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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原则与方法①

吴文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绍兴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中文外宣文本中通常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然而，中国文化负载词在词义上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等
词，在表达上也是各有千秋。应该采取灵活的翻译手段，适当地调整原文，改善译文的质量，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翻

译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原则是保留原文信息、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以及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

法有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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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文本就是对外宣传本国各方面事物的材料。在实践中，不免出现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因此，外

宣文本的翻译是否成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关键。然而，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很难把握，很容易出现文

化亏损现象。在翻译外宣资料时，我们通常是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进行“套译”，导致了大

量不规范英语的产生。笔者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以《湘潭市情》的翻译为例，选取了在外宣翻译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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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着重探讨了在外宣翻译中中国文化负载词的英译问题。笔者结合相关的翻译原则

和方法，对案例中的例子进行分析，寻找译文达到对外宣传效果的依据。

一　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差异及可译性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用来表达某种文化当中所特有的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这些词反映了在历

史的长河中，每个民族逐渐积累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１］２３２。此外，关于文化负载

词的定义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即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指源语词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无法在译入

语中找到对应的词［２］１０。由此可见，文化负载词即是指那些包含了某种特定文化信息的词、词组或者短

语，并且通常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

奈达（Ｎｉｄａ）认为：“对翻译而言，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还重要。”［３］１１０语言不但是人类
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交流的一种工具，而且还是文化的载体。拥有不同语言的人们，其思维方式和表达

方式也都不同。因此，不同语言当中免不了出现文化差异，从而导致了文化负载词的出现。由于各民族

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理念、宗教信

仰和艺术形式等，这导致了东西方传统文化出现本质的差别，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翻译活动造成了难

度。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使英语和汉语的文化负载词汇之间出现较大的语义冲突，自然会出现词汇的

空缺现象。

著名翻译理论家Ｓｔｅｉｎｅｒ指认：“人类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４］２５９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于各个翻译
学派确立其各项原则至关重要，并且还关系到其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本质上来说，否认翻译

的可译性就等于否定了语言具有表述未知事物的能力；其次，不可译等于不可知，所以不可译主要是由

于译者自身的能力有限。很显然，在外宣文本的英译过程中，只有承认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才能有效

地与目的语读者交流，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二　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原则
外宣翻译的目的是让外国读者从中获得原文所传递的准确信息，从而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然而，

中英文两种语言在语体、逻辑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必然给外国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所

以中文外宣文本的英译应该以译入语为归宿，减少外国读者在获取信息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一）以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为原则

外宣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因此保留原文的信息是外宣翻译的目的之一。中文外宣文本中的文化

负载词代表了很多中国所特有的事物，译者在处理这类词的翻译时，应该在考虑英语读者文化接受能力

和遵守英语语言规则的前提下，保留中国文化的信息。这不仅可以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文

化，并且也符合外国读者阅读这篇外宣材料的目的，实现文化交流的作用，从而真正地达到对外宣传的

目的。

（二）以符合译入语习惯为原则

中英文两种语言本身存在很大的差异，中文辞藻华丽，冗余信息很多；而英文用词精炼，言简意赅。

在中文外宣文本中，有很多都是按照中文的语言思维来写的。因为负责撰写这些宣传材料的工作人员，

他们常年用中文写作，其语言思维都是汉语的逻辑思维。再加上在对外宣传的材料中很多东西都是中

国所特有的，因此不免会出现一些中国文化负载词。译者在处理这部分词语的英译时，应以译入语的语

言的逻辑思维习惯为导向，把这些辞藻华丽且语义模糊的汉语文化负载词译成简明易了的英文，使译入

语读者能够准确地获得中文外宣材料中的信息。

（三）以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为原则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指出，在外宣翻译中要坚持“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

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三贴近”原则，努力跨越文化鸿沟和防止落入文字陷

阱［５］。在“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上，黄友义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并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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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第三条原则，即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尤为重要［６］。作为外宣翻译人员，我们应当要细心研

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并以此为导向，把外宣文本，尤其是含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信息的

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成符合外国读者的思维习惯的译文，从而更有效地达到外宣文本预期的目的［７］。

三　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
中文外宣文本的特点决定了其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而中英文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异性和复杂

性决定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必须要采取多种灵活的翻译方法。

（一）音译加注法

音译加注指音译后附加解释性注释。汉语中某些文化负载词在英语中根本就没有对等词，形成了

词义上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英译汉时常常要采用音译加注法来弥补空缺。加注通常可以用来补充

诸如背景材料、词语起源等相关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如：

【原文】１９７５年始，高腔《龙江颂》参加全省“样板戏”调演，全剧录音、录像，分别由湖南人
民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播出。

【译文】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１９７５，ＧａｏＱｉａｎｇ（Ｉｔｉｓａｔｙｐ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ｒ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ｗｏｒｄｓ．Ｗｈａ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ｌ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ｍｅｎｔ，ｏｎ
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ｏｎｇａｎｄｄｒｕｍ．Ｂｕｔｔｈｅｄｒａｍａａｃｔｏｒｗｈｏｉｓｓｉｎｇｉｎｇａｌ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ｗｉｌｌｂｅｃｈｏｒｕｓｅｄ
ｂｙｏｔｈｅｒｄｒａｍａ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Ｏｄｅｔｏｏｋｐ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ｐｅｒａｓｓｅ
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Ｈｕ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ｎａｎＴＶ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原文中的高腔，是中国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其特点是表演质朴、词曲通俗、唱腔高昂。一人唱

而众人喝，只用锣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译者在翻译高腔二字时，采取了音译加注的方法，用拼音把

高腔二字拼写出来，目的是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同时，把高腔的特点用加注的方式向英语读者解释中

国这种特殊的戏曲文化。

【原文】相传舜帝南巡到此，见风景优美，遂奏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又传“韶氏三女

得道于此，有凤鸟衔天书到，女皆仙去”。韶山故此得名。

【译文】Ｉｔｉ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ｏｕｒｏｆ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ｈｕｎ’ｓｐｅｒｉｏｄ（２２７７ＢＣ－２１７８ＢＣ），
ｈｅｗａｓａｍａｚｅｄａｔ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ｓｃｅｎ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ｐｌａｙｅｄＳｈａｏｍｕｓｉｃ（ＳｈａｏＭｕｓｉｃｉｓ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ｈｕｎｍｕｓｉｃ）．Ｓｈｕｎ’ｓｍｕｓｉｃ，ｗｈｉｃ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ｏｖｅｒ５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ｉ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ｒ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ｐｏｅｍ，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ｄａｎｃｅ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ｈｏｅｎｉｘｔｏｃｏｍｅ，ｗｈｉｃｈｃｒｅａｔｅ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ｇｏｒ
ｇｅ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ｉｔｈ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ｂｉｒｄｓｓｉｎｇ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ｈｒｅｅｇｉｒｌｓ
ｗｈｏｓｅ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ｗａｓＳｈａｏｏｎ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ｈｅｒｅ．Ｏｎｅｄａｙａｐｈｏｅｎｉｘｃａｍｅｗｉｔｈａ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ｄ，ａｎｄ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ｉｒｌｓａｌｌｂｅｃａｍｅｆａｉｒｙｇｉｒｌｓ．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ｙｉｔｉｓｎａｍｅｄＳｈａｏ
Ｓｈａｎ．
原文中的韶乐是一种典型的汉语文化负载词，又称舜乐，即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起源于５０００多年

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若只简单地翻译成“ＳｈａｏＭｕｓｉｃ”则体现不出它的特色，此处也
应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将韶乐的具体内容展现给外国读者，让他们对我们中国古代的乐曲有进一步

的了解。同时，也实现了我们对外文化的宣传。

在外宣翻译当中，对于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我们既要保留原语的文化信息，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又

必须保证译文能够被译入语读者看懂，那么，音译加注不失为一种较佳的方法。

（二）直译加注法

直译包括两层意思，即逐字翻译（ｗｏｒｄ－ｆｏｒ－ｗｏｒ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按字面意思翻译（ｌｉ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８］。而加注就是指通过注释的形式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解释，以便弥补汉语和英语两种文
化之间的差异，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负载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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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红色旅游、绿色山水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三大板块构筑了该市旅游产品的大框架，

特别是红色旅游在全国首屈一指。

【译文】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ｄｅ
ｐｅｎｄｓ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ｂｙ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ａｆｔｅｒ１９２１．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ｈａｖ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ｌｅｄｂｙｉｔｓＲ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ｏｎｏ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原文中的“红色旅游”专指以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

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

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如果只是简单地直译为“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便不能够展现其所蕴含的丰富的
中国历史革命文化内涵。译者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来处理“红色旅游”一词的翻译，将其完整地翻

译为：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ａｆｔｅｒ１９２１．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将“红色旅游”的旅游特色以及其所传递的特殊革命精神表达
出来，充分地保留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原文】滴水洞天，是韶山风景中一个著名的景点群，由滴水幽壑、虎歇坪、龙头山等自然

风光与滴水洞一号等建筑组成。

【译文】：Ａ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ｏｆＳｈａｏｓｈａｎ，ＤｉＳｈｕｉＤｏｎｇ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Ｓｈｕｉｄｅｅｐｃａｖｅｓ，ｔｈｅＴｉｇｅｒＲｅｓ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ｔｉ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ｔｉｇｅｒｓｏｎｃｅｒ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ｅ），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
Ｈｅａ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ｔｉ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ｃｅａｈｕｇｅｄｒａｇ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ｈｉｓｔａｉｌｗａｓｓａｎｋ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Ｌａｋ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ｈｅａ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ｏＳｈ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Ｈｅａ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ＤｉＳｈｕｉＤｏ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ｈｕｉＤｏｎｇ．
原文中的“虎歇坪”“龙头山”是滴水洞景区的重要部分，如果只是简单地直译为“ｔｈｅＴｉｇｅ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和“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Ｈｅａ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会让读者感觉很怪异，并且产生诸多疑问：地名的缘由为何？其
间有何典故？为了使整个译文更加贴近外国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译者在处理此处译文时，选择了直

译加注的方法，能够解决外国读者对一些中国特色地名产生的可能性疑问。

在外宣翻译中，如果其中的文化负载词当中所涵盖的文化与目的语的文化预期存在差异，或者源语

当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直译会影响译文的质量，甚至出现文化亏损。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的产生，可采取直译加注法［９］。

（三）意译法

意译是一种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受原文的风格和形式束缚的翻译。译者在理解了原文的内容之

后，用译入语读者最容易理解的词语来表达原文的内容。这通常会打破原语固有的句式和语言风格。

例如：

【原文】自解放以来，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掀起了社会主义建

设高潮，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把湘潭建成了全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全

省第一个农村达小康市。

【译文】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９４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ｓｐｏｅｍｆｒｏｍ１９５９，“Ａ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ｔｏｏｕｒ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ｅｗｌｉｆｅ”．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ｔｈｅｐｅａｋ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ｓｇａｉｎｅ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ｂｏｔ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ｋｅ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ｅｌｌ－ｏｆｆｒｕｒａｌｃｉｔｙ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原文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出自于毛泽东的七律诗《到韶山》。在中国，这是一首

脍炙人口的诗句，然而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如果按照直译的方式把诗句翻译出来的话，会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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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原要传递的信息产生较大的反差。因此，译者在对原文意思理解透彻基础上，打破了中文诗句的七律

诗格式，用英语当中最常见的主谓宾结构把原文的涵义呈现给了读者，不仅符合译入语的习惯，而且有

益于译入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原文】如今的韶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主要景点有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铜像广

场、毛氏宗祠、毛泽东诗词碑林、韶峰，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韶乐，品尝到毛主席最爱的毛氏红

烧肉。

【译文】Ｔｏｄａｙ，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ｅｔｏ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ｏｆＳｈａｏｓｈａｎ，ｌｉｋ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ｓｉ
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ｒａｄｅ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ｅＢｒｏｎｚｅＳｔａｔｕｅＳｑｕａｒｅｏｆＣｏｍｒａｄｅ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ｅ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ＨａｌｌｏｆＭａｏ’ｓ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ＰｏｅｍＦｏｒｅｓｔｏｆＳｔｅ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Ｐｅａｋ．Ｉｆｙｏｕｃｏｍｅ
ｔｏＳｈａｏｓｈａｎ，ｙｏｕｃａｎａｌｓｏ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Ｓｈａｏ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ｓ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ｄｉｓｈ—ｔｈｅｂｒａｉｓｅｄ
ｐｏｒｋｉｎｂｒｏｗｎｓａｕｃｅ．
原文中的“毛氏红烧肉”是一道非常有名的湘菜，在中国，就算你不喜欢吃湘菜，你也会对他有所耳

闻，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最喜爱的菜肴。去毛泽东故居韶山旅游的人们，更是少不了品尝这道

菜。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道菜翻译成“ｐｏｒｋ”便凸显不出这道美味的特色，更加不可能达到对
外宣传我国美食的目的。因此，用一个介词短语把“红烧肉”译为“ｔｈｅｂｒａｉｓｅｄｐｏｒｋｉｎｂｒｏｗｎｓａｕｃｅ”，把这
道菜的食材、辅料都告之读者，其特色也就完全凸显出来了。这也可以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去分析［１０］。

在翻译中国外宣文本当中的文化负载词时，译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达意的目的。因为本国的文化

再有特色，如果翻译出来译语读者并不能看懂，那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意译在处理文化负载词的英

译时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翻译方法。

四　结　语
汉语中出现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所在，因此处理

好外宣文本当中中国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尤见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湘潭市情》的翻译，笔者认为在

处理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时，应当遵循三大原则，即保留原语的文化信息原则、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

惯原则和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原则。在翻译方法上，笔者主张通过采取音译加注法、直译加注法和

意译法，使译文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对外传递原文信息，而且符合译文语言习惯。唯此才能更好地实现

外宣翻译的对外宣传功能，让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推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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