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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与规范初探

———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

田　琳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基于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视角，分别从应用维度和政策维度对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的规范化

展开研究。生态翻译学的主要翻译观与核心理念能够提供较为系统 的 理 论 依 据。关 于 应 用 维 度，探 讨 译 者 如

何从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进行适应以及转换。关于政策维度，除了“事 前 预 防 机 制”，还 应 构 建 景 区 公 示 语

翻译“多元评价体系”，包括健全的读者反馈机制及“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机制，为译作及译者的“适者生存”提

供现实依据，为翻译市场选用翻译人才奠定基础。同时，建立译者制约机制 实 现“他 律”，通 过“汰 弱 强 留”督 促

译者“自重”、“自律”与“自省”。

关键词：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生态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２４８（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５－０５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如

何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已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红色旅游，作 为 国 家 特

色项目，旨在弘扬红色文化。四川省有 着 较 为 丰

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而川东地区则有多个革命 老

区，为红色旅游及红色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估 量

的贡献，但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英译质量却 有

待商榷。

公示语是旅游外宣资料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是“公开面对公众，告示、指 示、提 示、显 示、警 示、

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

文字及图形信息。”［１］红色旅游景区园内的公示语

为游客提供旅游资源信息，或为其在景区活动 时

进行指示、提示或警示，以保障游览顺 利 进 行，保

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公示语的英译质量

直接影响外国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获知，甚至影 响

他们在红色景区中的游览活动。现有的景区公示

语翻译研究多从功能翻译理论、交际翻译理论、语

用学等视 角 研 究 公 示 语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翻 译 策

略。在分析过程中，理论指导也缺乏 较 为 统 一 的

理据。公示语翻译研究重心应该关 注 政 策、理 论

和应用三个维度。［２］因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

论依据，依照其不同的翻译观或核心术语展 开 红

色旅游景区公示语在应用和政策维度的研究。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融合的跨学科

研究。胡庚申于２００１年做了首场题为《从达尔文

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的翻译学讲座，

同年又在第三届国际译联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正式

发表了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为生态翻译

学发展奠定了基础。［３］

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生 态 翻 译 学 被 认 为

是：“生态翻译学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生 态 翻

译的喻指和实指为取向，以发掘和揭示翻译 活 动

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要务，以使生态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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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思想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

照一切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为宗旨，是一种从 生

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３］从该表述

中，我们可以得知，“新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

立论基础，包括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东方古典

生态智慧和翻译适应选择论。［３］该 理 论 关 注 译 者

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旨在从翻译 原 则、过 程、

方法及译评标准等不同层面做出新的阐释。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较为完 整 的 理 论 体 系，其

主要翻译观及核心概念都能够为景区公示语的规

范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如平衡和谐、多维整

合、译者责任、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 择、整 合 适

应选择度、三维转换、译有所为、事后追惩等。

　　二、川 东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公 示 语 英 译 之

应用维度

　　（一）景区公示语英译“生态”原则

“适应与选择作为生态翻译学的一 个 核 心 概

念，源于达 尔 文 生 物 进 化 论 中 的‘自 然 选 择’，即

‘适应／选择’学说。”［４］该学说倡导“译者中心”，关
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译者“生

存”境遇和能力发展。［５］

依据该理论，翻译即“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

选择”。一方面，译者尽可能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

态环境。另一方面，在多维度适应的基础上，译者

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 选 择”。［６］

因此，对于景区公示语的翻译，译者首先要选择性

的适应红 色 景 区 公 示 语 翻 译 生 态 环 境 与 生 态 系

统，从而才能在适应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选择转

换。
（二）景区公示语英译“生态”方法

基于该原则，译者可以从“语言维”、“文化维”

及“交际维”来进行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翻译。

１．“语言维”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７］中

国和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体现在语言表达 层

面上也不尽相同。西方思维方式是分 析 性 思 维，

语言使用比较具体、准确、句式结构严 谨；而 中 国

思维属整体性思维，语言使用往往较为笼统模糊、

对称平衡。中文公示语多使用华丽对 仗、形 象 生

动的辞藻，以达到预期渲染的效果，而英文公示语

以简洁直白、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预 期 信

息。在张爱萍故居、邓小平故居等川 东 红 色 旅 游

景区中，有很多公示语语言似诗似 歌，及 其 押 韵，

颇具美感。例如，“一花一草皆生命，一 枝 一 叶 总

关情”，而具有同样提示或呼吁功能的英文公示语

则 更 加 简 洁 直 接，如 “Ｐｌｅａｓｅ　Ｋｅｅｐ　Ｏｆ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 首 先 透 彻 了 解 公 示

语在词汇及篇章层面的意义，然后结合公示 语 生

态环境。也就是说，在做语言维适应 性 选 择 转 换

时，译者应考虑英文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做出适应

选择度最高的选择。但是，有些译者 在 英 译 景 区

公示语时，往往会受中文负迁移的影响，译文略显

僵硬，忽略了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从而

影响外国游客对于公示语译本的接受程度。笔者

在川东红色景区调研时，就发现有些公示语 英 译

并没有做到语言维的最佳选择。如，公示语“中国

公民国内 旅 游 文 明 行 为 公 约”，被 译 为“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公示语英译后是为了给外国游客提供

信息或指示的，但是若把中文公示语中的“中国公

民”直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则说明这些文明行为

公约对于外国游客没有约束力，也就没有必 要 翻

译了。所以，译者不可忽略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实

现语言维度的最佳选择。

２．“文化维”转换

“所谓‘文 化 维 的 适 应 性 选 择 转 换’，即 译 者

在翻 译 过 程 中 关 注 双 语 文 化 内 涵 的 传 递 与 阐

释。”［７］语言和文化是密 不 可 分 的，译 者 在 理 解 原

语语言的基础上，应该关注整个文化系统，实现文

化内涵的传递。

公示语中文化负载词或信息的翻译是译者在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难点之一，因为翻 译 的

实质并非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涉及语言 背 后

深层次信息的传递，如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或特定

历史背景等。在川东红色旅游景区 中，公 示 语 中

负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弘扬红色文化，因此在翻译

外国游客较为陌生的文化历史信息时，译者 如 何

妥善处理这些文化负载信息，做到文化维适 应 性

选择既成为难点也是重点。例如，对于公示语“张

爱萍故居 始 建 于 清 朝 末 年……”，翻 译 为“Ｚｈａｎｇ
Ａｉｐｉｎｇ’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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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首 先，就 语 言 层 面，译 文

就存在一些问题。时态应该是过去时，“末年”译

文表述不够简洁，仅用ｌａｔｅ就可以表示末期。此

外，“清朝”富含特定的历史背景，即便译者采取直

译，外国游客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一特色文化，因此

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或注释的方式，以实现文化 维

的适应 性 选 择 转 换。该 公 示 语 可 译 为“Ｚｈａｎｇ
Ａｉｐｉｎｇ’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６４４－１９１２），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译文 中 增 加 解 释 性 话 语，文

化内涵便能得以传递。

３．“交际维”转换

“所谓‘交 际 维 的 适 应 性 选 择 转 换’，即 译 者

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

换。”［７］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中有一 点 便 是“译 有

所为”，译者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

观效果），翻译之功其中之一便是“为”在促进交流

沟通。［７］由此，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交际。

公示语隶属于实用文本，而“实用文体是与文

学翻译相对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文本，旨在

传递实用信息，对读者产生感召和有目的性的 呼

唤，让读者了解信息、分析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和行为的语篇文本”。［８］景区公示语有特定的目的

性和实用性，重在向读者传递信息、或 提 示、或 警

示、或呼吁，以期引起游客的注意或预 期 反 应，从

而实现 其 实 用 功 能。因 而，译 者 应 聚 焦 于“交 际

维”的转换，最终选择的译文也应该能更佳地实现

译本的交际功能，引起外国游客的预期反应。如，
“办公区域，游 客 止 步”，该 公 示 语 被 译 为“Ｏｆｆｉｃｅ
ａｒｅａ，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ｓｔｏｐ”，译 者 只 是 关 注 了 语 言 层 面

的翻译，却 忽 视 了 其 交 际 功 能，因 而 英 文 略 显 僵

硬。该公示语主要具有提示功能，提示 外 国 游 客

只有员工才能入内，因此“Ｓｔａｆｆ　Ｏｎｌｙ”更符合译入

语生态环境，更能发挥交际功能。

　　三、川 东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公 示 语 翻 译 规

范化之政策维度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川东红色旅游景区公示

语英译依然存在众多问题，如译名不统一、拼写或

语法错误、语义不清、中式英语痕迹过 重、信 息 遗

漏等。这些问题最终源于以下方面：译 者 能 力 发

展不足；政府及委托方监管力度不够；缺乏有效评

价机制等。生态翻译学能够较为系统地为公示语

翻译的规范化提供政策维度支持。
（一）建立事前预防机制

首先，委托方应该慎重选聘译者，以规避翻译

问题。筛选过程中，应注重译者的双语能力、跨文

化交际能力，同时还应该关注译者的翻译经 历 等

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译者素质，选用合格译员，产
出能“长存”的译品。翻译生态系统对译者做出选

择后，还应明确告知翻译要求。

其次，译 者 应“选 择 性 适 应”翻 译 生 态 环 境。

一方面，“选择性”指 译 者 应“有 所 为、有 所 不 为”。

若能适应，则应“有 所 为”，反 之 则 应“有 所 不 为”。

译者对自己的翻译能力应有清晰认知，根据 适 应

度高低对翻译活动有所取舍。另一方面，“适 应”

指译者选择“有所为”后，应对景区公示语英译这

一翻译生态环境有充分了解，了解公示语翻 译 规

范、原则及标准。只有充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后，

译作及译者才有可 能“适 者 生 存”。《公 共 服 务 领

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的颁布，让译者有了统

一的参照标准，让景区公示语英译规范化又 更 近

了一步。但是，即使有了统一标准，译者在遵照规

范的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独特的翻译魅力，尤其是

在翻译包罗万象的文化因素之时。
（二）构建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多 元 评

价体系”

依据译评标准，“整合适应选择度”较 高 的 译

作文本即视为佳作，三个参考指标分别为多 维 转

换程度（侧 重 文 本 质 量）、读 者 反 馈（包 括 译 评 导

向）、以及译者素质（包括其他“人”为因素等）。［５］

结合这一标准，笔者尝试构建景区公示语翻译“多

元评价体系”，如下图所示：

１．建立健全 的 读 者 反 馈 机 制，实 现 翻 译 生 态

的平衡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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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 馈’主 要 指 外 界 对 译 品 的 评 价 与 意

见，读者可以是一般读者、专家读者，或 者 有 关 翻

译活 动 的 委 托 人、译 品 的 出 版 者 、译 品 评 论 者

等。［６］考虑到景点公示语英译的主要受众，该读者

反馈机制中主要包含三“者”，即界内专家评审小

组和受访外国游客以及景区公示语翻译活动委托

人。前两“者”主要从“语 言 维”、“文 化 维”、“交 际

维”等多维转换程度对译作做出合理评价，后者委

托人则主要对公示语的制作环节进行监管。

一方面，政府资金 支 持、委 托 方 积 极 响 应，专

门成立界内翻译专家小组对景区公示语翻译中的

多维转换程度进行评审。另一方面，公 示 语 翻 译

具有特定的目的，应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及交 际

功能。因此，经过专家评审后的译作应 该 在 目 标

语受众、即外国游客中做问卷调研，分别从英语表

述能力、红色文化传播及交际功能实现三个层 面

考察景区公示语译作在外国游客中的接受程 度。

此外，在制版环节，客户委托方应专门成立评审小

组，对公示语展板制作严格把关，避免出现标点或

字母漏印、误印等失误。

２．建立“序 链 式”译 者 素 质 评 价 机 制，为 人 才

选用奠定基础

“‘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

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包括译者的成绩、阅历、

能力以及诚信度、知名度等）的密切关系。一般地

说，译品的 整 合 适 应 选 择 度 的 高 低，在 正 常 情 况

下，应当与译者素质的高低成正比。”［５］也就是说，

译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品质量的

好坏。正如在前文“事前预防机制”中所提及的那

样，委托方应该选择译者素质较高的译员以更 好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但是，在当前翻译市场鱼目混

杂的情况下，如何筛选高素质译员成为委托方 的

一大难题，建立“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机制则能

够为翻译人才的选用提供依据。

依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 框 架，翻 译 管 理 生

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翻译教育生态系统及

翻译本体生态系统之间关联互动，而这种关照 是

生态理性所决定的。［９］在 这 种 理 念 下，译 者、译 员

培养单位、委托方、翻译监管单位等诸多因素都紧

密相连、息息相关。因此，“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

机制构建的前提是成立专门的翻译监管部门，对

所有译者备案，进行数字化档案式管理。首先，档

案中应该包含译员培养单位对译员翻译成绩的评

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译员的双语娴 熟 能

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每次“译事后”，委托

方评审小组应该收集界内专家评审小组及受访外

国游客的反馈意见及评定，分别从翻译主题 熟 悉

度、译作整合适应选择度、工作态度与诚信度等方

面对译员完成翻译活动情况给出中肯的评价。虽

然历时较长，但译者素质评价机制一旦形成，则能

够为委托方在选聘译员时，提供较为直接的 参 考

理据。
（三）建立“事后追惩”译者制约机制

所谓“事后追惩”是指对于翻译理论或对于译

者行为的要求或指导思想，强调在翻译活动 的 每

一个阶段都由译者去作适应性的选择［７］，而“译事

后”对译者的选择、特别是对最终的译文给予评判

和处理，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
“汰弱强留”的法则对译者的选择作出再次选择和

仲裁。［７］

“针对译者制约的问题，有没有翻译生态环境

对译者的选择最后再作出选择和仲裁 ，这一点对

实施‘译者中心’翻译理念来说，不仅密切相关，而
且非常重要。”［５］在红色 景 区 公 示 语 翻 译 过 程 中，

面对纷然杂陈、形式功能迥异的信息型、呼吁型及

混合型公示语，遇到形形色色的文化历史负 载 词

汇及信息，译 者 的 自 主 选 择 权 会 进 一 步 增 大，因

而，译者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事 后 追

惩”，可以督促译者在“译事中”“自重”，也可以通

过强化“他律”以加强译者的“自律”。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翻译，
“译事前”，译者应该 充 分 了 解 景 区 公 示 语 翻 译 生

态系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为适应性选择奠定基

础；“译事中”，译者通过多维适应性选择，力 求 最

大化实现公示语原语及译语在语言生态、文 化 生

态及交际生态上的平衡和谐。“译事后”，景 区 公

示语译本还应通过读者反馈机制接受界内专业人

士及外国游客的评估，只有通过评估的译本 才 能

在译语生态 环 境 中“生 存”和“长 存”。［１０］此 外，应

当建立译者素质评价体系，为委托方任用能 适 应

翻译生态的翻译人才提供现实依据。［１１］通过译者

制约机制，“适者生 存”、“汰 弱 强 留”，既 能 让 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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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又能规范“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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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The current paper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at eastern－Sichuan－based revolutionary tourist attractio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ory, application and policy. Eco－ translatology is chose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ose core

concepts and tene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f scenic signs transl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aspect, translators

can mak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cological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selective adap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 On the policy aspect, in addition to the "pre－event prevention

mechanism", the present research also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pl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cenic signs,

which consists of "reader feedback mechanism" and "translator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laying foundati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high- quality translation works and qualified translators. Meanwhile, "post－event penalt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urge translators to have discipline and introspec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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