳方法。 
在汉英两种语言的翻译中，翻译策略是必要条件。它包含很多方面，如替换，伸缩，分合，译借等。

在汉英字幕的翻译研究中，众多学者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认为大部分的翻译策略应集中于直译、

归化和增译与减译上，这几种翻译策略是最基本也是最直观的方法。如汪恒，张媛媛(2017)的《<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电影字幕翻译策略研究》便是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对原译本进行了分析[7]，认为应该着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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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三种翻译策略的运用，即减译、直译和归化。再如饶建华(2015)的《文化功能对等在影视字幕翻译中的

实现——以电影<卧虎藏龙>为蓝本》中探索分析了在字幕翻译的过程当中，以功能理论为指导，运用减译、

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使得原本近乎白话的字幕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被西方观众所接受[8]。所有翻译策

略都在直译、意译和增译、减译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分析，这也体现出字幕翻译中翻译策略的基本性。 

5. 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对汉英字幕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起承转合性与译例的影

视热点性，以及翻译策略的基本性上，再功能对等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剖析。然而，对

汉英字幕研究的其他理论基垫尚且薄弱，建议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侧重于对翻译过程中寻求其他

功能翻译研究，对译介的国产推广性以及翻译策略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因此，本文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功能对等理论是奈达在 20 世纪中期提出的翻译理论。功能对等视角在翻译中的应用已经相当

成熟，对于对等，众多学者一般从语义对等、语用对等和文化对等来对字幕进行研究，为避免重复性研

究，可以结合上述方面创新延伸出其他功能的对等，如美学对等、风格对等来研究汉英字幕翻译。一方

面可以为字幕翻译研究提供较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可以将上述理论发展应用于新的领域。 
其次，在研究译例上，虽然电影字幕的研究数量众多，但都以英美影视剧为研究案例，而国产剧的

外译字幕翻译研究寥寥无几，仅功能对等理论与汉英字幕中的 133 篇文献中，有且尚有 22 篇的汉英字幕

研究，这反映了国产影视剧和电视剧的影响力还不足，译介数量微乎其微。另外，其他类型的节目，如

访谈、演讲等节目的字幕翻译研究还较少。综上，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英美电视剧和国产电视剧的动态，

尤其是国产剧的译介，此外，访谈、演讲等节目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这对响应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中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汉英字幕的研究策略上，应避免单一的研究方法。电影字幕的翻译研究常采用个案研究，即

以具体的作品为例展开分析，基于语料库等方法的定量研究较少，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基于语料库，除了

研究策略的基本性之外，应该从其他更多策略入手，展开多部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研究。 
语言是国际文化传播的第一手段，也是国家软实力之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是文化，或是

科技，或是思想理念的交流中语言翻译无一不体现了其地位的重要性，故对汉英字幕的翻译应该持一种

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要达到功能的对等，更应该注重交流沟通、文化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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