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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英语翻译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 
彭明英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我国每年都要培养出许多旅游方面的人才来为旅游行业“充能”，对于这部分人才的要求也比较高，主要是对旅游行业

概念以及具体内容的学习，其次就是语种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这方面的人才在毕业之后所参加的工作叫做“导游”，事实上就

是“指导游客进行旅游活动”，再次过程中充当的是“向导”的角色。那么游客的身份一定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我们自己国内的游

客，还有国外的游客，这时候导游所学习的外语就起到作用了，通过给外国人的翻译、讲解，可以直接将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

传播，可以让外国友人看见、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旅游英语翻译教学的思考，提

出了翻译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式，旨在加强与国外友人沟通的前提下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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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旅游英语的翻译教学首先当然是先学好英语了，英语的表达要

流畅，理解要准确。学好英语翻译，语法，词汇，听说当然是不用

说的，一定要多听多读多看，不仅仅是英语知识，还有中文知识，

不仅要学会英语语法，还要了解国家特色文化知识，不仅是本国的，

还有英语国家的，所以一定要多听多读多看，理解英语母语者的语

言习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随时学习更新的新闻热点热词，

并且长期坚持。如果要做口译，首先保证你听懂，保证你自己的语

音清楚，表达流利。学好了英语，再去练习翻译。或者你也可以在

不断的翻译练习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学好英语和提高翻译能力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时间坚持，方有收获[2]。 

二、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翻译本国和他国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活中食物、告示牌等

翻译常常闹出笑话，它们也是跨文化传播中重要的一环。普通群众

很容易接受一些舶来词，苏打（soda）、香槟（champagne）、沙拉

（salad），对于另一些外来词却坚持要翻译成中国风范。那么在跨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什么时候能选择英文直译，什么时候又必须将语

言转换呢？在另一文化中找不到表达同样意思的事物或者直接翻

译也符合另一民族语言体系的时候，我认为可采用直译。例如披萨，

你不能叫它大饼，在原词汇量上也找不到合适的称呼，这时候不如

音译成一个新词，反而保留了外国文化的风味；西方人原语言体系

中没有“功夫”这个词，他们亦译为“Kongfu”。与直译相比，意译

强调的是译语文化体系和原语言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直译不

足以让人明白时，就该意译上场了：“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直

译是“运煤到纽卡斯尔”，意译是“多此一举”，两相对比，高下立

判——意译能够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征，能够使习语、诗词、成

语等的翻译达到“信达雅”，但同时也对译者对两国文化的理解提

出了更高要求。 

另外，国家政治交流中翻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交流活

动中常常需要同声翻译，政治会议中会有地名和国名的翻译，它们

一个国家主权领土的主张。中国人对钓鱼岛占有主权，而日本人却

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尖阁诸岛”；“前苏联”和“俄罗斯”代表两

种完全不同的政体。政治中不得当的翻译往往会引起麻烦，如在官

方中国南海问题立场的一篇短文介绍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曾给菲律宾高层人士造成困扰。文化政治影响了翻译，但翻译

的质量决定着政治交流的成功与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是相互反

映、相互影响的。我们需要慎重对待翻译。1、尊重其他国家、地

区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同时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抵制文化侵略；2、在翻译中尽量避免歧义，以防引起不必要的误

会；选择合适的语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能够更好传播流通[3]。 

三、公共场所英语标志翻译现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当今社会到处都能遇到双语指示牌，

公共广播，标志等。很少看到中文写错的标语，但英文翻译的问题

却比比皆是。有时让人捧腹大笑，偶尔也让人很无语。那么都是什

么原因导致的问题标志翻译呢？其实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翻译 

众所周知，计算机翻译发展迅速，通过大数据自我深度学习，

世界领先的计算机翻译系统已经能够产出比较令人满意的翻译作

品了。但是由于标志等内容比较简短，缺少上下文的比对，导致机

器处理遇到困难。因此图片中的情况就产生了，“一米线”被理解

成了“米线”，闹出笑话。这时机器翻译的句子语法不整齐，断句

出错，选词也会有问题，需要翻译员做审查阅读才能避免。大家翻

译时要注意断句，同义词的意思选择等。 

2.语气生硬 

在公共场所我们经常可见到类似图片中标识。对于中国人，这

样的文字内容并没有啥大问题，意思清楚，简洁明朗。但是在英文

中，就会给人一种不友好的感觉，让人不愿意主动去遵循制度。然

而标志内容初衷都是为了社会更加和谐，这个大方向相信每个人都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所以何不多写两个字符，把句子用更好的语气

表达出来呢？少使用”no””don’t”这样的字眼，可以多思考一些

委婉的表达，例如：Keep away from the flowers, please. 而不是 no 

picking flowers。 

3.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许多时候标志的内容选材上会有所区

别。因此翻译标志时，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可，千万不能字对

字翻译。例如在地铁上，我们会常常看到残疾人专位，在西方国家

也有设立特定区域的座位给残疾人,但是会避免使用残疾人这样的

字眼，比较注重尊重，因此应该使用符合当地人文化的字眼来翻译。

当然图片里不仅仅是文化翻译出错，就算翻译成 disabled only 也不

恰当。在不同的地方应该使用不同的翻译，如果是车位可以用 

handicapped 

parking，如果是专用的走道可以用 accessible facility，大多数情

况下直接用 reserved 加上标志就能清楚表明意思了。除了标志，地

铁上的广播翻译也需要小心，请给老，弱，病，残，孕的乘客让座，

应该翻译成：Please give your seat to anyone in need.[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必不可免，找寻中

西文化误区，不论是重新添加中国式英语词汇，还是就中国文化给

予新的阐释，都将有利于文化的互融与沟通。 

四、旅游英语翻译教学的改进策略 

（1）创新思维课堂 

跨文化传播是旅游专业课堂的必修课之一，没上这节课之前根

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文化传播的例子随处可是，韩剧、美剧、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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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娱乐着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不同的文化

相互交流，翻译便是搭建互联互通的桥梁。跨文化传播首先要打造

文化精品，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展示给世界。近些年

古装剧一路走红，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锋。文化传播首先要

珍重自己的文化底蕴，立足于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都磨棱两可又

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历史的篡改，明明是昏庸无能的君

主，因为剧情需要却成了深明大义的盛世明君，过分的想象与浮夸，

这样的文化产品该如何走出国门？文化传播是一个过程，一个使本

国文化渐渐被世界认可的过程，期间必然伴随着吧不可避免的摩擦

与误解，由此翻译的水准至关重要。以中国古装剧为例，就第一人

称“我”而言，就有多种表达。皇帝通常自称为“朕”，以显示其

万人之上的地位，或者谦称为“寡人”、“孤”等。 而一些翻译会

使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流失。例如，在《还珠格格》中直接将“皇

上”音译为“Huang Shang”，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观众难免会

误以为“Huang Shang”是人名。而“皇上”这一称谓象征着中国古

代最高的统治者，音译“HuangShang”何以体现此内涵？特殊的历

史文化背景赋予不同人称特俗的意义，特殊的称谓应给予特殊的解

释。大量的四字短语、诗句翻译又是一大难点。外国友人能否理解 

“一丈红”、“曹贵人”等专有名词？诸如“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

离”等经典台词会否失了古典韵味？传统诗句中的韵律美是否也会

随着翻译而消失？不可否认，部分台词确实有不可翻译性，但艺术

总能通过某种方式说明白，不一定非得逐字逐句地说清楚，艺术上

的折损也是不可避免的。古装影视剧字幕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更

应该根据其特殊性并结合权威的翻译理论进行选择，还要根据当地

文化背景，如果我现在问 dragon 是什么，大多数国人肯定会回答龙，

并配上炎黄子孙特有的自豪笑容，“我们是龙的传人嘛”，其实这是

最近几十产生的"现代神话"。清朝以前，除了皇室，不会有人认为

自己是什么龙的传人。而且在生活中、言语使用龙相关的东西，是

有丢性命的风险的。“但我们眼中象征福瑞祥和的 dragon”，龙是很

难说什么象征“福瑞祥和”，确切地说是象征着“恐惧”。“龙”是

权力的最高代表--皇帝所专属的,他们是要吃人的。这恰跟西方人心

目中的 dragon 是类似的：“它是邪恶、贪婪的代表——与上帝作对

的恶魔撒旦（Satan）就被称为 the great dragon”。龙，翻译成 dragon

是恰如其分的，非常有神韵的译词。之所以会产生认知差异，说到

底就是文化的不同，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龙”这个翻译来说，

不是因为文化的不同。真龙天子中“龙”在西方是恶兽 Dargon，而

在中国则是高贵身份的化身，将“龙”译为 Loong，即可避免外国

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5]。 

（2）双语并进是关键。 

既要强调英语的学习，也要强调中文的学习。就像小时候，中

文有语文课学语法学修辞写作文，英语课呢，其实就是英文的语文

课，也要同样地去对待，甚至包括英语国家的逻辑思维方式也需要

去努力学习。中式英语产生的原因是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单独靠靠

语法的学习并不那么管用。笔译是口译的基础，做好笔译，高声朗

读，这是学好口译的重要方法。 

（3）重在培养语感。 

翻译在我的理解里，最重要的是具备良好的语感，发音次之，

语法和词汇量再次。语感是一个需要经年累月慢慢培养的东西，很

多英语老师会说学生们说的或者写的是中式英语，因为我们用的是

汉语思维组织语言然后直接翻译成英语，对于外国人或者资深英语

使用者来说，这种别扭感就很强烈了。个人觉得培养语感最好的方

式不是看教程，记方法，而是直接看正宗的英语交流，电影也好，

美剧英剧也好，英文原著都好。就拿英语老师们非常喜欢用来说事

的“句子重心”来说，句子重心是一个动不动就变得很玄的东西，

简单句，普通复合句很容易找到它的重心，但是对于一些像是

freestyle 的长句，并列句，就变得有些无从下手了，一句看门见山

的说出句子重点并不能完美的概括这个东西。什么翻译在前，什么

在后，经验的判断往往比像是套公式一样的翻译来的更准确更

native。直白一点说，如果我看了一百部原声英语电影，一定有很多

句子和标准翻译让我印象深刻，在我需要翻译一句话的时候，如果

那些印象深刻的句子中，有类似的，那么这句话的翻译对我来说就

很简单，我可以直接套用嘛，那么脑海里匹配不到类似句子怎么

办？那么相似度 90%的找不到就找 60%的，再不济，经验会站出来

给你帮忙。 

虽说翻译讲究信、达、雅，但是在正规翻译或者考试中，每一

个单词都需要被准确翻译表达，不可以省略，对于日常的，不需要

严格严肃的翻译来说，接地气的译文更好，甚至添加一些原文没有

的形容词，叹词，都是可以的，当然，大前提是完整的表达了原文

的意思。 

（4）掌握大量的词汇是重中之重。 

词汇量和语法的重要性排在后面的主要原因是如下：语法只有

那么多，不会变，常用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常会用到的真的是

短时间的学习就可以掌握的，大概可以被认为这个很简单，所以排

在后面。而词汇对于翻译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字典能帮助我

们太多，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记住所有单词，对于业余的英语爱好者

来说，平均翻译十句话才需要查一次字典和平均翻译一百句话才需

要查字典并没有质的区别，对于英语不那么精通的学者来说多次翻

阅字典很有益处。电子辞典不应该被排斥，只要用的方法对，它比

字典便携且快捷得多。但是要是走上专业翻译道路，那么还是请你

在脑子里开拓一片词汇海。总结起来呢，那就是日常营造英语环境

培养语感，牢牢掌握常用语法，对于不常用的语法也可以作为积累

来学会[6]。 

五、结束语 

旅游英语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整个翻译过程去正确

解读所翻译对象的本意，就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一样，另外翻译要

遵循的还有连贯和忠实的原则，它们都是从属于目的原则。对于文

章的翻译我们要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具备可读性，语意连贯，

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但翻译所采用的形式和达到的程度由

翻译的目的决定。理清楚这些思路，再在旅游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

作为老师要好好把握教学节奏，有步骤、有条例、有章法地去开展

翻译教学工作。作为学生要多度、多看、多听多思考，在将来走上

工作岗位之后要能学以致用，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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