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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教学与翻译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2019 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简称“三

进”)试点工作。 作为全国三家试点高校之一,四川外国语大学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三进”试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外语人才与国际传播人才的重要抓手,凝练出“1332 嵌

入式融合型‘三进’试点改革模式”,在合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全方位开展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 本栏目聚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三进”改革试点,推出教师“三进”教学改革与研究成果,涉及阿拉伯

语、英语、俄语和日语四个专业,其中阿拉伯语专业的研究论文针对习总书记善于用典的语言特征,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相

关理论,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拉伯语译本中的典籍名言翻译策略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

“三进”阿拉伯语的教学提供参考。 英语专业、俄语专业和日语专业等三篇文章则分别以“三进”课程为载体,结合英语、

俄语与日语专业学生的不同特点,围绕国际传播译者能力培养、课堂教学设计路径、语篇连贯与衔接能力培养,探讨“三

进”课程的实施开展,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这些文章是“三进”改革试点中涌现出来的成果,可以为我国外语

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价值引领、开展课程思政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祝朝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典籍名言阿译研究

吴昊
(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重庆 　 4 0 0 0 3 1 )

摘　 要:善于用典是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的鲜明特色。 典籍名言的翻译因其跨越时间、空间维度,需要译者在“多维度

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 本文在生态翻译学视域

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中的典籍名言翻译进行分析,总结其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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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拉伯语译本已出版三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贺信等,总计 270 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为阿拉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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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窗口,从政要、学者到普通民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阿拉伯国家圈

粉无数。 阿联酋穆罕默德王储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应该成为各国领导人执政的指南和标杆。 阿联

酋《联邦报》发文建议阿拉伯国家政治精英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学习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
埃及很多中高层政府官员非常重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视之为治国理政的案头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

考虑学习中国经验时,往往都会阅读阿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已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导读”作为课程在中文系开设。
国内多所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作为连接“课程”和“思政”的桥梁,开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的教学实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集中反映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符合“思政”要求;同时,其翻译传神达意,为构建融通中阿的话语体系树立了榜

样,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的翻译教学素材,符合外语类课程专业性的要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

“三进”,对于培养学生用阿拉伯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进而向阿拉伯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多语种翻译研究,也可以为“三进”教学提供参考。
对典籍名言的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是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的闪亮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至三卷中加以注释的典籍名言近 300 处,每一句典籍名言都是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代表着中华文化特

有的精神标识,闪烁着新时代的思想光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外译既要展示其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又要体现其新的时代内涵;既要传播中国智慧、彰显文化自信,又要让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
因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翻译极具研究价值,是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

1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典籍名言翻译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话语体系等方面与其他翻译研究

途径均有不同。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转换,而是在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

译生态之间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和谐共生性”(胡庚申
 

等,2021:1-6)。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

简括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对
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以及对交际意图的体现。 译者需要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保

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胡庚申,2014:104-1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翻译过程中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主要是由于其涉及两个维

度的跨越而产生的,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 时间的跨越是典籍名言从古至今的纵向跨越,空
间的跨越则是其从原语空间到目的语空间的横向跨越。 时间维度的跨越需要译者调和典籍名言的经典

涵义及其在文本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翻译如果拘泥于典籍名言的原式原义,可能就会损失其在文本中的

语用价值,但若只关注其在具体语境中的交际功能,那么典籍名言的翻译可能就流于普通的说理或描写,
会丧失其传统文化精髓。 从空间维度上来说,由于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译者不

得不在传播中国文化和让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就需要做出适应性选择以达到讲好

中国故事的效果。
下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译本第一至三卷中的典籍名言翻译为语料,考察译者在产生译文时,

如何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进行“多维度适应”,继而进行“适应性选择”,在“古”和“今”、“中”和

“外”之间实现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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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阿译语言维的平衡

就语言生态平衡而言,译者要致力于保持原语与译语的词义平衡、句意平衡、原语与译语的“传神”
与“达意”的平衡,原语与译语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平衡,原语与译语文风的平衡,等等(胡庚申,2017:
1-6)。 显然,由于汉语和阿拉伯语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要兼顾上述各方面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

态,需要译者通过“适应”和“选择”来实现语言维度的平衡与和谐。
2. 1 句式

在句式层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力求对原文对仗的句式进行保留,如“天下难事,必
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译为 ,“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译为“ ”,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译为“ ”等,都在阿语翻译中保持了句式

的工整对仗。
原文对仗结构中又有互训现象的,译文往往采用整合互训部分的办法调整句式,比如“自知者英,自胜者

雄”,“英”和“雄”互训,译文将互训的部分合并,调整为“ (了
解自己并能战胜自身弱点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又如“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法古”和
“循旧”互训,将其整合后译为“ (如果

工作是好的,如果事情对完成工作是有用的,那么就没有必要遵循旧俗)”。
此外,译文还借用了阿拉伯谚语的常用句式“ (谁……,就……)”进行翻译,比如“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译为“ (谁小时候懒惰,长大后就去乞讨)”,“得众则得国,
失众则失国”译为“ (谁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能成功治理国

家,否则就失败)”等。
2. 2 语义

在语义层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主要采用了意象意译化、语义明晰化和语义核心

化三种策略。
意象意译化主要指将诗歌中的意象进行意译,比如“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出现了两

次,译文分别为“ (尽管我只是个小小县官,但心里

想着群众所做的所有事情)”和“ (我们职位虽小,但我

们的心和人民的情感联结在一起)”,两处翻译都没有将诗句中竹子的“一枝一叶”这个意象直译出来,而
是意译为老百姓的一举一动和民情。

语义明晰化主要指结合典籍名言在文本语境中的语义进行翻译。 比如“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微”
指事物的开端,“末”指事物的终结,强调抑制不良之事于萌芽阶段很容易,等酿成大祸时再来挽救就很

困难。 该典籍名言在第一卷《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中出现时,
前文为“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

……”译文结合具体语境进行阐释,处理为“ (疾病初

期的治疗容易,但拯救病入膏肓者就很难) ” ,把抽象的“微” 和“末” 明确为“疾病初期” 和“病入膏

肓” ;该句在第三卷《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中出现在段首,
该句引 导 的 段 落 论 述 从 严 治 党 以 及 对 犯 不 同 错 误 的 干 部 要 不 同 处 理 的 问 题, 译 文 为

“ (把不好的事情抑制在摇篮中

很容易,当它转变成灾难时就难以解决了) ” ,将“微”和“末”明晰为“在摇篮中的坏事”和“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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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核心化主要指将典籍名言中不涉及在阿拉伯语中有文化缺失,又不属于核心语义的信息

去掉,进行简化翻译。 语义核心化虽然会失去原文的部分语义,但不会损失其核心意义,比如“ 凿井

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译为 “ (深井起于浅坑) ” ,将“三寸”

“万仞”仅用“浅”和“深”来表达。 又如“锐兵精甲,不能御也”译为“ (任何力量都

不能抵御它) ” ,把“锐兵精甲” 简译为“力量” 。 再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整合为

“ (金子只有在数不清的筛洗后才会从沙子中

出来) ” ,将“千” “万”的数词简化为“不尽其数” ,同时略去了“吹尽狂沙”这个信息。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阿译文化维的平衡

生态翻译学认为,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为了在文化维上达到“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让阿拉伯人听懂中国故

事”的平衡,采取了多种策略。
首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有着强烈的凸显中国文化符号的意识。 比如“不要人夸

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译为“

(梅花不需要人们夸赞它的好颜色,只想把其芬芳散播天地之间)”,“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译为“ (无论风多么猛烈,无论

刮自哪个方向,都像竹子一样屹然挺立)”,两处译文都将诗句描写的主体“梅”和“竹”译出,而且都采用

了相同的正偏组合结构。 正次是“梅”和“竹”的上义词“花”和“树”,偏次是“梅花”和“竹”,这样的翻译

方式可以减少阿拉伯人因文化缺失而可能产生的理解障碍。 “梅”和“竹”一直生长在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习近平总书记借诗言志,本身就是大国自信的彰显,译文将诗句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凸显,让中国以物

言志的文化得以传播。
同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在处理阿拉伯文化中缺失的语义时,会采取借阿拉伯人熟

知的事物诠释其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将非核心信息省略不译的策略。 比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
 

译为“

(如果橙子树种在淮河以南,那么它的果实就是真正的橙子;
如果种在淮河以北,那么它的果实只是外形像橙子,味道却不是橙子的味道)”,用阿拉伯人熟知的

“ (橙子)”来解释“橘”和“枳”的区别。 再如“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译文处理为“

 

(如果只用水来烹

饪羹汤,谁愿意吃呢? 如果曲子只有一种曲调,谁愿意听呢)”,
 

将阿拉伯人陌生的中国传统乐器“琴”和

“瑟”用其易于理解的“同一曲调”来进行翻译。 对于在阿拉伯文化中缺失,
 

却不影响句子核心意义的信

息, 译 者 往 往 选 择 省 略 不 译, 比 如 “ 山 重 水 复 疑 无 路,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 译 为

“ (怀疑前面没路的时候发现了新的村子)”,将阿拉伯沙漠文化中

陌生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略去不译。
此外,对于典籍名言中的隐喻类比,译者会将原文中隐藏的相似点译出,便于阿拉伯读者的理解。 比

如“治大国若烹小鲜”,原句中只有始源域“治大国”和目标域“烹小鲜”,它们之间的相似点究竟为何并未

出现,可能会对阿拉伯读者造成困扰,译文“ (治理大的国家,是一

件极其细致的事情,就像烹饪小鱼一样)”,将“治大国”和“烹小鲜”之间的相似点“极其细致的事情”译

出,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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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阿译交际维的平衡

除了语言维、文化维的信息转换和内涵传递之外,译者还要关注原文交际意图在译文中的体现。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在实现交际维的平衡上,主要体现在对其新时代价值的关注和同语异

译的多元共生两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对典籍名言的引用,不仅对其文化精髓进行了阐释,还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古籍

中的文字真正活了起来,这些典籍名言的翻译就需要关注其被激活的新时代价值。 比如“偷得浮生半日

闲”,原是描写诗人在游览寺院时,无意中与一位高僧闲聊许久,难得在纷扰的生活中暂且得到了一点儿

清闲时光。 总书记说,“尽管工作很忙,但‘偷得浮生半日闲’,只要有时间,我就同家人在一起”,译文处

理为“
 

(从工作中抽身,在怡人的环境中陶冶身心)”,
译文传达的语义不再是单一地得到清闲时光,而是在清闲时光中陶冶自身。 又如“爱子,教之以义方”译

为“
 

(如果你爱自己的儿子,就要教他正确的品德,并

让他走上正确的道路)”,译文在原文“教之以义方”的基础上增加了“引之以正路”的内容。
同语异译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阿译的一个突出特点,一至三卷中部分典籍名言被多次引用,但

译法完全相同的只占少数,大多数都是同语不同译,这是译者在交际维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典籍名言虽同,但
是被引用的场合不同,其承载的交际功能也不尽相同,自然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翻译。 比如“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文中与其余 17 个典故出现在“中华文化强调

……”这一长句中,是作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出现的,译文为“
  

”,将

“道”直接音译,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凸显;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中,是在谈论“坚持公平

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的段落中出现,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被用来讨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加强战略和行

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一文中,出现在论述“增进战略互信” 的段落中,这三处译文为

“ ”,把“道” 译作“公正的政

策”,把“天下为公”译为“世界就是大家的”。
再如,“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文中出现的语境是“历朝历代都

高度重视县级官员选拔任用。 古人早就总结出……这一历史现象”,该典故在交际维度要表达的核心语义是

“如何选拔”,译文为“ ”,即

“从基层职员中选拔国家领导,从士兵队伍中选拔英勇的将领”,在语言结构上用动词词根“选拔”作为起

语;在《“治大国如烹小鲜”》一文中,总书记在用自身基层工作经历阐明树立群众观点的重要性时引用了

该典 故, 强 调 的 是 基 层 经 验 的 重 要 性, 译 文 为 “
 

 

”,意为“国家领导应该在基层服务过,伟大的将领应该从普通

士兵中成长”,译文将“国家领导”“伟大将领”作为起语,将“应有基层服务经验”和“应从普通士兵中选拔”
作为述语。 上述例子中译文的变化都是为了贴合典籍名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交际功能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从交际维上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也有个别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下句:
俄罗斯有句谚语:“大海必能远航。”中国有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相信,在

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能够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好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一卷《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第 277-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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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被意译为 “
 

 

(无论前路如何艰险,我们都将克服并最后取得胜利) ” ,笔者认为此处直译为佳。 从交际

维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李白的这句诗不仅是为了表达诗句本身的道理,这句诗在这里还有更重

要的交际功能,那就是该诗句中的意象“海”和“船” ,和“大海必能远航” 这句俄罗斯谚语完全契合。
俄罗斯谚语和中国古诗在表达相同内涵时选择了相同的意象,这是两国文化相通的一种隐喻。 译文

将俄罗斯谚语直译,却将中国古诗意译,就丧失了该诗句在此语境中交际功能的重要部分,此处的翻

译可以参考该诗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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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中的直译方

式,即“
 

(但愿我能乘长风破万里浪,高高

挂起云帆,在沧海中勇往直前)”。

5　 结语

作为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胡庚申,
2014:104-111)。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进行考察后发现,译者进

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时,在语言维采用了保留对仗句式、整合互训成分、借用阿拉伯谚语常

用句式、意象意译化、语义明晰化和语义核心化的策略;在文化维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有意凸显,借阿拉

伯人熟悉的事物诠释其不熟悉的事物,省略非核心信息,指明隐喻相似点;在交际维关注典籍名言的新时

代内涵,对承载不同交际功能的同一典籍名言区别翻译,以达到最理想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整体而

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典籍名言的阿译兼顾了其语言之美、意象之美、哲理之美,传播了其传统文化价

值、新时代价值和普世价值,体现了其在语境中的交际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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