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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生态系统视域下河西走廊果蔬农产品外宣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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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河西走廊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地势较高，

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光热资源等。广阔的地貌，充足的日照等

优势的加持，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巨大潜力。

在政府的支持以及当地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河西走廊已经成为甘

肃农业的重要源地，生产了众多竞争力强劲的特色农产品。研究

河西走廊农业及其产业化问题，不仅可以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

同时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本 文试以复合生态系统为背景，

探究复合生态系统视域下有关河西走廊果蔬农产品的外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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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业生产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中，我国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源，为我国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提供

了充足且宝贵的优势。人口众多的优势，这也使农产品的社会价

值以及经济价值不会存在过多储存问题而受到影响。由此，能更

好地促进农产品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健康发展。自从“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一直保持友好往来，从而加速推

进了我国农产品国际化进程，增强了农业市场活力，为我国农产

品市场营造光明未来。

复合生态系统是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条件共同组合

而成的生态功能统一体，任何正在发生活动或某些事物的发展都

离不开这三部分要素。而这三部分系统的功能、结构、存在条件

和发展规律都各不相同，但是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可见，想

要果蔬农特产品有更好的发展，需要将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

会系统三个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复合生态系统，在三个部分

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实现更长久的发展。

嘉峪关野麻湾西瓜种植区，自然条件优渥，倚靠终年积雪的

祁连山脉，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瓜果糖分的积累，

外形美观，皮薄质脆。野麻湾村交通便利，种植历史悠久，经验

丰富，冷链技术先进，“互联网 +”发展潜力巨大，为实现农业

经济发展打好基础。在自然与社会的共同影响下，西瓜种植面积

扩大，产量提高，当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日益增长，成为野麻湾

村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支柱产业。同时，民勤枸杞具有“色泽红润、

颗粒饱满、甘甜味美”的特点，究其原因是因为民勤县大陆性沙

漠气候特征明显，土壤以灌漠土和灰灌漠土为主，富含多种矿物

质成分，适宜枸杞生长条件。近年来，民勤枸杞远销全国各地甚

至海外。与传统农业相比，复合生态系统对农产品的生产、宣传、

销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生

产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建设优质、高效、高产和生态安全的现代

农业。

一、河西走廊农产品发展现状

河西走廊虽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但其中部平原地区却有着适

宜特色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部分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

日照充足，是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优异的自然环

境优势使得当地的农作物种类丰富，瓜果、粮食、蔬菜等品种繁多。

并且整片区域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高，路、渠、田配套，

这也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增产潜力。

河西走廊拥有种子繁育的“黄金走廊”的盛誉。当地不仅在

国内有着巨大市场，也有着广阔的国外市场，不少跨国集团已在

河西走廊进行发展。据统计，当地杂交玉米种子已发展到 150 万亩，

产种 6 亿多公斤，占全国杂交玉米种子用量的 60% 以上，它的总

产量和生产面积均占全国榜首，种子合格率可达 100%。瓜菜、花

卉种子基本年产种子 300 万公斤，玉米、蔬菜、瓜子等种子每年

销往 20 多个国内省市以及远销 10 多个国家。

河西走廊的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前景也欣欣向荣。河西走

廊处于北纬 40 度，是我国甚至全世界少有的有机葡萄最佳产区。

以敦煌红地球葡萄为例，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当地气候

为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是葡萄栽培的黄

金纬度带。据史料记载，敦煌是最早将欧洲种植的葡萄传入中原

的地区之一。悠久的葡萄栽培历史，使得敦煌市成为西北具有文

化底蕴支持的特色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评为“全国优质葡萄生

产基地”。2012 年“敦煌葡萄”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

2014 年敦煌被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命名为“中国葡萄名城”，并

授予“全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的称号。

位居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政府的关注扶持，河西走廊地区

的特色农业正在快速发展。但由于销售方式、销售渠道等环节的

运营尚未得到突破，所以当地农民的收益仍然十分受限。因此，

为了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河西走廊地区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

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果蔬农产品的外宣翻译便十分重要。

二、农产品外宣翻译时存在的问题

外宣翻译，是对对外宣传工作进行翻译，是传播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由于使用范围的不同，

外宣翻译的文本与普通英语翻译相比有特殊的语言规范和不同的

文体特征。因此，翻译过程中用词等方面的要求更为准确、严谨，

有些词意容易混淆的词语应该要格外小心，这样才能使译文逻辑

缜密、结构清晰、表达准确、言简意赅，避免在具体的外宣翻译

中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农产品的外宣翻译是农产品走出国门，登

上国外展台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农产品的外宣翻译我们需要

做到胆大、心细、忠实、准确、统一，使译文最大限度地表现出

源语所要表达的内容，尽最大可能的使源语读者与目的语读者的

感受最大限度地接近或一致。

（一）文化差异

由于不同地域的宗教、文化、习俗、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使

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进而对同种事物的看法也会有

所不同。对于果蔬农产品的外宣翻译，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西方文化，

以此避免出现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问题，在翻译交流的过程中

发生文化冲突以及对果蔬农产品的销售出现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会直接影响到果蔬农产品的销售量。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化差异

的了解也应该成为翻译工作准备的重要部分，了解差异才能在此

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展现果蔬农产品的特色。针对这种情况，我们

在进行农产品外宣翻译时应当附加一些关于农产品的简单介绍。

例如，一些果蔬农产品的命名与它的产地紧密相连。天水市

花牛苹果的命名就是由于这种苹果产自于天水市花牛村。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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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牛村的人民向毛主席寄去了当地的特色苹果。毛主席也在会见

天水籍同志邓宝珊时不断称赞：“你家乡天水的苹果好吃 !”。同

年，“花牛村”的新品种苹果“红元帅”送至香港营销，且被转

销到英国和美国，在当时盛极一时，获得了世界范围的称赞。香

港报纸也称：“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个‘花牛国’，生产最优质的‘花

牛’苹果”。由此可见，翻译工作中对于相关农产品本身的细致

了解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在双方文化差异之下，将特色农产品所

蕴含的特色文化通过精致的翻译呈现出来，势必会使农业品牌更

加突出，会在农产品外宣工作中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二）翻译标准不够清晰

在农产品外宣翻译过程中，我们常见到大多数都采用直译的

方法。通过对市场上农产品销售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特色农产

品翻译都采用汉语拼音表达的方式。此种方法虽然简单通俗易懂，

但是一昧的采用直译法，就会失去农产品本身所带有的独特意义，

也很难将当地的文化风俗所充分地展现出来。

如此，我们应该采用音译、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式，这样

才能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产品的特色，使其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

对于一些农产品而言，精准的翻译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开拓国际市

场，并且同时还可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此外，

农产品国际销路的开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

展，例如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等。地区特色农产品如同地区

地标性建筑一般，是一张“独特的名片”。只有这张名片设计的

美观大方，才能将农产品销售国际化变得更为长久。

三、农产品外宣翻译的方法

对待不同的农产品，我们要根据其特点，选用最合适的方法。

首先必须考虑到翻译所涉及的农产品特点，并且翻译者一定要建

立精准的外贸词汇的语库，以免出现翻译不够专业的情况。其次，

译者在翻译一些关键信息时，务必做到翻译精准。比如在外宣中

涉及的价格、食品保质期、存储方法和营养功效等关键信息，这

些关键信息对农产品的销售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翻译

时要慎之又慎，以免出现差错。与此同时，翻译人员对待翻译内

容要秉持忠实、准确、统一的原则，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做

到诚实地翻译信息，不能随意对翻译内容进行不严谨加工，不能

因为翻译工作的不到位影响甚至破坏商业合作的顺利进行。对于

相关翻译工作，我们常用的方法有直译法、意译法和音译法。

（一）直译法

直译法，即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基础上，

能保持英语习语的比喻、形象、民族特色、地方习惯的译法。直

译法重视习语的民族、地域差异等要素，强调要做到准确翻译原

文的内容和形式，保持原作的内容特点、文化特色等。直译法能

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形式上无须改变，内容上和原文一致。例

如对于敦煌红地球葡萄，民勤红枣等的翻译，我们采用直译的手法，

翻译为 Red Globe grape，Minqin Chinese red date。运用直译法可以

最大程度地确保农产品的翻译工作做到准确清晰。

（二）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做释义性

解释，在转换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原文形式，即忠实于原文的

内容，却不会局限于其形式的一种译法。英语、汉语这两种语言

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布局等众多方面都截然

不同。在翻译过程中，译入语和译出语形式上的不同可能会使其

出现矛盾冲突或者歧义问题。这种情况就要采用意译法，翻译其

中的含义从而使译文更好地传递原文内容。

例如，在介绍天梯山人参果时，我们不能直接将其翻译为

“ginseng fruit”，在英语语境中“ginseng”只能表示药材，和“fruit”

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翻译出来可能会产生歧义，让外国消费者无

法确定人参果是一种药材还是水果。因此我们选择将其翻译为

“monorchild herminium”，这里“monor”有“未成年”的含义，

与“child”相呼应，当这两个词与农产品结合时，能使消费者注

意到这是人参果的文化属性，不会与药材混淆，还能激发消费者

对人参果背后蕴含的文化的兴趣，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对外

贸易有很大的益处。

（三）音译法

音译法是一种音代义的翻译方法。它是保留原语言的本土情

调，用它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翻译。音译法的主要特点就是保留

原语言的音韵美感，体现其情调的同时丰富本土语言内容。但是，

就音译法自身而言，在地方农产品的翻译过程中不能直接将产品

的读音转为汉语拼音，而是必须根据自身读音来进行准确的翻译。

这种方法适用于带有当地风俗的农产品的翻译中，尤其是品名中

的专有名词。

例如，在翻译嘉峪关猪头梨时，我们采取音译，利用它的中

文发音，将其翻译为“Zhutou P ear”。由此可见，音译法在地方

特色农产品的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音译法对农产品

名称进行翻译，可以使读者对特色农产品的背景及意义得到充分

了解。音译法的熟练运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品名背后所隐含的

深远文化及意义，同时，也能使目的语文化更广泛地被接受。

四、结语

发展特色农产品对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提升农产

品竞争力，传播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外宣翻译在对外贸易市

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利用农产品品牌外宣翻译这一传播途径，能

够影响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份额，能够加快农业“走

出去”战略的实施进程，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农民拓展增收渠道。

因此，在复合生态系统背景下提高农产品外宣翻译质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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