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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特产的翻译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1 

张伟华  周娇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宜兴  21420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宜兴特产也加入这个行列，走出国门，参

与国际竞争。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指出了目前宜兴市面上特产翻译存在的几点问题，并分析了造成这几个问题的原因。希望以此提高

当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思想认识，帮助当地特产顺利打开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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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一带

一路”的伟大实践，越来越多的宜兴特产以崭新的姿态逐渐出现在

国际销售的舞台上。以紫砂壶为例，17 世纪便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欧

洲，上世纪 80 年代港台地区曾掀起紫砂热潮，后欧美不少国家都

有人在进行收藏。 

宜兴是江苏省县级市，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处，历史悠久，物

产丰富。其下辖的村镇出产着非常有名的土特产，如：紫砂壶、乌

饭、阳羡茶、徐舍小酥糖、高塍猪婆肉、和桥豆腐干等等。 

土特产指某地独有的或特别著名的产品，有时也称为特产。广

义的土特产，包含内容非常广泛，如农林特产、矿物产品、纺织品

等。土特产可以指直接采收的原料，也可以指经特殊工艺加工后的

制品。在英文中，土特产一般译作 local specialty 或 native product。

特产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起成长的，所以它与当地的文化风

俗结合紧密，可称的上是当地文化的缩影。 

特产翻译，属于文化翻译，其目的在于对外宣传当地的特色产

品，功能主要体现在传递信息和诱导消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需

要过分讲究修辞文采，译文也不苛求严谨一丝不苟。规范、准确、

地道的特产翻译能增加城市的含金量，不仅有助于展示城市的精神

面貌和整体形象，同时也能彰显城市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环境。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前来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

多。据资料显示，这几年，来宜兴的外国游客数量也呈增长趋势。

这为宜兴的优质特产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存在的问题 
地方特产的推广离不开特产的翻译。除了紫砂壶，宜兴的其他

很多特产尚未实现“走出国门”的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翻译和推广策略存在问题。特产翻译的难点，除了要将字面意思表

达清楚之外，还需要将特产的特别之处翻译出来，这也是导致目前

市面上很多外销特产翻译不够精准的原因。对于特产类的翻译到底

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到目前为止，几乎很少有学者

会将此专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发现目前宜兴

特产的翻译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总结几点如下： 

（一）相同种类特产没有明确统一的翻译。 

课题组通过走访数家宜兴本地的食品外销公司，以及查看多个

网络购物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发现同一种类的特产包装

袋或包装盒上印有不同的翻译。例如宜兴的徐舍小酥糖，存在好几

个不同版本的翻译。有的译者翻译成“crispy sugar”，还有部分译者

翻译成“crunchy candy”，有的甚至直接用上了拼音“xu she xiao su 

tang”。总体而言，每种特产平均有两到三种翻译，甚至更多。同一

种特产出现过多的翻译往往会导致外国游客认知上的误差，认为这

是两种或几种不同的产品，很难使他们对宜兴的特产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这对宜兴特产面向世界推广造成了极大的限制和障碍。 

（二）特产翻译方法不当，译文不灵活。 

特产翻译的不灵活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生搬硬套，直接按照

中文的字面意思进行文字转换，导致译文显得非常不专业。课题组

经过调查、收集和分析资料，发现目前宜兴市面上关于特产外宣的

翻译存在各种各种各样的错误，漏译、错译、语法错误明显、词汇

选词不当等非常普遍，所译译文质量甚低。特产外宣的翻译强调目

的性和应用型，其功能是信息功能和诉求功能。所谓信息功能就是

指对特产中各种成分、配料、生产规格等进行具体说明。而诉求功

能是指通过以上这些描述对顾客思想上进行诱导，刺激顾客的购物

需求，从而达到扩大销量的目的。所以，特产外宣的方法应该从实

际出发，充分考虑目的语的读者,要使用以接受者为中心的语用翻

译，避免外国读者对译文产生误解和费劲感。  

（三）特产翻译不注重其文化内涵。 

特产的翻译不仅要求宣传产品本身，还不能忽略其中丰富的文

化元素。它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底蕴和风土人情，是当地文化特色的

一部分。所以，特产外宣的翻译也应该遵从这一导向，抓住地方特

色。例如宜兴的高塍猪婆肉，它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相传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径高塍偶然用餐吃到了当地陈家烧制

的猪婆肉，觉得味道上乘，于是挥笔题匾：“高塍猪婆肉”。然而，

有的译者却忽略了产品本身的文化内涵，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

“sow's meat”或是“pork”。这样的翻译完全不能体现出高塍猪婆肉

与其他猪肉的区别，也反映不出它的文化内涵。在外国消费者眼中，

这样的商品名称就是一串无意义的字符，难以吸引他们，更加无法

使产品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 

（四）特产翻译缺乏科学系统的指导以及市场有效的监督。 

在走访的数家宜兴本地特产外销公司了解到，他们公司销售的

特产，其包装印刷，要么根本不涉及英文，要么只有微量的信息译

成英文，且错误百出，完全不能实现传递信息的功能。很多从事特

产外销的工作人员都不懂英语，涉及的英文内容大多依赖于网上的

翻译软件。整个过程，大部分公司不会请专业人员来进行翻译，或

是有些请的专业人员也未必能翻译出优质的译文。工作人员还强调

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找谁来咨询这个问题。既然没人管理特产翻译这

个项目，那么各家公司就各自为阵闭门造车，并且译文不需要任何

审核就直接包装印刷。因为错误的翻译虽然会导致顾客的误解，但

是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和处罚，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按照这样的

方法来操作。长此以往，这些地方特产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对宣传地

方特色、传播中国文化都起不到足够的推动作用，甚至偶尔还会产

生不良的负面影响。 

三、原因的探析 
特产的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

变迁、社会的发展、国家地位的提高、以及产品在译入语国家的认

知和接受程度的增加，需要一代代译者持续努力，译出与时俱进的译

文，方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带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目

前，宜兴特产翻译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策略，随意性很大，通过收集资

料，实地考察，我们了解到导致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特产种类较多，译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宜兴特产种类及专有名词较多，如阳羡雪芽、湖父杨梅、和桥

豆腐干等，每种特产都有相应的地名对应，这给特产翻译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除了最早成名的宜兴紫砂已有较为固定的英文名称，其

他绝大多数的特产并没有明确的翻译形式。其次，特产也会随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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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关注度逐年变化。以前说起宜兴特产，大家只

知道紫砂壶。但是近年来由于网络购物平台的兴起，宜兴的乌米饭、

雁来蕈等都成为了热销的商品。然而，特产的外宣翻译却没有跟上

发展的步伐，这导致包装过程中只能随意印刷一些英文单词来糊弄

消费者。再次，市面上特产外宣的翻译大部分是公司内部工作人员

完成，只有一小部分是请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译文质量的高低很大

程度上与翻译人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外销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专业

翻译的相关资质，并缺乏特产翻译的经验。他们之间没有规范的组织

且本身的能力素质也有待提高，所以译文质量不高也不足为奇。 

（二）特产翻译领域缺乏统一的专业指导方法。 

在各种翻译类课题研究中，特产外宣的翻译显得比较冷门。课

题组曾于 2019 年 3 月以关键词“特产”并“翻译”在知网上搜索，

仅得九条相关内容，且其中五条为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特产外宣

的翻译方法，只有四人在文中有所阐述。有的研究者认为采用“音

译+释义”或“直译和直译+释义”或“意译”的方法，有的研究者

认为“按地点、按主料或者按制作方法翻译”。每位研究者都有他

们各自的理由，但是总体来看，他们都没有就特产翻译给出专业的

翻译策略和方法来指导译者更好地进行特产方面的翻译。所以，我

们在特产翻译这一方面一直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特产文化在外宣中的重要性被忽略。 

在特产翻译中译者要站在目标读者的文化环境中思考，尊重他

们的语用习惯，从而达到预期交际效果。很多特产外宣译者觉得表

达产品本身比较重要，只要介绍好产品，其文化内涵可以忽略，因

为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本身。殊不知地方特产外宣结合地方风情、

人文情怀、历史渊源等充满文化和情感的要素更加触发味觉也拨动

心弦。人们从地方的特产宣传中认识这座城市、了解它的文化和内

涵，从而更深刻地认可地方文化。 

因此，特产外宣翻译中一定要抓住地方特色，尊重当地文化和

风情传播导向，体现特产蕴含的地方文化和人文风情内涵，同时细

化和拓宽特产文化翻译的研究范畴，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打动消费

者，还能提升特产的内涵底蕴和品牌价值。 

（四）政府相关部门对特产外宣翻译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 

目前，当地企业缺乏走向国际市场的意识，这也是相关宜兴特

产商品走向国际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企业未能认识到当地特

产商品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其次，特产外宣翻译的质量对企业

打开国际市场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企业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特

产外宣翻译，主动改善和提高翻译质量。目前从我们收集的资料来

看，宜兴的特产外宣翻译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空间。政府部门不

能认为只要经济效益好，英文翻译好坏不重要，应该充分认识到特

产商品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对当地经济以及知名度的促进作用。政府

需要组建专门的监督部门检查特产外宣翻译的质量。有了相关部门

的大力监督，产品就会因为翻译质量不过关无法顺利进入市场，那

么特产外宣的翻译一定会有所改观。如果当地政府能规范宜兴特产

的外宣翻译，那么宜兴的特产将会更顺利地参与国际竞争。 

四、结语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课题组在

前人的研究理论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宜兴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研

究。一方面科学系统地指导译者更好地传达出源语言的内涵，使目

的语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同时拓宽和细化文化翻译的研

究范畴，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课题组成员充分意识到了目

前宜兴特产翻译所面临的问题。针对课题组分析的造成此局面的原

因，希望得到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改

善宜兴本地特产翻译的现状。从我国近几年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

中国将继续张开翅膀拥抱世界，我国的改革开放将不断深入到方方

面面。各个地方的特产也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向世界，接受更加严峻

的考验。因此，宜兴政府与企业应当尽快研究特产外宣翻译策略，

大力加以推广，增加宜兴名优特产的知名度，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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