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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生态翻译学阐释

———以西柏坡旅游圣地外宣翻译为例

王　霞，　王　云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１１３２）

　　摘　要：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内容和伟大的民

族精神，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其对外宣传的效果事关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以胡庚申先生

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立足点，从西柏坡红色旅游圣地的外宣翻译实例入手，以生态翻译学的方

法探讨翻译过程中“三维”的适应与转换，从而帮助译者实现适应性选择，为译者对如何提高红

色旅游外宣材料的英译质量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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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河北省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现状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

代———文化旅游。其中，红 色 旅 游 成 为 了 文 化 旅

游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红色旅游是把红

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

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

的主题旅游形式。河北省具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旅

游资源。在全国１００个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 中，河

北省拥有８处１４个景区，其中包括革命圣地西柏

坡、涉县八路军１２９师司令部旧址、冉庄地道战遗

址和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浓缩并记

录了中国辉煌的发展史，无疑成为了吸引外国政

治家、军事家的绝好圣地。为了使外国友人更全

面、更深刻、更清晰地了解河北省红色文化，更好

地宣传和传播红色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国红色精

神，红色旅游景区的外宣翻译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整个国家而言，外宣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

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而对一个地区、城市而

言，外宣翻译的质量往大处讲可能影响到本地的

投资环境，往小处讲可能影响到一个招商项目能

否成功”［１］。由此可见，外宣工作的重要性及目标

的明确性。外宣翻译的状况反映了一座城市、一

个省份，甚至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和人文环境的

建设规模及水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国际意识和

时代精神，对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实现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刘宓庆先

生所言：“对中国国力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应该有充

分地估计，并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方略：将翻译事业

置于文化战略手段的定位之上。”［２］旅游外宣翻译

是一种跨地域、跨文化、跨社会、跨心理的高级而

复杂的交际活动，因其内涵深刻、语言凝练明快而

成为翻译的难点。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

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内容和伟大的

民族精神，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所以在翻译中需

要更加严谨，难度也因此更大一些。红色文化是

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宣传的效果事

关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３］。本文将以生态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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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理论视角，从西柏坡红色旅游圣地的外宣翻

译实例入手，试图以生态翻译学的方法探讨翻译

过程中“三维”的适应与转换，实现译者的适应性

选择，促进和提高我省的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工作。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

“从科 学 的 角 度 来 看，任 何 科 学 都 需 要‘正

名’。外宣翻译理论建构也不例外”［４］。作为一门

崭新的学科，生态翻译学是在２００１年由清华大学

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的。他运用生物进化论中的

适应选择学说和翻译学的相关原理首次提出了这

个理论，即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为主题概念的

“翻译适应选 择 论”。该 理 论 将 生 物 进 化 论 中 的

“适应与选择”的概念移植到翻译研究，将翻译重

新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

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
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５］。翻译的实质是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的过程

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

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

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三个维度的转化会受到各种制约，具体体现为多

种翻译规范对翻译过程的介 入 和 参 与［６］。因 此，
译者应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出发，
在保留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对原文信息进行适当地

整合与转换，增强其在译入语环境中的可读性和

延展性，达到交际目的。
生态翻译学 从 生 态 视 角 描 述 和 解 释 翻 译 活

动和翻译 现 象 及 其 成 因，主 张 用 整 体、立 体、动

态的眼光 看 待 翻 译 行 为，为 河 北 省 红 色 旅 游 外

宣翻译提供了全 新 的 方 法。不 仅 可 以 准 确 地 向

外国游客提供指 引，介 绍 当 地 自 然、地 理、文 化、
风俗等知识，更有 利 于 传 播 中 华 民 族 不 屈 不 挠、
自强自 立 的 革 命 精 神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英 明 领

导，引起参观者的 情 感 共 鸣，以 此 加 强 彼 此 之 间

的了解，增进国际 间 的 友 好 合 作，在 文 化 意 识 形

态领域里为中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建设赢 得 更 多 地 关 注 和 支 持，具 有 深 刻 的 政

治意义和国际影响。

　　三、适 应 选 择 论 指 导 下 的 河 北 省 红 色

旅游外宣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

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

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旅游外宣的翻译中译者应

做好这三个方面的转换，只有同时做好这三方面

的转换和协调，采用多种翻译技巧，注重译文的交

际目的和实际应用性，清晰准确的译文才会出现。

　　（一）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

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

的”［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是不同的语言

和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的

过程中要考虑到这点，否则外宣翻译的作品中就

会导致内容的丢失和寓意的扭曲。目前河北省旅

游外宣资料中有些译文还不够准确，有生搬硬套

之嫌。译文虽然在语篇结构、语言风格、信息量的

传递等层面上保留了汉语的特征，但是读起来却

很不地道，甚至很生涩。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笔者认为要把握好两种语言系统在语体风格、
交流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转换机制与方法，
实现两种语言系统内的对等和自由地交流。

１．转换

译者在对旅游外宣资料进行翻译的 时 候，要

充分考虑到中英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句序方面

的巨大差异，并且通过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进行

转化从而实现语言形式上的适应性翻译。正如许

钧、穆雷所指出的，“转换”的“绝对性”与“对等”的
“相对性”始终是翻译本质的双重属性。可以说，
旅游外宣的翻译实际上是译者主动转换并参与建

构外文译文的过程，它与原外宣材料在思想内容

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忠实”和“对等”，以此来实

现外宣目的与效果 ［７］。
（１）词性的转换。词性的转换指的是在汉译

英的过程 中 将 汉 语 中 的 某 类 词 转 换 成 另 外 一 类

词。下面是 一 段 摘 自 河 北 省 西 柏 坡 网 站 的 一 段

文字：
例１．有 人 说，历 史 是 一 面 镜 子，它 可 以 照 过

去，也可以照今天，还可以照未来。
分析：英语行文讲究逻辑严 谨、层 次 分 明、简

洁明快。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追求语言表面

形式上的一致，势必会出现行文堆砌、语义失真、
繁杂冗长等不良效果。所以翻译策略之“语言形

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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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翻译 的 过 程 中 通 过 词 性 的 转 换 进 行 适 当 改

写，使译文受众真正摄取原文的意义，才能真正实

现“适者生存”。笔者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前提下，
试对原文翻译如下：

例１译文．Ａ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ａ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原文由三个并列句构成排比句，译者 巧 妙 地

把原文中的动词“照”进行了词性的转换，译成了

分词的形式表达了一种状态，从而使整个排比句

变成了一个简单句，句式紧凑、层次分明、符合英

语的表达习惯。
（２）句子成分的转换。句子成分的转换指的

是在汉译英的过程过中，把汉语的某个成分转换

成英语中的某种成分。
例２．正是这些人的坚定意志、大无畏地敢于

胜利的精神、以及和人民群众的同呼吸共命运，才
最终战胜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战胜了一时

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成功夺取全国政权的决定性

胜利，开创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局面。
分析：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汉语景 点 介 绍

资料在措辞上更注重华丽的辞藻、声韵的对仗、气
势磅礴的排比，以此来达到渲染的效果。原文中

的“坚定意志、敢于胜利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同

呼吸共命运”充当了句子的主语，笔者采用英语中

的强调句式，把以上这几个主语翻译成英语中的

表语，很地道地表达了原文蕴含的内容和强调的

事实，译文如下：
例２译文．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ｏ－

ｐｌｅ，ｔｈｅ　ｄａｕｎｔｌｅｓ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ｗ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ｅａｔ　ｏ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ｅｎｅｍｙ．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ｈａｖｅ　ｗ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ｐａｇ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２．句子的重组

重组指的是在对原文的结构进行透彻分析的

基础上对句子原来的顺序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是

断句从而实现重新整合的过程，以此来适应英语

的表达习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句子的结构和

行文的展开方面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译者要想出

色地完成对外宣资料的翻译，就一定要对原文结

构做出调整，更好地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１）语序的调整。语序的调整指的是句子结

构内部顺序的变化和调整。汉语中的状语和定语

是很常见的，这两种句子成分的翻译水平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和准确性。
就状语而言，汉语通常是把状语放到 主 语 和

谓语之间，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而英语中的

状语 位 置 比 较 灵 活，通 常 位 于 句 尾，处 在 宾 语 的

后面。
例３．中国共 产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和 中 国 人 民 解

放军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在西柏坡建立了政

治中心。
例３译 文．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
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ｂａｉｐｏ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１９４８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４９．

分析：笔者在处理译文的时候把时间 的 翻 译

放到了最后，比较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就定语而言，在汉语中定语一般位于 修 饰 词

或者中心词的前面，而在英语中定语既可以前置

也可以后置，位置相对要灵活得多。有时候，为了

使句子层次更加清晰，结构更严谨，甚至会同时使

用前置定语和后置定语来修饰同一个中心词。
例４．象征着 中 国 光 辉 革 命 历 史 的 西 柏 坡 位

于河北省平山县，是一个只有１００来户人家的小

山村。
例４译文．Ｘｉｂａｉｐｏ　ｗｉｔｈ　ａ　ｎａｍｅ　ｅｃｈ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ｉ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１００－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分析：原文中“象征着中国光辉革命历史”和

“一个只有１００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分别充当了前

置 定 语 和 宾 语，笔 者 将 这 两 部 分 分 别 翻 译 成 了

“ｗｉｔｈ”结构的前置定语和关系代词“ｗｈｉｃｈ”引 导

的后置定语（从句），使整个句子成为了一个简单

句，句式紧凑凝练、句意清晰明了。
（２）断句。断句法是汉英翻译中的一种非常

重要的方法。英语属于形合语言，整个句式呈“树
形”结构，表现形为多用各种连词、分词短语、关系

代词、关系副词等引出各种从句；汉语属于意合语

言，整个句式呈“竹节式”结构，表现形式上多用动

词组成若干个短句。所以，汉语中的短句较英语

多。汉英两种语言的这种差异就要求我们在进行

外宣资料的翻译时，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把汉语中

的短句转换成英语中的长句。其难点就在于如何

把句子合理地断开，然后将其自然地、天衣无缝地

８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９卷　



接起来。断句中的“断”不是为了断而断，而是为

了 接 而 断，所 以 断 句 这 一 翻 译 策 略 就 显 得 非 常

必要。
例５．当人们漫步在西柏坡，那些土黄色的平

房间，那一排排茂盛的大树下，看着那简陋的家居

用品，听着那激荡人心的往年故事，一种崇敬的心

情便油然而生。
例５译 文．Ｗｈ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ａｍｂｌｅ　ｉｎ　Ｘｉｂａｉｐｏ，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ｓｏｉｌ　ｆｌａｔ　ｒｏｏｍ，ｔｈｅ　ｒｏｗｓ
ｏｆ　ｌｕｓｈ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ｂｂｙ　ｈｏｍｅ　ｆｕｒｎｉｓ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ｖ－
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ａｒｉｓ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分析：原文由很多短句构成，句式对仗。笔者

在第五个短句处进行了断句。前面的五个短句翻

译成 一 个 由“Ｗｈｅｎ”引 导 的 时 间 状 语 从 句 和 由

“ｓｅｅ”以 及“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做 谓 语 的 主 谓 宾 结 构 的 主

句。译文中的最后一个短句独立成句，这样一来，
原文由很 多 短 句 被 译 成 了 两 个 完 整 而 独 立 的 句

子，层次清晰，句意完整。因此，在对外宣 资 料 进

行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多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使
句子结构进行重组从而实现“竹式结构”向“树式

结构”的转换。

　　（二）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生态翻译学中，文化维的适应性选 择 转 换

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

递和阐释。文化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

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 原 文”［５］。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外宣翻译是将一种文化

环境里产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跨国

家、跨地域、跨文化的东西。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

在不同的程度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彼此发挥着制约

和渗透作用。外宣翻译的任务不仅仅是向游客传

递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是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和

宣扬红色精神内涵的有力窗口。具体到方法上，
那就是译者一定要具备“文化自觉”意识，不能一

味的“读者至上”、“译者隐形”，而是通过多种翻译

策略实现二 者 的 对 等 与 融 合，同 时 可 以 采 用“增

补”、“释义”等方法高效地传播中国红色文化，使

游客深深感受到异国情调和深邃的红色文化，从

而产生强烈的旅游期待，实现旅游行动。

１．释义

释义指的是舍弃原文的具体形象，将 原 文 的

意思直接翻译出来的方法。在旅游外宣资料的翻

译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旅游景点的名称都蕴藏

着一定的文化因素，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更要给

予更多的关照。
（１）尊重文化习俗。对于不同国家文化习俗

的把握在实现良好的外宣翻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 用。在 河 北 省 某 些 著 名 的 红 色 旅 游 景 点

中，关 于 毛 泽 东 名 字 的 翻 译 就 多 达 四 五 种 之 多。
有些红色旅游景区把毛泽东翻译为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有的翻译为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还有的翻译成Ｃｈａｉｒ－
ｍａ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笔 者 认 为 毛 泽 东 的 英 译 名 不

宜翻译成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中国的文化专有名词或

人名在翻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采用了音译的

方法，但是 这 个ｄｏｎｇ字 在 西 方 文 化 中 却 有 不 同

的含义：在澳 洲，ｄｏｎｇ指 打 击、撞 击，是 极 其 口 语

的，澳洲人几乎一发脾气就ｄｏｎｇ；尤其是在美国，
是极其不雅 的 俚 语，意 味 着ｔｈｅ　ｐｅｎｉｓ，指 的 是 男

性的生殖器。这种翻译容易给外国人造成误解，
更缺乏对一代领袖的尊重。笔者认为把毛泽东翻

译为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是比较妥当的，这种翻译方法

采用了韦氏翻译的方法，符合外国人的文化习惯，
也符合外国友人的发音习惯。

（２）坚持文化对等。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是“作
为一种复调的对话”［８］。因此，外宣翻译工作所追

求的效果应该是一种多元声音的碰撞、回响和多

元文化的 妥 协、对 等。然 而，在 很 多 红 色 旅 游 景

区，有些外宣翻译违反了文化对等的原则，这多体

现在红色旅游景区的公示语的使用和翻译上。究

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很好地考虑东西文化在规范、
约束语言方面的不同造成的。

汉语在 公 共 场 所 表 达“不 可 以 做 某 事”的 时

候，多采用命令式的祈使句，但是英语在表达上更

加注重“委婉性”。要想实现好的外宣翻译，具体

翻译的时候可以采用被动式，非人称表达法和名

词短语 等 从 而 使 表 达 更 加 委 婉。例 如：“请 勿 拍

照”不应该翻译成某些红色旅游景区翻译的那样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ｎ’ｔ　ｔａｋｅ　ｐｈｏｔｏｓ”，而 应 该 译 为“Ｎｏ
Ｐｈｏｔｏｓ”；“游客止步”翻译为“Ｓｔａｆｆ　Ｏｎｌｙ”，而避免

译成“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ｎ’ｔ　ｗａｌｋ　ｉｎ”；“小心 触 电”翻 译 成

“Ｃａｕ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ｏｃｋ”，而 不 宜 译 为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ｏｃｋ”。
正是由于有些译文没有关注源文化和译语文

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没有把握好文化

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导致译文不符合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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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所以译者在进行语言言语转换的过程中，要
关注适应语言所属的文化系统。

２．增补

增补指的是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解释和

说明性的语言，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

惯。在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工作过程中，会涉及

到很多关于中国特色风貌、民俗、典故等方面的词

汇。对于这类信息的翻译就一定要考虑到采用一

些文化补偿策略，添加必要的信息，更好地实现跨

文化交流。这种文化补偿策略一般有增译和加注

两种方法。
例６．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主要

包括：“两个务必”的自砺精神。
例６译文．Ｘｉ　Ｂａｉｐｏ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ａｓ　ｒｉｃｈ，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Ｔｗｏ　Ｍｕｓｔｓ． （Ｔｗｏ
Ｍｕｓｔ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Ｔｈｅ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ｍｏｄｅｓｔ，ｐｒｕ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ａｒｒｏ－
ｇ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ｓ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ｔｈｅ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ｉ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两个务必”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

词汇，通过加注的方法既不会损害译文对原文的

忠实性，还可以使外国友人很清晰地明白这个词

汇所包蕴含的文化内涵；既填补了必要的背景文

化知识，又可以引起外国游客的认知共鸣，实现了

外宣的目的。

　　（三）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 者 在 翻

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

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

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

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９］。翻译不仅仅指的

是符号间的更替或替换，还可以指人际间的交流

与沟通。难怪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说“人 的 交 际 就 等

于翻译”［１０］。而 外 宣 翻 译 作 为 一 种 跨 文 化、跨 语

言的交际活动，它要能够承担起向国外友人介绍

有关中国红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激发他们

的消费欲望，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因此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必须以交际活动的

实现为出发点。

１．模拟对话

红色旅游外宣的翻译最主要的目的是说服阅

读受众对旅游景点产生兴趣和吸引力，以此来达

到说服读 者 来 参 观 旅 游 景 点 并 体 验 其 产 品 和 服

务。基于此，红色旅游外宣资料应该具有模拟人

际交往模式并和受众进行沟通和交际的功能。通

过虚拟的交际话语和交流平台使读者对红色旅游

圣地产生强烈的向往，激起其好奇心以达到宣传

中国红色文化的目的。
具体实现手段可以通过疑问句、模拟 第 一 人

称和第二人称的对话、祈使句等方式实现译文的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下面是来自河北红色

旅游景区西柏坡网站的一段介绍：
例７．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ｏｎ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ｉｐｏ

Ｒｉｄｇｅ，ｏｎｅ　ｃ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ｄｒａｗｎ”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ｉｐ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ｓｃａｒｌｅｔ　ｐｅｒｓｉｍ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ｔｅｓ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ｚｅ，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ｓｗｅｅｔ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ｐｌａｎｔｅｄ　５２　００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ｂｏｒｖｉｔａｅ，１２　０００　ｈｕｍｉｄ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ｓ　ａｎｄ　３　０００　ｔｏｒｃｈ　ｔｒｅｅｓ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ｃｅ．

在这段译文中，这种纯粹介绍性的信 息 难 免

让人感到枯燥无味，句式过于死板，而且翻译太过

于书面化，并列句太多无法体现英语在表达上逻

辑性和严谨性，对于游客来说缺乏吸引力。这无

疑会妨碍国外旅游者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从而

大大降低读者对西柏坡馆关注度和旅游兴趣。如

果把ｏｎｅ改成ｙｏｕ，即 以 第 二 人 称 的 方 式 进 行 面

对面交流式的对话，增强文本的交际功能，向读者

发出邀请，同时对译文的句式加以丰富化和条理

化并加入一些感叹句或者疑问句，译文就会变得

充满活力和魅力，增加译文的亲切感。这样更能

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产生旅游观赏和体验兴趣。笔

者试修改如下：
例７．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ｏｎ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ｉｐｏ

Ｒｉｄｇｅ，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ｉｍｍｅｒｓ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ｅ“ｄｒａｗｎ”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ｉｐ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ｓｃａｒｌｅｔ　ｐｅｒｓｉｍ－
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ｔｅｓ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ｚｅ
ｗｈｉｌｅ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ｓｗｅｅｔ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ｐｌａｎ－
ｔｅｄ　５２００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ｂｏｒｖｉｔａｅ，１２０００　ｈｕｍｉｄ　ｅｕ－
ｐｈｏｒｂｉａｓ　ａｎｄ３０００ｔｏｒｃｈ　ｔｒｅｅｓ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ｅｘｕ－
ｂｅｒａｎｃｅ，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　ｙｏｕ　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　ｓｐｉｒ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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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ｌ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ｔｏｕｒ
ｔｏ　ｓｕｃｈ　ａ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２．减译

减译指的是在译文中删除原有外宣材料中阅

读受众并没有必要去了解且又不影响整体外宣效

果的信息。其表现形式是对原文的取舍和摘译。
而减译的标准是看是否能够满足阅读受众的需求

和背景，提高阅读受众的品味审美、认知能力、文

化习俗等的吻合度，从而提高外宣效果。
很多译者在对红色旅游外宣资料进行翻译的

过程中，为了突出景点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底蕴，
在译文中经常引用典故、成语、诗句、具体历史事

件和人物等。译者必须要照顾外国受众的接受和

反应，舍弃一些过于具体的内容，而应该把焦点聚

集在主要信息的传播和外宣效果的落实上。
例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

达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境界（出
自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根本上是由于与广

大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

群、干群关系。
例 ８ 译 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ｒ－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ａｎ　ｄｅｆｅａｔ　ａ　ｔｏｕｇｈ　ｅｎｅｍ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分析：减译在上文的翻译中表现为浓 缩 和 合

并，原文中出现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这样的诗句，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必要着重去斟

酌如何把诗歌翻译得惟妙惟肖，而是可以通过采

取浓缩的方法，用 “ｄｅｆｅａｔ　ａ　ｔｏｕｇｈ　ｅｎｅｍｙ”这个凝

练的短语把原诗内容概括出来，篇幅由长变短，目
的是增强可读性，提高外宣的效果。关于“鱼水相

依、血肉相连”的翻译，可采取合并的方法，因为这

两个成语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用“ｃｌｏｓｅ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就可 以 简 单 明 了 地 译 出 来，这 也 是 出

于语义凝练、连贯性的考虑，确保了原文主题思想

的表达。

　　四、结语

河北省红色旅游景点翻译水平关系到红色景

点知名度的提升和红色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因

为对于 译 者，适 者 生 存、发 展；对 于 译 文，适 者 生

存、发展。生态翻译学为河北省红色旅游外宣翻

译提供了新 的 理 论 解 释 和“三 维 转 换”的 翻 译 策

略。译者在 构 建 译 文 的 时 候 要 充 分 考 虑 译 语 语

言、译文受众、交际意图等因素，避免盲目地对原

文内 容 和 形 式 的 亦 步 亦 趋，才 能 提 高 翻 译 质 量。
红色旅游景点的生态翻译强调依托红色旅游翻译

的规范性、准确性和政治性的生态大环境，要力争

使得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上实

现最佳契合，使对外宣传真正做到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实效性，这些对河北

省红色旅游文化传播战略、对外交流战略与国际

舆论战略的实施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探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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