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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按照社会叙述理论,京剧译介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过程,是一种社会叙述行为,其中译者、翻译发起

人和相关管理部门、译入语读者以及观众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尤其是,在翻译策略方面,译者应该综合采取

时空建构、选择性建构和标示性建构,才能保证京剧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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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社会叙述理论是英国翻译学者贝克(M. Bak-
er) 2006 年在 《翻译与冲突———叙述性解释》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1]提
出的翻译研究视角,将翻译放在社会语境下进行

审视,探讨翻译得以发生的完整过程,涉及到社会

背景、各种叙述对翻译的影响、译者在这一叙述过

程中采取的手段,等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野。 该研究堪称西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
产物,将翻译活动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

审视,使翻译跳出了最初的语言藩篱,跨越了文化

语境,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将运用社会叙

述理论探讨京剧译介过程中译者、翻译发起人以

及相关管理部门、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角色和责

任,尤其是译者应该采取的建构策略,以期对京剧

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考。

  2.社会叙述理论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迅速发展,
大批社会理论家创立了自己的核心理论,包括布

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鲁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B. Latour)
和卡农(M. Callon)的行为者网络理论。 自此,社
会学理论已经成功地充当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中的思想推进器和催化剂。[2]28-29翻译研究也不

例外。 1999 年,海伯伦(J. Heilbron)的《翻译的社

会学:文本翻译作为文化的世界系统》一文第一

次系统地将翻译纳入社会学研究的领域。 2005
年,《译者》杂志出版了特刊《布迪厄与笔译、口译

的社会学》,比较全面地显示出布迪厄对翻译研

究的影响。 同年 5 月,奥地利的格拉兹大学翻译

系承办了 “作为社会实践的笔译和口译”的学术

会议,其中不少论文体现出鲁曼和拉图尔等的社

会学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2007 年,由沃夫 (M.
Wolf)和富卡瑞(A. A. Fukari)编写出版的论文集

《建构翻译社会学》,内容涵盖了翻译社会学建

构、翻译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等多个主题。 实际上,2002 年至 2006
年间,沃夫本人也发表了关于翻译社会学的一系

列论文,其中包括《文化、社会、个人之间的翻译

活动:翻译社会学探索》、《翻译———一个社会事

件:翻译的社会学方法探索》、《翻译的社会维度》
等,提出了建构翻译社会学的主张。[3]

  毫无疑问,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是翻译与社会

的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 社会叙述理论正是西方

社会学和翻译社会学发展的产物,由贝克在其

《翻译与冲突———叙述性阐释》 [1] 一书中提出。
该书堪称西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代表

作之一,通过大量的例证,从叙述的角度阐释了翻

译与冲突和政治的关系,认为翻译是冲突和政治

的一部分。 贝克指出:“翻译既不是社会与政治

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结

果,更不是文本与人互动的副产品,它首先是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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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和运动成为可能的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1]6 例如,叙述为暴力冲突创造知识环

境和道德环境,而译者恰恰参与了这些叙述的传

播和抵制。 而且,在贝克看来,叙述不单单是文本

的叙述,而是社会学与交际理论中的概念,更包含

了文本外的叙述,是社会中更广泛的各种叙述。
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叙述之中,不可能处在叙述

之外来观察事物。[1]5 由此可见,这里的“叙述”指
的是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社会叙述理

论将翻译和“叙述”结合,不仅从宏观方面探讨了

翻译与社会的关系,更从微观方面探讨了译者翻

译过程中该如何根据社会叙述采取不同的“建
构”翻译策略。 总之,该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

一个视角和研究的框架,将翻译放在社会语境和

交际语境中进行审视,强调翻译是社会政治运动、
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各种社会要素

在翻译中的角色和作用更为明晰,使译者的“建
构”策略在社会背景下显得更加有效。

  3.京剧译介: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行为

  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将念、唱、舞、演完美

地融为一体,堪称一种完美的表演艺术和中国戏

曲艺术的典范。 京剧承载着众多文化元素,所以,
译介京剧不仅意味着将这种戏曲艺术介绍给他

人,更意味着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对提高中国

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京剧早在 19 世纪末就进入了国际视

野。 尤其是 20 世纪初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几经

周折将京剧介绍到了日本、美洲和欧洲等地,梅兰

芳先生本人的表演以及京剧的魅力更在海外产生

了巨大的反响。 1930 年 1 月,梅兰芳一行赴美国

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包括华盛顿、纽
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 1935
年 3 月,梅兰芳剧团赴苏联演出期间,不仅演出场

次不断增加,而且每场演出完毕都要谢幕多次。
他们的演出不仅吸引了苏联政要,还吸引了苏联

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德国戏剧界泰斗布

莱希特以及著名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京剧团赴世界各地访问演出,
其中梅兰芳先后于 1952 年、1957 年和 1960 年再

赴苏联访问,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赢得了巨大

荣誉。 中国京剧艺术家的表演不仅消除了当时西

方对中国戏剧甚至是对中国人的偏见,促进了中

国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甚至京

剧对西方戏剧艺术和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在他

们的创作中都曾汲取中国京剧的某些精华,使得

京剧这一东方艺术奇葩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大放光

彩。
  京剧成功的传播说明了京剧艺术的魅力所

在。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的魏

丽莎博士指出,京剧是完美的戏剧,是全面的戏

剧。 在外国,京剧的观众不断增加,外国人对京剧

的兴致与爱好也在逐渐提高。 至少在美国,人们

渴望看到更多“严肃”的、有更多唱段的文戏。[4]

这不难理解,包含了更多唱段的文戏,用更丰富的

语言讲述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有着完整清晰的叙

述情节,更能让外国观众看懂。
  要想让京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得更好,
翻译的作用不可忽视。 上文提到外国对文戏的兴

趣,文戏在国外的表演更需要翻译。 魏丽莎指出:
“在国外演出,好的译文是必不可少的。” [4]曾在

中国担任过客座教授的杜大卫也认为,如果想让

京剧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要真正向外界推介这一

艺术瑰宝,让外国观众更加喜爱京剧,同时,通过

正确使用外语来表达对外宾的尊重,就必须严肃

对待戏院里提供的翻译,不管这些翻译出现在印

刷手册中、录音设备里,还是电子显示牌。[5]

  贝克认为,译者在传播和辩驳其所在的国家

界限之内和之外公共叙述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1]5 将贝克的这一论断推而广之,不单单是译

者,只要是与翻译行为相关的各方也都扮演着自

己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按照美国传播学者拉斯

韦尔(H. Lassewell)于 1948 年在《传播在社会中

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所提出的理论,任何传播

行为都包括以下五个要素(5W 模式),即:Who→
says what→through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6]199。 如果我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传

播行为,从这一公式可以看出,翻译也是一种完整

的叙述行为,存在着事情的开端、发展和结果。 这

一叙述行为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存在行动者

(比如谁发起一项翻译工作、谁来具体实施翻译

行为、谁来接受最终的翻译等)。 由此可见,在京

剧译介过程中,译者、翻译的发起人和管理部门以

及京剧译介的受众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这

些主体积极参与,才能保证京剧译介实现传播中

国文化、促进中西戏剧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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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会叙述理论对京剧译介的启示

  4. 1 社会叙述视角下京剧译介中的译者

  译者既是社会的个体,又在社会网络中与翻

译发起人和读者等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

也是翻译行动的核心人物,“在自己社会内部传

播公共叙述故事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1]36

同时,译者又是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纽带,是原作

与译作之间的纽带。 具体说来,译者处于原语社

会、原作、译入语社会和译作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当

中,既受到原语社会和原作的制约,又受到译入语

社会和译作的制约,尤其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译者对文本的选译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这一

网络如图所示:

  4. 1. 1 京剧文本的选译

  在贝克看来,译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任

务,而是会主动选择文本,因为译者是社会中的一

员,对其制作的文本和言语负责,在有意和无意中

参与了创造、协调和质疑社会现实的过程。 在京

剧译介过程中,译者就要考虑到自己在上图中扮

演的角色,既要考虑到自己应为原语社会负责,又
要为译入语社会负责。 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大背景下,译者既要选译刻画中国人民勤

劳善良、乐观豁达、追求爱情自由等有利于传达中

国人形象的京剧剧目,又要选译历史上在国外受

欢迎的京剧剧目,还要选译符合今天西方人价值

观和兴趣的京剧剧目。 比如,《锁麟囊》讲述了一

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

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红
娘》说的是唐贞元年间西洛书生张珙进京应试,
在河中府普救寺邂逅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二人

一见倾心,红娘从中搓合,最终结成眷属。 这些剧

目对应的主题与西方社会经常讲的 mercy 和 love
主题基本契合。 另外,历史上梅兰芳表演的《刺
虎》以及张云溪、张春华、张世桐、谢锐青演出的

京剧《三岔口》和张云溪、张世桐演出的《武松打

虎》等曲目在西方都曾大受欢迎[7],因此在当今

时代,这些剧目依然可以介绍出去。 当然,译者作

为语言背后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之间的桥梁,还
有责任了解西方社会喜欢何种主题的京剧剧目,
然后选择译介。

  4. 1. 2 翻译策略的确定

  在贝克看来,翻译可以视为一种建构( fram-
ing),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解释性建构,更是

包含了一系列解释性建构的行为。[1]36 如果可以

将叙述的各部分分离,不需要考虑其社会文化环

境就可做出阐释,或是在阐释他人的叙述时不需

要对之进行调节使之适应我们自己的叙述或不需

要调节我们自己的叙述使之适应他人的叙述,翻
译就会简单得多,牵涉到的干预也会少得多。[8]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译者既要考虑到对原语社会

和原作的忠实,还要根据译入语社会和文化对原

文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得自己的译本与译入

语读者集体和所在的文化取得关联。 正如龚和德

所言:“翻译成英语的京剧,既保持京剧的独特风

格和韵味,又使美国观众感到生动、亲切、有趣,最
终带着能听到更多的京剧音乐的渴望离开剧场。
这确实是一种极富于创造性的跨文化的移植工

作。” [9]

  翻译京剧,首先要做好时空建构 (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 所谓时空建构,是指选择某

一文本并将之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语境下以突出

此文本的叙述,并以此引导读者将此文本与他们

所能接触到的叙述相联系。 京剧是唱、念、做、打
四种技能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这在西方艺术形式

中是少有的,或者说几乎没有。 在翻译某种体裁

时,如果译入语没有这种体裁,译者就需要对这种

体裁进行干涉[1]98。 因此,译者要对原作进行调

节,从而使译文更易于理解。 京剧里面有很多的

细节,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细节,但几乎所有的京

剧剧目都蕴含了一定的故事情节,为使外国读者

更好地看懂京剧,或为引起外国读者对京剧的兴

趣,有必要以叙述的方式先将京剧的故事梗概用

英语讲述一遍。 西方观众对叙述已经非常习惯,
因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和《希腊神话》都是

以叙述为主。 讲述京剧剧目故事的重点在于讲述

背景、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 这种讲故事的方

式就可以视为一种解释性的时空建构,也是翻译

中一种副文本形式。
  翻译京剧,还要采用选择性建构 ( selective
framing)和标示性建构( framing by labeling)。 所

谓选择性建构就是贝克所言的选择性选择文本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即在翻

译过程中省略和增加某些内容,从而抑制、强调或

铺陈原文中叙述的某些特定方面或更广泛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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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1]114 标示性建构就是对一些词汇、短
语等进行解释或变通。 目前,中国文化同西方文

化相比,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过多地照

搬京剧中中国特色的元素,就会破坏外国观众对

京剧的兴趣。 因此在目前阶段,应该考虑京剧在

西方文化世界中的可接受性,要对一些地方进行

必要的变通,比如运用删节、改写、增加注释说明

等建构策略,迎合英语本身的叙述策略。 特别是

一些比喻、叹词、称谓词、双关语、古诗词等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词,就需要译者采用选择性建构和

标示性建构。
  4. 2 社会叙述视角下京剧译介翻译发起人和

相关管理部门的角色和责任

  任何叙述均具有关联性,关联性不仅指叙述

情节内部的关联性,也包括所牵涉到交互活动的

参与者之间的关联。 如前文所述,翻译活动中,除
居于核心地位的译者之外,当然还有翻译活动的

发起人和相关管理部门。 毕竟一项翻译活动的发

起有时不在译者,而是另有发起人,如政府机关、
公司、出版社等,这些社会组织拥有自己发起翻译

活动的动机,会对译者和文本先进行选择。 另外,
翻译活动中还会涉及到翻译活动的管理部门,如
对翻译行使审查权的政府机构等。 王志弘将翻译

活动中的社会位置关系分析如下[10]:

  有鉴于此,京剧译介的发起人(如出版社、京
剧艺术团体、文化推广机构等)就应该担负起翻

译社会属性中自己的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发起人和前文所述译者自由选译文本的标准多数

时候是一样的,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译者本人

选译某一特定京剧剧目有时是将自己的兴趣与社

会需要联系在一起,发起人选译某一剧目更多的

是看重该剧目的社会意义(包括对原语社会文化

推广的意义和对译入语社会文化的意义)以及翻

译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团体的名誉效益等。
由此可见,发起人选译文本的社会属性比译者选

译文本的属性更大。 换言之,发起人不但要将自

己选择译介的京剧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

吻合,同时还要考虑到目标读者和观众的接受情

况。
  发起人对译者的选择应该服务于上文翻译目

的和剧目选译的社会属性。 首先,可以考虑外国

译者,因为在中国戏曲译介史上不少外国译者译

介了一批中国戏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唐纳

德·基恩(Donald Keene)翻译了《汉宫秋》,莫利

根(Jean M. Mulligan)翻译了《琵琶记》,斯科特

(A. C. Scott)翻译了《四郎探母》 《十五贯》等,柯
润璞(J. I. Crump)翻译了《李逵负荆》 《潇湘秋夜

雨》《中山狼》 《魔合罗》等,理查德(R. E. Strass-
berg)翻译了《智取威虎山》,海登(George Allen
Hayden) 翻 译 了 《盆 儿 鬼 》 《陈 州 粜 米 》, 等

等。[11]277-475 这些外国译者在语言的处理上一般

会采取归化的译法,尤其是在涉及文化密度较强

的内容时强调译者的创造,强调译文的流畅。 毋

庸置疑,如果想让更多的京剧“走出去”,这些外

国译者的翻译能够使更多的外国读者和观众了解

和接受京剧。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按照韦努蒂的

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外国译者的这种翻译方法

巩固了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文化交

往中的不平等状态,迎合了英语国家的民族中心

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不利于保持异国情调,客观上牺牲了文化传真,造
成文化失真,甚至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从而会造

成外语读者对中国戏曲作品或作家不同的整体形

象。[12]所以,目前京剧译介更好的译者选择方式

应该是中西译者合作,毕竟,中国本土译者对中国

文化更熟悉,能够保证在京剧译介的过程中更好

地传达出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外国文化不矛盾的

中国文化。 这就需要京剧团体、翻译机构、出版社

和文化推广机构尽量邀请中外译者共同翻译京

剧,必要的时候提供财力和人力的支持。 在中外

译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译者要更好地打磨自己

的英文,了解外国读者和观众的需求,努力成为独

立翻译京剧的本土译者。 正如潘文国曾经指出,
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

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只要我

们刻苦磨练,练好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功,我们

就有可能在 21 世纪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3]

  京剧译介发起人和管理机构要为京剧译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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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按照沃夫的观点,翻
译现象与权力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14]128

文化政策、出版政策及市场政策等对翻译具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 这些社会因素在京剧译介的过程

中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京剧译介是一项困难的

工作,里面的文化因素需要译者付出太多的艰辛,
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甚至需要反复看整部京剧的

演出。 所以翻译管理部门和翻译协会应该为京剧

译者争取更好的权利和福利,为译者提供应有的

便利,甚至还可以像沃夫所建议的那样,为译者立

法,保障译者的基本权利。[13]129 大多数时候,出版

社和京剧演出团体是直接与译者进行联系的机

构,因此要注意保持与译者的友好沟通,理解京剧

译者工作的辛苦,为京剧译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和合理的报酬,让译者感觉劳有所得。 同时,在
译者完成译介工作后,有关机构应采取必要的措

施对译品进行宣传。 社会部门的这些保障是京剧

译介顺利进行的关键,是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
  另外,有关部门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著名京剧

剧目的名称进行英语定名,这项工作其实非常重

要。 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更好地定名才能更好

地促进传播。
  4. 3 社会叙述视角下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作

用

  从社会学角度讲,译入语读者和观众是京剧

译介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毕竟,京剧译介最

终是指向读者和观众的。 在沃夫看来,“翻译接

受层面的代理人主要是图书市场,尤其是广大读

者。 所谓‘图书市场’指的是,以读者反应为尺度

评判译品认可度,以评奖、批评、研讨为手段规范

译品的场所。” [14]130 从社会叙述角度讲,京剧译本

的读者和观众是翻译叙述行为的终端检验者,因
此读者和观众应该对京剧译品做出积极的反馈,
从而使译者发现自己翻译的可取之处,改进不足

之处。
  读者和观众对翻译的反馈一方面可以通过翻

译研究者的调查研究获得,也可以通过译者、出版

机构、京剧表演团体和文化管理部门主动收集信

息获得。 当然,作为社会的一员,作为翻译活动的

重要参与者,读者和观众也应该主动联系上述部

门和个人将自己的感受反馈出来。

  5.结语

  从社会叙述视角看,京剧译介不单单是一个

语言的转化过程,而应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过程,其
中译者、发起人和管理者、读者和观众都发挥着自

己的重要作用。 本文对这些因素在京剧译介中的

角色和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明确了各个要素在

京剧译介中应有的社会属性和责任。 当然,这种

探讨基本还是宏观的,京剧译介中不同语言特点

的翻译策略、出版社选拔译者和激励译者的具体

措施以及宣传措施、京剧译介管理部门和翻译协

会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激励措施、如何对译入语读

者和观众的接受进行调查从而发现京剧译介已有

的可行之处和缺陷等,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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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ground spaces are not enclosed in tradition, both having the feature of openness. For the aesthetic subject,
the allopatric orient is relative to the homeland and the underground world is relative to the ground, both being
heterogeneous. In Novalis’s cognitive system, heterogeneity consists of thesis and antithesis and homogeneity is
equivalent to synthesis. On one hand,the cognitive subject must enter a state of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of het-
erogeneity. On the other hand, heterogeneity’s finite trait determines its being transcended inevitably by the
infinite homogeneity. In this sense, heterogeneity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rom which Novalis expresses his
roman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Novalis; heterogeneity; oriental image; undergrou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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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Beijing Opera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arration Theory

PENG Ping

(School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arration theory, Beijing Opera translation is a complete narrative, a
social narration,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the sponsor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the target readers and au-
dience all play their roles. In particular, the translator is supposed to adopt suc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tem-
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 as well as selective framing and framing by labeling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over-
seas introduction of Beijing Opera.
  Key words: social narration theory; Beijing Opera translation; 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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