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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外宣翻译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张健教授的《新

时代对外宣传与翻译研究》一书，为新时代的外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该

书深入探讨了外宣及其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特点，为研究如何向世界精准阐释中国，传播中

国声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宝贵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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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古代汉语的语境里，“宣”与“传”分别代表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中，“宣”承载了公开宣布及散布消息

的含义；而“传”则关涉到信息的递送、散播以及推广活动。

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白话文的语域，这两个字词融合为一，形

成了“宣传”这个统合概念。它既包含了向公众“告知”信

息的行为，也囊括了将信息“传达”给大众并确保其被广泛

传播的过程。外宣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

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国际交流、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

经济发展和危机管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逐步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日益显著的地位，海量

的信息亟待通过外宣翻译向海外扩散。因此，外宣翻译逐渐

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领域。近年来，中国的外宣翻译

学者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从传

播学、修辞学、生态翻译学、全球化、语篇分析等角度展开

了跨学科、多维度的外宣翻译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外宣翻

译的理论基础，还结合具体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

实用性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国家外文局黄友义（2004）提出

外宣翻译“三原则”，旨在增强我国对外宣传在国际受众中

的接受度与影响力。学者刘永利、刘军平（2017）强调外宣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在翻译中国的传

统文化元素时，译者不仅需要注重语言的准确性，还要深入

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使得国外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

文化。而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2013）为国内全面阐述

外宣翻译的核心特征、基础理论以及翻译方略的第一人。当

前正处于人类翻译活动的第三阶段,也称之为“翻译的职业化

时代”(黄友义,2011),翻译已发展成了当前社会上一个新兴的

独立的职业，相应的翻译活动，尤其是非文学翻译活动，包

括外宣翻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获得了空前迅猛的

发展，并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翻

译职业化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憾，亟需相关的业务研

究和系统的理论支撑。

鉴于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健教授凭借其深厚的学术

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新时代对外宣传与翻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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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书，旨在为新时代的外宣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

实践指导。该书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对外宣传及其翻译在全

球化语境中的特点，深入分析了如何向世界精准阐释中国的

发展道路、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同时，

作者还着重研究了外宣工作的核心原则和翻译策略，将理论

阐述与实证分析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和认识中

国的宝贵视角。

一、主要内容

《新时代对外宣传与翻译研究》全书共十章，主体由四

部分组成：外宣本身、外宣译者、外宣翻译的理论坚守、外

宣翻译的实践探索。

第一章为“对外宣传的性质与意义”。张健教授从对外

宣传的定义和内涵出发，分析了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具备的特点和功能。作者指出，对外宣传不仅是信息

传播的手段，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新时代，对外

宣传需要更加注重传播内容的创新、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传

播效果的评估，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际形象塑造。

这种阐述方式有助于读者构建起对外宣翻译研究的宏观认

识，并为后续深入剖析外宣翻译的根本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第二章为“对外宣传的目的与任务”。作者提出，对外

宣传的目的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提升中

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外宣传需要承

担起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等重要任

务。外宣翻译承载着塑造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

在处理文化空缺内容时，翻译应充分展现中国的民族性和特

色，避免过度归化以迎合外国受众的口味,确保外宣翻译在传

达信息的同时，也能够保留和传播中国的文化精髓。

第三章为“对外宣传的原则与要求”。张健教授强调了

真实性、针对性、时效性等原则在对外宣传中的重要性。张

健教授指出，对外宣传需要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

成就，同时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进行精准传播。此外，他还提

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策划和组织、提高传播效果的具体要求

和建议。

第四章为“对外宣传的障碍与对策”。本章深入分析了

对外宣传面临的障碍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张健教授提出，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国际舆论环境等因素

都可能影响对外宣传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些障碍，作者提出

加强跨文化交流、提高翻译质量、优化传播策略等对策和建

议。同时这些对策和建议的实施需要政府、媒体、翻译机构

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的概念与特点”。张健教授指出，

外宣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它不仅要求翻译者具备扎

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还需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

跨文化交流能力。外宣翻译的特点在于其跨文化性、交际性

和政治性，要求翻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还要考虑到

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因素。

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的内功与外功”。本章进一步探讨

了外宣翻译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张健教授强调了外宣翻

译者应具备的内在素质，如深厚的语言功底、广泛的文化知

识、敏锐的政治嗅觉等。同时，外宣翻译者在外在表现上需

要注意的方面，如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运用恰当的翻译技

巧、保持与目标受众的良好沟通等。为了提高外宣翻译者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则应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实践能力和经

验积累。

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的原则与要求”。张健教授强调了

准确性、流畅性、可读性等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重要性。遵

循“外宣三贴近”原则，译者应深入了解我国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状况，熟练掌握中国语言文化知识，深刻洞察国外受众

的心理思维模式。在充分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习惯

和表达方式差异的基础上，译者需要精准把握国外受众的信

息需求，运用灵活的翻译技巧，而非简单的语言转换，以产

出既考虑文化差异又符合目标受众需求的译文。

第八章为“外宣译理的融汇与借鉴”。作者强调了理论

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实践对理论的反哺作用。他指出，翻译

理论可以为外宣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而外宣

翻译实践则可以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基础和验证依

据。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可以推动外宣

翻译工作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此，作者提倡翻译研究者和

实践者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与发展。

第九章为“外宣译技的梳理与应用”。本章对翻译技巧

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提供了大量实际案例。张健教

授通过对翻译技巧的详细分析和案例展示,强调了翻译技巧

在提升翻译质量和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鼓励读者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翻译技巧的运用方式。

第十章为“外宣翻译的缺憾与成因”。作者指出为了提

升翻译质量和效果，应加强翻译者的专业培训，优化翻译流

程和方法，并增强与国际受众的沟通互动。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有效减少翻译实践的缺憾，提升对外宣传的准确性和影

响力。

二、简要评论

本书聚焦“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剖析对外宣传

及其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特点,探索如何向世界精准阐释

中国的发展道路，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有效传播中国声音。

全书脉络清晰，内容集中，选材新颖，富有代表性，对于提

升国际传播翻译的精准度和效果具有显著作用。该书的学术

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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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视角创新，经纬交织，从跨学科角度拓展了对外

宣翻译的认识。该书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将对外宣传与

翻译研究置于跨学科的视角下进行探讨。作者不仅从语言学、

翻译学的角度分析了对外宣传的语言特点、翻译策略等问题，

还从文化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对外宣

传与翻译在塑造国家形象、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这

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不仅拓宽了视野，也提供了更加全面、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外宣传与翻译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

第二，条分缕析，视野广阔，该书的外宣翻译理论框架

具有系统性与前瞻性。张健教授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全面而系

统的理论框架，将对外宣传与翻译研究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背

景下，深入剖析了两者在新时代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这

一框架不仅涵盖了对外宣传的基本原则、翻译理论的核心概

念，还涉及了文化传播、国际关系等多个相关领域，显示出

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同时，该框架还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指导我们在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时，

如何调整和优化对外宣传与翻译策略。

第三，例证详实，裨益良多，该书的外宣翻译案例分析

具有丰富性与实用性。书中的案例分析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张健教授精选了多个领域的典型案例，对于富含中国特色的

英译难点均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深入剖析了对外宣传与翻

译在实际操作中的成功与失败，涉猎广泛,言简意赅,简明易

懂。为读者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有益的参考，对外宣翻译实践

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与时俱进，见微知著，该书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外

宣翻译风向具有敏锐洞察力。该书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时代背

景下对外宣传与翻译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张健教授深入分析

了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对外宣传和翻译工

作的影响，探讨了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高对外宣传和翻

译的质量和效果。这种对新时代背景的敏锐洞察使得本书具

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该书在外宣翻译理论探索方面所展现出的系统性、深入

性和跨学科视野，以及对实践问题的敏锐洞察，都充分展示

了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作者通过丰富的案例、新颖的观点

和时政敏感性，深入剖析了外宣翻译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不

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实践者提供了有力的指

导。然而，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做到完美，可能因版面限制，

出版时间紧迫等问题，该书在探讨外宣翻译的深度和广度等

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理论探讨可更深入。该书在构建对外宣传与翻译

的理论框架时，虽然涉及了多个关键概念，但在某些方面的

理论探讨显得不够深入。例如，在探讨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

时，作者未能充分揭示翻译的本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

以及翻译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关系。这使得读者在理

解翻译的内在机制时可能感到困惑。此外，对于新时代背景

下对外宣传与翻译的新特点、新挑战等方面，作者也未能提

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深入分析，导致读者难以全面理解其内

在逻辑和发展趋势。

第二、国际视野可更广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宣

传与翻译的实践往往涉及到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交流与互

动。然而，该书在国际案例的对比和分析方面显得相对不足。

尽管作者提及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实践，但

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宣传策略和翻译方法的深入对比和

分析。这可能使读者难以全面了解全球范围内的对外宣传和

翻译现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和共性。

然而纵观全书，瑕不掩瑜。作为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的

珍贵成果，《新时代对外宣传与翻译研究》的选题立项不仅

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与塑

造好中国形象”的国家需求相契合，对于推动新时代外宣工

作和翻译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为

外宣工作者、翻译人员、研究者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读物和

资料，也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影响力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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