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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国内非遗美食外宣现状如政府积极推动、媒体助力宣传、企业参与推广等以及国外外宣现

状如“一带一路”政策和亚冬会的举办为非遗美食外宣创造了一些新的机遇。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根据现状发现

了一些非遗美食外宣的问题如一些非遗美食地域性较强、宣传渠道、内容单一、市场竞争力仍需加强等问题，提

出了相关建议，如翻译策略多种翻译方式相结合、创新宣传内容、媒体融合、对非遗美食进行创新等。本文着力

于研究非遗美食外宣问题，为当代非遗美食外宣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助力非遗美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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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and media convergence pathway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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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highlighting the activ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driving these efforts, the support from media in amplifying the 
messag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businesses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It also considers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such as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hosting of the Asian Winter Games, which have opened new 
avenues for promoting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paper identifies several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including its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limited and monotonous channels and content of promotion,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e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adopting a multifaceted translation 
strategy, innovating promotional content, integrating media approaches, and innovating the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itself. Focusing on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the global outreach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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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遗美食外宣的现状 
1.1 非遗美食外宣的国内现状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政府积极推动：各地政府积极组织非遗美食文

化节、美食周等活动，为非遗美食提供展示平台。例如

中山市黄圃镇举办的 2023黄圃腊味非遗美食文化旅游

周，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也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报

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此外，一些地方政府

打造非遗美食展示中心、非遗旅游体验空间等，集中展

示非遗美食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让民众可以近距

离接触和了解非遗美食。如顺昌县打造了杉木建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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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灌蛋文化展示中心、灌蛋形象店等。最后，政府大

力鼓励非遗美食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与

学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开展培训，培养非遗美食制作技

艺的后备人才，为非遗美食的传承和外宣提供人力支

持。 
②媒体助力宣传：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对非遗

美食进行专题报道、纪录片拍摄等，提高非遗美食的知

名度。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等美食纪录片的播出，让

众多非遗美食被大众所熟知。另外，随着网络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传统营销模式已无法完全满足现代企业与

消费者的需求，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凭借其便捷

和社交性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许多品

牌纷纷开设新媒体平台账号并主动运营，以实现更好

的营销效果和更迅速的市场反应。[1]非遗美食传承人、

爱好者等通过拍摄制作过程、品尝体验等视频，在网络

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以目前发展十分迅

速的自媒体短视频为例，在抖音短视频上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检索共有 77 个 1 万及以上粉丝的用户，

以“非遗美食”为搜索词进行用户搜索，共找到 364 个

与此为关键词的用户，其中用户粉丝数量最多达到

1441.6 万粉丝。抖音电商发布的 2023 数据报告显示，

2022 年在抖音平台上非遗传承人带货成交额同比增长 
194%，成交额超过上百万的非遗传承人数同比增长 
57%。 

③企业参与推广：一些企业将非遗美食进行品牌

化包装和运营，开设连锁店、旗舰店等，扩大非遗美食

的市场影响力。比如沙县小吃通过集中开展制作技艺

交流、举办“沙县小吃华夏行”系列活动，在全国多地

开设旗舰店和展示窗口，提升了品牌知名度。除此之外，

企业还将非遗美食与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相结合，推

出非遗美食旅游线路、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等，丰富了非

遗美食的宣传推广形式。例如贵阳贵安的“非遗购物节”

活动，将非遗美食与非遗文创产品展销相结合，让游客

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购买到精美的文创产品。 
1.2 国际方面，“一带一路”政策和亚冬会的举办

为非遗美食外宣提供了诸多机遇 
①“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贸易往来，为非遗美食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非遗

美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走出国门，进入到更多国家和

地区的市场，增加其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此外，“一

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非遗美食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文化

交流活动中得到展示和传播。各国之间的文化节、艺术

展览、旅游推介等活动，都可以成为非遗美食外宣的平

台。通过参与这些活动，非遗美食可以吸引更多国际人

士的关注和喜爱，促进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比如，

在“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的非遗美食

传承人可以现场展示美食的制作工艺，让国外观众近

距离感受非遗美食的魅力。 
②亚冬会作为亚洲地区规模较大的冬季体育盛会，

吸引了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和观众参

与。在亚冬会期间，举办城市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这为非遗美食的外宣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非遗美食通

过亚冬会的平台，向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士展示其独特

的魅力，提高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在

亚冬会的训练场所，设置非遗美食展示区和品尝区，让

各国人士有机会品尝到正宗的非遗美食。亚冬会期间，

会有大量的媒体记者、运动员和观众通过各种渠道传

播和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非遗美食可以借助这些

人的传播，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亚冬会的

官方媒体平台也为非遗美食的外宣提供支持，通过直

播、专题报道等方式，向全球观众展示非遗美食的魅力。 
机遇之下也充满了挑战：在我国非遗美食走出国

门的过程中，其整体传播力度呈现出不足的状态。与一

些国际知名美食品牌相比，我国非遗美食缺乏竞争力。 
2 非遗美食外宣的问题 
2.1 非遗美食宣传和保护难题 
2.1.1 地域性较强，保护和宣传力度仍需加强 
①传承人的观念方面： 
部分非遗美食传承人一心专注于技艺传承，在他

们心中，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他们把大

量时间投入到钻研传统制作工艺上，只为将最地道的

非遗美食展现出来。然而，他们往往缺乏宣传意识，不

擅长也不愿意参与宣传推广活动。在他们看来，宣传可

能会分散精力，甚至担心会影响非遗美食的纯粹性。但

这种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美食的外宣，使

得这些珍贵的美食难以被更多人知晓。 
②非遗美食的传承与创新方面： 
非遗美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持传统

特色和制作工艺是关键。传统特色蕴含着地域风情和

先辈智慧，制作工艺则是历史沉淀的结晶。但为适应现

代消费者需求和口味变化，又需要创新。比如开发新口

味、推出便捷包装等。可在实践中，找到传承与创新的

平衡并不容易，过度创新可能失去传统魅力，过于保守

又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③标准化问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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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美食因地域和制作工艺差异，在口味和呈现

上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地区受自然因素和传承人技艺

影响，口味不同，制作工艺的复杂多样也导致呈现各异。

这给消费者带来困惑，降低购买意愿，也增加了推广难

度和经营成本，影响了传播效果。解决标准化问题需要

政府、相关部门、传承人和从业者共同努力，制定标准

规范，借助现代科技实现标准化生产管理。 
2.1.2 非遗美食宣传渠道单一 
很多非遗美食的宣传主要依靠口口相传、当地旅

游宣传册等传统方式。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渠道相对狭

窄，难以将非遗美食的信息广泛传播出去。 
①在很多地方，非遗美食的传播主要依赖当地民

众的口口相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品尝到美味的非遗

美食后，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这种方式虽然具有

一定的可信度和亲和力，但传播范围有限。往往只能在

小范围内传播，难以突破地域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这些美食。 
②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偶尔会对非遗美食进行

报道。比如在一些地方的美食节目中，会介绍当地的非

遗美食，展示其制作过程和独特风味。然而，传统媒体

的受众面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影响

力有限。而且传统媒体的报道往往是一次性的，缺乏持

续性和互动性，难以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效果。 
③一些旅游景区会将当地的非遗美食作为旅游资

源进行推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品尝非遗美食来

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但这种宣传方式受旅游季节和

旅游目的地的限制较大。只有当游客来到特定的旅游

地点时，才能接触到这些非遗美食，无法实现常态化的

宣传。 
④非遗美食传承人可能会参加一些美食展会或文

化活动，展示自己的美食作品。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非遗美食的知名度，但展会的时间和地点有

限，参与的人数也相对较少。而且参加展会需要投入一

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对于一些小型的非遗美食企业

或传承人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 
宣传渠道单一会限制非遗美食的发展和传播，使

其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为了

改变这种现状，需要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宣传渠道，利用

新媒体、社交平台、线上线下活动等方式，提高非遗美

食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2.1.3 非遗美食宣传内容单一 
（1）非遗美食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国内，这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认知度。非

遗美食作为一种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地域和人文特色，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

由于宣传范围的局限，很多外地和海外人士无法了解

到这些美食的魅力所在。而且，对于非遗美食的宣传，

大多以图文模式为主，这种宣传方式在当今数字化时

代显得较为传统和缺乏创新性。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

加快，信息获取渠道也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单一的图文宣传模式难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无法

满足他们对多样化媒体形式的需求。 
（2）宣传图片大多只停留在成品图，缺少制作过

程的记录，这使得观众无法深入了解美食的制作工艺

和文化内涵。同时，配文内容也较为单一，主要围绕美

食的地址和口感展开；虽然地址和口感是吸引消费者

的重要因素，但仅仅强调这些会使得其非遗美食的文

化价值挖掘不够深入，容易使美食被那些本就对非遗

美食文化背景缺乏了解的外地和海外人士视为普通的

食物，无法突出其独特性和珍贵性。 
2.1.4 市场竞争力需加强 
（1）如今餐饮市场品类繁多，非遗美食要在众多

美食中脱颖而出很不容易。在城市繁华的美食街，网红

美食层出不穷，它们凭借新颖的外观和极具创意的营

销方式，迅速吸引了大量顾客的目光。相比之下，非遗

美食往往显得较为传统和保守，在外观和营销手段上

可能无法与网红美食相媲美，这使得非遗美食在竞争

激烈的餐饮市场中，难以突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吸引

到足够的消费者。 
（2）新媒体领域竞争激烈，各种信息层出不穷。

非遗美食的宣传容易被海量的其他内容淹没，难以吸

引到足够的关注。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上的内容更新速

度极快，非遗美食的宣传可能在瞬间就被新的热点和

话题所取代。另一方面，新媒体用户的注意力往往比较

分散，他们更容易被那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和趣味性

的内容所吸引，而对于相对传统和严肃的非遗美食宣

传可能缺乏兴趣。 
（3）品牌意识薄弱。美食既是一种文化资源，又

是一种文化商品，而品牌是识别商品的辨别器。随着市

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增加，品牌意

识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如今，我国品牌意识薄弱表现在

多个方面，一是缺乏品牌认同感，导致商品难以形成独

特的品牌文化和价值观，使其难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是无明确品牌定位，就不易在消费者心里留下深刻

的印象；三是品牌形象模糊会造成品牌价值流失；四是

忽视品牌价值无法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五是缺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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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传播；六是忽略品牌创新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

境，无法在市场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七是轻视品牌

保护以及未能持续品牌建设等[2]。这使得在对外宣传时，

辨识度不够高，难以让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 
2.1.5 非遗美食宣传主体单一 
非遗美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

产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前期研究、中期规

划、后期落实，这样才能够促进非遗美食文化合理开发

和有效传承。但是部分地方缺乏长久且充足的资金投

入，影响非遗美食文化的传承和开发。一方面，规划建

设存在问题，没有对资金投入进行科学预测；另一方面，

项目建设中存在重复开发利用的现象，导致资金浪费。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建立良性的资金保障体系，非

遗美食文化传承和开发资金不足[3]。 
2.2 非遗美食外宣翻译困难 
2.2.1 非遗美食宣传人才缺乏 
（1）缺乏专业知识：正确翻译非遗美食关键在于

深入理解其文化和历史背景。许多翻译者可能未能充

分掌握这些复杂的文化细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容易

出现误解或信息不准确的情况。例如，中国的“月饼”在
中秋节期间具有特别的文化和情感意义，若缺乏对这

一背景的了解，翻译者可能无法有效传达其文化重要

性。 
（2）地方方言和习俗：非遗美食往往深植于特定

地区的文化之中，这些地区的方言和独特饮食习惯可

能难以为外语受众所理解。例如，“老醋花生”中的“老
醋”（成熟醋）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定含义和制作工艺，

而直译可能难以传递其文化精髓。 
2.2.2 非遗美食外宣文化差异 
（1）不同文化对食物的认知、接受程度和烹饪方

法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使用特定动物肉类或某些调味

料在某些文化中可能不受欢迎或存在道德禁忌，这可

能导致非遗美食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降低，如中国的狗

肉节就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较大争议。 
（2）每种文化中有其独特的用餐礼仪和习惯，这

些差异可能会引起误解。例如，中文中把“吃饱了”表

达为“吃撑了”，这在汉语环境中是常态表达，但在英

语中直译可能带有负面情感，导致误解。 
2.2.3 非遗美食文化术语翻译困难 
一些非遗美食的名称和相关术语在其他语言中缺

乏对应词汇，导致翻译时无法准确传达其文化背景，缺

乏对应词汇会导致翻译失真，无法有效传达其独特性。 
（1）地方方言和习俗的翻译：许多非遗美食的名

称和相关术语深植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中，缺乏

恰当的外语对等词汇。例如，“辣椒麻婆豆腐”这一名

字涵盖的文化意义和情感色彩，直接翻译为“Spicy Ma 
Po Tofu”可能无法完全表达其深层次的文化和情感内

涵。 
（2）情感表达的差异：非遗美食中的某些描述在

其文化背景下富有情感，而直接翻译可能使这种情感

消失，从而降低了吸引力和亲和力。 
（3）非遗美食的成分和制作方法：非遗美食的制

作包含特定的技术和材料，这些在翻译时需要详细解

释，以便读者理解其独特性。如“北京烤鸭”的制作涉及

复杂的腌制、吹风、烘烤等步骤，简单的直译无法传达

其精细的工艺和风味的层次感。 
（4）地方方言和习俗：不同地区的方言和饮食

习惯可能影响翻译的准确性，需深入了解非遗美食地

区的文化，以便做出合适的解释，防止翻译信息的不

全。 
2.2.4 非遗美食外宣文化差异 
（1）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

非遗美食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差异。例如，某些食材或烹

饪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不被接受或难以理解，导致

传播受阻。 
（2）用餐礼仪和习惯的不同也可能引发误解，影

响非遗美食的体验和传播。 
2.2.5 非遗美食文化术语翻译困难 
一些非遗美食的名称和相关术语在其他语言中缺

乏对应词汇，导致翻译时无法准确传达其文化背景，缺

乏对应词汇会导致翻译失真，无法有效传达其独特性。 
（1）地方方言和习俗的翻译 
（2）情感表达的差异：非遗美食中的某些描述在

其文化背景下富有情感，而直接翻译可能使这种情感

消失，从而降低了吸引力和亲和力。 
（3）非遗美食的成分和制作方法：特定成分和制

作方法的专业性会让外语读者难以理解，需详细解释

其独特的材料来源和制作过程，以增加理解度。 
3 非遗美食外宣的改善意见  
3.1 译者的要求 
3.1.1 坚持文化自信原则和文明互鉴原则 
在翻译时，译者应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助力中外文化交流。通过翻译之桥，促进中华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文化活力”，讲好中国

故事，助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既要求译文能彰显

中国文化特色，又要善于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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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译者应充分考虑受众对文本的接受度。译者在准确

严谨的基础上，要尽量确保译文符合外国读者的文化

认知[4]。 
3.1.2 深入了解非遗美食的文化背景： 
在翻译前期，译者需要查找详细的有关非遗美食

的文化背景资料，全面理解非遗美食的历史与文化内

涵，确保翻译的准确性。非遗美食最大的特点，就是其

蕴含的文化价值。有些非遗美食和地方方言例如，格瓦

斯的翻译需要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理解其来源、历史

背景，才能使译文更好体现出其文化价值。 
3.1.3 翻译人才培养： 
目前，针对非遗美食外宣的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

化，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规则、具有良好

中国文化修养的跨语言翻译人才，更好地助力不同国

家的人们深入了解中国非遗美食文化，促进非遗美食

外宣，推动非遗美食走向世界[5]。 
3.2 翻译策略 
3.2.1 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手段：在翻译与食

材相关的词语时，应首先忠实原文。在翻译中运用比喻、

类比等修辞手法，将复杂的文化概念转化为更易理解

的形式，使其他语言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并加深理解。译

名尽量体现传统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西

北地区不乏名称 极具文化内涵的传统美食。如：长寿

桃便可译为“peach-shaped longevity rice ball”，体现其

“长寿安康”的祝福韵味。然而一味地遵循文化贴合策

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一些传统美食名称中含有暗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翻译时很难将修辞手法体现出来，其

文化内涵也难以为西方文化理解。因此，在翻译这些美

食名称时，不必过度纠结文化贴合略，化繁为简，翻译

出美食的材料和烹饪方法即可。如金线油塔可译为

“crispy fried noodles”。 
3.2.2 适当音译。在饮食方面，中西有很大差异。

许多中国传统美食的原材料在英语国家难以找到与之

对应的词汇。因此，这种词汇不对等的情况又要求我们

适当运用音译方法。因此我们可以采取语音贴合策略，

若汉语拼音较为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则，则可直接音译

使用。若拼音不符合英语发音规则，读起来十分拗口，

则要放弃使用音译方法，采用意译并加以注释[6]。 
3.3 媒体融合 
3.3.1 利用平台实时更新内容：随着文化交流的发

展，非遗美食的翻译内容能及时反映新的文化理解和

社会热点。例如，在重大节日或文化活动期间，相关美

食的制作和背后的故事可以迅速被分享、翻译和传播，

这不仅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也提高了公众对非遗美食

的关注度，确保翻译始终保持相关性与时效性。实时更

新的内容有助于吸引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的受众，

通过结合流行趋势和当下社会话题，非遗美食的展示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而是通过视频、图文等多

媒体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和体验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种跨平台的内容整合，不仅提升了非遗美食的传播

效果，也促进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和欣赏。 
3.3.2 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研究和运用，制定科学

合理的宣传策略。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

和传播者。例如，利用热门话题和事件进行借势营销，

提高非遗美食的曝光。在外宣传统非遗美食时，还可以

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对外宣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如借

助图文、视频、动画的辅助，让外宣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吸引用户关注更便于用户深入理解，提升外宣工作的

影响力[7]。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和有效性，非遗美食外

宣平台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实时监测受众反馈和

参与度，根据观众的兴趣和需求调整内容策略。运用动

态调整机制使得非遗美食的传播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

信息传递，而是形成了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

增强了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3.3.3 创新宣传内容与形式： 
（1）内容：在非遗美食的宣传中，创新内容与形

式是吸引观众、增强文化认同感的关键，特别是通过讲

述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历史，可以深刻展现其独特

价值，提升受众的兴趣和参与感。非遗美食不仅仅是味

觉的享受，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每一道传统美食都有

其独特的起源、制作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故事。通

过深入挖掘和呈现这些背后的文化背景，可以帮助观

众理解每道菜肴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例如，通过纪录片、

短视频或访谈节目，讲述某种美食的起源传说，或者展

现其在节庆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让观众感受到这道美

食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深厚情感。强调非遗美食的

现代适应性和创新发展也是宣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讲述非遗美食在现代生活中的转变，如与新式烹

饪技术的结合、健康饮食理念的融入等，可以激发年轻

一代的兴趣，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

精髓，也展示了非遗美食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 
（2）形式：将非遗美食结合新媒体技术，创造丰

富的视觉和听觉体验，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利用

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动人的音乐和生动的影像，将非

遗美食的制作过程、食材选择及其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可以让观众在感官上得到全方位的体验。此外，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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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美食节、展会等活动是提升非遗美食国际认知度的

重要途径。通过与外国厨师和美食爱好者的交流，不仅

可以展示我国非遗美食的独特魅力，还能够分享其背

后的文化故事。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有助于增进对非

遗美食的理解和欣赏，促进跨文化的对话与合作。同时，

参与这些活动也为非遗美食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创意，

使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将已搭建的非遗美食平台与境外旅游机构、国际

文化组织之间建立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的合作传播模式，

通过各自平台宣传彼此的非遗文化和文化项目，从而

丰富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的传播渠道[8]。 
3.4 非遗美食进行创新助力外宣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国际传播环境的日益开放，

非遗美食的外宣翻译已经突破了地域、时间和媒介的

限制，使其能够有效地传播到全球各地，为国际受众提

供了接触非遗美食的机会。因此，非遗美食的外宣翻译

应重视不同传播渠道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拓展

媒介应用方式，从而形成合力，促进非遗文化的全球传

播[9]。 
在非遗美食的外宣过程中，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

求和口味至关重要。为吸引年轻消费者，可以开发符合

他们偏好的时尚美食，如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的

创新菜品。此外，举办美食体验活动，例如非遗美食工

作坊和现场制作表演，不仅能让消费者亲身参与，还能

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些举措不仅能

提升非遗美食的吸引力，也能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在进行翻译内容宣发时，要充分利用媒体矩阵的优势，

需要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进行内容深耕和差异化运营。

只有当某个平台突出表现，才能在资源集中时形成多

元化的繁荣局面[10]。 

非遗美食的创新与推广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

径，更是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通过结合传统

技艺与现代消费者的口味，打造新颖的产品和丰富的

体验活动更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非遗美食的传

承。未来，非遗美食将与新媒体技术进行更好地创新与

融合，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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