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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言模因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语言的传播与发展，而语言模因生成的机制又进一步阐释出语言在跨文化交

际中将异国文化的模因向本国传播的功效，即翻译。依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因此，在针对跨文化

模因翻译的处理上，决定采纳语言模因生成的第三个机制———即模因复合体，体现在翻译上就是英汉两种语码的混合。
对于英汉语码混用的翻译策略研究有利于解决文化翻译中母语文化干扰的问题，此外也规避了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各

自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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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de-mix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s Mechanism
Su Yi-hua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enefits from language memes whose mechanism gives further explanation to transla-
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 memes．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decides correspond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pplied． To the cultural memes translation，therefore，meme-
plexes is to be applied，which is recognized as code-mix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 research aims at reducing mother tongue in-
terference and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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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模因反思
模因就是在同一文化环境内对于某种事物，如标语

口号、时髦用语、音乐旋律、创作发明、流行时尚等的模

仿、复制。该理论阐释语言、文化的进化规律。模因论自

诞生之日起就在各学科领域中迅速传播，尤其在语言、文
学界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模因理论本身一直

在各专业中为专家、学者们所模因。如同达尔文的进化

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基因作为生物进化复制因子促进了

物种的进化，同样模因作为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

子也推动了国际的语言文化交流与发展。该理论的缔造

者理查德·道金斯( Ｒichard Dawkins) 于 1976 年首次在

《自私的基因》中模因“达尔文进化论”，再现文化进化规

律，同时模因生物进化论的“基因”一词，从而产生了模因

( Dawkins 1976: 78) 。纵观模因论的发展历程，模因论本

身就是一个模因产物。
根据道金斯对于模因的定义( 模因是存储于人脑中

的信息单位) ，语言模因就是以语言为载体将信息从一个

人的大脑复制到另一个人的大脑或从一个人的大脑复制

到书本，再从书本传播到人的大脑……周而复始的复制、
传播，进而或保留原有的模因或创造新的模因( Dawkins
1976: 81) 。由此定义可以认定语言的发展与传播得益于

语言模因，同时模因本身也通过语言得以自我复制和传

播。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语言作为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

和语言传播的规律。语言模因体现在教育和知识传授、

语言本身的运用、信息的交际和交流 3 个方面。
1． 1 教育和知识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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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因最原始而又根本的表现在于学校、书本或

是媒体、网站等对知识的传授。通过课堂教学和书本阅

读，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及将若干词汇融汇为

语句的规范法则———语法，以语言模因的表现形式被传

授给学习者。以词汇和语法作为基础，以书写或言语形

式进行的语言表达和交流自然产生，同时信息得到传播，

进而语言模因得以再次体现。
1． 2 语言本身的运用

语言模因除通过教育和知识的传授得以传播外，同

时需要遵循语言自我发展的模因复制传播规律。例如，

“单身”用来指称“未婚人士”，此外也可以称“单身男士”
为“光棍”。通过以上例子可以读出同一语言模因会出现

多种变体。但上述称谓仅限于对婚姻状况的描述，而接

下来语言模因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语意表达。“剩男”、
“剩女”、“圣斗士”和“齐天大圣”等是遵照原模因的改

装。这里的模因重新组合，出现新的变体，同时也赋予原

模因新的意义与内容。
1． 3 信息的交际和交流

除以上两种语言模因之外，承载当下最流行信息的

媒体及网络也为语言模因提供更为广阔的传播舞台。例

如通过在娱乐网站，我们认识了 Gangnam style 以及其所

代表的信息，之后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江南 style”被

不断地复制和传播，从而形成多种新的模因表现———奥

巴马版“江南 style”等。与此同时各种版本的 style 也竞

相登台亮相———平壤 style 等，我们称它们为同一模因下

的模因变体。

2 功能翻译理论
在译学界中，尤金·奈达强调翻译目的、译者及受众

的作用、翻译的文化蕴涵 3 个要素。他指出，“翻译是用

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

息”( 郭建中 2000: 65) 。原文本语言构成要素本身，如语

法和语义等，被置于其译学理论的核心地位，从而摒弃了

语用在译作中的价值。在理论价值取向上，从西赛罗到

奈达的传统西方译学一直以语言要素本身为其研究对

象，相对忽略文本本身之外的功能要素。奈达认为“意义

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郭建中 2000: 67 ) 。等值论中的

对等一直作为基本概念在译学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于

对等概念的语言对等翻译是传统译学的首要标准，该标

准反对与原文本不对等的译文。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源语与译出语在语用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译文与原文

本的不对等。因为这种对等虽然忠实于原文本，却排除

对译出语文化与受众的思考。这种单向翻译标准，一方

面会引起对等的不一致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无法解

释许多根本不必要对等或根本无法对等的翻译。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翻译理论语用研究转向进一步凸现传统等值

论中对等的局限。纽马克指出，等效与其说是任何翻译

的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期望中的结果。他认为，等效在两

种情况下无法实现: 一是原文的目的是要在读者中造成

影响而译文是让读者了解( 或是相反) ; 二是原文和译文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鸿沟( Newmark 1988: 48) ，即一个

文本的文化色彩越浓，时空距离越大，等效就越不可思议

( 张美芳 2005: 118 ) 。在此背景下功能翻译理论应运而

生，它的诞生标志着翻译理论由语言及形式翻译理论向

功能及社会学研究的转向。本文旨在借用功能翻译理论

指导语言模因的翻译从而规避其中由于文化因素产生的

翻译干扰。
功能派翻译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德国，赖斯

( K． Ｒeiss) 作为翻译理论的先驱，尝试创立一种基于源语

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她认为，

翻译的目标在于“目标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在思想内容、语
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 Ｒeiss 2004: 12) ，

这样的翻译可以称为“完整的交际行为”。赖斯把传统等

值论中对等概念的盲点翻译称为“输转翻译”，以区别于

符合传统对等标准的“真正翻译”。输转翻译无法用传统

对等标准来衡量，译文的功能处于翻译标准的优先位置。
翻译理论发生从原文本聚焦到译入语功能聚焦的转变，

这是对传统等值论对等概念的质疑与挑战。然而，影响

翻译策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类型。
例如，译者意图、语言功能的制约、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 喻锋平 2006: 395 － 400 ) 。由于赖斯的理论未能充分

关注到文化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因而缺乏广泛的解

释力。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费米尔的“目的论”，它对翻译有

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目的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

即“翻译要求”，它包括译文的功能、译入语接受者、接受

译文的时间、地点、译文传播的途径以及产生或接受译文

的动机。一般来讲，“翻译要求”指导整个翻译过程。此

外，“目的论”中有 3 个重要的法则: 目的法则、语际连贯

和语内连贯。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

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决定( 仲伟合 钟钰 1999: 47) 。语内连贯指译文在译入语

文化及交际情景中应该有意义，它强调译入语文化以及

交际情景。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

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 Ver-
meer 1987: 29) 。也就是说，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

法。戈林( Hermann Gohring) 强调，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

要么遵从另一种文化所接受的行为模式，要么承担由于

违反该文化 所 接 受 的 行 为 模 式 而 产 生 的 后 果 ( Gohring
1978: 10) 。因此针对体现文化的语言模因翻译策略就是

继续复制、传播源语言模因从而搭建文化共享的舞台，提

供畅通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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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模因的机制与翻译
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表现为: 内容相同形

式或相同或不同的基因型模因，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

现型基因以及结合不同的语境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翻

译模因理论由 Chesterman 提出，他认为翻译理论进化的

本身就是翻译模因( translation memes) 不断复制和传播的

结果( Chesterman 1996: 63 － 71) 。
3． 1 基因型模因与翻译

基因型语言模因指同一信息内容以多种形式进行自

我复制和传播。基因型语言模因的传播特征是直接复制

和传播相同的信息内容或以不同的表达形式传递相同的

信息内容，即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模因。表达同一信息

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一样，也可

能不一样，但其内容始终同一。Blackmore 在分析模因进

化时指出，这类以传递信息内容为主的模因储存在我们

的大脑中，可以比喻为基因型的模因 ( Blackmore 1999:

61) 。依据这一概念，一切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以及原创

性质的信息内容都可视为基因型的语言模因，如立春、清
明、芒种、大暑、秋分和霜降等。依据 Chesterman 理论，基

因型模因的翻译意味着源出语与译出语的转化是一种原

信息的等值或等效的纵向传播。典型的翻译策略是音译

模因、直译模因，如 microblog( 微博) ，butterfly effect( 蝴蝶

效应)。
3． 2 表现型模因与翻译

根据 前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Cloak 1975，Dawkins 1976，

Blackmore 1999) 可以将复制、传播模因过程的行为表现

看成模因的表现型。这种类型的模因采取相同的表现形

式，但根据实际的需要表达不同的信息内容。例如，马伊

琍的“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引发的马体模因

效应。同样，依据 Chesterman 理论，表现型模因的翻译意

味着源语与译出语的转化是一种非对等的横向复制和扩

散。例如，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基因型模

因的翻译是“一天吃一个苹果，不用去看医生”; 表现型模

因的翻译是“一天只玩儿苹果，不拿博士学位”。以上两

种译文版本虽然针对的原文形式相同但内容相去甚远。
第二种译文是对原文文字意义的曲解以便产生乖讹，即

从两个内部协调，但外部冲突的参照框架去感知、理解同

一情景。
3． 3 模因复合体与翻译

所谓模因复合体指相互结合在一起并能够同时被复

制的一组模因( 陈琳霞 何自然 2006: 76) 。与处于分离状

态时的单个模因相比较，构成模因复合体的各个模因更

容易得到复制，发挥比简单模因更大的影响 ( Blackmore
1999: 20) 。针对模因复合体的翻译，本人提出两种语码

混用的翻译策略，例如 E-妹儿、Hold 住、小 case 和你 out

了等。此种模因翻译的译出语既部分保留源出语模因的

基因，又表现出翻译模因变体的多样性。这种通过模因

理论研究翻译目的论的设想有利于深化翻译模因论，丰

富翻译理论。

4 两种语码混用的翻译策略
“江南 style”的传播似乎偃旗息鼓但余波未尽，语码

混用现象层出不穷，在翻译领域这实在是一场革命。曾

经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神似和化境都无法像今天的

语码混用这样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以上传统译法的不

足均被这种新型的翻译策略———语码混用所填补。“江

南 style”的翻译策略是一种典型的英汉两种语码混用的

现象。这种部分地将异国文化植入到译出语的组合形式

可以真正地重现原文的真实思想。也许会有人提出异化

翻译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可回避的是异化翻译产生

的文化冲击往往抵消了翻译的预期。因为不借助注释，

有关文化的异化翻译充其量是看得懂但读不懂的一连串

译出语语码的排列组合。语码混用翻译策略符合功能翻

译理论的主导思想即翻译“目的论”。曼迪把弗米尔的目

的论归纳为: 译文由其目的所决定，译文为目标语文化提

供有关源语语言文化的信息，译文不会提供违背原文信

息的信息，译文必须语内连贯，译文必须语际连贯( Mun-
day 2001: 79) 。以上 5 条准则的排列体现轻重的顺序，以

目的论为最高标准( 张美芳 2005: 85) 。根据以上目的原

则采用语码混用翻译策略可以原汁原味地再现源文化，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福娃”的翻译，它的最初译版 friendlies 体现典型的传统

翻译思想———注重语义、语法的对等而忽视语用的功能。
Friendlies 给人以不好的语义联想，如 friend lies，friend-
less． 最终遵照“目的论”思想取“福娃”的汉语拼音组合

Fuwa． 然而该译版对于非汉语文化的目标人群而言，又有

着些许不知所云的遗憾。可见，语码混用策略无疑在翻

译崎岖之路上另辟了蹊径———在无法借助翻译达意的状

况下索性直接保留原文。如果承认对于每一个人行为的

观察都要置于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中，那么翻译也适用

于同样的道理。两种语源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特色是我们

在翻译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翻译首先意味着对两种

文化的比较。借鉴古德纳夫( Goodenough 1964: 36 ) 和戈

林( Gohring 1978: 10) 的定义，文化是知识、能力和认知的

总和，与行为和事件密切相关，而且依靠社会群体的心理

期待和社会规范。特定文化中的语言具有动态性，能够

能动地反映整体社会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发展。一个文本

的文化内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完整的传译，要取决

于这个文本对于特定文化的依附程度，以及源语文本和

译语读者文化背景的时空距离和差异。同时，可译性的

程度也与源语文本的文本类型和译语文化中的翻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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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翻译的过程即译者用目标语对源语文化现象

的解释。译者究竟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对源语文化进行

解释取决于翻译对译者而言是译出还是译入。而使用某

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本文的关键。民族文

化经历了历史的整合，成为某种特定的属性，它是我们在

语义解码和文本解读中的重要线索。鉴于文化翻译观与

目的法则的理论指导，两种语码的混用是目前翻译策略

的权宜之计。

5 结束语
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强调

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也就是将语义赖以生存的语境视

为研究的重点，即语言在实际应用中的目的与功能。虽

然系统功能语言学并非翻译专业的研究理论，但却被广

泛地应用于翻译研究中。功能语言学理论流派中持目的

论的费米尔认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都

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一种有着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的

行为。而每一种行为都会产生一种结果。基于这一理论

框架，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对译文存在预期的

受众者。他们既有自己专属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时又对

译文抱有期待，对交际心存需求。每一个翻译都指向一

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

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 Vermeer 1987: 29 ) 。既然交际

情景包含于文化中，那么对任何个别情景的评估包括言

语和非言语的成分，均取决于其在 所 属 文 化 中 的 地 位

( Nord 1997: 11) 。翻译不再被看成语言间一对一的转换，

而是不同文化的交际，因而需要一种文化的理论来解释

交际情景中的具体问题以及言语和非言语情景因素之间

的关系。这便是弗米尔将其理论称为目的论的原因( 张

美芳 2005: 85) 。本文对于模因幽默翻译策略的试探与猜

想就是以上述理论为指导。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

转换，而是一种新型的跨文化交际。在交际过程中，受众

的期待也不仅停留在单纯的语言文字释义，而是一种跨

越文化的无缝隙交流。这种更高层次的跨文化交流为我

们翻译工作者提出挑战。而模因的属性又决定了它的从

一而终，基因特色是模因文化的主要标识。为突破基因

的屏障，本文尝试以保留原有模因的方式在新的文化语

境中复制源文化模因从而完成跨文化的交际。两种语码

混用的翻译策略既是本文对于模因幽默翻译方法的初

探，同时也是目前为止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法，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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