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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翻译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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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学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它的对外译介可以向国外受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整体来看民间文学译介工作仍处于基

础阶段。本文通过《黄氏女宝卷》的译介，展示了民间文学译介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起到更好的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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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间文学是是中国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

断的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的社会生活产

物，其中凝聚了人民的精神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间

文学内涵着民族特色、民族传统和和它的文化底蕴。[1]中国

有包括《花木兰替父从军》《哪咤闹海》《天仙配》以及《黄

氏女宝卷》在内的民间故事，它们以神话、传奇、唱本等方

式记录了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广大人民的瑰丽幻想，为他们的

童年生活构建了绚烂瑰丽的世界。这些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的

传奇故事，也是民族文化血脉，它们根植于广大人民的生产、

生活方式中，表达了不同年代中人民思想的变化，为更好的

了解人民当时的生活提供研究资料和理论依据。从之前的引

进来到目前的走出去，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

语言能力、文化障碍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阻碍中国文化走

出战略全面落实的重要因素，我们只有做好民族文化的译介

工作才能很好的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宝卷是民间文化的一种，

不断丰富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素养。

二、中国宝卷译介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近 70年是中国宝卷研究从初步研究走向

深入的时期。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国宝卷的研究仍处于

初创阶段，50 年代初，在宝卷编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傅惜华的《宝卷总录》收录宝卷 349 种，胡士莹的《弹词宝

卷书目》收录宝卷 200 余种，李世瑜的《宝卷综录》收录

宝卷 577种。[2]改革开放后，中国宝卷的研究走向繁荣，学

者倍增，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主要在文学、宗教学等方面，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间宝卷，其次是宗教宝卷，研究成果主

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宝卷的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宝卷

的信仰、娱乐和教化功能、宝卷的仪式和演唱形态、中国宝

卷的编目与整理刊印以及中国宝卷的地域性。

宝卷是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性质与敦煌变文相

似，开始为讲经底本，逐渐增加了文学内容而成为群众喜欢

的文学作品。[3]宝卷最初是僧人想要更好的向民众推广佛法，

根据佛教人物编写的富有情节的故事。之后道教和民间宗教

也学习其传播方式，宝卷从而成为重要的民间信仰载体。目

前，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仍停留在文献搜集整理、它的发展以

及其宗教意义阶段，对它的文学性重视程度仍不足。宝卷是

民间宗教、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有重

大参考意义。由于学者对于宝卷的搜集整体工作仍不充分，

尽管存在有很多富有研究价值的宝卷，可供学者研究的有书

面完整记载的仍很少，大多是残本甚至是不存在文字记载。

鉴于宝卷口头传播的“欺骗性”，叙述者可能根据个人情感

因素，对故事中的主人公表示同情或者憎恶，在传播这些故

事时对故事情节有所删改，在经过多个叙述者后，对故事情

节会有很大曲解。故而，为保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为

世界留下一个富有瑰丽变化的想象世界，增多研究宝卷的译

者、加大对包卷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有必要性。

尽管在政府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学译介问题得

到进一步的关注，民间文学译本数量也有了明显提升，但整

体来看，民间文学翻译仍存在译者数量不足、翻译作品数量

有限、翻译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以及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

2.1 民间文学译本数量少

中国宝卷译本数量少有多方面的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译

者一般会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文本或者原文的内容为自

己多熟悉的文本进行翻译，从而最优化翻译效果。虽然国内

外加大了宝卷研究力度，但相对与经典文学的译介，中国宝

卷的翻译起步晚、翻译理论体系相对不成熟，尚属于“新兴

事物”。译者由于不熟悉这类文本，翻译时不能把握其中的

语言风格，故而很多倾向于从事经典文学译介。少部分坚持

宝卷问题译介的译者，可能由于缺少翻译指导、受众少等问

题，最终放弃翻译。同时，国外读者不熟悉民间文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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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荒诞不经的故事集，没有大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从而消弱了海内外学者译介民间文学的热情。

新媒体的出现颠覆了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相对比纸

质阅读，电子图书具有更加快捷、数量多以及价格低廉的优

点，读者有更多的选择性。读者在进入各大阅读网站时，网

站主页一般会推送畅销书籍、经典小说以吸引读者，提高行

业竞争力。由于中国宝卷属于小众读物，善本小、情节不符

合当下主流阅读习惯等，很少有网站会推送民间文学。同时，

多媒体终端对于宝卷来说兼容性很差。宝卷故事情节虽然通

俗易懂，但生僻字很多，在出版之前会经由多人校勘，从而

避免错误。但电子阅读的快速传递和获取信息的特点，决定

了其审核必定不严格，会出现错别字、漏句等问题，降低读

者的阅读体验。宝卷的阅读者要有耐心，细细品味作者精简

用词背后蕴含的深意、体会其中的言外之意，这样才能感受

道宝卷的真正魅力。

2.2 民间文学译名多而杂

宝卷是民间宣讲宗教教义的说唱脚本，内容包括有佛经

故事和民间故事，卷名富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宝卷是“新兴

事物”，多个译者翻译同宝卷的问题很普遍，这势必会出现

多个译名。主要存在在三方面问题。首先，翻译发展史上，

尽管译者认识到译名不统一会出现的问题并尝试去解决这

一问题，但是由与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

译名不统一问题一直存在。其次，译名的翻译需要译者发挥

主观能动性，译者会根据自己的表达习惯进行翻译，从而导

致译名不统一。最后，译者为了区别于其他译本，译者可能

主动选择不同的译名。宝卷译介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和促

进交流。统一宝卷译名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与传播，

多译名不利于宝卷在西方的传播和推广。

2.3 国家间文化差异

民族个性是本民族历史的具体体现，各个民族都具有独

特民族文化。[4]文化负载词翻译一直是影响翻译的重要阻力，

译者在将一种语言翻译至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

很难将语言中的文化内涵传神的表达出来。首先，民间文学

中存在比喻、夸张、渲染、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在译入语

中很难找到一致的对应语，读者很难理解其中的深刻寓意。

其次，民间文学文体包括传说、诗歌、传奇、小说等体裁，

其中的许多表达是隐含的，而西方国家语言是直接明了的说

明想法。最后，《黄氏女宝卷》、《二十四孝图》等故事受到

特定社会背景影响，其中宣扬的妇女投生男身、愚孝等观点

现在是不提倡的。西方读者在阅读到这些片段后，很可能降

低去感受民间故事魅力的热情。

2.4 佛教用词多

佛教自印度传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

教语言在语法上,以长句、完整句为主,文饰辞彩,逻辑谨严,句

子结构沉重,而且重复较多。它的语法结构形式体现着一个民

族特殊的语言习惯。中国宝卷中的主题多是佛教故事，其中

的语言充满了比喻、夸张、象征、描摹等能够引人联想和想

象的修辞手法，这为做好宝卷翻译提出了挑战。[5]对于熟悉

佛教背景知识的中国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作者的表达意图。

但是译入语国家的宗教信仰是以基督教为主，很难理解佛教

语言中的文化观念。在黄氏女宝卷翻译过程中，为了帮助译

文读者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译文，在译本中添加了很多的注释，

用以解释说明原语言文化中特有的文化概念和意象。

三、宝卷翻译在民间文学译介中的地位以及对民族

文化传播的意义

21 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掌握信息等于掌握命脉。[6]文化

传播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

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文化在不断的传

播交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交通工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国与国之间联系越加紧密，文化融合是社会发展的趋

势。它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能无形中提高一个国家的核心

凝聚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有 5000年的史料记

载，以及更久的文化延续，并且从未断流。唐朝时期是中国

最强大的时期，思想、政治、文化以及艺术呈现多元化发展

的特点，国家综合实力强盛。这是因为，唐朝思想开放，热

衷于传播汉文化，同时不排斥融合其他文化。但是，到了清

朝，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认为大清朝地广物博，物

质富饶，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一种

文化要生存以及发展，必须不断走出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

收其他文化。民间文学的成功译介，对民族文化的传播有着

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化译介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民族文化传播的过

程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国宝卷是中华文明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培养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的关

键时期，重视民间文学对我们的民族复兴有重要意义。研究

民间文学的过程，也是了解中华文明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

民间文学具有重大教育作用，寄寓着中国人民的世界观、道

德观、社会理想等，黄氏女故事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3.1 通过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民间文学是我们生产、生活的基础，是繁荣艺术文化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7]由于民间文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

没有掌握文字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因而，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6期 2020 年

民间文学担负着一项主要的使命，那就是传承民众的知识和

经验。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大量的文本都是知识的汇集。

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天地万物的由来和人间秩序的形成，

尽管并非真正科学的知识，却是当时人们认识成果的结晶。

道德规范是传统文化中极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民众历来

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自我道德约束。民间文学中描写的主人

公都是通过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以及严格的自我道德

约束取得最终的救赎，为民众树立了学习的道德典范寓教于

乐，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通过译介民

间文学，可以很好的向外国受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3.2 增强本土文化的整体包容性

文化与经济一样，需要多样化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汲取

养分，才能不断提高生命力。[8]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尊重和允

许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以及本国家各民族内部之间文化个体

差异的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彼此交融和学习。文化是民

族精神的基本体现，其中必然存在着差异性。黄氏女宝卷中

蕴含的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向上的力量以及锲而不舍的人生

态度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它的译介可以实现民族传统文

化的包容性增长，助力文化的长久发展。中西方教义中皆存

在地狱文化，但在价值取向是有很大不同。

四、结论

民间文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人民智慧的总

结，分析民间文学的发展变化也可以从中发现文化思想以及

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对研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

有重要指导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文学研究、译介已

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有着现实意义

和价值。为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学传播效果，我们应注重相关

人才的培养与加大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并制定适当的翻译标

准和策略。在不丧失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应尽可能扩大本

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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