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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常德作为湘西北的区域中心城

市，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发达的科技、完善的通讯设

施，保持着与外部世界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但在这种交流

中，常德所独有的地方文化的生存、发展却异常艰难。常德丝

弦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常德有悠久历史并深为广大人民

所喜爱的地方特色文化。近年来，尽管常德市政府及各级文化

主管部门不遗余力地多举措促成地方文化发展，但常德丝弦的生

存、传播依然举步维艰。这对新时代促进常德经济社会转型发

展、建设文化名城显然是不利的。

1　常德丝弦的传播意义

全球化是自上世纪以来伴随着科技进步扑面而来的人类社会

发展的潮流。但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促成了社会的精细

分工和经济的快速繁荣，另一方面，它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方式对

各地方文化的冲击也极为猛烈。因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

新、发展常德丝弦，使之不至于湮灭于全球化的惊天洪波之中，就

成为摆在常德地方文化工作者面前的艰巨历史任务。

从历史角度看，常德丝弦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它与外地、外

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交流与融合中创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这其实是各国、各民族文化、文明兴盛发展的唯一正途。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如今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独存以及晚清闭关锁国招致落

后挨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昭示着着文化交流的巨大积极意义。

常德丝弦作为常德极具魅力的地方特色文化，只有不固步自封，

与他域文化多向交流，在内容与形式上大胆创新，才能确保其永

具艺术魅力，生生不息地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各国、各

地方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至2020年，中国在经济规模及经

济整体发展水平上已超过美国，但美国凭借其强悍的科技和文化

软实力，依然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霸权国家。只有当常德丝弦的

观众由常德扩展到域外甚至海外时，世界才会被它独有的艺术魅

力所吸引，将常德的历史故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而提升常德的世界影响力，促进常德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这样以文化软实力带动地方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也必然

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1]。

2　常德丝弦发展现状

常德丝弦起源于宋朝，清朝初年形成清丽高亢、慨然激越

论全球化背景下常德丝弦的对外传播

杨一欣
湖南大学，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常德丝弦是有着数百年历史、极具地域特色与艺术魅力、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地方曲艺，是常德的地方文化名片。
常德市推动建设文化名城和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给常德丝弦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也指明了新方向。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新时代，作为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当然应该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坚持改革，大胆创新，专注创作，振兴常德丝
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全球化；常德丝弦；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常德市文化名城引导资金项目《互联网时代常德市文化定位与传播策略研究》。

的表演风格，是流行在沅江、澧水流域的地方曲种。因其表演时

主要使用扬琴、琵琶等丝弦乐器，并用常德方言进行伴唱，所以

又被称作常德丝弦。2006年，常德丝弦被国家文化旅游部列为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早期的常德丝弦只是古代文人雅士在茶楼、

酒肆中的自娱自乐活动，清初开始走向民间，进入普罗大众视野。

300余年来，经过数十代民间艺人的辛勤创作与表演探索，它已经

发展成为覆盖中国西南官话区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地方

曲艺剧种，成为常德地方文化的名片。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40年，是常德丝弦立足本土、持续

发展的40年。其表演的舞台延展到了东亚、东南亚、欧美诸国，

实现了走出国门的第一步；被文旅部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常德丝弦的研创高度重视，理

论研究方面也有诸如《常德丝弦研究》等著作面世等等。但总体

来看，这种态势与人们对常德丝弦发展的心理期待，以及作为地

方强势文化有力带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

要表现为如下互相关联的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科学化的管理体制，研创队伍不确定。目前常德丝

弦的研创、表演主要依赖市文化管理局的少数管理干部和演员，

辅之以来自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的丝弦爱好者。研创队伍不专门、

不专业，所有研创者都各有自己的“铁饭碗”，搞丝弦研创仅仅是

他们的“副业”，成则有名，败不担责，研创的紧迫感不足。在研

创表演方面，管理部门没有出台相应有力的激励、奖惩条例，这

当然不能让从业者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充分展现他们

的艺术才华[2 ]。

二是作品内容开掘不深，表演形式单一。常德丝弦本来就是

在口耳相传的基础上，由民间说唱演变而来的地方曲艺，几百年

也未曾诞生具有开创意义的“宗师”级大家。因而，浓重的乡土

气息和严重的鄙俗化倾向就是它的双面特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

如何将当代生活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曲艺表演的内

容之中，如何把普通话更多融入到常德方言的表达和唱词之中，

让常德丝弦真正成为能被外地艺术爱好者所理解认可、老少咸宜、

雅俗共赏的高雅艺术形式，就成为摆在广大研创人员面前的急迫

难题。

三是创新力度不大，融入现代科技手段不足。同蜚声艺术界

的其它地方曲艺如黄梅戏、花鼓戏一样，常德丝弦也是以“唱”为

主的地方曲艺，表演节奏缓慢，艺术的“叙事”功能相对薄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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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台词中暗含脏话。影片为达到过审的要求，那这种暗语是万
万不能明说的，所以绝对不能使用F 开头的词。此处助理译为
assistant，这就为文字游戏铺了路。通常英美影视中会用ass-
来暗示自己的厌恶情绪，译者在此处也采用了这种方式，给出
译文为“Thanks to our mother's union, I end up with you
being my ass-istan”。这样既表达出暗示的脏话，也表达了
对影片另一人物锅贴的厌恶，一举两得。

例 5 ：原文台词：“就这么残酷，就这么无情，就这么
无理取闹”。此处原文台词借用了琼瑶剧经典台词排比句式，
说起来如同连珠炮，朗朗上口又让人忍俊不禁。翻译在此处采
取了压尾韵的手法，译为“rut h l e s s ,  s o u l l e s s  a n d
senseless”, 准确地将原文的气势表达出来，也达到了搞笑的
目的。

《囧妈》这部电影展现出了丰富的文化负载词，多维度呈
现出丰富的中国文化。在梳理分析它的英文字幕翻译的时候，
应当本着学习借鉴的态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主要使用意译
的方法，也采用了直译、音译等方法。这启示我在翻译过程

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不能机械照翻。我
们在翻译的时候要深刻理解两种文化，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
通之处，才能让语言更好地充当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帮助中国
文化被更多的人认识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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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的普遍认知度不高（在这一点上，常德丝弦甚至远不如黄

梅戏和花鼓戏），更难以适应如万花筒般的现代生活快节奏。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常德方言作为西南官话同普通话语音表达相对

接近的优势，增加舞台表演“说”的戏码，增强其叙事功能，

拓展其受众群体。除此之外，设置三维舞台背景和多彩电子声

光传送也足以强化舞台表演的梦幻效果。

3　常德丝弦的传播途径

首先，在内容上，常德丝弦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创作出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曲目。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艺术家在创作中，要时刻牢记为人民而写作的宗旨，把发

生在广大人民群众身边、为他们所熟知的故事编入曲目，反映

人民心声，引起群众共鸣，夯实艺术的群众基础。从历史上

看，《刘海砍樵》本是发生在常德的古代民间传说，但在几十

年前却被花鼓戏捷足先登，成为花鼓戏的经典曲目，这怎么说

也是常德丝弦创作的尴尬[3]。

其次，要积极主动借助网络、影视作品，嵌入常德丝弦片

段，扩大常德丝弦的影响力。在现代传媒领域，网络、影视

是最具时效性和艺术震撼力的传媒工具，充分运用这些现代传媒

手段，扩大常德丝弦的影响，当然是常德丝弦发展的不二选

择。但近年来，由常德文化宣传部门鼎立资助、题材与常德历

史密切相关的几部影视作品，并未在这方面作必要尝试。艺术

的跨界渗透和影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

常德文化部门之间的森严壁垒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

再次，要努力创新适应不同环境需要的、多样化表演方

式。传统的常德丝弦都是一人一戏，有演出必需则因陋就简、

随时搭台开腔。凭演员的唱功和即时整合内容的天赋能力博取喝

彩。这种表演方式的最大优势是表演的即时性，有利于演员自

由发挥、有利于普及。这也是常德丝弦历经数百年仍有顽强生

命力的根本原因。不足之处是表演随意，难以不断积累和提

高。显然，作为成熟的当代艺术曲种，常德丝弦需要有在集体

创作基础上形成的完备系统的脚本、华丽优雅的服饰、五花八

门而又富有地方特色的道具以及流光溢彩的舞台，更需要有能适

应不同演出情景、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双人、多人表演方式。

最后，在传播方式上，要突破现场表演的传统单行道模

式，紧跟当代互联网、新兴媒体和现代数据库发展的步伐，综

合运用诸如舞台美光、飞弹字幕、同声传译等现代科技，努力

扩大常德丝弦的受众面，让常德丝弦真正成为既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又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现代曲艺[4]。

总之，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有数百年历史的常德

丝弦的发展确实遇到了当代快节奏生活和文化消费前所未有的挑

战。但有挑战就有机遇，只要我们广开视野， 上下同欲，主

动拥抱经济文化全球化浪潮，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不合理的文化

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大胆创新，专注创作，我们就一定会迎

来常德丝弦的艺术春天。

常德丝弦走出去，则中国常德必然成为世界的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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