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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民族史诗的外译为讲好中国故事注入新的动力。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

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探讨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居素甫·玛玛依唱本在全球化背景下

对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研究聚焦《玛纳斯》翻译与传播的行动者网络构建，详细分析

了项目发起、翻译过程及出版传播三个阶段中多个行动者的角色与互动关系。本文认为，通过深入分析

《玛纳斯》的翻译与出版网络，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文体特点、文化功能及表演特征，还能为民族史

诗的外译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借鉴。《玛纳斯》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翻译与传播工作对促进跨文化对话、增强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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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the key of a nation and its peopl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ethnic epics inject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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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into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Gusev Mamay’s recension of the Kyrgyz epic “Manas” in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flue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actor-network i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nas”, analyzing in detail 
the roles and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actors across three stages: project initiation, translation pro-
cess, and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net-
work of “Manas”, we can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its poet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functions, 
and performative features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ethnic epic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nas” hold great significance in fostering cross-
cultural dialogue and enriching cultural diversity, while also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direc-
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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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战

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

力与影响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逐渐融入翻译研究领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玛纳斯》作为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态”史诗，与《格萨尔》《江格尔》齐名，是中国三大英雄史

诗之一。长期以来，《玛纳斯》主要以口头演唱的形式在柯尔克孜族内部传承，传播范围较为有限。目

前，国内对《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研究多聚焦于译本翻译及民族志研究，而对其背后成书的

行动者网络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之上，聚焦《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传播过程并提出问题：

唱本最终呈现的过程中构成了何种行动者网络？各个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其出版发行在传播

中国故事中有何现实意义？本文回答了这些问题，旨在为中国民族史诗的外译与传播提供新的思路与借

鉴。 

2. 行动者网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社会学家迈克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约

翰·劳(John Law)开创性地从社会学视角对科学技术展开研究，标志着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
ory, ANT)的兴起与发展[1]。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是由多元行动者通过互动构建的网络系统，行

动者通过持续的协调与再协调、定义与再定义彼此关系及身份，从而不断塑造与重塑社会结构。在 ANT
框架下，“行动者”不仅限于人类，还包括非人类实体，其作为行动者的资格取决于其是否对情境发展

或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可观测的影响[2]。 
布泽林(Buzelin)率先将 ANT 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用以分析翻译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5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宋雨琪 
 

 

DOI: 10.12677/ml.2025.136559 31 现代语言学 
 

生产与传播过程。例如，汪宝荣运用 ANT 理论，通过对《红高粱》译本生产过程的详细描述，揭示了中

国文学在西方传播的网络构建机制[3]。 
翻译活动的行动者网络可以分为翻译生产网络与译作传播网络。前者涵盖与翻译过程直接相关的各

类行动者，例如项目发起者、译者、出版社、图书馆、编辑等，这些行动者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实体。译

作传播网络则涉及出版机构的运作、专家学者的书评以及网络读者的评论等。这些行动者虽各自遵循不

同的逻辑运作，但在行动过程中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翻译传播网络[4]。 
综上所述，尽管基于 ANT 的翻译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相关成果仍相对有限。未来研究应致力于

推动社会学理论与翻译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这一理论框架。 

3. 《玛纳斯》英译现状 

作为柯尔克孜民族的文化瑰宝，史诗《玛纳斯》在世代口耳相传中逐渐成型，生动展现了柯尔克孜

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这部被誉为“柯尔克孜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的史诗巨著，既是世

界文学殿堂中的璀璨明珠，更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部口头文学经典跨文化、跨地域的国际传播离不开翻译的关键桥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玛纳

斯》史诗从文本化伊始就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苏联率先将四卷本吉尔

吉斯文《玛纳斯》译介为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和塔吉克文，开创了这部史诗多语种传播的先河。 
然而，这部口头史诗在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口头表演到书面文本、从民族语言到多

语种译介的复杂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网络构建过程，其中翻译

活动扮演着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4. 《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中的行动者网络 

4.1. 项目发起 

《玛纳斯》翻译工作的启动阶段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涉及多个人类与非人

类行动者的协同作用。核心行动者包括新疆文联、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居素甫·玛玛依唱本、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5]。这些行动者通过各自的角色与功能，共同推动了史

诗《玛纳斯》从口头传统向文本化、多语言化传播的转变。 
在项目发起阶段，人类行动者发挥了主导作用。新疆文联作为主要的组织者，负责协调资源与人员，

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政策与组织支持。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凭借其语言专业能力，承担了史诗的记录与初步

翻译任务，成为翻译网络中的关键执行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则为田野调查与记录工作提供

了地方支持，确保了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6]。 
非人类行动者在网络构建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为翻译提供了基础；出版

社与出版物则作为媒介将翻译成果进行广泛传播。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充分运用自身功能与属性，对人类

行动者的行为与决策产生影响。 
1978 年，新疆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决定重启《玛纳斯》汉译工程，进一步扩展了行动者网络

的规模。新疆文联、中央民族学院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抽调人员组成《玛纳斯》工作组，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则提供了资金与学术支持。这一过程凸显了行动者网络中不同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

同时也暴露了网络协调中的复杂性。 
2004 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玛纳斯》汉译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联合成立了《玛纳斯》汉译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

强化了行动者网络的组织性与专业性。领导小组下设翻译组、柯汉对照组、文字加工组及审定组四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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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构，分别承担翻译、校对、文字润色与最终审定的任务。此次翻译工作以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 2004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柯尔克孜文本《玛纳斯》为蓝本，组织通晓柯尔克孜语与汉语的专业人员进行分

册翻译。这一阶段的翻译工作不仅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与协作，还通过专家评审机制确

保了翻译的质量与权威性。 

4.2. 翻译过程 

在《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翻译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协作网络，呈现

出独特的权力互动机制。这一阶段的核心行动者包括采录人员、翻译人员、居素甫·玛玛依唱本、柯尔

克孜文手稿以及翻译工具等。 
1960 年，采录人员作为田野调查的直接执行者，通过三个月的实地走访建立了原始数据库，其工作

方式直接影响着史诗记录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居素甫·玛玛依在《玛纳斯》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完成了史诗

的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的补唱工作，并担任翻译顾问。从最初的表演者到补唱者，再到翻

译顾问，其权威地位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强化，这样的角色演变体现了文化主体在翻译网络中的能动性提

升。翻译人员郎樱与玉赛因阿吉则承担着文化转译的关键职能，他们的语言能力与专业判断决定了史诗

在目标语中的呈现形态。 
非人类行动者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网络构建作用。柯尔克孜文手稿作为文化载体，确保了文化记

忆的延续性。录音设备作为技术中介，实现了口头传统向文本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史诗的传播方式。

各类翻译工具则规范了语言转换的标准，成为协调不同语言系统的重要行动者。 
2004 年，翻译工作按翻译、柯汉对照、整理、评审、审订、校订等程序进行，确保了翻译工作的系

统性与专业性，这标志着网络运作的成熟化。翻译过程中，翻译小组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确

保译文与原诗一致，同时兼顾汉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既约束了各行动者的行为边界，又为跨文化转换提

供了共同遵循的标准。 

4.3. 出版传播 

史诗《玛纳斯》的出版传播阶段构成了行动者网络的最终实现环节，涉及出版机构、专家学者、读

者等多方行动者的协作。各类行动者形成了稳定的网络结构，共同推动史诗进入更广泛的文化传播场域。 
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主要出版机构，不仅承担着文本物质化的重要职能，更通过出版策略影响着史

诗的社会定位。专家学者则以书评的形式将玛纳斯文化与大众进行连接，构成文化资本向社会影响力转

化的关键环节[7]。 
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出版物直接影响读者接受程度。2006 年《玛纳斯》汉译稿的完成标志着史诗突

破了单一语言传播的限制，而 2012 年后系列出版计划的实施，则构建一个文化接受过程。这些物质载体

不仅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还为史诗的多模态传播提供途径。 
通过出版传播，《玛纳斯》不仅突破了口头传播的限制，还实现了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为史诗的

保护、传承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8]。各行动者的协作既保持了史诗的核心文化基因，又使其获得了适

应现代传播环境的新形态。 
总而言之，《玛纳斯》的翻译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行动者网络实践，涉及多个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

协同作用。从项目发起、翻译过程到出版传播，构成了多个行动者网络。每个阶段的网络既保持相对独

立性，又通过核心行动者居素甫·玛玛依唱本的持续性存在形成有机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文

化再生产体系。不仅实现了史诗从口头传统到文本化、多语言化传播的转变，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559


宋雨琪 
 

 

DOI: 10.12677/ml.2025.136559 33 现代语言学 
 

5. 结语 

《玛纳斯》作为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瑰宝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翻译与传播不仅是对民族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随着《玛纳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史诗外译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系统梳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发起、翻译、

出版三个过程的行动者网络，揭示了人类行动者(如翻译人员、学者、出版机构)与非人类行动者(如唱本、

出版物、翻译工具)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一系列互动表明，《玛纳斯》的跨文化传播并非单一过程，

而是不同行动者不断协商、竞争乃至对抗的动态网络。他们共同塑造了史诗的文本形态与社会意义，最

终形成强大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共同推动《玛纳斯》史诗从地方性知识向国家文化资源转变[9]。然

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该理论对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阐释不

足，难以充分揭示史诗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 
基于研究发现，未来《玛纳斯》的外译需要充分发挥行动者网络的作用。首先，应加强国际学术对

话，推动建立跨国界、跨学科的协作网络，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其次，要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创新，充分利用玛纳斯唱演结合的特点，加强文化互动性。在全球化的今天，《玛纳斯》史诗的

传播实践提醒我们，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其意义不仅在于语言

的转换，更在于构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本研究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1] 邢杰, 黎壹平, 张其帆.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效用[J]. 中国翻译, 2019, 40(5): 28-36+188. 

[2]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4): 23-35. 

[3] 汪宝荣.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6(12): 20-30. 

[4] 骆雯雁.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名与实及其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意义[J]. 外语学刊, 2022(3): 55-61. 

[5] 付跃. 多媒介视角下的《玛纳斯》翻译与传播[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工业大学, 2020. 

[6] 依斯哈别克·别先别克. 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汉译出版综述——以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异文第一部为例[J]. 
民间文化论坛, 2012(2): 19-24. 

[7] 冯全功, 张慧玉. 论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J]. 中国出版, 2017(6): 39-43. 

[8] 梁真惠, 冯硕. 史诗《玛纳斯》域内翻译传播研究[J]. 民族论坛, 2012(2): 83-86.  

[9] 王峰, 乔冲.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J]. 中国外语, 2023, 20(5): 88-9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559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行动者网络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n Actor-Network Theory Study of Gusev Mamay’s Recension of the Kyrgyz Epic “Manas”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行动者网络
	3. 《玛纳斯》英译现状
	4. 《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中的行动者网络
	4.1. 项目发起
	4.2. 翻译过程
	4.3. 出版传播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