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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教育

軒形 势 下 禹 海 主权外 盒

译介模 式初採
Ｘ

谢庚全

【提 要 】 我 国 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 但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 来国 际社会对南

海主权争端态度的 变化以及以美 国 为 首的 西方社会舆论对 中 国 南 海政策的误读给我 国 南 海

主权维护带来了 挑战 。 而我 国有关 南海主权的 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 比较滞后 ,

不便于 国外公众和国 际社会客观全面 了 解我 国 南海主权的依据和政策 , 不 利 于争取国 际 社

会的 支持。 建议构建科学 高效 的 南 海主权外 宣译介模式 , 充分发挥译介在 南海主权外 宣

中 的基础性作用 , 努力争取国 际社会的 理解和支持 ,
进一 步 强化我 国 在 南 海争端 中 的 话

语权 。

【关键词 】 南海主权 南海政策 对外宣传 译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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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 但交趾 ( 今越南北方 ) 、 九真 ( 今越南清化 ) 、 日

由于一直以来有关南海主权的文献资料以及研南 ( 今越南义安 ) 、 珠崖 ( 今海南琼 山 ) 、 儋耳

究成果等的译介工作比较滞后 , 导致 国外公众 (今海南儋州 ) 等九郡 , 直属 中央管辖 , 并利用

和国际社会获取相关信息的来源较为有限 , 不珠江三角洲的番禹 ( 今广州市 ) 、 琼州海峡的徐

便于客观全面了解我国南海主权依据和南海政闻 、 北部湾沿岸 的合浦和 日南等南方沿海主要

策 , 并进而影响我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 本港 口
, 开辟 了 中 国大陆经南海至印度半岛 的海

文拟就如何构建科学高效的南海主权外宣译介上丝绸之路 , 标志着 中央政权对海南岛及南海

模式展开探讨 , 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诸岛直接管治的开始 , 从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

一

、 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 ［基金项 目 ］ 本文为 2 0 1 5 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

, 、 猫 曰 县曰 安 ｎａｍ达棟趣汝由进播题
“

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 下 中国文化
‘

走出 去
,

译介模式
我国疋最早发现和持续管冶南海诸研究

”

(项 目编号 ：
ＨＮＳＫ ( ＱＮ ) 1 5

－

1 1 6 )
．
拠 年度海

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 目
“

世界城市理论视角下海南国

早在汉朝时期 , 汉武帝统
一

南越后 , 便设赌言环境建设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Ｈｎｋｙ 2 Ｇ 1 5
－

8 ) 和 2 0 1 4

海南 ( 今广东南海县 ) 、 苍梧 ( 今广西苍梧县 ) 、年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 目
“

汉英翻译的 中国文化特色与 国

郁林 ( 今广西贵县 ) 、 合浦 ( 今广西合浦县 ) 、际化研究
”

( 项目编号 ： ｑｎｊｊ ｌ 4 3 3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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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庚全 ： 新形势下南海主权外宣译介模式初探


治就没有中断过 。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代 , 南于中 国的 , 而且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

”④ 菲

海诸岛列入中 国海军的巡逻范围 。 元朝时期派律宾 《马尼拉 日报 》 1 9 5 6 年 7 月 7 日 发表文章 ,

出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到南海进行测量并建承认南沙群岛一直属 于 中国 。 马来西亚 《光华

立天文据点 。 明朝时期南海诸 岛归万州管辖 ,日报 》 1 9 7 4 年 2 月 5 日 发表社论说 ： 南中 国海
一直列为水师巡防范 围 , 其中郑和七下西洋所西沙 、 东沙 、 中沙 、 南沙等几组群岛 , 无论在

绘制的 《郑和航海图 》 中我国部分的地名便包历史上或地理上 , 都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属于中

括石塘 ( 即今西沙群岛 ) 、 万生石塘屿 ( 即今南国的领土 。 国际社会出版的地图 , 包括联邦德

沙群岛 ) 、 石星石塘 ( 即今中沙群岛 ) 。 清朝时国 1 9 5 4 年出版的 《世界大地图 》 、 法国 1 9 6 8 年

期南海诸岛仍属万州管辖 。
二战结束后 , 根据出版的 《世界普通地图 》 等都标注南海诸岛属

《开罗宣言 》 和 《波茨坦公告 》 精神 , 中 国政府于中 国 。

接收南海诸岛将其划归广东省管辖 , 并在相关＿

文件中明确南沙领土最南端为 曾母暗沙 。 巾华
一、 2 0 世纪 7 0 年代 来国际社

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我国政府继续对西南中沙会＃胃海±权争端￥度旳

群岛及其海域行使主权。 除了政府的持续管治变化以及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

行为 , 西沙 、 南沙群岛 自 古以来就是 中 国渔民社会舆论对中 国南海政策

生产和活动的重要地区之
一

。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误读使我国南海主权
的晋代 , 我国 渔民就已在南海捕鱼 , 特别是 明维护面临着挑战
清两代我国渔民前往南沙群岛进行生产活动 的^

人数 日益咖 , 直至今天 , 南海仍然是細渔
其是根据探测表明南海地区海域储藏有丰富的

(

－

)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前我国对南海诸 岛

油气资源后 , 南海周边 国家对我 国拥有南海诸

的主权得到 国际社会及南海周边 国家的广泛
’ 自—

＾甚至否定 , 并公然抢占我南海岛礁 。 目 前 , 南

一

战时期 , 中 美 英二
■

国签署 〈〈开罗官海 5 3 个岛确 中 , 大部分岛确被周边国家非法

言 》 宣布 ：

“

三大盟国进行此次战争的宗旨之－

在使 日本肺取于中 国之领土 , 働卩翻 、 自＿ＭＭ＿ 2 个 、 文

湾 、 澎湖列 岛等 , 归 还 中 国
”

。
① 随后签署的

莱占领 1 个 ’ 中 国仅仅实际控制 9 个 。 尤其是

《波茨坦公告 》 再次重 申 ：

“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
“

2 0 0 9 年 2 月 1 7 日 , 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

将实施
＂

。

②
1 9 5 2 年 日本与中 国台湾当局签订了法 , 将黄岩岛 和南沙群 岛 岛 礁划为菲律宾领

《 日华条约 》
, 进

一

步明确南沙群 岛属于中 国 。

土
； 5 月 6 日 , 马来西亚与越南联合向联合国

包括越南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等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他们各 自在南海南部

南海周边国家在内 的各有关国家和 国际社会均
2 0 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 ；

5 月 7 日 越南又单

分别通过政府声明 、 照会等官方文件以及报刊 、
独提交了在南海中部部分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

地图和教科书等资料广泛承认中 国对南海诸岛

的主权。 例如 ：
1 9 5 8 年 9 月 1 4 日 越南总理范文

同给周恩来总理的照会中表示 ：

“

越南民主共和
Ｊ

．＾ａ① 《 国际条约集 ( 1 9 3卜 1 9 4 4 年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 6 1 年
国承认和赞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 1 9 5 8 年 9 月

4 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 。

”③
1 叩 4 年初印② 《 国际条约集 ( Ｉ 9 4 5

？
Ｉ 9 4 7 年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Ｉ 9 5 9 年

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利克在 同记者谈话时说 ：版 ’ 第 7 7 页 。

“士ｎ 田 讲們求 由■细女电七邮仙 ？热句
■

丨
、

丨 “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 《 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如果我们看

一

看现在发行的地图 , 就可以从图的主权无可争辩 》 ,
1 9 8 0 年 1 月 3 0 日 。

上看到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都是属④ 法新社雅加达 1 9 7 4 年 2 月 4 曰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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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

？ 这一系列事件使南海争端持续激化 , 成航行 自 由 、 不阻碍地区的经济发展
”

。

④ “

美国

为国际瞩 目 的焦点 。 与此同时 , 国 际社会对南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能够保持地区稳定 , 并

海主权争端的态度开始从有利于我国转向 中立 ,
促进东盟国家的防卫合作

”

。
⑤ 同 时不断通过各

以及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舆论对我国南海政种途径和方式试图 向 国 际社会传达
一

种
“

中 国

策的误读 , 这些都给我 国行使和维护南海主权在南海的动机值得怀疑
”

的错误信息 , 如 ： 将

带来了挑战 。中 国海军在南海的正常巡逻 、 要求外国能源公

(

一

)
国际社会对南海主权争端从有利于中司在争议水域停止工作 、 建立三沙市对南海诸

国的态度转向中立岛实施管辖 、 在南海部分海域强制实施捕鱼禁

对越南 、 菲律宾等 国非法侵 占我 国 在南海令 、 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 申请 、 对

的部分岛屿 , 虽然
一些国家的地图仍继续标注有关国家对南海部分地区的主权宣示表示抗议

属于中 国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越来越多的 国家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 , 错误归结为是中

则采取不标注 的 中 立立场 。 特别是美 国 、 日国独断专横 、 富有侵略性 、 以强欺弱 的表现 。

本 、 印度等区域外国家从 自 身利益出发纷纷插
“

中 国有两种类型 的专横主张 ：

一种主张认为

手南海争端 , 表面上对南海争端不持立场 , 但中国 的领海延伸到南海 , 最近的
一

种主张则声

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或明或暗的拉偏架 , 发称 , 在其专属 经济 区 内 , 除 了渔业 和海底资

出互相矛盾的信息 ,

“

在 中 国南海 自 由航行的源 , 他们也有权控制航海和研究活动 。 如果没

合法权利要求只能来 自 于对领土 的合法诉求 。
有被质疑 , 中 国的独断渐进主义将面临 国 际法

中 国对整片海域的主权宣示是
‘

无效的
,

, 因律风险 。

”⑥ “

中国具有
‘

侵略性
, 的军事现代化

为在宣称属于 中 国的岩石和环礁上并没有任何计划将挑战美 国在这
一地区 的 自 由 , 并对邻国

人居住
”

。

② 甚至暗中鼓动相关国家采取激化局 造成压力
”

。

⑦ 这进
一步强化了 国际社会特别是

势的行动 , 致使南海争端 日 益升 温 , 日 趋复 西方舆论对中 国南海主权主张以及南海政策的

杂 , 使我国南海 主权 的维护 面 临 日 趋严峻 的 误解 。 以 《华盛顿邮报 》 为例 , 南海争端
一

直

挑战 。是该报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十年 以来 , 该报对

(
二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舆论对中 国南南海问题的报道文章达 9 8 5 篇 。 报道中涉及 中

海政策的误读国 的内容±要包括两个方
＂

面 ： 中 Ｓ 的 Ｉ
ｔ海主权

中 国是
一

个在社会制度 、 意识形态和价值
主张和 中国在南海的政策和行动 。 该报在有关

观念上均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的 国家 , 总体上 中 国的南海主权主张的相关报道 中 , 虽然表面

看 , 西方虽然承认 中 国 的快速发展 , 但在突然


面对中华民族的崛起之时 , 往往存在不 同程度① 任远結 ： 《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 ： 西方学者的视角 》 , 《外交

的心理质 疑和意识偏见 。 在南海 问题上也一ｐｔｆＴ＾ｔＴ
2

？
4

ｆ

°

ｔｔｈｒｈ

－

, ,

②ＪｏｈｎＰｏｍｆｒｅｔ ：Ｕ． Ｓ．
Ｔａｋｅｓａ Ｔｏ ｕ

ｇ
ｈｅｒＴｏｎ 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

样 , 西方社会经常会从 自 身的意识形态 和利益Ｔｈ ｅ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 ｔ ,  2 0 1 0

－

7
－

3 0 ．

出发 , 对我 国 的南海政策进行有意或无意的负③ Ｓｔｏｒｅｙ ,
Ｉａｎ

：
＂

Ｐｏｗｅ ｒＰ ｌａｙ ｉｎＳ． Ｃｈｉｎ ａＳｅａＳｔ ｉｒ ｓｕｐ
Ｔｅｎ

－

面解读 。 尤其是美国 , 为了争取舆论对其重返
＾ｆ

ｎｓ
＂

：

Ｔｈｅ ｓ

；

ｒ

ｆ
ｓ Ｔ

ｒ
ｅ

,

ｓ
＇ 2

ｉ

1 0
－

7
－

2 7

；Ｄ ,
④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ｓｄ ｅ

ｌ
ｉｖｅ ｒｅｄｂｙ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ｏｆＤｅｆｅｎ ｓｅＲｏｂ ｅｒｔ

亚太战略的支持 , 以及为其紧逼中 国的东亚战 Ｓ ．
Ｇａ ｔｅ 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
－

ｌａＨｏｔｅ ｌ
, 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2 0 1 0 

—

 6 
—

 5 ,
ｈｔ

－

略和美 日 同盟升级的合法性寻求声援 ,

一直以ｔｐ
．／／ｗｗｗ．ｄｅ ｆｅｎｓｅ ,

ｇ
ｏｖ／Ｓｐ

ｅｅｃｈ ｅｓ ／Ｓｐｅｅｃｈ
, ａｓｐｘ？Ｓｐｅｅ ｃｈ ＩＤ

维护航行 自 由 为借 口 , 插手南海事务 ,

“

巡航＾？ ＾^

⑤Ｓｃｈｏ ｆｉｅ ｌｄ
, Ｃｌ ｉｖｅａｎｄＩａｎＳ ｔｏｒｅ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Ｄｉｓ

－

自 由 、 亚洲水域 自 由通行和在南海遵守 国 际法ｐｕｔｅ ：Ｉｎｃ 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ｋｅ ｓａｎｄＲ ｉｓｉｎ

ｇ Ｔｅｎｓ ｉｏｎｓ
＂

, ＴｈｅＪ ａｍｅｓ
－

事关美国 国家利益 ,

” ③
“

南海地区关注度越来ｔｏｗｎ Ｆｏｕ ｎｄａｔ ｉｏ ｎ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2 0 0 9 ,ｐｐ
．  3 9

—

4 0 ．

越高 , 这一地 区不仅涉及到相邻 国家的利益 ,
⑥ Ｇｒ 。ｎｉｎ , Ｐａｔｒｉ ｃｋ ａｎｄＰａｕ ｌＧｉａｎ：ａ ：

“

Ｃｈｉｎａ
,

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ｒ
－

也涉及到亚洲所有国 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 我
⑦ ％Ｓｔ ｉｒｓＵ

Ｐ
Ｔｅ？

－

们的政策很明确 , 就是维持这一地 区的稳定 、ｓｉ。ｎ ｓ
, ,

,
ＴｈｅＳｔｒａ ｉ ｔｓＴ ｉｍ ｅｓ ,  2 0 1 0

－

7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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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持有立场 ,
实际上倾向于怀疑中 国的主权方接受己方观点 的 目的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

主张
“

依据不足
”

,

“

中 国表示拥有南海的主信息革命的突飞猛进 , 当今世界已进入国际信

权 ,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囊括南海 9 0 ％ 的海岛 和息大传播的时代 , 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经济活

海域 , 但拒将这些主权交予国际仲裁
”

。

① 在有动 中 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

“

没有任何
一个

关中 国在南海的政策和行动的报道中 , 认为 中国家敢于忽视国 际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 , 国际

国的主权主张和行动进
一步激化了矛盾 , 将南 传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具有现实战略价值

海紧张局势的责任归咎于中 国 ,

‘‘

中 国单方面以及国家话语权层面的政治价值 。

”⑧ “

传统上 ,

主张对争议岛屿拥有更大的管理权 , 中 国的这
胜负取决于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 。 然而 ,

一

行为是给 目前南海争端火上浇油
”

。

② “

中 国
在一个全球信息 时代 , 胜负还取决于哪个 国家

在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搭建的海上钻井平台 ,

巳 经导致了 中 国与邻 国 的争议与不和 , 这可能

使中 国与邻 国关系更为恶化
”

。

③ 此外 , 西方
Ｓｎ

主流媒体一直以来还对中 国在南海维护主权正 2

＊
＾ ＾ ？

ｆＪｆｆｌ ｉｓ
当行为的动机进行妄加猜测 ,

“

北京的动机主
^

蓝本瓶芊袖络 Ｔ
Ｐｆｒ— ｉａ挪 如时能瓶 Ｒ ｉＳ僧长 的

式 ’ 向世界有效地说明 中 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 ！！
依据 , 以及在南海所采取的政策合理 、 合法 、

1 1ｔｆ 有据 , 努力争取国 际社会 的 同情 、 細 和支
大国野心、

“

从 2 0 世纪 7 0 年代开始 , 中国为
持 ,

显得至关重要 。

“

当－个国家在某议题上
了 ■了

传播的信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 , 这个国
海洋政策 , 当代海洋争端会与 中 国海洋力量的 家在世界舆论中 的相关引导力和影响力就会明
不断壮大密切相关

”

一
“

中国海外石油公司上周 显提高 , 其博弈及处理该议题的软实力 乃至综
在越南所称海域开始钻探 , 随行有 7 0 艘舰船 ,

其中包括中 国 武装战舰 。 中 国公司踏遍世界每

个角落 , 看似是寻求 自然资源 , 在军队的驱使


下 , 他们追求的不单单是丰富的能源
”

；

⑥ “

中 国① Ｓ
ｉｍ°ｎ

＂
Ｃｈｉｎａｗｉ ｔｈｄｒ ａｗｓｏｉ

ｌｒｉ
ｇ ｆ

ｒｏｍｗａ ｔｅｒｓ ｄｉｓ
ｐ
ｕ
－

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填海工程是要扩张其在南
ｈｃｏｕ ｉｄｒｅｔｕｍ

＂


？ 1 1 1
6 ｗａｓｈ

＂

海的势力 , 并且计划控制整个南海 , 菲律宾表② Ａ 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Ｐｒｅｓｓ ,

＂

Ｖｉｅ ｔｎａｍ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ｇｒｅｅｔ

ｏ

示强烈抗议 , 美国也正制定策略以维护 自 身在ｃｌｏｓｅｒｄｅｆｅｎｓ ｅ ｔｉｅｓ
”

,
Ｔｈ ｅ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Ｐｏｓｔ ,  2 0 1 5
－

3
－

1 8
．

ｌ

1

．
 1

＇ ？
＊Ｃｆ

)③Ｓ ｉｍｏｎＤｅｎｙｅｒ , 
＂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ｄｒ ａｗｓｏｉ

ｌｒｉｇ ｆ
ｒｏｍ ｗａ ｔｅｒｓ


ｄｉｓｐｕ

－

兩
＂

海的刑益 。

Ｗ ｔｈＶ ｉｅｔｎａｍ , ｂｕｔ ｗａｒｎｓ ｉｔｃｏｕｌ ｄｒｅ ｔｕ ｒｎ
”
．

Ｔｈｅ Ｗａｓｈ －

＝目 前我国有关南海主权的
ｉｎｇｔｏｎ Ｐｗｔ ’ 2 。Ｕ＿ 7

－

1 6
‘

— 、 ＨＲ④Ｔｈａｙｅ］ｆ
, ＾Ａ ｊ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ｓｓ ｅｒｔ ｉｖｅ

－

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等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
Ｖｏｌ

． 6 ,

译介工作比较滞后 ,
不便于

＆ 2 ( Ｗ ｉｎ ｔＣＴ 2＿ ’ＰＰ
＿ 8 1
－

8 3 ＿

、⑤Ｍ ａｒｗｙｎＳ？
Ｓａｍｕｅ ｌｓ , Ｃ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ｔｈ 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

ｉｎａ Ｓｅａ ？Ｎｅｗ

国外公众和国际社 ＂

ＺＳＴ
客观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 Ｌｏｎｄｏｎ ：Ｍ ｅｔｈｕ ｅｎ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ｉｎｇ 
Ｌ ｔｄ ,  1 9 8 2

,

全面了解我国的南海主权ｐ 1 1 7 －

ｊ ＾ｆｘ
．．⑥Ｅｌ 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 ｌＬｅｖｉ
,

＂
Ｒｅ ｉ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 ｔｓ

依据和南 ／Ｓ政策 , 不利于ｄｉ＆
ｐ
ｕｔｅｗｉｔｈＶｉｅ ｔｎａｍｏｖｅｒ ｅｎｅｒ

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 ＴｈｅＷａｓｈ－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ｉｎｇ ｔｏｎＰｏ ｓｔ
, 2 0 1 4

—

5
—

1 5 ．

⑦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ｅｓｓ ,
＂

Ｐｈｉ
ｌ
ｉ
ｐｐ

ｉｎｅ ｓｓａｙ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ｈｉｎｇｃ
ｏｎ ｓｔｒｕｃ

－

所谓译介 ,

“

译
”

指的是翻译 ,

“

介
”

主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ｓｅａ

”


．
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Ｐｏｓ ｔ

＊ 2 0 1 5
－

3
－

2 6 ．

指的是传播 , 译介重点强调在语言的翻译转换⑧ 》舰》 ’ 巾

过程中要努力做到两种不 同 的文化之间 的交
⑨ Ｎｙｅ ｌＪ ． Ｔｏｄａ

ｙ ,


＂

Ｉｔ
＇

ｓａＱｕｅ ｓｔ ｉｏｎｓｏｆＷｈｏｓｅ ＳｔｏｒｙＷｉｎｓ

＂

流 、 理解和融合 , 从而达到文化传播和劝服对． ＬＡＴｉｍｅｓ
, 2 0 0 4

—

7
—

2 1 ．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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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也会随之大幅增加 。

”？ 而在对外信息传难以客观全面地 了解我国南海主权依据和南海

播过程中 , 译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

翻译工政策 。

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构建科学高效旳南海主权
条件

”

,

② －个高效科学＿雑式能歡赚

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 和效果 , 反之 , 则不但会

影响传播效果 ,
甚至会造成 国外公众和 国 际社译介在南海主权外旦 中的

会的误解 , 产生不 良影响 。基础性作用 ,
努
巧
实现

近年来 , 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 , 国 内
“

中 国立场 ,
国际表达

” 0

学术界对赫问题的关注力度越来越大 , 以南根据哈罗德 ？ 拉斯韦尔 ( Ｈａｒｏｌ ｄＬａｓｓｗｅ ｌｌ )

海为专 ｆ顶究Ｘ情瓶糊关学术想齡业Ｗ傾舰 ,

－个高細籠行为应处贿 5

学术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 就有关我国南海主权
个方面的 问题 , 包括 ： 谁 ( Ｗｈｏ ) 即传播者 、

？以及南海政策方？的研究取得 了
说什么 ( ＳａｙｓＷｈａｔ ) 即传播内容 、 通过什么渠

果 ’ 出现了大量有影响力 的专著和 系列论文 。

道 ( Ｉｎ 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 ) 即传递信息的媒介 、 对
与此同时 , 有关麟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

職 ( Ｔｏ Ｗｈｏｍ ) 即传播受众 、 取得什么效果
＂

ｔｆｃ加快鍵 , ＿ 目翻有大量不肖Ｍ咖 (Ｗ ｉｔｈＷｈａ ｔＥ ｆｆｅｃ ｔ ) 目卩传般众般信息的情

？
有关南海 的珍贵历史资料 , 包括政府公文 、

况 。 作为跨文化传播 的译介 , 按照拉斯韦尔 的
往来电讯稿 、 純雖、 照片 、 翻傭 、 巾

传細论 , 她觀贿决瓶下几个 问题 ,

外出版的地图等 。 这些珍贵史料详细记载
Ｉ
不

ｇｐ译介主体是谁 、 译介内 容是什么 、 通过什么
同时期中 国Ｍ对南海诸岛 的管辖活动 、

二战
棚途径译介 、 译介受众有哪些 、 译介效果如

后中 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记录 、 ｍ
何等 。 为充分发挥外宣译介在南海主权维护 中

海断续线的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 。 这些档案资^
料和研究成果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 , 为维护我＠卜 ) ＾建官方主导 、 半官方机构以及民间
胃海诸岛±权＿洋权益■了Ｍ历史■组织和个人协同的多元化的译介主体模式
和法理依据 , 并为 国 内 外民众尤其是国际社会要打破以往主权外宣译介主要由政府包办
全面了解細历史 、 歸贿賴励Ｍ去

的機思＿做法 , 在—不顏Ｓ家设定的
ｍｍ ’ 了

轨道的雌下 , 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 , 放手
解的情况 , 由于种种原因 , 目前我 国 有关麟

发动非政府组织 、 高校 、 研究机构 、 媒体 、 甚
重大历史

产
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等的译介工作非 至公司企业和个人等 , 参与細主权外宣译介 ,

常
,
后 。 译介工作

＾
括

“

译入
”

ｆ
‘

译 出
’,

,

构建官方主导 、 半官方机构以及 民间组织和个
目前只有少量鮮位和个人为 了研究需要 , 零

人删的多元働译介主雌式 。 尤其是针对

西方社会－直以絲概制陳府开展的宣传

、

’

活动的传统 , 进
－步调整政府的角 色定位 ,

建
的研究成果 和历史文献资料翻

一

译成外文的 很
立－批由政府出 资 、 民间经营的所谓

“

第三部
少 ’ 特别 ■行＿卜译

门
”

的半官方组织具体负责南海主权外宣译介
是寥寥无几。 目前只有 中 国南海研究院吴士存
研究员 的 《中 国视角 ： 解决南海争端推进地 区ｍＴ＾Ｍ

．

 1
Ｔ

．

 , Ｔ ｆ①Ｊ ｏｓｅｐ
ｈｂ

． Ｎｙｏ ． Ｋｅｄｅ ｔｍ ｉｎｇ ｔｈｅ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Ｉｎ ｔｅｒｅ ｓｔ  ｉｎｔｈｅｌｎ ｆｏｒ
－

合作发展 》 ( Ｓｏ ｌｖｉｎｇＤ ｉｓｐｕｔｅｓｆｏｒ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ｒｎｏ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  1 9 9 9 , ｐ ． 2 5 ．

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② 蔡武 ： 《在
“

中译外
中国走 向世界之路

”

高层论坛开幕

Ｓｅａ ：Ａ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 ｅ )式上的讲话 》 , 中国翻译协会编 ： 《中 国 翻译年鉴 2 0 0 7
？

山／ Ｖ 2 0 0 8 Ｋ外文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1 0 8 页 0

出 了英文版 。 相关译介工作 的滞后导致国外 么
③ 赵启 正 ： 《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 》 , 中国人民大学出腿

众和 国际社会获取有关信息 的来源较为有限 , 2 0 1 1 年版 , 第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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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 , 在资金和策划上 , 主要 由政府承担 ； 目的 , 选择最佳处理方法
”

。

① 而从文本预期功

在具体实施 中 , 政府要隐形 , 尽量减少译介主能的角度看 ,

“

在确定翻译策略时 , 最重要的是

体的官方色彩 。 此外 , 还可以建立
“

项 目驱动选择翻译的角度 , 是从原文作者的角度出 发还

机制
”

, 通过项 目招标的方式吸引海外侨胞 、 族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 发
”

。

② 南海主权外宣文

裔群体以及外国非政府组织和思想智库等参与本作为
一种应用文本 , 其预定功能除 了担负信

南海主权外宣译介工作 , 不断壮大译介的力量 , 息功能 , 向受众传递相关信息外 , 还担负着呼

强化译介的效果 。唤功能 , 引导受众做出反应 , 劝导受众理解和

(
二

) 着重选择有利于国际社会了解和接受接受中国的主张和立场 。 因此 , 在翻译中 ,

“

译

我国南海主权依据和南海政策的信息作为译介者应将 自 己放在译文读者的位置上 , 根据译文

内容 。 重点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的预期功能来决定 自 己 的翻译策略
”

,

③ 采取符

1 ． 中 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和合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 , 灵活运用

法理依据 。 包括 ： 自汉代 以来 中 国历代政府通释义等方法对译文进行调整 ,
以弥补词汇与意

过行政设治 、 派遣水师巡视等方式对南海诸岛义分离的不足 , 解决语用冲突 , 补充文化缺省 ,

进行持续管辖的史实以及相关的官方文件 、 地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译介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 。

方志和官方地图等 ；
2 0 世纪以来 中 国历届政府 ( 四 ) 针对不同 的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的译介

为维护南海主权所做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 ； 南途径

海周边国家和 国际社会在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前
一外宣译介的直接 目 的是要影响受众的态度 。

直明确承认中 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等等 。美国学者伯纳德
？ 科恩 ( ＢｅｒｎａｒｄＣｏｈｅｎ ) 根据

2 ． 中 国
一

直坚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的不 同 , 将传播

以及为之所做的努力 。 包括 ： 中 国政府
一

直坚受众
“

细分为普通受众 、 专注受众 、 精英受众

持与南海问题当事方通过直接友好协商 , 和平和舆论领袖 , 不同 的受众在外交中 的影响力不

解决有关争议的立场 ；
与有关国家就南海问题 同 。

”④ 普通受众属 于大多数 , 对国际事务和外

一直保持接触 、 磋商和 沟通 , 并 取得一定进交政策一般不太关心 , 其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

展等 。是大众媒体 , 往往容易受到媒体和舆论领袖 的

3 ． 中国一直以来不断采取措施促进南海渔影响 。 精英受众和舆论领袖通常受过 良好的教

业资源的养护和开发 。 包括 ： 南海历来是 中 国育 , 对时政议题高度关注 ,
不仅看一般 的新闻

的传统渔场和重要渔区之一 ’ 中 国政府在积极 报道 ,
还会通过阅读相关的专业期刊和著作等 ,

推进南海渔业开发的 同时 , 采取了
一

系列渔业进行深度了解和解读 , 而且往往对普通受众的

资源养护管理措施 , 如实施南海伏季休渔制度 、
立场选择有更加深刻的影响 。 因此 , 对于普通

建设各类水生生物保护区 、 积极推进海洋生物 受众 , 其译介途径主要 以大众传媒为主 , 包括

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等 。报刊 、 影像资料 、 网络等 ； 对于精英受众和舆

4 ． 南海问 题并没 有影 响 南海航行 自 由 。

论领袖 ’ 其译介途径除了大众传媒外 ’ 还要通

包括 ： 中国政府
一直高度重视南海国 际航道 过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论文 、 专著 、 高校的研究

的安全畅通 ； 各国的船舶和飞机在南海享有航


行和飞越 自 由
；
中 国和周边国家共同为维护南①Ｎ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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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行 自 由 和海上航行安全付出 了 巨大的努
Ｆｕｎｃ ｔ ｉｃｍＵ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Ｅｘｐ ｌａｉｎｅｄ ．

Ｓｈａｎ
ｇ
ｈａ 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  2 0 0 1 , ｐｐ．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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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② 邹燕 ： 《不同功能文本中文化因素 的翻译 》 , 《 哈尔滨学院学

( 三 ) 采取以交际翻译为主的译介策略报 》 2 0 0 Ｓ 年第 2 期 。

根据
“

目的论
”

, 翻译
“

注重的不是译文与③ 刘颖 ： 《企业网站翻译的适用原则 与独特方法解析 》 ’ 《对外

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 , 而是强调译文 ④ ＾ｅｍａｒｄＣｏｈｅｎ ,Ｔｈ 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Ｆｏｒｅ ｉｇｎＰｏ ｌｉ ｃ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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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 , 以译文预期功能为Ｊ 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 ｅｓ ｓ , 1 9 6 3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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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思想智库的研究成果 ,
以及各种公共外调查中心和互联网平 台 , 及时准确地掌握南海

交场合 、 会议和论坛等途径开展译介 , 以 确保主权外宣译介的效果 , 并据此对译介模式相应

译介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地做出调整 , 确保译介工作的成效 。

(
五

)
建立快速科学的译介效果反馈机制

所谓译介效果是指
“

受众接受信息后 , 在本文作者 ： 海南 大学 海南 省 南 海 法律研究

感情 、 思 想 、 态度和行为 等方面所 产生的 变中心兼职 英语副研究 贸 、 英语语言文 学

化
”

,

？它是评价译介活动是否成功 的重要依据 。硕士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 ： 马 光

数字产业对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日 益上升 。 应充
分利用信息和 网络平 台 , 借鉴民调学研究和社

会统计分析的方法 , 针对不 同 的译介受众建立① 郭庆广 ： 《传播学教程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Ｉ＂ 9 年版 ,

科学的效果评估指标和标准 , 组织专门 的民意？ 1 8 8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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