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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视角下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

状及对策研究 
肖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娄底  41700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围绕文旅融合背景下湘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探讨。通过对湘中非遗外宣翻译现状的调查发现,目前存在术语翻译不规范、文化

内涵传递不充分、受众意识淡薄、翻译人才匮乏、质量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文章提出了构建术语翻译规范体系、深度挖掘文化内

涵、突出受众导向意识、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估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全面提升湘中非遗外宣翻译的国际传播
效能,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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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湘中地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如花鼓戏、梅

山武术、花瑶挑花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遗"走出去"已

成大势所趋。而翻译作为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非遗对
外传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由于非遗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如何通过翻译将其准确、充分地传递给异域受众,一直

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文化和旅游的深
度融合,非遗外宣翻译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本文拟在对

湘中非遗外宣翻译的现状进行探析的基础上,分析文旅融合语

境下翻译实践面临的新需求、新机遇与新挑战,进而提出优化对
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湘中非遗的国际传播。 

1、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调查 

1.1 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述 
湘中地区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宝库,拥有

花鼓戏、傩戏、宝庆竹刻、花瑶挑花、梅山武术等诸多国家级、

省级非遗项目。其中,花鼓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闻名遐迩,傩戏
则体现了湘中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宝庆竹刻技艺精湛,工艺精

美,享誉海内外。花瑶挑花是湘中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代表,

体现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梅山武术源远流长,融合了儒、
道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国内外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除此之外,

湘中地区还有醴陵釉下五彩瓷、平江伞铺古镇、安化黑茶等众

多非遗资源,共同构成了湘中地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宝库。 

1.2 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文本类型及特点 

目前,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本类型主要包括
旅游宣传册、网站、解说词、纪录片字幕等。其中,旅游宣传册

是最常见的翻译文本类型,主要面向国外游客,内容涵盖非遗项

目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文化内涵等,语言通常较为简洁易懂,
着重突出非遗项目的吸引力。网站翻译文本的特点是信息量大、

时效性强,需要翻译人员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1]。解说词翻译

对翻译人员的文化背景知识要求较高,需要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的文化内涵,用生动、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纪录片字幕翻译则

要求译文与影像协调一致,既要忠实原意,又要符合字幕的时间、

空间限制。 
1.3 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 

尽管湘中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①术语翻译不规范现象较为普
遍,同一术语在不同译文中的翻译往往不一致、不准确,容易引起

读者的困惑。②许多翻译文本在传递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方面

做得不够,存在文化信息缺失、误译等问题,难以让外国读者真正
领会非遗的精髓。③部分翻译文本没有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

化背景和接受能力,使用了过于艰深晦涩的语言,不利于非遗文

化的传播。④从事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人才匮乏,

现有人才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翻译需求。
⑤湘中地区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非遗外宣翻译质量评估机制,翻

译质量良莠不齐,亟须引起各方重视。 

2、文旅融合对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影响 
2.1 文旅融合背景下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的新需求 

随着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

译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在内容方面,除了传统的非遗项目介
绍,还需要结合旅游资源,挖掘非遗与自然景观、历史古迹等的关

联,提供更加立体、多元的文化信息。在形式上,单一的文字翻译

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视频、
VR 等方式,提供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此外,在文旅融合背景下,

非遗外宣翻译的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宣传册、网站,

还要利用旅游 APP、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实现精准推送和互动传
播。 

2.2 文旅融合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带来的机遇 

文旅融合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带来了诸多机
遇。其一,文旅融合拓展了非遗外宣翻译的题材和内容。以湘中

著名的花瑶挑花为例,在文旅融合背景下,译者不仅需要介绍花

瑶挑花的技艺特色,还可以挖掘其与花瑶村落、民俗节庆等旅游
资源的关系,通过情景式翻译,让游客更全面地了解花瑶文化。其

二,文旅融合促进了非遗外宣翻译形式和手段的创新。例如,可以

利用多媒体翻译,将傩戏面具的制作过程制作成短视频,配以生
动的解说词翻译,让游客在欣赏非遗作品的同时,深入了解其文

化内涵。其三,文旅融合拓宽了非遗外宣翻译的传播渠道。 

2.3 文旅融合对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提出的挑战 
文旅融合在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平衡文化真实

性与游客体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译者需要在忠实传
达非遗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使译

文更加生动有趣,增强游客的阅读体验[2]。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

背景下,如何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游客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进
行有效翻译,也是一大挑战。这就要求译者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了解目标读者的文化特点,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此外,提升非遗

外宣译文的文化吸引力也至关重要。译者需要通过巧妙的语言
表达,深入挖掘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激发游客的文化兴趣,提升

湘中非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3 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对策研究 
3.1 构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术语翻译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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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专有术语,这些术
语凝结了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术语

翻译规范,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常出现同一术语多个译文并存、译

文偏离原意等问题,影响了湘中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为有
效解决上述问题,亟须构建科学、规范的湘中非遗术语翻译体

系。第一,建立湘中非遗术语数据库,全面收录该地区特色非遗项

目的专有术语,夯实规范翻译的基础;第二,制定术语翻译原则,明
确术语翻译应遵循准确性、一致性、简洁性等基本原则,确保译

文准确传达原术语的文化内涵;第三,编纂湘中非遗术语词典,明

确收录各术语的概念界定、出处来源、推荐译法等,为相关翻译
实践和研究提供规范性指导[3]。构建科学、规范的术语翻译体系,

是提升湘中非遗外宣翻译质量,增强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举措。 

3.2 提升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化内涵传递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精神

和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湘中非遗亦是如此,凝结了当地人民的

智慧结晶和审美追求。在对外翻译传播过程中,准确、充分地传
递这些珍贵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为此,其一,译者要深入发掘非

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在翻译实践前充分了解非遗的历史渊源、发

展脉络、艺术特色、价值理念等,真正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
然";其二,要因地制宜地采用归化、异化、增译、注释等翻译策

略,在传达非遗文化内涵时做到"形神兼备",既保留非遗术语的

民族特色,又使译文易于目标受众理解和接受;其三,要着力构建
符合目标受众认知规范的译文,通过恰当添加文化背景信息、巧

妙选用对等表达等,搭建起连接异质文化的桥梁,引导外国读者

跨越文化鸿沟,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魅力。译者唯有不断加深对
湘中非遗文化内涵的理解,提升文化意识和传播意识,方能真正

担负起文化"使者"的重任。 

3.3 增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标受众意识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湘中非遗通过翻译"走出去",

面对的是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国际受众。如何根据目标受众的

认知特点、欣赏习惯等,有的放矢地开展翻译活动,是摆在译者面
前的重要课题。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深度分析目标受众的文化背

景和接受能力差异,可通过前期调研、问卷访谈等方式,多维度勾

勒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群体的"画像",并将其作为把握翻译尺
度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要在翻译实践中因"受"而译,灵活调整

语篇结构、语言风格等,采用符合目标受众阅读期待的表达方式,

在动态对等中实现非遗术语文化内涵的跨语际传播。此外,考虑
到当代受众接收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特点,有必要开发多形态的

非遗外宣翻译产品,运用音频、视频、图文并茂等手段,满足不同

受众群体的认知需求,让湘中非遗在纷繁多变的传播语境中焕
发勃勃生机[4]。唯有坚持以受众为中心,才能真正实现非遗外宣

翻译的"接地气"和"聚人气"。 

3.4 加强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是推动湘中非遗"走出去"的中坚力量,

直接关系到外宣翻译的质量和效果。然而,目前湘中地区从事非

遗外宣翻译的专业人才还十分匮乏,许多译者的跨文化传播意
识不强,非遗相关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全面、准确地传达非遗的文

化内涵。针对上述问题,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势在必行。一要

大力培养"语言+非遗"的复合型人才,鼓励高校外语专业开设非
遗翻译方向,并与博物馆、非遗保护中心等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平台,提升其非遗文化理解力和跨文化传

播能力;二要强化在职译者的专业培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研
修活动,拓宽其非遗知识视野,提升传播自觉,做到"笔译"与"文译

"并重;三要搭建翻译人才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学术研讨、经验分

享等活动,为译者提供思想碰撞和互学互鉴的机会,在集体智慧

中破解难点问题,实现优质翻译资源的共享。 
3.4 建立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质量评估机制 

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估机制是保障湘中非遗外宣翻译质量

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非遗文化有效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湘中非遗外宣翻译还缺乏系统的质量评估制度,译文把关

不严、用户反馈渠道不畅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非遗文化的国

际形象[5]。优化质量评估机制,需要在目标导向、标准建设、主
体选择、流程设计等环节做到"精准发力"。最初,要根据非遗外

宣的目标受众、传播渠道等,科学设置评估维度和权重,重点考察

译文在忠实传达非遗文化内涵、有效吸引目标受众等方面的表
现;其二,要遴选既精通翻译理论、又熟稔非遗文化的专家学者组

建评估团队,同时吸纳非遗传承人、外国受众代表等参与到评估

过程中,提高评估工作的专业性和代表性;最后,要将翻译质量评
估贯穿到译前、译中、译后全过程,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多维

度采集受众反馈信息,建立"评估-反馈-提升"的动态优化机制,

不断提高外宣翻译的传播实效。 
结束语：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是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文旅融合为非遗外宣

翻译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湘中非遗外
宣翻译还存在术语不规范、文化内涵传递不充分、受众意识不

强、人才匮乏、质量把关不严等问题,亟待通过构建术语规范体

系、加强文化内涵挖掘、突出受众导向、打造专业人才队伍、
健全质量评估机制等举措加以破解。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语境下,

非遗外宣翻译要以创新的理念、开放的视野、严谨的态度,不断

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在"走出去"中展现独特魅力,让世界倾听
到来自湘中大地的动人旋律。推动湘中非遗外宣翻译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更是文化自信的具体彰显。让

我们携手并进,用心用情讲好湘中非遗故事,为中华文化的全球
传播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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