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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在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过程中，语言

成为其中 直接的交流方式。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诸多差异，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隐喻也因各个民族不同的思维与文化

背景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表达用法与含义。本文就文化差异对英语口译的影响与应对展开论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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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差异对于英语口译的影响现状 
王佐良先生说：“翻译里 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在一种文化里头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浪费很大力气

加以解释。”在现如今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语言作为国与国之

间沟通的桥梁，其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的语言之

一，其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在每一次人大代表会议举行之时，都

会举行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而这其中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交流，同时也

是文化的交流。对于总理回答的每一个问题，尤其是历史典故的引用、

成语的使用和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的词汇，都涉及到了文化

差异的问题，翻译不当将造成外国听众的困惑甚至是误解。国际上有很

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也积极的致力于解决由于文化差异问题

所带来的沟通交流障碍，但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笔译活动，对于口译

当中出现的文化差异问题研究却寥寥无几。 

2 文化差异对于英语口译影响的原因 
2.1 词汇表达 

由于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底蕴，生活的方式

和饮食也是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因而在对饮食和生活方面等进行口译时，

某些东西有着翻译学上的不可译性，此时就需要对两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进行加工，进一步解释。比方说，在中国的北方，人民会自己生炉子、

烧炕，这里“炕”在西方却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译员在翻译时若仅单单

直译，接受者会不知所以然。同样的还包括中国的“年糕”“粽子”等，

在口译当中都需要有着文化差异的意识，需要进行信息的进一步加工再

输出。 

2.2 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例

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故宫、万里长城等。相同的，西

方由于其不同的发展历史，也有着其独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在文

艺复兴中所涌现的诗人莎士比亚等。因而，在口译活动中，如若涉及到

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口译员若只是单纯的将人名和历史事件的名字

直译出来，就会使信息接收者不知所云，信息的传达就不能达到“桥梁”

的作用。 

3 文化差异对英语口译影响的应对 
3.1 提升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学生学习的大部分时间分配在课堂上，知识

点的积累也大多数来源于教师课上的讲授，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个

人拥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就尤为重要。教师不仅仅扮演着文化的“搬运

工”，同时肩负着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意识的责任。因此，教师本身要对

不同国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人文风情和历史深入细致的了解，为改

善学生跨文化意识创造学习的条件。除此之外，世界各事各物都在迅速

发展，语言和文化也是不断吸收着新鲜的血液融入其中。《牛津词典》的

一次次修订，不断加入更多新词汇，无不证明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各个

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改变。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

生说过：“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随时变化，语言何独不然！一个外语学者，

即使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了一门外语，倘若不随时追踪这门外语的变化，

有朝一日，他必然会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因此，教师要不断对自身的文

化修养进行提升，从不同角度和维度激励学生养成跨文化意识，进而能

够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3.2 丰富课程种类设置 

现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增多，对于外

语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增大。中国高校几乎都设有英语专业，但就如何培

养出合格的外语人才，却没有得出很好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口译人才的

培养。目前，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课程种类设置大体相同，主要从外语

的五大方面入手，即听、说、读、写、译，这对于培养学生拥有扎实的

基本功必不可少，但这并不代表学生真正地了解和掌握英语，也不能确

保学生在学完大学四年的英语之后能够很顺利地与外国人进行交流，这

其中缺少了文化的教育。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不再局限

于国内不同地区，而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文化碰撞，因而有关高

校，尤其是应用型为主的高校应该加强对于英语口译人才跨文化意识的

培养，开设中国文化课程、西方文化课程以及中西文化比较之类的课程，

避免因为口译员文化背景知识的欠缺造成合作的终止。 

3.3 剖析不同思维模式 

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模

式，对于问题的处理和判断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首先从社会

认知角度来说，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因而产

生了外部依赖性。而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而西

方人倾向于将目标放在自身和客体上。其次，中国自古就是基于农业为

主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制度，强调的是和谐。而西方

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相对而言，他们的文明更多依赖的是生态环境，

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以狩猎和捕鱼为产业，而这种产业对于人的个人特征

要求较高，所以随着发展，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而中国人则

是人际式的。综上所述，口译员在口译活动时，对于思维模式要进行剖

析，译员要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采取不同思维方式进行翻译。 

4 结束语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了

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历史背景和风俗习惯是英语口译员将源语进行

准确翻译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进行英语口译人才培养中，教师要

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激励学生主动了解跨文化知识；学校要进行

课程设置种类的多样化，系统的将跨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其对跨文

化现象产生应有的意识，进而能够主动的去接触跨文化相关内容； 后，

学生和教师要不断剖析中西文化的不同思维模式，只有通过日积月累才

能更加深度的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运用于口译活动中，将信息准确传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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