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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与推进，甘肃旅游文化的国际化译介与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探究了甘

肃旅游文化译介与国际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具体的传播路径，以期提升甘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实现文化强

省战略目标，为甘肃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也为全球文化交流贡献甘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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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甘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的资源基石与战略高地探析

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祖脉文化”

资源全面，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自然景观同样令人叹为观

止，旅游文化资源丰厚。超过8000年的悠久历史，以及遍

布500余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如著名的大地湾文

化、伏羲文化、秦祖文化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

重要旅游资源。全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2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621处，如嘉峪关长城、敦煌莫高窟等，

这些遗址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甘肃的丝绸之路文

化，展示了古代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拥有

200余处石窟寺群，其中世界文化遗产有7处（如敦煌莫高

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寺群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甘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名

片。此外，甘肃多元民族民俗文化丰富，世居少数民族15

个，每年举办上百场民俗节庆活动，如香巴拉节、花儿会

等，展示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手工艺品，为国际游客带来多

元色彩和独特的文化体验。甘肃还拥有数百项文化遗产以

及数十个红色旅游资源，如庆阳革命博物馆、会宁红军长

征胜利纪念馆等。这些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是甘肃旅游的

基石。

2　甘肃旅游文化译介及国际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旅游文化传播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市场现状并预

示未来趋势。优质的传播能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吸引游客

消费，促进地方发展。甘肃旅游文化传播独具特色，但仍

存在如下问题。

2.1文化旅游形象定位缺乏可持续性

旅游目的地形象已成为影响游客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甘

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中，从省级层面到各地州市、各县的

文化旅游形象定位频繁变动，缺乏长期规划与一致性。例

如，过去十年间，甘肃的旅游口号从“精彩甘肃，绚丽丝

路”到“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等多次更迭，虽然每次更

迭都试图捕捉新的时代特色，在特定阶段旅游发展中发挥

过积极作用，但频繁变动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品牌形象，也

没有在国际市场塑造出具有独特性、时代感和冲击力的国

际旅游形象。国内外游客对甘肃的旅游形象认知模糊，难

以形成深刻印象，这直接影响了客源市场对甘肃区域旅游

的认知和认同，阻碍了持续增长的客源流入。 各地文化旅

游形象宣传基本上属于小、弱、乱，缺乏整体包装宣传，

如缺乏针对河西走廊、黄河文化、民族旅游地区等的整体

包装与宣传。

2.2国际传播效果有待提升

甘肃旅游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传统的旅游博览会、

文化交流活动等线下渠道，而在全球性的主流传统

媒体（如CNN、BBC等）上的曝光度不足。甘肃文旅的

Facebook官方账号“Discover Gansu”虽然已经覆盖了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四大海外社交媒

体平台，粉丝量突破190万，初步形成了甘肃文旅国际传播

媒体矩阵。但应重点提升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运营策略，

保证账号的持续活跃度和用户粘性，进一步拓展甘肃文旅

国际传播矩阵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从而扩大甘肃在全球

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3译介质量参差不齐

旅游文化译介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译介内容的准确性、

丰富性是影响国际游客体验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甘肃

旅游文化译介中存在翻译错误、文化误读、信息遗漏等问

题，影响了国际游客对甘肃文化的准确理解和体验。国际

游客在阅读甘肃旅游资料很难理解甘肃特色文化，其中近

一半的问题源于翻译不准确或文化信息传达不充分。

2.4甘肃文化特色挖掘不足

随着人们对文化发展以及游客对体验式、精品化旅游

的不尽渴求，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

旅游，而是更为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因此，甘肃旅游在

发展中挖掘关键本土旅游文化特色至关重要。然而，在国

际传播中，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展示尚显不

足。例如，莫高窟、嘉峪关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在国际上

的知名度虽高，但对其背后的历史故事、艺术价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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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方面的深入介绍却相对较少。

2.5缺乏国际化专业人才

据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截至最新统计，

全省从事旅游文化国际传播工作的专业人员中，具有海外

留学或工作经历的比例不足10%，且多数人员集中在省会

城市，地市级及以下地区的国际化人才更为匮乏。这种人

才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甘肃旅游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深度和广

度，影响了甘肃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　甘肃旅游文化译介与国际化传播路径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价值链重构的当前，甘肃旅游文化的

国际化传播意义非凡。认清甘肃旅游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制

约因素后，积极探索甘肃旅游文化国际化传播的高效路径

刻不容缓。

3.1加强文化旅游形象定位的稳定性

为了构建甘肃旅游文化的长期品牌效应，必须制定一

套连贯且富有前瞻性的文化旅游形象定位策略。这要求从

省级层面出发，统一规划并引导各地州市、各县的文化旅

游形象定位，确保它们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协调，共同支撑

起甘肃旅游文化的整体形象。可建立品牌形象监测系统，

及时收集和分析游客反馈，以及邀请专业机构进行品牌评

估，为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定期评估与调整，确

保这些定位策略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时保持一定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有效提升甘肃旅游文化的整体知

名度和美誉度。

3.2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甘肃旅游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充分利

用多元化的渠道。除了传统的旅游博览会、文化交流活动

等线下平台外，还应积极拥抱全球性的主流传统媒体及社

交媒体，如与凤凰网、新华社等国际知名媒体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共同策划和推广甘肃旅游文化的专题报道和宣传

活动。同时，利用Facebook、Instagram、TikTok等社交媒

体平台，发布富有创意和吸引力的内容，吸引国际游客的

关注和互动。通过举办线上旅游文化节、直播甘肃美景等

方式，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提升甘肃旅游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

3.3深入挖掘甘肃文化特色

在国际传播中，深入挖掘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独特的民俗风情等文化特色，通过拍摄高质量的国际影视

作品、制作精美的旅游宣传册、策划特色文化体验活动等

方式，向国际游客展示甘肃的文化魅力。同时，利用虚拟

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

式文化体验场景，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甘肃文化的独特魅

力。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艺术展览等活动，搭建文化交

流平台，深入挖掘甘肃旅游文化的内涵，创新旅游产品和

服务，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增强文化认同感，促进甘肃

旅游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文化的创新和融合，为甘肃

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4精炼优化，严谨评估：提升甘肃旅游文化译介品质

译介质量是甘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的关键。一方面，

提升译介人员专业素养，定期组织培训，邀请国内外翻译

专家授课以提高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建立严格审核机

制确保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并体现甘肃文化魅力，引入第三

方专业机构评估及时改进问题，鼓励译介人员深入了解

甘肃特色文化以期创作更有深度广度的作品。另一方面，

精准定位国际受众，分析其文化背景、兴趣爱好和阅读习

惯，制定针对性策略，灵活调整语言风格，采用多元形式

制作丰富材料展示甘肃旅游魅力，注重文化细节精准翻译

解释，建立严格审核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和游客反馈机

制，不断提升译介效果。

3.5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

国际化专业人才是甘肃旅游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支撑。

省内高校应积极与国际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设立

奖学金、联合培养等方式吸引和培养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

和专业素养的国际化人才。此外，建立吸引和激励国际传

播优秀人才的灵活机制，如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职业发展机会和工作环境等，确保他们能够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通过举办国际传播论坛、研讨会等活动，搭

建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4　结束语

甘肃融合了多元历史与壮丽自然，展现了深厚文化底

蕴，蕴含着深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并具有一定的战略优

势。甘肃旅游文化国际化译介和传播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

时，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甘肃旅游文化国际化译介、

传播的质量和效果显著提升将有利于甘肃特色文化走出

去，实现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促进新时期甘肃旅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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