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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浩瀚的文化长河中，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

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将传播学的经典5W理论与译介学深度融合，对湖湘非遗国际传播的译介策略与模式展开了全面而系统

的剖析，旨在进一步提升非遗翻译的精准度与艺术美感，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湖湘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其在全

球范围内的认知度与影响力，让这份来自东方的文化瑰宝在世界各地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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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湖湘非遗，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瑰宝，蕴含着深厚

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文化韵味及精湛的艺术价值。然而，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湖湘非遗的国际传播之路仍布满荆

棘，包括文化隔阂、语言不通、传播路径狭窄等难题亟待

解决。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本文作者发现以往的研究

存在以下不足：（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化宣传研究

尚处于萌芽阶段，研究成果数量稀缺且质量参差不齐，鲜

有文章能刊登于权威核心期刊之上。（二）针对湖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尚显薄弱，且在实际操作

中，湖南省非遗的海外推广与传播面临诸多困境：缺乏高

效的传播手段与规范的管理体系、传播规模与力度有限、

传播媒介过于单一、缺乏官方认证的英文网站等。鉴于

此，积极探索并构建科学有效的翻译与传播策略与模式，

对于促进湖湘非遗跨越国界、走向世界舞台，具有深远的

意义与价值。

1　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1 湖湘非遗现状

在湖湘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发展充分展现了

该地区深邃的文化底蕴与资源的广泛多样性。截至目前，

湖南省已成功申报并拥有了13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同时，该地区还孕育了121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注入了不竭

的动力。此外，湖南省还积极设立了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建立了8个国家生产性保护基地，通过现代

科技手段与生产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1.2 湖湘非遗特点

湖湘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鲜明的地域特征、独

特的民族风格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广泛涵盖了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以及各类技艺

等多个文化领域。这些非遗项目不仅在艺术层面上拥有极

高的价值，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以湘

西毛古斯舞为例，它以原始、粗犷的舞蹈风格，揭示了土

家族人民对原始信仰与祭祀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常德丝

弦，则以它特有的丝弦伴奏为标志，与常德方言的韵律节

奏完美融合，展现了该地区独特的历史韵味、民俗风情以

及独特的审美追求。这些非遗项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湖南

地区的文化生活与社会内涵，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

厚的文化价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2　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译介的必要性

2.1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湖南，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

地，以其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张

亮丽名片。推动湖湘文化“扬帆出海”，意味着将这些独

特的文化现象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湖南，了

解和认识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湖南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也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化，从而提

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2.2 助力湖湘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面向世界，维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是维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通过跨越文化的沟通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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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吸收全球文化的精华，不断地

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将让

全球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内

涵，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蓬勃发展。

2.3 激发湖南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文化交流与传播在推动地区经济繁荣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湖湘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

宣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加大对湖湘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宣传力度，可以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

力。一方面，这有助于提升湖南的知名度和形象，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这将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业的

发展，为湖南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另一方面，宣传湖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工

艺品制作和特色农产品销售等领域将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关

注和市场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3　湖湘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译介策略

当我们深入挖掘翻译与译介活动的核心本质时，不难发

现，它们本质上是跨越不同文化壁垒的沟通桥梁，是文化

传播的重要实践。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领域，我们巧妙

地结合了传播学的深刻理论与翻译/译介研究的精髓，从而

开拓了传播翻译学这一前景广阔的新兴学科。为了构建一

个更为严谨和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巧妙地借鉴并创

造性地改造了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经典5W传播模式，将其

精髓无缝融入我们的研究之中。在这一精心调整后的模型

中，翻译/译介活动被细致入微地划分为六大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它们分别是翻译/译介的主体——即翻译者或译介

者；受众——即信息的接收者；内容——即被翻译或译介

的具体信息；策略——即翻译或译介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和

手段；途径——即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效果——

即翻译/译介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结果。这样的划分不

仅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翻译/译介活动的全貌，也为我

们深入研究其内在规律和特点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3.1 明确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是翻译活动的核心，它决定了“谁来译”

的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国际传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尽管在翻译中文材料到外文时，由母语为目标

语的本族语者进行翻译通常是更为理想的选择，但鉴于非遗

材料的特殊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使是中文水平较高的外

国人，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也可能遇到不小的挑战。

因此，在湖湘非遗的译介工作中，我们应明确以中国

本土译者为主力军，并同时加强与外国译者的沟通与合

作。本土译者应当深入研究和理解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和

独特之处，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传承的连贯性。而

外国译者则可以发挥其语言优势，帮助优化译文的表达方

式，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国际受众的接受度。这样的合作

模式，既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又提高了译文的国际化水

平，对于推动湖湘非遗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3.2 丰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的核心在于明确“译什么”的议题。鉴

于“非遗”的地域性、活态性、传承性和多元性等独特属

性，其表现形式多为实践、表演等动态形式。为实现外宣

翻译的有效信息传播，译者需巧妙地将这些活态信息转化

为生动具体的语言文字，进行深入而详尽的阐述。

同时，鉴于“非遗”文字材料的多样性，包括民俗学

者与传承人等不同群体撰写的文本风格差异显著，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需灵活应对，根据外宣的具体目的对原文内容

进行恰当的调整与润色。在译介内容上，应力求全面、深

入、具体地展现湖湘非遗的丰富面貌。翻译时，不仅要注

重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的介绍，以

充分展现其独特魅力；还应关注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与发

展动态，让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通过这样的译介方式，我们期望能够搭建起

一座桥梁，促进国内外对湖湘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广泛

交流。

3.3 优化译介途径

“译介途径”深度解析”如何介”的策略及其多样化的

展现方式。多样化的译介途径对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的国际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在湖湘非遗的译介实践

中，我们应积极拥抱各类媒体与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国际

社交媒体、官方门户网站、以及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以

此拓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此外，构建与非遗传承人、学

术界精英、文化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紧密合作关系，通过深

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挖掘、整理并传播非遗的文化精髓，

是进一步推动非遗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的合作

模式不仅能够确保译介内容的准确性与深度，还能激发更

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参与，为非遗的国际传播注入持久的活

力与动力。

3.4 精准定位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即“传播对象”，乃翻译活动的终极接受

者，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效果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湖湘非遗的译介过程中，精准捕捉并定位译介

受众的需求与兴趣所在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我们根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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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认知层次乃至兴趣偏好，量身定

制相应的传播策略，以确保信息的有效传达与接收。

此外，与受众的积极互动及建立健全的反馈机制同样不

容忽视。通过及时收集并分析受众的反馈意见，我们能够

更加准确地把握其需求变化，进而对传播内容与形式进行

持续优化与调整。这种双向沟通的模式不仅能够增强受众

的参与感与满意度，还能够有效提升非遗国际传播的效果

与影响力。

4　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译介模式

4.1政府与文化机构引领模式

该模式强调政府或相关文化机构在非遗国际传播中的主

导作用。它们负责策略规划、资金注入以及文化交流活动

的统筹安排。此模式因其权威性和公信力，确保了非遗国

际传播工作的有序性和高效性。

4.2自媒体驱动的传播方式

此模式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实

现非遗文化的快速传播。自媒体以其迅速的传播速度、广

泛的覆盖范围和强大的互动性，吸引了大量受众的注意和

参与。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及文化爱好者，可在此平台

上发布非遗信息，与全球受众互动，从而增强非遗的国际

认知度和吸引力。

4.3跨界合作模式

通过与国际组织、外国文化机构及媒体深入合作，整

合了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共同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

遗）的国际传播。合作各方可以携手策划各种非遗展览、

演出、讲座以及其他相关活动，通过联合宣传，进一步扩

大非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4数字化传播新纪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传播在非遗国际传播中占

据重要地位。VR、AR、3D扫描与打印等技术，使非遗项目更

鲜活、直观地展示给国际观众，打破地域时间限制，为非遗

传承与保护开辟新途径。数字化博物馆、在线展览平台等项

目建立，非遗资料数字化保存，全球观众随时访问。社交媒

体和短视频平台也成为传播非遗文化的重要渠道。

4.5教育体系中的非遗传承

教育传播模式旨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融入到教

育体系之中。这一模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育框架，比

如学校教育，它还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领域。其目

的在于向国内外的学生以及社会各阶层公众广泛普及非遗

的相关知识，还致力于培养出具备非遗传承能力的专业人

才，以及对于非遗文化有着深厚兴趣和认识的一般爱好

者。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非遗课程，编写与之相关的

教材，组织各种非遗主题的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此外，与

国际教育机构的深度合作，更是为非遗知识的全球传播和

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

5　结语

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其在

国际上的传播对于提高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明确了传播的主体，丰富了传

播的内容，优化了传播的路径，精准地定位了受众，并探

索出多样化的传播模式，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湖湘非物

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湖湘文化。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与

世界各国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

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的目光，用湖湘文化独特

的魅力，去感染和启示更多的人。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

努力，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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