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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语境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着建构和传播的双重挑战。翻译作为跨语际传播的必然媒介，

可视为Fairclough关于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重构行为。四卷《谈治国理政》作为当下中国政治

话语典型代表，以其表述新颖、互文丰富、逻辑缜密之话语特征成为翻译重构实践的范本。对该四卷著

作原文本及其英译话语特征的简要考察表明，尽管译文总体上起到了有效传播作用，但在概念观点精准

度、文化互文明晰性和逻辑语势近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将话语研究方法和成果用于指导翻译

重构实践，或可开辟翻译研究和实践相向而行，增强翻译话语传播性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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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an inevitable medium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Fairclough’s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s a social 
practice. A brief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volumes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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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on the whole,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uch aspects as con-
ceptual perspective accuracy, 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clarity and logical language potential simi-
larity. The use of discours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to guide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on 
practice may open up an effective way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 meet each other 
and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of translatio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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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主席(2017, p. 346)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

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

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

中国特色。”(习主席，2018, p. 162)换言之，国际话语权重建面临建构和传播的双重挑战。 
一是话语建构上面临“有理怎么说”的挑战。从国际语境看，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和话

语体系仍占主导地位，中国人、中国事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遭到陌生化、诡异化、乃至妖魔化的基本格局

未能打破，甚至恶化。谢伏瞻(2019, p. 7)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深度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

制、理论上歪曲、形象上丑化。”[1]孙吉胜(2019, p. 27)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

强国地位与弱势国际话语权的对比更加凸显。……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常是‘他塑’、与客观事实相

距甚远。”[2] 
二是话语传播上面临“说了怎么传”的挑战。从现实路径看，反映中国社会实践的中国话语大多通

过外语(主要是英语)实现对外传播。我国“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

力……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许钧，2012, p. 12) [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

步伐……自然就出现了第二轮翻译高潮。这一轮高潮是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服务，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服务，

为中国的理念走出去服务，近年更是为中国建构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服务。”(黄友义，2018a, p. 10) [4]
“今天我们一个非常现实和艰巨的任务就是通过翻译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国越是发展，世界越是需

要了解中国，而世界了解中国，主要还是通过翻译作品。”(黄友义，2018b, p. 88) [5]“目前中文在世界

上的使用局限性很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真正全球化交流还是依靠英文。”(黄友义，2018c, p. 7) [6]。 
简言之，翻译作为中国话语传播的必然媒介，承担着重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四卷

《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习选》)作为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政治话语的集中代表，是为宣示中国立场、表达中国观点、阐释中国政策、分享中国

经验、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而精心建构的话语范例。下文从揭示《习选》话语建构的显性语言

特征入手，从翻译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视角考察其英译的相应特征，以期翻译更好地为提升国际话语权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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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三大特征 

如果说话语是建构某一特定(领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定途径(Fairclough, 1995a, p. 76) [7]，政治话语即

是各领域话语体系中最集中反映“一个民族国家最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赵士发，2016) [8]。四卷

《习选》收录了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的文稿 270 篇，内容涵盖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方方

面面，体裁包括讲话、报告、谈话、演讲、答问、批示、指示、贺电、贺信等，是反映最新中国社会实

践的经典话语，亦成为政治话语研究的典型素材。 
西方传统的话语研究大多集中于权力、不平等、控制、支配(Fairclough, 1992, 1995b [9]; Giddens, 1991 

[10]; Bourdieu, 1991 [11]; Chilton & Schaffer, 1997) [12]等实际上比较负面的因素。相比之下，Wilson (2001, 
p. 399)的观点值得关注[13]，他认为，从西塞罗到亚里斯多德的研究表明，“政治话语旨在为了公众福祉

传递关于政策和行动的信息，迄今为止，这一基本原则依然如此，……政治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目标就

是厘清其中为达到政治效果而采用的语言选择方式。”田海龙(2017a, p. 62)认为，Fairclough (1992)关于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定义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二是这种选择是有一定原因

的；第三，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某种语言形式，是要实现某种目的的。”[14] 
依据 Fairclough (1992) [15]关于话语作为文本、作为话语实践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三维框架对《习选》

语言选择方式的考察表明，从文本特征来看，同其他同类文本相比，《习选》话语对翻译重构实践影响

较大的三大特征表现为：概念多，以简约表述明理；用典多，以丰富互文释理；排比多，以恢弘气势

论理。 

2.1. 概念多，以简约表述明理 

潘文国(2012, p. 3)指出，理论由体系构成，体系由术语组成；“术语、体系、理论，总起来可以叫作

‘话语’[16]。提出一套话语，别人认可你这套话语，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话语发展到一个程度，

以至别人讨论相关话题非得使用你的话语不可，你就有了‘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习主席，2018, p. 156)，是对外传播的时代要求，更是《习选》话语的鲜明特征。以简约

表述明理，即运用或创新简明易懂的概念明示中国之理，是《习选》话语语言选择的第一大特征。 
考察表明，除了传承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文化表述而外，概念和观点表述创新成为《习选》的一

大亮点。从话语的社会实践来源看，这种创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推陈出新，即提炼中国传统文化、

赋予时代新意，如依据“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提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生主张；二是原始创新，

即总结中国社会实践、把握治国理政大势创新表述，如第一卷中的“三严三实”、“两不愁三保障”、

“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等[17] [18]，第二卷中的“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伟大长征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新常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19] [20]，第四卷中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人民为中心”、

“高质量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从话语表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面向来看，又可大致分为

三类，即侧重面向国内治理、国内和对外并重以及侧重面向全球或地区治理(表 1)。 
这些新表述作为构成《习选》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再现了话语产生历史阶段内习思想的发展轨迹，

如一卷中“三个自信”到二卷发展成为“四个自信”，而且对新增“文化自信”论述的系统性和凸显性

进一步增强，反映了中国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

匙’”(严文斌、骆珺，2017)。从话语建构传播性来看，如表 1 所列的概念和观点言简意赅，易记易传；

同时 A，B，C 三类表述随着面向扩大，其中蕴涵的中国特有特征趋于减弱，普适性增强。要把这些新概

念、新表述推向世界，要求英译文具有相当的精准度，以便成为英文中的术语而易于传播。关于这些概

念和观点翻译精准度的考察，详见下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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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Categorical examples of discourse con-
struction concepts 
表 1.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概念观点分类举例 

类型 主要适用范畴 举例 

A 侧重国内治理 
三严三实、四种危险、四大考验、 
不忘初心、长征精神、四个全面、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 

B 国内和对外并重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新常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带一路 

C 侧重全球或地区治理 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安全观 

2.2. 用典多，以丰富外互文释理 

Fairclough (1992)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话语实践中文本联系语境的重要方面和基本特征列入

其三维研究框架之中。这一概念由 Hatim 和 Mason (1990, p. 124) [21]率先引入翻译研究时，分成了广义

的主动互文性和狭义的被动互文性(active intertextuality & passive intertextuality，另译“积极互文性”和“消

极互文性”)。前者激活语篇之外的知识和信念系统，包括嵌入文本的文化蕴涵和知识结构；后者构成语

篇内部的连贯和衔接，并产生意义的连续性。国内研究者对互文性的不同分类(辛斌，2000 [22]；罗选民，

2006 [23]；邵志洪，2010)中，以邵志洪(2010)的分类最为详尽[24]。Hatim [25]和 Mason 的主动互文性与

被动互文性和 Fairclough (1992)的显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与建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
tuality，另译“构成互文性”)在邵志洪那里代之以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和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并

分别细分，提高了其对于话语分析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由此观之，《习选》话语建构在语言选择方式

上的第二个特征即以形式丰富、数量众多的外互文表述阐释中国之理；根据李多(2017) [26]和张立新(2017)
的研究[27]，《习选》外互文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典引用、隐喻激活、熟语典故镶嵌三大形式(见表 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是相对的。实际上，很多显性互文都具有多种形式复合的特点，如表 2 中

⑨和⑩，既是镶嵌，又属于典型的隐喻。限于篇幅，本节只集中讨论典籍引用和隐喻激活两种外互文形

式对习说中国之理的阐释作用。首先，善用典籍，以经典性增强了话语建构的理据性。统计表明，四卷

《习选》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翻译 270篇文稿中，明确标注了出处的中国典籍引用(简称“用典”，

不包括对经典马列著作和其他现代著作的引用)就达 308 处，频次明显高于同类型话语的三卷《邓小平文

选》，成为《习选》话语结构的鲜明特征。如出自《论语·子路》的“和而不同”在四卷中共出现 9 次，

既以深厚蕴涵传播了中国文化，又简洁明了地阐释了中国主张，堪称言说中国之理的典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知网上未检索到 01~07 年间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论文，但并不表示在此期间

没有相关著作和文章产生，通过其他平台进行检阅，发现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为理论的提出、构建，以及

参研的聚集与扩大。2008~2011 年为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平稳期，成果总量为 112，占总量的 3.44%。

2012~2022 年 4 月为理论研究的快速期，2012 年发表量高达一百，并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次，巧用隐喻，以形象性增强了话语建构的亲和力。根据张立新(2017)关于隐喻互文和徐盛桓(2018)

关于类比隐喻的研究，《习选》中以类比隐喻出现的互文性特征十分显著。无论是在对内讲话中循循善

诱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还是国际舞台演讲中频频使用的“蛋糕”、“顺风车”、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一带一路’工笔画”等隐喻，都使话语形象且亲和。原因在于，类比隐喻

作为汉语形态特色的隐喻运用，根本价值在于它手段上具有汉语特色，内容和目的上则具有隐喻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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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徐盛桓，2018, p. 24)。[30]《习选》在国际舞台的演讲恰恰十分注重隐喻的普遍性，充分关照演讲听

众当地语境，从而增强了话语可接受性。前者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后者如在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引用俄罗斯谚语“大船必能远航”等。 
 
Table 2.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Categorical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ity i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表 2.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外互文形式分类举例 

类型 互文形式 举例 

A 经典引用 

① 和而不同。 
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③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 
④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⑤ 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 

B 隐喻激活 

⑥ 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

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8] [29]。 
⑧ 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 

C 熟语典故镶嵌 

⑨ 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

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⑩ 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从翻译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角度看，用典互文、隐喻互文和复合互文作为《习选》语言风格的重要

特征，它们对翻译的挑战在于这些互文表述以独特汉语形态蕴含的文化载荷如何通过英语形态得到充分

再现。 

2.3. 排比多，以恢弘气势论理 

Halliday & Hasan (1976)将语篇视为语义单位而不是形式单位[31]，认为语篇不是由句子组成(consist 
of)，而是通过句子实现(realized by)，实现方式是通过一定纽带(ties)建构语义联系(semantic relation)，这

些纽带构成了语篇内部各种衔接手段，包括语法衔接(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衔接(同现和复现)
和结构衔接(平行、比较和信息结构) [32]。邵志洪(2010)称之为内互文性的这些衔接手段也是 Fairclough 
(1992)三维框架中文本维度重点关注的话语特征。鉴于衔接手段(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的多样性，本节只

考察《习选》最突出的内互文特征：高频运用排比(平行)结构，以恢弘气势和严谨逻辑论证中国之理。 
此类结构对话语建构的作用可从三个角度阐明。从应用层次上看，通篇段排比、段内句排比和句内

成分排比层叠出现，分别构成了篇单元、段单元和句单元的语义连贯；从表达形式上看，使用提挈语的

显性排比和无提挈语的隐性排比综合运用，灵活多样，但无论是显性排比还是隐性排比，都体现了以工

整行文实现结构平行的特点；从表达效果来看，排比结构的高频使用充分发挥了汉语方块字行文工整的

优势，其本身作为重要的衔接手段，不但能够连贯语义，而且能够增强语势，成为《习选》话语语言形

式的又一大特点。 
限于篇幅，本节选取其中显性排比在三个层次上均有明显体现的两篇文稿加以说明，一篇是一卷第

五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表

3) (习主席，2018, pp. 35-36)；另一篇是二卷第一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在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表 4) (习主席，2017, p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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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xample of dominant parallel structure 
表 3. 显性排比结构举例 

序号 举例 应用层次句排比成分排比 

1 《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

也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 
+ 

2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 
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

有时”。 
+ 

3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

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成现

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 

4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

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 

5 
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我坚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 

 
该篇 898 字，以句号为界的完整句 23 个，表 3 所列以句排比和成分排比出现的显性排比为 5 句，占

比超过 20%。如表 3 中例(5)，句排比和成分排比共现的复合排比在《习选》中频频出现，成为推进逻辑、

连贯语义和增强语势的有效方式。 
通篇段排比即运用一个统一句式引出一段或数段论述，且该句式贯穿全篇。表 4 中的统一句式结构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的……”出现 6 次，成为通篇语义连贯的重要纽带，构成了全

篇一气呵成的恢弘气势。 
 

Table 4. Examples of whole section comparison 
表 4. 通篇段排比举例 

提挈语(主位) 排比项(述位)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

就要学习他…… 

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 

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从话语结构角度看，段排比成为《习选》文稿中系统表达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和宣示全球

治理新主张新举措新思路的高频手段。前者如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以 8 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开头的平行结构；后者如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关于文明多彩、文明平等、文明包容的三点论述，均成为习思想的核心

观点。段排比、句排比、成分排比以及各种复合排比对翻译的挑战在于能否同样以统一结构传递相同的

逻辑和语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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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谈治国理政》英译作为重构话语的特征考察 

以上对《习选》语言形式三个特征的简要分析揭示了“有理怎么说”的话语建构特征，旨在为考察

其英译中“说了怎么传”的重构话语是否通过“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秦文华，2006, p. 107)而实现了较

好地传播[33]。 
国内关于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从主流研究者身份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高校或研究机

构的学者，可视为学界；一类是官方翻译机构的从业者，可视为业界。对政治话语翻译产品(出版物)的观

察表明，两类研究未能实现“相向而行”。比如学界代表的杨明星频频发文，提出并论述了外交话语作

为一种高级政治语言的翻译中政治等效的概念(杨明星，2008 [34]，2014，2016；杨明星、闫达，2012 [35]；
杨明星、李志丹，2015 [36])业界代表的王平兴(2016, p. 93) [37]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政治等效是个误区。

同样作为业界代表的《习选》英译定稿人之一黄友义提出了“三贴近”(2004, p. 29) [38]和“三意识”原

则(2018d, p. 64) [39]，前者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

思维和语言习惯”，后者指“语言意识(对中英文语言的把握能力)、政治意识(政治政策水平)和受众意识

(国际视野，特别是了解受众思维习惯)”。这些概念和原则，无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如何，都未能形成统

一体系，未能对翻译实践起到有效指导作用。 
相比之下，Baker 关于翻译即重构(reframing)或重叙(renarration) (Baker & House, 2014)的论述[40]以

及美国华裔学者刘禾关于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等一系列关联翻译的言说(耿纪永、赵美欧，2019) 
[41]，因能籍以“重新审视跨文化诠释和东西方语言交流的形式”(Liu, 1995, p. xv) [42]，或可为政治翻译

作为话语重构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国内学界和业界将话语研究引入翻译研究，为政治话语翻译及

其研究打开了新窗口。田海龙(2017b, p. 6)指出，应从超学科的视角运用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分析框架以

及再情景化分析框架，建立起翻译研究和话语研究的对话，以探索政治话语翻译和研究的新范式[43]。刘

亮(2020, pp. 20-21)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政治文献翻译观[44]，指出“衡量翻译实效的标准就在于——我们的

译文能否真正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从而让国外读者能够理解我们的译文，让国际民众接受中国观

点，让国际社会最终欣赏中国概念，让中国的声音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政治

对外话语体系。” 
据此本节从传播有效性角度出发，针对前述《习选》原文中话语建构的三大特征考察其英译的相关

特征：概念观点精准度、外互文明晰性、逻辑语势近似性。 
总体而言，全球发行的《习选》多语种版本作为中国话语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海外受到空前欢迎(严

文斌、骆珺，2017) [45]。刘春梅(2021, p. 66)的研究也表明[46]，《习选》英译通过语义调整等迁移手段，

准确地实现了“演讲者的政治意图，使目标听众和潜在听众更容易接受演讲者的观点”。故本节对《习选》

英译语言特征考察和分析只是从精益求精的角度发现某些问题和不足，以期进一步提升翻译的传播性。 

3.1. 概念观点精准度考察 

孙吉胜(2019, p. 41)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要重视对

这些理念的精准翻译，……这是转变为世界话语的必要条件。”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翻译。反

言之，概念观点翻译精准度不够，即不利于中国话语传播。由于《习选》概念、观点十分丰富，此处仅

选取数例对其翻译的精准度作简要考察(见表 5)。 
根据孙吉胜的观点，概念观点翻译的精准度可表现为意义正确(包括褒贬对应)、表述简练、前后统一，

或称正确性、简约性和统一性。由此观之，表 5 中例(1)三性俱佳。例(2)所用 rejuvenation 属于中性词，

在 COCA 语料库中搜到其同国家、民族搭配作复兴含义的应用均为对中国话语的引用，一定程度上说明

英语中基本接受了这个译法，但据 COCA 语料库检索和杨明星(2014, p. 105) [47]的研究同时表明，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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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表达民族、国家复兴更多用英语中更具褒义且更具气势的 revitalization，如 and right now，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America desperately needs a revitalization，and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例(3)“中国声音”

的译文 many voices from China，回译后可能成为“来自中国的很多声音”，正确性存疑，至少是容易产

生歧义。例(4)“三严三实”作为“数字 + X”构式概念化的典型代表，汉语表述简明扼要、易懂易传，

是中国话语一大特色，但在形合为主的英文中，这类概念甚少，因而为翻译带来了挑战。检索表明“三

严三实”在《习选》一、二、三、四卷中分别出现 1，6，3 次，二卷和一卷的翻译不统一，且二卷 index
所列同正文中的翻译前后颠倒。从前述概念翻译精准度三要素衡量，这一概念翻译尚未实现较好的传播

性。相比之下，例(5)的四种译文正确性和简约性较好，但不具备统一性，也影响传播。 
 
Table 5.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conceptual ideas translation 
表 5. 《谈治国理政》部分概念观点翻译举例 

序号 原文(出现频次) 译文 
1 中国梦(179 次) the Chinese dream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7 次)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3 记者朋友们……，向世界传递了许多

“中国声音”。(一：3) 
...conveying to the world many voices from China. (I: 3) 

4 三严三实(10 次) 

a) Three Stricts and Three Earnests (I: 421) 
b) The 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 (II: 46) 
c)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 and 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II: 617; III, 649)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以独立句形式出现 4 次) 

a) The ocean is vast because it refuses no rivers. (I: 284) 
b) The sea is vast because it is fed by all rivers. (I: 323) 
c) The ocean is vast because it is fed by hundreds of rivers. (I: 364) 
d) The ocean is vast because it admits all rivers. (II: 591) 

3.2. 文化互文明晰性考察 

文化互文即前文 2.2 所述各种形式外互文性中的文化因素或载荷(cultural load)，文化互文明晰性主要

指这些载荷、涵义或意象在翻译中是否得到了准确而充分的阐释并在译文中得以明了地再现。文化互文

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对翻译的挑战在于其中“文化意象一旦脱离原初的文本网络，即可能失落，

从而导致误译以至歪曲”(秦文华，2002, p. 56) [48]。表 6 所列三例在明晰性不足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Table 6.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 symbol translation 
表 6. 《谈治国理政》部分外互文符号翻译举例 

序号 原文 译文 

6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127) To accomplish extraordinary feats, we must wait 
for extraordinary persons. (I: 140) 

7 
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

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 
(一：370) 

If we allow these problems to spread like weeds,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astrous, and the  
tragedy of Farewell My Concubine, which Mao 
Zedong used as a metaphor for losing power, may 
come true. (I: 407) 

8 
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

展，……，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

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二：49) 

To..., there are still many snow-capped peaks that 
we must scale, many grasslands that we must 
cross, and also many Loushan Passes and  
Lazikou Passes that we must conquer. (II: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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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必待”译为 must wait for，原文的主动期待成了被动等待，属于典型的释义错误导致的歪曲

翻译，属于消极迁移；例(7)中的 concubine 据 COCA 语料库检索表明为贬义，同原文感情色彩相反；例

(8)中的 grasslands 在英文中缺乏艰巨性的文化含义，而像“娄山关”、“腊子口”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

的历史典故，直接用拼音指代，因译文读者缺乏相关历史知识，无法产生原文所期待的意义解读，因而

缺乏传播性。 
武建国等(2019)认为：“话语传播语境的改变必然涉及重新语境化和意义的转换。”[49]由此观之，

上述三例英译所体现的文化互文性翻译中释义错误、褒贬错位、背景空缺等三类问题，可视为再语境化

不足而形成的意义建构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了意义的消极迁移，即译文读者无法获得原文概念意欲传达

的意义。结合王克非和王颖冲(2016)的研究，文化互文翻译明晰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一是确准原义，

如例(6)，顺应期待义，先用 expect 取代 wait for，再据此转译其深层结构予以重构：Extraordinary feats call 
for extraordinary persons；例(8)中的 grasslands 换为 marshlands 更接近于原文艰巨之义；二是对应褒贬，

例(7)“霸王别姬”中的“姬”对于“霸王”而言完全褒义，在弱化其具体意象的同时，其中的褒义则不

应改变，因而 Farewell My Love 或可增强其传播性；三是补充信息，例(8)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经英勇鏖战的地名，蕴含独特历史文化涵义，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

翻译在英文中属于典型的文化完全空缺项，音译和直译而外，首次出现时应辅以释义才能达到传播作用

(王克非、王颖冲，2016, p. 90) [50]。 

3.3. 逻辑语势近似性考察 

话语逻辑语势主要由衔接和连贯构成。Baker (2018, p. 235)指出[51]，衔接是构成语篇的“表层关系

网络，将语篇中的词语和表达连成一体，而连贯则是潜藏(underlie)于语篇表层之下的概念关系网络”。

这种潜藏语义关系不依赖任何显性衔接手段体现，而是依靠话语顺序实现。如汉语意合为主的衔接方式

和先偏后正的话语顺序，决定了很多复合句之间没有任何显性衔接手段，且语义重心落在句尾(张斌，2015, 
p. 663) [52]，如表 7 中例(9)和(10)。因此，翻译除了准确传递显性衔接，还应挖掘和再现隐性连贯所表现

的语义重心。换言之，逻辑关系和句式选择的灵活性，应以不改变语义重心，尽可能传递原文语势为前

提。 
 
Table 7.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sentence struc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表 7. 《谈治国理政》部分句式结构英译举例 

序号 原文 译文 

9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Empty talk harms the country, while hard work makes it flourish. 

1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A single flower does not make spring, while one hundred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bring spring to the garden.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I: 426; III: 
282, 419, 436)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re as valuable as gold and silver. (II: 432) 

 
例(9)和(10)在四卷《习选》中分别出现 9 次和 4 次，译文非常统一，均用 while 引出后半句。根据

汉语后重心常态，原文两句语义重心分别为“实干兴邦”和“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英译中的 while 尽

管有 whereas 之意，但据 COCA 语料库检索表明 while 引导的是从句而不是主句，由此可以判断例(9)和
(10)的英译出现了语义重心偏离，应分别修正为 While empty talk harms the country, hard work makes it 
flourish 和 While a single flower does not make spring, one hundred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bring spr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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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例(1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四卷《习选》中出现 11 次，英文翻译有 4 种，均基本达意，

但杨全红(2018, p. 97) [53]对该句译文作专门研究后认为，各种译文“都没能将原文中‘就是’二字的语

气传达出来”，并提供了改进译文：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themselve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笔者认为 themselves 亦可代之以 as such)。此类研究成果能否并如何从“学界”走向“业界”，取

得统一认识，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例(12)是习主席参观《复兴之路》现场讲话的开场首句，运用三

个动词加三个隐喻，点明了该展览内涵，紧接着用“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指出了其重要意义，成为

前面三个动宾小句的结果和升华，表述工整，一气呵成，语势恢弘。译文将三个排比动词缩略并弱化为

系表结构 is about，尽管基本达意，但句子功能和语势蜕变，有点像导游介绍展览，从逻辑语势近似性考

察，该译文失之于弱，试改译为 This showcase, “the Road to Rejuvenation,” reminding us of our nation’s past, 
demonstrating China today, and predicting its future, turns out very instructive and enlightening. 

4. 结语 

理论的意义在于不仅能够解释现象，而且能够指导实践。翻译研究除了描写翻译现象，还应能够指

导翻译实践。翻译作为话语传播的必然路径，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使命重大，空间

宽广，任务艰巨。四卷《习选》作为精心建构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典范，以其表述新颖简约、互文丰富深

刻、逻辑严谨缜密之特点为翻译重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对《习选》英译本对应话语特征的简要考

察表明，尽管译文总体上传播性较好，但在概念观点精准度、文化互文明晰性和逻辑语势近似性等方面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的意义还在于试图提出将话语分析方法和成果用于指导翻译重构实践，或可开

辟翻译研究和实践相向而行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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