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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维转换"视阈中的旅游网络文本英译

——以“杭州旅游英语官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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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江苏太仓215411)

摘要：与传统旅游文本不同，旅游网络文本在内容、语言运用、表述方式、体例、影响力等方面有

着鲜明的特点。作为生态翻译学理论重要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之一，“三维转换”为旅游网络

文本汉译英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高效的操作办法。用“三维转换”对“杭州

旅游英语官网”网络文本英译的观照既能丰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也能积极促进我国涉外

旅游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旅游网络文本；翻译；“三维转换”；生态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2一0078—05

2013年7月10日，谷歌公司发布了《中国入

境旅游白皮书》。基于大量相关搜索数据研究样

本，该书指出，“88％的外国游客通过互联网获取

来华旅游信息，有超过70％的外国游客依赖网

络，2012年关于中国旅游资讯的搜索增长为7％，

而中国周边国家旅游搜索增速均高于中国。”不

难看出，在网络应用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涉外旅

游呈现出了新的气象。2013年4月25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明

确提出：“国家制定并实施旅游形象推广战略。

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统筹组织国家旅游形象的境

外推广工作，建立旅游形象推广机构和网络，开展

旅游国际合作与交流。”显然，旅游网络文本汉译

英理论实践研究亟需在这种大背景下与时俱进。

然而，“中国知网”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

月，全文包含“旅游网络文本翻译”、“旅游网页文

本翻译”及“旅游网站文本翻译”的相关理论研究

论文仅有12篇。这些研究从传播学、营销学、语

料库、功能翻译理论等研究视角出发，相对零散地

进行了初步的探究。另除丁大刚著的《旅游英语

的语言特点与翻译》提及旅游网站文本英译汉之

外，并无相关专著对旅游网络文本汉译英进行深

入研究。而具有跨学科视野的“生态翻译学”理

论体系则能有效地弥补上述研究缺憾。该体系中

旨在解读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

换的“三维转换”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但“中

国知网”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关键词包

含“三维转换”的旅游英语翻译研究论文只有《旅

游外宣英译改写策略的生态翻译学阐释》、《旅游

景区公示语英译研究》等六篇。这些研究虽然对

生态翻译学在旅游英语翻译实践中的某个侧面做

出了一定的探索，并未结合网络文本实例做出深

入的探究。本文拟剖析旅游网络文本构成及特

征，并于此基础上分析“三维转换”在“杭州旅游

英语官网”汉译英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从而

探索促进涉外旅游网络建设的新思路和新办法。

一、旅游网络文本构成及特征

丁大刚认为“广义的旅游文本可以划分为旅

游专业文本和普通文本。专业文本是针对旅游领

域内专业人士的，例如旅游研究论文；旅游普通文

本是针对普通大众的文本，其中包括旅游标识语、

导游词、旅游广告、旅游宣传册、旅游宣传单、旅游

指南、旅游景点介绍、旅游地图、旅行见闻

等。”⋯11与旅游专业文本和普通文本相对应，旅

游网络文本也可以宏观地划分为旅游网络专业文

本和旅游网络普通文本。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旅

游网络专业文本，而是主要针对潜在旅游者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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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普通文本展开探讨。为方便行文，下文将“旅

游网络普通文本”统称为“旅游网络文本”。

1．旅游网络文本构成及运行环境

本质上讲，旅游网络文本是兼有旅游广告、旅

游指南、旅游景点介绍等多种旅游文本的综合电

子文本。较之传统的印刷文本，这种新型旅游文

本的语言内容和形式体例要更为复杂。

以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办的官方“杭州旅游

网站”(杭州旅游网http：／／www．gotohz．co瑚／)为

例，我们可对旅游网络文本的内外部构成有更直

观的了解。配以居中的“三潭映月”西湖美景动

态大图，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品质

生活之城”的宣传语简洁醒目。首页左侧栏目导

航精练，只有旅游网络专业政务文本栏目链接人

口、旅游网络普通文本链接入口、语言栏选择链接

入口等三个栏目导航。版权信息以极小的形式出

现在首页的一角。点击进入旅游网络普通文本主

链接人口后，在新展开的汉语版首页页头有“品

位杭州、吃在杭州、住在杭州、游在杭州、购在杭

州、娱在杭州、旅游咨询、旅游互动”等8个主题

栏目。页面正中是“重点推荐公告、最新动态、景

点旅游线路推荐、杭州旅游景点深度游、杭州旅游

地图、杭州概况、历史文化、天气预报等板块。网

页底部包含“手机WAP、电子杂志、旅游指南手

册、游记攻略”等内容。页面边角地带又包含“魅

力杭州、旅游锦囊(含便民服务、旅游微博)及广

告、公共链接、版权声明”等信息。点击进入各相

关链接，图文并茂的旅游网络文本即展现在读者

眼前。

从外部运行机制和环境看，旅游网络文本具

有独特的互动性和及时性。各种功能指向充分利

用了现有网络展示支持技术，有效地在网络空间

里动态互补地满足了潜在旅游者看、听乃至反馈

的交际需求。

而就文本内容而言，富含旅游信息的旅游网

络文本极具针对性。它为潜在旅游者游前准备、

游中参考和游后反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旅游网络文本语言、语篇特征

翻译家Newmark将文本按功能划分为“表达

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珊at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旧。以推动潜

在旅游者消费实现的旅游文本被认为属于呼唤型

文本。而Dann则根据传播载体的各异把旅游文

本分为“声音、图像、书面和感觉文本”，并根据旅

游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文本分为“旅行前、旅行中

和旅行后文本”口J。综合前文总结，我们不妨定

义旅游网络文本是一种动态跨文化呼唤型复合文

本。它的复杂特性决定了旅游网络文本的语言及

语篇特征的独特性。

为了服务潜在的旅游对象，旅游网络文本的

创作及翻译都是必须以网络读者为中心的。所以

让网络读者看得清楚明白又印象深刻，并使其产

生积极行动的欲望是旅游网络文本翻译的根本任

务。为高效完成这一任务，旅游网络文本在用词

方面除了使用体现旅游专业特征的专业词汇之

外，还多使用“经过精心选择的关键词、外来词、

缩略词及复合词。”⋯15这其中，关键词需要高度

简洁，词性多为含积极意味的形容词和名词；网络

文本的新鲜感则是由外来词来体现的；而缩略词

和复合词则是着力于解决在短平快的网络阅读空

间中高效完成信息传递任务。在句法方面，旅游

网络文本句式有着口语化的倾向。在必须使用长

句时，旅游网络文本往往选择剔除过多的修饰限

定成分，趋向于使用简洁而节奏明快的并列句。

在语用方面，英语旅游文本突出为旅游者服务的

观念，突出读者的中心地位。

旅游网络文本语篇属于综合型超文本语篇，

是兼有旅游广告、导游词、旅游指南等多种旅游文

本的综合电子文本。有时这种电子文本是以靠视

觉、听觉甚至视听结合的形式展现的。读者可根

据需要随时从旅游广告跳转到旅游景点介绍，或

是参照着导游词阅读旅行见闻评论。在这种动态

开放的阅读环境中，旅游网络文本语篇具有“没

有起点与终点的流动性、部分读者和作者的融合

性、没有中心与边缘的无中心性、口述和读写并重

的电子话语、空间拓展导致的开放性”【41等语篇

特性。因而在开展语篇翻译时，必须考虑实际呈

现的网络综合语境情况。

尽管旅游网络文本在内容、语言运用、表述方

式、体例、影响力等方面与传统旅游文本有着较大

的差异，但其翻译却是不无规律可循的。这里，我

们不妨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出发，来

仔细探究这些规律。

二、生态翻译学与“三维转换"

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讲座上，胡

庚申首次提出了建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构想。

2008年，他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题名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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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解读”的论文，完成了从“翻译适应选择

论”的构想到生态翻译学的系统架构。

集整体性思维、有机性思维、关联性思维和过

程性思维于一身的“三维”转换属于生态翻译学

相对微观的具体表现。胡庚申认为：“‘语言维的

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

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

传递与阐释⋯⋯‘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

择转换。”[5】

具体而言，“三维转换”是一种既注重分析与

综合的结合统一，又注重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行

为的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方法，是关注翻译操作层

面应用研究的一个焦点。这种翻译方法主要关注

如何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积极

能动地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转换上着手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作为译事中

心的译者根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动态地开展语

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转换，以获得适应翻

译生态的优秀译文。“三维”转换的实施排序和

翻译因特定环境不同需要而有差异。

接下来，我们不妨结合杭州官方旅游网站英

译实践来具体分析上述“三维转换”的具体应用。

三、旅游网络文本翻译中的“三维转

换"

杭州官方旅游网站提供了英、日、韩、德等四

个外语版本。本文则以其英文版展开论述。

1．交际维优先的原则与编译的积极运用

根据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作为祈使

类语篇的旅游网络文本英译“三维转换”的优先

排序首先是交际，其次是文化，最后是语言。旅游

网络文本的英译只有首先满足旅游网络文本交际

层面上的需要，才能适应其在翻译生态环境生存

的要求。亦即是说，如何在翻译中实现旅游网络

文本的商业传播功能是英译的首要任务。为潜在

国外旅游者提供最直观、最生动、最具有鼓动性的

信息文本是译文在生态翻译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先

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的实现往往体现为编译策

略的积极运用。

与文学文本和科技文本不同，旅游网络文本

在编译过程中能够承受更多的“时间”及“逻辑”

上的编辑调整。然而，这种编辑调整不是随心所

欲、避重就轻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谨慎操作

的。杭州旅游网络文本英译实践即清晰地展示出

这种特点。

在交际优先原则的指引下，杭州旅游网英文

版首页并非汉语版彻底照翻，不是对汉语原版内

容的直译或意译，而是根据交际的需要采取了编

译的方式来服务交际目的的达成。英文版首页因

而呈现出了极简的风格。在一张西湖全景鸟瞰图

的衬托下，英文版首页将原汉语版“品位杭州、吃

在杭州、住在杭州、游在杭州、购在杭州、娱在杭

州、旅游咨询和旅游互动”等八个页头标题栏转

换成了4个：“Why Hangzhou(为何选择杭州)、

Discover Hangzhou(发现杭州)、Plan Your T却(旅

程规划)和What’s Hot(旅游热点)”；原汉语版页

面正中“重点推荐公告、历史文化等8个功能板

块被“what’s new(最新信息)”和“Review on瞄p
Advisor(旅游社区评论)”两个英语功能板块代

替；原汉语网页底部和边角地带的诸多辅助内容

在英文版中均被省略。然而编译并非是简单的省

译，较之汉语网络原版，英文版在大量精简的同时

增添了一条醒目的英语宣传语：“unseen beauty，

Unforgettable HaIlgzhou!”此外还增添了六个动态

信息滚动栏：west Lake(西湖)，Tourist Attraction

(观光胜地)，Tea Culture(茶文化)，Heritage Site

(遗产地)，Capital of Silk(丝绸之都)，Tradition＆

Folklore(传统和习俗)，和Hangzhou Daily“fe(杭

州日常生活)。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编译都是

蕴含深意的。杭州旅游网英文版对汉语页头采取

的编译其实是在用“why”+“珊1at”+“How”+

“where”西方人士惯常的交际信息获取方式，这

种方式更能激起潜在外国游客思考“when”，即何

时开始采取行动进行旅游消费的可能。与此同

时，汉语版页头中的有些未被译出的相关信息并

未被完全删除，而是被巧妙地化译到了各子类项

目中。如原汉语版“行在杭州”中相关信息在英

译版中就被移至“Pl锄yourt邱”栏目中子文本

“FAQ”当中。但在编译的过程中，也有些信息在

英语版本中是大量略去不译的。例如，英文版对

汉语版杭州历史名人中的“白居易介绍”进行了

逐字翻译，但对另一篇介绍清代杭州名人阮元的

文本却未译。这些时而移花接木又视而不见式的

翻译调整是服务于交际优先原则的，也是符合阅

读对象逻辑思维特点和商业认知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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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交际维优先的原则在杭州旅游官网的英

语实践中多有体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官网在

音频、动画等互动性网络元素的英译上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2．文化维的动态信息调整

交际维优先的原则关注的更多的是翻译的谋

篇布局，从整体上确定网络文本英译的格局和走

向。而“三维转换”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虽偶也

有涉及翻译整体行文布局，但相对更关注的是网

络文本细节部分的英译工作。胡庚申认为，文化

维的适应性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

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

择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内容上存在的

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

原语言转换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

系统。’’[6]

中西文化差异巨大，表现在思维方式、语言行

为等多个方面。不加考量的对旅游文本内容一一

对译不仅徒劳无功，有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文化

冲突。例如，欧美人士因宗教等原因不喜食用动

物内脏，汉语版“吃在杭州”中本来有对牛杂及相

关店铺的介绍因而就没有在英文版“Cuisine”一

栏中出现。与之相对的是，汉语版网页中有关茶

文化的内容较少，但英文版中不仅增添了不少茶

文化的背景知识内容，更将“Tea Culture”置于较

为醒目的滚动栏中，以此吸引对茶文化感兴趣却

了解不多的国外游客。这些处理都是从文化维出

发动态调整相关信息的集中表现。

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不仅表现在信息缩减

上，有时也表现在信息的增添上。例如在杭州旅

游官网“why Hangz}Iou”版块“Home of silk”栏目

介绍最后有这么一段话：“In the Yuan D)，nasty

(1271—1368)，the silk—production industry in

Hangzhou was more pmsperous tllaIl eVer．The fa—

mous Italian explorer Marco Polo passiona￡ely stated

in his的vel joumal t}lat“Both men arId women are

fair and comely and for tlle most part clot}le tllem—

selves in silk，so vast is tlle supply 0f tJlat material，

bot}l from山e whole district of l(insay(Hallgz}lou)，

and f而m t}Ie impons by traders f而m ot}ler pmVinces

⋯”此处本是介绍杭州的丝绸发展和现状，但却

不吝篇幅的介绍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话语。此举

旨在增添文化信息元素，能够让欧美潜在旅游者

在产生文化共鸣的基础上产生文化心理上的信任

感和认同感，从而达到更好的行动“劝说”作用。

3．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语言维和文化维联系紧密，也是注重对译文

细节雕琢下功夫。旅游网络文本翻译中的语言维

适应性选择是建立在充分尊重旅游网络文本构成

规律和语言语用特色上的。如前文所述，旅游网

络文本是兼有导游词、旅游广告等多种旅游文本

的综合电子文本，具有典型的互动性和及时性，是

一种动态跨文化呼唤型复合文本。文本用词往往

避开过度书面化的浮夸表达，转而青睐高度简明

扼要、富含积极意味且能引起愉快联想的名词和

形容词。

例如在“PlaIl your trip，’栏目中有这么一段

话：“ne s—ngtime of Hangz}10u feels ljke the咖n—

quilit)r of Heaven manifesting on Eartll．Spring offers

the best time for出e appreciation of the reputed

‘mist)r March scenery of Jiangnan’．A stroU in the

lush greenery of t}le cit)r triggers tlle fondest memo—

ries． In such a fbrtile，resurgent season，happiness

is ever)讪ere in Hallgzhou．StmUing along L0嘲ing
Tea PlaIltation aIld enjoying tlle nowers in Prince

Bay Park are must—dos．”在这段旨在唤起潜在旅

游者旅游意向的译文中，划线部分名词和形容词

的选用绝非偶然。诸如“缸anquility、Heaven、

greenery、happiness、must—dos”的名词和“best、

repu￡ed、lush、fondest、fbnile、resu唱ent”的形容词在

相应同类词汇里并非最高妙的选择。但这些选用

的名词和形容词既简洁又能引人遐想，因极适应

旅游网络文本的实际交际需要而成了不二之选。

此外，旅游网络文本句法、句式有口语化倾

向。具体表现为多用短句，在必须使用长旬时，文

本中往往剔除过多的修饰限定成分而趋向于使用

节奏明快的并列句；文本在语用上突出以旅游者

为中心展开服务的基本原则。这里我们不妨以网

站“矾ere to Go”栏目下的“Nigl】t life”译文“As a

modem metmp“s，t}le nigll山fe of HaIlgz}Iou is Vig—

orous and fascinating． After daytime excursions to

lakes and mountains in Hangzhou，touris￡s can whol-

ly rela)【at night． Hangzhou is like a melting pot as—

similating various cultures f而m vadous countries．

As the t)，pical representative“dch culture，pubs&

bars here are enchanting and fascinating to many

tourists．There are aU kinds of pubs and bars matc—

hjng t}le tastes of all di髓renttouris￡s，mainly g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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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ng in NaJlshan Road and Hubin Road．”为例来深

人剖析。这个含有五句话的段落基本采用简单句

行文，没有采用任何含有“that”或“which”的复杂

句子。文本使用了modem、vigorous、fascinating、

rela】【、rich、enchaIlting等多个颇具口语化且极富褒

义色彩的关键词串联全文。而且行文围绕游客的

需要设置编排内容的语用目的性很强。第一句话

开篇吸引游客关注杭州丰富多彩的现代“night-

life”；第二句话从游客角度考虑出发自然而然地

完成了从白天旅游过渡到夜晚旅游的逻辑关注

点；第三、四句话点明杭州“ni曲nife”的多元化与

包容性；最后一句提供给读者具体可操作性的游

览参考信息。文本用了短短80个单词轻松且高

效地完成了翻译中语言维适应性选择操作，充分

展示了语言维适应性选择的实施策略和表现形式。

杭州旅游官方英语网站积极响应了国家旅游

形象推广战略，在全国旅游城市涉外旅游网络建

设中走在前列，为我国旅游业国际化提供了良好

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杭州旅游官方网

站的英译也丰富了旅游网络文本英译的实践和理

论探索，印证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

希望更多的旅游网络文本英译翻译实践能以此为

鉴，在这种理论利器的指引下达到交际维、文化

维、语言维的合理配置及最佳表现，营造更好的翻

译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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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ourism Website Text Tm璐lation B嬲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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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ngzhou Travel Omcial Website PerSpectiVe

XIE Xiaoli

(Sllzhou Cllien—ShiurIg I璐titute of Technolog)，，Suzhou Ji蛐铲u 215枷，Cllina)

Abstract：Urdjke traditional p五nting tourism texts，tlle tourism website text h硒distinctive features on its content，langIlage llse，

expression appr∞ches，layout and innuences． A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f如llses of Eco—tra脚latology， “7nlree DimeIlsional

T砌sfo册ati∞”offe璐a brand—new studying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asures of great emciency to to删sm website text tr哪-
lation practice．t11le obsenralion锄d use of“山ree dimensional tra咀sf011Ilation”method on H明gzhou Travel湎cial website wiU

not only endch tIleoretical reseaI℃h of eco—traIIslatolo日，but also c锄positively push China’s fbreign—related toudsm to be

more prospemus·

KeywordIs：to试sm website text；translation；th陀e dimensional transf0肌ation；eco—tra璐l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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