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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当下利用多模态媒介传播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需要，着眼于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

播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基于现实观察及文献分析，立足多模态媒介传播的理论框架，指出现阶段我

国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探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多模态媒

介传播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翻译，推动生态文明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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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practical needs of using multimodal media to spread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s and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ultimodal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exts. Starting from practical observ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modal media communication, i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multimodal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exts in China. Besides, it also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
gies to explore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multimodal media to disseminate the multimodal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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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exts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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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一直以来推动着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

生态文明建设也在内外双重助力下愈发显现其发展势头。在数字化的今天，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不再依

赖于传统的文字和媒体，利用多模态媒介在国内外传播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可

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现阶段我国对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翻译及传播仍有不足之处，仍然有巨大的提

升空间，立足于这一现实和学术基础，本文着意阐述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的现状，并探讨如何

更好地利用多模态媒介传播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翻译，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传播。 

2. 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提高民生福祉、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人们对

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日益强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健全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思想，在国内外传播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传统

媒介与现代媒介走向融合的当下，惯于图像、视听、超文本等多模态阅读的读者群不断壮大，多模态化

的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发展多模态翻译且加以传播推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生态文明文本

的多模态翻译传播也随着翻译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不断变化发展。 
通过文献研读及现实情况梳理发现，现阶段国内对于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理

论研究和实际传播两个方面。理论层面的多模态研究基本始于 21 世纪初期，大多集中于特定语篇的研

究及具体理论的深化发展，针对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的专门研究较为少见。近些年来，基于先

前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国内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多模态翻译传播的必要性，尝试将多模态话

语构建、多模态话语分析相关理论应用于这一领域，并与许多翻译理论相结合，例如顺应论、语用等效

论、接受美学、功能对等理论、文本类型理论、语料库翻译学等，这一研究领域内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应

用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基本的传播学理论、译介学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及外宣理论等等，在生态

翻译学内部也注意到了对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文本翻译传播整体上的认知，如利用应用语言维、文

化维、交际维的转化来进行相应的翻译文本传播实践。更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为满足特定的传播目的，生

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的传播应考虑到受众需要、满足域外读者群的期待、以受众为中心、以效果为先

等等。然而，虽然已有诸多理论发展和研究，相比于其他研究，此类研究仍然相对滞后，实证研究也较

为薄弱。 
除此之外，从实际传播的角度看来，近些年对于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

化传播及跨学科的融合研究上，较多聚焦于传播路径、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载体、传播影响等方

面，且研究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大多集中在国内传播，传播手段也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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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模态媒介传播的理论框架 

多模态理论是近年来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研究大致经历了“概念提出–内涵解析–外延扩

展”的过程，且已经逐步向传播学、翻译学、文艺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延伸。国外学者较早就提出多模态

概念，Kress & Leeuwen (2001) ([1], p. 183)提出多模态是“来自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的结合”，“本质上，

多模态指在具体语境中一种以上的模态并存的现象，这些模态包括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形象等

等”(Gibbons, 2012) ([2], p. 8)。我国学者也曾对多模态理论进行细致的内涵解析，例如朱永生(2007) [3]
提出，模态指交流的渠道和媒介，包括语言、技术、图像、颜色和音乐等符号系统。顾曰国(2007) [4]更
清晰地表明，模态是指“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觉等)跟外部环境(如人、机器、物件、动物等)之间的

互动方式”。随着人们对多模态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研究，当前，人们已达成共识，常见模态包括视

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嗅觉模态和味觉模态等。 
随着相关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多模态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扩展，逐渐延伸出了多模态媒介传播策略

研究。多模态传播媒介策略是指传播主体采用以互联网媒介为主体的，能提供多模态语用表达符号传播

界面的，采用语音识别、视线跟踪、手势符号输入等数字传播技术，利用现代传播媒介确保受众可以通

过可听、可视、可触等多种感知手段，生动、交互、主动地接受传播信息的一种媒介传播策略(李萍，张

涛，2012) ([5], p. 24)。由于多模态传播媒介具有模态表达的多元性、互补性、生动性和非线性链接等基

本特征，这一策略能有效提高传播的语用效率，提升传播信息的影响力。这一策略的提出基于三个基本

前提，即多模态符号系统的日趋成熟、互联网应用技术的普及化以及互联网信息传播硬件条件的保障(王
晓慧，2023) ([6], p. 130)。 

语词系统是人类多种信息传播符号中最基本的符号形态，而其他模态的非语言符号在信息传播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嗅觉模态和味觉模态等。从 1964 年到 2003 年，

以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2008) [7]为代表的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模态与媒介的关联性，探

讨了多模态符号与媒介之间的密切联系等现实问题。Matthiessen (2007) [8]指出，不同模态使用不同的表

达媒介，这些表达媒介可以充当不同表达方式的载体。这些研究表明多模态媒介传播策略可以对多模态

话语分析起到补充和促进作用，可以把话语分析产生的意义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传播出去，优化对

外传播效果，提升国际话语权。基于多模态媒介传播这一理论框架，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翻译传播立

足理论支撑，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结合，有助于推动国内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传播。 

4. 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翻译传播，最初仅停留在纯文本翻译的浅层阅读状态，后续衍生的字幕翻译，

网站翻译等多模态语料的传播，则将单一文本阅读扩展至多模态联动态势，将数字时代下的国内外普通

读者导引至内容，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效果。然而，学者们仍应注意到，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翻译传

播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探求未来多样化路径，是突破当

前翻译传播发展瓶颈，提升中国对外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1) 传播内容的问题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 21 世纪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意

志。然而，中国的战略主体及战略过程都存在单一性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内外发展之间的断层，阻碍了

生态文明翻译传播的正常发展。 
生态文明翻译传播要发展，原文内容首先就要能被共同体成员认同，能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当下，

各级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认识，大多针对生态问题制定了相应政策安排，但民众对官方政策性文

件较为陌生，关心不足，参与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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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现代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下，数字文化产品呈现出从单向展示向多元化交互性方向发展

的趋势。然而视频作为生态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却往往缺少单独的分类细化模块，导致生态文明文本

作为战略主体，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附于单一作品出现，如自然纪录片，环保主题宣传片。独立的生态

文明内容体系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这也导致了传播过程的分散性，单一性，使包括译者在内的大众读者

将生态文明题材放在了相较于其他类型化题材较为次要的位置，在文化软实力层面削弱了生态文明翻译

的传播影响力。 
2) 传播手段的问题 
一般而言，文化传播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彰显自身文化，使客体接受自身文化的过程(曹胜强，

2014) ([9], p. 96)。一般情况下，文化传播需要两种以上的形式相互配合，其中最主要包括知识传授形式

以及移情方式。知识传授主要以讲授方法为主，目标在于让传播对象接收、记忆具体文化知识和内容。

然而，现阶段的生态文明翻译传播手段较为滞后，传播活动以静态为主，动态传播方式较少。如实地调

查、视频拍摄、活动宣传等形式，由于缺乏投资等原因难以实现。所以，生态文明翻译的传播手段在知

识传授的层面缺少新颖度，导致创意化、多样化不足，传统形式的传播难有吸引力，在国内外传播力都

较为有限，自然也大大削弱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影响力。 
3) 译文中的文化生态问题 
移情方式作为上述文化传播中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原理不同于知识传授。移情方式强调实际环境和

情景的创造，同时要求传播对象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建构文化知识，产生对主体文化的认同。一般来

讲，移情方式更容易减少母语文化的干扰，超越“自我疆界”(都宁，2000) ([10], p. 136)。中国生态文明

文本翻译将海外普通读者导向作品内容，满足了海外大众了解中国战略文化的期待。然而，翻译问题是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海外传播的隐形屏障。一方面，多模态叙事的开发与商业转化，使传统的人工翻译发

挥余地减小，难以支撑文化传播的巨量需求；另一方面，英译作品存在内容删改，叙事结构改动等问题，

不能充分展现中国文化内涵，移情效果难以实现，也就使国内外的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出现了断层现象，

原作的文化战略与跨文化传播效力都受到影响。 

5. 生态文明文本多模态翻译传播的影响力提升策略 

在数字时代下的当今社会，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内外传播是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的重要组成环

节。以原文内容为起点，不断建设生态文明文本的多模态叙事要求多方协同共建，维护文化生态，注入

新鲜血液，同时应注意原作、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生态文明翻译进行整合，以期实现生态文

明文本多模态叙事的健康发展。 
1) 搭建生态文明多模态翻译的内容传播体系 
网络数字时代，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单一的翻译传播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的需要。要实现

翻译目的，也离不开译后经由多方渠道的推广。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信息平台和社交媒体已成为中国战略

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也存在内容繁杂分散，难以筛选规范的问题。因此，搭建生态文明专题双语或

多语种网站以及手机移动客户端，定期在网站内或者手机端投放多模态生态翻译作品(如图片、视频、音

频等)，可以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总传播效能进行助推。利用互联网的海外传播优势，以及 AR 和 VR
技术，可以使远程沉浸式体验落地，让海外受众能足不出户就眺望中国的山川湖海，和中国特色保护动

物进行互动，使其身临其境地体会中国生态保护的成就和决心，在国际化传播中了解中国文化，领略中

国内涵。 
2) 重视译者与读者社群在传播端发挥的作用 
翻译学和传播学都拥有相通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二者之间的交叉也来源已久，在相互学习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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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译者作为翻译和传播的双重主体，必须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找到协定点，做好信息的阐

释与传达。在翻译的传播过程中，译者先作为原文读者进行信息的接收与内化，再作为译文的创作者对

信息进行加工。因此在公共空间内，译者的责任对应的是对原文内涵的解释，只有抓住这个解释空间，

才能对传播的意义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经济、人文价值形成更准确的评价和判断。 
与此同时，读者社群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对象，同样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承担着信息传播与接

收的双重主体身份。鼓励受众利用自媒体快速、灵活的特点，在网络平台对生态翻译作品进行多层次、

多角度的二次创作(如点评、推荐、改编等)，也有利于增加生态文明话题的网络声量，增加了传播过程的

自发性、娱乐性，有效助力讲述中国生态文化，讲好中国生态故事。 

6.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受全球关注的重要人类命运议题，而中国生态战略也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大国形

象。在传播过程中，中国生态文明翻译应从传统文本输出转向注重多模态资源联动。建设独立的内容传

播体系，利用多模态资源生动、直观的优势，调动起国内外读者的多感官参与，与作品进行多维互动，

加深对中国生态战略与中国文化的理解。本文基于对生态文明多模态翻译传播的梳理和总结，分析了数

字时代下生态文明文本中多模态翻译传播的问题，并有针对地初步提出了传播影响力提升策略，以期提

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使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焕发历久弥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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