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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导游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传递中国旅游文化之美
杨彪静　李　美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黑龙江 大兴安岭 165000）

摘要：在外语导游带团过程中，要接触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与游客交流介绍自己国家旅游景点及其文化时，不仅仅

是经济收入的问题，也关系到在外宾前过自己的介绍，把本国的优秀文化如何对外输出的问题，要担负起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

就要掌握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传递中国旅游文化之美，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中国是有着泱泱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

理解其中国文化，其实不容易，但如果遇到好的外语导游，一定会收获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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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语导游角色定位

外语导游主要是接待外宾，通常外语导游应该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语）导游资格证书和导游证，受旅行社委派，按照接

待计划，从事陪同外宾参观游览，通常我们也会成外语导游为导

游翻译。在旅游过程中，由于语言障碍和跨文化背景，接待过程

中游客的食住行游购娱全程依赖于导游安排，更重要的是，游客

对目的地的旅游体验，主要依靠导游的解说。

二、外语导游在翻译中传递旅游文化中遇到的问题

在旅游文本中，相较于语言问题，翻译文化问题更加复杂化，

处理难度较大。中华文化拥有长远的发展历史，旅游翻译信息十

分丰富，如考古、建筑、艺术等方面。面对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

如何将旅游信息传递给外国游客，成为外语导游面临的重要问题。

翻译人员不仅要拥有广泛的知识、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拥有较

强的跨文化意识、双语能力。但是，在外语导游翻译中，容易遇

到以下问题。

（一）存在文化误译

通常情况下，若外语翻译对相关国家文化、历史不了解，没

有查找具体的文献资料，直接按照个人理解、字面意思进行翻译。

比如，对于汉高祖刘邦封其长子刘长为淮南王这段话，若不熟悉

这段历史内容，容易错误标注读音，影响外国游客的理解。

（二）出现文化缺省

这一现象出现在双方交际过程中，对于两者都了解的文化背

景，外语导游需要在翻译中重视起来，若忽略这部分内容，则会

出现文化缺省现象。由于思维方式、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不同，

在了解一些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文本时，外国游客容易遇到困难。

这时，外语导游需要灵活调整，及时补充相关信息。比如，在介

绍花挑舞时，若无法传递词语中的文化信息，外国游客无法了解

文化内涵，难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标。

三、外语导游在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一）树立文化意识

外语导游的翻译工作，包含了笔译、口译两部分。在正式开

展导游讲解前，外语导游需要完成汉译英的工作，整理出导游词，

再开展汉英翻译的口语工作。由此，外语导游翻译工作具有极强

的现场感、多元化、全面性特点，人员既要“博采众长”，又要

能烘托表演气氛和效果。作为古文明国度，中国的人文文化十分

丰富，侧重人论、意会，价值方面注重群体意识。外语导游要承

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主动树立文化意识。对于自然旅游资源、

人文旅游资源的内容，外语导游都应从文化角度做好转化工作，

为不同文化沟通打下基础。所以，导游应在翻译前了解中西方文

化的不同，如心理文化方面。具体表现上，英语的功能性更强，

汉语更具形象性。西方人通常按照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中国人

则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现代汉语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

导游可运用精美的汉语解说词汇，展现“鸟兽虫鱼”“日月水火”

形象化、生动化的形象，而英语语言侧重描述功能，很难真正还

原形象性内容。以“伊水北流”“山口”“龙门”“洛阳”等词汇，

每个字词都蕴藏独特的文化含义，而按照英文的方式理解，龙门

对应着 Long men，国外游客难免会出现误解，将其理解为“很长

的人”。

（二）深入了解语域

因人群、地区、时间不同，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会出现各种变体。

其中，适用于特定使用范围的语言是语域。在外语导游翻译工作中，

人员需要了解广泛的内容，在使用语言交流时，会遇到各种人物

与环境。所以，在翻译中国旅游文化时，外语导游应分析英汉语

言的不同语域，如非正式语和正式语、书面语与口语、普通语与

专业语。在翻译过程中，外语导游应正确选择语域，合理传递双

方信息，使得所讲内容能够打动和影响对方，不仅要让受语者了

解语言内容，还要使其明白内容中带有的情感和感受。

（三）不应逐字对译

在外语导游开展翻译工作时，需要尽可能地避免“逐字对译”，

应分析具体情况和内容，再动笔或动口翻译，翻译出合乎语境、

符合时代的英语。由于汉语言拥有复杂的语境，相同的词语拥有

多种含义。所以，在翻译前，导游应深入了解词句在语境中的具

体意义。比如，在举办世界旅游日的活动时，各个单位都会邀请

游客参加。在汉语宣传语中，出现了旅游组织者、旅游单位、旅

游日等词汇，但不能逐字翻译。

（四）避免文字重复

汉语文字中存在诸多重复现象，不仅存在重复的同义语，人

们在语言交流中还会运用各种叠字，这也是汉语的特点，其重在

呈现某种现象或事物。但是，若按照生硬的方式翻译，忽略汉语

表达与英语语言的不同特点，容易使英语表达重复，无法清晰表

达英文内容。比如，在少林寺旅游景点，会重复出现少林功夫、

少林寺等字眼。若被中文思维限制，外语导游无法翻译出符合英

语语用习惯的句子。因此，导游应按照英语表达方式，达到预期

翻译效果。

（五）避免滥缺主语

在文化背景和语用习惯的影响下，只要表意清晰，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也会省略主语，不会影响人对句子的理解。但是，

在完全翻译成英文后，若句子缺少主语成分，外国游客听得云

里雾里。所以，在翻译中国旅游文化内容时，导游应结合实际

添加主语。比如，在介绍龙门石窟时。受传统行为规则、文化

习惯影响，汉语表达方式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导游讲解的汉语

内容更具传统文化特点。所以，在翻译传统文化内容时，导游

应注意英语与汉语的差异，不随意运用无主语的句子，避免英

语表达缺乏地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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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避“主动影响”

通常情况下，任何语言都存在被动结构和句式。但是，在英

语与汉语两种语言中，相较于汉语，英语语段中出现被动语态的

频率更高。所以，在翻译内容时，导游应认识到这点差异。在汉

英翻译时，要以被动替代主动，在句子的主语位置，放置主要问

题，引起人们的注意，介绍简单的内容。例如，在关林庙附近新

设了许多设备。导游可根据英汉语言的构成差异，通过调整动词，

构成被动语态。英汉的被动语态分别有“形合”“意合”的特点，

前者是通过调整动词达到要求，后者是通过增加表示被动含义的

字词，如“受”“由”“被”等。汉语被动语态使用范围不够广

泛，在英语中，若遇到不需要说出主动者、不知道主动者的情况，

都可运用被动句。所以，在翻译中国文化内容时，导游应清晰认

识上述特点，不应被汉语表达方式和句型影响，将汉语表达的内

容转化为英语被动语态，这一过程是导游介绍、传播中国优秀文

化的过程。所以，导游应深入了解和研究汉语原文，并采用正确、

地道的英语表达习惯，传递汉语的基本信息与感受。

四、外语导游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传递中国旅游文化之美

（一）运用优美语调，精通外语

外语导游并非是一般的翻译和导游人员，在旅游企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地方政府和国家的委派下，外语导游需要友好接

待外国游客，成为国内外交流的“使者”。所以，外语导游应拥

有娴熟的外语交流功底。外语能力是导游传播旅游文化的工具。

当前，英语语言包含美式英语、英式英语两种，前者时刻在出现

变化，后者保留着以往的英语特点。在与外国游客对话时，外语

导游应将语音语调放在重要地位，只有控制好语调和语音，才能

更好地传情达意。导游不仅要使语言具有变化性，还要正确地运

用语调，使整体表达效果自然而亲切、动听且悦耳。凭借语言语

调的感染力，可感染旅游的五情绪。同时，外语导游需要具备优美、

准确表达的口语能力。在使用外语讲解旅游文化时，导游会受外

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心理影响。由于母语的思维定势，导游在沟

通中会不自觉地使用母语表达习惯，影响外语表达效果，这就需

要外语导游精通外语，拥有过硬的英语水平，轻松地介绍旅游景点、

风土人情。

（二）了解民族文化，注重文化传播

从工作形式上看，外语导游翻译工作是一种表达语言的工作

形式。从具体内容上，导游需要理解两种语言文化。旅游文化之美，

需要依靠导游的介绍。若导游缺乏丰富的知识，或采用套餐式的

讲解方式，人们将失去游览的兴致。旅游与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旅游产业是文化资源衍生得来，旅游文化体验十分重要。作为提

供旅游服务的人员，导游在工作中，带领游客了解中国旅游文化，

并交流文化。因此，外语导游应拥有民族文化方面的储备，不仅

要结合实际情况，了解多方面的知识，还要结合经常介绍的景点，

了解相关人物、传说、史料、事件。外语导游应深入分析和理解

文化知识，只有自身理解透彻，才能从传统文化角度，介绍中国

文化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受限于接待的空间和时间，外语导游应

根据外国游客特点，抓住讲解特点，从某方面介绍中国文化特点

和内容，高质量地宣传文化。此外，外语导游应勤于思考和分析，

根据自身性格和爱好，设置民族、饮食文化、建筑方面的专题，

开展具有欣赏价值、旅游价值、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的学术研究，

发展某方面的专长，掌握某一门专业知识。这样，外语导游可提

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提升民族文化传播力度。

（三）传播特色文化，避免文化冲突

以往，国外旅游者是为了度假，当前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更青

睐获取信息、增长见识、丰富阅历。为满足外国游客修，外语导

游应主动传播具有特色的文化景观，主动了解不同地区的风俗习

惯、文化。比如，中国人民运用勤劳的双手，造就了独具特色的

风俗人情、多样化的文物古迹、引人注目的美味佳、精湛的手工

艺品，这些将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合起来，打造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内容。因此，外语导游人员应善于运用优美的

语言形式，描述不同景点的四季变化，将游客带入唯美的旅游时空，

宣传国内特有的文化。但是，在翻译各个地区景点的旅游资料时，

应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性。语言文化含义极其复杂，若无法

将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字面意义对应起来，就容易出现文化理解错

误，外语导游还应在翻译时，全面的考量不同文化的社交规则，

避免出文化冲突。

（四）拥有渊博知识，讲究外交技巧

外语导游的服务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工作。所以，外语导游

不仅要拥有渊博的知识，还要精通“外交”技巧，将中国辉煌的

旅游文化、壮丽的山河和灿烂的文化传达给游客。部分外国游客

缺乏对中国的了解，难免会对相关的文化产生误解。这时，外语

导游不应与对方争辩，应通过表达自身对祖国的热爱，耐心地介

绍文化内涵，避免游客产生偏见。若游客坚持个人的观点，导游

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不应为了讨好对方大声附和，应讲究沟

通的技巧和策略，使其认识到身为异乡游客，应“入乡随俗”，

使其主动领略中国旅游文化的特色，配合导游开展相关工作。

（五）熟悉国内情况，了解各地非语言行为

在跨语言文化交际中，由于空间和时间因素影响，非语言行

为会影响人们交流。因此，外语导游应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入手，

主动了解外表语、目光语、辅助语、美声语、身势语、体距学等

常识，为导游工作开展打下基础。如时间意义、使用和相关交际

行为，导游容易在入境旅游接待中遇到问题。在西方国家，有生

活节奏较快，人们行为十分匆忙。在人们沟通时，西方人习惯性

地开门见山，也会适当地花费一些时间讨论旅游、棒球、天气。

而印度尼西亚人则不同于前者，他们不希望急匆匆地完成事物，

或面对各种压力。在他们的眼中，时间是灵活多变、可伸缩的。

在非洲地区，人们形成了慢节奏的生活规律。由此，与其他国家

相比，美国、英国的旅游者节奏更快。所以，外语导游应主动分

析不同地区与国家的非语言行为方式，在接待时尤其要关注人们

对时间的态度，顺利完成导译任务。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旅游行业，若缺乏专业的外语导游，旅游

是缺乏灵魂的。在新时代下，提升外语导游专业能力、外语能力、

知识水平，关乎中国旅游文化的传播。因此，外语导游应具有扎

实的母语文化，掌握娴熟的外语能力，对比两种文化，并根据时

代需求，定时更新导游内容、语言，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旅游

文化，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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