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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视翻译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翻译领域。而作为影视翻译最为直观的表现方式，字幕翻译尚未形成系统

的理论体系，还仅停留在凭借经验和悟性的阶段。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的翻译理论对影视

字幕翻译有很大的启发，其核心理论是“功能对等”——翻译不是要求文字表面的字字对应，而是实现

两种语言间功能上的对等。本文论述了电影字幕翻译的特点及其发展现状，并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分别

在语义、词汇、句法及修辞层面探讨了该理论在《花木兰》真人版迪士尼电影中的应用，试图为字幕翻

译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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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is an emerging field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s the 
most intuitive manifest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has no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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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and only stays in the stage of relying o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The transl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the famous translation theorist Eugene Nida 
has a great inspiration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Its core theory is “functional 
equivalence”—translation does not require word correspondence on the surface of text, but rea-
lize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lm subtitle translation, and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n the live-action Disney film Mulan from the semantic, 
lexical, syntactic and rhetorical level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meaningful inspiration and refer-
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subtitl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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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影是人们认识世界，传播不同国家文化的重要桥梁。相比于传统翻译研究，字幕翻译研究发展不

够成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如何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翻译英语影视作品的字幕，

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表达的信息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取材于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以西方视角演绎中国经典故事。主

角出生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皇帝为了对抗北方匈奴的侵略，下令召集民间男子从军，但因花木兰父年老

衰弱，难以出征，她瞒着家人，趁夜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上阵杀敌，但在疗伤

时暴露女儿身，险被以欺君罪名当斩。首领看在她立下大功，于心不忍，下令将她逐出军营。在众人以

为大获全胜时，匈奴首领挟持了皇帝，木兰和战友们合作营救，最终从敌人手中成功救出皇帝，并击溃

了敌军，从此名声远扬，广受百姓尊敬和爱戴。 
该影片在国内取得较高收视率，精彩的字幕翻译功不可没。简洁是本片语言的一个特点，语言易于

理解，使用了许多短语。此外，花木兰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抹特别的色彩，在时代的进步中得以不断发

展，不同形式的改编是中国本土故事与外国制造之间的文化碰撞。本文以翻译学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

等理论为依据，对《花木兰》的字幕翻译进行分析研究，进而论证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影视字幕翻译中

的可行性。 

2. 影视字幕翻译的特点及现状 

字幕的重要作用是传递信息，其信息功能有两个特别之处：一、字幕所提供的语言信息是视觉信息、

听觉信息密切配合的；二、字幕的语言信息呈递进式推进[1]。这两个特点可以使我们意识到画面和声音

对实现字幕的信息功能有很大作用，且字幕翻译不像同声传译一样无间断地传递信息，而是出现在屏幕

上，停留片刻后出现下一段。因此，若实现字幕的信息功能，译者必须保证信息的连贯，从而保证观众

能付出最少的努力更清晰地掌握影视作品想要传递的信息。这就要求字幕翻译用词更简练、易懂，少用

过于冗长的复杂句[2]。其次，字幕的译文在屏幕上持续的时间受到电影语言声道和视觉通道的限制，字

幕需要配合原画面与人物对白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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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对等理论 

1964 年，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他提出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

对静态的文本信息的关注转移到读者对文本动态信息[4]。在 1969 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奈达再次定

义说：“动态对等就是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他在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说到：不再采用“动态对等”一说，取而代之成为“功能对等”，因而

使其含义更清楚。“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

形式上也要求对等，做到近似自然，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将读者反应至于其他翻译因素之上，他坚持认

为，任何一种能用一种语言表达描述的事物都能够并且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找到与原文最为贴切的语言进

行表达，找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等[5]。 

4. 功能对等理论在英语影视字幕翻译中的应用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可以作为字幕翻译的理论指导。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面临着两个任务，

一是表达原文的意思，二是将原文的美，特别是带有中国元素的文字，再现到译文中。此外，译者应根

据电影的类型和字幕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分类和方法，以保证翻译的生动、准确，英语电影字幕的翻译，

如添加、省略、意译等四字词语的运用，文化形象的改编，文化专用词语的灵活运用。对于具有丰富文

化元素的电影，通过引起目标受众的共鸣来实现对等。 

4.1. 语义对等 

翻译时最重要的原则是忠实的传达原意。翻译文本必须和原始信息对等。译者要根据特殊情景做出

选择，翻译影视作品时，最重要的是在特殊语境中，从语言学和非语言学角度，决定正确的意义，选择

合适的中文表达[6]。 

4.1.1. 直译 
直译是根据源语与译语的特点，保证原文语意不流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影片中的内容与形

式。最重要的是，直译不是死译，而是在完整转换原文的内容和用意的情况下，尽量直译[7]。 
例 1：原文：Your chi is strong, Mulan. But chi is for warriors. 
译文：你内心的气很强大，木兰。但是女儿家不需要气。 
这里的“气”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国语把“chi”一词译为“元气”，一种暗藏在每个人体内的能

量。是人皆有“元气”，男性由于在历史长河的两性地位上的特殊性，可以有“资格”，有“条件”去

学习和掌控这种源自自身的能量。所以在此影片中，译者选择直译的方式翻译这个词，并不会给观众造

成理解上的困难。将带有中国元素的文字，再现到译文中正符合了功能对等理论的要求。 

4.1.2. 意译 
意译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

想，消除语言文化的障碍，减少观众对外国文本的陌生感[8]。 
例 2：原文：You are a mighty warrior, rise up like a phoenix. 
译文：你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如凤凰般涅槃吧。 
凤凰涅槃，是指凤凰浴火燃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重生，并得到永生。比喻一种不屈不挠的

顽强精神。出自于郭沫若先生的同名作品《凤凰涅槃》，并流传的神话。功能对等理论关注的是目标接

受者的反应，而不是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形式。它的目的是使目标受体对目标文本的反应与原受体对原文

的反应相似。此处译者运用译意的方式减少观众的陌生感，使观众易于理解影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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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词汇对等 

词汇层面的对等是指在翻译中站在读者角度，使用与源语文化内涵意义效果等同的词来替代源语词

汇。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意义的词，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找到在中文中的功能对等形

式表达主要信息[9]。 
例 3：原文：I indulged her. She is innocent of the world, of men, and the evils of war. And now she’s in 

great danger. 
译文：我太纵容她了，她涉世未深，不知人心险恶，不知战争残酷，如今她只身犯险。 
在汉语中，人们常用四字成语，使文章流畅易读。以上例子可看到译者站在读者角度，选择与译语

常用的四字成语，通俗易懂，在荧幕上便于观众理解。“涉世未深”，“人心险恶”，“只身犯险”这

四字成语对应的源语介词短语，不仅形式对等，内容也对等，正符合了奈达的功能对等语法所要求。 

4.3. 句法对等 

句法层次方面，汉语和英语也存在许多差异。例如，非人称主语在英语句子中比中文句子出现的频

繁。它反映了西方文化极强的物质意识，中国人的惯性人本思想[10]。 

4.3.1. 省略 
在影视字幕翻译中，对于不重要部分的省略是可以接受和必要的。 
例 4：原文：I could tear you to pieces before you blink. 
译文：我能瞬间把你撕成碎片。 
如前所述，电影是由瞬间在银幕上稍纵即逝的视觉画面组成的，它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被反复阅

读和品尝。由于字幕翻译的有限性和短暂性，省略是翻译的必然。这句话原意是“我可以在你眨眼前把

你撕成碎片”，但是译者进行了省略，把眨眼前删减掉，换成瞬间，更能适合译语观众的语言思维，同

时也强调了仙娘武力的高强。 

4.3.2. 简化 
英语突出主语，而汉语突出主题。 
例 5：原文：It’s time you talked to her. 
译文：你该说说她了。 
在这句话中，“it’s time”常在中文中做主语，在汉语中有较短的对应形式“应该”。 
例 6：原文：“Black wind and I rode along, two rabbits running side by side, I think one was a male, one was 

a female, But you know, you can’t really tell when they’re running that fast.” 
译文：“刚才我骑黑风回来的时候看到两只兔子并排着跑，我认为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但是

还说不准，它们跑得太快了。” 
在影片的原型《木兰诗》中对这段的描写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是雌雄。”意为“虽然在生活中男女性别特征明显，但在战场的厮杀中就难以分辨男女了”，这是对木

兰突破男权思想的一个冲击点。此处实现语言的功能对等转换，既忠实于源语文本，又便于译语观众理

解其内涵。 

4.3.3. 增译 
增译法是一种常用且重要的翻译技巧，在翻译过程中目的语存在表达不清、找不到对应译文的情况

时，增译就可以发挥作用采用替换或者补充说明的方式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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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原文：Not witch. Warrior. 
译文：别叫我巫婆，叫我战士。 
这是仙娘在受到可汗的侮辱时做出的回答。仙娘的能力无法得到众人的接纳和认可，在付出巨大努

力后仍被可汗侮辱的情况下做出的挣扎，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名战士，只是希望自己得到认可。译者适

当填词，让观众在情感上达到了共鸣。 

4.4. 修辞对等 

好的字幕翻译能够吸引目标语观众的注意力，调动他们的兴趣。在修辞层面达到翻译的功能对等，

观众在接受译语信息时能够获得与源语观众相同的观赏体验。 
例 8：原文：Her skin is white as milk. Her fingers like the tender white roots of a green onion. 
译文：她肤如凝脂，指如葱白。 
此句中，源语运用了比喻的修辞的手法，为达到对等的功能，译者在译语中也运用了修辞，且短语

更凝练，使观众对源语表达的语意清晰明了。 

5. 结束语 

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该电影字幕译者采用各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在语义、词汇、句法及文

化层面实现语言的功能对等转换，既忠实于源语文本，又便于译语观众理解其内涵，并竭力使译语观众

与源语观众获得相同的观影感受。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指导翻译工作上具有

切实可行的实际意义。在影视作品字幕翻译的实践中，死板地套用该理论是普遍存在的错误做法，要实

现语言的功能对等转换首先是真正理解其内涵，译者应该不断探索、完善电影字幕翻译理论和技巧，尽

可能创作出“原汁原味”的优秀作品，以期推动字幕翻译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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