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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folk
 

culture
 

has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Xiangxi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being
 

particularly
 

cruci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ang
 

Xianyis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using
 

adaptation
 

theory 
 

analyz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t
 

the
 

lexical 
 

syntactic 
 

and
 

textual
 

levels. The
 

goal
 

is
 

to
 

preserve
 

and
 

convey
 

the
 

uniquenes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while
 

learning
 

translation
 

techniques
 

for
 

Xiangxi
 

local
 

literature.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methods
 

for
 

translating
 

minority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marriage
 

customs 
 

ethnic
 

costumes 
 

and
 

rituals 
 

in
 

the
 

local
 

literature
 

of
 

Xiangxi 
 

China 
 

enhancing
 

foreign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adapta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communicating
 

the
 

rich
 

essence
 

of
 

Miao
 

nationality
 

folk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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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論下湘西鄉土文學作品中苗族民俗文化元素

翻譯研究
———以楊憲益《湘西散記》英譯本為例

洪忱鈺　 簡　 丹

吉首大學

摘　 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背景下,民族民俗文化的對外傳播受到了重點關註,其中湘西少數民族文化的

外譯研究至關重要。 本文以楊憲益所譯的《湘西散記》英譯本為對象,采用順應論為理論框架,分別從詞匯、句法和

語篇三種層面探討譯文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通過語言的順應與選擇,保持並傳遞苗族文化的獨特性,同時學習鄉土

文學作品的翻譯技巧。 本文旨在為翻譯中國湘西鄉土文學中的少數民族文化元素,例如婚嫁習俗、民族服飾和祭

祀儀式,提供實用方法。 增強外國讀者對湘西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與適應,從而更好地領會和傳播豐富的苗族民

俗文化內涵。

關鍵詞:順應論;鄉土文學;英譯;《湘西散記》;民俗文化

基金项目:吉首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順應論下湘西鄉土文學作品中苗族民俗文化元素翻譯研究———以楊憲

益《湘西散記》英譯本為例」(項目編號:JDY2024047)。

一、
 

引言

在全球化趨勢加速和世界文明沖突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中國彰顯民族文化個性至關重要,而作為具有

極強民族個性的民俗文化的翻譯尤其值得重視①。 本文從順應論的角度出發,以楊憲益《湘西散記》英文譯

本為例,探討湘西鄉土文學作品英譯及其對外傳播。 同時,通過分析對比英譯本中所收集到的湘西苗族民

俗文化元素的翻譯資料,助力湘西苗族民俗文化的對外傳播,讓世界了解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讓
苗族文化走向國際舞臺。

二、
 

國內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外譯

綜觀近二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發展,國內對於民族民俗文化的翻譯研究大體上涉及婚嫁民俗、飲食民

俗方面②。 例如,劉彩霞(2015)的《民族特色菜肴翻譯研究———以苗族菜肴為個例》,通過苗族菜肴的個案

研究,提出翻譯民族特色菜肴可以借助深度翻譯策略理解其文化內涵,並傳播少數民族飲食文化③。 李夢娟

(2018)在其碩士論文《文化翻譯視閾下貴州苗族特色飲食文化對外傳播漢譯英研究》中,以文化翻譯為視

角,結合貴州苗族飲食文化特征進行菜肴的英譯實踐,並歸納了貴州苗族飲食文化英譯模式④。 向要立

(2018)在《少數民族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研究———以湘西苗族婚喪習俗文化英譯為例》中,以湘西苗族婚喪

民俗文化英譯為個例,提出少數民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質量將直接影響我國民族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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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崇雯等人(2020)的《侗族婚嫁習俗的對外翻譯與跨文化傳播研究》對少數民族婚嫁民俗的對外翻譯與跨

文化傳播進行研究⑥。 近年來,對於少數民族民俗文化英譯相關的研究雖然逐漸增多,马晶晶、穆雷(2019)
的《我國少數民族翻譯研究現狀與展望———基於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立項分析(1997—2019)》却表明,以藏

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占比较大,苗族、满族、回族较少⑦。 且有关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

英译更多集中于貴州、雲南等地,而湘西地区較為稀少。
當今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民俗文化想要邁出國門,走向世界被全球所

知悉,必須要借助翻譯這一工具。 因此,中國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翻譯研究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有著重要的意義。 通過深入研究和完善翻譯策略和方法,可以幫助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賞這些豐富

多彩的文化傳統,從而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國文化在國際舞臺上的傳播創造更多機遇。

三、
 

順應論綜述

1985 年,比利時國際語用學會秘書維索爾倫(Verschueren)在第一屆國際語用學研討會上提出了「語用

綜觀論」。 後又在其 1999 年新著《語用學新解》中系統化地介紹了「順應理論」。 他認為語言使用的過程,就
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按照交際的需要,而不僅是機械或嚴格地按形式進行一系列語言選

擇的過程。 他認為語言的三個特性是:順應性( Adaptability)、變異性( Variability)和商討性( Negotiability)。
語言的變異性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指所有的選擇都不是機械地或嚴格地按照形式

一功能關系作出的,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完成的;順應性是指語言能夠讓其使用者從可供

選擇的語言項目中作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交際的需要(Verschueren. J,2002) ⑧。 鐘文提出,翻譯作為一種

跨文化交際活動,其譯文語言選擇應該是做出順應的動態過程,這種順應需根據不同語境、語言結構客體而

變化(鐘文,2011) ⑨。 因此,為了達到交流目標,譯者在漢英散文的翻譯過程中,不僅要順應原語的語境和語

言結構,也要盡量順應目的語語言的特征,邏輯及思維方式,使譯文既保持原文的痕跡,又讓目的語讀者讀

到符合目的語語言特征的譯文。
徐穎⑩(2012)指出,由於民俗文化鮮明的文化個性以及濃厚的民族特色,翻譯中應該以傳達文化內涵為

主要目的,選擇適當的翻譯方法,盡可能地保持原文文化內涵的清晰度,以起到文化傳播的功能。 民俗事象

自身所具有的轉化、異化、分化、復合等形態本身經歷了選擇與順應的過程恰與順應論中的變異性、商討性

和順應性等過程異曲同工(李寧,2018) 。 例如,順應論提出的順應動態性對於民俗文化翻譯需要處理的時

空雙維度跨越具有啟發意義,順應論也有助於順應民俗文化翻譯多種選擇組合下多層次多緯度的翻譯和交

際目的。 龍泓燕(2018)在《翻譯行為理論視角下貴州苗族節日宣傳漢譯英研究》中指出,隨着我國「一帶一

路」戰略的推進以及國家倡導文化軟實力理念的落實,各民族文化間的跨文化交際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將苗族民俗文化進行漢譯英實踐,可以體現其文化價值、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中國民俗文化

翻譯研究在宏觀研究、跨學科翻譯研究方面仍有待於進一步加強,而順應論涉及語言學、心理學、文化研究

等多個學科,具備跨學科的特征。 借助順應論,翻譯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如何在譯文中靈活地適應原

文本的語境和目標讀者的文化背景,從而提高翻譯質量和效果。

四、
 

鄉土文學英譯難點

鄉土文學通常包含豐富的地方文化元素,如獨特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方言俚語和情感氛圍。 鄉土語

言被描述為「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傳、通俗精煉,並流傳於民間的語言表達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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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周領順等,2016:25) 。 《湘西散記》是一部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湘西

鄉土文學作品,蕴藏着大量民俗风情、民间文化描写和乡言土语,给英译造成了一定困难,对文化元素翻译

策略的探讨和翻译案例的解释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研究的重点(張蓓,2021) 。 由於目的語讀者對湘西少數

民族了解不多,譯者需在翻譯文本時考慮讀者的接受程度,深入研究當地的苗族民俗文化,準確把握其內

涵。 此外,譯者應從順應理論的角度,探討文本中特色詞匯、句法和語篇的翻譯方法,為湘西少數民族民俗

文化的傳播提供理論支持,並助力其對外傳播。

五、
 

順應論視角下的翻譯方法

從順應論視角來看,翻譯方法需靈活調整,以適應各種文化和語言的動態變化。 順應論強調語言選擇

的變異性、協商性和動態適應性,在翻譯中,譯者須根據源語言與目標語言的文化差異和語境需求選擇恰當

的方法。 直譯適用於保持原文的準確性,而意譯則對照文化背景,傳達深層含義。 結合增譯和刪譯,譯者能

有效傳遞源語言的文化信息。 同時,轉化和重構法確保譯文在目標語言中自然流暢,從而實現有效的文化

溝通。

(一)
 

詞匯層面

1.
 

意譯

例 1:下船時,在河邊我聽到一個人唱《十想郎》小曲,曲調卑陋,聲音卻清圓悅耳。

譯文:On
 

my
 

way
 

back
 

to
 

my
 

boat 
 

on
 

the
 

bank
 

I
 

heard
 

someone
 

singing
 

Longing
 

for
 

a
 

Lover. The
 

vulgar
 

song
 

actually
 

sounded
 

melodious
 

and
 

pleasing.

《十想郎》是湘西少數民族文化中的一種民間小調,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內涵。 譯者將其譯爲「Longing
 

for
 

a
 

Lover」,雖然沒有直譯「十想郎」,但通過意譯傳遞了歌曲的核心情感———對愛人的思念,順應了目標語

言讀者的文化認知。 這種翻譯方式避免了直譯可能帶來的文化隔閡,同時保留了原文的情感基調,使英語

讀者能夠理解併產生共鳴。
2.

 

意譯

例 2:見面後,很親熱的一談,見得十分投契,點了香燭,殺了雞,把雞血開始與「燒酒」調和。

譯文:After
 

a
 

cordial
 

talk
 

they
 

reache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incense
 

was
 

burned 
 

a
 

chicken
 

killed
 

and
 

its
 

blood
 

mixed
 

with
 

spirits
 

for
 

all
 

to
 

drink.

由於不同文化存在多樣性,譯者需要靈活選擇翻譯策略。 例如,「dragon」在西方文獻中通常被視為邪惡

的象征,但在中國文化中,龍象徵着權力和吉祥。 翻譯時需采取合適的解釋以保持文化意涵的準確性,從而

防止誤解。 不同地區「燒酒」可能特指不同類型的酒,如中國的白酒、日本的清酒或韓國的燒酒。 因此,選擇

一個更廣泛的詞如「spirits」可以涵蓋這些變體,適應不同文化背景下讀者對術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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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句法層面

1.
 

意譯

例 3:
 

辰州地方是以辰州符聞名的,辰州符的傳說奇蹟中又以趕屍著聞。

譯文:Chenzhou
 

is
 

famed
 

for
 

its
 

magic 
 

and
 

one
 

of
 

its
 

bestknown
 

legends
 

concerns
 

how
 

to
 

make
 

the
 

dead
 

walk.

在句法結構層面上,語言使用者應根據不同的語境和交際需求,動態地調整語言選擇,以實現有效溝通

(Verschueren. J,1987) 。 「辰州符」和「趕屍」是湘西地區(包括苗族文化)的重要文化符號,具有濃厚的地

方特色和神秘色彩。 譯者將「辰州符」譯爲「magic」,捨棄了字面直譯(如「 Chenzhou
 

talismans」),轉而用西

方讀者熟悉的「 magic」 概括其神祕性質,避免因文化隔閡導致理解障礙,將「趕屍」 譯爲「 make
 

the
 

dead
 

walk」,未直譯爲「corpse
 

driving」或音譯「 Jiangshi」,而是通過描述功能(使屍體行走)傳遞核心含義。 這正

體現了順應論的核心思想———語言使用者在動態語境中尋求最佳表達策略的能力。
2.

 

增译

例 4:
 

這些女子一看都那麽和善,那麽樸素,年紀四十以下的,無一不在胸前土藍布或蔥綠布圍裙上

繡上一片花,且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別出心裁,把它處置得十分美觀,不拘寫實或抽象的花朵,總那麽妥

帖而雅相。

譯文:All
 

these 
 

you
 

can
 

see
 

at
 

a
 

glance 
 

are
 

very
 

good 
 

simple
 

women. All
 

those
 

under
 

forty
 

embroider
 

the
 

front
 

of
 

their
 

blue
 

homespun
 

tunics
 

or
 

green
 

aprons 
 

and
 

virtually
 

each
 

has
 

her
 

own
 

design 
 

very
 

original
 

it
 

is
 

too 
 

neither
 

realistic
 

nor
 

abstract
 

but
 

always
 

well
 

proportioned
 

and
 

tasteful.

譯文中加入了「virtually
 

each
 

has
 

her
 

own
 

design,
 

very
 

original
 

it
 

is
 

too」來補充關於苗族繡花設計的獨特

性,增加了對原文民俗文化的豐富描述,使得英語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些圍裙的個性化特征。 由於在不

同文化中,讀者對於「繡花」的理解可能不一致,譯者增添對設計獨特性和原創性的描述,為譯文提供了額外

的文化信息。 因此,譯文不僅傳遞原義,還通過額外的描述來幫助讀者形成更明晰的文化圖景。

(三)
 

語篇層面

1.
 

重構法

例 5:
 

但在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 这些房子莫不俨

然悬挂在半空中,借着黄昏的余光,还可以把这些稀奇的楼房形体,看出个大略。

譯文:What
 

we
 

could
 

make
 

out
 

in
 

the
 

dusk 
 

though 
 

was
 

amazing—about
 

three
 

hundred
 

feet
 

up
 

the
 

cliff 
 

high
 

above
 

the
 

water 
 

was
 

a
 

cluster
 

of
 

houses
 

on
 

stilts. There
 

they
 

hung
 

majestically
 

in
 

mid
 

air 
 

and
 

in
 

the
 

fading
 

light
 

we
 

could
 

still
 

see
 

the
 

outline
 

of
 

these
 

extraordinary
 

buildings.

原文的句子結構和邏輯順序在譯文中被重新組織。 例如,譯者將「這些房子莫不儼然懸掛在半空中」翻

譯為「There
 

they
 

hung
 

majestically
 

in
 

mid
 

air」,重新調整了句子結構。 這樣的重組有助於改善句子的流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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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讀性,使其更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 譯者還對文化背景和讀者認知理解進行了調整,例如,原文裏「去

水已三十丈上下」直接轉換為「about
 

three
 

hundred
 

feet
 

up
 

the
 

cliff,
 

high
 

above
 

the
 

water」。 通過使用更加細

致和熟悉的度量單位英尺( feet),譯者順應了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避免了可能的困惑或不準確理解。 這一

選擇是對目標受眾知識背景的一種協商與適應。
2.

 

轉換法

例 6:
 

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锣鼓声音,那一定是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 声音所在处必

有火燎与九品蜡照耀争辉,炫目火光下必有头包红布的老巫师独立作旋风舞,门上架上有黄钱,平地有

装满了谷米的平斗。 有新宰的猪羊伏在木架上,头上插着小小五色纸旗。

譯文:Somewhere
 

in
 

the
 

distance
 

gonging
 

and
 

drumming
 

sounded
 

as
 

some
 

family
 

sacrificed
 

to
 

the
 

God
 

of
 

the
 

Earth
 

to
 

repay
 

a
 

favour
 

granted. There
 

was
 

bound
 

to
 

be
 

firelight
 

there
 

rivalling
 

the
 

brilliance
 

of
 

big
 

candles 
 

And
 

in
 

this
 

light
 

an
 

old
 

wizard
 

in
 

a
 

red
 

turban
 

would
 

be
 

whirling
 

alone
 

in
 

a
 

dance. Yellow
 

paper
 

coins
 

would
 

be
 

stuck
 

on
 

the
 

lintel 
 

and
 

a
 

peck
 

measure
 

full
 

of
 

rice
 

would
 

stand
 

on
 

the
 

ground. Newly
 

slaughtered
 

pigs
 

and
 

sheep
 

would
 

lie
 

on
 

trestles 
 

small
 

motley
 

coloured
 

paper
 

flags
 

stuck
 

on
 

their
 

heads.

轉換法涉及對詞性或句法結構的調整,以更適應譯入語言的表達慣例。 例如,譯者將「不知什麽地方有

鑼鼓聲音」轉換為「gonging
 

and
 

drumming
 

sounded」,從表狀態轉為表動作的結構。 譯者還將「某個人家禳土

酬神還願巫師的鑼鼓」轉換為「as
 

some
 

family
 

sacrificed
 

to
 

the
 

God
 

of
 

the
 

Earth
 

to
 

repay
 

a
 

favour
 

granted」,改
變詞語結構,適應英語的語法習慣。 這些轉換使得譯文在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同時,保持了原文信息的準

確傳遞。 通過使用轉換法,譯者有效提高了譯文的可讀性,並確保譯文在語義上與原文保持高度一致。

六、
 

結語

中華五十六個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共同構成了我國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一直被

視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 在他的書中,對於湘西世界中民俗文化的描寫極大地豐富了湘西地區

少數民族的故事和人物形象。 因此,譯者在翻譯《湘西散記》時,應盡可能地保留我國民族民俗文化的精髓,
以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獨特的風俗人情。 本文從順應論的視角探討了《湘西

散記》英譯本中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翻譯方法,包括苗族的民族服飾、節日祭祀及地理風貌等,不僅豐富了

目標讀者對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解,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接觸和欣賞中國豐富多樣文化的途

徑,從而推動苗族文化更廣泛地走向世界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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