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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译策略在英汉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以祖玛珑「游园惊梦」花开限定系列香水为例

石瑞锦
成都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在全球营销中，创译是本地化团队在广告中常用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实现语言的转换，还可以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创
新。创译与本地化相结合，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实现广告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和营销目标。本研究基于学者 Madiha 
Kassawat 提出的创译框架，以英国品牌祖玛珑在中国营销「游园惊梦」花开限定系列香水作为案例，通过对该产品香气设计、产
品包装以及故事情节的分析，探讨本地化团队如何运用创译策略实现品牌跨文化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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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许多跨国企业面临着
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市场环境。为了在不
同的文化背景下优先占据市场，越来越多的品
牌开始从语言，文化、消费者需求等方面调整
品牌的产品服务。而来自英国的高端香水品牌
Jo Malone London（祖玛珑）在包括中国在内
的全球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其背后的原因
不仅在于其优雅的香型和和包装，还在多方面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除此之外还有该品牌在营
销当中的本地化策略，创译策略在其中的成功
应用功不可没。该品牌通过对香水的香气设计、
产品包装以及故事情节的分析，在保持其产品
原有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昆曲“游园惊梦”的中
国文化元素，成功打开中国市场。本文将以该
品牌「游园惊梦」花开限定系列香水为例，分
析并探讨该品牌的中国本地化团队 在中国市场
中是如何在运用创译策略进行推广的。

一、研究理论框架

本 研 究 是 以 巴 黎 第 三 大 学 学 者 Madiha 
Kassawat 提 出 的“ 创 译 框 架 (Transcreation 
Framework)”为理论基础。它是一个概念模型，

旨在指导创译在跨文化营销和广告方面的应
用。该框架强调在保持原信息的意图、风格、
情感基调和语境的同时，将内容创造性地改编，
以获得目标受众的共鸣。

创译过程有几个步骤，首先，译者需要对
原始素材进行深入分析，充分理解其核心信息
及其背后的意图，然后对目标文化也进行同样
透彻的分析，这其中便包括了语言的细微差别、
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
这种双重分析可以确保改编后的内容既符合目
标受众，又忠实于原始信息。

该创译框架还强调译者在创译过程中需要
充分发挥创造力，能够用创新的方法来表达原
始信息，旨在让目标受众理解并接受。具体的
实践方法包括使用文化替代、运用隐喻、视觉
感官元素等，使内容更加符合受众的文化期望
和偏好。将该框架理论放在全球营销的背景下，
译者如果能在保留原品牌精髓的同时，还让译
文能够完全融入目标受众的本土文化中，这便
是创译策略成功的一个标志。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案例是英国高端香水品牌 Jo Malone 
（稿件编号：SSTR-24-3-F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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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祖玛珑）「游园惊梦」花开限定系列
香水的广告汉译文本。该品牌不仅以因其优质
的产品而闻名，还是在全球营销本地化的一个
典范。以其中文品牌名为例，它进入中国市场
时便采用了“祖玛珑”作为其品牌中文译名。“祖
玛珑”这三个字简洁而富有内涵，“祖”象征
着深厚的历史与传承，“玛珑”则传递出精致
与典雅之感。整体而言，该名字既保留了品牌
的国际特色，又蕴含了中华文化的韵味，易于
记忆且富有美感。

祖玛珑在 2023 年推出了「游园惊梦」花开
限定系列香水，在中国市场取得非常出色的销
售业绩。用户纷纷对其产品包装、香型及广告
文案赞不绝口，甚至还出现了“祖玛珑向中国
传统美学致敬”这种措辞。但是，本研究发现
该系列中的四款限定系列香水早于几年前就已
经在海外市场推出，并非专为中国市场打造，
但在再次上市时依旧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本研
究认为，此品牌成功营销的背后，创译策略的
成功运用功不可没。

三、前期研究数据汇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不同跨国品牌如何跨
越文化壁垒，实现有效的全球营销，已成为业
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地化过程中创
译策略应用作为全球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以“创译”或“译创”
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知网）上
进行搜索，共计找到 100 余篇文献，其中，中
文期刊 54 篇、外文期刊 136 篇；学位论文 11 篇，
其中博士论文 2 篇，硕士论文 9 篇。而笔者以
“本土化策略”为关键词，共计找到 1000 余篇
文献，其中，中文期刊 726 篇、外文期刊 276 篇；
学位论文 224 篇，其中博士论文 5 篇，硕士论
文 219 篇。

同时，笔者以“创译 + 本土化策略”，在
知网上仅搜索到几篇类似文献，且相关度不高。
这表明目前国内关于该方面的研究仍有空白。

而笔者以“全球营销 + 创译”，“全球营
销 + 本土化策略”等类似关键词组合进行搜索，
知网结果显示仅有 5 篇中文期刊，6 篇硕士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向程琳同学在其名为“创译
策略在英汉广告翻译中的应用”学位论文中，
以苹果公司官网的中文翻译版本为例，通过对
比港台地区的文案，总结出了大陆版创译文案
的优缺点。

四、素材收集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案例的原素材来为祖玛珑「游园惊
梦」花开限定系列香水的中文广告文案。笔者
首先搜索了 Jo Malone London 的中英文官网，
收集该系列中四款香水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
名称、产品描述等等。其次，考虑到营销渠道
的多元特性，笔者也访问了包括小红书、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并整理这些
渠道中有关于该系列香水的口头或文字宣传文
案。

将素材汇总后，笔者在 Madiha Kassawat 的
创译框架的指导下，通过定性、描述性分析，
探讨了祖玛珑花开限定系列香水产品的在中国
市场营销本地化中是如何运用创译策略的。

五、案例分析

Jo Malone London 于 2023 年 3 月推出的「游
园惊梦」花开限定系列共包括四款花香调香水：
「玉兰疏影」、「梨花漫雨」、「莲卧碧空」
和「桂落夕照」。而此限定系列的名称取名与
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牡丹亭》中的著名章节
“游园惊梦”有关。

Jo Malone London 选用「游园惊梦」为花
开限定系列命名便体现出该品牌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市场及消费者的尊重与了解。《游园惊梦》
是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其中的一折，其原
型来源于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著作《牡丹
亭》，原名《还魂记》。该故事讲述了女主角
杜丽娘在梦中与男主角柳梦梅相遇并坠入爱
河，梦醒后心中仍惦念梦境中的美好，不久便
抑郁而终，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
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结为连理。

《牡丹亭》自明代便开始流行，因为此作
品不仅深刻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具有
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同时还表达出当时的人们
渴望逃离束缚与压迫，希望能够爱情婚姻自由，
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该作影响深远，
直至今日还常被用来象征对爱情、梦幻和美的
追求。

下面，笔者以这四款香水的中文名入手，
结合相关文案介绍并分析创译策略的应用。

Jo Malone London 的「游园惊梦」花开限
定系列包括四款花香调香水：「玉兰疏影」、「梨
花漫雨」、「莲卧碧空」和「桂落夕照」。

（一）英文原名：Star Magnolia
前期译名：星玉兰
创译名：玉兰疏影
Star Magnolia(Magnolia Stellata) 是 Jo Malone 

London 在 2017 年 5 月推出的香水，其香型清
雅、柔和，并且还带有一种细腻的甜香。这款
香水的主题正如其名，中心成分选择便是玉兰，
它带有星星形状的花瓣，在 2 月至 4 月间开放，
这种美丽、葱茏的树上满是白色星星点点的花，
正是春天的象征。此款香水的中文原始译名为
“星玉兰”，该翻译保留其英文原名结构，准
确的表达了该产品原名中包含的内容。

该产品于 2023 年 3 月作为限定系列再次
上市时，本地化团队应用创译策略，将中文更
改为“玉兰疏影”，香水瓶身的颜色采用了中
国传统色“胭粉”，胭粉色也常被称为“胭脂
色”，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女性化妆品和审美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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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创译名中，依旧保留了“Magnolia”
这一核心词汇的直译，即“玉兰”。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玉兰通常象征着高洁、纯净和美好，
正如明代诗人王谷祥所描绘的：“皎皎玉兰
花，不受缁尘垢”，展现了玉兰的洁白与纯净。
而玉兰的香味能够营造出一种纯净和优雅的感
觉，可能与故事中女主角杜丽娘的美丽和纯真
对应，也可能象征着故事中浪漫情感初显的微
妙和纯洁。其次，“Star”并没有被直接翻译
为“星星”，而是巧妙地将其与“疏影”联系
起来，这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审美及语
言习惯，对原文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而在中国
文化中，“疏影”常用来形容在月光或灯光下
的树木与花卉的影子，这种光影通常是朦胧而
美丽的，如宋代诗人林逋创作的《山园小梅》
中就曾描写过类似的场景，如“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译名既传达出“star”
星光闪烁的意象，又将中文特有的文化元素融
入进去，使得整个名字更具美感。

（二）英文原名：Nashi Blossom
前期译名：梨花
创译名：梨花漫雨
Nashi Blossom 是 Jo Malone London 在 2016

年推出的一款花香型的中性香水，该款香水香
气清新而甜美，轻柔、飘逸。它的香味能够
带来一种如春天般的愉悦和轻松的感觉。该款
香水原译名为“梨花”。“nashi”指原产于
中国和日本的一种果实，也称沙梨或亚洲梨；

“blossom”意为“花朵（尤指树或灌木上的）”。
该产品于 2023 年 3 月作为限定系列再次上

市时将译名更新为“梨花漫雨”， 香水瓶身的
颜色则采用了中国传统色“鹅黄”，鹅黄也是
中国传统色彩名称，指淡黄色，类似于鹅嘴或
鹅蛋的颜色，给人以柔和、温馨的感觉。

本土化团队在前期译名已有的基础上加入
了“漫雨”二字，使翻译更符合中国文化中对
于春天细雨的理解和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梨花通常象征着清纯、洁白以及春日的到来，
充满柔美与生机。其香气清新而甜美，能够带
来一种愉悦和轻松的感觉，可能与故事中女主
角杜丽娘在花园游玩时的心情相对应。而“漫
雨”则给人一种温润、绵长和滋润的感觉。该
译名将植物与天气现象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
朦胧、唯美、浪漫的意境，让人不禁联想到春
日里梨花在细雨中轻摇的柔美景象，如明代江
南四大才子之一——唐寅在《一剪梅》中所写
的“雨打梨花深闭门”。此译名是简洁而富有
诗意的，充分考虑到了中文的语言习惯，通过
“梨花”和“漫雨”两个词汇的巧妙结合，渲
染出一种既忧愁又浪漫的氛围，这种情感渲染
便是“译创”过程中的重要元素，极具文学韵味。

（三）英文原名：Waterlily
前期译名：睡莲
创译名：莲卧碧空
Waterlily 是 Jo Malone London 在 2020 年推

出的一款花香型的中性香水，“Waterlily”指“睡
莲”或“水百合”，香型清新、宁静，带有一
种水生植物的独特气息，并且此款香水的前期
中文译名就是“睡莲”。

该产品于 2023 年 3 月作为限定系列再次上
市时将译名更新为“莲卧碧空”，并采用了中
国传统色“天水碧”作为香水瓶身的颜色。天
水碧，又称碧色，是一种类似于天空或碧水的
蓝色调。这种色彩在中国古代常用来形容清澈
的水面或晴朗的天空，也常用于古代文学和艺
术作品中。

“莲卧碧空”这一译名不仅保留了原词“睡
莲”之意，还通过视觉和感觉上的联想，融入
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和美学表达，增强了译名的
美感和诗意，创造出一个新的意象——“莲卧”

（莲花安详地躺卧）和“碧空”（清澈的天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通常象征着纯洁、高
雅和超脱，如宋代诗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
所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便体现出“莲”
的君子形象。睡莲作为水生植物，则多与夏季
联系在一起，通常出现在清凉和宁静的环境中，
这可能代表着故事中女主角在梦中与男主角相
遇时静谧且超脱现实的环境。而“碧空”一词
还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色彩，如李白
在“孤帆远影碧空尽”中所写，描绘出一片晴
朗且明净的天空。这两个意象共同描绘出了一
幅恬静美好的画面，将其组合在一起不单增强
了译名的艺术效果，还与中文审美中追求的意
境和含蓄相契合。

（四）英文原名：Osmanthus Blossom
前期译名：桂花
创译名：桂落夕照 
Osmanthus Blossom 在 2013 年、2020 年 和

2023 年都有推出不同版本，这款香水香气浓郁
而温暖。其前期中文译名是“桂花”。

该产品于 2023 年 3 月作为限定系列再次上
市时将译名更新为“桂落夕照”，香水瓶身的
颜色采用了中国传统色“秋香”，秋香加香色，
便是秋香色，由绿 + 黄或白＋黄调成，调配比
例的不同让颜色也有所区别。

如果将“Osmanthus Blossom”直接翻译为“桂
花盛开”虽然也能传达其基本意义，但“桂落
夕照”创造了一个独特而美好的意象，不仅传
达了桂花盛开的场景，还融入了时间的流逝和
自然的宁静美，渲染了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
给人以宁静致远的感觉，更具诗意和画面感。
在中国文化中，“桂花”是一种常见的花卉，
不仅香气宜人，还常常与美好的寓意相联系，
如“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等。桂花的香味还
能够带来一种舒适和温馨的感觉，同时也有着
一定的提神作用。其芬芳的香气和金黄的花朵
使其成为秋天的象征，还代表着一种和谐和美
好的情感。 “夕照”则描绘了夕阳余晖下的美
好景象，宁静而温暖。这款香水可能象征着故
事中爱情的热烈和深沉，以及梦醒后对梦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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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恋和回味。因此，该译名不仅描绘出桂花盛
开的场景，还融入了中国的文化背景，使译名
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审美和文化习惯。

六、创译策略应用综述

在 Madiha Kassawat 的 创 译 框 架 中， 创 造
性翻译占据了核心地位。它不止是简单的语言
转换，还鼓励译者充分发挥出创新精神，并且
还需保持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将原语言中的信
息与目标市场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从而创
造出既符合品牌调性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广告内
容。

从产品与中国昆曲经典巧妙融合来看，
Jo Malone London 的中国本地化团队极富创新
精神，深谙中式美学。从产品包装来看，该限
定系列香水也别出心裁，在瓶身颜色设计上采
用了中国传统色彩。从香水名称来看，创译为
四字格的形式，表达简洁且富有韵律感，不光
使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还利用了通感、意象
与象征等方面，将视觉与想象巧妙融合，不仅
构建出一个个既有自然美又有意境美的画面，
还让消费者们感受到一种深远的文化意境与
内涵，更展现出该品牌对于细节和故事性的追
求。这不仅是对中式美学的一次致敬，也是 Jo 
Malone London 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特别献礼。

七、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因无法获得该限定系列产品的实际
营销数据与消费者的直接反馈，所以本文内容
只基于公开的信息并进行定性评估。

Jo Malone London 花开限定系列香水是一
个本地化过程中创译策略运用的典范。本土化
团队从「游园惊梦」中获取灵感，通过创译策
略成功的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赏花的微妙情
绪流动，遵循了中国传统审美，让每一款香水
的名称和香气设计都与故事中的情感和场景相
呼应。这不仅体现出该品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
理解和尊重，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独特
的文化体验，与中国消费者建立了更深层次的
情感共鸣。

这个案例还为其它跨国营销实践提供了借
鉴的价值。并且通过这个案例表明了企业必须
提前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消费者的习惯
及审美偏好。只有在充分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
差异并且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出
更有效的营销策略。与此同时，本土化团队在
营销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创译策略，传递出不
同的品牌信息，这能够在帮助企业品牌跨越语
言与文化的障碍同时，让产品加快适应并且融
入目标市场，促进品牌发展，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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