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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及其影响，深入分析了这项技术如何支持文化

遗产的精准翻译、广泛传播及深层理解。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

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现状，然后探讨了该技术通过提高翻译效率、准确性

和文化适应性，助力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文章还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创新策略，旨在解决文

化负载词处理、方言与民族语言翻译难题，并推动翻译技术与文化遗产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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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面对的挑战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各国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1]。然而，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如何确保文化遗产在不

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被准确理解和接受，成为一大难题。传

统的翻译方法往往难以处理文化负载词、方言及少数民族语

言的复杂性，从而影响文化遗产的真实表达与传播效果。

1.1.2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潜力

在先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翻

译技术的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这一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和

质量，还拓宽了文化交流的边界，为文化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经历了从最初的规则翻译、统计机

器翻译，到如今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和深度学习技术的飞

跃。这些技术的革新，使得翻译系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语

言的结构、语义和上下文，从而生成更加自然、准确的译文。

特别是预训练模型和自我学习技术的引入，使得翻译系统

能够持续学习并优化翻译效果，进一步提高了翻译的智能

化和精准度。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还不断与其他领域的技术进行融合，

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这些技术的结合，使得翻译

系统能够处理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数据，进一步提升了翻译

的效率和质量。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应用场景

也在不断拓展。从最初的文本翻译，逐渐发展到语音翻译、

图像翻译、视频翻译等多模态翻译，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

高效的翻译服务。

1.1.3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创新与突破。

从最初的规则翻译、统计机器翻译，发展到如今的神经网络

机器翻译和深度学习技术，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极大地提升

了翻译系统的性能。特别是预训练模型和自我学习技术的引

入，使得翻译系统能够持续学习并优化翻译效果，具备了更

高的智能化和精准度。根据中研普华产业院的研究报告，预

训练模型和自我学习已经成为 AI 翻译的新趋势，进一步推

动了翻译技术的进步 [3]。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为学生、教师和研究

人员提供了跨语言学习和研究的支持。学生可以借助智能翻

译系统阅读和理解外语文本，拓宽知识视野；教师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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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翻译系统进行多语言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在学术研究

方面，智能翻译系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跨语言文献的检索和

参考服务，促进了全球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会议和活动中，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可以实时提

供会议演讲和交流的翻译服务，消除语言障碍，促进参与者

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种实时翻译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商务合

作的效率，也为国际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2 研究目的

1.2.1 探讨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

的具体应用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能够高效、准确地翻译文化遗产相

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古籍、碑刻、档案等。这些

资料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传统的人工翻

译方式难以快速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量。而 AI 翻译技术则

能够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大规模语料库，实现快速、准确的

翻译，为研究人员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利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AI 翻译系统能够深入理

解语言的语义和上下文，生成更加自然、准确的译文。同时，

通过持续学习和优化，AI 翻译系统的性能不断提升，能够

更好地适应文化遗产资料翻译的特殊需求。

在文化遗产的跨国展示与交流中，人工智能翻译技术

能够消除语言障碍，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例如，在文化遗产展览中，AI 翻译系统可以为外国

游客提供多语言导览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展览内容，

增强参观体验。

1.2.2 分析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和

潜力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以其高效、准确的翻译能力，极大地

提升了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的翻译效率。传统的人工翻译方式

在处理大量、复杂的文化遗产资料时显得力不从心，而 AI

翻译技术则能够迅速完成翻译任务，同时保持较高的翻译质

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数据支持。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人工智能翻译

技术消除了语言障碍，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能

够更方便地进行交流与合作 [4]。这种跨国界的合作不仅有助

于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还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全球文化

共享。

随着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兴起，人工智能翻译技术

在数字化资料的翻译和标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将文

化遗产的影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料转化为多语言版本，

为数字化保护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结合 AR/VR 技术，

AI 翻译技术还能够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文化遗产体验，增

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兴趣。人工智能翻译技术通过翻

译和制作多语言的教育材料，使得文化遗产知识能够更广泛

地传播给公众。这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水平，

还激发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方式，进一步

提升了教育效果。

1.2.3 提出促进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

融合的策略

利用先进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和大规模语料库，

确保文化遗产资料的翻译具有高准确性和流畅性。通过持续

训练和优化翻译模型，提高翻译质量，使翻译结果更加贴近

原文语境和文化内涵。除了传统的文本翻译外，还应关注图

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料的翻译。利用图像识别、语音

识别和生成技术，实现多媒体资料的自动翻译和标注，为文

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展示提供全面支持。开发专门针对文

化遗产保护的智能化翻译工具，如文化遗产翻译平台、移动

应用等。这些工具应具备多语言支持、实时翻译、历史版本

对比等功能，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2.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

框架

2.1 理论基础

2.1.1 文化翻译理论与跨文化交际理论

文化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

文化意义的传递。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翻译技术需准

确传达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历史背景和情感色彩。跨

文化交际理论则关注如何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和

理解。该理论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方言

及少数民族语言时提供了理论指导，确保翻译结果既能保留

原文的文化特色，又能被目标语言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2.1.2 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理论支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和深度

学习技术的革新，为文化遗产翻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这些技术通过大规模语料库的训练和持续优化，能够深入理

解语言的语义和上下文，生成更加自然、准确的译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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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训练模型和自我学习技术的引入，使得翻译系统能够持续

学习和优化，提高翻译的智能化和精准度 [5]。此外，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为翻译系统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

数据存储能力，进一步提升了翻译效率和质量。

2.2 理论框架构建

2.2.1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

用机制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通过高效、准确的翻译，为研究人

员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料，有助于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

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其次，翻译技术消除了语言障碍，促

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文化遗产的

国际传播和共享提供了便利。此外，结合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等技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还能对文化遗产的多媒体资料

进行翻译和标注，为数字化保护提供全面支持。最后，通过

翻译和制作多语言的教育材料，翻译技术提升了公众对文化

遗产的认知和兴趣，推动了文化遗产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2.2.2 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相互关系

该理论框架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文化遗产资料

翻译、跨文化交际支持、数字化保护技术支持以及文化遗产

教育推广。这些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人工

智能翻译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完整体系。

文化遗产资料翻译：作为框架的核心部分，人工智能

翻译技术为文化遗产资料的获取、理解和利用提供了基础。

通过高效、准确的翻译，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文化遗产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

学依据。

跨文化交际支持：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不仅关注语言符

号的转换，还注重文化意义的传递。通过跨文化交际理论的

指导，翻译技术能够确保翻译结果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沟

通和理解，促进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和共享。

数字化保护技术支持：结合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

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全面

支持。这些技术能够对文化遗产的多媒体资料进行翻译和标

注，为数字化保护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和数据支持。

文化遗产教育推广：通过翻译和制作多语言的教育材

料，翻译技术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兴趣。这些教

育材料可以通过多语言版本的形式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推

动文化遗产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3. 总结

本文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中国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

下，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人

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其高效、准确的翻译能力，

为文化遗产资料的获取、理解和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多重作用。首先，在文化遗产资料的

翻译方面，AI 翻译技术能够迅速处理大量、复杂的文献资料，

包括历史文献、古籍、碑刻等，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时

间和数据支持。其次，在文化遗产的跨国展示与交流中，AI

翻译技术消除了语言障碍，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此外，AI 翻译技术还结合图像识别、语音

识别等技术，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时，通过翻译和制作多语言的教育材料，AI 翻译技术提升

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兴趣，进一步推动了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发展。

本文还构建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以文化翻译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

为基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理论支撑，详细阐述了

AI 翻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框架的

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化遗产资料翻译、跨文化交际支持、数

字化保护技术支持以及文化遗产教育推广，这些部分相互关

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赋能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完整体系。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

翻译技术也将不断迭代升级。我们可以期待更加智能、高效

的翻译系统出现，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加精准、全面的支

持。同时，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有望在文化遗产的修复、展示、

旅游等多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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