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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电影《战狼 2》的台词“犯我中

华者虽远必诛”的翻译

电影《战狼2》的院线总销售票房业绩累

计达56.79亿元，创造了中国票房史上最佳业

绩。该片同期在国际各大影院播放业绩与国

内相比却成绩寥寥，倒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在英国媒体的译文受

到了国内外读者较高的关注。BBC官网在

2018年 8月 4日的评论中将其译为“Anyone
who offends China will be killed no matter how
far the target is.”无独有偶，美国有线新闻网

2018年 8月 8日相关新闻稿将其译为“Who⁃
ever offends China will be hunted down and
punished wherever they are.”。这两则译文在

语用效果上与《圣经》中的“eye for eye, teeth
for tee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非常接近。除

了这两者，《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
nese，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一本英文杂志）也提

供了另一个版本译文是“Whoever attacks
China will be hunted down wherever they are”。
这句口号的英译引发了国内外一些读者的热

议。试将上述三则译文回译成如下中文：

英：任何冒犯中国的人都将会被杀，不管

他身处多远。

美：任何冒犯中国的人都将会被追查并

惩罚，不管他们在哪里。

汉：任何攻击中国的人都将会被追查，不

管他们在哪里。

外国读者看到英美媒体新闻记者这句译

文时忍不住会质疑“难道冒犯（offend)了中国

就有罪，甚至应该被追杀吗？”我们认为这是

一个很值得让人深思的翻译案例，它既具有

微观上的实践讨论价值，也具有宏观研究的

理论意义。在我们看来，出现这种跨文化交流

的问题既有外国媒体的翻译误导，也有本国

外宣准备不够充分的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今后很可能还会不

断出现类似的翻译问题。为此，本文拟从这句

台词的翻译问题出发，探讨文化形象的建构

与外宣翻译的策略选择。

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语境辨析

及翻译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源自西汉

名将陈汤给汉帝的上书，原句为：“明犯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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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远必诛”。当代一些文艺作品将原句的

上半句进行了改动而成为“犯我中华者虽远

必诛”。我们认为这种改动是经典名句处境化

的必由之路，因为原句的“汉”指西汉帝国，原

封不动的引用肯定是不合时宜的。而“犯我中

华者”则包含了两岸三地以及中国驻国外使

馆等法理上应属于中国主权管辖的领地和这

些地理概念上的中国人，广义上的理解应该

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当前语境下是较陈

汤原文更合理的表征方式。

从陈汤原文语言语境看，“明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属于文言文体，表达上具有古文叙

述的常见模糊性，尤其是引发翻译争论的关

键动词“犯”如果不结合历史文化语境很难消

除语义歧义。“犯”作动词的词典释义有：1.抵
触，违法；2.侵犯；3.罪犯；4.发作，发生。（《现

代汉语词典》）。仅从文本语境出发，理解为

“冒犯”（与“犯”第一项释义接近）或“侵犯”似

乎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英美记者将“犯”

译成“offend”，而《汉语世界》译成“attack”的
原因。

分析陈汤原句的历史文化语境可知：陈

汤上书的读者是汉元帝，上书的时间是写在

击败北匈奴郅支、凯旋回到长安之后，上书的

目的是向元帝陈述战争细节、邀功请赏。战争

背景是北匈奴单于郅支不满汉朝在南北匈奴

间采取的平衡策略，因此在其质子驹于利被

汉朝卫司马谷吉等人送回之后悍然将汉使杀

害。后远遁西域，不断侵犯大宛、乌孙等国，对

西汉前朝建立的西域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

结合“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的语

言和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犯”在这里应该是军事上的“侵犯”之意，同

时也伴随了行为和情感上“冒犯”。英美读者

将其理解并翻译为与“冒犯”对应的“offend”
明显在程度上远不足以表达“犯”这句话在其

语言和历史文化语境中所涵盖的更丰富的语

义内涵。当然，历史上匈奴单于致支在军事上

受实力所限并没有大规模入侵，仅仅有斩杀

汉使行为并威胁汉王朝的西域秩序。但我们

认为陈汤这句话是得胜回朝后上书中的结论

性陈词，不仅仅是对自己战斗的总结，也是对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前朝名将抗击匈

奴大规模侵犯汉朝边境的功业表彰。结合上

述分析，我们认为“犯”应该用“invade”翻译

更好，整句话可译为：

Whoever invades China will be eventual⁃
ly destroyed.

三、外宣翻译“语义为基础，文化形象为

导向”的策略

大部分电影台词的翻译与艺术形象有

关，较少涉及到源语文化形象建构。相对文学

文本的翻译，电影台词翻译更多考虑跨文化

交际效果，而倾向于使用更灵活的翻译策略。

如果仅用传统的“忠实”标准来衡量，本文上

面提供的译文似乎并没能实现理想的目标：

首先，原文字面中的“远”在译文中没有出现；

其次，“诛”的字面意思是“杀”，翻译应为

“kill”，用“destroy”似乎并不能与原文在语义

上构成严格意义的对等。但我们认为这些问

题都是基于原文语义的静态“忠实”观，从外

宣文化形象建构角度出发，译文在总体上比

引言中所列的几个译文更合理，具体理由如

下：

1. 从语义认知角度看，译文并没有产生

意义的流失。“whoever”在语境中就包括了

“远近的敌人”，原文“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实际上也涵盖了这样的语义认知：即虽远必

诛，近者更必诛。原文之所以没有说成“犯我

中华者，远近必诛”是因为前者具有明显的

“近者必诛”的语义预设。匈奴在西汉前期与

汉帝国接壤时频频侵犯汉朝边境，被卫青、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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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病等击溃。而陈汤上书所指的“远”在地理

位置上是指北匈奴单于致支逃去的西域康居

国境内，以当时的运输条件汉王朝要对致支

发动战争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汤所用

的“虽远必诛”相比“远近必诛”在语义认知上

采用了前景化的方式达到了语义聚焦的效

果，即最有效的阐释了“再远再困难也一定要

打击来犯之敌”。译文充分考虑英文的表达特

点以及这句话出现在电影中作为口号式台词

的功能，在透彻理解原文隐含的预设语义的

基础上将其灵活“化译”在“whoever”之中，避

免咬文嚼字式硬译。这种处理方式比在后面

加上一个“no matter how far it is”的尾巴在宣

传效果上更干脆利落，更适合作电影台词。

2.从外宣文化形象角度看，译文的灵活

翻译策略构建了更好的文化形象。首先，“in⁃
vade”表达了“犯”的核心语义并起到了构建

正面形象的宣传效果，历史文化语境中陈汤

抵御外侮和影片《战狼2》中反抗外敌侵犯国

人的内涵都能准确的表现出来，能有效地避

免外国读者的文化形象误读。其次，用“de⁃
stroy”比“kill”和“hunt down”在语义上更丰

富、准确，更有利于正面文化形象的构建。

“destroy”与“invade”关联在一起既有“诛杀”

来犯之敌的意思，也有“粉碎”敌人的意图和

军事行动的意思，而且能很到位的表达反抗

侵略的决心。“kill”的表达虽然在语义上与

“destroy”高度接近，但给读者传达了一个更

血腥嗜杀的形象。而“hunt down”则在语义上

与“诛”有较大出入，而且语气程度低许多，表

现不出原文所传达的决心。

四、结语

《战狼 2》作为一部电影，属于传统的娱

乐文化和经济范畴，虽然造成的巨大影响属

偶发性个例，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电影或电视

以及其他娱乐文化载体都有机会产生这种因

巨大经济效益而导致的立体效应，但目前来

看其出人意料的巨大票房价值已经造成了全

球性跨文化轰动效应，从而不可避免的上升

到以电影娱乐为载体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

符号层面。影片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

种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台词在翻译的时候就

需要小心斟酌，因为一不小心甚至会影响到

“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和判断”

（杨明星，2016）。由于“共同经历和体验的缺

失，使得文化层面的翻译困难重重”（孙艺风，

2016），在当前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环

境中译者们需要有主动构建正面文化形象的

意识，而不是被动地等到出现问题时再查漏

补缺。2002年美国国防白皮书将邓小平二十

四字外交方针中的“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结果

本应是倡导低调的“韬光养晦”方针变成了中

国隐藏自身实力、等待时机伺机而动的策略，

这完全“与中国奉行和平的一贯原则不符”

（Fangming Yan，2013）。这一翻译方式在西方

世界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材料。为此中

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交

涉。我们认为这类问题与本文中所论述的“犯

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译文造成的负面形象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应归属于文化形象的

外宣范畴。今后我们的外宣译者应该在充分

考虑立场正确的前提下，也要兼顾“目的语受

众所需的形式与内容”（曾利沙，2017），采取

“语义为基础，文化形象为导向”的翻译策略。

翻译过程译者应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在核心

语义不流失的前提下，构建正面文化形象，尤

其要避免“因义害形（象）”的情况出现。外宣

译者应树立主动引领传媒的意识，积极引导

国内外媒体对一些可能产生关键影响的翻译

活动进行充分论证，避免形成负面宣传效果。

建立一个好的形象不容易，扭转一个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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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更难，尽量能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外宣

应该采取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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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Image Construction
in Publicit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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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Wolf Warrior 2 made the highest movie box office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also attracted atten-

tion of many foreign medias. The slogan“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in this movie was mistranslated by

some foreign medias and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 Because the mistranslated versions produced negative

culture images, we put forward that such publicity trans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its basic meaning and

guided by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positive cultur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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