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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博物馆英文讲解探析
骆菲菲

(河北博物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随着国际旅游业、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旅游并到当地参观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

世界范围内文化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起到了跨文化交际的积极作用。博物馆的英文讲解过程在本质上就是

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过程。在讲解过程中，采取何种交际技巧、运用何种翻译方法，如何打破文化壁垒，有效彰显和

宣传本土文化，是英文讲解人员面临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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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旅游业、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旅游并到当地

参观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文

化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起到了跨文化交际的积极

作用。博物馆讲解，是沟通博物馆与社会的纽带；翻译是实现

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因而，博物馆的英文讲解过程在本质上就

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过程。在过程中，如何打破文化壁

垒，有效彰显和宣传本土文化，也是博物馆从业人员，特别是

英文讲解人员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跨文化交际

（一）什么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本族语者

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

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1]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和存在语

言文化差异的人交往，如何更好的交流。

跨文化交际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到传播学、社会

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等学科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及综合应用。[2]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出

现，与世界发展有很大关系。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各地驻

军，为与当地居民更好地交流合作，美国开始研究不同文化之

间交往的技巧，这就是跨文化交际的雏形。直到上个世纪70

年代，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密切，跨文化交流学也在国际学

术界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二）跨文化交际的新时代诠释

如今，互联网拉近了每一个人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讲，

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跨文化交际活动。缩短文化距离，提高跨文

化交际能力，已成为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

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3]面对这一课题，首先要充分

理解好跨文化交际与文化自信和谐交融的内在关系。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应积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凸显中国价值，展示中国文化，

在交流交融、兼收并蓄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文化，这是跨

文化交际的时代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与博物馆

博物馆参观是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并且更具有主动

性、广泛性、大众性。外宾选择来到博物馆参观，就是主动接

受当地核心的历史文化输出。而在参观的过程中，观众不会受

到学识、地位、年龄等方面的限制，这在传播形式和范围上都

具有大众性。与此同时，博物馆参观的文化交流，虽涉及到历

史文化等深层次专业问题，但也往往采取深入浅出的方式传

播，更具有传播的广泛性。外宾来博物馆参观的核心因素正是

文化和地域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会造成客源地文化与目的

地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外宾在参观的过程中，在原有文化

的基础上，接收新文化，更新新知识；同时也向目的地传播了

本土信息，完成了跨文化交际。

三、如何在英文讲解中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外宾来博物馆参观，主动了解中国文化，这对中国优秀文

化传播输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充

分发挥博物馆最大优势，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主动了解文化差异

接待外宾，传播文化的过程，就好像“把一个酒瓶里的酒

倒到另一个酒瓶里”，这个酒瓶或许跟原有酒瓶相差不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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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相差甚远，只有充分把握这只酒瓶的形状、大小、容量，才

能完美地将酒倒进去。尊重、理解与客源地的文化差异，充分

了解其文化特点，是取得良好沟通效果的首要条件。在接待外

宾的过程中，讲解员在充分了解博物馆历史文化内涵之余，应

加强文化修养，重视对他国文化的学习，在此基础上，才能对

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差异进行系统识别，从而对多种文化的

比较更客观，更真实，从而有助于融合各种文化。[4]

简单来说，外宾参观之前，应了解外宾国籍及其文化习惯

和语言习惯，做到“知己知彼”。与此同时，与外宾交流中应

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用启发法或者对比法的讲解技巧，使观

众充满亲切感和熟悉感。

图一 向外籍观众讲解

（二）彰显本土文化特色

博物馆是展现一个地区和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参观过程中，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传播性。特别是

人文资源、历史遗存，是观众了解当地历史，学习当地文化的

直接途径。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博物馆的

重要使命。所以在接待的过程中，讲解员首先要对本土文化高

度自信，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立足当下，联系历

史，向世界各地观众展示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国智慧、体现

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

（三）避免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又称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

的人初次进入到另一种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因失去自己熟悉

的所有社会交流符号与手段所产生的思想混乱与心理上的精神

紧张综合征，即当生活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在试图理解或

适应不同文化群体时，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信念和习惯会

出现的不舒服、无助以及不知所措的感觉。[5]在接待外宾的过

程中，或有文化休克情况出现，作为讲解人员要正视此现象，

并且尽量避免其发生。若观众面对博物馆展示本土文化极度不

适，参观过程死气沉沉，讲解员应适当调整讲解内容，通过表

达、沟通、交流、解释等形式，减少或消除文化冲突，努力将

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

四、英文讲解中所用到的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差异较大，民俗历史文化中难以找到英语中对应

的词汇。把中国历史和中国故事精准用英文表达出来，同时还

要保留中国特色，是外宾接待中面临的难题。随着经济文化的

发展、我国文化强国地位的巩固，做到有效跨文化交际的同时

还尽可能保留本土文化特色，也是讲解翻译策略中需要偏重的

方向。

（二）

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区别

（一）归纳法与演绎法

东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其语言表达方

式不同。例如，归纳法在中文表达中常见的思维逻辑，欲扬先

抑，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后突出；而英语的表达往往相反，

会把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来表达，以演绎法为主。归纳法与

演绎法在思维过程上存在较大区别 （表一），在讲解过程中，

要根据语言差异调整内容顺序，去繁从简、精准客观，直接进

入主题抓住游客的兴趣点，少用渲染性或者描述性的词语。

[6]

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实操中应用最为普遍的两种方法。所

谓直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持原文内容，又要保持原文

形式。而意译则是只保留原文内容即可，不需注意原文的语言

形式。在跨文化交际英文讲解的过程中，直译与意译在不同方

面的应用能获得良好效果。就拿文物名称来说，全部采用直译

或意译都是不可取的。如涉及到文物的名称、外观、材质、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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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等描述时或人名、地名时，采用直译的方式更加直观，若有

历史、文化、习俗、思维等不同，采用意译能让观众第一时间

接收到有效信息。

例1： 玛瑙环——Agate Rings （直译）

玻璃耳杯——Glass Eared-cup （直译）

例2： 金缕玉衣——Jade Burial Suit （意译）

博山炉——Boshan-style Incense Burner （意译）

（三）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也是翻译中的两种方法，与“直译与意译”的

讨论不同，归化或异化的策略选择，更注重文化因素的得失。

所谓归化，是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内容，

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而异化则相反，以源语文化为归

宿，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

风格特色。讲解过程中，既需要外宾充分理解，避免文化休

克；还要充分保留本土文化，进行文化输出，这需要注意二者

的比重与平衡。

在观众充分理解的同时，较多保持异化翻译，传递本土文

化意向，是新时代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中西很多

词汇代表的意向截然相反，比如“红色”，在中国是团圆、喜

庆的象征，而在西方却代表暴力、血腥。因此，David Hawkes

在《红楼梦》中，将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

lights”。但随着文化输出，中国红则越来越被世界大众所接受。

发现差异、尊重差异，可以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达到跨文化

交际的目的。

五、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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