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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荆楚非遗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情况尤甚。本文基于实践调查数

据分析荆楚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译的现状，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生态翻译方法，即将翻译过

程中的“选择与适应”和“三维转换”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指导原则；并从生态翻译视角

出发提出相应对策，旨在为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和推广做出贡献。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译，荆楚文化，生态翻译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Jing-C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Qiyuan Zhou, Xue Yang*, Xinpu Yin, Xinyi K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r. 10th, 2024; accepted: Apr. 19th, 2024; published: Apr. 30th, 202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globaliz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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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but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Jing-C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particularly affected. Based on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nsl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Jing-Chu region and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translation method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proposes the con-
cept of “choice and adapta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s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ransl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r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
tion of Jing-C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a glob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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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促进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1]。荆楚非遗

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荆楚文化是指湖北地区的传统文化，荆楚非遗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8

月，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集的非遗项目已达 444 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105 项[2]，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如湖北民歌、潜江花鼓，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与曲艺如黄梅戏、

汉剧、楚剧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如雕花剪纸、汉绣、木雕，传统技艺如楚式漆器、棉

纺织技艺、织造技艺等，传统医药、民俗如七夕、嫘祖庙会、端午节等。荆楚非遗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文

化元素和价值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荆楚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和工

艺技术，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与荆楚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荆楚非遗文化具有珍

贵的历史价值，对于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和传承荆楚非遗文化，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更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需要。2023

年 2 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了 15 个独具荆楚文化特色的“荆楚文化外译词条”，旨在深入挖掘荆楚

文化价值内涵，促进荆楚文化标识的提炼与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

需求，对外传播荆楚非遗文化已经成为保护和传承荆楚文化的重要手段。 
本文根据实践团队对荆楚非遗外译现状的调研，总结荆楚非遗外译现状，分析楚非遗外译存在的主

要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提炼荆楚非遗的内涵与底蕴与提升荆楚非遗文化外译质量、培养外译人才，进而

加强荆楚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 荆楚非遗外译现状与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荆楚非遗外译的现状，本文采用文献研究、访谈、问卷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

荆楚非遗文化外译宣传和研究材料及从事荆楚非遗外译的工作者和目标语言读者分别进行了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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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荆楚非遗外译中主要呈现出研究受限、非遗文化翻译难度大、外宣力度不足、专业外译人才缺乏这

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献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关于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研究和资源较为受限。在文献检索方面，在

CNKI 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检索到文章为 01 篇(截至 2023 年 8 月 4 日)，
其中关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相关研究的文章仅有 2 篇，这两篇文章都指出了湖北省非遗英

译现存的问题，如专业非遗语料库的匮乏[3]，翻译资料配备不全[4]，专业翻译人才不足[3] [4]，跨文化

交际意识不强[3] [4]等。对此，上述两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有：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扩大宣传[3] [4]，重视专

业译者培养[3] [4]，建设非遗翻译语料库[3]等，但没有在翻译层面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本研究调查中

发现上述两文所提问题仍存在，如非遗文化英译资料显示，当前关于湖北省非遗文化的英语资料相当匮

乏，除湖北省博物馆网站对于藏品的英文介绍之外，没有荆楚非遗文化的英文资料，也缺少专门的双语

语料库。 
其次，基于“荆楚文化外译词条”接受度、满意度进行的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结果反映的最主要问

题是非遗文化翻译难度大与外宣力度不足。毋庸置疑，荆楚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其中很多文化元素和语言符号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同时，由于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语

言习惯不同，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在武汉高校的外籍留学

生和在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学生主要来自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多所高校，受访游客中的外籍游客多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汉时间从几天到几年不等。其中，随机采访外籍留学生和外籍游客共 65 人，中文问卷调查 1388
人，英文问卷调查 119 人，外籍人士回答问卷共 191 人。通过随机采访发现，有的受访者对“荆楚文化

外译词条”(以下简称“词条”)的认可度非常高，认为词条的发布有利于深入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民，也有助于外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国。有的外籍受访者对于词条所呈现的意义和内涵基本表示认同，但

是也有受访者表示由于不懂中国文化，或者是中文不好，无法通过英文翻译理解其内涵意义，建议增补

词条相关解释或添加图片或者视频。荆楚文化外译相关专家也表示，对于非遗文化的翻译不能只是字面

意义的忠实，更应该体现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内涵。然而，在采访之前，接触过词条的信息的受访者为 0，
67.4%的受访者表示对荆楚文化不了解，19.6%的受访者表示了解程度为一点点，仅有 2.2%的受访者表示

了解一些但不多，如图 1 所示。同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对荆楚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获取信息的渠道

不够广泛。通过知名视频网站 Bilibili 搜寻，关于湖北省非遗文化的介绍基本都是中文语言，有少量的对

于湖北特色文化代表的介绍，如黄鹤楼、曾侯乙编钟，但属于中国文化介绍系列，并没有系统的湖北省

文化尤其是非遗文化介绍英文视频介绍。受访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荆楚文化代表为：黄鹤楼、曾侯乙编钟、

越王勾践剑等，主要信息获取途径是通过博物馆参观。 
最后，通过实地调研，走访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及相关翻译专家共 10 人，发现关于荆楚非遗文化

译介的专业外译人才极度缺乏。本研究走访的荆楚文化翻译相关专家和荆楚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指出，

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问题主要在于传承和宣传。目前，非遗传承人出现了严重的断层[5]，代表性传

承人总体年龄层偏大，新生代传承人培养不足，如图 2 所示。以刺绣为例，红安绣活的主要受众群体年

龄在 40 岁左右，畲族刺绣传承主要依赖家族传承，传承人在专业翻译方面的能力不足，语言学习能力不

足，无法胜任外译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方式是传承人之间的口头交流，需要传承人与传承

人之间充足的沟通[5]，也需要传承人与译者之间充分的沟通。采访中，非遗传承人表示希望非遗文化的

翻译能与时代元素接轨同时能体现其文化底蕴。比如，汉绣传承人表示，国外也有刺绣，但技艺相对比

较简单，汉绣与其他种类的刺绣针法虽类似，但文化底蕴不同。荆楚非遗文化外译是让中国特色的美、

工艺手法和精神内涵被全世界所认识，这对译者的语言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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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andom interviews on the knowledge of Jing-Chu culture 
图 1. 荆楚文化了解情况随机采访调查 

 

 
Figure 2. Statistics on the birth years of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of traditional fine arts from the sixth batch of provin-
ci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ubei Province 
图 2. 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美术代表性传承人出生年份统计 

 
综上，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主要困难在于对译者在非遗文化和专业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译

者需对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有深入的了解，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并熟悉原文所在文化的历史、传

统、价值观，同时还需要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及时了解目标语言和文化的变化，正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和

情感。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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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任务，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和文化的动态变化，往往会导致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准确表达。

尤其是在非遗文化翻译中，历史悠久的非遗文化概念或词汇可能无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对应表达。因此，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来看，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困难可以归结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能达成源

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的翻译生态平衡。 

3. 生态翻译理论对荆楚非遗外译问题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借鉴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概念提出的翻译理论[6]。生

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是翻译研究中一

种整体性研究的尝试[7]。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种生态平衡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语言、

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差异，强调翻译的和谐、适应性和多样性。荆楚非遗文化外译正是这样一

种需要考虑到诸多差异的文化翻译过程。以下将讨论生态翻译学理论下荆楚非遗外译问题的相应对策。 

3.1. 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高度适应性的活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

念之一[6]。译者的基本能力是对原文本的判断力、翻译环境的适应能力、追求译作良好质量的能力[8]。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适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环境，适应文化、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从而

做出最佳的选择。这种适应性选择不仅包括语言层面，还涉及到文化、认知等层面。 
在语言层面上，译者需要适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语用等方面的规则，从而使得翻译

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意思。例如，“汉阳人”一词不能直译为 Hanyang Man，这不符合

英文的语用习惯，可以译为 People from Hanyang 或者 Hanyang people。“彩陶罐”一词中“罐”的翻译，

是使用 jar 还是 pot，需要考虑源语言中“罐”的实际材质、形状和用途。jar 指代的是玻璃质的广口瓶，

pot 指的是陶制的盛装物品的容器，目前常用的译文是 pottery jar 示意陶制的广口瓶。 
除了语言层面，适应性选择还涉及文化和认知层面。在文化层面上，译者需要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例如，“筚路蓝缕”如果

翻译为 rising from humble 并不能精准体现其内涵意义和文化背景。词条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

这样翻译的 Driving wretched cart in ragged clothes to clear thorny undergrowth of wild mountains [9]；“筚路

蓝缕”也可以翻译为 starting from scratch and with limited means 以体现其比喻事情开始时艰苦困难，需要

经过艰辛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内涵意义。 
在认知层面上，译者需要适应读者的认知习惯和认知背景，从而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

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对于曾侯乙编钟的翻译有两种，Chime bells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 以及

Chime-bells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 State，前者对“曾”采用的是音译的方法，没有体现“曾”字的文

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因此读者无法理解“曾”指代的是一个古国，而后者的翻译则更加完整。 
总之，生态翻译理论中的适应性选择是一种全面的、多层次的适应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

适应各种环境因素，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意思、文化内

涵以及认知意义。 

3.2. 翻译过程中的“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理论强调“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选择与适应原则下进行适应性选择性

转换[6]。 
语言维是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生态翻译理论中的语言维度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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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以及目标语言的语言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例如，“荆风楚韵”翻译为 Jing-Chu，汉语习惯用四字格的表达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英文相对简

洁，这里虽然采用了简单的音译方式，但通过首字母大写来传递出 Jin 和 Chu 是被赋予了内涵的专有名

词，同时通过连词符号的使用，表达出 Jing 和 Chu 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 
文化维是生态翻译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文化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维度

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以及目

标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例如，“白云黄鹤”一词通过白色的云彩、黄色的鹤鸟鲜明的颜色对比，形容山

水景色宜人，也可以用来比喻诗文、音乐等艺术作品优美动人。如果译为 Yellow Crane and Cloud 则无法

呈现其颜色对比的意境。 
交际维是生态翻译学的第三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中，翻译被视为一种交际行为。交际是翻译的目的，

生态翻译理论中的交际维度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

原文中的交际意图，以及目标语言中的交际特点。例如，“竹帛丹青”本意是指书画艺术。“竹帛”指

的是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丝织的帛纸，“丹青”指的是绘画。竹帛代表了书写的媒介，丹青代表了绘画

的技艺，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表达文人墨客情感和才华的方式。竹帛丹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描

述语言，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文学、艺术和人文精神的追求和热爱，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智慧和审美的传承。

如果将竹帛丹青简单地译为 Communicative Media，完全无法体现其中国文化内涵特色，也达不到翻译的

对外宣传交际作用。再比如词条中对于“楚凤”的翻译是 Phoenix in Chu culture [9]。凤凰在于中西文化

中都有特定的文字表述语言，但其内涵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译者没有选择直接译为 Phoenix，而是添

加了其文化背景，有利用“楚凤”一词的文化交流，实现其跨文化交际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和“三维”转换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和处理

翻译中的各种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对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尽可

能保留源语言的特色和准确性，同时确保目标语言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保

持开放的思维和多元文化的态度，尊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尽可能实现跨文化交际的

和谐与平衡。 

4. 总结 

非遗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独特的形象和传统，承载着历史、价值观和社会认同。通过外宣可以向国

际社会展示本国的独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提升国家文化形象，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友

谊和合作，增加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作出贡献。我们应当加强非遗文化的教育推广，

增加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和关注，培养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兴趣，以保障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广泛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和渠道，如电视、报纸、杂志、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覆盖

更多的受众群体，提高传播效果。大力培养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和专业背景的翻译人员，鼓励大学生积

极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和外译中去，重视非遗外译的研究和实践，尽快建立起相关的双语语料库和视频、

音频系列资源，提升非遗外译的影响力，加强荆楚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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