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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

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

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

统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的文化建设方针，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觉醒、复兴和整合具有非常积极的促

进作用。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

的发展突飞猛进，不仅在国内蓬勃发展，呈现欣欣向荣

之势，而且在海外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文学著作

和学术专著越来越多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冲出国门，

走向世界。1

1.民间故事的特点

民间故事通常时代久远，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成长

历程。民间故事一般以口头形式的传播为主，口口相传；

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情节略显夸张；民

间故事多采用象征手法，充满幻想，来自于民间生活，

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生活现实本身，很多蕴含超自然的因

素。因此，民间故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民间故事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很多民间故

事虽然在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幻想成分，但是大部分内

容都立足于现实生活，故事的主题、主要情节和角色都

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从神话演变而来的寓言、传说、笑

话等等，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影子。

其次，民间故事具有模糊性。故事发生的时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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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人物一般不像历史记录一样详实可靠，民间故事的

要素一般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民间故事往往注重的

叙述注重趣味性，着重交代关键性的情节，而不是对细

节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

最后，民间故事在主题、情节和人物等方面有明显

的类型化倾向。

2.海南民间故事研究现状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

核心。文化不仅是展示一个国家形象和内涵的载体，它

作为一种产业，也会带来强大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

国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确立为国家战略，更加重视文化

产业的发展，以及寻求如何实现更好的文化输出，使中

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势在必行。民间故事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汇通与

融合的关键，翻译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

播意义显而易见。在海南省发展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

海南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为国家加强文

化传播和国际对话建设，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着重要

的作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海南民间故事的研究基本都停留在

对民间故事本身的收集、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其传承

和保护，极少涉及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李默（2014）

指出海南民间故事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英雄人物故事，

这些英雄人物中有神话式英雄人物形象、传奇式英雄人

物形象和常人式英雄人物形象。通过分析不同性质特征

的黎族英雄人物形象，探究黎族人民特有的价值观与追

求。陈玮（2015）通过把海南民间故事和希腊伊索寓言

对比分析，研究认为海南黎族民间故事和伊索寓言一样，

蕴含了海南黎族人民在日常劳动中积累下来的道德观念、

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寓言化特性，富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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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作用。周琳琳（2015）认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

响，海南民间故事中海洋色彩浓烈，因此重点分析了海

南民间故事的海洋文化因素，认为海南民间故事处处洋

溢着浓郁的海洋文化精神：冒险开拓精神、求变创新精

神、团结互助精神和兼容并蓄精神。杨文静（2019）从

长期以来海南黎族人民的鸟图腾崇拜文化出发，探讨了

“化鸟”这一形式的海南黎族民间故事。这类故事中人

幻化为鸟，表现海南黎族人民对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和痛

苦的斗争和不满，对劳动人民和英雄人物的赞扬和崇拜，

对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憎恨和反抗，以及对未来幸福美好

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3.调查方法

为了了解海南民间故事在海外的传播、特别是英语

世界的传播情况，此次调查首先通过收集文献进行研究，

收集国内外有关海南民间故事的著作和论文，进行归纳

整理和分析。然后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式，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法，了解海南民间故事海外的传播现状。

最后运用归纳总结法。归纳总结出海南民间故事海外的

传播的问题。其中，访谈中采访了 86 位英语为母语的外

国游客，并通过这 86 位游客发放调查问卷 152 份，其中

有效问卷 144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7%。这些受访者

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爱

尔兰等，身份不尽相同，有医生、教育工作者、律师、

社会工作者、家庭主妇和自由职业者等。

表1　访谈统计表

国籍 人数 职业 人数

美国 30 医生 7

英国 26 教育工作者 9

澳大利亚 14 律师 7

加拿大 6 社会工作者 16

新加坡 8 家庭主妇 8

爱尔兰 2 自由职业者 22

其他 0 其他 17

4.海南民间故事在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4.1 海南民间故事传播效果不理想

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性，作者首先到当地采集海南

民间故事，确保资源的准确性；其次，与当地居民交流，

深入当地民众的生活，了解现在海南民间故事传递的内

涵；再次，根据现有的民间故事翻译的理论和资料文献，

了解民间故事翻译的策略和特点，选择恰当的表达（翻

译）方法，才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更有利于海南民

间故事的传播和交流。在知网上输入关键字“海南”和

“民间故事”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有关海南民间故事的

研究文献 30 篇，其中只有 2 篇属于外语文献，相对于中

国民间故事研究的 2514 篇文献而言，这个数量微乎其

微。关于海南民间故事研究的基金项目，共查询到三项：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重点课题“黎族

民间童话与海南地方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海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黎族民间故事与动画电影的

融合研究”；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黎族民间

故事对区域民俗文化发展影响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海南民间故事是以口头传说的

形式存在的，是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所以目前

在的记录上存在不少的问题，很多海南民间故事各个县

市流传不一致，没有统一的版本，以《大力神》为例，

五指山和崖州古城流传的版本就有很大不同。并且海南

民间故事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海南民间故事的传播和宣传。更为令人失望的

是对于海南民间故事收集整理成册的书籍、研究的专著

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目前均未查询到。

受访的 86 位游客中，在来海南前，对海南的了解甚

少，均未从任何途径听说过海南民间故事。34.88% 的受

访者到达鹿回头或五指山的时候听导游或者朋友提起过

《五指山的传说》或《鹿回头》的故事，并且了解不详，

甚至出现理解偏差。在 144 分问卷中 13.9% 的参与者表

示未能准确的理解海南民间故事想要表达的意思和内涵，

只有 6.9% 的参与者认为海南民间故事促进了他们对海南

黎族、苗族人民了解的愿望。

4.2 海南民间故事海外传播渠道少

目前，中国民间故事传播在海外的传播途径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第一种比较流行和受欢迎的形式就是改变成影视在

海外发布，如比较成功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哪吒

闹海》和《木兰辞》等。但是中国民间故事改编成影视

作品的现状仍然有很大需要进步和提高的空间，不仅是

拍摄数量太少，而且在海外传播的程度不高。比如花木

兰的形象在海外之所以比别的民间故事中的任务形象更

为走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

和电影作品，但是中国民间故事与海外合作改编成影视

的占比非常小，这也是造成中国民间故事在海外传播比

较困难的原因之一。

第二种是书籍译本，这种译本的民间故事种类丰富

多样，基本上包含了中国文化和民间故事的各个方面，

幻想故事有魔法故事、宝物故事、动物故事等，生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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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奇巧婚姻故事、巧女故事、机智人故事等，以及民

间笑话和民间寓言等。这些译本比较偏好于经典民间故

事的翻译，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

女》和《孟姜女哭长城》，不仅有英语译本，而且有日

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韩语等。受国外读者对中国民

间故事的喜好影响，译本更新比较快的种类基本上集中

在爱情故事和人物传说上，这些种类的译本在海外的传

播状况比较好。但是，这些书籍译本相对于中文版的中

国民间故事而言不仅种类有限，而且数量非常有限。其

他相对较少的传播渠道还有学校课堂、图画书籍和网络

传播。

不难看出，以上几种海外传播途径目前都比较倾向

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经典之作。而海南岛作为孤悬海外

的小岛，受地理和历史因素影响，海南岛的文化根性和

中国大陆的主题文化也不尽相同。海南民间故事是以口

头传说的形式存在的，受海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呈现海南各族人民古老又独特的历史文化痕迹，海南民

间故事属于“小众”产品。海南民间故事在国内传播和

接受的范围相对于其他民间故事少之甚少，这对于其在

海外的传播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目前，海南民间故事显然达不到文化“走出去”的

期望，不仅在海外的传播有待加大，而且对海南民间故

事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也急需进行，这样才有利于海南

文化的传播，加大人们对海南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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