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 现代交际·2019 年 19 期

[ 作者简介 ]姬艳辉，枣庄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

现代柳琴戏传播与发展
——以《墨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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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戏曲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但由于戏曲的不可译性，导致目前相关译作甚少。近几年随

着国力的提升，全球出现了“中国热”，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文化、经济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对我国传统戏剧

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发展机遇。通过以《墨子》为例对柳琴戏进行研究，从语言风格、剧目内容及受众接受度分析了现

代柳琴戏《墨子》的翻译可行性，为促进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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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涉及面十分广，与各个流传区域都有着

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些传统戏曲以各地的方言为唱腔基础，

曲目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历代的故事传奇、风土人情，

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目前统计出来的戏

曲类别约有三百六十多种，涉及的剧目数达到一万多个。

不过翻译成外语的戏曲种类却不多，并且很多都是节译本，

全译本非常少。

有三方面原因导致了目前这样的情况，第一是传统戏

曲的不可译性。由于中国戏剧集舞、乐、诗于一身，并且

蕴含着大量的文艺、历史以及语言知识等，很难被汉字文

化圈以外的学者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可译的。第二

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译者及传

播渠道去宣扬传统戏曲。三是因为全球化不断推进，西方

文化不断涌入，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

转变，使得传统戏曲传承陷入极大地的危机。就当前情况

来看，年青一代大都关注流行音乐，很少会有对传统戏曲

感兴趣的，部分剧种曾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除此之

外，全球化的推进和新媒体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戏剧

跨文化传播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戏曲文本翻译就显得

愈发重要了。

一、柳琴戏的艺术特色
传统剧种及剧目如此繁多，戏曲翻译又如此复杂困难，

对于普通的译者来讲，目前什么样的剧种及文本可以作为

戏曲翻译实践的首选呢？ 

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柳琴戏。柳琴戏在 2006 年进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柳琴戏主要是指应用

柳叶琴伴奏的地方戏，其还被称为“柳琴书”，1953 年正

式定名为柳琴戏。柳琴戏发源于清末鲁西南地区的临沂、

枣庄一带。随后受到百姓的喜爱并逐渐推广，主要分布在

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接壤交界地区。 

柳琴戏是由田间地头的农民，平日劳作之余自发娱乐

的表演形式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有两到三人一起表演。所

以，柳琴戏的唱腔带有十分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给人一

种热烈和粗犷的感觉。和京剧、昆曲、越剧比起来更加的

生活化，戏曲文本直白易懂。此外，柳琴戏唱腔中还蕴含

了很多古声古韵和多种高腔转调，历史和美学价值十分大。

就当前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对外传播研究

体系，经典剧目物译介数量也非常少，甚至连影像视频和

舞台演出视频双语字幕都很少见，亟待相关译者投入热情

填补这个空白。

二、现代柳琴戏《墨子》翻译可行性
柳琴戏作为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多年的发展，

剧目已经非常丰富，特别是近来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代戏。

比如山东省滕州柳琴剧团立足于墨子故里的优势创作了现

代柳琴戏《墨子》。该剧描写了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墨子

一生的主要活动，蕴含了墨子的高尚品格与人格。柳琴戏

《墨子》一经推出，就迅速引起反响，并受多地邀请演出，

剧中应用了很多现代化元素，并在传统柳琴戏原有风格和

形式上进行了再创新，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也弘扬了墨学

文化。

译者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戏曲文本作为翻译的主体时，

作品的选择不仅需要充分考虑内容和观众喜好，同时还得

有效结合民族特色。尤其需要注重那些具有普世情怀以及

情感积淀的作品。现代剧墨子就非常符合这样的选择标准。

墨子及其思想在过去的百年间被广大西方读者所熟知。墨

学的主导思想“兼爱非攻”，与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人如己”

有异曲同工之处，西方社会研究墨学的人大有人在。再加

上我国第一颗量子卫星就以“墨子”命名，这更是促进了

墨子及其思想的传播，使得更多人对其有了了解和认知。

三、现代柳琴戏传播与发展分析——以《墨子》
为例

1. 规范柳琴戏演出团体管理与扶持方式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在管理与扶持柳琴戏演出团体过程

中，应该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加强相关政策的推出，为柳

琴戏演出提供更多渠道和良好环境。一方面，各级文化主

管部门应该对当前从事柳琴戏表演的团队采取精细化管理，

遵循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具体可以从政策、

资金等方面着手。同时还需要为柳琴戏《墨子》表演搭建

良好平台，将柳琴戏《墨子》推向国际；另一方面，各级

文化主管部门应该鼓励广大柳琴戏创作者在剧作《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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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着手，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交流，尽力为柳琴戏《墨

子》培育国际发展土壤。依托不同部门与机构的合作，实

现优势资源共享，为柳琴戏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除此之外，

为了使柳琴戏《墨子》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各级文化

主管部门还应该引导柳琴戏从业人员广开思路，积极创新。

而这就要求相关人员要懂得市场运作，知道怎样更好地推

销艺术产品，最终收获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使得

更多人了解《墨子》。

四、结语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现代柳琴戏《墨子》具有很高的

可译性。此外，柳琴戏的跨文化传播要在传播方式上做到

多元融合，用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扩

大柳琴戏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同时，还应该

充分发挥各个传播主体的作用，例如政府文化部门、民间

团体和戏曲爱好者等，努力让更多剧目走出国门，促进传

统戏曲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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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充分考虑国际市场情况和审美方

向，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柳琴戏更好地与国际戏曲爱好者

接轨，更加高效地实现长远稳定发展的目标。

2. 加强国际柳琴戏人才培养

对于柳琴戏传播与发展来说，人才是最为关键的一项

内容，因此必须强化人才培养，树立人才意识，着重打造

一支素质强、业务精以及国际推广能力强的柳琴戏表演队

伍，有效解决当前艺术人才短缺问题。首先是要有资金，

具体可以由政府主导，牵注入社会资本，以此来为柳琴戏

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其次是要有途径。加强与

国际戏曲爱好者的沟通，为柳琴戏《墨子》演出者获取更

多海外交流沟通的机会，开阔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专

业知识，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最后是要有政策。国家需

要结合实际情况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艺术爱好者传

承与发展柳琴戏。有了这几方面的支持，再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组织表演者参加各种学习班、海外交流会和研讨

会等，有目的性、计划性地培养出一批专门的人才，为柳

琴戏《墨子》国际传播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推动

我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

3. 注重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将柳琴戏《墨子》传播与发展完全寄托于政府支持，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该从文化结构

讽刺和批判封建制度。洪汛涛和封建文化之间有着很远的

心理距离，他深受反对金钱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主义思

想影响，封建时代的中国对于他而言是伦理被金钱和权势

所扭曲的“异域”，因此对等级森严的封建思想持批判态度，

对迷信金钱和权势的统治者进行讽刺。

三、结论
《王佛脱险记》和《神笔马良》基于同一民间传说，

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异域性上差别巨大。《王佛脱险记》

构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温情的人际伦理，而《神

笔马良》基于金钱和权势的异化的人际伦理这种差异来源

于作者不同的写作目的；基于法国文化的尤瑟纳尔表达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而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洪汛涛表

达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

本研究对比了两部作品的异域性并且揭示了原因，有

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入地探索中国民间传说在国外作家和

中国作家笔下的差异，也有利于跨文化对比研究。但是，

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仅从一个角度异域性开展研

究。对于以后的研究，可以从异域性理论入手，深入探讨

异域性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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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2 页）系——学馆的教师看见马良出于经济上

的弱势地位，甚至斥责他“穷娃子想拿笔，还想学画？做

梦啦！”，然后将他无情地赶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

里的师生关系是缺位的，因为被金钱和权势异化的伦理不

允许有高于金钱的关系存在。而故事中的皇帝可以随意命

令马良作画，“马良不肯去，他们把他拉去了”，皇权对

于人身自由的践踏被赤裸裸地暴露了。这里，作者并没有

构建一个“父子”式的传统东方式的师徒关系或者平等的

人际关系，而是构建了赤裸裸基于金钱和权势关系的人际

伦理。这些异化的伦理对于写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提倡

共有和平等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作者，是一个异域。

简而言之，《王佛脱险记》中的人际关系既有专制压迫，

又有人际之间和谐温情的一面，充满了作者对于中国文化

中和谐一面的积极的异域想象；而《神笔马良》中的人际

关系则只有被封建制度所附属的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所扭

曲的冷漠一面，来源于作者对于封建文化的压迫人性的负

面的异域想象。

二、两者异域性差异的根本原因
两者异域性差异的原因是写作目的的不同。

尤瑟纳尔的写作目的是表达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欣赏

之情，并且在构建古代中国这一异域的同时，反观自身的

母文化。她以法国文化这一“他者”身份观察中国古代文

化，产生了对于古老东方文明中恭敬与和谐的人际伦理的

向往。她藉此来表达对于 20 世纪初期西方世界过于物质

化的反观。

与之相反，洪汛涛的写作目的是基于社会主义视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