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92021 年第 4 卷第 1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农业泰语现状分析与翻译策略
赵　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渐推进，中泰两国的农业

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农业泰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业泰语翻译

作为泰语翻译的一种，其不仅具有小语种翻译通有的特点，又有

其作为专业学科翻译的特点。以下将对农业泰语翻译的现状进行

梳理，并尝试就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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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国家，农业是中泰两国的支柱产业，借由独特的地

缘优势，中泰两国的农业贸易往来也由来已久。泰国阿瑜陀耶王

朝即中国明朝时期，两国就已确立朝贡关系，允许贡使将带来的

货物开市售卖。至清朝康熙时期，除保持以往的朝贡关系外，还

开启了两国的大米贸易。

乾隆八年（1743 年）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

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税银十分之三。”1975

年中泰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经济贸易日渐密切。2010 年 1 月 1 日，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开启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零关

税时代。

2015 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又

为中泰两国的农业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两国农业贸

易之间农业泰语翻译是重要的连接桥梁，但目前的农业泰语翻译

的现状却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以下将对农业泰语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一、农业泰语翻译现状

虽然对于农业泰语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性要

求较高的翻译类别，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以下尝

试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一）专业人才不足

在中泰两国农业贸易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对既深谙泰语翻译又

有农业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翻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教育部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 2740 所其

中本科院校 1272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68 所。中国科教评价

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开设泰语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数为 62 所，

其中本科 42 所，高职（专科）20 所。泰语专业高校开设数在全

国高校中占比 2.26%。

而泰语专业的高精尖化也较为不足，据研招网公布的 2021 年

硕士专业目录，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及云南师范

大学招收泰语笔译硕士，泰语口译专业硕士仅有广西民族大学招

收。同时在开设泰语本科专业的院校中仅有云南农业大学与西南

农业大学为农林类高校。可见，现实中对于农业泰语翻译人才的

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着差距。

（二）专业辞书缺乏

字典辞书是翻译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泰语作为一门小语种，

目前在国内出版的汉泰辞典较少，且以收录常用词为主，较少针

对某一专业领域。

已出版的汉泰辞典中只有《泰汉 - 汉泰经贸词典》《汉泰英 -

泰汉英政治外交词典》两部词典为专门性词典，尚无针对农业学

科的汉泰辞典。

仅在《汉语泰语分类词典》中的第四部分经济活动中下设了

农业（林、牧渔）这一小类，篇幅为 21 页，收录词条 830 余条，

农业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门类，其专业术语繁多，专业辞书的匮乏，

使农业泰语翻译缺乏充足的辞书支持。

（三）专业词汇空缺

语言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农业技术的

提高，新生词汇不断涌现。而就目前的农业泰语翻译而言，对于

新兴农业词汇还未有固定统一的范式翻译，如“无人农场”“农

业物联网”“三品一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在互联网

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诞生的农业新词汇。因此在翻译这些新生专

业词汇时，多采用解释说明的方法进行翻译，无法实现翻译的简

练与准确。

（四）专业知识欠缺

中国的农业发展阶段“从一般意义上把农业发展划分为原始

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阶段”。农业泰语翻译人员多为泰

语专业而非农学背景出身，其对农科专业知识与农业发展最新态

势不甚了了。

农科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在进行农业泰语翻译时无法根据学

科的专业特点进行恰当的翻译，易出现错译、漏译。如农业泰语

翻译中的常用词“环境”，在泰语中有两个单词皆有此释义，汉

泰辞典中对这两个词所作的释义也无差别，加之对农业知识了解

不多，则易出现翻译的偏颇。

通过对两词的溯源分析我们可知，这两个皆有“环境”含义

的泰语单词，其区别在于所指示领域上的差异：一个表示的是生态、

地理环境，多用于表述农作物的生长；一个表示的是政治环境可

引申为国情，多用于农业经济中。因此在农业泰语翻译中需要根

据具体的农业翻译文本来选取恰当的表达。

（五）专有名词翻译缺乏统一

农业是一个与土地、劳动力密切相关的产业，因此在农业泰

语的翻译过程中必将涉及到大量的人名、地名。而目前对于泰国

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缺乏统一的翻译。

例如对于泰国吞武里王朝国王名字的翻译就有：他信、塔克辛、

达信等，对于泰国境内重要河流的翻译可见“湄南河、昭帕耶河、

公爵河”等翻译。

这种同一事物却多种翻译混杂的还有“他念他翁山脉、塔宁

塔翁山脉”“乌隆府、勿洞府”等。专用名词翻译上的“各自为政”

无疑增加了读者理解上的难度。

二、农业泰语翻译策略

中泰两国农业贸易合作日益频繁，对于农业泰语翻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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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日俱增。而随着农业泰语翻译实践的不断推进，也暴露出了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将针对上文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尝试提

出一些解决策略。

（一）做好的充足的译前准备

农业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生产门类，其涉及的专业知识广泛。

作为泰语农业翻译者难以做到每个农业门类的专业知识都了如指

掌。

但是充足的背景知识是准确翻译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译者

在每次翻译前对本次的译品进行必要的背景知识学习，做好知识

储备。如涉及泰国的农业发展史时，译者需要了解泰国是农业国家，

农业贯穿于泰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

不同时期的泰国国名也是相异的，历史上泰国一直以“暹罗”

作为自己的国名，直到“1939 年，军人披汶·颂堪任总理，从此

泰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军人独裁统……并把国名暹罗改称泰国。”

因此，在翻译泰国农业史相关文献时涉及 1939 年之前的应用“暹

罗”作为国名，而 1939 之后则用“泰国”作为国名。

农业泰语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中涉及到

两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个精确的农业泰语翻译往往

需要动用到译者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这也就要求译者做好充足的

译前准备。

（二）借助英语转译

泰语作为小语种，其受众相对较为狭小，其语汇的更新迭代

较为缓慢。而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相关语汇日新月异，中泰

语无法做到新生农业语汇的完全对应。

因而在农业泰语的翻译实践中无法找到恰当的农业语汇进行

翻译的情况时有出现。这时译者可转换思维，借助第三种语言“曲

线救国”，而使用最为广泛的英语就是理想的转译语言。

如汉语中的农业词汇“有机食品”泰语并无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译者借用与之相对应的“Organic Food”，此后根据英文读音，泰

语运用泰音直译创造出了一个泰语新词，从而实现了中泰语在此

词汇上的对应。

同时在表述专业名词时，当泰语中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泰语词

汇时，可直接运用英文单词予以替代，如“初创公司”这个汉语

词汇在泰语中没有相契合的表达，因而直接援引英文词组“Start 

up”在泰语文本中用以指代“初创公司”一词。

（三）专有名词翻译策略

在农业泰语翻译中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已有官方汉译则采

用官方汉译，如对于泰国的首都官方的汉译为“曼谷”且该翻译

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因而就不宜剑走偏锋的根据字面含义翻译

为“神仙之城”或据读音译为“公贴”，又如泰国的旅游，经济

重地——“芭提雅”不可盲目的根据读音直译为“芭达雅”。

而对于尚无官方汉译的人名、地名则应在合乎读音的基础上

选择合适的汉字，以常用字为主避免使用生僻词及容易产生负面

联想的字词，如“楠府”不宜翻译为“难府”“帕府”不宜翻译

为“怕府”“北柳府”不宜根据读音直译为“差春骚府”等。

农业泰语也必将涉及到农产品名称的选择，在翻译时要注重

受众的认知习惯选择合适的汉语词汇，如水果“菠萝”不宜翻译

成“凤梨”，虽然“菠萝”与“凤梨”都是指代同一种农产品，

但是菠萝的称呼更为受众所熟知。

（四）明确翻译风格

就翻译的文体而言，“共计六种主要文体，即新闻报刊文体、

论述文体、公文文体、描写及叙述文体、科技文体及应用文体。”

不同的文体在翻译时带有不同的文体风格。

“科技文体表述的内容以客观事物为主，不以语言的艺术美

为追求目标，讲究逻辑上的条理清楚和思维上的准确和严密。”

而农业泰语作为科技类文体的一种其同样具有讲求严谨、强专业

性、力求精炼等特点。因而译者在进行农业泰语翻译时要注重遵

循农业泰语的特点，以文本事实为依据，不夸张渲染，不随意使

用描写性表述，不用含糊性词语，务求简约明确。

（五）译后的语言资产管理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语言创造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农业泰语

的翻译而言，前人可供借鉴的资料与技巧相对较少。这就要求每

个译者在每次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对本次翻译中所做的背景资料

调查、新词新句、专有名词等进行收集整理，按照一定的逻辑顺

序进行汇总，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资产。

随着语言资产的不断丰富，将使日后的背景知识调查更加得

心应手。一个科学且长期积累所形成的语言资产必将是一个翻译

从业人员的重要知识宝库。

三、结语

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之下，中泰两国的农业交流交往

日益密切，泰语农业翻译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农

业泰语的翻译实践而言，需要具有充足的背景调查对农业专业术

语及专有名词有所了解。了解最新的农业发展动态，搜集各种相

关的农业资料，增加农业知识和词汇量。同时采用科学的翻译策

略才能够使译文合乎农业泰语准确简洁、科学客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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