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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失误分析 

方　梅，纵兆荣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２４５０４１）

［摘　要］按照功能翻译理论专家克里斯蒂安·诺德对翻译失误的分析模式，可将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本中既存的众多失
误归纳为四类：即功能性翻译失误、文化性翻译失误、语言性翻译失误和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对翻译失误及其原因进行分

析有助于翻译人员自觉避免失误的产生，并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从而完善徽州文化旅游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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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以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越来越多地受
到世界各地游客的青睐，旅游亦成为了各国提升文

化软实力，传播本土文化的最好途径之一。中国的

文化旅游资源举世瞩目、博大恢宏，是各国游客寻

求和体验东方文化的最佳国度之一。徽州文化作

为中国的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

出代表之一。近些年对徽州文化表现出极大兴趣

的国外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相关景区迎来的境外游

客亦日益增多。然而国内目前就徽州文化的对外

翻译和推介研究则相对滞后，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也

层出不穷。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徽

州文化旅游文本的英译本展开研究，希冀为徽州文

化的对外传播研究抛砖引玉。

徽州文化旅游文本的英译对介绍和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现有英译本的质量并

不理想，各类翻译问题比比皆是，让游客不知所云，

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被译为“ｋｎｏｗｓｔｈｅ
ｔｉｄｅ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ｅａｒｌｙ，ｍａｒｒ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ｓｕｒｆ”“程朱阙里”被译作“ｔｈｅｃｒａｄｌｅｏｆ
ＣｈｅｎｇＺｈｕ”“东南邹鲁”被译为“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ＺｏｕＬｕ”。
此类译文不利于外国游客对徽州文化内涵的确切

了解，甚至扭曲了徽州文化的真正内涵，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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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山市作为国际性旅游城市的形象，阻碍了徽州

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一现象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具体分析徽州文

化旅游文本英译本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

的建议。

　　一　功能翻译理论对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
的指导作用

　　以“目的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功能翻译理论起源

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德国学者凯瑟琳娜·

赖斯（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Ｒｅｉｓｓ）、汉斯·Ｊ·弗米尔（ＨａｎｓＪ．
Ｖｅｍｅｅｒ）、贾斯塔·霍尔兹·曼塔莉（ＪｕｓｔａＨｏｌｚａ－
Ｍａｎｔｔａｒｉ）和克里斯蒂安·诺德（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Ｎｏｒｄ）为
主要代表人物。该理论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德国最有影响的翻译学派”，［１］亦是当今世界颇具

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学派之一。功能翻译理论的核

心内容为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Ｓｋｏｐｏ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其中最重要的法则为目的法则（Ｓｋｏｐｏｓｒｕｌｅ），即翻
译行为的目的是决定翻译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

“目的决定手段”（Ｔｈｅｅ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２］３７

根据此法则，译者可选用能实现译本预期交际目的

的最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意译、直译、改译、删

减等都是可以接受的。弗米尔还指出翻译过程中

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每一译

本都有一定的目标受众，因而翻译就是“目的语情

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２］１５译

者必须对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水平、期待及

交际需求等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才能提供能够满足

他们期待和需求的译文。弗米尔提出，原文只是为

译文“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部分或全部为目标

受众接收；［２］１５他主张原文是可以被颠覆的，译者无

需将原文中所包含的全部信息传递给译本接收者，

而只需要选择原文当中最符合目标语交际目的要

求以及目标受众需求的内容进行翻译。该理论突

破了传统的对等理论，赋予了翻译工作者很大的自

由和权力，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对于应用性

较强的旅游文本翻译来说，功能翻译理论有着一定

的指导意义。

旅游文本的目标读者均为普通游客。“其目的

就是要让普通游客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从中获取

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等旅游方面的知

识”。［３］旅游文本是一种“信息型”＋“诱导型”文
本，其主要目的为传递信息和诱导旅游行为。本文

所讨论的旅游文本的原文是对徽州文化旅游景点

的介绍，以帮助游客了解徽州文化相关方面的内

涵。该类文本在表现上往往多采用说明、叙述、介

绍等方式，必要时加以主观评价或感性呼唤等手

段。其译本的目的无外是向前来游览参观的外国

游客介绍徽州文化相关方面的历史、特点、文化内

涵等重要信息，以激发游客的游览兴趣、推动徽州

文化的对外传播、扩大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等。因而

在翻译该类文本时可以借鉴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

论，紧扣“目的论”的翻译理念，考虑目标受众的接

受程度，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译本的交

际目的。

　　二　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失误分析

功能翻译理论的集大成者克里斯蒂安·诺德

给“翻译失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翻译的目

的是要使译文在目标读者中实现特定的功能，那么

所有 妨 碍 实 现 这 一 目 的 的 成 分 都 是 翻 译

误差。”［２］９６－９７

徽州文化旅游文本的的原文受众和译文受众有

所不同。原文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针对中国读者

而作的。译文的目标受众主要为来自各行各业，对

徽州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他们有着迥异的文化

背景，大多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徽州文化背景

知识的了解，对行文亦有着和原文读者不同的期待。

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译文目标受众着想，

努力满足他们对译本的期待及需求，在处理方法上，

应要依据原文，同时又要超越原文，在翻译时作出必

要的调整和取舍（如补充背相应的景知识、简化或删

去次要信息等），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规范，确保

译文的可读性，实现译文的预期交际目的。

然而据笔者所做的调查，目前的状况并不可

观，大部分徽州文化旅游景点介绍的译文仍是与原

文的“字对句应”。以下笔者根据诺德对翻译失误

的分类对徽州文化旅游景点介绍文本中的典型失

误进行阐述。笔者还参考了英语国家的相关网站，

研究了其“平行文本”以提供目的语规范方面的

参考。

（一）功能性翻译失误

诺德将功能性翻译失误视为最上层的翻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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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涵盖了译文中的

所有翻译失误，因为只要是失误都会直接或间接地

损害译文的预定功能”。［４］产生此类失误的主要原

因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缺乏以译文读者为中心

的意识，忽略了译文的预期功能及目标受众的需求

和期待。徽州文化旅游文本中包含很多历史文化

方面的内容，大多不为国外游客所了解，很多时候

需要译者加上相应的背景知识以方便游客；但由于

旅游的时效性以及受译文篇幅的限制（其传播媒介

多为旅游小册子和景点标识牌，要求译文篇幅不宜

过长），译者无法提供过多、过细的背景介绍。这就

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候要懂得取舍，对原文进行必要

的增、减或是简化甚至删改以使译文能最好地迎合

译文接受者的期待。例如：

自南宋至民国，徽州历代教育名家层出不穷，

涌现出朱熹、戴震、郑玉、赵禤、江永、陶行知等一大

批有影响的教育名家。

ＦｒｏｍＮａ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Ｈｕｉｚｈｏｕｆａｍｏｕ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ｔｅｍｅｒｇｅｄｏｎｅａｆ
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ｅｓｓａｎｔｌｙ，ｊｕｓｔａｓＺｈｕＸｉ，ＤａｉＺ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ｏ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ＴａｏＸｉｎｇｚｈｉａｎｄ
ｓｏｏｎ，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ｍｏｕ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ｘｐｅｒｔ．

此译文可谓问题多多，一是原文中对译文接受

者没有意义或冗余的信息在译文中没有删除或浓

缩。原文中所例举的大量历史名人的姓名对中国

游客而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让游客感受到徽州

教育名家的影响力，如此细节性的描写比较符合中

国人的心理期待，能够增强文字的说服力。但其英

译本的受众是外国游客，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大量文

化背景知识的缺失，要对这些人名一一进行介绍是

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外国游客的心理期待，是没有

太多实际意义的，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被忽

略。二是该添加的背景知识没有增加，导致信息传

递的不完整性。中国的朝代和年代称号扑朔迷离，

有时候对于国内游客而言，要对应一个朝代和具体

的时间仍是件困难的事，更何况是对中国历史知之

甚少的外国游客，因而在提及中国的朝代时，添加

必要的背景知识是需要的。笔者认为在翻译朝代

的时候可以加上该朝代的起始年份，这样能让读者

知道朝代所指示的时间，实现译文传递信息的预期

功能。改译：

Ｆｏｒ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１２７－１２７９ＡＤ）
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ＡＤ），Ｈｕｉｚｈｏｕ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ｍａｎ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

（二）文化性翻译失误

文化性翻译失误是指译语文本与译语社会文

化规范存在冲突之处。功能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一

种以译语文本为中心的范式”，［５］主张译本须尽量

迁就译入语文化，当原语文本中的某些文化信息经

译者翻译后不能被译语读者所理解或接受时，译语

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翻译目的就会难以实现。因此

译者需要全面了解原语和译语文化及其规范并比

较他们的不同之处，否者稍有不慎就会犯此类失

误。例如在徽州文化旅游文本中时常会出现违背

英语语言和文化规范的评价、渲染性文字，如果译

者将这些文字一一译出，则译语文本可能很难为译

语读者所理解，有些甚至会引起反感或误解，导致

译语文本不能实现预期功能和目的。例如：

宏村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２０１１年５月被评为国家５Ａ景区。宏村还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十

佳最具魅力名镇、中国最美的村镇，首批全国生态

文化村。

Ｈｏｎｇｃｕ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ａｓ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
Ｗｏｒｌ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０ａｎｄａｐ
ｐｒａｉｓ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ＡＡＡＡＳｃｅ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Ｍａｙ，
２０１１．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ｇｃｕ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ｏｐ１０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ｗｎｓ，ＴｈｅＭｏｓ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ａｔｃ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在中文旅游文本中，经常会有一些评价性的文

字，尤其是一些政府和官方机构所授的荣誉称号

等，以突显景区的层次和魅力；在此类文本中我们

也经常可以看到“最美”、“十佳”等主观性的字眼。

这些渲染性文字带有极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在原

作者和中国读者读来显得十分自然而又合乎情理，

能够增加景点的吸引力。但英文旅游文本则多用

朴实的语言、具体的事实或数据来传达文本的功

能。在原始译文中，所有的荣誉称号都被直译成了

英文，显然译者动笔之前并没有设想译语文化规范

对这类文字接受与否。过多渲染、评价性的文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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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服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游客，相反，还有可

能使外国游客质疑景点的真正魅力甚至是感到反

感。改译如下：

Ｈｏｎｇｃｕ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ａｓｌｉｓｔｅｄａｓａ‘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ｉｔｅ’ｂｙＵＮＥＳＣＯｉｎ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２０００ａｎｄｈａｓｗｏｎｍａｎｙｔｉｔ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ｆｏｒ
ｉｔ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ｍ．

文化性翻译失误还表现为因源语文化信息在

译文中不能充分传达出来而导致的交际受阻。徽

州文化旅游文本中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它们蕴含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往往在目的语中又找不到

对应的文字，笔者发现很多译者在处理此类文化专

有项的时候常有词不达意或是曲解之处。在处理

一些文化内涵丰富的专有名词时，大多译者只采用

音译的处理方法，这对译语读者理解译文没有丝毫

的帮助，造成文化内涵在译文中的流失。例如，在

翻译“程朱理学”的时候，很多译者直接音译为

“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Ｚｈｕ’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大部分外国游客对
“程”和“朱”二字所指并不知晓，如此译法对文化

的传播毫无益处。“程”和“朱”分指程朱理学的奠

基人程颢、程颐以及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程朱理

学在徽州地区影响极大，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

与发展，它也被称为“新儒学”。随着孔子学院在全

世界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对孔子、儒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因而可

以将“程朱理学”译为“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这样
的译法即解释了此文化专有项的内涵，又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扩大了徽州文化的影响力，让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并尝试去了解徽文化。

（三）语言性翻译失误

语言性翻译失误通常是由于译者语言功底弱

或是专业素养较差而引发的，通常指译文中那些违

反译语语言规范的现象，包括拼写错误、标点不规

范、语法错误、句子结构不合理、修辞不正确、用词

不当、逻辑不合理等等方面的问题。在徽州文化旅

游文本英译本中，此类错误比比皆是。例如：

鲍文龄妻节孝坊

清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建，鲍文龄妻汪氏，年
二十五受节，抚孤子成立，四十五岁殁。

Ｊｉｅｘｉａｏ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Ａｒｃｈｗａｙ
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ｆｅｏｆＢａｏＷｅｎｌｉｎｇ

Ｂｕｉｌｔｉｎ１７６９．ＢａｏＷｅｎｌｉｎｇｄｉｅｄｗｈｅｎｈｉｓｗｉｆｅ

ｗａｓ２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ｈｅｒｏｎｌｙｓｏｎｕｎｔｉｌ
ｈｅｗａｓｇｒｏｗｎ，ａｎｄｓｈｅｎｅｖｅｒｒｅｍａｒｒｉｅｄ．Ｓｈｅｄｉｅｄ
ｗｈｅｎｓｈｅｗａｓ４５．

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各类错误不胜枚举。“节

孝”二字文化内涵丰富，译者却用了音译，这属于文

化性翻译失误。在这段译文中，低级的语言错误亦

不少。ｈｅｒ和ｏｎｌｙ被写在了一起，这是译者或印刷
者不负责任、不仔细引发的错误；第一句话“Ｂｕｉｌｔｉｎ
１７６９”并不是完整的句子，却用了句号，是误用了标
点；“ｇｒｏｗｎ”单独使用时只能做定语，表示一个人长
大了时则需与“ｕｐ”连用才可，此处用“ｂｒｏｕｇｈｔｕｐ”
来表示“抚”则更为简洁；在前文中并未提及鲍文龄

的妻子姓“汪”，因而第三句话中的“Ｗａｎｇ”读来会
让人费解，不知所指；并且全文重点不明确，结构松

散，随意更换主语，完全不符合英文写作中主题明

确，结构严谨的特点。改译：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ｌｉａｌｉｔｙ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ＡｒｃｈｗａｙｆｏｒＢａｏＷｅｎｌｉｎｇ’ｓＷｉｆ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１７６９，ｉｔ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Ｍｓ．
Ｗａｎｇ，ＢａｏＷｅｎｌｉｎ’ｓｗｉｆｅ．Ｓｈ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２５ｗｈｅｎ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ｄｉｅｄａｎ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ｕｐｔｈｅｉｒｏｎｌｙｓｏｎａｌｌｂｙｈｅｒ
ｓｅｌｆ．Ｓｈｅｎｅｖｅｒｇｏｔｒｅｍａｒｒｉｅｄｕｎｔｉｌｓｈｅｄｉｅｄａｔｔｈｅａｇｅ
ｏｆ４５．

（四）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

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是限于特定文本的翻译

失误，“可以从功能或语用学的角度进行评

价”。［２］７４如上所述，徽州文化旅游文本兼具“传递

信息”与“诱导行动”两种功能，偏重“传递信息”功

能。如果特定译语文本内存在与预期功能不相协

调的部分或局部功能存在相互冲突的部分，译文应

具有的主要包括“传递信息”与“诱导行动”在内的

整体功能必然会受到影响和损害，这当属文本特有

的翻译失误。［６］例如在“徽州文化博物馆”的介绍

标牌中有这样的描写：

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和“文物

之海”。

Ｈ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ｊｏｙｓ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ｍｅｓａ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Ｚｏｕ
Ｌｕ’，‘Ｌａｎｄ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ｅａ’．

倘若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用“忠实”的译

法将原文中的“东南邹鲁”、“文献之邦”和“文物之

海”译出，再加以注解，以增强译文的文学性。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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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旅游文本这种特定文本而言，译者硬要用“忠

实”的方法译出这些名称，则忽略了文本类型和功

能的特殊性，没考虑率到“邹”和“鲁”的文化专有

性；且由于此类文本特殊的传播媒介，译者受到篇

幅的限制并不能对“邹”和“鲁”加以很好的注解。

如此“忠实”的译文并无法使译本的功能得以实现，

只会让译本读者费解。不如直接译出他们的内涵。

改译：

Ｈｕｉｚｈｏｕｉｓａｐｌａｃｅ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ｉｔｓ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ｗｈｅ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ｅｄ．

　　三　提高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质量的建议

对旅游翻译失误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识

别并匡正众多既存的问题，也有助于旅游翻译人员

自觉地避免失误的产生，并能够引发政府相关部门

的关注和重视，最终完善旅游翻译以推进旅游地的

经济社会发展。笔者认为，提升徽州文化旅游文本

英译的质量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译者共同的努力。

首先各级政府，尤其是黄山市政府及翻译协会

等机构应重视旅游翻译在徽州文化对外传播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徽州地域文化旅

游翻译的研讨工作，并制定出符合徽州地区实际需

求的翻译标准或规范。如针对“一词多译”的现象，

可以统一人名、地名的英译标准；对于富有内涵的

徽州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亦可制定统一的翻译标

准，不仅要实现译文的等效性，还要试图保留中国

文化的内涵和韵味，以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针对翻译人员对徽州文化知识匮乏的现象，有关部

门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和机构对负责此类翻译工作

的译者进行徽州文化知识的培训，以期达到更良好

的翻译效果。

当然要避免翻译失误，提高翻译质量，最重要

的还是需要译者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素质。首先，译

者需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及双语水

平。上文所分析的错误当中，有些就是因为译者缺

乏良好的职业道德，对自己的工作敷衍了事；而有

一些语言、语法错误则是因为译者专业素养不够和

语言水平较低。译者应该本着主人翁的精神，以扎

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修养来面对翻译工作。

并且作为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专家，译者应该熟知原

语和目的语两国文化，并深刻了解这两种文化的不

同之处。作为徽州文化旅游文本的译者，更应该在

翻译工作开始之前学习和熟悉徽州文化的内涵，历

史等，如此才能顺利有效地开展翻译工作。其次，

译者应培养在翻译过程中的目的及功能意识，重视

译文接收者的需求。上文所列举的翻译失误实例

中，导致功能性和文化性翻译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

译者翻译目的意识的淡薄以及对译文接收者需求

的漠视。功能翻译理论使译者摆脱了完全对等的

束缚，但同时也加重了译者肩负的责任。译者必须

对翻译策略做出正确的选择以期译文能实现预期

的交际目的，符合译文接收者的期待。

我们可以展望，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资

助，学界的加入，以及译者全方位素质的提升，徽州

文化旅游翻译研究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台阶，翻译产

品质量也必将焕然一新；译文质量的提高也必将能

更好的推广徽州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文

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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