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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dimensional
 

theory
 

in
 

Eco-translatology
 

proposed
 

by
 

Professor
 

Hu
 

Gengshe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is
 

theory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last
 

ten
 

Summer
 

Olympic
 

Games
 

 1984-2020 
 

sloga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slogans
 

of
 

the
 

Olympic
 

Games
 

ar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in
 

theme
 

of
 

the
 

times 
 

and
 

some
 

of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logans
 

have
 

obvious
 

dimensional
 

emphasis
 

and
 

demarcation 
 

while
 

other
 

translat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o
 

they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examined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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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轉換」視角下奧運會主題口號翻譯探析
———以第 23 至 32 屆夏季奧運會為例

王　 婷

吉首大學

摘　 要:由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譯生態學中的「三維轉換」理論對於翻譯實踐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本文嘗

試運用這一理論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對近十屆夏季奧運會(1984-2020)主題口號的翻譯展開研究。 研究發

現,奧運會主題口號是時代主旋律的重要表徵,一些主題口號的譯文有著明顯的維度側重和分界,而另一些譯文則

兼具三個維度的特性,故應從整體上進行關照和審視。

關鍵詞:三維轉換;生態翻譯;奧運會主題口號

基金專案:吉首大學 2022 年研究生科研創新專案(專案編號:JGY2022048)。

引言

主題鮮明、富有內涵的口號是成功舉辦歷屆奧運會的重要元素。 主題口號作為歷屆奧運會主辦國舉辦

理念的高度概括和舉辦精神的集中體現,逐漸成為了奧運會的文化標籤。 奧運會的舉辦歷史可追溯到西元

前 776 年,但直到 1984 年,奧運會口號才開始作為奧運會主題獨特的表現形式,逐步走入大眾的視野。

圖 1　 公示語翻譯文獻關鍵字突現 Top9
　

考慮到主題口號從屬於外宣公示語,因此本文首先就公示語翻譯的相關文獻進行檢索,並結合

CiteSpace 軟體對其關鍵字進行了突現詞分析,其突顯詞的資訊表如圖 1 所示。 從分析的結果來看: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間,學界以「三維轉換」視角對公示語開展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熱點。 可以預見,該理論也將在

未來一段時間對公示語翻譯的研究持續施加影響力。
基於此,文章嘗試運用生態翻譯學的「三維轉換」理論(即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結合近十屆夏季奧

運會(1984-2020)主題口號的翻譯展開研究。 通過開展相關研究,以期豐富三維轉換理論在奧運會口號翻

譯研究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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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理論綜述

(一)
 

生態翻譯學理論概述

早在 2001 年,胡庚申教授在香港浸會大學做翻譯講座時首次提出了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的

概念。 生態翻譯學作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把「翻譯研究派」的跨學科研究推向一個

新的階段。 持生態翻譯學觀點的學者把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即在翻譯的過程

中,應該特別注意譯者的適應選擇和翻譯生態環境( translation
 

eco-environment)。 翻譯生態環境是生態翻譯

學中的重要術語,「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出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
託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胡庚申,2008)。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異也。」 (《晏子春秋﹒

雜下之十》)。 生態翻譯學理論也是如此,一旦翻譯的生態環境發生變化,在把植根於一種語言的文本翻譯

成另一種語言後,譯文所處的環境與原文不同,因此會存在一定程度的變異和偏離。 從這個角度來說,評判

譯作是否作為佳作的標準應為譯作是否適應其生態環境,如多維轉換、讀者、委託者的回饋等。 也就是說,
只有適應轉換度高的翻譯才稱得上是佳作。

(二)
 

「三維轉換」理論概述

生態翻譯學將翻譯原則定義為「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即需譯者從「三維」(語言維、文化

維、交際維)著手翻譯。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轉換。 文化維

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和闡釋。 由於原語文化和譯語在性質上

和內容上往往存在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

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

適應性選擇轉換。 它要求譯者除語言資訊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

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胡庚申,2008)。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

 

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的適應和至少「三維」的選擇轉換,
 

才可能產生出恰當的譯

文;適應轉換的維度越多,
 

選擇的適應性越高,
 

譯文的整合適應選擇度
 

( the
 

degree
 

of
 

holistic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也才有可能相對地越高。 「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就是最佳翻譯(胡庚申,2008)。 也就是

說,
 

整合適應選擇度是評價譯本品質的一把「尺子」。

二、
 

奧運會主題口號的時代特徵

主題口號反映了一個階段的主要發展特徵,奧運會主題口號則體現了國家對本國甚至是整個世界的願

景。 筆者將近十屆夏季奧運會主舉辦年份、舉辦地及主題口號進行匯總,把近十屆夏季奧運會主題口號

(1984-2020)所體現的願景劃分為國家及世界兩個維度,分別進行探究。

年份 屆次 舉辦地 主題口號

1984 第 23 屆 洛杉磯(美國) Play
 

Part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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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屆次 舉辦地 主題口號

1988 第 24 屆 漢城(韓國) Harmony
 

and
 

Progress

1992 第 25 屆 巴賽隆納(西班牙) Friends
 

for
 

Life

1996 第 26 屆 亞特蘭大(美國)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

2000 第 27 屆 悉尼(澳大利亞) Share
 

the
 

Spirit

2004 第 28 屆 雅典(希臘) Welcome
 

Home

2008 第 29 屆 北京(中國) One
 

World,
 

One
 

Dream

2012 第 30 屆 倫敦(英國) Inspire
 

a
 

Generation

2016 第 31 屆 里約熱內盧(巴西) A
 

New
 

World

2020 第 32 屆 東京(日本) United
 

by
 

Emotion

表 1　 近十屆夏季奧運會(1986-2020)主題口號一覽表

(一)
 

體現國家層面願景的奧運會主題口號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提出「Play
 

Part
 

in
 

History」的主題口號。 此前,為奧運會專門提出一個主題口號

的做法並不流行。 出於推動更多人參與奧運會及相關活動的目的,洛杉磯奧組委提出了這一口號。 雖然當

時因宣傳不到位,該口號並未達到理想的效果,但此舉無疑是一次積極的探索,且為此後歷屆奧運會主題口

號的提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將主題口號定為「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 當時的國際局勢相對平

穩,面向 21 世紀,各國的發展呈現多元化,也出現了許多令世人關注的新趨向:「一超」強權政治,受到更加

普遍的反對;多極化進程明顯加快,大國關係調整走向更趨明朗。 同時,該屆奧運會恰逢現代奧運會舉辦一

百周年。 其口號迎合了現代奧運會的百年慶典的主題,也充分體現了東道國對於舉辦本屆奧運會的自豪感。
2004 年,雅典奧運會提出「Welcome

 

Home」的主題口號。 2004 年,除中東地區外,國際局勢仍保持了總

體穩定。 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解決重大國際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廣泛參與和合作。 因此,雅典奧運會從

「遺產、人本、參與、慶典」的理念歸結出「Welcome
 

Home」的口號,這一口號既包含了雅典奧運會對全球參賽

的運動健兒的盛情歡迎,也表達了東道主對奧運會重回現代奧運會發源地的喜悅與自豪之情。
2012 年,倫敦奧運會提出「 Inspire

 

a
 

Generation」的主題口號,它體現了倫敦申辦奧運會時對世界的承

諾。 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仍未消除,世界經濟的復蘇步伐依然沉重,經濟增長速度還處於低迷

態勢。 該屆奧運會口號主題為激勵一代又一代,為全球經濟的恢復信心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鼓舞。 為表彰

該口號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國際奧組委決定將倫敦奧運會的這一口號在往後所有的奧運會特許商品和所有

印刷品和相關出版物上廣泛使用。

(二)
 

體現世界層面願景的奧運會主題口號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會提出了「Friends
 

for
 

Life」的主題口號。 這屆奧運會是現代奧運會上史無前例

的一次大團結。 此前,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莫斯科奧運會遭到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抵制,參賽國家大幅

減少。 隨後舉辦的洛杉磯奧運會和漢城奧運會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這間接影響了現代奧林匹克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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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傳承。
 

巴賽隆納奧運會「永遠的朋友」這一奧運口號表達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友誼和和平的渴望,詮釋了各

民族和各國人民的團結精神。
1988 年,漢城奧運會提出了「Harmony

 

and
 

Progress」的主題口號,蘊含著人們對長期和平和共同繁榮的

殷切期待。 國際奧會為了避免朝鮮以及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抵制,
 

時任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

特別建議讓平壤和漢城共同承辦這屆奧運會,
 

這一建議雖然沒有得到實現,
 

但卻發揮了積極作用,化解了

抵制的危機
 

(張連凱,2010)。
2000 年,悉尼奧運會將「Share

 

the
 

Spirit」作為其主題口號,該口號早在 1992 年悉尼在申辦第 27 屆夏季

奧運會時就已經提出。 悉尼試圖通過這一口號來反映奧林匹克精神舉世共用的特性和理想,也試圖以此來

鼓舞並掀起悉尼及澳大利亞人申請承辦奧運會的熱潮,並將此作為對全世界人民前來參與和分享悉尼奧運

會的邀請。 這句口號從申奧伊始,一直沿用到奧運會閉幕。 值得一提的是,「Share
 

the
 

Spirit」從悉尼申奧開

始就幾乎成了悉尼夏季奧運會的助推器,它先後促成了悉尼奧運會的視覺設計、形象推廣等一系列活動,為
悉尼奧運會整體形象的塑造做出了巨大貢獻,也使世界為之驚歎。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主題口號是「One
 

World,
 

One
 

Dream」。 該口號集中體現了奧林匹克精神的實質

和普遍價值觀———團結、友誼、進步、和諧、參與和夢想,表達了追求人類美好未來的共同願望:我們同屬一

個世界,我們擁有共同的夢想。 反映了北京奧運會的核心理念,體現了作為「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

運」三大理念的核心靈魂的人文奧運所蘊含的和諧的價值觀。 也表達了北京人民和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

民共有美好家園,同享文明成果,攜手共創未來的崇高理想;表達了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正在大步走向現

代化的偉大民族致力於和平發展,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堅定信念;表達了 13 億中國人民為建立一個和平而

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的心聲(張旭光,2005)。
2016 年,裏約奧運會的主題口號為「A

 

New
 

World」。
 

國際金融海嘯與局部地區局勢不穩定現象,導致世

界及地區秩序主導權的博弈將更趨激烈。 因此,要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使全球

治理體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能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 該口號寓意裏約奧運會將創造一個

更美好的世界,並影響和改變下一代人。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提出「United

 

by
 

Emotion」的口號。 2020 年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

年。 突如其來的疫情引發全球性危機,各國人員往來按下了「暫停鍵」,世界經濟增長掛上了「倒車擋」,強權

政治、冷戰思維沉渣泛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橫行,人類發展面臨空前風險挑戰,國際形勢進入動盪變

革期。 該口號寄託了主辦城市希望人們可以超跨越國籍、種族、性別、文化等差異,相互融合,彼此更加瞭解

的願望。

三、
 

「三維轉換」視角下奧運會主題口號的翻譯實證探析

生態翻譯學將翻譯原則定義為「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即需譯者從「三維」(語言維、文化

維、交際維)著手翻譯。 因此,筆者運用生態翻譯學的三維理論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對近十屆夏季奧

運會(1984-2020)主題口號的翻譯展開研究。

(一)
 

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轉換(胡庚申,2008)。 譯者在跨文

化交際時,首先克服的便是語言上的障礙,即對語言進行準確性的把握和靈活的運用。 由於使用中英文人

們的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譯口號時在語言表達上存在不小的差異,因此,在翻譯奧運會主題口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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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考慮整體生態環境,正確選擇將要進行翻譯的辭彙,選擇恰當的語言形式進行轉換。 從這個角度,筆者

對近十屆夏季奧運會主題口號結構進行分析,探究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

屆次 主題口號 短語結構

第 23 屆 Play
 

Part
 

in
 

History 動賓短語

第 24 屆 Harmony
 

and
 

Progress 並列短語

第 25 屆 Friends
 

for
 

Life 偏正短語

第 26 屆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 偏正短語

第 27 屆 Share
 

the
 

Spirit 動賓短語

第 28 屆 Welcome
 

Home 動賓短語

第 29 屆 One
 

World,
 

One
 

Dream 並列短語

第 30 屆 Inspire
 

a
 

Generation 動賓短語

第 31 屆 A
 

New
 

World 偏正短語

第 32 屆 United
 

by
 

Emotion 偏正短語

表 2　 近十屆夏季奧運會(1986-2020)主題口號結構分析

根據表 2 可得出以下結論:在近十屆夏季奧運會(1986-2020)主題口號的短語結構中,動賓短語占比

40%,偏正短語占比 40%,並列結構占比 20%。
例如,2008 年北京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從語彙的表層結構來分析,

該主題口號字數對等,採用了並列短語的結構。 其中「世界」和「夢想」兩個概念重要性相等,但若根據字面

意思翻譯為「The
 

Same
 

Dream,
 

the
 

Same
 

World」,雖然實現了語言結構上的對等,但從語言形式上角度,譯文

字數過於冗餘,顯得語言繁瑣,不符合英文口號簡潔的表達方式。 因此在翻譯時,譯者應該關注英語的語言

生態環境。 恰當的譯本應為「One
 

World,
 

One
 

Dream」,此翻譯表達資訊足夠讓英語使用者明白理解,並且

符合英語使用者的語言習慣。
又如,2012 年倫敦奧運會提出———「 Inspire

 

A
 

Generation」。 從語彙的表層結構來分析,該口號採用了動

賓短語的結構,因此譯文也應遵循這一語言結構,實現形式上的對等。 不僅如此,源語言口號中動詞 inspire
包含喜悅的感情色彩。 基於該感情色彩並結合漢語使用者的語言習慣,譯者將其譯為「激勵一代人」,

 

僅用

五個單詞便充分表達了其中所包含的內容、資訊及情感,符合語言維適應性轉換的原則。
2016 年裏約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A

 

New
 

World」。 從語彙的表層結構來分析,該口號採用了偏

正短語的結構。 從語言形式角度,該口號非常簡短,僅用三個單詞。 因此,基於這些角度,譯者所提供的「一

個新世界」的譯本,既實現了語言形式上的對等,又考慮到了英語口號簡潔、易記的特點,還體現了奧林匹克

運動始終宣導的積極、樂觀、向上的正能量。 由此可見,該口號適應了語言維適應性轉換,譯文也比較完整

地再現了原文的含義、資訊以及形式。

(二)
 

文化維的適應性轉換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和闡釋。 由於原語文化和譯

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

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胡庚申,2008)。 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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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為避免因文化差異而對原文產生誤解,譯者在進行語言轉換的同時,要具有跨文

化意識,注重不同文化的契合。
例如,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的主題口號———「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 在翻譯該口號之前,
譯者應該對當時的文化背景進行調查和瞭解,即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是現代奧運會的百年慶典。 再結合

漢語使用者的文化習慣, 「 celebration」 所對應的翻譯應為 「 慶典」, 「 century」 為 「 世紀」,因此將 「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譯為「世紀盛典」在傳達原文精神的同時,提高了譯入語讀者的可接受性。
又如 2004 雅典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Welcome

 

Home」。 主辦城市提出該口號是基於
 

「遺產、人
本、參與、慶典」的理念,歸結出「Welcome

 

Home」的口號,這包含了雅典奧運會對全球參賽的運動健兒的歡

迎盛情和奧運會重回故里的喜悅與自豪之情。 譯者在瞭解了該文化背景後,再結合中文使用者的文化對該

口號進行翻譯,就能在原語和譯語所處的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去適應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Friends

 

for
 

Life」。 譯者應對主辦城市當時提出該口號的

文化背景進行調查發現,這屆奧運會的舉辦體現了現代奧運會史無前例一次大團結。 此前,莫斯科奧運會

因為美國的抵制成為一個陣營的體育比賽。 隨後,洛杉磯奧運會又因為蘇聯的抵制同樣顯得孤單;漢城奧

運會因為朝鮮的抵制仍然是一場殘缺的盛會。 再結合了該文化背景後,譯者可能得出「永遠的朋友」,「一生

的朋友」,或者「一生摯友」等譯本,但
 

「永遠的朋友」更符合中文語言的使用特徵和社會文化規範。 由此可

見,該口號的翻譯實現了文化適應性選擇轉換。

(三)
 

交際維的適應性轉換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它要求譯者除

語言資訊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

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胡庚申,2008)。 英漢兩種語言在語言風格、文化背景、價值觀點、審美觀和思維邏

輯方式等方面都不大相同,因此如果要達到交際的目的,對其語言結構形式和其表達方式進行時應選擇是

必不可少的。
例如,1988 年漢城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Harmony

 

and
 

Progress」。 主辦城市提出該口號蘊含著

人們對長期和平和共同繁榮的殷切期待。 因為在古代奧運會中,獲勝者會被授予橄欖枝花環,象徵著人們

對和平的嚮往。 譯者充分考慮到譯語的生態環境和譯語讀者的接受性,將該口號譯為「和諧、進步」,實現了

與原語對等的交際效果。
2000 年悉尼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Share

 

the
 

Spirit」。 中國官方將該口號譯為「分享奧林匹克精

神」,遵循了這一原則,並且有力地呼籲人們分享奧林匹克精神,以及人們對世界未來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在
交際環境中具有呼籲的交際功能,實現了交際維適應性選擇。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提出的主題口號———「United
 

by
 

Emotion」。 該口號簡潔有力地寄託了主辦城市希

望人們可以超跨越國籍、種族、性別、文化等差異,相互融合,彼此更加瞭解的願望。 譯者將其翻譯為「情同

與共」,語言簡潔、語義明瞭,達到了感染和召喚受話者的交際效果。
此外,譯者還需注意的是在翻譯翻譯口號時,不只是從一個維度出發,而應將「三維」 (語言、文化、交際

三個維度)有機結合,綜合考慮。 胡庚申教授指出,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翻譯方法就是側重「三維」間的轉換

(胡庚申,2004)。 從這層意義上來講,為了有效地傳達口號的的交際意圖,譯者往往需要涉及語言維、文化

維、交際維等三維甚至多維適應性選擇以實現交際意圖。 以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提出「參與歷史(Play
 

Part
 

in
 

History)」的主題口號為例,從語言維度來看,該口號採用了動賓短語的結構。 從文化維度來看,1984 年是

奧運會口號開始盛行的元年,出於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到奧運會運動中來的目的,洛杉磯奧運會的組織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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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參與歷史(Play
 

Part
 

in
 

History)」的口號。 從交際維度來看,該口號提出的目的在於呼籲當地居民參賽,
起到感染和召喚受話者的交際效果。 因此,在翻譯該口號時,譯者應該結合這三個維度從整體上進行考量。

四、
 

結語

正確得體的奧運會口號譯文能夠有效發揮口號的積極作用,成功傳遞其意圖。 從生態翻譯學視角研究

理解奧運會主題口號的翻譯,把原文本放到「翻譯生態環境」中去考察和解讀,適時地運用生態翻譯學相關

理論對奧運會主題口號進行跨語際轉換。 考慮到一些主題口號的譯文有著明顯的維度側重和分界,而另一

些譯文則兼具三個維度的特性,因此單獨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多維度層面太過片面。 相反,通過結

合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從整體上對主題口號進行分析和考量,就能得出好的譯本。
 

本文介紹了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方面的適應性轉換原則,然而在實際翻譯中要進行多方面的

適應性轉換。 周兆祥就列舉了多達十餘種相關因素:「作者、作者意圖、訊息、原文、真理、社會、溝通管道、譯
文語、委託者(雇主、翻譯社、客戶)、譯者、譯文等」。 因此,譯者在具有自律、自重、認真的學習態度的同時,
還需掌握多視角窺視翻譯的原則方法,尋找出行之有效的翻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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