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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策略探讨 
龙晓明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市  541100）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越来越
便捷，我们要重视对外宣传我国优秀的名族文化，在被我国人民知晓的同时更应该走向世界，让外国友人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
了解。其中就必须重视外宣翻译的策略研究，做好翻译工作的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有相关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推动民族文化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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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

且都具有当地独特的风格，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这些非物质文化都
是我国历史沉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随着国家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不断加强实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策略方
针，以及开展对外宣传优秀文化的活动。但是，在宣传发展中还是
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地区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只是重视保护作
用以及对下一代人传承的作用，忽略了对外宣翻译的策略研究，不
能很好的利用非遗文化的优点推动我国经济效益的发展。因此，我
们要加强对外宣翻译工作的策略探讨，分析出有利于我国非遗文化
发展的有效途径。 

1、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瑰宝，是反映历史时期人

民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体现，能够为我们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生
存中产生的文化成果，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让我们深刻了解
到当时的民族精神和政治面貌。而外宣翻译则是为了推动非遗文化
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互相交流发展，实现国家对非遗文化保护
和开发的战略实施，让非遗文化更好的对外进行展示，让世界上更
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文化，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1]。因此，
外宣翻译对非遗文化起着推动作用，在向国人强化文化传承保护问
题的同时更是起着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使非遗文化的内容以及载
体逐渐中心化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现状 
就目前而言，我国各个政府部门都已经建立了相关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机构，也受到更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不断研究非遗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得其保护工作上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就对
外宣翻译问题而言，还是处于启蒙发展阶段，还需要继续强化相关
工作。 

2.1 缺乏网络宣传 
现如今，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逐渐形成了信息化时代，

许多文化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对于非遗文化我国在网络上的
数据库也有相关文案的详细介绍，并且还创建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宣
传官网和公众号，记录着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但是绝
大部分都只是中文介绍，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让外国人无法从网
络上了解这些信息，限制了对外宣传的工作。 

2.2 没有重视学者对非遗文化对外宣翻译的研究 
据调查显示，我国学者更多的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进行

研究并发表论文，在数据库中对外宣翻译的论文是少之又少。以及
出版的有关非遗文化的知识书籍中也很少有英文翻译，就算是有也
只介绍了我国一部分的非遗文化，这让我们的宣传目标范围缩小，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走向世界的宣传实践活动。 

2.3 没有完善相关的翻译机制 
现在有很多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都根据其独特性建立

了旅游景点和相关的博物馆，为了向大众更好的展示当地的文化资
源。但是据调查显示，在这些工作单位中还是以图片、活动讲解进
行展示，其中对文化内容没有进行对外翻译，让外国人不能真正理
解文化内涵。 

3、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 
3.1 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强宣传力度 
在对于现有非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我们要重视外宣翻译工作

的宣传力度和宣传途径。在公众号、微博、头条等社交平台以及博
物馆、旅游景点的讲解进行对外宣传，提高翻译人员的专业文化交
际能力，并且在宣传的网站上还要附属英文翻译内容，其内容要充
分展现出非遗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以及历史背景[2]。另外，
还可以利用现在的科技技术将其制定成视频的形式，加强外国人的
理解。最后，还可以结合国外的宣传渠道，将非遗文化的传播融入
到在外留学和生活的华侨同胞的工作中，让他们发挥民族精神，大
力宣传民族文化，促进我国文化的宣传与发展。 

3.2 重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对于选择翻译专业的学生而言，国家要对设有这些专业的学校

进行管理，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学习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翻译工
作，结合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
人才。因此，学校要创新教学内容，在实际教学中加入对各个地方
非遗文化的传播课程，以及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讲座活动，还可以让
学生在当地进行对非遗文化的实践考察活动，然后让学生进行翻译
论文报告，培养学生具有相关的专业意识。另外，学校还可以和文
化企业联系，让该专业的学生与企业互动交流，为企业的文化进行
外宣翻译，提高自己的实际运用能力，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今后的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3 提高对外宣翻译工作的支持力度 
在推动非遗文化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起着关键作

用。必须加强对外宣翻译工作的支持力度，首先，政府机构必须为
相关部门在宣传工作上给予充足的资金和专业人才的支持。对非遗
文化资源的考察工作和整理校对工作要提供大量的专业人才，对宣
传渠道中的没有英文翻译的资料进行整合，加入对应的英文翻译。
其次，对于非遗文化专业相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在开展非遗文化
研究活动时制定完善的非遗文化外宣翻译体系，形成对各地民族文
化特色宣传的翻译机制[3]。最后，政府部门还要制定对非遗文化外
宣翻译的工作进行专项研究，并且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出版，对后
期的翻译工作做出指导，丰富对出版社中非遗文化翻译的内容。 

综上所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工作来讲，我们要重
视“走出去”的原则，在实现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推动文化软
实力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实现
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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