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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 先进分子和广大群

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同创造的、 极具中国特色的先

进文化。 它既包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与厚重的文化

内涵，又对建立当今中国文化自信、重构世界文明秩

序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对红色文化的外译进行研

究，要把红色文化的内涵尽量还原，这样才能把红色

文化的精神传播出去， 才能把中国的文化更有效地

推广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 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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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东北是对四川省东北部的简称，所涉及的行政区域为 5个地级市(广元、巴中、达州、南充、广安)。川东
北是红色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川东北红色文化是该地区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整理、翻译、对外宣传川东北红色文化具有时代意义，加大对川东北红色文化的翻译和外宣具有较强

的政治教育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该文重点研究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外译宣传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并提出有

助于推动川东北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的策略，让川东北红色文化和中国红色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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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E Translation of the Red Culture in the
Northeast of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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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nch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angzhong Sichuan, 637400, China; 2.Zhonghai Secondery
School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61, China)

Abstract: Chuandongbei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covering five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Guangyuan, Bazhong, Dazhou, Nanchong and Guang'an). Northeast Sichuan is a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with abundan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is a cultural card from the northeast of Sichua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ed culture. Organizing, translating, and promoting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f Northeast Sichuan to the out-
side world have epochal significance. Increasing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ity of the red culture in the northeast of
Sichuan Province has strong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value as well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valu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thod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 Sichua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promote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red
resources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 Sichuan, so as to better "go out" of Sichuan's red culture and Chinese red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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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力的教科书。”[1]“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责任，尤其是外语

学习者的时代使命。 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是川东北

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在长期革命、建

设与改革发展中形成的能够彰显其地区特色且具有

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的总称， 也是川东北红色文化

资源及其载体的总称。 川东北地区作为红色革命老

区，其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主要包含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秉承“中国特色，世界表述”

的宗旨，整理和翻译川东北红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不仅可以促进党史学习，还可以推动“文化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1 川东北红色文化外译研究现状
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关于“川东北红色文

化外译”的文献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川东北红色文化外译”知网数据检索表

由表 1 可知，研究红色文化的文献数量众多，但

是对川东北红色文化外译或者英译的研究几乎没

有，川东北红色文化外译研究缺乏，限制了川东北红

色文化有效传播， 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红色文化

的宣传。况且，在可检索到的以“川东北红色文化”为

主题的文章中，多是围绕“川东北文化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高校教育中融入川东北文化资源研究”

“川东北文化资源在党建等方面应用研究”等内容展

开的。

通过笔者实地调研发现， 川东北地区虽然保留

下来的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受制于地区经济、

交通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限制， 使得红色文化资源

的开发度不足，尤其是对外翻译、文化宣传、传播等

方面还存在一些错误认知及不合理的处理方式，这

给当地经济发展、地区形象的宣传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一些红色教育基地、 革命遗址等场所存在翻译质

量参差不齐、错误百出的问题。 因此，川东北红色文

化更专业、更系统的外译文本是现实迫切需要的，需

要进一步整理和挖掘现有外译文本， 使其更符合英

语目的语读者，助力川东北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扩

大我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窗口。

2 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翻译问题例析
川东北红色革命老区拥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

制度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等， 本文主要针对红

色物质文化资源作为翻译材料进行例析。 红色物质

文化资源是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 纪念设施

和馆藏文物。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纪念碑、中共川

陕省委旧址、巴山游击队指挥部旧址、红军攻克剑门

关遗址、 通江空山战役遗址等一大批红色遗址遗存

在广袤的川东北大地上， 至今仍保存着以红色文化

为主题的纪念遗址，数量众多，有仪陇县朱德故居、

华蓥市邓小平故居、 南充市罗瑞卿故居及达州市张

爱萍故居等；纪念馆、党史馆有张思德纪念馆、旺苍

县木门会议旧址、 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

纪念馆等。纪念馆、党史馆内有革命岁月留下的大量

实物和各类器物。 川陕苏区首府巴中市，被誉为“露

天红军文物博物馆”，红色文物藏品遗存丰富，种类

繁多。 悬崖峭壁、公路两旁镌刻着红军石刻标语，数

量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实为红色文化宣

传工作的精彩之作[2]。

例析主要是采用红色遗址遗迹川陕革命根据地

和红色主题纪念馆朱德故居中出现的外宣翻译文

本。根据实地调研和认真讨论分析材料，笔者发现川

陕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故居的外宣文本存在一系列问

题，如常识性错误、漏译、语法差错、译文前后不一

致、表述不规范等，根据红色文化翻译形式多样的特

点，笔者将这些问题归纳为以下 3种翻译问题。

2.1 功能性翻译问题
尤金·A·奈达 (Eugene Nida)曾这样解释功能对

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意味着交流, 它取
决于听译文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些什么。 判断译

文优劣不能停留在词义、语法结构、修辞手段是否对

应上， 接触译文的人正确理解到什么程度才是最重

要的。 所以，谈论效果对等，最根本的是一定要对比

接触原文的人对原文理解得怎么样， 接触译文的人

对译文理解得怎么样。 ”[3]红色文化翻译最大的功能

就是交流， 让阅读译文或者接收译文的人能获取对

序号 检索主题词 检索结果（条）

1 红色文化 30 533
2 川东北地区红色文化 27
3 红色文化外译 9
4 川东北红色文化外译 0
5 红色文化英译 62
6 川东北红色文化英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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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对等信息。

功能翻译问题， 即翻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直接

或间接地损害了译文的预期功能， 进而影响了红色

文化对外传递的功能。因此，功能翻译问题是红色文

化翻译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翻译问题。 这类问题是指

在红色文化的外译中，由于译者没有注意译文“信息

传播”的功能， 或者在翻译过程中忽视译文读者想

要获得的实用信息，而没有做到功能对等，从而产生

原文中的有用信息在译文中被删除、 简化或误译的

情况[4]。
例 1：1957年八一前夕，军旅画家董辰生创作了

《八一起义组画》。 周恩来亲自审阅了画稿并修订了
文稿，刊载于《解放军报》。

译文 ：In 1957, Zhou Enlai personally reviewed
the series of paintings of the August 1 Nanchang Up-
rising and revised the relevant articles, and then had
them published in the PLA Daily.

《八一起义组画》现存于朱德纪念馆中，原文中
的“八一前夕，军旅画家董辰生创作了《八一起义组
画》”， 是军旅画家董辰生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而
作，画面重点描述朱德同志的画像，体现出朱德同志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的作用， 但译者没有翻译出画作
出处和背景，删除了这句话，显然没有将朱德同志这
样红色伟人的革命伟绩展示完整。

例 2：1927年 12月 28日至 29 日， 在福建上杭
县古田镇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
会议决议。 决议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以农民为主要
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
民军队问题。朱德后来评价古田会议决议案是“红军
建设的纲领”。

译文 ：From December 28 to 29, 1929, the 9th
CPC Congress of the Fourth Red Army was held in
Gutian Town, Shangha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dur-
ing which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building the Red
Army was established.

原文内容中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共重要的纲

领性文献，也是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是红色文化的

重要体现，但译者在翻译时避重就轻，甚至删减了该

决议的重要历史意义，造成了功能的不对等，使译文

读者想要获得的实用信息减少了。 同时，“红军建设

的纲领”是“朱德同志后来评价古田会议决议案”时

的用语，译者断章取义，没有体现出朱德同志对古田

会议的高度评价， 译文内容不全面， 会影响信息传

递，造成译文受众信息了解不全面，不利于全面了解
和学习红色文化。

2.2 语用翻译问题
语用等效翻译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来探讨翻译

实践问题， 即以口头语翻译为主， 以标识语翻译为
主，以艺术性语言翻译为主，以期运用语用学理论去
解决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这里例析的红色

文化资源主要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中标识语的语用等
效翻译原则没有充分体现， 影响川东北红色文化文
本信息的传递效果和有损红色遗址遗迹景区的对外
旅游形象。

红色遗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导向指示标语“停
车场”， 译文不精准， 不够严谨， 仅使用“Parking”,
park 在英语中作名词时表示“公园、园区、自然保护

区”等，而作动词时表示“泊车，停车；存放，寄存；坐，
站立”等，译文中的译法影响语用功能的实现。

“停车场”最为规范的用语为“Parking lot”，译者
在翻译时需要查询标识语手册，采用规范文本。

红色遗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客须知》中存在
漏译和重复翻译的问题，如“5.车辆经过……,6.如遇
人流……”, 相应的英译为 “5.Vehicle entered...,6.In
case of...,6.In case of...”

展示版上公示语出现非常明显的错误， 一是译
者不严谨的工作造成的。 译文的不严谨性不仅影响
语用功能，还会让受众引起误会，甚至有损国家的国
际形象。 二是缺乏红色文化景区外宣译文语言文字
监督部门，未对译文质量进行监督和规范。三是英译

公示语的读者多为来华参观的外国游客， 公示语的

英译还应尊重与符合预期读者的文化习惯[5]。

2.3 语言翻译问题
语言翻译问题是指译文中与目的语言规范相悖

的翻译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

在红色文化外译中同样存在。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

原因是翻译人员缺乏严谨认真的态度、 缺乏科学严

谨的工作作风、对译文缺乏审读的习惯。

例 3：雕塑的画面生动表现了川陕苏区的政权
建设和土地革命。

译文 ：The image of the sculptures vividly r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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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 the scenes of building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aken place in Sichuan -shaanxi
Soviet Area.

其一，原文中的“土地革命”作为中国抗战史上

重要历史事件，具有十分深远的红色历史文化意义，

但译文中并没有对它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二，从语法
功能来看，“the Agrarian Revolution” 后面的“taken
place”使用错误，正确译文应为“the Agrarian Revo-
lution having taken place”或者“the Agrarian Revolu-
tion which have taken place”。 因为“土地革命”是中

国抗战史上已经完成并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
件，表述错误会导致信息传递不准确。

例 4：1927年 8月 6日，朱德率起义军先遣部队
到达临川， 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欢迎起义
军，还为部队准备了凉篷和茶水。一周内临川数百青
年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译 文 ：On August 6, 1927, when arriving in
Linchuan, Zhu De's troops received a warm welcome
with hundreds of young people joining the army。

原文中“还为部队准备了凉篷和茶水”，体现了
人民群众拥护中国革命，拥护起义军，展现了军民一
家亲的和谐景象， 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人

民的党，是为人民战斗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
而译者在翻译时,不仅没有将它的含义阐明,甚至删
减了该内容，使译文的信息传递功能遭到损害。译者
一定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针对源语从语言层面
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而不是照抄照搬、机械套用，必
须适应英语的语言习惯和相应的规范[6]。

3 川东北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提升对策
3.1 译者提素质

从上述的例析中发现， 译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翻
译专业知识、 广泛的跨文化意识和负责严谨的工作
态度。译者的专业素养、翻译水平和工作态度对红色

文化资源英译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川东北红

色文化具有地区文化独特性和区域性， 这就要求译

者提高自身素养，不断学习，紧跟时代，使自己成为

创新型翻译人才， 运用扎实的翻译理论和跨文化思

维，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专业翻译，对当前问题进行

纠正和完善，提高译文质量，成为真正的红色文化传

播者[8]。 换句话说，译者需要在翻译环境中有意识地

不断增强自身的能力和经验， 才能使译文在其得到

审核和校对后即在译事之后的生态环境中得以 “生
存”，而不遭“淘汰”[9]。 译者应成为终身学习者，不断
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成为高素质、强技能的翻译
人才。

3.2 译文多样化
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高速发展， 对于川东北

红色文化外译研究， 可以充分利于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手段，拓展译文的呈现方式，不局限于笔译，还可
以利用口译， 用智能语音、 录像等方式呈现译文内
容，扩大译文受众群体，增强宣传效果，利于川东北

5个地级市红色文化推广和地区形象宣传。

3.3 政府强管理
川东北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外译有利于

实施“讲好中国故事”和“文化走出去”战略，需要各
级政府的保障和支持， 五市政府需要加强对相关部
门的监督管理。 同时， 在红色文化宣传和建设等方
面，需加强交流学习与协同合作，优化红色文化资源
环境，积极提升红色景区形象[10]。

3.4 监督保质量
为保证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译文的质量， 除了

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还应该建立和完善个人
或者团体对红色文化资源译文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一方面，可以加强红色文化翻译质量审查监督体系，
促进宣传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
蕴含着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 文字的规
范化翻译和审查工作是保障宣传质量的重要抓手，
注重场景与人物背后意义的翻译， 把蕴含在其中的
精神文化进行合理表达会增加译文受众的认同感。

3.5 宣传增平台
一是建立红色文化交流平台（线上+线下），提升

国内外游客、专家和广大网友的参与度，可以有效地

促进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的推广与宣传， 并促进国

内外读者和参观者对川东北红色文化的学习和理

解；二是可以充分利用自媒体和新媒体宣传平台，如

今信息化社会，人人都是自媒体（如抖音号、视频

号），可以充分利用大众宣传川东北红色文化。当然，

川东北 5个地市的相关文化、宣传等部门，在提高红

色文化的宣传意识的基础上， 可以建立专门的宣传

团队，甚至培训一批专业的红色文化宣传技术人才。

通过增加宣传平台， 可以全面大力宣传川东北红色

文化。
（下转第 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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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 战略的大背景

下， 开展川东北红色文化的外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针对例析中的具体问题，外语翻译工作者需

肩负红色文化“走出去”的使命，通过不断钻研和学

习交流提升自身的外译能力， 尽快成长为创新型的

翻译人才， 在确保译本质量规范准确的基础上拓展

与创新译文的呈现方式。同时，地区相关部门应建立

完善的外宣翻译相关监督机制， 增加和建立多样化

宣传平台。 通过多方协作、相互交流，讲好川东北革

命历史和革命先烈故事，对外传播川东北红色文化，

让世界了解川东北，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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