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中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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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作为语际间的交流活动!不单是语言上的转换行为!而且是文化上的移植行为$ 在文化发展与变

迁的过程中!翻译是引发文化优化与传播的重要推进力量!而旅游景点翻译对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是最直接和直观

的!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以及体现华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着重

要的影响$ 通过对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景点翻译中体现的文化传播进行分析和研究! 可以对自贡市的旅游业

发展%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旅游景点&翻译&文化传播&盐业历史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0*12 "( 3+*/%+/ 4 5%6*%//$*%6 73"+*&' 3+*/%+/0 89*1*"%:

第 ;<卷第 !期

;=>?年 >"月

@"'A;< B"A!

#$%A;=>?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一般科学研究项目"&#)*$&+,'&自贡市软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赵 霞"&,(&''!女!四川自贡人!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比较文学&

云 虹)&,!+''!女!四川自贡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网络出版时间!%$&#'&&'$( 网络出版地址!.//01234445678957:/386;<3=:/>9?3@&5&!+!5A5%$&#&&$(5&##"5$$&5./;?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789C&$9 D2'"$: 在#原始文化$

!><E>"一书中定义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

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简单来说'文

化就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F>G

)现代文化人类

学家在泰勒对文化所下的经典定义基础之上' 又提出

了许多新的文化的定义'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所有这些

不同的定义当中'文化都包含以下四个本质特征%一是

社会习得'而非遗传获得+二是社会成员所共有'而非

某一个人所独有+三是具有象征的特性'语言就是文化

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每一

个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关联) 不同文化的影响最先是

以冲突为起因的'之后由冲突引起了思想上的震动'进

而出现认同与拒绝的争端' 其结果凡是顺应历史前进

潮流,符合文化发展需求(可弥补自身文化欠缺的便被

吸收(接纳(融合和升华'产生新的文化符号和概念-而

这种冲突的引发往往是由翻译开始的-国外研究认为'

翻译是人类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 译者要从译语

接受者的角度出发' 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翻译

方式'即是针对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手段和策略-

以文化传播为目的的翻译'势必要充分考虑不同语言(

文化之间的差异-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景点内的英文

翻译信息'帮助游客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和内容的同时'

很好地体现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对文化的

传播和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一$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简史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修建于 >HIH年'位于市中心

标志雕塑沙湾牧羊女附近' 是中国博物馆在发展过程

中最早建立的专业型博物馆之一' 也是现在中国仅有

的研究盐业历史的博物馆-修建于清乾隆元年7>E?JK的

西秦会馆是其馆址所在' 是一座由陕籍盐商集资修筑

的同乡会馆-其建筑特色别具一格'很好地融入了明清

两代的宫廷和民间艺术'保存有完好的碑文(木雕(石

?<



刻等珍贵文物和资料信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影

响下"全馆职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井盐生产技术发展

史$陈列的设计%安排%制作和展出中!经过多年的更新

改造和完善提高"终于在 !"#$年以它独特的人文历史

价值呈现于世人面前!在 %&&多米的展线内"以生动立

体%形象多变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两千多年来以自贡为

中心的井盐业在钻井%采卤%输卤和制盐等方面的历史

进程" 真实地再现了华夏儿女在人类钻井技术上所取

得的杰出贡献和伟大成就! 在科研领域方面"从 !""'

年开始" 该馆计划安排并且逐步组织实施盐业史科研

项目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实施项目监管!先后组织编写

和公开出版了&中国自贡盐$%&滇盐史论$'合作(等专

著和图书)开展了#中国盐业历史$%#中国盐文化$%#中

国盐业史辞典$ 等课题的研究" 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初步形成了盐业史研究的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和好评* 在不段丰富和完善馆藏信息和设施的同

时" 博物馆还非常关注和重视馆内景点和文物的翻译

宣传工作"对所有展区+文物%设备都进行了相应的文

字注解和英文翻译"很好地起到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 展现华人精神风貌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二!盐业历史博物馆翻译中的文化传播

尤金-奈达曾指出./()*+,-*./+0 12*+, .)*+,-*./+0

12*+/+03 翻译就是翻译意思! 0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将

原文的意思用译语重新表达出来"使看不懂原文的读者

能通过译文获得原文的信息456

,翻译是人类在不同语言之

间交流思想" 即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

有了翻译"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得以交流思想) 有了翻

译"不懂原语的人"能够看懂用原语表达出来的信息"

包括资料+文件以及文艺作品4'6

, 文化是个极其宽泛的

概念" 涉及该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476

,

在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展区" 通过对相关文物+资

料+设备以及产品的英文翻译"能够使外籍游客较全面

地了解自贡与盐的历史渊源以及相关的文化发展"向

游客和世人展现自贡丰富的 /盐之精神0 与 /盐之物

质0"体现自贡文化独特的/盐味0,

"一#宣传盐业历史信息

自贡因盐建镇+置县+设市"素有/千年盐都0的美

誉,其悠久的采卤制盐史"可上溯到近两千年前的东汉

章帝时期,自清朝中叶以来"自贡就一直是中国井盐生

产的中心"拥有丰厚的盐业历史文化积淀,在自贡盐业

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反映井盐钻井+采卤+输

卤+制盐生产工具和设备的盐史文物+治井工具+打捞

工具+契约帐册等珍贵资源和物品"对于了解+认识以

及加深对自贡盐业历史信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如打捞工具介绍.这类工具主要有偏肩+木龙+系子+二

股须+三股须+四股须+五股须+扫镰等, 其功能是打捞

掉入井内的锉具和抱取垮塌岩石,'8/,9/+0 .::-,; (::-,

:< .9/, =/+> *)2 ?/*+@/*+A B::>2+ >)*0:+A C/D/A 2)0ECEA

,*+0ECEA ,/0ECEA BE0ECEA ,B22?F,*B *+> 2.G3 (92/) 1*/+

<E+G./:+ /, </,9/+0 <*--2+ H/., *+> G:--*?,2> ):G= ,.:+23(

在清代凿井程序图中则分别清晰地列明.井口'>)/--/+0

B2-- 1:E.9(+ 下石圈 'HE/->/+0 ,.:+2 )/+0(+ 凿大口

'H)2*=/+0 H/0 1:E.9(+下木柱'HE/->/+0 B::>2+ G*,/+0(+

凿小口'>)/--/+0 ,1*-- 1:E.9(等工序的作用和功能"帮

助游客认识和了解当时的钻井+采卤过程, 除此之外"

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对中国井盐科技史的介绍" 宣传

板上提及.天生曰卤"人生曰盐, 卤有黄卤+黑卤+岩卤

之分)盐有海盐+湖盐+井盐之别, '(9*. B9/G9 2C/,.,

+*.E)*--I /, G*--2> H)/+2 *+> .9*. B9/G9 /, 1*>2 HI 1*+

/, G*--2> ,*-.3 J)/+2 /, G-*,,/</2> *, I2--:B H)/+2A H-*G=

H)/+2 *+> ):G= H)/+2K ,*-. /, G-*,,/</2> *, ,2* ,*-.A -*=2

,*-. *+> B2-- ,*-.3(更多的历史信息如.自贡最早出现卤

水自流自喷的盐井1自流井 'L/-/E@/+02(92 </),.

*).2,/*+ ,*-. B2-- /+ L/0:+0()自贡最深的黄卤井2金海井

'M/+9*/ N2--2(92 >22?2,. I2--:B H)/+2 B2-- /+ L/0:+0()自

贡最深的黑卤井2宝善井 'J*:,9*+ N2--2(92 >22?2,.

H-*G= H)/+2 B2-- /+ L/0:+0() 中国第一口岩盐井2发源井

'8*IE*+ N2--2(92 </),. ):G= ,*-. B2-- /+ O9/+*() 世界第

一口超千米深井2遷海井 'P92+9*/ N2--2(92 </),.

>22? B2-- :Q2) R&&& 1 /+ .92 B:)->(等等*

"二# 介绍井盐历史人物

文化是在历史中产生的" 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历

史的见证而独立存在*通过宣传普及井盐历史人物"可

以更好地了解井盐文化的发展* 修治井技术的代表人

物2颜蕴三.清末王三畏堂的雇员"一生改进和创制了

不少锉井+固井+修治井的工具* 盐场有名的用以打捞

井下落锉等物件的工具偏肩" 即是经颜蕴三的改进而

更 趋 科 学 * ST2?)2,2+.*./Q2 :< N2-- T2?*/)/+0 *+>

U*/+.*/+/+0 (2G9+/VE22W*+ WE+,*+; X+ .92 2+> :< .92

Y/+0 ZI+*,.IA W*+ WE+,*+ B*, *+ 21?-:I22 :< N*+0

P*+B2/.*+03 [2 *12-/:)*.2> *+> G)2*.2> 1*+I .::-, <:)

,/+=/+0 G*H-2 B2--A B2-- ,.)2+0.92+/+0A B2-- )2?*/)/+0 *+>

B2-- 1*/+.*/+/+03 (92 .::- \/*+@/*+ S:+2 =/+> :< </,9/+0

.::- <:) </,9/+0 <*--2+ :H@2G.,]^ B*, Q2)I <*1:E, /+ ,*-.

,/.2^ *<.2) 9/, *-.2)*./:+^ B*, 1:)2 ,G/2+./</G3] 在这个翻

译中" 译者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式对偏肩这种打捞工

'"



具进行了诠释!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了

这种物件以及它和修治井技术的代表人物颜蕴三之间

的紧密关系"明代曹学?在#蜀中广记$卷 !!中有记载

僧一新开井的事例%&梓州旧无盐井!有僧一新者!不知

何代人!指地教人凿井!咸泉涌出!为利无穷' 及卒!士

人置寺奉其遗躯!为塔祀人" (盐业历史博物馆对其翻

译如下%"#$%$ &'( )*+ (',+ &$,, -) *,. /-0#*1 '). +#$%$

&'( ' 2') &#*($ )'2$ &'( 3#$)4 5-6-)47 8* 2') 9)$&

&#-:# .;)'(+; #$ ,-<$.= >1+ #$ &'( '>,$ +* +$,, ?$*?,$

&#$%$ +* .-4 (',+ &$,,7 @$*?,$ A*1). >%-)$ -) +#$ &$,, ').

+#$; 4*+ 2'); ?%*A-+(7 BA+$% #-( .$'+#= )'+-<$ ?$*?,$ ?1+

#-( >*.; -)+* ' +$2?,$ A*% 4-<-)4 #-2 %$(?$:+ '). >1-,+

?'4*.' +* *AA$% (':%-A-:$( A*% #-27 在此翻译中! 译者采

用 >%-)$这一词汇来对译原文中的&咸泉(!既简洁明了

又把&盐(这一概念很好地进行了表达和诠释' 再如宋

代王象之在 )舆地纪胜$ 卷 CDE中提及梅泽凿井的事

迹%&泽本夷人'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

咸!遂凿石三百尺!咸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 梅

死!官为立祠' (对应英语译文%F$- /$ &'( ' ?$%(*) *A

2-)*%-+;7 G) +#$ A-%(+ ;$'% *A "'- H')4 -) +#$ I-) J;)'(+;=

>$:'1($ *A #1)+-)4= #$ ('& ' A$& ,-K1-. *) +#$ %*:9 ').

#$ .%')9 -+7 L$ A*1). +#'+ +'(+$ *A &'+$% &'( (',+;= +#$)

#$ .14 +#$ %*:9 +* MNN O#- .$$?= (',+; &'+$% :'2$ *1+7

BA+$% >*-,-)4= -+ >$:'2$ (',+7 "#$ ?$*?,$ ,-<$. '%*1). +#$

?,':$ .$?$).$. *) +#-( (',+ %$(*1%:$(7 BA+$% F$- /$ .-$.=

*AA-:-',( >1-,+ '):$(+%', +$2?,$ A*% #-27在此英文对译中也

非常清楚明确地把文言文翻译转化为了通俗易懂的现代

语! 使更多的外来游客认识并了解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

中存在的梅泽这一人物!以及他与盐井的历史渊源'

!三"发展优良科学技术

文化与科技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发

展的!通过对某区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大致掌握

其科技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提高和发展某地区的科学技

术!则又能反过来促进和提高该地区的文化内涵和人文

素养' 盐业传统科技是自贡井盐文化的核心内容PQR

' 在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很多展厅里! 随处可见古代各

种凿井*采卤*输卤*制盐高超水平和精湛技术的英文

介绍!有些技艺甚至沿用至今!为现代制盐工艺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 如自流井深井钻凿技术在

清代道光年间已趋于成熟!其周密的凿井工序!纠正井

斜*补腔和叼换木柱等工艺!是中国古代钻井技术的伟

大创造' ,S1%-)4 +#$ %$-4) *A T2?$%*% S'*41')4 *A +#$

U-)4 S;)'(+; VCWXCYCWQNZ= +#$ .$$? &$,, .%-,,-)4 +$:#!

)-K1$ -) /-,-1[-)4 +$).$. +* >$ 2'+1%$7 "#$ :*2?,$+$ ($+

*A +$:#)-K1$( &'( ' 4%$'+ -)<$)+-*) *A \#-)$($ '):-$)+

&$,, .%-,,-)4= :*2?%-(-)4 +#$ (;(+$2'+-: ?%*:$.1%$ *A &$,,

.%-,,-)4= '). +#$ +$:#)-K1$( *A :*%%$:+-)4 &$,, .$A,$:+-*)=

A-(#-)4 A',,$) *>[$:+(= >*%$#*,$ :,$')(-)4 '). &**.$) :*,!

12) %$?,':$2$)+7-在这个英文解释中!译者对清代道光

年间进行了年代注解! 不仅避免了语言差异造成的理

解偏差! 还更加生动立体地表现了在一百多年前的清

代!自贡市的深井钻凿技术就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又

如中国井盐输卤技术!伴随采卤技术的演进而发展'从

早期的渠道输卤和管道输卤!发展到宋代肇始!明清时

逐步完善的竹笕输卤工艺'现代管道输卤使用新材料*

新设备和新工艺!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科学的输卤

体系' V\#-)$($ >%-)$ +%')(?*%+ +$:#)-K1$ #'( .$<$,*?$.

&-+# +#$ $<*,<$2$)+ *A >%-)$ $6+%':+-*) +$:#)-K1$7 G+ *%-4!

-)'+$. A%*2 +#$ .-+:# '). ?-?$,-)$ +%')(?*%+ -) +#$ $'%,;

.';( '). .$<$,*?$. -)+* +#$ >'2>** ?-?$,-)$ +%')(?*%+ -)

+#$ ]*)4 J;)'(+;= &#-:# &'( ?$%A$:+$. -) +#$ F-)4 ').

U-)4 J;)'(+-$(7 ^-+# +#$ '??,-:'+-*) *A )$& 2'+$%-',(=

A':-,-+-$( '). '.<'):$. +$:#)*,*4-$(= ' (:-$)+-A-: (;(+$2

*A 2*.$%) ?-?$,-)$ >%-)$ +%')(?*%+ #'( >$$) A*%2$.7Z另

外! 游客在展厅还可以了解到真空制盐技术的相关信

息% 真空制盐是较自然蒸发和敞锅蒸发更为先进的一

种制盐技术' 中国井盐生产中的真空制盐!始于 XN世

纪 _N年代初期!`N年代后广泛推广!并逐步取代了传

统敞锅制盐技术' Va':112 (',+ 2'9-)4 -( ' 2*%$ '.!

<'):$. +$:#)-K1$ :*2?'%$. &-+# )'+1%', $<'?*%'+-*) ').

*?$) ?') $<'?*%'+-*)7 b+ >$4') -) +#$ $'%,; Cc_N( '). -+

&'( &-.$,; ?*?1,'%-0$. -) +#$ Cc`N(7 b+ #'( 4%'.1',,;

+'9$) +#$ ?,':$ *A +#$ +%'.-+-*)', (',+ 2'9-)4 &-+# *?$)

?') +$:#)-K1$7Z

!四"推广本地旅游景点

旅游是实现文化教化功能与娱乐功能的载体!是

挖掘文化*优化文化*丰富文化和保护文化的有效措施

和途径'通过对旅游景点的相关翻译宣传和介绍!可以

很好地推广本地的文化产业' 在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

的入口处就有一副介绍自贡世界地质公园.盐业园区

的宣传板! 中英文注解中都简单明了地介绍了盐业园

区的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以及

遷海井* 王爷庙* 吉成井和东源井等盐业遗存,^$,,

]',+ b).1(+%; ]:$)-: d%$' -):,1.$( /-4*)4 ]',+ b).1(+%;

L-(+*%; F1($12 '). '):-$)+ (',+ &$,, %$,-:( (1:# '(

]#$)#'- ^$,,= ^')4;$ "$2?,$= I-:#$)4 &$,, ').

S*)4;1') ^$,,7-通过这句英文翻译!可以让更多的外

籍友人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了解遷海井*王爷庙*吉

_N



成井等周边地区比较有特色的旅游景点!除此之外"在

自贡世界地质公园简介中也提到其前身是首批国家地

质公园自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年 !月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正式批准其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

#$%&'&()*+, -%./ *0+ -.%/+% 1&'.(' 2&(.3)4% 5)*&.()6

7+.8)%9: *0+ -&%3* ;)*<0 .- *0+ 3)/+ &( =0&(): *0+ 1&'.('

76.;)6 7+.8)%9 >)3 &(<64,+, &(*. *0+ 76.;)6 7+.8)%93

5+*>.%9 ?775@ ;A B5CD=$ &( E+;%4)%A"!""#F$在对该

地质公园的细节英文描述中还提到了有%活化石&之称

的桫椤植物群落 '38&(46.3+ *%++ -+%(() 9&(, .- 6&G&('

-.33&6$"不管是恐龙化石还是有%活化石)称誉的桫椤

树"都是自贡著名旅游景点特色的象征"对自贡文化*

地理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介绍作用+

三!结 语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国的文学*哲

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影视*建筑等$*风土人情具有

无穷的魅力"这些理应成为我们推广传播的理由HIJ

!井盐

文化如一面旗帜"凝聚着自贡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代

表着自贡城市的文化核心" 彰显自贡城市文化的特色

风貌"引领着自贡城市的未来发展HKJ

!自贡市 !"L!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未来五年"自贡市政府将围绕建设

,产业自贡*生态自贡*文化自贡*创新自贡*幸福自贡&

等,五个自贡&和,一枢纽两新城三基地&的战略部署"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三跨越两提升&+这其中的,文化自

贡&和,三基地&建设都与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密切相关+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容器&

H#J

+自贡现存

的盐商会所"盐工会馆*行帮会馆*盐商住宅*寨堡*祠

堂*公所*摩崖造像等巨厚丰富的井盐文化遗产"无不

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 铸就了这座城市活的灵

魂HMJ

+ 近几年"无论是从国家和政府的一系列规划和政

策支持"还是自贡市的自身建设条件来说"都体现出研

究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景点翻译中的文化传播具有其

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翻译"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仅

是文字转换的语言行为" 其根本实质绝不是简单地传

播知识和信息"而是文化输入和文化建构的过程HL"J

+ 因

此" 通过分析研究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翻译中的文化

传播"希望既能促进和发展自贡的文化传播力度"又能

引起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博物馆外宣翻译中的一些情况

和问题"为自贡市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总体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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