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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为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提供

了新机遇、新平台。作为“一带一路”中国境内沿线地区之一，河南以青铜文明

最为辉煌。青铜器名称包括器型、纹饰、铭文、工艺等几部分，是古代文明传统、

习俗、文化的缩影。目前，河南博物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存在有漏译或

错译等现象，翻译文本亟须完善修订。河南应重视译文审校，制定标准并推广；

以目标读者为导向，制定文物翻译策略；充分利用多媒体，加强对外宣传；重视

人才培养，多渠道引进人才，以塑造更加国际化的河南形象，传播河南青铜器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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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博物院是河南省最大的博物院，也是
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其馆藏藏品数量巨大，种类

丰富，可以说代表了河南省内博物馆的最高水

平。对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及其译文进行分

析后发现：译文整体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个别青

铜器名称漏译或错译现象。梳理相关文献发

现，学界讨论文物翻译策略的较多，而涉及具体

文物翻译的寥寥无几。鉴于此，本文拟选取青

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

器的英译名称为例对其进行分析，并针对目前

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点思考与建议，旨在增强河

南博物院作为河南文化窗口的语言宣传功能，

展示河南历史底蕴，树立河南更好形象。

　　一、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的英译

名称错例分析

　　目前河南博物院共展出青铜器５４组，涉及
兵器、酒器、食器、生活用具、乐器五大类。这些

青铜器的英译名称存在漏译或错译等现象，涉

及器型、纹饰、铭文、工艺术语等，现分析如下，

并提出参考性译文。

１．青铜器器型的翻译
青铜器的名称大多是根据其器身上的铭

文得来的。起初，很多国外学者使用“威妥

玛”拼音来音译青铜器的名称，如“簋”译为

“ｋｕｅｉ”，“尊”译成“ｔｓｕｎ”等，这种译法在当时
的西方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其缺陷是无法与中

文名称准确对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文化自信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直接采用

中国拼音这一更具中国特色的译法，如“簋”

译为“Ｇｕｉ”，其中器型名称的首字母大写，整
体采用斜体，以与英语词汇做出区分。这种译

法有效保留了中国文化元素，但同时在短期内

使很多学习了“威妥玛”拼音式名称的西方人

无法与现今名称对应，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

困惑。目前，中国大多数博物馆均采用中国

拼音译法，国外许多博物馆也采用了这种

译法。

青铜器的特色之一是其器型与其功用密切

相关，因此，译文中也应对青铜器的功用加以说

明，可以采用文内注释的形式，如“Ｚｕｎ（ｗｉ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Ｄｉｎｇ（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等；也可以采
用增译的形式，如“Ｄｉｎｇ，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以完
整体现其文化内涵。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大

部分都采用了音译器型加增译其功用的译法，

但仍有一些器物存在英译名缺失或错译器型的

现象（见表１）。
可见，在河南博物院的翻译样本中，很多青

铜器的英译名称或是缺失了对其功用的介绍，

表１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器型漏译与错译示例

青铜器中文名称 青铜器英译名称 说明 参考译文

云纹铜禁 ＢｒｏｎｚｅＪｉｎｗｉｔｈｃｌｏｕｄｄｅｓｉｇｎ
缺失对“禁”

功用的介绍

ＢｒｏｎｚｅＪｉｎｗｉｔｈｃｌｏｕｄｄｅｓｉｇ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
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匍”雁形铜 ＷｉｌｄｇｏｏｓｅｓｈａｐｅｄｂｒｏｎｚｅＨｅｖｅｓｓｅｌ 缺失对“”

功用的介绍

ＷｉｌｄｇｏｏｓｅｓｈａｐｅｄｂｒｏｎｚｅＨｅ，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龙首提梁 Ｂｒｏｎｚｅｌｏｏｐｈａｎｄｌｅｄ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ｌｏｏｐｈａｎｄｌｅｄＨｅ，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王子午”鼎（附匕）
ＢｒｏｎｚｅＤｉｎｇｍａｄｅｂｙＷａｎｇｚｉｗｕ

（Ｂｉ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缺失对“匕”

的介绍

ＢｒｏｎｚｅＤｉｎｇｍａｄｅｂｙＷａｎｇｚｉｗｕ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Ｂｉ，ｓｐｏｏｎ）

“姜”铜壶
Ｂｒｏｎｚｅｐｏｔ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

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以意译法替代器型

中文名称的音译

ＢｒｏｎｚｅＨｕ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
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兽面纹铜钺 Ｂｒｏｎｚｅａｘｅ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ｍｏｔｉｆ ＢｒｏｎｚｅＹｕｅ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ｍｏｔｉｆ，ａｘｅ

“樊夫人”铜盘
Ｂｒｏｎｚｅ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ｎｆｕｒｅｎ，

ｗａｔｅｒｖｅｓｓｅｌ
ＢｒｏｎｚｅＰａｎ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ｎｆｕｒｅｎ，

ｗａｔｅｒｖｅｓｓ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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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缺失了对其器型的说明。例如，河南博物

院的镇馆宝之一“云纹铜禁”，英译文“Ｂｒｏｎｚｅ

Ｊｉｎｗｉｔｈｃｌｏｕｄｄｅｓｉｇｎ”中缺失了对“禁”的解释。

禁，盛放酒器之用，起源于西周初年，消失于战国

时代，类似于后世的茶几和案子［１］。此处应该增

译“云纹铜禁”的功用为“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展品名称的翻译中还有一类对青铜器器型

错译的译法是将其功用直接进行意译，即转换

为英文中近似功用的词语，如将“壶”翻译为

“ｐｏｔ”或“ｆｌａｓｋ”。以上两种译法与在古代作为

酒器的“壶”的意思相差甚远；而“盘”在古代是

一种盛水的器具，并非现代英语中“ｐｌａｔｅ”的意

思。古代青铜器的器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文化，代表着古人制作生活器具的智慧，更是青

铜器最初铸造的意义所在。这类与现代器皿名

字相同但功用相差巨大的青铜器名称，均需采

用音译加增译的方式将其与现代器具和西方器

具区分开来，以体现青铜器器型独特的艺术价

值和历史意义。

２．青铜器纹饰的翻译

青铜器纹饰的变化规律和时代差异是青铜

器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一般来说，不同时期

青铜器的纹饰会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社会观念

的不断改变而变化［２］。由此看来，青铜器纹饰

是区分青铜器、赋予其特殊文化内涵的重要部

分。因此，翻译时应忠实原文，保持译文与原文

信息的一致，不可漏译，更不可错译。河南博物

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纹饰漏译与错译示

例见表２。

青铜器纹饰大致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

大类，常见的几何纹有云雷纹、弦纹、乳丁纹、圆

涡纹、三角纹等。这类纹饰大都以其几何形状

命名，较为直观也容易理解。同时，几何形状在

中西文化中均存在，消除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属

于较为容易翻译的类别。“双凤双狮花鸟纹铜

镜”的译文中，遗漏了对“花鸟纹”的翻译，需完

善增补。而动物纹除虎纹、蟠虺纹（蛇纹）、鱼

纹、龟纹、龙纹、鸟纹等外，还有两种中原文化中

特有的文化意象及其相关纹饰：夔纹和饕餮纹。

“夔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重要纹样，

主要指张口、一足、卷尾的动物侧面形象。这类

动物形象被普遍认为是神话类动物龙形的一

种［３］。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的“夔纹”，都

蕴含着祈求风调雨顺之意。无论是夔的形象还

是其象征意义，都很难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

词语，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拼音加注释的方式，即

将“夔”译为“Ｋｕｉｄｒａｇｏｎ”。在殷商初期，并没

有夔龙纹的说法，人们习惯于把所有具备单腿

这种特征的动物纹样（包括夔龙纹和夔凤纹）

叫作夔纹［４］。因此，夔凤纹是一种夔纹，而并非

夔纹和凤纹。“夔凤纹铜鉴”的译文将“夔凤

纹”分为“夔纹”和“凤纹”分别进行翻译，是对

该纹饰的错误理解，也会使读者产生误解。

“饕餮纹”是一种想象动物纹。想象动物

纹借助于想象力，突破既有形式和时空的限制，

把理想与现实融合起来，使之更易于表达情感，

更充分地表示寓意。想象动物纹源于现实又超

越于现实，多是各种动物纹样的重组变形［５］。

“饕餮纹”又称“兽面纹”，通常融合了两种及以

上的动物形象。河南博物院展品中“兽面纹”

的译法不统一，有“ｂｅａｓｔｍａｓｋｍｏｔｉｆ”“ａｎｉｍａｌ

ｍａｓｋｍｏｔｉｆ”“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三种译法。

表２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纹饰漏译与错译示例

青铜器中文名称 青铜器英译名称 说明 参考译文

双凤双狮

花鸟纹铜镜

Ｂｒｏｎｚｅｍｉｒｒｏｒ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ｐｈｏｅｎｉｘｅｓ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ｏｎｓ

缺失了对“花鸟纹”

的翻译

Ｂｒｏｎｚｅｍｉｒｒｏｒ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ｅｓ，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ｏｎ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ｂｉｒｄｓ

夔凤纹铜鉴
ＢｒｏｎｚｅＪｉａｎ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Ｋｕｉｄｒａｇｏｎ

ａｎｄｐｈｏｅｎｉｘ，ｗａｔｅｒｖｅｓｓｅｌ
“夔凤纹”错译

ＢｒｏｎｚｅＪｉａｎ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Ｋｕｉｐｈｏｅｎｉｘ，
ｗａｔｅｒｖｅｓｓ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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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同一纹饰的不同译法会给读者造成迷

惑，建议选取一种译法作为该纹饰的标准翻译。

关于“纹饰”的译法，国内各博物馆也是各

不相同。有的译为“ｄｅｓｉｇｎ”，有的译为“ｐａｔ
ｔｅｒｎ”，而有的则直接漏译。西方学者杜朴和西
方博物馆给出的英文简介中，“纹饰”一词均使

用了“ｍｏｔｉｆ”一词。笔者认为，“ｍｏｔｉｆ”一词适用
范围较广，几何纹或动物面纹均可用；而“ｄｅ
ｓｉｇｎ”一词侧重“设计”等较为宏观的意义或整
体造型的意义，适用于以某种主题衍生的艺术

形象图案，如动物面纹；“ｐａｔｔｅｒｎ”则适用于图案
与形式较为固定规整的纹饰。然而，这三种译

法混杂使用未免显得过于混乱且不够专业，因

此，应尽量选定某一种译法，并逐步推广。

３．青铜器铭文的翻译
我国青铜器的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主要从

事于青铜器铭词学（铭文）的研究，因为青铜器

铭文的研究能较多地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补

充不少的史实［６］。

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常见的是单一的图形

文字，如“宁”“戈”“车”“鱼”等。有的一件器

上有两个乃至三个图形性族氏名号，有学者称

之为“复合族徽”［７］。除记事铭文外，青铜器上

出现最多的铭文是复合姓名、族氏或称号的铭

文，英译时一般将整体视为一个名字，采用音译

法。例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著名的“‘妇好’

尊”，因其口下内壁有“妇好”的铭文而得

名［８］。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姓“好”，“妇”是后

人对其尊称，但一般默认“妇好”就是她的名

字，因此“妇好”二字可直接音译为“Ｆｕｈａｏ”。
同样以铭文命名青铜器的还有“‘蔡公子’铜

”（ＢｒｏｎｚｅＦｕ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ｉｇｏｎｇｚｉ，
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虢季’铜

!

”（ＢｒｏｎｚｅＸｕｗｉｔｈ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ｕｏｊｉ，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等。

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中，大多数涉及铭

文的译文都较为准确，但有一器“‘长子口’分

裆铜圆鼎”英译名称（Ｂｒｏｎｚｅｒｏｕｎｄ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ｚｉｋｏｕ，ｃｏｏｋ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中，铭文
“长”字的读音尚存争议。经查询相关资料发

现，此器中铭文“长子口”三字中，长为国名，子

为爵位，口为私名［９］。有学者认为古长国中的

“长”应是长狄的“长”，读音为“ｃｈｎｇ”，而不是
“ｚｈｎｇ”［１０］。而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宝档案》
对“长子口”的读法为“Ｚｈｎｇｚǐｋǒｕ”。对于此类
有争议的铭文，建议采取约定俗成的读音，即大

多数人认可的读音“Ｚｈｎｇｚǐｋǒｕ”。
４．青铜器工艺术语的翻译
中国青铜器因工艺精美而闻名世界。除青

铜器铸造的工艺手法如“嵌”“错金”“镏金”等

外，青铜器特有的结构成分，如“圈足”“立耳”

“附耳”“立柱”“柱足”“流”“尾”“扉棱”等也

常用来作为青铜器的名称。“错金铜蟠龙”“铜

嵌银丝蝉纹兽吞耳圈足炉”“铜戟耳圈足炉”

等，这些工艺方法广泛适用于各类文物，已经得

到了广泛研究，因此基本都存在较为权威且固

定的译法。但在河南博物院青铜器的译文中，仍

存在对工艺术语的漏译与错译现象（见表３）。
青铜器中的“耳”是指其把手，材质各异，

形状也各不相同，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耳

朵”。这里的错译是因为没有理解其中文名称

和青铜器结构术语所造成的；而“‘长子口’分

裆铜圆鼎”中的“分裆”是常用于鬲的铸造工艺，

表３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展品的英译名称中工艺术语漏译与错译示例

青铜器中文名称 青铜器英译名称 说明 参考译文

龙首双耳簋 ＢｒｏｎｚｅＧｕｉｗｉｔｈｔｗｏｅａｒｓ 错译“龙耳”
ＢｒｏｎｚｅＧｕｉ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ａｐｅｄ

ｈａｎｄｌｅｓ

“长子口”分裆铜圆鼎
Ｂｒｏｎｚｅｒｏｕｎｄ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ａｎｇｚｉｋｏｕ，ｃｏｏｋ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
漏译“分裆”

的工艺术语

Ｂｒｏｎｚｅｒｏｕｎｄ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ｅｇｓｍｅｒｇ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ｄｂｏｄｙａｎｄ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

Ｚｈａｎｇｚｉｋｏｕ，ｃｏｏｋ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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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裆鼎则是鬲与鼎的混合体，其特征是底部中

心点向腹部延伸三条射线，将三足截然分开。

表３中的参考译文参照了美国学者杜朴对该类
形制工艺的描述。

５．其他翻译问题
除以上可分类的典型翻译问题外，河南博

物院青铜器英译名称中还存在其他细节的翻译

问题。笔者将此类问题进行汇总，并结合相关

资料，给出了参考译文，具体见表４。

　　二、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英译名

称优化策略

　　通过对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英译名称的
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名

称的翻译较为混乱，译法并不统一，译文错误传

达信息等问题尚且存在。对此，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优化。

１．重视译文审校，制定标准并推广
博物馆是展示文化与历史的窗口。作为河

南省内最大的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应起到带头

作用，尽快重新审校展馆中青铜器和其他文物

的英译名称。应委托专家团队、高校、科研机构

等，改正现存的翻译问题，完善现存译文中的缺

失元素。当地政府还应组建专业的文博翻译团

队，专门服务于各文博单位，逐渐推进全省各博

物馆英译文本的统一与完善。

２．以目标读者为导向，制定文物翻译策略
要制定河南文物的翻译标准，仅靠国内的

学者是远远不够的。英译文本的目标读者是西

方游客，因此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制定翻译标准

不符合传播的目标，也有可能不被西方受众所

接受。可以聘请一些国外研究青铜器和其他文

物的专家，通过学术交流来提出某种文物或某

种文物元素在英语中的专业表达；也可以由中

国专家提出保留河南文化特色的译法，请国外

专家审核该译法是否能被国际大众所接受，以

及国外读者是否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等。

只有通过不断的磋商和交流，才能制定出既忠

实于源文本文化元素，又能满足西方受众对河

南文化知识需求的译法。

３．充分利用多媒体，加强对外宣传
河南省内大部分博物馆的网站都十分老

旧，版面较为简单且内容长时间没有得到更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河南的对外形象。河

南现存的博物馆网站中，只有河南博物院和安

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网站可以切换语言，其

他网站均为单语。官方网站是文博单位外宣的

直接窗口，网站建设不完善会直接影响到河南

文物的对外宣传，给网站访客们传达河南较为

落后、不重视文物的错误信息。各地政府应对

其管辖的博物馆进行干预并提供人才和技术支

持，帮助提高当地博物馆的网站设计质量，并尽

快使其添加外语服务功能，为世界了解河南提

供更多、更便捷的渠道。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平台等

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相较于历史悠久的文

物，这类新媒体的发展时间很短，但正是这类非

常“年轻”的技术，让文物焕发了新的光彩。电

视节目《国家宝藏》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不仅为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更让国人乃

至世界人民开始重新重视这些珍宝，并对它们

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国内外各大博物馆

表４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英译名称中其他翻译问题示例

青铜器中文名称 青铜器英译名称 说明 参考译文

人面铜马具 Ｂｒｏｎｚｅｈｕｍａｎｍａｓｋｓｈａｐｅｄ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马具”译错 Ｂｒｏｎｚｅｈｕｍａｎｍａｓｋｓｈａｐｅｄｈａｒｎｅｓｓ

兽面纹铜圆鼎
Ｂｒｏｎｚｅ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ｍｏｔｉｆ，

ｃｏｏｋ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
缺失对青铜器

形状的描述

Ｂｒｏｎｚｅｒｏｕｎｄ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
ｍｏｔｉｆ，ｃｏｏｋ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

兽面纹提梁铜卣
ＨａｎｄｌｅｄｂｒｏｎｚｅＹｏｕ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
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

“Ｙｏｕ”未采用斜体
ＨａｎｄｌｅｄｂｒｏｎｚｅＹｏｕｗ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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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文创产品更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新的

“追星”热潮。借此做法，政府部门可以在国内

外知名网站投放河南文物宣传广告，制作双语

宣传片并发布至自媒体；博物馆则可以邀请专

业人员，根据馆内藏品特点设计相关文创产品，

让河南文物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大放异彩，进

一步打造更加有活力的河南文化形象。

４．重视人才培养，多渠道引进人才
目前，多所高校均开设了文博相关专业，文

博人才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然而这部分人才

中精通或擅长外语的却并不多。英语既是一门

学科也是一门语言，需要长期的基础知识积累，

把文博人才培养成精通英语的人才难度较大，

而使英语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文博知识则具有

较大的可行性。在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

自２０１７年起，郑州大学的翻译硕士专业就开设
了文博翻译方向，邀请行业专家讲授文博翻译

专业课程，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因此，省内

其他高校也应转换人才培养思路，把英语人才

输送至文博领域，通过与文博单位开展联合办

学的方式，培养具有高级英语素养并精通文物

知识的跨学科人才。

当地政府可以开展相关社会培训课程，吸

引更多对文博翻译感兴趣的人才加入该领域，

不断壮大文博翻译人才队伍，并进一步优化人

才团队，建立河南省文博翻译人才智库，为持续

培养文博翻译人才提供支持。目前，文博翻译

专业在省内乃至国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相较于其他实用性较强的专业，文博翻译专业

的就业前景极差，导致了部分文博翻译专业人

才的流失。为此，当地政府应组织开展文博翻

译竞赛，吸引并选拔文博翻译人才；文博单位应

调整其组织架构，增设翻译职位，聘请文博翻译

人才负责博物馆内有关文物的英译工作，并不

断更新博物馆续藏文物的译名；政府和文博单

位应联合起来，成立河南省文博翻译协会或相

关组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文博翻译动态，并定

期开展学习交流活动，提高河南文博翻译水平

并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进而争取达到国际较

高水准。

　　三、结语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下，河南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翻译在河南文

化对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河

南博物院青铜器名称英译文本的梳理与分析发

现，现今青铜器名称翻译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笔者提出的参考译文仅为在所学知识与研究的

基础上给出的参考性建议，欢迎各位学者批评

指正。文博翻译目前仍是一个体系尚不完整的

学科领域，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到文博翻译

队伍中来，为讲好河南故事、传播中原文化、树

立河南形象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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