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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修辞行为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其中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是中国政治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表述。文章首先对修辞受众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接着对外宣翻译中受众意识进行理据分析，并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第三卷为语料，对政治话语外宣翻

译策略进行修辞分析，以期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新路径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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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中，我国政治话语

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存在不相称现象，尤其是

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外宣翻译远未达到外国受

众了解并认同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受众接受性。《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
ｎａ，ＩＩＩ）第三卷英译本收录了一系列习近平同
志的重要讲话，详细介绍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对研究政治

话语外宣翻译及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本文以新修辞受众观为理论基础，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中政治话语

英译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政治

话语外宣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一、新修辞学与受众研究

（一）新修辞受众观

西方修辞学在经历了相对长时间的萧条期

后，在２０世纪初期开始重新崛起，表征为５０－
６０年代兴起的新修辞学研究范式 （ｎｅｗ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新修辞学是哲学、文学、传播学、
修辞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内的学者

将相关研究成果运用于修辞理论构建之中，进

而对传统修辞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创新的运动。

新修辞学 “将一切与意义有关的象征行为纳入

其研究视阈，意义、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成

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修辞与权力、修辞与真

理、修辞与伦理、修辞与受众、修辞与社会，

这五大关系构成了新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中新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显著的区别就是前

者提出了新修辞受众理论。

对受众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的关注贯穿西方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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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始终。西方古典修辞学强调演说者对受

众的劝说，而新修辞学则强调受众在修辞行为

中的意义构建作用。古典修辞学将受众视为聚

集在特定场合聆听演说者演讲的真实听众，后

来转变为修辞者在做口头或者书面话语时所指

向的话语目标体，它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

因此修辞者在做演说或者写文章时必须考虑受

众需求，他们不能忽视受众也不能简单地将受

众视为类属实体 （ｇｅｎｅｒｉｃｅｎｔｉｔｙ）。然而古典修
辞学在话语传递的方向上是一种线性的修辞模

式，偏向于修辞者，注重话语的生成与表达，

受众只是被动的修辞作用体。而新修辞学的注

意力则从修辞主体 （演说者／作者）转向受众
（听／读者），将受众视为修辞行为过程中修辞者
所必须考虑的核心修辞要素，强调修辞者以受

众的角度考虑修辞行为的效果，即作为一个被

劝说者该如何克服情感、文化背景、价值观等

因素的差异，“正确理解修辞者在修辞行为过程

中所表达的内容，增加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互

动，而不是单向信息输入”。“言说者只有使自

己的言说过程符合受众的价值期待才能顺利说

服受众”。但是话语在说写者处完成意义构建

后，最终能否被接受还要取决于听读者的参与

和解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受众对话语意义有

再创造、再建构的积极作用，因而受众在修辞

活动中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新修辞

受众观强调，在修辞活动中修辞者必考虑受众

的文化信念，并针对特定的受众信念调整自己

的修辞话语。

（二）受众认同与翻译行为

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是新修辞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创新
性地提出了受众认同理论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伯
克认为修辞行为的成败取决于受众对修辞者的

认同，他将受众作为修辞的重要条件，认为修

辞者自己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听众。在伯克看来，

“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独立的个体生存在世上，为

了克服隔离感始终在通过交际追求认同”。修辞

者可以视自己为听众，先说服自己，实现自我

认同，才能更好地说服别人，取得对方的认同。

也就是说，修辞者要具备强烈的受众意识，站

在受众的角度考虑，其修辞内容才能到达有效

的修辞劝说效果。因此，从受众认同的角度看，

修辞是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交际过程，受众是这

一过程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话语交际行为的成

功取决于受众对修辞者话语修辞方式的认同。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对翻译行为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翻译行为可以视为一种修辞行为，

即修辞者 （译者）将译本 （修辞内容）介绍给

受众 （读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除

了要具有良好的翻译实践技能外，还需要在翻

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如何通过有效的翻译策略达

到受众的认同。就文本翻译的过程而言，翻译

需要取得译者和读者的一致认同，而取得这种

认同的最好方式是实践受众理论。因为只有设

身处地地考虑读者的特性才能知道如何取得认

同，从而实现译本接受的目的。

（三）外宣翻译中的受众意识

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政

治话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政治话语对外翻

译，不仅要考虑受众能否理解，还要着重考虑

受众能否接受。为了取得积极的宣传效果，政

治话语翻译一定要具备充分的受众意识，用受

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宣传不同的政治理念。在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要用通俗易

懂的方式让读者明白我们的政治理念，充分发

挥受众理论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积极

作用。

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已经成为提

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对政治

话语外宣翻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外交活动中，

国内外媒体记者、新闻工作者以及政府官员是

外交语言的直接受众，其善于质疑，政治敏感

度高，能够抓住话语中的细微之处提出质疑，

或推断出话语背后隐含的政治倾向。因此在政

治话语外宣翻译中，译者要高度重视对受众意

识的把握，以避免产生误解，向世界展示真实

和全面的中国。

·２７· 新修辞受众理论观照下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受众

意识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受众意识体现在
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因为译者作为修辞者，

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必须重视译本受众的认同，

而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受众意识，

才能达到读者的认同。下面以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为例，对其四种翻译策略

进行修辞分析，以展现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

中如何呈现译者的受众意识。

（一）归化

例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
方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是主观臆想出

来的。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第六十三页）

译文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ｉｔｓ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ｎｅｉｔｈ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ｉｎａｉｒｎｏ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ｓ

例句中 “从天上掉下来的”按照直译法翻

译应为 “ｄｒｏｐｐｅｄｆｒｏｍｓｋｙ”，但这种译法无法表
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是建立在全党全国人们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并

非是无中生有，这只会让外国读者感到疑惑，

无法与之产生共鸣。这里译为 “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ｉｎ
ａｉｒ”使用了翻译策略中的归化译法，将中文表
达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句子，受

众可以从中体会到不同文化中不谋而合的妙趣，

从而更愿意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

例２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
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獉獉

，也要有应对和化

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第七十三页）

译文 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ａ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ｔａｓｋｓ
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ｔ
ｈｏｍｅ，ｗｅ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ａ

ｇａｉｎｓｔｒｉｓｋｓ，ｗｈｉｌｅ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ａｒｉｓｅ

“先手”作为一种围棋术语，意为下棋时主

动的形势，后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演变为率先采

取行动、措施的意味。在这里使用归化译法将

其译为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非常清晰明确地传达了
预防措施这一暗含意义，避免了直译可能会为

受众带来的误解和歧义。

例３要增强斗争精神，敢于亮剑、敢于斗
争，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

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
獉獉獉獉獉

。（摘自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第九十七页）

译文 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ｕｐｏｕｒ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
ｔａｋｅａｎｕｎ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ｔｈａｒｇｙ，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ｒｅｎｄｅｒ
ｕｓ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ｈｏｓｔｉｌｅｍｏｖｅｓ，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ｒ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ｗｒｏｎｇ，ｏｒｓｅ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例句中的 “亮剑”表面意为 “ｓｈｏｗ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实则表示明确观点立场， “政治麻痹

症”实际意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鉴别性

和斗争精神。通过归化译法将其分别译为 “ｔａｋｅ
ａｎｕｎ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ｓｔａｎｃｅ”及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ｔｈａｒｇｙ”，
使汉语中的隐喻明确化，清晰准确地表达其所

指的真正内涵，避免理解偏差造成的阅读压力，

降低受众接受度和阅读兴趣，让受众能够直接

接收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二）增译

例４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

獉
高战略思维
獉獉獉獉獉

、创新思维
獉獉獉獉

、辩证思维
獉獉獉獉

、法治思维
獉獉獉獉

、

底线思维能力
獉獉獉獉獉獉

，增强工作的原则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系统性
獉獉獉

、

预见性
獉獉獉

、创造性
獉獉獉

，更好地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

变化……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六十一页）

译文 Ｏｎｔｈｉｓ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ｅｙ，ａｌｌｏｕｒＰａｒｔｙｍｅｍ
ｂｅｒｓｍｕｓｔｋｅｅｐａｂｒｅａ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ｕ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ｍｉｎｄｔｈｅ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ｏｕ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ａｋｅａ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ｆｏｒ

·３７·新修辞受众理论观照下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ｗｏｒｋ，
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按照中文表达习惯，我们一般通过列举一

系列结构一致的名词短语或句子来达到句式工

整的目的，如例句中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

证思维等。但在英文中，特别是在政治话语外

宣的情况下，过多的并列短语会显得结构过于

拖沓累赘，因此本例句采用了增译的翻译策略，

添加 “ｂｅａｒｉｎｍｉ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ｔａｋｅ…ｔｏ
ｗｏｒｋ”结构，使表达更清晰，受众也能够更好
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所需要达到的要求和努力。

例５改革发展稳定
獉獉獉獉獉獉

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

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

险考验。（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第二百二十五页）

译文 Ｔｈｅｔａｓｋ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ａｒｄｕｏｕｓ
Ｗｅ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ｌｓｏａｓｅ
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ｓ

“改革”“发展” “稳定”作为党在新的历

史时期的重要任务，通过增加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构成三个动名词短
语，将任务明确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以及维

持稳定，赋予译文以动感和方向感。例句中利

用增译构成的动词搭配更符合受众的语言表达

习惯，同时也表明了任务的艰巨繁重以及中国

共产党的坚定决心。

例６真正做到 “千磨万击还坚劲
獉獉獉獉獉獉獉

，任尔东
獉獉獉

西南北风
獉獉獉獉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一百二十五页）

译文 Ｗｅｍｕｓｔｂｅａｓｔｅｎａｃｉｏｕｓａｓｂａｍｂｏｏ，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ＺｈｅｎｇＸｉｅ：“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ａｌｌｂｌｏｗｓ，
ｎｏｔｂｅｎｄｉｎｇｌｏｗ，ｉｔｓｔ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ｓｆａｓ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ｓｏｕｔｈｏｒｎｏｒ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ｄｏｔｈｂｌａｓｔ”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

两句出自清代郑燮 《竹石》中的诗句，歌颂了

竹子的坚韧不拔，顽强不息。通过增加 “Ｗｅ
ｍｕｓｔｂｅａｓｔｅｎａｃｉｏｕｓａｓｂａｍｂｏｏ，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

ＺｈｅｎｇＸｉｅ”，向受众解释了诗句的出处、描述对
象及其身上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借郑燮的诗

句向受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会像竹子一样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不惧途中任何艰

难险阻。

（三）减译

例７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
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

獉獉獉獉獉
抵御风险的
獉獉獉獉獉

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第七十三页）

译文Ｗｅ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ｉｓｋｓ，ｗｈｉｌｅ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ａｒｉｓｅＷｅｍｕｓｔ
ｂｅｆｕｌ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ｍａｋｅ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ｏｖｅｓ
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ｔ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ｔｏ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ｏ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例句使用了减译的翻译策略，前半句已经

提到我国在面对复杂敏感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

境时需要防范风险，因而在对后半句进行翻译

时，省略 “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直接用 “ｂｅ
ｆｕｌ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表达准备好面对风险的意味。在
不破坏原文内容的前提下，精简话语，避免重

复，使其更符合英文的阅读习惯，受众在阅读

译语文本时会更加轻松流畅，达到预期效果。

例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獉

国共产党领导
獉獉獉獉獉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獉獉獉獉獉獉獉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九十四页）

译文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ｉｓ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ｕｒＰａｒｔｙ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句中出现了两次，并

且均作为主谓宾结构中的宾语。通过使用减译

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个特征合并，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ＰＣ”直接作为句子主语，使内
容表达更加简练，避免累赘，让译文更加流畅

·４７· 新修辞受众理论观照下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自然。

例９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
獉獉獉獉

、百折不挠
獉獉獉獉

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
獉獉獉獉獉獉

，不耍
獉獉

任何小聪明
獉獉獉獉獉

，不搞任何小动作
獉獉獉獉獉獉獉

。（摘自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八十三页）

译 文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ｓ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
ａｎｄｎｏｔ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ｇｓ

在汉语表达中，有很多不同的四字成语表

达的却是同一种意思，就如例句中的 “毫不动

摇”和 “百折不挠”，均表达了意志坚强，不

轻易屈服，因此译文将两个词合并，仅用 “ｒｅｓ
ｏｌｕｔｅｌｙ”一词表达两个词的意思。同样，“不打
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

作”这三个短句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均用

“ｎｏｔ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ｇｓ”一并表示。
通过减译法，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精简译文，

减轻了受众的阅读压力，降低了理解难度。

（四）转译

例１０时代是出卷人
獉獉獉獉獉獉

，我们是答卷人
獉獉獉獉獉獉

，人民
獉獉

是阅卷人
獉獉獉獉

。 （摘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七十页）

译文 Ｗｅａｒｅｌｉｋ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ｅｓ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ｓ
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ｉｓｅ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ｕｒｒｅ
ｓｕｌｔｓ

原文三个短句均采用 ＳＶＯ结构 （主 －动 －
宾），营造了排比的语篇修辞效果，使句式工

整，内容简洁明了，节奏明快。而译文并未遵

循原句中的ＳＶＯ排比结构，而是通过转译的翻
译手法将这三个短句糅合为一个完整的句子。

“Ｗｅａｒｅｌｉｋ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ｅｓ”对应 “我们是答卷人”

“时代是出卷人”按照直译的话应译为 “ｔｈｉｓｅｒａ
ｉ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但译句中 “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ｐｏｓｅｄｂｙ
ｔｈｉｓｅｒａ”却作为后置定语修饰宾语 “ｅｘａｍｉｎｅｅｓ”
“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ｒａ”作为 “ｔｅｓｔｓ”的后置定语，
将两个短句组成为一个简单句。第三个短句的

“阅卷人”本为名词，但在译句中为动词 “ｗｉｌｌ
ｒｅｖｉｅｗ”，并且 “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与前面 “ｔｅｓｔｓ”对
应，最后用 “ａｎｄ”连接两个句子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复杂句。这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更加符

合英语表达的习惯和需要，采用为受众熟悉的

表达方法能够增加受众对译文的亲近感，提高

受众对中国大政方针的理解度。

例１１理论上
獉獉獉

清醒，政治上
獉獉獉

才能坚定，斗争

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摘自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第二百二十七页）

译文 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ｗｅ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ｃａｎｗｅｂ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ｒｍａｎ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ｏｆｉｇｈｔ

例句中 “理论上”和 “政治上”作为状语

成分应译为 “ｉｎｔｈｅｏｒｙ”及 “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但通过转译之后，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作为
“ｏｆ”的宾语，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作为副词修饰形
容词 “ｆｉｒｍ”。这样一来，译文句式更加灵活多
样，同样也能让受众清晰地明白中国共产党在

理论和政治方面对青年干部的要求。

例１２要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
獉
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切实把党

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摘自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九十四页）

译文 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ｓｏｕ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ａｒ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ｌｌｒｅａｌｍｓａｎｄｒｅ
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从语法方面来看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在句中作为 “组织体系”等的定语，但从

语义方面来看，它作为建立健全组织体系等的

目的。在转译之后，从定语转化为由 “ｆｏｒ”引
导的目的状语，让其结构及语义表达更加清晰，

避免定语过长带来的理解压力，便于受众接受。

结语

本文从新修辞受众理论出发，对其发展及

含义进行阐述。随后强调了受众理论对政治话

语外宣翻译的重要意义。在新修辞受众理论的

·５７·新修辞受众理论观照下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视角下，分析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

卷）英译修辞策略，为我们今后对政治文本的

翻译提供了很多启发。通过用国外受众所熟悉

的语言方式建立起译者与受众间的共同立场，

才能达到受众的心理认同，提高我国政治话语

外宣的传播效果。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译者需要将受众

作为翻译活动的重点，将受众的文化背景、表

达习惯、情感诉求纳入考虑范围。只有这样才

能促进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话语权甚至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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