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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汉翻译的有效策略分析
龙晓明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桂林 541100）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沉淀出了许

多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着我

国在国际的地位，也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为此，我国就

需要加强文化输出，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成英语，展现在

世界各国人民面前，使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以及英汉翻译的实质，并据此提出了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意

加注、意译、摘译等不同的翻译方式，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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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的精

神文明，代表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独一无二的精神面貌，是宝贵的

精神财富。在世界文化遗产组成中，中国占据着重要地位，总量

居世界第二。

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不仅

能够展示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也能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我

国的国际形象。为此，我国就需要积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

翻译成英文，使其拥有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不依靠物质承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不以物质的形式呈现的，

通常来说非物质文化存在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中，通过人们口耳相

传而代代延续至今。

人们最初创造非物质文化时，是为了满足生活与精神所需，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代代传承，非物质文化因其独特的魅力而沉淀

了下来，并成为我国璀璨的文明，展现出了古代人们的智慧结晶、

精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其发展变化也

与人们的生活以及思想变化息息相关。

（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断随着经济

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因为与

社会发展的方向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被搁置，处于一个“死”

的状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此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它仍旧存在内在活力。当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时，这些被搁置的

无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会被赋予新的内涵，重新焕发出生机，

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三）与社会生活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外在体现，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而创造出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

这些非物质文化，承载着人们的生活，反证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非物质文化具有很明显地域性、群体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甚至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所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都是存在较大区别

的。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的生活，直接由社会生活

决定。

二、非物质文化英汉翻译的实质

德国翻译家 Hans·Vermee 指出，“任何翻译行为都有其翻译

的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是由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使文化多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希望能够以文字为桥梁，让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从文化视域分析，当前和平发展交流是时代的主题，不同国

家在交流各自文化时，就需要翻译作为桥梁。每个国家都有其独

特的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本民族语言来呈现的。

汉语本身就是内涵丰富的一种语言，其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能很好地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内容，从而使

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向往之情。

当前，世界各国使用最广的是英语，所以英汉翻译，是中华

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途径。而英汉这两种语言，相差较多，在翻

译的过程中，若不能深入了解两种语言的本质，那么所翻译出来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就难以全面呈现出来，从而影响文化的

传播。因此，翻译的本质就是使英文能够完美诠释汉语的内涵，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国人理解的层面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汉翻译的有效策略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策略的异化取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出了民族的差异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而

世界之所以对这些文化进行保护，就是为了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

保存其本源，使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性可以流传下去。

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翻译，去本质就是保留并传递民族

文化的异质性，因此，在翻译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异化取向。

异化来源于古埃及的翻译家犹达欧斯，他认为在翻译的过程

中，应该将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与本土文化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

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不因为外来文化的

特点，改变文化的原有形式。

1. 直译

英语和汉语虽然相差较多，但是中国人与西方人都生活在地

球村，所以其主观意识形态，以及宏观上的所见所闻还是较为相

似的，这也就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直译的可能。

直译并不意味着逐字翻译，而是翻译人员根据汉语的字面含

义，按照英文的表达方式，对句式进行重构，使其能够还原中文

的表面含义。这种翻译不考虑外国的文化与思维特点，而是完全

从中国的民族风格和特色进行翻译，完全还原汉语的本源。

直译是让外国人领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最佳翻译方

式，因此，在英汉翻译时，当英文中存在与汉语对等的词汇时，

应该首先选择直译的方式。例如：针对世界知名范围较广的，如

端午节、桑蚕丝织技艺等，就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式。

2. 直译加注

虽然直译是英汉翻译中最为简单便捷的，但是在实际翻译过

程中，仅有少部分文化可以这样翻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一些独

特的谚语、词汇等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

为此，在英汉翻译时，针对此部分中国所独有的文化，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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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注释。所加的注释应该包括汉语词语的含义、背景资料等。

正常来说加注释主要有脚注、尾注以及义内注释这几中，但是在

我国所提交的英文版申遗中却并不存在脚注以及尾注的情况。

因此，在翻译时，应该主要选择义内注释这种翻译方式。例如：

在翻译“是中国书画家酷爱的文房用品”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

但是若在翻译过程中不加注释，那么外国人难以理解文房用品是

什么，为此，还需要对我国特有名词进行解释说明。

3. 音译加意加注

音译，就是忽略汉语语言的内在含义，直接按照其发音，选

择与其发音相同或类似的英语进行翻译。这种翻译形式只具备形

式，而没有内涵。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的人名、地名以及特有的标

志性建筑物，英文中并有与之对应的单词，所以在对此类名词进

行翻译时，常采用的是音译的方式。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根据

音译不明白单词的内在含义，为此，在翻译时，也需要对音译的

名词进行详细的解释，加好注释。

例如：在“福建漳州八宝”时，其中福建漳州这个地名就可

以采用音译的方式，而对于此地的在我国的地理位置，主要特征等，

还需要加注释进行说明。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策略的归化取向

中西方存在差异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思维方式等。为此，

在翻译的过程中，还需要立足西方的文化特点，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翻译出来。

规划翻译，就是以目的语为目标，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使

其与阅读者的思维习惯相一致。为此，在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翻译时，还需要着重选择此种翻译方式。

1. 意译

中西方在饮食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在对翻译时，

如果仅根据字面含义进行翻译，而不加以解释，那么西方人在阅

读时，就难以理解。

想要让阅读者真正透过文字，了解其内在含义，在翻译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典故等，就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从英文中

选择一些与汉语内在含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表达方式，加以解释说

明。

例如：对“双江号子”中文的解释，只在开头出现了主语，

其余段落间没有连词，有的用其来代替，若直接对这一段话进行

翻译，那么读者很难看明白。

因此，在翻译时，就可以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分成三部分，

从西方容易理解的角度进行翻译。

2. 摘译

中国有许多词语、谚语内所表达的含义十分丰富，想要将其

全部解释清楚，需要用大量的英语单词。而国际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英文译本篇幅是有规定的，这就使得在规定的篇幅内，想

要将文化遗产全部清楚、仔细解释明白是较为困难的。

为此，在实际翻译中，就可以采取详略得当的方式，将重点

部分进行翻译。如此既能使翻译的篇幅符合要求，又能使读者能

够从关键信息中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明产生向往之情，加强

文化的传播。例如：在翻译苗族古歌时，就不必将其全部信息都

翻译出来，而是着重翻译苗族古歌的来源、代表歌曲、其在我国

的影响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趋同性

文化的趋同性，就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会相

互响应，产生相似之处。反之，若文化不再进行交流，则不再会

有文化的趋同性。

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国便没有停止过文化引进的脚步。

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对我国的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

前很多西方化的词语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我国在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当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此，一些带有中国色彩的词语，也被运用

到了其他国家的日常用语中。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离不开翻译，文化趋同性的产生，也是因

为英汉翻译，反之，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也使得翻译工作更加

便捷。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是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增强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为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就不能仅局限于文化

的表象，而是应该以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基础。如此，读者才能感

受到文化的语境，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从而主动去了解更多中

国文化，以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文化在世界中的影响力

也在不断扩大。当前，世界正在掀起一股传统文化保护的浪潮，

这就使得我国的文化保护工作也发生了转变。为进一步提升我国

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我国就需要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汉互译工作。只有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才能以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文化才能实现全

球性渗透，而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世界的影响力才能逐步扩大，

并为世界文化的交融，以及我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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