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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视阈下"龙江精神"外宣翻译研究 
张丽杰 

（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翻译系  黑龙江省大庆市  163712） 

摘要：龙江精神作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树立东北地区的良好外部形象，而且也是能够

有效推广据文化特色的宣传切入点，同时也能够为挖掘东北地区的时代文化价值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本文针对诠释学视域下龙江

精神外宣翻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相关宣传人员有效梳理黑龙江地区的地域文化历史发展特点，从而更好

地在实际进行外宣翻译工作开展过程中解决相应的文化理解和诠释问题。 终不仅能够有效推动龙江精神的文化历史实现更加全面

准确的翻译和推广，而且能够为推动黑龙江地区的整体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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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

发展和转型问题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背景影响

下，黑龙江地区作为我国历史文化悠久物产资源丰富的关键区域，

不仅蕴含着深远丰富的龙江精神文化，而且也承担着推动和发展东

北三省的重要历史作用。外宣翻译人员应当紧跟地区发展建设的历

史关键趋势，能够更好地结合诠释学视域加强对龙江精神的深度挖

掘和有效拓展，从而更好地提升黑龙江地区的内在精神发展动力，

同时也为构建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发展形象起到深远的促进意义，

并 终为吸引更加广泛的外部资源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诠释学的相关概念和历史发展过程 

（一）诠释学的相关概念 

作为解释和了解文本信息的一项哲学研究体系，诠释学能够更

好地针对诠释理论针对文本的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和了解，因

为后续的应用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诠释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涉及

哲学和语言学体系，同时也需要结合历史宗教和艺术文化等社会性

学科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渗透。因此，诠释学不仅反映了当代人文科

学的发展趋势和融合问题，而且作为一项较新的文化精神研究方法

处于较为边缘的研究学科领域当中。 

（二）诠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诠释学的历史发展来源于西方神学和哲学发展历史，而第 1 个

较为系统有序进行诠释学叙事的是狄尔泰，他不仅让叙事学真正成

为了独立的研究学科门类，而且也通过与哲学学科进行区分勾勒出

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图谱。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实现了从局部诠释

学到一般诠释学的深远发展，而且也为哲学诠释学的发展点明了方

向。[1]而奠定现代诠释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则是舒尔茨，他将诠释学分

为三种研究方向和类型，第 1 种是技艺诠释学，主要对艺术和语言

类学科进行有效解释和分析，从而更好地加强在规则范围内，艺术

内容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理解。由于记忆诠释学作为一门以理解和解

释为基础的技艺分析学科，因此更多的会对方法论进行更加深刻的

反思与讨论，因此不仅是现代诠释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并且

成熟的技艺诠释学体系也形成在较晚时期。第 2 种是诠释哲学，主

要针对哲学活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解释，从而更好地降低了文本信

息当中的理解和传播难度。这一分类大大增加了诠释学与哲学之间

的促进关系，同时也为推动哲学体系的渗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意义。第 3 种是哲学诠释学，主要结合哲学体系的相关理论与技

艺学的相关实践分析进行了广泛结合，更好地对认知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基础文化和精神进行更为系统性的准确解释。因此哲学诠释学

也往往与辩证法联系较为紧密，同时对于理解问题的本体和存在性

差异提出了更为准确的解释和表达。 

我国的诠释学发展历史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第 1 次针对西

方诠释学的相关译文进行有效翻译和刊登，自此之后西方诠释学在

我国的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我国传统文化相关精神和历

史内容的宣传和翻译工作开展起到了促进意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我国逐步涌现出一批长期研究和发展诠释学的专家队伍，不

仅能够针对西方经典的理论体系著作进行翻译和传播，而且也在结

合中国本土化的思想体系和哲学系统进行优化和创新。目前我国在

诠释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针对中

国历史发展的文化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和解释，其次是对中国文化诠

释的传统作品进行整理和分析。[2]另外也往往应用在结合西方诠释学

构造中国本土诠释学理论的发展方面。西方诠释学在引入我国进行

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的发展和分析起到了深远的渗透作用，

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各个领域与哲学思考的深度结合， 终推动了国

内各个关键领域的深化发展和全面建设。 

二、龙江精神的相关概念和现状梳理 

（一）龙江精神的相关概念 

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核心，同样也呈现出了

黑龙江地区的地域文化精神特点，并且也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产生

了深远的联系。龙江精神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

丰富，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核心特征和内涵。第一，东北抗联

精神作为龙江精神的一大核心主旨，于我国抗日战争发展的相关历

史背景产生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呈现出东北地区人民坚定的信仰和

信念，始终不变的高尚爱国情操以及伟大的牺牲精神。第二，龙江

精神的内涵也体现在北大荒的精神中，不仅着重体现了东北地区人

民不畏恶劣的自然环境因素和实际的艰苦困难问题，更好地表现出

艰苦奋斗的实际精神内涵。[3]而且也在另一方面有效体现了国家建设

发展过程中黑龙江地区人民敢闯敢试的勇敢精神，能够通过更加开

放的思维以及无私的奉献姿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发展当中。第三，

大庆精神不仅体现出了黑龙江地区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

始终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核心原则努力发展中国本土的重工

业和石油资源，更好的通过独立自主的艰苦创业过程推动了国家的

经济建设，并且能够体现出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第四，龙江精神

也体现在黑龙江地区以王进喜为核心代表的优良模范作风，更好地

体现了我国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同时也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才

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二）龙江精神的现状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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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龙江地区作为我国东北地区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极为优

越的发展区域，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黑龙江地区在近些

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以龙江精神为

核心的内部发展精神动力并没有广泛渗透在黑龙江地区的年轻人才

队伍当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去年人才的整体思想水平并不

能够得到全面提升。[4]除此之外，由于外部其他省市地区的发展速度

更加迅猛，不仅导致黑龙江地区的年轻人才流失严重，缺失了重要

的发展助推作用。而且另一方面在进行外部形象的树立和优化工作

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不仅影响了外部资金和资

源的投入规模，而且也造成了外界对于黑龙江地区产生了更多的文

化误解， 终不仅严重制约了黑龙江地区的长期发展质量，而且也

在另一方面降低了龙江精神的渗透和发扬效果。 

三、龙江精神外宣翻译工作的优化探究 

（一）外宣翻译工作的相关特点 

外宣翻译工作主要针对国内的文本信息进行国外文字的有效翻

译，从而更好地能够针对国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对外输出。目

前由于我国外宣翻译领域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整体的研

究学者规模相对有限，并且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特点。第一，

外宣翻译工作对学校开展主要以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主要的工作思

路，因此需要相关岗位人员能够结合长期以来的翻译实践经验作为

核心基础，并且通过定期的经验交流讨论和技术分析会议来提升自

身的外宣翻译工作素养水平。例如黄友义先生就在长期的工作实践

过程中总结出了外宣三贴近的翻译原则，更好地提升了外宣翻译工

作的开展准确性。但是目前这样以实践经验为核心的工作原则设置

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系统性理论，因此无法对普遍性的外宣翻译

工作内容进行全面指导。[5]第二，目前外宣翻译工作已呈现出多视角

化的发展趋势和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外宣翻译人员往往结合多种理

论体系来进行工作的应用和延伸，并且同一理论的应用角度也往往

相差较大。这样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我国外宣翻译工作的整体风格

差异性较大，更好的增强了国内文本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感染效果

和宣传质量。第三，由于外宣翻译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进行

文化和精神内涵的宣传手段，同样也是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

的重要途径。因此外宣翻译工作也开始逐渐形成从国家形象构建层

面进行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这样的实际情况更好的约束了外宣翻译

岗位人员对于国内文本信息的翻译方向和质量控制，从而更好地通

过扩大对国内文本信息的翻译和宣传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 

（二）龙江精神外宣翻译工作的途径优化探究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诠释学视域下加强龙江精神的外宣翻译工作

开展质量，相关翻译宣传人员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落实。

第一，全面梳理龙江精神相关文化历史材料外宣翻译工作的哲学诠

释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结合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提升自

身的工作开展思路和整体效率。[6]一些外宣翻译人员往往在长期的工

作开展过程中始终按照传统的诠释学思路进行翻译和宣传工作，这

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龙江精神的相关文本信息诠释无法在更加

多元化的发展视角下形成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传播体系，而且也对于

整体龙江精神的内在核心产生翻译不准确的实际问题， 终影响了

外宣翻译工作的实际开展效果。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样的实际问

题，外宣翻译岗位人员应当针对全师学发展的重大转变和理论发展

进程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学习，不仅能够结合每一次的理论转变有效

提升自身的工作开展观念和工作素养水平。[7]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

通过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理论基础转变来提升自身的宣传

和翻译哲学素养水平。除此之外，通过从方法论诠释转化到本体论

诠释能够更好地提升外宣翻译人员对于龙江精神内涵的深度把握，

并且更好的通过西方哲学思维的理解途径有效达成与东方历史文化

的深度交流。另外，通过从本体论诠释向更为全面的实践诠释理论

进行发展和创新，不仅大大提升了外宣翻译岗位人员自身的理论体

系架构，而且也能够为指导更为多元化的龙江精神外宣翻译工作起

到重要的指导和优化作用。第二，外宣翻译岗位人员也需要结合自

身的理论体系优化与龙江精神在当代时代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效

结合，更好的结合多元化的宣传和翻译途径来构建全新的工作方法

论和落实管理体系。例如岗位人员可以针对原文的理解方法进行全

面优化，更好的针对西方文化当中完全陌生的龙江精神专用名词和

特有含义进行有效注释，更好地提升了翻译内容的宣传和渗透质量。

除此之外，岗位人员也可以通过构建文化信息丧失的补偿机制，更

好的以诠释学的分析和研究步骤加强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内涵缺失

的信息补充，从而不仅能够更好地提升外宣和翻译工作的有效平衡，

而且也能为达到龙江精神实现准确翻译和深入宣传的理想境界起到

重要的促进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家和社会对于龙江精神外宣翻译领域进一步深化

发展的核心要求指导下，相关宣传管理岗位人员应当进一步优化外

宣翻译工作的研究价值，从而更好地以诠释学为自身的工作开展理

论体系，有效针对龙江精神的外宣翻译和文化发掘工作进行全面优

化。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为提升龙江精神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深度起

到重要的促进意义，而且也能够为外宣翻译工作的拓展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向。 终不仅能够扩大黑龙江地区的内在精神文化发展动力，

更好的激发年轻人才的本地建设积极性。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有

效提升黑龙江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影响力， 终

为促进东三省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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