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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张丽群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陕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省的历史文化十分悠久，因此，当地的民俗风情特色也十分鲜明，对于该地所

进行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译介学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探究，对陕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现状展开调查，探索

出全新的陕西民俗文化译介与传播渠道，提高陕西的国际形象与文化影响力，向全世界推广我国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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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文化对外译介是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的一项重要手段。从文献分布数量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对该领

域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度，这给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帮助。然而，有关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数量较少，关注度与

研究力度需要加大。通过对陕西文化的研究，能够让中国文化在

全球中拥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以此吸引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往陕西参观与游玩，进而实现民俗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加大，

提升陕西的文化形象。

一、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特点与相关研究

想要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的世界化发展脚步，就要做到以文

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要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文化内容，体现出中国精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陕西作为

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其文化有着较强的代表

性。民俗文化作为陕西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进行

的翻译和传播，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

首先，陕西民俗文化有着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例如在陕西

方言中，分为关中方言、陕北方言、陕南方言，通过对其三部分

进行细分，将关中方言分为东府方言与西府方言，而陕北方言又

属于西北官话，陕南方言北部属于西北方言区域，陕南方言南部

属于西南方言区，多样化的方言种类与特点导致翻译工作的开展

受到较大困扰，译者的工作难度也有所提高。

其次，民俗文化有着较强的特殊性，例如安塞腰鼓、凤翔泥

塑等，这种具有较强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外语翻译中无法找到

准确的翻译词汇，因此在进行表达时就难以做到准确。陕西民俗

文化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时应当充

分结合文化背后的故事与发展历史，一味地按照中文文本进行对

照翻译则会导致词不达意情况的出现，影响到目的语读者的阅读

感受。

最后，在民俗文化翻译中，会涉及大量文化之间的差异。例

如陕西社火中的舞龙舞狮。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

神圣的象征，然而在许多西方国家文化中，龙是邪恶暴戾的化身，

往往是被神话故事中勇者杀死的那一方。因此，由于不同国家与

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更应当慎之又慎，

即使有同样含义的词汇，也不能进行简单的直接翻译。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要充分理解并尊重当地居民的日

常行为习惯与宗教信仰。

国内许多学者在对民俗特色文化进行的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分析民俗文化翻译现状与文本对比来

对当地民俗词语与句法的翻译策略进行改良，并提出相应的问题

解决方案；其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翻译来进行对照参考，

其中主要以陕西、甘肃等地为主；其三是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对

民俗文化展开翻译研究，其中包括生态翻译学、顺应学、文化翻

译观、跨文化传播理论等。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体现出了当前我

国学者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还是过多地停留在微观的方法与

规范层面上，而在宏观的理论视角与系统可证性上则有所欠缺。

为了能够响应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号召，针对具有鲜明地域

特征的陕西民俗文化进行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工作的开展就显得尤

为重要。同时，相关译介工作人员也要对当前我国民俗文化对外

译介工作的开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到国内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存

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积极分析、深入研究、尝试探索来找到更

多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为我国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

开展带来帮助。

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工作现状与问题

所谓民俗，指的就是民间的风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中许许多多的人民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逐渐形成、改良

和传承的一种生活性质的文化内容，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之间最大的区别特征。民俗在本质上是一种有着鲜明当地特色，

能够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结合，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文化。陕西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中的代

表文化是“三秦文化”，从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 10 世纪期间，

曾经有西周、秦、汉、唐等共计 13 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其省会西

安更是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被誉为最早的

东方世界之都。

西周再次制礼作乐，兴文修武，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文

化基础。秦始皇一统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封建帝制奠定了后

续两千余年的国家政治框架。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

成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陕西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

创造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容，这些民俗文化内容与

陕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反映出来了陕西

当地人民的智慧才能。陕西省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块

宝地，是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宝库之一。然而，虽然全国乃

至世界各地已经逐渐关注陕西省，但是对于陕西民俗特色文化的

了解却不多，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陕西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基础较

差，许多国外民众没有能够有效了解陕西特色民俗文化的渠道。

目前，国内对外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学者针对陕西民俗文化方面的

论文有很多，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就陕北民歌的翻译提出策

略，而不是对其进行完整的译介。种种情况都表明了当前我国

陕西传统民俗特色文化在传播中存在着传播机制不健全、翻译体

系不规范的情况。不仅如此，通过相关调查资料收集，发现针对

我国随机十个省份与地区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500 人为样本的调查

试卷来看，对陕西民俗文化有一些了解的人占六成左右，其中绝

大多数还是以仅仅听说过为主。而剩下四成的被调查人员则完全

不了解陕西民俗文化都有哪些内容。在所有的被调查人员中，有

99% 以上的人员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关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其

他语言文本。种种数据证明，当前我国陕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

传播工作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提醒了相关工作者应当积极推进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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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工作的进程。

陕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工作在开展时的确存在着较大

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陕西民俗文化中，有大量的地方方言

词汇，这些词汇在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因此想要

对外译介与传播陕西当地民俗特色文化，这些词汇的翻译就避免

不了。但是许多地方方言词汇没有准确的含义，需要结合当地居

民的使用语境，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就会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源

于不同的语言特征、宗教信仰、风俗文化而诞生出来的词汇会严

重影响对外译介与传播工作的准确性，同时也是陕西民俗文化译

介与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许多译者在工作室往往都是对字面进行直接翻译，所翻译的

内容无法结合当地的历史内涵。例如陕西宝鸡的岐山臊子面，从

诞生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是当地一

道极受欢迎的特色美食。然而在翻译时会将其直译为“Qi Shan 

Noodles”，这种直译显然无法将美食的特点进行突出。

三、陕西民俗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方法策略

（一）翻译归化与异化

翻译是一门语言沟通的艺术，其不仅仅涉及到语言层面上

的交流与表达，同时也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传播。在翻译中，文

化译介可以采用归化或异化法。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在

1995 年第一次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归化法指的是以确保译

文的流畅度为首要目标，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化差

异进行淡化。异化法指的是要摆脱传统翻译观念的束缚，在翻译

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特色，可以为了满足这一要

求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必完全遵循目标语的语法规则。

例如在陕西特色文化中经常出现的土炕文化。土炕这一产物

多出现于北方农村地区，是一种利用土坯或者砖头砌成的一个长

方形台子，长台内部有一定的空间。在冬天气温较低时，可以在

长台下方的孔道内进行烧火取暖，能够实现冬暖夏凉的作用。按

照归化法进行翻译，土炕作为一种睡觉的工具，自然可以被英译

为“bed”，然而在异化法中，多将土炕翻译为“heatable adobe 

sleepingplatform”，其含义是一种可以实现加热功能的土砖制成的

床，运用异化翻译法翻译土炕，既能够体现出土炕工人休息的睡

觉用途，又能体现出其制作材料与可加热的使用方法。

由此可见，在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译介与翻译中，异化法相

对而言较为科学。民俗文化作为体现国家文化与历史的一项重要

内容，在对外传播中一定要确保外国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了解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含义，因此要通过详细的语言表述来体现出每

一个词语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二）对外译介传播路径

1. 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多元化传播

在对外传播中，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依托各级官方媒体，对外

构建国家形象。官方媒体具有较强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但是也正

因如此，这些官方媒体在对外传播时容易出现“宣传腔”，这就

导致传播工作中的正面报道内容太满，趣味性相对而言较低，在

世界范围内难以产生大面积影响。因此，在对陕西民俗文化进行

传播时，政府应当利用新媒体的多元性，摒弃刻板传统的传播方式，

在海外版 Tik Tok、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大基数用户的

社交软件上开设官方账号，通过更具趣味性的互动方式来拉近中

华民族传统特色民俗文化与国外受众之间的联系，让国外用户能

够更加愿意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2. 利用数字化科学技术传播

数字化赋能服务与设备已经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新媒介，将民

俗文化的传播工作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能够达成强强联手的最

终效果。除了最常见的书籍、报刊、杂志等传播手段以外，还可

以采用最新的 AR、5D、AI 等先进技术来吸引外国观众的注意力。

例如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国内外的双平台直播，通过现代化数

字技术来现场展示皮影戏或安塞腰鼓等特色文化内容，强化观众

的视觉感受，以此来更好地展现出陕西传统特色文化的魅力所在。

3. 设计跨界文化产品

在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也要拓宽现实传播的渠

道。例如可以设计出一些富有鲜明陕西特色民俗文化的卡通形象，

并将其制作成相应的文创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关注并了解陕西特色民俗文化，并通过电商推广或者自媒体视

频拍摄等形式来实现相关周边产品的售卖，在实现文化传播的同

时也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总体策略探究

第一是明确译介主体，也就是要确定陕西民俗文化推广工作

的责任在谁身上。想要传播陕西民俗特色文化，就离不开当地政

府与相关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节、文艺表演

等形式进行对外宣传。其次，本土译者应当加强与国外汉化学家

的合作，利用双方语言的不同优势实现翻译互补。虽然本土译者

对于当地传统文化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但是如果有了解中华文

化的国外译者在一旁进行相应的帮助，就会让作品内容更具当地

文化意蕴，也更容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

第二是明确译介内容，也就是要清楚对外翻译哪些传统民俗

文化，确保民俗文化内容能够有效反映出陕西人民的精神与物质

生活，例如陕北民歌、窑洞文化等等。其次是要了解其他国家的

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确保所编译的内容不会与其他国家的文化

信仰产生冲突。

第三是拓宽译介途径，也就是要思考该怎样让陕西特色文化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想要实现这一点，相关政府机构要加大宣

传力度，搭建网络平台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出版影视作品、周边

产品等来扩大文化传播圈，发挥出海内外民众的优势，通过移动

终端来将陕西特色文化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结语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提高国家社会影响力的必要一环。

古往今来，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民俗文化，这

些文化内容直观地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如今全

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通过民俗特色文化的传播能够丰富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又能树立起中华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形象。文化是属

于民族的，更是属于世界的。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华

夏文化的起源，早在西汉时期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地进行通商与文

化交流的一个窗口。现如今，针对陕西传统特色民俗文化的对外

译介与传播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从自身

做起，为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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