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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各领域创新与变革的重要引擎。公示语作

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关键载体，其英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形象塑造与跨文化交流的顺畅度。本文以兰州

市热门景区公示语为研究内容，分析其英译现状与原则，并探讨数字赋能背景下公示语英译提升路径。

关注提升公示语英文译写质量是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重要体现，还对促进文化交流、推动

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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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be-
coming a crucial engine driving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cross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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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vital carrier for publ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sign translations sig-
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shaping of urban images and the smoothn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
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ublic sign translations in popular scenic spots in Lan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inciples of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while 
exploring the pathways to enhance such transl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public sign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how language services cater to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nation. Moreover, 
it hold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s,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of cities, and nurturing talents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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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示语翻译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公示语连接着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其英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形象与对外交流能力。公示语对于一座城市而言非常重要，

是一座城市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整体上看，研究成果

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术语不统一、题材及体裁单一化、缺乏创新性等[2]。 
现如今，新媒体环境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平台，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讨论公示语的作

用及其存在的意义，从而推动公示语翻译的完善及规范化。数字赋能技术涉及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

理等核心领域，这些技术能够提升公示语翻译的准确性，使其更加贴合语境，为公示语英译提供新的方

法和工具。 

2. 兰州市热门景区公示语英译现状 

景区公示语反映了城市的整体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与精神面貌。提高标识标牌英译质量和准确性，

能够提升在甘外籍人士的旅居体验。本文选取了具有明显英译错误的公共标识语，如语义错误、拼写错

误及语用错误等，这些公示语分别出现在兰州市各大热门景区内。其英译现状分析如下。 

2.1. 语义错误 

中文：手下留情，脚下留青 
译文：Go, at the foot of the Green Left 
该条出现在兰州植物园内的公示语存在明显的语义错误，“手下留情，脚下留青”是一种富有诗意

的表达方式，用来倡导人们在行动时不要伤害自然环境。其中，“手下留情”在这里意味着告诫游客切

勿随意采摘花草，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脚下留青”则倡导行人在游园时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保护植物园内的生态。 
现有英译明显偏离了原句的含义。该翻译似乎试图捕捉“脚下留青”的部分，但却表达得不够准确，

并且完全忽略了“手下留情”的部分。此外，“Go”带给读者一种前进的命令感，与原文所提倡的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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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之意不符，“at the foot of the Green Left”字面意思是“在绿色左侧的脚下”，如此过于直译的公

示语既没有向游客传达出“手下留情”的人文关怀，也没有清晰表达出“脚下留青”的环保意识。 

2.2. 拼写错误 

中文：千佛阁 
译文：Thousand Goddness 
该公示语出现在兰州五泉山园内的一块指示牌上，将“千佛”错译为“Thousand Goddness”不仅拼

写有误，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误解了中文原意。而译文中“Goddness”则是单词“Goddess”(女神)的
错误拼写，且该词与中文里的“佛”概念完全不符。因此，在此公示语中，无论是“God”(神)还是

“Goddess”都不适用于“千佛阁”的英译，“千佛阁”所指的是供奉众多佛像的殿堂，“千佛”指的是

众多佛像，通常指代佛教中众多的佛陀或者菩萨形象，而非指代女神或其他单一的神祇。 
其次，英译公示语中漏译了“阁”这一重要信息，即指代一种多层的楼阁式建筑结构。这样存在错

译的景区公示语，可能会为外籍游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3. 语用错误 

中文：保护环境，有你有我有他 
译文：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ave you have me, have him 
这则出现在兰州市中山桥旁的标语中，“保护环境，有你有我有他”，其本意是旨在呼吁游客提高

保护景区环境的意识，强调集体参与和共同责任的概念。 
而英译版“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ave you have me, have him”直接逐字翻译，导致语言缺乏流畅性，

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语法结构也不正确，且原句所蕴含的集体主义和责任感在译文中也没有得到体现。 

3. 景区公示语英译原则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 1 部分：通则》是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国家标准，国标中指出，公共

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应通俗易懂，便于理解，避免使用生僻的词语和表达方法，并能够准确表达我国语言

文字原文的含义[3]。 

3.1. 简洁明晰 

公示语要求简短有力，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翻译时应尽量使用简洁、清晰的语言，避免使用冗长

和复杂的句子结构，使读者产生误解。英译景区公示语时既要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更要符合公示语简洁

明晰的特点。 
本文结合数字赋能技术，对上文语义错误的例子做出了修改，“手下留情，脚下留青”可以译为：

“Be gentle with life, tread lightly on green”，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学韵味，又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原文的双重

意义。“Be gentle with life”对应“手下留情”，表达了对生命的仁慈，且有提倡爱护自然的含义；“tread 
lightly on green”则简洁地传达了“脚下留青”的内涵，意在提醒行人提高环保意识，切勿破坏绿地。 

3.2. 信息明确 

公示语出现的目的是传达确切的信息，所以在英译时也应确保内容的忠实与准确，以避免产生歧义

或误解。 
借助数字赋能技术，本文对上文存在拼写错误和语义错误的例子做出了修改，“千佛阁”应译为

“Thousand Buddha Pavilion”，该翻译准确传达了“千佛阁”的含义：“Thousand”对应“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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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佛像数量之多；“Buddha”正确翻译了“佛”，表明其与佛教相关；“Pavilion”则恰当地描述了

该景点的建筑样式。修改后的英译公示语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遵循了忠实

准确这一英译原则。 

3.3. 功能对等 

在进行公示语英译时，应注意译后公示语在功能上与原文的对等，以达到相同的交际目的，如告知、

提示等。尤其是在热门景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标准清晰的公示语可以为游客提供便利，提升城市

形象。在翻译时，译者需要先理解原文语境，然后选择合适的词汇和结构，以便在目标语言中传达相同

的效果[4]。 
依据数字赋能技术，笔者尝试对上文出现语义错误的公示语进行了修改，将“保护环境，有你有我

有他”译为“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ogether we stand”。用“together we stand”来表达保护环境是每个

人的责任，鼓励大家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意图。修改后的外语公示语既没有逐字翻译，译文也更贴近原

句，使公示语起到了功能对等的作用。 

4. 人工智能背景下公示语英译提升路径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提升语言服务行业人员综合素养，并探索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技术的合理应用来

提高公示语翻译质量和效率，对城市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落实这些措施，可以提

高旅游景区公示语的英译质量，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5]。 

4.1. 提升语言服务行业人员综合素养 

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6]。综合素养的提升是一个涵盖技术

适应、语言精进、文化洞察及知识迭代的全面过程，译者必须在多个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学习，

适应新技术。 
首先，强化专业语言技能是基础。公示语具有特定的规范性和文化内涵，这就需要译者具备扎实的

双语能力，深化语言功底，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准确把握源语意图，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

标语言的表达习惯，避免直译造成的误解，确保公示语明晰。 
其次，面对各领域的快速发展，新概念与术语不断涌现。语言服务行业人员必须时刻更新知识体系，

紧跟时代步伐，确保专业信息的准确。使公示语在数字时代下更加精准、得体，为城市形象增砖添瓦。 
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例，作为一项全球瞩目的国际体育盛事，语言服务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特

别是在公示语翻译方面。为了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观众和媒体能够顺畅交流，理解赛事信息，

语言服务团队不仅需要精通中英文，还要对冰雪运动方面的专业术语有深入理解，做到精准传达中国文

化的独特魅力。此外，针对冬奥会场馆内各类指示牌、宣传材料上的公示语，如“无障碍入口”(Accessible 
Entrance)、“保持社交距离”(Keep Social Distance)等，翻译团队也需紧跟时代背景下的新要求，确保信

息传递既准确无误，又体现出人文关怀。 
这些实践案例充分展示了语言服务行业人员在提升综合素养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如何在人工智能

时代背景下，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为大型国际活动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服务支持。因此，译者需不断提

高综合素养，始终秉持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态度。 

4.2. 数字赋能技术的合理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 AI 工具为人们带来了便利。翻译人员掌握并利用这些技术加以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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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提高公示语的翻译质量。与此同时，可以在标语处添加二维码，为游客提供智能客户服务及虚

拟助手，提升游客体验感。其次，建立用户反馈平台，收集公众对于公示语英译的评价和建议，利用这

些数据反哺翻译模型的迭代升级。通过闭环反馈机制，不断提升翻译的满意度与适用性。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以上技术手段的运用，译员要理解其局限性，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译后及时

进行人工修正或优化，确保公示语符合英译原则，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深圳地铁系统为例，为提升公共服务的国际化水平，深圳地铁开发了一款集成人工智能翻译的 APP。

该系统提供多语言实时翻译服务，地铁站内的导向标识旁还设置了二维码。乘客扫描二维码后，即可通

过 APP 获取更详尽的路线指引、安全提示等信息的多语言版本。这项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外国旅

客出行的便捷性与体验感。同时，深圳地铁建立了在线反馈系统，收集乘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旦收

到反馈，运营方会立即进行数据分析，并将合理的建议整合到 AI 翻译模型中，实现翻译质量的持续改进。

比如，有乘客反映某站“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站”的英文翻译不够直观，运营方会根据反馈调整翻

译策略，使其更贴近英语国家的表述习惯，从而提高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在此过程中，深圳地铁的翻译团队并没有完全依赖 AI，而是采取人机协作的方式。每次系统更新后，

专业译员会对关键公示语进行人工复核与润色，确保翻译内容既准确又自然流畅，兼顾了技术效率与翻

译质量。这种结合了数字赋能技术与人工审校的模式，有效平衡了技术的便利性与翻译的专业性，是数

字时代提升公示语翻译质量的一个成功实例。 

5. 结语 

在文旅行业中，数字赋能的表现尤为突出[7]。未来，在数字赋能的持续推动下，公示语英译的革新

与优化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相关从业人员应有序推进全省外语公示语规范化建设，借助现有

技术与工具，逐步解决我省外语公示语覆盖不全不均衡、内容无统一标准、翻译不规范等问题。为来甘

各国外宾、学者、游客提供良好的外部语言环境，进一步提升我省对外形象和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作为文化传播与技术革新的交汇点，通过技术创新、标准建设、生态优化与人才培养，有力推动甘

肃省乃至全国的文旅产业升级。为讲好甘肃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创造有利条件，并为我省国际语言环境

建设、城市国际形象提升贡献力量。创建更加开放、包容、互联的国际交流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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