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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原则指导下‘信天 ， 

歌词文本的翻译研究 
— — 以王宏印教授《西北回响》为例 

王会娟。胡德慧 

(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信天游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和特色，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如何恰当地把这颗民族文化瑰宝翻译成外语，让信天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必须先走好翻译这个 

最基本的一步。但目前对信天游翻译的专项研究仍处于极度贫乏状态。一方面应改善这种状况，另一 

方面也为以后的信天游翻译提供一些借鉴。先介绍信天游歌词的特点，再讨论 “三美”原则指导下信 

天游的翻译，最后得出，在翻译信天游时应充分考虑到歌词特点和独特的意境，尽量做到 “三美”，以 

便更好的将信天游进行宣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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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作为陕北民歌中一种特别的体裁，最能 

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和特色，曾一度被誉为是中华 

民族音乐殿堂里的 “音乐活化石”。这一艺术奇葩 

以她特有的风姿独秀于艺苑之林，脍炙人口，成为 

陕北一大特色，已被世人所公认。而今，中国正大 

踏步走向世界，中国的民族文化越来越在西方得到 

认可。信天游独特的演唱风格和高亢激扬的音乐魅 

力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受到越来越多 

音乐界人士的关注。因此，如何晗当地把这颗中华 

民族文化瑰宝传播到世界舞台，让信天游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信天游，了解陕北民歌， 

就必须先走好翻译这个最基本的一步。本文将在前 

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 ‘‘三美”原则为研究视角， 

探讨信天游歌词文本的翻译。 

然而，目前对信天游翻译的理论上的专项研究 

作品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与国内高度重视、国外更 

多人期待、中国向世界大步迈出的步伐的状态严重 

有失平衡。因此，本文希望能稍微弥补这一空白， 

为信天游唱响世界尽点滴之力。由于可参考资料不 

足，本文将在参考王宏印教授的 《西北回响》一书 

和其他几篇为数不多相关翻译研究作品上，从 “三 

美”原则的角度，探讨信天游歌词文本的翻译。 

一

、 信天游 

(一)信天游简介 

‘信天 ’又名 ‘顺天 ’。顾名思义，是 ‘‘让 

内心情感随着歌声的翅膀在蓝天大地自由地遨游 “。 

它是陕北民歌中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民歌， 

有极强的风格和个性，是陕北民歌的一种特殊演唱 

形式。因以前交通不便，货物全靠骡、驴驮运，专 

门从事此种劳动的 ‘‘赶脚的”(又称 ‘‘脚户”、‘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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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在险峻的沟壑中行走，心中难免会有孤寂 

和苦闷的时候，为了自娱自乐排解孤优，或表达自 

己的苦闷、思家之情侧I匝其自然咏唱而成。其曲调 

悠长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美。内容多样，包括 

爱情、婚姻、日常生活、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等等。 

情歌是信天游的精华，如民间传唱的 《三十里铺》、 

《拦羊的哥哥》、《赶牲灵》、《送情郎》、《泪蛋蛋抛在 

沙蒿蒿林》、《走西口》等都是隋歌的代表作品。嘲 

(二 )信天游歌词的特点 

信天游歌词的基本特征是优美、生动、形象、 

凝练，既充满生活气息，又朗朗上口，悦耳动听 。 

同时在表达内容时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又充满了率 

直、质朴之隋，所抒的情感有极强的真切感。旬式 

方面长短旬兼有，字数灵活多变。 

1．多样化的修辞手法 

第一、歌词中出现很多号子、垫字音节。 

常用的垫子和号子如 “哎咳’、“那爪，’、“咳咳’ 

或 ‘嗨Ⅱ}每，’等等，虽然这些音没有实际意义，但却 

能淋漓的体现歌词意境上雄浑、高昂的感觉。如： 

上一道 (那个 )坡 (来)坡 (哎吆吆哎 )， 

下一道 (哎咳 )梁 (哎 )。 

想起了 (那个)小妹妹 (哎吆吆哎)， 

好心慌 (哎哎哎 嗨嗨 )。 

第二、善用拟人和夸张手法。如： 

想你哩 ，想你哩， 

口唇皮皮想你哩 ， 

头发梢梢想你哩 ， 

舌头尖尖想你哩。 

将 “口唇皮皮’、‘‘头发稍稍”、“舌头尖尖’拟 

人化，造成连口唇皮皮、头发稍稍、舌头尖尖都想 

念的印象，充分表达了想念之深切。 

有时也用夸张的手法来造成对比的悬殊和夸张 

的气势。如： 

这么大 (的个)锅来，锅来 (哎)下不了两 (了) 

颗颗米， 

这 么旺的些火来 (呀哎)，烧 (呀么)烧不热 

(个)你 。 

将 ‘‘大锅”和 ‘两颗米’、“旺火”和 ‘烧不热” 

进行再对比，再用 ‘ 么’夸大对比程度。 

2．有大量陕北本土方言 

歌词中大量的有极强地方色彩的方言和土语是 

陕北民歌的另一大特色，也是陕北民歌区分于其他 

地方民歌的标志。比如 ‘你妈妈打你不成才，露水地 

里穿红鞋!”这个 ‘ ’的音并不是发成 ‘ e’’，而 

是同 ‘ ’发成 ‘1laf’。再比如，蒯 匕人把 ‘牲 口” 

叫做 ‘‘牲 ’，所以 《赶牲灵》就是指 ‘‘赶牲口”； 

‘兜叉 ’中的 “兜兜’指的是衣服口袋；《把你的 

白脸脸调过来》中的 “咱们二人手拉手，—搭里走。” 

‘L搭里 ’指 ‘ 起走’；《哪哒哒也不如咱山沟沟 

好》的 ‘那达JL"指的是 ‘哪里、哪儿’’等等。 

3．有大量叠词 

这些叠词精练质朴、形象生动，不仅增强了语 

言的节奏，也更能表达歌词的内容，如： 

晾得见那林林哟嘹不见个人， 

我泪 (格)蛋蛋抛在 (哎呀)沙蒿蒿林。 

“泪格蛋蛋”就是指 “泪”，“格”字无实际意 

义，但却很形象更生动的表现出 “泪”的巨大，不 

是 “泪珠’或 ‘钼滴”，而是 ‘钼蛋蛋’。 

再比如：“白脸脸坐在哎高梁地，毛眼眼看人 

有注意”、“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朵朵毛眼 

眼照哥哥” 和 ‘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 

白牙牙对着哥哥笑”中的 “毛眼眼”、“满口口”、 

“白牙牙”这些叠词既表现了女孩的美丽，又出神 

地流露出恋人之间的甜蜜、火热、柔情。 

4．有非常形象的拟声词 

在 《走绛州》中有多处经典的例子，如：‘担 

上了扁担我走绛州，筐儿绳儿剌拉剌拉嘣”，‘推上 

了小车我走绛州，轱辘辘儿咕噜噜儿转’和 “一辆 

小车吱扭吱扭吱 (呀呼咳)，吱扭吱扭吱吱扭吱扭 

(呀呼咳)”等等。“剌拉剌拉嘣”、“咕噜噜儿”和 

“吱扭吱扭l吱'’等分别动态地模仿了筐子绳子震颤 

时剌拉剌拉的声音，小车前行时轱辘转动的咕噜噜 

儿声和前行时吱吱扭扭的声音。 

万方数据



第 3期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67 

二、“三美”原则指导下信天游 

歌词文本的翻译 

(一 )歌词文本 

歌词文本与演唱文本不同，它以文字文本为主， 

注重文本的音韵特点和意境，近似诗歌的翻译。可 

以当作阅读文本，也可以是演唱文本的基础。 鉴 

于信天游歌词的独特性，要将信天游的歌词含义准 

确传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在翻 

译时只追求原词的最佳近似度是时不够的，还要达 

到意美、音美、形美。 

(二 )“三美”原则及信天游的翻译 

“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诵习一字，遂 

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 

形美以感目，三也。”是鲁迅在 《自文字至文章》中 

首先提出 ‘‘三美”之说 旧。后来，许渊冲先生提出 

了 “意美、音美、形美”三理论，并将之应用到文 

学翻译中。 

1．“意美”是指要再现原诗词的意境美 

信天游是陕北劳动人民表现感睛最自然、最直 

接的形式，有着丰厚的感隋和意义。因此，在翻译 

中，必须将原作中表现出来的酸、甜、苦、辣真切 

自然的再现，充分展现原作的意境美，与原作保持 

高度统一，才能收到和原作同样的效果，俘虏读者 

的情绪，引起读者共鸣。“毛ltEI~E'’如果不加任何 

斟酌直接翻译可能会闹大笑话，相比之下，译成 
“

charming eyes”既能显现女孩眼睛的漂亮，又能显 

现男子对女孩的爱慕和怜惜之情。 

在陕北，人们通常把女朋友或对象称为 “干妹 

’或 “干妹嫌’，这个 “干妹 ’和真正意义上 

的干妹妹、或者妹妹的意思差距甚大，因此，不能 

用 ‘"orother'’、“sister'’来表示。如：“听见哥哥唱 

连声哎，妹妹喀嚓嚓的打了一个颤哎。”中的 “哥 

哥，’、‘蛛 ’就是陕北人在以这种特殊的用语称呼 

自己的心上人 ，如果按字面意思译成 ‘"orother'’、 
“

sister,’不但歪曲了原词的意思，而且原词中那种 

饱质朴、含蓄、羞涩之|晴也消失殆尽。因此，译成 
‘'

my dear，my hone~ my sweet，my darling⋯”，能 

更加贴切地表现原意中浓浓的柔情蜜意。 

再比如：“这么大的锅怎么可能下不下两颗颗 

米，这么旺的柴火又怎能烧不热个你’用了夸张手 

法，要重新将源语夸张、雄浑的意境表现出来最好 

选用强调或感叹的手法，王宏印教授在《西北回响》 

译为 “Such a big pot can't hold much millet，Such a 

burningfireCan’twarmyouup．”两个 “Sucha+名词+ 

can’t+动词⋯”句型，完美的重现了原作的夸张之 

境，加强了对比的语气。 

2．“音美”是指译作的节奏及韵律与原诗的 

对应程度 

信天游歌词中有很多拟声词，如 “一头毛驴踢 

塌踢塌踢(呀呼咳)，踢塌塌踢塌踢(呀呼咳y’(《走 

绛州》)，英文的 “Clip—clop—clip—clop—clip'’可以将 

毛驴走路时有节奏的声音效果生动的表现出来。 

但 “一根扁担软溜溜的溜 (呀呼咳)，软溜软 

溜软溜软溜溜 (呀呼咳)”中，要将 “软溜溜”生 

动的表现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三个字 

既表现了扁担担上重物时上下晃悠震颤的状态，又 

透露出了扁担在晃悠震颤发出的声音。王宏印教授 

译为 ‘‘A shoulder-pole is SO soR and springy,So soft 

and springy,SO soR and springy'’，虽然和 ‘敬溜溜” 

之境不是完全相同，但 9个 “S”音也能让人联想 

到 “嘶嘶作响”的扁担颤动声，创造了另外一种无 

以言状的音美 。 

《走西口》是信天游的代表曲目之一，其歌词 

近乎五言诗的格调，尾部以 “ou，’押韵，读起来朗 

朗上口。因此，在翻译时最好也能重现原文这种风 

姿，达到音美。王宏印教授将之译为： 

哥哥你走西口， My honey goes to Xikou。 

妹妹 (呀)犯了愁。Ifeelworriedaboutyou． 

哥哥你走西 口， My honey goes to Xikou， 

妹妹送你走。 I say good-bye to you． 

哥哥你走西1：2， My honey goes to Xikou， 

小妹妹不丢手。 1 won’t let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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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可以直接采用异化翻译法翻译成‘Thkou'’， 

每行以 ‘‘0 ’结尾，非常押韵，而且形式工整，五 

言对仗，堪称完美。 

3．“形美”主要指译诗的行数与原诗的行数 

是否一致、分节是否相当 

即便是不把节奏和韵律当作首要考虑因素的歌 

词文本，翻译时也应力求形式优美，分节恰当。如： 

口唇皮皮想你哩，头发稍稍想你哩， 

眼睛仁仁想你哩，舌头尖尖想你哩。 

I miss you on my eager lips， 

Imissyou onmyhairtips， 

I miss you on my eyeballs， 

Imissyou onmytonguetip．例 

连续四句 “Imissyou onmy⋯”旬式，漂亮工 

整，不但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JI颐序，而且 

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视觉层面的形式特征，对仗、 

排比等修辞层面的形式特征，更淋漓尽致的表达了 

主题，达到了原作同样的效果。 

三、结语 -- _1 -一、 ，日 

信天游处处渗透着陕北的民俗风情，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笔丰厚遗产。因此在 

翻译时应充分考虑歌词特点和独特的意境，尽量做 

到意美、音美、形美，以便更好的将信天游进行宣 

传与推广，更原汁原味地向世界展现信天游的独特 

魅力。我们坚信，在相关政府部门、翻译界、文化 

界、艺术界和广大热爱信天游、热爱民族文化人士 

的共同努力下，信天游很陕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 

识、所了解，也将唱出国f-j，唱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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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ric Translation ofXin Tian You under 

the Theory of Three Beauties 

WANG Hui-juan．HU De-hui 

(School ofForeign Studies，China University ofMining and Technology,Jiangsu 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Xin Tian You，which represents the beauty and characteristies ofnorthern Shanxi folk songs best， 

has always been treasured as a 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 gem．Its unique singing style has attracted an increasing 

numberofpeoplefrom allovertheworld．Translationisthefirst steptointroduceXin Tian y0Ⅱtotheworld． 

However,the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Xin Tian You iS rather limited．Beginning with topic in- 

troduction，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es ofXin Tian Yo u lyric，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under the 

beau ofthesound, form andmeaning．At1ast， this studydrawsthe conelusionthatthetranslationinthis 

field should reach the standard of three beauties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a ll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que 

styleand artistic conceptionofXin Tian You． 

Key words： northern Shanxi folk songs；Xin Tian Yo￡，： translation；th／~ebea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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