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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建设研究 

宋泳麟 张洪超 单丽*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2） 

摘  要：本研究通过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建设，推动辽宁红色文化极其精神在国内外的传播，红色文化对于我们坚定
理想信念、传承中华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会激励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不断追求卓越、勇于拼
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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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红色文化概述 
抗日战争起始地。中华民族 14 年浴血抗战始于 1931 年发

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官兵打响了反击日

本侵略的第一枪。辽宁拥有完整记录抗日战争的红色文化遗址

资源。其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 12 处抗战纪念设

施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解放战争转折地。辽宁拥有数量众多的解放战争遗址遗迹，

先后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解放战争时期

的纪念设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新中国国歌素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是田汉、聂耳于 1935 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电

影《风云儿女》不仅是以在辽宁境内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战斗生活为题材，而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誓词和战歌也与《义

勇军进行曲》高度相似，东北抗日义勇军用鲜血和生命奏响的

抗日誓词和战歌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已成为国歌之魂。 

抗美援朝出征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地区共有 246.2

万人次参加各种战勤工作，占当时总人口的 11.7%，占青壮年

劳动力的 52.9%。 

共和国工业奠基地。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新中

国工业的摇篮”，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之一。“一五”时期，辽

宁承担了国家 156 个重点项目中的 24 项，在共和国工业发展史

上，辽宁创造出了 1000 余项全国“第一”。沈阳工业博物馆、

鞍钢博物馆记录着辽宁工业的历史与成就。鞍山钢铁厂等 12 项

国家工业遗产作为重要的物质载体见证着共和国“工业长子”

的成就与辉煌。 

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和雷锋精神的发

祥地。雷锋在辽宁工作和生活 3 年零 9 个月，沈阳、鞍山、抚

顺、营口等 6 座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

他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成长为全国人

民学习的道德楷模，以雷锋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在辽沈大地生

根发芽，代代传承。1960 年，沈阳军区《前进报》用两个整版

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由此，全民性

学习宣传雷锋的活动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红色文化资源在辽宁省文化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红

色文化是一种社会性文化,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属于辽宁

省文化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深度认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定位,

有利于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深刻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加

深对辽宁省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和启发的力量。研究辽宁红色文

化资源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关注红色文化资源的收集、发掘、整

理和分类。它充分体现了辽宁省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和优势,有

助于将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开发推向恰当的高度。 

二、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概念与特点 
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是一个通过翻译红色文化经典著

作、传记、演讲和相关文献，将其传达给国际社会的平台。该

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翻译工具，将红色文化相关内容进行

翻译和解读，使其更好地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和传播。 

平台通过对红色文化的翻译和传播，致力于红色文化的传

承与发扬。通过翻译作品的保护与传承，平台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现状分析 
平台以传承红色精神为背景。建立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

平台是一种重温红色历史、理解革命精神的方式，可以让参与

者更深刻地认识共产主义信仰、革命奋斗、无私奉献等红色精

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弘扬奉献精神。 

平台提供翻译的内容范围广泛、翻译质量的评价较高、用

户参与互动的方式较多，让用户更好地了解到辽宁红色文化的

内涵与传承价值。 

用户对平台的评价和反馈较好，较多用户反映可以很充分

的了解到辽宁红色文化的现代精神意义。 

四、基于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建设思路与框架设

计 

为了将辽宁地区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关的经典著作、传记、

演讲和相关文献的精髓传承给后代，我们计划通过翻译和传播

这些红色文化作品，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辽宁红色文化的形成和

发展，传承红色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和奋斗精神。 

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翻译和传播工作，旨在向国

际社会介绍和传达辽宁红色文化的重要价值。我们致力于加强

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推动中外红色文化的互鉴和对

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总的来说，辽宁红色文

化日译实践平台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翻译和传播红色文化作

品，促进辽宁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国际交流，以推动红色

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 

在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将重点展示辽宁红色文化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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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历史和重要事件，包括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日联军、辽沈

战役等。我们还会展示辽宁红色文化相关的经典著作、传记、

演讲和相关文献的翻译成果。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我们将提供多样化的资料展示

形式，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在平台的设计上，我们

将注重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让用户能够轻松地获取他们感兴

趣的红色文化信息。同时，我们还将定期更新平台内容，确保

用户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红色文化资讯。 

五、建设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关键问题与对策 
人员组织上，平台需要设置专业团队，包括翻译人员、文

化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翻译人员负责将辽宁红色文

化相关资料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化专家负责对翻译内容进行审

核和专业评估，技术人员负责平台技术的开发和运维，管理人

员负责平台的日常管理和组织协调。 

资源调配中，平台需要合理调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

务资源和技术资源。确保足够的人力支持和专业能力，为平台

的翻译工作和运营管理提供充足的支持。财务资源要用于技术

开发和平台维护，以保证平台的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用户体验。

技术资源要用于建设和维护平台的技术基础设施，确保平台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 

计划管理中，平台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翻译

项目的优先级和进度安排，从而有效管理翻译工作的质量和进

展。同时，平台还需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包括任务分配、进度

跟踪、质量评估等，以保证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用户管理上，平台需建立用户管理系统，包括用户注册、

登录、信息收集等功能，以便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提供个性

化的推荐服务。同时，平台应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及时处理用

户的问题和建议，不断改进平台的服务质量。 

六.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建设实践与效果评估 
在平台建设实践上，我们首先要进行深入的需求调研，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用户对红色文化的兴趣点和需

求，明确平台的定位和目标。基于调研结果，我们制定了平台

的规划和发展方向，明确了要实现的功能和服务。 

在技术建设与平台开发上，我们根据平台规划，确定所需

的技术支持和开发框架。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基础架构，包

括服务器的搭建、数据库的设计和管理系统的开发等。同时，

我们根据平台的功能需求，进行了模块的开发和测试，确保平

台的正常运行。 

在内容采集与整理上，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如与当地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合作，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辽宁红

色文化相关资料、文献和文物。我们还与红色文化研究专家合

作，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指导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们对采集到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整理、编辑和翻译，确保内

容的准确性和质量。 

在用户体验与界面设计上，我们在平台的开发过程中，始

终注重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我们根据用户群体的特点和习惯，

设计了一个简洁、易用的界面，提供了方便的导航和搜索功能，

以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体验。我们还进行了多次测试和优

化，以确保平台的功能和性能都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总的来说，我们在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的建设实践

中，注重了需求调研、技术建设、内容采集与整理以及用户体

验与界面设计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们将根据用

户的反馈和市场需求，继续优化和改进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 

七、结论与展望 
本论文主要在于探讨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辽宁红

色文化的研究，揭示了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

影响。 

首先从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的角度上来讲，随着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增强，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可以致力于拓展多

语种翻译服务，将辽宁红色文化的资料和内容推广到国际社会，

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 

其次通过结合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

践平台可以创造更丰富、生动的展示形式，如虚拟实境、增强

实境、在线游戏等，增加用户参与度。 

辽宁红色文化日译实践平台可以与各大研究机构、高校、

学术界合作，推动对辽宁红色文化的深入研究，开展学术交流

与合作项目，提高平台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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