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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为了中国文化的翻译内容给
人以新颖感的同时，又给受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便于研
究中国文化的西方理论学者或是非专业学派的兴趣者能够真正
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文化精髓的同时，又可以对中国文化的历史
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地位建立充分认知。中国文化的英语翻译原
则上应通俗易懂、平白洗练，这是因为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媒
介不断增多，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普遍依赖于学术论文、
期刊杂志以及社交媒体如 (YouTube、Tik Tok、ins等渠道）。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受众来说，他们一般都不会像
我国本土居民那般了解中国起源、发展以及文化。从接受理论
的角度而言，对于中国文化的西方释义的成败依赖于翻译的成
功与否。较之于中国人民对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含蓄深远的表达，
西方受众则更青睐于翻译的言简意赅以及琅琅上口。在介绍中
国文化衍生出的地域特色时，对于“世界屋脊”有两种翻译：
1.roof of the world，2.Spine of the World。对比上诉两种翻译不
难发现 :虽然仅有一个单词或几个字母之差，在忠实于原意的
前提下，前者表达显得言简意赅，朗读起来更加流畅、朗朗上口。

2.信息准确、形神兼备
接受理论视角下中国文化的英语翻译的另外一个原则便是

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质英语翻译必须要
将文化内涵进行准确传达，进而使其形神兼备。要想做到形神
皆备，就必须在翻译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保证中国文化信息来
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然后，再综合采用直译、音译、意译的
多种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灵活翻译，并且将直译与音译作为辅
助手段，以意译作为主要的英文翻译手段。

3.尊重文化差异，保障文化对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中国文化进行的英语翻译过程中，

要求翻译者不能仅仅滞留于语言的字面意思，还应该深入研究
并挖掘中国文化背后的社会价值以及文化意义。在忠于原文的
基础之，分别站在中西方两个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只
有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够在翻译中国
文化的相关历史与社会人文知识的时候做到中西方文化上的对
等。比如说，由于中国文化向来讲究习语与修辞的妙用，因此，
在对中国文化孕育下的牛耕劳作进行西方翻译的时候，通过 as 
strong as a horse(力大如牛 )这一表达就可实现中国对勤劳忠厚
的赞美与英国对马的深厚情感的完美契合，在尊重文化差异的
同时，保障了中西方文化对等。

三、当前MTI翻译人才培养所遇到的问题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增加，MTI翻译人
才逐渐增加，但当前整体上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导致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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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文化交流越发受到重视。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MTI
翻译人才是翻译工作的前沿力量，通过培养 MTI 翻译人才，能够有效促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就将对 MTI 翻译人才的培养

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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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信息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语
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则是语
言的内核。从这个角度而言，翻译同样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
加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刻
不容缓的任务，而翻译则是完成此一任务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
要想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就需要重视起MTI翻译人才的培
养工作，从而促使文化对外交流工作更为高效的展开。

一、文化对外传播需要高端翻译人才

1.消除文化误解的需求
长期以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认

识并不全面，文化的差异导致我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交流受到
了一定的阻碍，在这种局势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消除文化
误解成为了我国发展过程的必要之举。而对外传播我国文化并
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除了需要依靠多种形式展现我国的文化
以外，还需要高素质的专业翻译队伍。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则是语言的内核，开展翻译
工作，不仅可以打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之间壁垒，还有利于
国家之间文化之间文化的交流。通过开展文化翻译工作，可以
将优秀的中华文化转换为高质量的翻译产品，就能够促使文化
之间的交流 [1]。

2.加强我国国际地位的需求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世

界人民迫切希望了解中的文化与思想，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
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存在较大的文化，因此，要实现东西方文
化的交流，向其他国家介绍我国文化，就成为了我国翻译工作
者的重要任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
得到极大程度地提高，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在某些方面的发
展水平距离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想进一
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经济水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至关重要。为了扩大我国的知名度、美誉度、经济实力、文化
软实力以及综合国力，我国就必须提高文化翻译队伍的专业能
力及翻译水平，提高翻译者跨文化服务的能力，促进东西方文
化的沟通与交流，进而充分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
情况、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等其他领域的知识。

二、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原则

1.言简意赅、琅琅上口
中国文化作为中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粹，其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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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受到一定的阻碍。
1.全国翻译人才分布情况
我国MTI人才的培养至今已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其

培养理念已逐渐走此昂成熟，但根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当前
我国的语言服务行业从业者中，女性占 60%以上，整体来看，
以 20-30岁之间的人数占大多数，其中高端翻译人才的主要培
养单位与用人单位集中于北京、上海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2]。

2.教学评价体系讨论较少
我国当前对涉及翻译教学的文章、文献比重较多，其内容涉

及的口译、笔译等诸多教学模式、口译能力的培养、各种教学理
论与课程体系等，但对与实际效果与普适性的讨论相对较少。

3.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稀缺
随着“一带一路”策略的提出，我国迫切需要向世界各国

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种非通用语
翻译人才，但当前翻译队伍中，整体上非通用语翻译人才仍较
为稀缺，我国开设语种北京外国语大学当前页仅仅设计到七十
余种语言，其中一些小语种的在读学生数量并不多。非通用语
种人才的稀缺，极大阻碍了我国对外的文化传播工作 [3]。

四、当前我国MTI翻译人才的培养策略

1.加强对非通用语翻译人才的扶持
鉴于当前我国非通用语人才较为稀缺的这一现实，且各个

高校开设非通用语家乡偶尔成本较高的问题，教学部与财政部
可以适当对非通用语教学进行扶持。通过提高拨款、设立在专
项奖金等措施鼓励MTI人才的培养，基于当前我国的“一带一
路”政策，尤其要加强对东亚、中欧、中东与非洲等地区的小
语种建设力度。此外，还可以与非通用语国家联合进行人才培养，
比如通过交换生、交流生等促使，选拔学生去国外进行实践或
学习，同时吸引外国优秀学生来华学习，形成双方的良性互动，
加强文化交流。

2.构件科学的人才质量保障体系
（1）更新人才培养质量观
要想实现保障我国MTI人才培养质量，应该更新人才培养

质量观。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很多高校在筛选翻译硕士 (MTI）
的过程中始终将重心置于与翻译相关的学术论文，并将翻译硕
士的学术论文质量视为成为一名合格MTI人才的唯一参考标准，
如此一来，使得经过精心培养并选拔出来的MTI人才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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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MTI院校毕业仅仅是从事翻译人员
的准入门槛，一名成功从MTI院校毕业的翻译人员，并不等同
于一位优秀MTI人才。我国各个高校应该更新MTI人才的培
养观，建立一套致力于提高MTI人才专业素养及翻译能力的多
元且极具针对性的MTI人才的培养质量观。MTI人才培养的初
衷是培养专业能力强、翻译能力强、交际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的优秀翻译人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写好毕业论文，成功拿到
毕业证书。因此，这也就要求MTI院校毕业生在学成以后，应
该不断地对自己专业能力进行自我评估，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
业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以期在未来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
播以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2）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管理环节，调动多方质量责任主体
但当前翻译队伍中，整体上非通用语翻译人才仍较为稀

缺，并且我国一些小语种的MTI人才数量较为稀缺。除此之外，
MTI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质量管理环节缺省、人才培养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功能不全等问题。因此，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管
理环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管理环节需要结
合院校自身生源特点、师资条件和其他办学条件设计人才培养
目标与特色，建立与自身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评估标
准体系。
除此之外，要想培养MTI翻译人才，还应该在质量保障的

各个环节加强各责任主体的沟通与协调，强化各主体质量管理
责任的内化，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同时引
入外部主体共同参与内部质量保障工作，吸纳校友和社会用人
单位全程参与质量评价与改进工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要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就需要积极加强MTI人
才培养，通过深刻认识MTI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挖掘当前MTI
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MTI教育，为
我国对外发展提供更多的MTI人才。

课题 : 1. “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农科高等院校国际化复

语型翻译专业硕士培养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2017SK07 “云南

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中青年项目”

2. 文化“走出去” 战略视野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项目编号：

2019J0154“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