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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局面已经从过去国外的“他者视角”转变成如今自主“讲

好中国故事”。相比于以往，译者承担着更为艰巨的文化外宣任务。本文将通过对比国内外有关中国题

材的纪录片摄制或外译情况，说明国外纪录片透露出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批判态度对中国文化传播及形象

树立的负面影响，以及国内纪录片文化负载词外译的局限，并提出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建设的必要和可能，

从而进一步探讨文化负载词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指导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从而助力纪录片外译及中国文化

传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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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changed from “being 
narrated by others” to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on our own”.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Chinese 
translator undertakes the more difficult task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ublicity. By studying the 
production o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subject” documentary film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estern ideology and critical attitude revealed in foreign do-
cumentaries on Chine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limita-
tions of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domestic documentaries, and propos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bilingual corpus of Chinese culture-loaded word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bilingual corpu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guides the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help the translation of documentaries and the dissemi-
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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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融迈入新纪元，中国的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崭新的、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成为了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

任务。影视作品以时间短，传播快的特点集中了中国的思维方式，浓缩了丰富的文化素材，成为新时代

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中纪录片体裁作为纪实作品的代表，集合了人文性和情感性，也逐渐扛起

了新时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大旗。纪录片是对某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变迁、社会延续、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更是某些时代变迁的真实缩影。纪录片把镜头对准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有血有肉的大众人物，用最朴实的

手法呈现出最接地气的人文盛宴。纪录片也是集中传达某个人类社会群体意志的有效方式，通过纪录片

的拍摄与外译能够让世界快速解码一个民族的风貌。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出大量有关中国题材的纪录片，

不少纪录片也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反响，在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

力量，然而，聚焦整个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产业，国内外仍然有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针对现存

问题进行探讨，以助力本土优秀纪录片走向世界。 

2. 国内外中国题材纪录片摄制问题及国内纪录片外译现状 

(一) 国外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及主要摄制问题 
19 世纪初，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孤立，在这段时期国外摄制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数量较少，

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推进，打开了西方国家认识中国的窗口，外国媒体得到更多

在我国境内摄像的机会[1]。进入 21 世纪，我国发展势头迅猛，吸引众多西方媒体探寻关于中国的密码，

至此，中国形象在国外日益显现。国外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主要集中于英美媒体，也有部分作品由德

国，意大利等拍摄。其中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BBC) BBC 作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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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权威大众传媒机构，在文化传播和意识引导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除此以外，BBC 有着纪

录片拍摄的丰富经验和发展历史，选题丰富，内容广泛，文化宣传效果突出且技术成熟，在纪录片产业

有着巨大的优势，其创作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数量多，传播广且具有代表性，在诸多方面为我们了解西方

目光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渠道，因此本次研究我们选取 BBC 作为观察对象。 
21 世纪以来，BBC 创作出了一大批有关中国题材的优秀纪录片。例如 2008 年的《美丽中国》，2011

年的《中国人来了》，2012 年的《中国的动荡与崛起》，2014 年的《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2016
年《中国故事》等[1]。这些纪录片涉及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经济等各类主题，聚焦中国丰富的人

文地理，深厚的历史脉络以及快速崛起的经济发展现状，运用精良的拍摄技术再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

面和翻天覆地的改变，为西方了解中国抚平了视野的褶皱。 
尽管这些纪录片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采用的叙事角度，通过“真实”

的个人主观感受来概括宏观的民族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纪录片所需要的客观。从整体来看，由于

东西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BBC 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传递出一种西方视角的批判态度，对我

国形象的树立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如何愚弄了世界》中，通过高速发展的武汉来概括整个

中国宏观发展的面貌，并站在某种批判的角度来“客观”阐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旁白解说

为：…great blocks being erected roads being dug up，cranes literally everywhere…The kind of radical surgery 
that’s being undertaken on this vast city is beyond anything I’ve ever experienced (摩天建筑正在被修建、道路

正在被挖掘，到处都是起重机，这个巨型城市正在经历某种超出我以往认识的外科手术)；2008 年推出的

《中国学校》中专门讲述并集中评价了中国中小学带有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息，个别学校还表现出一定的

军事化管理倾向；2011 年的《中国人要来了》中，美国记者和受访的非洲工人都对能够承受连续工作二

十四小时超负荷工作的中国工人表示惊奇[2]： 
—“…that they work 24 running hours, all the time…” 
—“Do Angolans work as hard as Chinese people？” 
—“No no.” 
随即是某种会心的哄笑，不难看出这是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奇观化成一种明显充斥着政治意识

形态与批判立场意味的贬低。 
(二) 国内中国题材纪录片现状及主要外译问题 
1) 国内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内纪录片摄制技术在各个方面的提高以及制作理念的进一步创新，中国纪录片不断

与世界接轨，在 2010 年，中国纪录片在海外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关键词并没有明显的主线，但到 2022 年，

这一现象已经明显改观，纪录片报道相关的关键词除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如节日，历史名词等，也与

高质量发展等经济建设议题有关，如现代化、减贫、乡村发展等，中国的纪录片为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打开了重要窗口，并屡屡斩获国际大奖。在国际纪录片市场上，自然动物，人文历史以及社会热点这三

类题材的中国纪录片普遍受到海外观众的青睐[3]，这也足以说明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过程中，中国纪录片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纪录片译制出海这一环节就尤为重要。 
2) 国内中国题材纪录片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困境 
文化负载词指某种文化中特有的词、词组和习语[4]。这些词汇集中反映了某个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

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凝结着世代流传的文化智慧，同时也描绘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下

的社会图景和人民意志。尽管中国纪录片在国外市场不断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文化负载词所造成的“文

化空缺”并没有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解决，致使部分纪录片在海外市场反响平平甚至造成“文化误会”。

纪录片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展现的内容，无论从声音，画面还是到字幕，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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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比比皆是。例如，中国纪录片中出现过的赋予中国传统民俗色彩的词语“龙”、

“改口”、“肝肠寸断”，以及浓缩现代中国发展的词语“宅基地”等[4]。 
纪录片翻译隶属于文学翻译[5]，但作为影视体裁，又要受字幕翻译本身的约束，所以纪录片中出现

的众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就要在瞬时呈现的字幕中，以有限的字数传达出源语原汁原味的内涵

[6]，使目的语观众不受文化壁垒的制约。 
目前纪录片中文化负载词的译出仍然处于瓶颈。例如，不少外国观众如今依旧谈“龙”色变，因此

将中国形象中的“龙”简单对应为英文中具有邪恶意味的“dragon”一词还有待思考；再比方说，中国

古代中的“大学”一词在不同朝代的具体含义是不尽相同的，而直接对应为“university”并不能正确传

达其具体含义和“大学”强调的修身养德的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正蕴藏在其特色的语言之中，如

果我们只是想方设法将这些文化内涵丰富的专属名词找一个对应的英文表达传播到西方世界，外国观众

观看时依旧会运用其西方的思维。 
德国学者裴德里曾说，如果中国不把她的专属词汇摆到台面上来，所谓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永远是

西方的独白[7]。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宏观载体，更是承载中国的意识形态，

扭转“西方视角看中国”这一困境的微观突破口，文化负载词在纪录片字幕翻译过程中的有效传达是中

国译者需要考量的重点，寻找提高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质量与效率的方法也成为重要议题，而这一需求为

文化负载词语料库的搭建和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方向。 

3. 纪录片中文化负载词字幕翻译的新角度 

(一) 文化负载词中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的意义 
语料库翻译学是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语料库的建设主要依托计算机科学、

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选材于各种文本翻译数据，无论是书面翻译还是口译转写文本，以及其他有

关语音、图像、视频等以不同媒介呈现的多态模拟数据[8]。国内目前对语料库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文

学类文本以及其他专业领域的双语语料库建设，例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中医双语语料库，对医学领域的

专业文本外译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9]。而专门应用于字幕翻译的语料库

的建设，内容主要来源于国外影视作品引入后英汉字幕翻译的研究，研究中国本土影视剧外译的汉英翻

译还相对有限，研究内容也主要选自于成功走出去的部分影视剧，其中纪录片的占比依旧很小。因此放

眼整个服务于字幕翻译的语料库建设规模，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尽管目前语料

库依然有选材局限，代表性差，研究范围小，同类题材语料未进行归类等缺陷，但也意味着翻译发展的

空间巨大。祝婕依托语料库翻译学的本质及研究方法，指出影视翻译语料库的创建能够壮大描述性译学

研究的研究对象，同时强调了其能够对影视翻译研究提供有力的文本和技术支撑[10]。目前，有关文化负

载词中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的提议与研究还相对较少，而专门将纪录片中以字幕形式呈现的文化负载

词进行翻译更是寥寥无几。从上文我们探讨的有关中国文化有效传播，以及中国形象树立的角度来看，

纪录片中文化负载词语料库的创建及分析，并对搜集的语料做到系统归类和交叉归类，能够为字幕翻译

中的众多语料提供参考标准，一方面提高了翻译精确度，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译者搜索相关资料的时间和

校审的时间，另一方面转变中国译者在外译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的被动姿态，极大的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中国译者主体性的观念，进一步从宏观上促进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和在海外形象的树立，一定程度上剥

离外媒西方意识形态下中国的角色。 
(二) 纪录片中文化负载词双语语料库建设的设想 
1) 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设计特点 
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具有交叉性。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的建设需要融合多学科、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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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专门的文学翻译，字幕翻译，翻译研究学、历史学、语言学，还需要进行分析收集

语料的计算语言学和计算机代码编程人员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支持； 
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具有准确性。文化负载词真实记录或反映着某种特定的客观文化现象，因

此语料库的双语建设在能够做到“雅”和“达”的同时，更要确保不失“信”，保证语料的准确和高质

量； 
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具有灵活性。文化负载词内涵丰富，加上纪录片的字幕翻译形式在时空上

的局限，以及语境和场景的切换，就需要同一语料在不同场景应用的分析，还需要同一场景同类语料的

分析等； 
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具有文化性。首先纪录片作为记录某个社会群体真实风貌的一种影视体裁，

本身就承载着客观的文化属性，从语料方面来看，文化负载词浓缩着某个社会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风

俗习惯、精神风貌等，因此纪录片文化负载词语料库的建设要保留并体现文化特点。 
2) 语料内容选取 
借助互联网下的大数据技术收集并分析语料，对其进行分类。从语料本身的形式出发，将文化负载

词分为书面类和口语化类，纪实本意类和内涵延伸类；也可按照时间或历史发展线索归类，例如古代民

俗类或传统文化类语料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语料库，现代中国发展专业术语及政治理念语料库等等；

也可将文字本身的内容作为切入口，将语料分为诗词类，成语类和民间俗语类等。 

4. 新语料库结合人工智能助力纪录片翻译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是人工智能驱动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实现双语转化的技术。目前，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翻译的准确率可以显著提升，

错误能够减少大约 60%。影视业的崛起刺激人工智能开始逐步渗透到字幕翻译的领域，其在字幕文本摘

取，影视配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也为人工翻译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例如采用数据驱动

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细节分析和语音合成，通过深度算法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结构，更好地理解文本的语境

和情感，生成更加自然、流畅的字幕配音，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再比如如今的电影字幕翻译能够先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音识别，再进行字幕翻译。在深度学习技术的支持下，吸收大量的电影字幕语

料，电影字幕翻译不断自动化、智能化，字幕质量也显著提升[11]。 
尽管机器翻译已经发展到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智能翻译阶段，但是仍然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输出，

其在涉及语义深层结构、不同文体风格、语言风格以及语篇层面还是欠缺很多，在字幕翻译领域，仍然

无法完成同一语料在场景或语境中灵活转化的识别，从而导致语义输出与源语含义出现偏差，甚至某些

时候字对字的机器翻译现象仍然很严重，人工校验仍旧是庞大的工程。想要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可以

从基础的语料库入手，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机器翻译提供基础的深度学习素材[12]。深度学习是机器

学习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学习样本数据的内在规律，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信息诸如文字、图

像和声音等数据的解释，最终像人一样具有分析、学习、整合并输出的能力。 
有了对深度学习概念的理解，我们以此类推，可以将语料库视为知识库，作为计算机的学习材料，

让机器自适应学习能力和巨型容量的语料库成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基础。同时，陆艳指出语料数据的

读取能力和专业化程度直接支持了多应用场景的实现，图像、声音、视频到位置、轨迹、动作等，多维

度场景化的语料数据分布使垂直化人工智能开发成为可能，从而保障了翻译的智能化、移动化、泛在化

的实现[13]。这也进一步说明依托语料库学习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助力影视翻译这一方面在未来有着巨

大的潜力。 
联系上文对文化负载词双语语料库建设的探讨，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语料库的搭建与人工智能翻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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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机结合，使两架马车并驾齐驱。回归到有关中国题材的本土优秀纪录片外译上来说，文化负载词语

料库的构建不仅能够系统地梳理相关语言素材，结合字幕翻译的特点总结纪录片中相关语料的翻译规律，

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机器翻译提供深度学习的材料，助力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为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反哺纪录片翻译和语料库构建，以及纪录片外译规模扩大、人力成本降低、翻译质量

提高提供技术支持创造机会。只有将文化负载词双语语料库的建设进一步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相结合，

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从而提高本土纪录片译出的质量，实现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中外媒体对中国题材纪录片的摄制，以及各自存在的优势和缺点，以极具代表性和影

响力的 BBC 纪录片为切入点，详细说明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观察对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国形象树立的弊端，

因此，中国译者要肩负起主动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完成中国译者在中国文化传播中角色的转化。讲好

中国故事就要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在分析国内纪录片在海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的背后原因之后，我们

不难发现文化负载词外译的效果好坏、质量高低关系着中国文化能否有效地传播。而通过对纪录片文化

负载词的梳理整理及其应用场景的分析统计，由中国译者主导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联手建设文化负载词

语料库可以极大地解决中国本土纪录片对中国文化传播效果不理想的这一困境。结合全球人工智能在翻

译领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我们发现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与文化负载词语料库的相互结合，才能相

得益彰，使中国题材的本土优秀纪录片外译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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