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2024 年第 4 卷第 3 期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ttps://ssr.oajrc.org/ 

-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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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文化是我们党重要的根基，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标识，是中国特有历史实践沉淀下的思想财

富，它穿越时空的价值和影响，已融入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中。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是中华文化外译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文梳理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现状，分析当前红色文化翻译传播中存在专业术语表述不规范、译文

表达不准确、海外传播接受度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要加强红色经典文化术语标准化步伐，设置相应

红色文化翻译管理机构，培养和储备专门翻译人才，搭建线下线上文化传播和体验平台，旨在促进共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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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ed classic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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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Red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d culture text translation and find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non-standard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translation terms, in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poor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Given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ublicity activities of red cul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four aspects: 1.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d culture terms. 2. Set up a special red 
culture transl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r organization to trai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3. Build an offline and 
onlin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platform. 4.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vite and organize foreign 
media or professionals to visit the revolutionary sh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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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红色文化是中

国革命精神的标识，是中国特有历史实践沉淀下的

思想财富，它穿越时空的价值和影响，已融入到中

国文化的精髓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

段，弘扬革命精神，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有益于应

对时代挑战，构建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 
中国红色经典翻译传播最早可溯源到由美国

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所译的

《 中 国 红 军 在 前 进 》 （ 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2]。延安时期红色经典的外宣翻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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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成为该时期西方了解中国红色文化的窗口。20 世纪

20 年代，国外记者开始不断译介毛泽东著作，开启

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1927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 95 期）用俄文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英文

版后续也刊载这篇论文。1946 年，美国记者斯蒂尔

曾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发表了《美国“调解”真相和

中国内战前途》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

几次访问毛泽东，她将访问纪录发表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的苏联《文学报》上。通过这些红色著作的

出版和国际友人积极宣传，西方各国才得以聆听来

自红色中国的真实声音，才得以有后来中外记者西

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和后来西方舆论对中国红色革

命的客观支持。由此可见，外宣翻译作为文化传播

和跨文化交际的媒介，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红色

文化的重要渠道。研究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有助于

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认知，加强中国红色

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播。 
2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 CNKI 数据，以“红色文化”

作为关键词和主题进行检索，近十几年来国内关于

红色文化研究的发文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以“红

色文化”作为主题检索出 36248 篇相关论文。以“红

色文化”作为关键词来检索出 15842 篇相关论文。

红色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个课题。《红

色文化学刊》《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作为国内有关红

色文化研究和发表的重要期刊，对红色文化宣传和

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笔者采用对比，整合的方式，梳

理了这些外宣翻译文献，大致将这些研究归类如下。 
2.1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 
根据上述的检索结果，笔者对其进行分类，发

现部分研究者回归文本研究，着重分析文本翻译存

在的问题，侧重对红色文化经典译本和旅游译文研

究，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王克非、王颖冲

（2016）探讨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将中国特

色文化词汇分为“完全空缺”和“不完全空缺”两类，

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翻译策略 [3]。倪秀华、焦琳

（2023）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

动，爬梳小语种译本的出版情况，从国家翻译实践

视角，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4]。无论是

文化经典译本还是红色旅游译文，词汇翻译研究都

成为关注重点。意义作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实现跨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也是翻译工作的最基本

要求。因此，在红色文化文本翻译中，回归到语言层

面，对词汇翻译进行深入探讨也是一个非常必要和

合适的切入点。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国

内红色文化经典的译介，主要包括红色经典译著及

其战时红色期刊的对外翻译。红色经典译著反映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

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探讨红色经典

著作对外翻译，利于将革命时期各种优秀品质和精

神分享给全世界。倪秀华、李启辉（2021）梳理 1949-
1966 年间的红色经典作品翻译、发行和传播路径，

以及多样化的翻译效果，以期展示红色经典强大的

域外生命力[5]，周晔（2016）分析红色经典中有关“抗

日”的英文表达与传播，通过重温几部红色经典中

有关"抗日"的英文表述，实地考察延安革命纪念馆，

调查了西方读者对"抗日"一词英译的反应[6]。尚亚宁

（2022）探讨期刊《中国呼声》在反帝反法西斯运动

和左翼文学的报道、译介和传播,《中国呼声》的中

英双语译介范式和中外合作办刊模式对当前中国国

家形象传播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7]。

石欣玉、黄立波（2021）采用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路

径，以同源文本这一概念为基础，以毛泽东著作译

入和译出文本为考察对象，使用语料库方法比较不

同译本在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探讨两种翻译方

向中译本对国家形象的建构[8]。红色经典的翻译研

究有助于我们将红色革命成果积极主动推向世界，

与世界分享革命精神和各种优秀品质。 
第二类聚焦在红色旅游译文的词汇研究上。这

类研究基于实证研究，通过对比，试图分析源语与

目标语间文本等值差异、翻译策略运用，描述红色

旅游文本的词汇特征，揭示源语和目标语文本词汇

翻译时的本质和内在属性。涂熙玲分析“红”字在中

西文化中的意义差别，从文化层面讨论红色旅游文

本的特色词汇翻译，带“红”字与不带“红”字两类

文本翻译策略[9]。周晔（2016）通过考察“抗日”一

词的多种译文以及外国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发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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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同一译文的理解出现较大差异，研究者因此

提出核心词汇需要根据语境调整翻译的观点[10]。考

察中外红色旅游文本间的差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

个新的方向，为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和对外传播

提供了新的思路。邓晓宇（2015）自建语料库，对比

中国红色旅游文本和欧美革命战争旅游文本间的词

汇差异和特点[11]。尽管大量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在

红色文化的翻译文本本体研究上，然而现有红色文

化对外传播研究方面整体仍显不足，呈现出红色文

化对外翻译传播相关研究总量严重匮乏，理论深度

欠缺、论证不严密等问题。因此，要提高红色文化翻

译的外宣传播，除了坚守文本本位意识外，还需加

强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结合、

有益于红色文化对外传播。 
2.2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理论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仅聚焦文本本位意识不足

以解决对外文化传播。鉴于此，学界开始挖掘翻译

中语言层面背后的各种机制，将红色文化文本翻译

视野从语言间的形式对比转向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各

种制约因素。文本功能、译者地位、外宣翻译传播战

略等层面成为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中聚焦的另外

研究课题。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

并应用到红色文本的翻译研究中，成为一种历史的

必然。功能主义、目的论，生态翻译学、跨文化交际

和翻译传播学等诸多理论被应用到红色文化翻译研

究中，拓宽了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做好外宣翻译。 
2.2.1 翻译目的论视角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认为翻译不仅是

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超出语言符号的使用，是以

跨文化活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翻译目的论成为翻

译研究新的视角，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最核心部分。

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

为的目的[12]。译者必须根据具体翻译目标，制定相

应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行为要实现三个基本目的：

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手段

所要达到的目的[13]。“由于功能主义目的论强调翻

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决定作用，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该派理论更适用于“目的性”较强的非文学类文本

翻译”[14]，外宣翻译作为非文学类文本翻译，外宣

成为其目的。赵艳、苏贝娇（2018）从红色文化旅游

外宣翻译的目的论视角，分析三明市红色文化旅游

外宣翻译特点与问题，探究其外宣翻译策略[15]。肖

群（2009）指出红色旅游汉语文本注重呼唤功能，外

宣文本侧重信息功能[16]。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行为，

而行为自身有其目的。无论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的

目的，都会在跨文化语境下产生结果，为保证在译

入语文本中产生同样效果，尤其是像红色经典这种

文本，涉及有一些特色文化词汇时，译者要充分考

虑翻译行为，评判和交际情景方面的文化差异，保

证译文在预期内实现传达效果。翻译目的论强调译

者主体性，译者依据不同目的，选择不同翻译策略

和方法来促成对外传播。 
2.2.2 翻译传播学视角 
异质文化间的传播体现着翻译作为传播手段的

媒介性，借助翻译传播学研究红色文化外宣是当下

重要课题和方向。奈达（Eugene Nida）（1969）指

出语言交际产生于社会场合，把信息的发源者和信

息接受者用串联的方式联系起来。国内涌现重多学

者将翻译和传播学结合。吕俊作为最早将翻译和传

播学理论结合的国内专家，提出传播涉及七个因素，

并指明翻译活动也应从这七个因素着手研究[17]。张

生祥（2013）从学科关系视角探讨翻译和传播学的

关系，认为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有益于深入认识翻译

本质，注重翻译效果[18]。谢柯和廖雪汝（2016）提

出建立“翻译传播学”的初步构想，并论证了该构想

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19]。也有学者认为翻译

传播学的产生是人类交流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翻译

传播发展的需要。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来源于实

践，服务于实践[20]。覃丽赢、罗怡枫（2023）从翻译

传播学的角度，以河北省西柏坡景区内红色文本翻译

为例，探讨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和传播方法，进而展

示国家形象，促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的海外传播[21]。

从翻译传播学视角探讨红色文化的外宣翻译，可以拓

我们的研究视角，明确红色文化翻译目的，阐释译者

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寻求达到最佳翻译的策

略，有益于跨文化传播。 

2.2.3 生态翻译学视角 
功能主义关注目标语读者，生态翻译学从生态

学视角下考虑翻译研究，将读者纳入到翻译生态环

境中，研究翻译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翻译

的生态整体性。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过程解读为译者

在翻译生态中的选择和适应。具体来说，翻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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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

方法是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三个维度的转换。

评判译文质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维转换程度、读者

反馈和译者素质等因素，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

择度”最高的译文[22]。最早将生态翻译学用于红色

旅游外宣翻译研究的学者是刘彦仕，他提出红色文

化外宣翻译的译者应该注意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

维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3]。后续关于某一特

点地区的红色旅游英译文本分析范式基本上未曾脱

离以上框架。胡雁群（2013）研究湖南红色旅游景点

公示语的翻译，得出公示语依赖于所处的翻译生态

环境，转换时应各有侧重[24]。同样基于三维转换的

视角，还有一些研究者以韶山、西柏坡和辽宁红色

旅游文本的英译为例，研究如何在不同维度进行适

应性选择转换[25,26,27]。 

3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问题 
总体而言，红色文化经典外宣翻译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文本层面上体现在

拼写错误、语法错误、语义错误，术语误译、滥译。

跨文化交流及意识形态传播层面上表述方式有待商

榷，缺乏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对外传

播收效甚微，海外红色文化传播与接受尚待更进一

步研究等问题，研究当下存在的问题，对红色文化

对外传播具有深远意义。 
3.1 翻译术语规范性 
术语翻译的关键是要有规范意识和标准意识。

规范性是术语翻译的基本准则，遣词用字要查之有

据，特定翻译术语要标准化。术语的规范性和标准

化要遵守相关机构已发布并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对

翻译来说，这里的最高原则可能是“照翻无误”，体

现着规范意识，执行规范化的高度自觉性[28]。红色

经典中术语翻译的规范性影响对红色话语的跨文化

传播和理解。红色文化高频词和核心术语的误译、

滥译造成受众对文本的接受和理解障碍，有些甚至

是误解乃至歪曲，极大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

造成误译的主要原因是术语规范意识弱，对源语术

语的理解错误，同时也没有参照官方统一的英译名。

其次，机器翻译因其效率稿，成本低，可重复性强的

优点成为新时代翻译届的宠儿，但在含有文化因子

的红色经典外译中，机器翻译痕迹过于显著，忽略

汉语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忽视对文化背景的考量

和语言习惯，从而造成理解上的歧义。最后，漏译现

象较为严重，红色文化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性，

体现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因自身

原因造成缺词或大段漏译，不能全面充分的把握红

色文化精神内涵的，这样势必影响受众对红色文化

的理解，严重影响翻译质量和交际效果。 
3.2 译文表达的准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

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向世界阐

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

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9]翻

译目的论的三条原则之一：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指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

系而言，首先译文忠实传递原文具体内容和隐含思

想，做到“忠实于原文”，不能肆意歪曲和随意增删

原文内容。“忠实”还指照实转达原文风格不得肆意

更改原作风格面貌，用自身风格替代原文风格。译

文的准确性表达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最可靠准确

的文化信息，夯实文化传递与交流基础。在红色文

化翻译实践中，红色革命圣地的英文表述的准确性

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以期增加在异质文化中

翻译传播效果。革命纪念馆中红色术语表达的准确

性不足，近义词混淆，忽略近义词在确切的语义、情

感色彩等深层含义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造成语义含

糊，影响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红色文化正确理解，产

生接受效果不佳等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夺取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标准翻译为“its final 
victory in both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但在实际译文中采用了“the wars ”这

样语义含糊的指代，造成为红色文化跨文化交际的

障碍。 
3.3 翻译传播的接受度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

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

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

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30]外宣翻译效果

传播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

译文的接受度高，有利于对外传播。译文接受度低，

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翻译家诺德[31]将译出语受众的

接受度纳人翻译传播的衡量范围，反哺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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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效果，要区分汉英差异，

尤其是语言和思维逻辑上的差异，确保海外读者的

接受度。英译中，逻辑关系通过连词、介词、顺序调

整来体现，比较注重形合。汉语文本逻辑关系内隐

其间，此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要将受众人群聚焦

在国外，促成红色文化经典“走出去”。许多历史资

料和翻译实践表明：要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

播，通常要依赖母语译者的积极参与，将国内红色

文化经典著作翻译成外文，为国外读者打开了新世

界，也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不仅

仅只是文化交流的一方面，更是让世界能看到中国

力量。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了由麦克法

夸尔等三人主编的《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

到大跃进》，收录毛泽东 1957 年到 1958 年的讲话、

谈话和文件共 19 篇，全书正文 523 页，被列为“哈

佛当代丛书”第 6 种。成为美国民众了解毛泽东红

色思想的必备书。“孟加拉中国学会”主席纳茹尔·胡

达·米尔扎根据孟加国读者的兴趣，选编并翻译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在中国顾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促进了中国红色

文化在孟加拉国的传播。由此可见，红色文化翻译

急需我们积极主动承担翻译任务。增大国外宣传力

度，为确保国外接受度高，也要增加本族语译者的

参与，以提供高质量的翻译，增加红色文化对外传

播效果。 
整体来说，红色经典文化外宣翻译上仍存在诸

多问题：首先、有关红色文化经典的外宣翻译过于

集中文本层面研究，忽略了影响红色文化传播的其

他文化因素，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显得不足。其

次，翻译实践和理论结合不够紧密，红色文化的翻

译传播多是围绕生态学、传播学、目的论等视角展

开，但现有的许多研究在深度上仍需加强，并且尚

未充分体现理论结合的实践意义，未凸显其理论价

值，未能积极探索针对不同研究目的和对象，要选

择与之匹配的理论框架。最后，论证方式需要进一

步改进，不断完善。有研究者认为，在红色文化对外

传播上，受众接受程度不高，但缺乏相应的实证数

据来支持。此外，还有专家指出，某些红色旅游景点

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但未能提供相关论据支持。

整体上论证方法上不够深入具体。 
4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对策与建议 

为提高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效果，针对红色经典

文化的外宣翻译上存在亟待改善的问题，拟提出相

应改进建议，旨在提高红色文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

质量，彰显红色革命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首先、加快红色文化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

促进红色文化多语种术语库及知识库建设。术语翻

译涉及多种学科互动，情况相对复杂。在讨论术语

翻译时，应当依托术语学的相关理论，树立“术语意

识”。在翻译实践中，对已标准化的术语与尚未标准

化的术语，进行明确区分，区别对待。对前者要遵守

颁布的标准，要有规范意识。对后者，可以参考具体

的语境和惯例。同时灵活运用翻译方法和策略，做

到“查、搬、译、注、连”，以实现型合和意合的统

一。 
其次，建立红色术语语料库。红色文化术语为

国际受众解读红色革命历程提供了重要依据。术语

库的建立能确保译文质量的专业性和语言的规范性，

为红色文化术语翻译提供权威标准和规范，促进红

色文化外宣传播。当前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

共同主持，建设了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

语库平台。此平台旨在服务于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及

其翻译工作，基本涵盖了革命历史和红色故事中的

常用术语，为红色外宣翻译术语标准提供重要标准

和参考，同时，地方性术语库的建立也在持续推进

中，以便更好地向国际受众呈现红色历史和文化。

余莉，朱燕（2020）聚焦甘肃革命历史文化传播与翻

译，以《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 1921－1949》
为语料源，选用 SDL Multiterm Extract 2011 作为术

语提取工具，以国内权威翻译为主要参照，创建甘

肃革命历史文化汉英术语库，以期在甘肃革命历史

研究和外宣翻译中，为准确与规范的语言表达提供

参考，进而有效讲述中国故事的甘肃篇章[32]。国内

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推动红色文化海外传播，同济大

学外国语学院“红色济译”团队专注于红色文化翻

译和传播工作。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革命故事，如何正确阐述事实和立场，避免因

翻译出现的纰漏，引起读者错误认知，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加强对红色博物馆各类资源和语料库

的开发与推广，创建多种语言的红色文化知识平台，

有效传达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必将成为未来研究

的重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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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建立专门的红色文化翻译管理机构和组

织，着力培养和储备专业口笔译人才。翻译质量高

低取决于译员水平。红色文化外宣的翻译与传播，

需要依托大学或政府机构，成立专门的红色文化翻

译团体，遵循特定红色文化翻译规范、统一相关的

翻译原则与翻译标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培养

高水平的口笔译人才，才能实现对外译介的有效传

播。在红色革命旅游圣地，配备专业多语言介绍团

队，定期组织业务技能提升学习和培训，增强译者

整体综合素质，适应国际游客的理解与沟通需求。

与此同时，设立游客留言区，以便及时纠正发现的

翻译问题。目前，外包翻译是在当下翻译市场中很

普及，许多地区的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采用专业的

外包翻译公司以提升对外宣传的效果，但由于外包

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翻译成果的可靠性也显得

不尽人意，进而影响外宣效果。当下，提升翻译质量

应当成为重中之重，建议由相关宣传部门牵头，组

建对外传播的管理机构，培养和储备专门人员，实

现供需平衡关系，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传播。 
最后，围绕红色故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

体验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的革命促使各个

领域经历深刻变革。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都设有官

方网站，线上展览和介绍多采用多模态形式展开，

通过这些网站，用户可以轻松访问相关信息进行了

解，务必确保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线上翻译的准确

性是利于红色文化对外宣传，但是也缺乏交互性和

体验性。许多革命圣地和纪念馆的形成基于具体历

史事件和故事，现场参与和亲身体验互动带给人的

感受更为深刻。因此，加强线下体验和参观成为传

承和理解红色文化最根本的落地方式，线下在场的

翻译质量高低成为我们获得对外宣传效果的关键所

在。同时，开发双语或多语网站或移动客户端，利用

新媒体手段，制作纪录片、短视频等，多样化、多层

次、多渠道，全方位传播红色故事。还可以利用 VR
技术，创设体验中心，增加中外受众的沉浸感和参

与感，培养中国红色故事的海外讲述人和传播者。

除此之外，很多纪念馆和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文创产

品，升级各类凝聚革命事件、革命英雄或革命景观

的红色文创产品，举办各类艺术创作活动，开发装

饰性红色文化衍生产品，诸如书法、绘画或雕塑作

品，通过物质属性的东西携带文化意义，实现对外

交流。此外，借助现代科技，设计以革命故事为主题

的游戏软件，通过趣味性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以

更生动的形式展现这些历史故事。总之，红色文化

的对外译介需要我们以多模态，全方位，多层次的

展开，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红色文化的译介传播。 
“走出去”和“迎进来”相结合。组织国外媒体

或专业人士参观革命圣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使革

命文化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指出“共

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

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

变色[33]。”要深入挖掘党的伟大历程、革命奋斗的

历程以及英烈事迹，强化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提

高爱国情怀，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思想，确保革命精

神和红色遗产代代相传，保卫这个不变的红色信仰。

增强对外宣传的力度，通过多种方式传播革命历史

和红色文化精神，借助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组织不同

层次的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和媒体朋友参

与，借助他们的力量将中国的红色文化传播至世界

各地，用他们的声音生动展现中国红色故事以及新

中国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提升年轻一代对红色革命

的理解，通过国内外高校与中学之间的合作，组织

国际夏令营，注重提升国外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认

知，组织国际青少年红色文化之旅，前往井冈山、西

柏坡、延安等地，亲身体验红色文化，促进国际上的

共同认同。 
积极组织多样化国内革命红色经典文化活动，

推动红色旅游展馆巡回展和合作，汲取国外优秀的

红色文化传播经验，强化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合作联

动，促进各国翻译人才的交流和沟通，促进红色文

化有效传播。同时，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交

流和合作，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展览和交流活

动，将中国红色故事融入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广阔

背景中，搭建中国红色故事国际传播的平台，提升

国际社会对中国红色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度。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要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手段，译者在做好

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时，坚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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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将文化自觉和自信融入到翻译实践中，深入研

讨红色文化，以多模态形式促进红色文化的对外传

播。同时，译者还需充分认识目标语言受众的语言

特征和思维模式，探索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方式，深

入思考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文化融入全球

的对话框架中，以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红

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的

珍贵精神财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发展。传

播好红色文化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加强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与互动，平衡中国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关

系，鼓励多元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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