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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诗玛》作为彝族撒尼人的长篇叙事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瑰宝及世界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英译研究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译本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两方面梳

理了《阿诗玛》英译研究现状，剖析该领域存在的局限性，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推动《阿诗玛》

英译及其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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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ong narrative poem of the Yi Sani people, “Ashima” represents a gem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orld’s o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ies hold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shima”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two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ile analyzing the existing limitations i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stud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both “Ashima” translations and related academic i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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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彝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语言、风俗与文学传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多元色彩。《阿

诗玛》是中国彝族撒尼人的一部传统民间叙事长诗，它以独特的叙事和艺术手法，对撒尼叙事诗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彝族文化瑰宝。《阿诗玛》不仅体现了彝族人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还反映了他

们的生活和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作为彝族文化的代表，其英译研究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促

进国际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尽管目前已有不少有关《阿诗玛》的研究，但对其系统性的英译研究仍然不

足。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以“阿诗玛英译”和“阿诗玛翻译”为关键词，检索相关研究的期

刊、硕博论文，在检索出的论文中剔除与英译研究无关的文章后，截止至 2025 年 5 月 1 日，共获得相关

学术论文 39 篇，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样本。本文旨在梳理《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存在

的问题进行剖析。 

2. 《阿诗玛》英译本概述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民族文学的挖掘整理工作，这一时期是《阿诗玛》从口头传

唱转变为书写文字的重要阶段。1950 年，杨放先生的译本首次在《诗歌与散文》上发表，并于同年 11 月

被《新华月报》转载，这可以看作是《阿诗玛》汉译本早期的文献。1957 年，英籍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将《阿诗玛》翻译成英文，名为“Ashima”，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这是《阿诗玛》的第一个英

文全译本。1981 年，戴乃迭根据《阿诗玛》国内整理、修订情况，重新修订了英译本。这个新版本在语

言和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求。2007 年杨德安编写、潘智丹英译、汪榕培

审校的《阿诗玛》汉英对照版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是“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中的一本，

也是由汉语转译。总体来说，由于《阿诗玛》作为口头文化的特殊性，其英译版本皆为汉语转译，与原本

的彝文仍有差别，且译本数量十分有限，与其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符。 

3. 《阿诗玛》英译研究现状 

3.1. 《阿诗玛》研究演进脉络 

《阿诗玛》作为彝族撒尼人民的重要口头叙事诗，自上世纪被整理出版以来，研究起初多聚焦于文

本层面的文学价值与民族文化内涵。早期学者主要从民俗学、叙事学或传统文学批评角度切入，关注其

爱情主题、象征意象及民族精神表达。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单一学科视角为主，虽为《阿诗玛》的学术地

位奠定了基础，却相对忽略了其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实践的重要性。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典

籍“走出去”战略的推进，《阿诗玛》研究逐步实现从单一视角向多维拓展的转型。学界开始重视其英译

实践中的翻译策略、译者身份、文化传播效果等问题，研究范式也从传统文本分析延伸至跨学科融合。

尤其是在后殖民翻译理论、文化传播学、多模态传播、接受美学等视域下，研究者开始探索《阿诗玛》在

全球语境中的再语境化与异质传播路径，展现出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传播场景的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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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对《阿诗玛》英译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国内对《阿诗玛》英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1
年，学者王宏印和崔晓霞从诗学翻译和民族典籍翻译的角度探讨了戴乃迭英译本的特点[1]。国内对《阿

诗玛》英译研究起步较晚，2011 年的这篇文章标志着《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开始。近年来，随着国家对

少数民族典籍文化翻译工作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阿诗

玛》的英译研究迎来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学术支持。与此同时，学者们对《阿诗玛》英译本的研

究兴趣也逐渐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2014 年后，《阿诗玛》英译的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

并于 2018 年和 2019 年达到顶峰，研究论文达到每年 11 篇，相关的文章主要聚焦于译本研究和文化传播

研究。 

3.2. 《阿诗玛》译本研究 

译本研究是《阿诗玛》英译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视角。由于《阿诗玛》英译版本较少，绝大多数

研究皆以戴乃迭译本为参考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归结为从不同理论视角对戴乃迭《阿诗玛》

英译本的研究，总结起来包括：生态翻译学视角、翻译伦理视角、评价理论视角等。另一类是对戴乃迭

《阿诗玛》英译本中所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比如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等。 
中西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常被用于具体考察译本英译情况，学者们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的

多角度研究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应用。例如，朱珠以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

译学视角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巧妙且灵活地运用直译、意译、改译等多种方法，使得原语言所

蕴含的生态文化在译文中得以成功保留[2]。2020 年，朱珠[3]又从翻译伦理视角对戴乃迭的翻译实践进行

了分析。研究指出，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再现的伦理和交际的伦理。在此过程中，她既保留了译

者自身的主体性，又肩负起对文化再现的责任，同时，译者也通过平衡忠实原文和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

程度这两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的有效沟通。2018 年，杨芳梅[4]指出，戴乃迭在翻译《阿诗玛》

时遵循了“忠实于原文”和“功能对等”这两大翻译原则，彰显出翻译伦理中的责任意识。这不仅尊重了

文化差异，同时也提高了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使《阿诗玛》在目标语文化环境中赢得认同感。

除此之外，在 2019 年，杨芳梅和杨红[5] (2019)又依据评价理论中的级差资源概念，对《阿诗玛》的多个

英译本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戴乃迭的译本中，语势和聚焦资源大体上保持平衡。在处理级差资源时，

有时会严格忠于原文的类别，有时会对级差类别进行替换，也存在不翻译原文级差资源的情况。而在潘

智丹的译本中，语势资源有 4 个，聚焦资源有 7 个，基本做到了忠实于原文级差类别的翻译。 
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聚焦戴乃迭《阿诗玛》译本中运用的策略方法，剖析其文

学底蕴、再创造技巧以及对原民间诗歌风格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策略，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探究。2011
年，王宏印和崔晓霞[1]从翻译诗学和民族典籍翻译的角度出发，分析出戴乃迭在翻译《阿诗玛》时，选

择用英国歌谣体来替代原作的叙事诗体，以再现原作的节奏和音韵。这是因为英国和彝族撒尼叙事诗中

都有口头传唱的传统，这种方式能通过调整英国民谣体以适应汉语叙事诗的特点，找到两种诗歌体制之

间的对应关系。2016 年，黄琼英[6]通过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中修辞翻译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在比喻修辞的翻译中，戴乃迭主要使用了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法，转译法次之，省略法使用频率最

低。黄琰[7]在 2018 年探讨戴乃迭在翻译时采用四行诗节的格式和抑扬格韵律，实现了英译本在叙事性和

音乐性方面的双重效果，同时融合了英国民谣诗的传统风格，包括韵律、节奏及文化意象，以使译作更

贴近英语读者。针对于《阿诗玛》中文化负载词，黄琼英和李睿祺[8]于 2019 年对文中的社会民俗文化、

生态民俗文化和物质民俗文化等负载词翻译做出了总结，得知戴乃迭的英译本共使用了八种翻译方法，

其中意译法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也运用直译、省略、替换等方法，以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和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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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传播研究 

此类研究集中探讨了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策略、文化传播效果以及对目

标语言文化的适应性，这些研究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递和变异的过程。戴乃迭的英译

本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的典范，其翻译策略包括采用英国民谣体、保留原作的民族特色、调整语

序和词汇选择以符合英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学者们梳理了在《阿诗玛》戴乃迭英译本中，翻译对文化传

播的影响。 
在《阿诗玛》英译研究中，文化内涵传递是重要方面，学者们也尤为关注。2011 年，王宏印和崔晓

霞[1]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戴乃迭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递的过程。她在翻译中保留了原诗

中的丰富的象征和比喻手法，还保留了象征的喻体和象征的形象，突显了彝族撒尼的民族色彩。 
戴乃迭的特殊文化身份在《阿诗玛》翻译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分别从其对翻译的影响

以及译者主体性展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2017 年，王振平和姜丽晶[9]探讨了戴乃迭作为译者具有中

英双重文化背景对其翻译《阿诗玛》的影响，这种独特身份使她能够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阿

诗玛》时，她可以站在两种文化的视角进行考量。例如，她能准确把握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同时又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彝族撒尼文化有深入了解，这使得她的译文既能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能

较好地被英语读者所接受。尤其是她熟悉英国歌谣体等文学形式，能将其巧妙地运用到《阿诗玛》的翻

译中，为译文赋予了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增加译文对英文读者的吸引力，有助于《阿诗玛》在英语世界

的传播。2021 年，黄琼英聚焦于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了戴乃迭是如何结合中

西语言、文体、文化的差异，利用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跳出单一文化视阈，以文化沟通者的身份进行

译介活动的。作者还认为戴乃是将传递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翻译的第一目标，她所采用的灵活、创造性

的翻译方法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采取的变通策略。 
这些研究揭示了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的，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要如何平衡

文化的真实性和目标语言文化的可接受性。此外，也在启示着译者们通过翻译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实现多文明互动交流。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看，已有学者围绕《阿诗玛》英译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既包括对戴乃迭

译本的理论解析，如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评价理论等，也涉及翻译策略与修辞、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方法，同时延伸至文化传播层面的研究，如译者身份与文化传递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进程来看，尽管国

内起步较晚，自 2011 年起在政策扶持和学术推动下发展迅速，研究重心逐步由对单一译本的聚焦，拓展

为对多维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传播的系统关注。近年来，研究趋于平稳，进入深化与整合的新阶段。 

4. 《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局限性 

在前文对《阿诗玛》英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已在译本细读、翻译

策略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若要推动该领域进一步发展，仍需正视当前研究中存在

的不足与空白。具体而言，主要局限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4.1. 对单译本研究集中度过高 

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戴乃迭(Gladys Yang) 1957 年翻译的版本，该译本因其历史地位和文学质量

成为研究重心。然而，2007 年由潘智丹英译、杨德安编写、汪榕培审校的《阿诗玛》汉英对照本，却长

期处于学术“边缘”状态。该译本作为面向青少年和对外文化传播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之一，其

英译语言风格更具普及性，文化说明更为明显，更贴近当前国际汉学语境。然而，除个别词汇对比研究

外，尚缺乏系统的译本文本分析、目标语文化适应性研究与接受效果评估。此种对多译本差异性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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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忽视，导致研究无法呈现《阿诗玛》多元翻译实践的全貌。 

4.2. 定量研究不足 

当前关于《阿诗玛》英译研究多以质性分析为主，如个案研究、文本解读等，缺乏基于语料库技术

的量化研究。例如，在戴乃迭译本与潘智丹译本之间，文化负载词、修辞手法、句式结构的处理是否存

在系统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影响译文的文化意象再现与目标读者接受？若能借助平行语料库或对比语料

库进行词频、句法结构、文化元素呈现频率的统计，结论将更具客观性与可重复性。 

4.3. 译本多模态研究缺乏 

在传播研究维度上，国内对《阿诗玛》英译的关注仍主要停留在书面文本层面，对多模态传播形式

与读者接受状况的研究明显滞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界在《阿诗玛》文化译介方面的多元探

索。日本自 20 世纪末便已将《阿诗玛》改编为图画书、舞台剧、教学视频等形式，并对其在小中高教学

场景中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课堂实录分析，系统揭示其文化传播效果与接受障碍。这一实践表明：

“文本–媒介–观众”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更能真实反映文化传播实况，也更贴合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传播需求。当前中国学界对此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尤其缺乏对英语读者群体接受反应的实

证考察，如读者访谈、课堂反馈、社会评价等。 

4.4. 对译本的接受研究不足 

当前《阿诗玛》英译研究多集中于译文本身，如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处理等，而对目标读者的接

受情况缺乏关注。学界尚未系统调查《阿诗玛》英译本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效果，包括读者是否理解文化

背景、是否能接受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等。这种缺乏读者视角的研究，使我们难以评估译本是否真正实

现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我们无法得知“阿诗玛”这一人物形象是否能在西方文化中引发情感共鸣以及

文化意象是否被有效理解。相比之下，其他中国经典如《红楼梦》已有不少关于教学实践和读者反馈的

研究，而《阿诗玛》的接受情况仍属空白。未来应通过问卷、访谈、课堂反馈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深

入了解英译本的海外传播效果与文化影响。 

5. 结论 

总体来看，《阿诗玛》英译研究虽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其研究广度与深度仍难以匹配《阿诗玛》在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代表性地位。现有研究数量有限，内容多集中于戴乃迭译本的文本分析，研究视角

较为集中，理论运用存在重复，尚未形成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体系。近年来，尽管译本研究和文化传播研

究有所拓展，涵盖翻译策略、文化意象、译者身份等多个层面，但对其他译本的挖掘不足，缺乏多译本

对比分析，亦缺少语料驱动的定量研究支撑。同时，针对译本的多模态传播路径及目标语受众接受效果

的实证调查也有待加强。 
因此，未来应从拓展译本研究对象、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强定量分析与接受研究等方面着手，

推动《阿诗玛》英译研究走向系统化、数据化与国际化。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展示彝族文化的独特

魅力，提升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助力中华民族文化在多元世界语境中实现深层次传

播与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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