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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对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

下，其在实际使用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其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主要包

括机械性直译、严重语法错误、对文化内涵的忽视，以及不注

意进口国的禁忌等。经过认真分析，可以发现其原因主要包

括直接使用翻译软件翻译、翻译人员素质不高、忽视对消费

者的文化调查，以及缺乏必要的审核等。针对这些问题，有

必要在确立其是否符合英语本身的特点以及进口国文化特

点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上，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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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食品本身以及方便储运的作

用［１］，其包装上的文字还能为相关人员尤其是消费者提供各

种有价值的信息。由于英语作为当前世界通用语的缘故，出

口食品包装上几乎都必须使用英语。在出口食品包装上将

相应的中文信息翻译成英文，一方面可以方便外国消费者对

其意图购买的食品进行选择和使用，另一方面也能向消费者

宣传其产品的国际化程度，从而更好地迎合公众的消费心

理，提升其产品形象。然而，在当前对出口食品包装缺乏有

效管理的情况下，其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严重的

甚至可能导致进口方退货乃至造成相应的国际纠纷，给中国

食品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的

存在，通过相应的治理措施，消除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不

规范造成的消极影响。

１　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１　机械性直译

食品包装英语翻译出现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使用机械性

直译的方式将相应的汉语信息翻译成英文。根据对等翻译

理论，中文翻译成英文必须保证被翻译的对象在两种不同的

语境下都具有对等的含义，而机械性直译却经常达不到这种

效果，反而产生令英语语境下的消费者难以理解的低级错

误［２］。比如将某食品企业生产的“葱花薄饼”，其对应的英文

名称被翻译成“ｏｎ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ａｎｃａｋｅ”。即直接对应“葱”

“花”“薄饼”三个词进行一一对应的机械性翻译，从而产生了

这种令人尴尬的英文翻译结果。这一翻译中每一个英文单

词所对应的汉字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采用机械性直译

的方式，没有注意到汉字组合成汉语词汇时意义的变化。

“ｐａｎｃａｋｅ”翻译成“薄饼”是没有问题的，但将“葱花”翻译成

“ｏｎ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却是明显的错误。在汉语词汇中，“葱花”是一

个专用名词，和“葱的花”即英文的“ｏｎ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是存在明显

区别的。因此，机械性直译由于忽视了不同语言中表面相对

应的词汇在实际使用上功能的不一致等，必然出现这种翻译

错误的现象。

１．２　严重语法错误

食品包装的英文翻译必须符合英语语法的要求，才能使

人们能准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英文意思。由于汉语语法和

英语的差异，不少食品包装上的英文在使用时出现严重的语

法错误，从而使人看了之后不知所云，严重影响该商品的品

牌形象［３］。比如很多食品需要在阴凉的地方密封保存，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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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食品企业在其食品包装上使用英文标注储存条件时，采

取这样的叙述方式，“Ｐｌｅａｓｅｐｕｔｉｔｉｎａｃｏｏｌｐｌａｃｅｔｏ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ａｖｅ”，按照英文语法，“ｔｏ”在这里不是作为介词使用，而应当

与后面的动词构成动词不定式，其后面应当用动词原型，而

不是“ｓｅａｌｉｎｇ”这种动名词。而且“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ａｖｅ”明显具有机

械性直译的问题，根本不符合英文使用习惯。比较正确的翻

译方法应当是“Ｐｌｅａｓｅｐｕｔｉｔｉｎａｃｏｏｌｐｌａｃｅｓｅａｌｅｄｔｏｓａｖｅ”。

这种严重语法错误的出现，虽然其真实意思多数时候也能够

被英语母语消费者猜出，但仍会使其感到很不方便，从而降

低其对该食品的购买兴趣。

１．３　对进口国民俗文化忽视

语言作为其使用人群文化的载体，不同种类的语言所包

含的文化意蕴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别。很多食品包装在英语

翻译的过程中，忽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从而使英文母

语消费者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在效果上甚至适得其

反［４］。如中国的知名糖果品牌“大白兔”，很多人认为食品包

装上应当直接将其翻译成“ｔｈｅｂｉｇｗｈｉｔｅｒａｂｂｉｔ”。事实上，在

英文中，“ｗｈｉｔｅｒａｂｂｉｔ”的意义即和中文的“大白兔”的意义类

似，加上了“ｂｉｇ”之后，对于使用英语的消费者的印象就是

“硕大的白色兔子”，其可爱的形象荡然无存，因此无法体会

到“大白兔”所体现的可爱、活泼的含义。另外，中国很多食

品企业的品牌中都带有“龙”字，其在出口食品包装中直接将

其翻译成英文的“ｄｒａｇｏｎ”。殊不知，中英文语境中的“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意义虽然类似，但在中文中“龙”是一种吉祥物，而

英文中的“ｄｒａｇｏｎ”则是一种凶恶的猛兽，很难想象英语文化

下的消费者会对有着“ｄｒａｇｏｎ”字样品牌的中国食品会产生

很好的印象。在食品行业中还有不少企业以“芳芳”为名，于

是在其出口食品包装上，一些企业直接将其翻译成“Ｆａｎｇ

Ｆａｎｇ”，而在英文中“Ｆａｎｇ”代表的是动物的“毒牙”。当使用

英语的消费者在食品包装上看到这样的词语时，很难想象其

能够提起任何食欲。

１．４　不注意进口国的禁忌

很多进口中国食品的国家都存在一些宗教或者政治上

的禁忌。如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徒不食猪肉，中国有不少

食品企业以神话人物“猪八戒”为商标，其出口的食品包装经

常被直接翻译成英文“Ｐｉｇｓｙ”，假如其被出口到伊斯兰国家，

极可能被当地海关拒收甚至引起相应的国际纠纷。在政治

禁忌方面，如韩国和朝鲜目前处于两国分治状态，但双方都

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治代表。在食品英文包

装上，涉及到韩国和朝鲜的内容，按照中国国内的通行做法

是直接使用“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和“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这样的食品包

装如果出口到韩国或者朝鲜，同样会被直接拒收，而必须按

照其官方要求，使用其国际标准英文名，韩国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Ｋｏｒｅａ”，朝鲜是“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２　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存在问题产生的
主要原因

　　出口食品包装翻译中之所以存在一系列用词和语法不

规范的情况，关键原因是作为食品包装英语翻译主体的生产

厂家和直接负责翻译的人员对其没有足够的重视。

２．１　直接使用翻译软件进行翻译

不少食品生产厂家因为规模不大，相应从业人员素质不

高，对食品包装规范使用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出于方便

和节约成本的目的，直接使用翻译软件进行翻译，从而导致

相应的机械式直译的错误。如上述例子中将“葱花”翻译成

“ｏｎ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很有可能是相应的翻译软件不能正确分辨

“葱花”和“葱”的“花”之间的区别，从而直接机械地将“葱”翻

译成“ｏｎｉｏｎ”，将“花”翻译成“ｆｌｏｗｅｒ”。诚然，翻译软件是当

前英语翻译人员普遍使用的工具软件，其确实能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翻译人员的劳动强度并大大提高了翻译的效力。但

一般来说，任何专业的英语翻译人员都不可能直接使用翻译

软件进行翻译，而是将翻译软件的结果作为一种参考，然后

在此基础上按照汉语的意思和英文的规则进行相应的修改。

直接使用翻译软件固然简单，但不加修饰地直接将其使用在

食品包装上，必然导致机械式直译问题的出现。

２．２　翻译人员本身素质不高

对于多数食品企业来说，由于规模及经营者观念的原

因，都没有设置专门的专业英语翻译人员。这些非英文翻译

人员缺乏必要的英文知识，不明白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

不懂英文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人员本身素质不高，不仅导

致其在翻译语法上错漏百出，而且会因为其不懂英语特有的

文化而在翻译过程中词不达意。另外，这类翻译人员还可能

干脆直接使用翻译软件完成相应的英语翻译，且无法对其进

行必要的调整和矫正，导致机械式直译问题出现。更有甚

者，其为了简单省事的缘故，直接使用汉语拼音替代应有的

英文翻译，从而导致滥用汉语拼音的问题［５］。总体上来讲，

任何食品包装上英语翻译问题的存在，都与相关翻译人员本

身素质不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导致英语翻译问题存

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３　忽视对目标消费者的文化调查

相当部分的中国食品企业，由于其规模小且主要消费群

体位于国内的原因，其对使用英语的目标消费者重视程度不

够，从而忽视了对这部分消费者的文化调查，导致对英语母

语目标消费者群体的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正是因

为对英语文化缺乏了解，所以才会出现对英语翻译文化内涵

忽视的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将“芳芳”翻译成“Ｆａｎｇ

Ｆａｎｇ”、“龙”翻译成“ｄｒａｇｏｎ”、“猪八戒”翻译成“ｐｉｇｓｙ”（出口

伊斯兰国家）、“大白兔”翻译成“ｂｉｇｗｈｉｔｅｒａｂｂｉｔ”、韩国和朝

鲜翻译成“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和“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等，都与这些食品

企业忽视对目标消费者的文化调查，不明白相应英文词汇在

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真实含义，甚至触犯当地的禁忌有关。

２．４　缺乏严格的审核

食品市场上之所以出现食品包装英语翻译上的问题，很

大程度上是其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审核。一方面，很多食品经

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重视相应食品包装上的英文翻译，对其

是否存在问题漠不关心，从而使其并未经过食品专业翻译人

员的审核而直接进入到食品市场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

些经过了专业人士审核的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由于其一般仅

对其语法和用词是否正确进行检查，而忽视了其在文化上可

能存在的问题，一直到相关食品包装进入销售对象国市场才

发现问题的存在［６］。正是因为食品经营者对食品包装英语

翻译的漠不关心和对进口国文化的不熟悉，食品包装英语翻

译出现问题时因为缺乏严格的审核而不能得到及时矫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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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这些问题在食品市场上屡见不鲜，并对产品造成不利

影响。

３　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问题的解决途径
出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上存在的问题，已经对中国食品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

因此，应当针对相应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坚持其必须符合英

语本身的特点和目标市场的文化特点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上，

寻找相应问题的解决途径。

３．１　食品生产企业增强对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重视

食品包装英语翻译上存在问题的根源，是食品生产企业

自身对其重视程度不够。无论是过度依赖翻译软件，还是翻

译人员的素质不高，乃至对目标消费者文化缺乏调查，缺乏

必要的审核等具体原因的产生，归根结底都同食品生产企业

对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忽视密切相关。因此，食品生产企业

必须增强对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重视，从而真正达到对此类

问题进行根治的目的。具体来讲，食品生产企业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增强对其的重视。首先，加强对与食品包装英语翻译

相关的人员的宣传和教育，包括直接负责翻译的人员，以及

最终决策的人员，使其对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重要性以及应

当注意和克服的主要方面有着清晰的认识，避免在实际翻译

中出现相应的问题。其次，应当制定严格的审核机制，在食

品包装英语翻译初稿完成后，交由专业人士予以审核，发现

问题及时矫正，防止问题英语翻译食品包装直接进入市场。

最后，适当加大食品包装英语翻译方面的投入，尽可能聘用

专业翻译人员或者委托专业翻译机构完成相应翻译工作。

３．２　提高相关翻译人员的素质

食品包装英语翻译出现的问题，直接原因是相关翻译人

员素质方面的不足。对于素质较高的翻译人员来讲，其会将

“葱花薄饼”直接翻译成“ｇｒｅｅｎｏｎｉｏｎｐａｎｃａｋｅ”，而不会出现

“ｏｎ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ａｎｃａｋｅ”这样的低级错误。因此，必须采取相

应措施提高相关翻译人员的素质，这些措施可以包括以下方

面。首先，对目前食品企业负责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相关人

员，通过加强培训的方式，增强其在此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必

要的英语翻译的相关理论，提升其整体英语翻译的能力。其

次，对食品企业自身的翻译人员难以确定的英语翻译上的问

题，同专业翻译机构合作，由企业自身翻译人员同专业翻译

机构充分沟通和合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相关翻译人员

的素质。最后，对相关翻译人员制定科学的考核制度，尤其

对自己负责的食品包装英文翻译出现的问题承担相应的后

果，防止其由于疏忽大意而出现不必要的错误。通过提高相

关翻译人员的素质，即能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包装英语翻译问

题的出现，通过提高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质量促进其市场竞

争力的提高［７］。

３．３　高度关注目标消费者对食品包装英语的文化体验

高度关注目标消费者对食品包装英语的文化体验是现

代社会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有意识地采取两方面措施对目标消费者

的文化习俗进行充分的了解。一方面，通过各种公开的信息

资料搜索相关目标销售市场消费者的文化特色，并将其同自

己企业的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相对照，尤其注意不要触碰目标

消费者的文化禁忌。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初步完成英语翻译

的食品包装，尽可能给熟悉目标市场文化特点的专业人士或

者目标市场的消费者代表进行审查，在确认其不会产生文化

上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才正式投入使用［８］。通过这些措施

的实行，在类似于将“芳芳”翻译成“ＦａｎｇＦａｎｇ”的例子中，其

必然会注意到“ＦａｎｇＦａｎｇ”在英文中具有“毒牙”意思。而会

根据其相关文化调查将其翻译成“ＦａｎＦａｎ”，通过其具有“迷

恋、热爱”等正面的英文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关食品企

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形象。

３．４　通过集思广益的方法解决疑难食品英语的翻译

对于疑难食品英语翻译，坚持集思广益的原则。对于一

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难以确定的食品包装英语翻译，应当在广

泛征求目标市场当地消费者意见的基础上，聘用专业的食品

英语翻译人士以及市场策划人士，在充分研究分析的基础

上，找出最佳的食品包装英语翻译方式。如知名糖果品牌

“大白兔”，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的英文翻译名

为“ｗｈｉｔｅｒａｂｂｉ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出口市场的发

展。而在搜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使用“猪八戒”食品商标的

企业出口伊斯兰国家的食品包装英文翻译一般表示成

“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即符合中文“八戒”的含义，也同伊

斯兰国家消费者重视戒律的要求相吻合。“龙”则被相关企

业直接翻译成“ｌｏｎｇ”或“ｌｏｏｎｇ”，以规避“ｄｒａｇｏｎ”可能对消费

者产生的不良印象。

４　结语
随着中国食品产业的日益国际化，以及英语在国际贸易

中的地位，出口食品包装上使用英语翻译不可避免。然而，

由于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缺乏足够的认识，往

往导致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对相关企业出口食品的

产品竞争力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针对食品包装英语

翻译上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确立其符合英语本身的特点以

及进口国文化特点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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