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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作为陕西地方戏曲之一，萌生于西汉华阴县卫

峪乡双泉村一带，由最初纤夫与船夫的号子渐变为以篙击船

的说唱表演，后演变成以惊木击板的老腔，唐宋时期，老腔

开始以皮影戏为载体，成为独立的戏曲剧种，到了明清时

期，老腔进入辉煌阶段，当时华阴县内活跃着 10 余个老腔

戏班。但是，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华阴老腔开始没落，

说唱表演一度终止。改革开放后，华阴市相关部门对老腔进

行过搜集整理工作，但由于抢救保护措施力度不够，以致老

腔濒临危亡。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华阴老

腔于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一、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意义
保护并传播华阴老腔。黄友义认为，中国文化能否走出

去、能走出多远、走出多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工

作的质量 [1]。事实上，华阴老腔曾先后在美国、德国、法国

等国家演出，但观众大多是海外华侨，外国观众很少。除了

不了解中国文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华阴老腔表演语

言是中文，确切地说是陕西方言，而目前并没有华阴老腔剧

本被完整地译成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极大地限制了华阴老腔

的传播。因此，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华阴老

腔英译研究，不仅能保护华阴老腔这一濒危文化遗产，而且

能促进华阴老腔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提高丝绸之路语境下陕

西地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

扩大华阴老腔观众群。随着华阴老腔系统翻译研究的开

展，从事翻译实践、教学的教师、学生、图书编辑乃至翻译

界与图书出版界会逐渐广泛接触到华阴老腔，深层次地了解

华阴老腔剧本故事、发展史、艺术特色以及承载的地域文化

特色等。

丰富戏剧翻译实践。华阴老腔英译研究能丰富中国戏曲

翻译实践活动，完善戏曲翻译理论，引起翻译界对濒危地方

传统戏曲的关注，更好地推动我国濒危地方传统戏曲的英译

推介。而且华阴老腔英译研究可以促使华阴老腔多语种翻

译，进而让全世界更多的民族来分享和欣赏具有大西北色彩

的传统戏曲形式，为保护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到应有

的责任。

二、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现状  
目前，国内外不少翻译家就京剧、昆曲、评剧、川剧、

苏剧、黄梅戏等进行系统完善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代表

人物如杨宪益和戴乃迭、汪榕培、Mulligan、Scott、Dolby 等

人。相比之下，华阴老腔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外翻译界的关注，

除了在电影《白鹿原》里英文字幕里出现过华阴老腔《将令

一声震山川》的英文翻译，目前并没有对华阴老腔说唱词进

行系统的翻译实践及研究，华阴老腔英译研究亟待进行。

三、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原则
国内戏曲英译方面成就最大的应属杨宪益和戴乃迭、汪

榕培等人。杨和戴认为，戏剧语言翻译须简明通俗，以便读

者欣赏并理解其中文化 [2]。汪榕培提出“传神达意”的戏曲

英译翻译标准 [3]。

国外一些学者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戏曲英译进

了深入研究，提出一些翻译理念。Birch 提出了元明戏剧英

译时有关节奏因素的折中处理策略，来解决中国戏剧用语英

译文演出的问题 [4]。Crump 认为，在元杂剧曲牌翻译时，应

按原作节奏和句格来处理译文 [5]。Wichmann 以《凤还巢》

为例，探讨了以演出为目的、由国外演员演出、并最大限度

保留原作韵味的戏曲翻译问题 [6]。国外的戏曲翻译大多提出

归化译法，巩固了英语语言的霸权地位，不利于保持异国情

调，甚至损害中国文化形象。

而笔者认为翻译目的论对于华阴老腔翻译更具指导意

义。Hans Vermeer 提出翻译目的论，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

言之间的转换，还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有目的有意图的人

类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 [7]。华

阴老腔英译目的是为了帮助外国观众了解剧情发展，读懂剧

本内容，促进华阴老腔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力，从而传播中

国文化，而非用英文进行华阴老腔表演，所以本研究将华阴

老腔英译目的定位为剧本可读性，而非表演性，译文对象为

对华阴老腔感兴趣的外国观众。华阴老腔英译的终极目的是

传播中国文化，所以，如果英译过程中一味使用归化翻译原

则，迁就目标语观众的语言表达习惯而忽视华阴老腔文化特

征，传播华阴老腔及中国文化的目的就实现不了。而另一方

面，如果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一味使用异化翻译原则，完全

无视目标语观众的语言表达习惯，那么译文将生涩难懂，保

了形却失了神，会让目标语观众不知所云，最终也无法了解

华阴老腔剧本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华阴老腔英译应遵循

异化归化结合，力求达意传神，确保译文顺达。

四、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难点
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过程中，笔者发现华阴老腔英译存

在以下困难：

韵律美难体现。华阴老腔最大的特点是格式化，说唱词

大多押韵，具有内在的韵律美。常见句式为五字句、七字句、

十字句，如“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

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便是七字句式，押 an 韵。再如

“白绸子黑段子都闪贼光，长袍子短褂子都是衣裳，大麦面

小麦面都能擀面，剩下个玉米面咱打搅团”便是十字句式，

前两句押 ang 韵，后两句押 an 韵。由于汉英语言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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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华阴老腔英译意义、原则、难点，希望能激发起研究者对华阴老腔翻译研究的兴趣，

进一步促进华阴老腔的保护及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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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韵脚很难在翻译中体现。

修辞美难保留。华阴老腔常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来描绘事

情，刻画人物，抒情达意，其中，比喻和对比的使用最是常

见。要保留华阴老腔说唱词中的修辞，又要译文形音俱美，

这对译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战。

质朴美难处理。口语化是华阴老腔的另一大特点，唱词

贴近百姓生活，使用大量谚语和歇后语。如“女娲娘娘补了

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就

成了黄河。”口语化的说唱词以及承载的民俗文化让华阴老

腔彰显着大西北黄土地的质朴之美，同时也给译者提出了难

题。

古典美难传递。华阴老腔很多传统剧目皆源自中国古

代，唱词中有很多文言骈句，极具古典美。如《罗成征南》

中罗成的一段说白，“岂不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文言格式的说唱

词本身对于译者理解就有一定的难度，将其准确无误地译入

目标语，同时传递出说唱词所体现的古典美，也为华阴老腔

翻译制造了一定的难度。

五、结语
华阴老腔英译研究对于华阴老腔“走出去”起着桥梁作

用，只有对华阴老腔进行英译研究，华阴老腔才能真正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像京剧、昆曲等传统戏剧一样，为更多的

国外观众所了解，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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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用哥特式艺术手法刻画的人物在今

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带有觉醒

的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哥特式艺术手法在英美戏剧文学中的

重要地位。

（三）艺术主题确定应用渗透

不论是场景还是人物，都是为戏剧文学的主题而生的，

在哥特式艺术手法下，故事主题往往具有较崇高的道德范

畴，通过神秘、恐怖的氛围能够强化读者对作品的情感体

验，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线。“痛苦的思维会产生崇高的

道德”，这是西方著名文学家伯克曾经说过的，只有通过充

满深刻痛苦色彩、黑暗阴暗憎恨才能够体现对幸福和美好的

追求。哥特式主题能够对读者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和感染力，

在刺激读者心灵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

超出了文学范畴的一种道德情感。

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都具有这些主题特色，例如以爱情

为主题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欲望、复仇为主线的《哈

姆雷特》，以及《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用哥特式艺术手法

渲染作品中的恐怖气氛，同时也表达人物对命运、困境奋力

抗争的决心。但是，弘扬“真善美”是莎士比亚文学作品最

终的情感归宿。哥特式艺术手法在戏剧文学作品里强烈的艺

术对比特性，能够在激发读者潜在道德意识方面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通过这种经典戏剧作品的传播，人们能够更加正

确地认识人性中的恐惧、阴暗本性，从而激发出人们更多的、

崇高的道德情感，哥特式艺术手法让英美戏剧文学的艺术主

题更加深刻，影响力更为广泛。

三、结语
哥特式艺术手法在英美戏剧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尤其是在人性善恶揭露、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高

尚道德评判等方面发挥着明显作用。哥特式艺术手法是英美

戏剧文学中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哥特式

艺术手法有效推动了英美戏剧文学的更好发展，即便是在创

作方法更加多样化的今天，哥特式艺术手法仍然在英美戏剧

文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对英美戏剧文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十

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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