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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难题

京剧经典唱段 《夜奔》 描述了林冲受到高俅迫害
后，连夜亡命水泊梁山的惊险经历，然而却被翻译成

《Running In The Night》，意即“在晚上跑步”，看了
令人摸不着头脑——难道主人公是在锻炼身体吗？另一
出名剧《宇宙锋》讲的是秦二世时，佞臣赵高派人偷了
丞相匡洪的祖传宝剑——宇宙锋行刺秦二世并嫁祸匡洪
的故事，竟然被翻译成 《The Cosmic Blade》，意即

“宇宙刀锋”，不由让人怀疑这是星际战争系列的中国古
装版……

前不久，朋友圈一篇文章《戏曲也走国际范儿？先
把翻译关过了吧！》 引起人们的关注。该文由北京外国
语大学大二学生陈璐和一位大四师姐共写：“我们经常
去看戏，发现翻译是个大问题，词不达意是最常见的，
有的时候带外国朋友去看戏，他们经常会被那些英文翻
译弄得笑场，我们也觉得好尴尬。”

翻译，可以说是很多剧团最头疼的一个难题，也是
中国戏曲乃至中国演艺走出国门的障碍之一。有着多年
对外工作经历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李金
生，对此也有深切体会。据他介绍，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公司平均每年在境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城市
举办各类演出展览和综合文化活动 4000 余场，全球年
度观众总量超过 1000 万人次。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演
艺作品仍然存在剧目选择、译介以及市场运作能力等短
板问题。

急需翻译人才

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仅要让经典剧目走出国
门，还要让外国观众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从中领略
到美感。

《茶馆》 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话剧到西方国家去演
出。当时的德语传译乌苇先生，是这一剧本的德文译

者，同时又是一位连续观看过 20 余次 《茶馆》 演出的
观众。他对整个剧情的起伏跌宕、全剧进程的张弛节
奏、各个角色的命运遭际乃至台词的隽永幽默、演员的
一举一动，简直如数家珍。这样的传译者本身既是解说
员，又是演员、导演和观众，自然能加强原剧本对观众
的直接感染力。

2015年，京剧名家张火丁带着《白蛇传》和《锁麟
囊》到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场场爆满。美国之行的
成功，背后的翻译团队功不可没。这个团队主要由中国
戏曲学院国家文化交流系负责英语教学的教师组成，中
文部分也请了戏曲方面的专家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汉学
教授作支撑。

如今，引进外国汉学专家加入翻译团队已成为戏曲
界的流行做法。国外戏曲翻译工作者辈出，而国内翻译
人才则比较缺乏。“梅兰芳、张火丁及话剧 《茶馆》 等
在海外成功演出，离不开翻译人才的支持。目前，演出
行业对高级翻译人才的需求迫切，培养懂得演艺信息、
精通品牌译介的传播人才十分必要。”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副会长崔宁表示。

提高传播能力

为提高对外翻译与传播能力，提高国外观众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中国演出艺术的认可与接受度，让中国艺术
阔步世界舞台。日前，文化部外联局在京主办了“中国
演艺走出去”品牌译介与传播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各
省市的150余位从事“演艺走出去”的管理者和业务骨
干参与了此次培训。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学员接受了涉及演艺作品、
演出场馆及资料翻译、品牌传播等课程培训，内容涵盖
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展望、国际主流演
艺市场介绍和译介传播要求、中外演出艺术交流合作流
程与法律规范、欢乐春节等项目的译介传播、演艺节目
的国际公关、中外艺术节规范及品牌译介传播案例、戏
曲等项目的译介传播等。

“中国当代表演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名片正走
向世界，做好演艺品牌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克服语言障
碍与文化障碍、避免低质量语言和翻译对演艺作品和机
构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
长朱琦表示。据了解，文化部外联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
同建设了一个汉学家翻译家平台，将为更多走出去的演
艺团体提供语言译介和跨文化交流的精准化对接等服
务。朱琦说：“我们希望演艺和文化交流工作者真正通
过作品讲好故事，做好宣传，真正挖掘、呈现和展示表
演艺术蕴藏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使之真正成为有品味、
有品牌、有影响、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优秀项目。”

演艺走出去须过翻译关
本报记者 郑 娜

歌
剧
《
这
里
的
黎
明
静
悄
悄
》

没
有
硝
烟
与
敌
人
的
战
争

歌
剧
《
这
里
的
黎
明
静
悄
悄
》

没
有
硝
烟
与
敌
人
的
战
争

由 作 曲 家 唐 建
平 、 剧 作 家 万 方 、
导演王晓鹰打造的
中国原创歌剧 《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
历经再度修改与打
磨，近日在国家大
剧院迎来第二轮演
出。富有俄罗斯气
息的动人音乐、诗
画 般 的 舞 台 呈 现 、
被战火硝烟无情吞
噬 的 青 春 与 生 命
——这部根据苏联
作家瓦西里耶夫经
典小说打造的原创
歌剧，在带给观众
艺 术 享 受 的 同 时 ，
也让观众感受悲天
悯人的人文情怀和
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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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山下，兰溪河畔，山河绿如蓝；小
小翠亨村，走出一个人；走出一个人，点亮一
片天。”12月 18日晚，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内乐
声悠扬。当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的最后一
个音符落下，观众起立、欢呼，鼓掌声与喝彩
声持续不断。

《孙中山》 是 2011 年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重点文化项目，由广东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丘树宏主创并兼任总编导、总撰稿，由
广东省知名作曲家共同作曲。作品首次以交响
组歌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塑造了孙中山的音
乐形象。演出分为序曲《世界潮流》、第一篇章

《日出翠亨》、第二篇章《伟大理想》、第三篇章
《崇高人格》、第四篇章《魂系中华》、尾声《世界
潮流》等部分。这是其继广州、中山、北京、珠
海、香港和吉隆坡等地后，首次在台北演出。

当晚现场观众以年轻人居多，参与演出的
台湾东吴大学音乐学系交响乐团、合唱团和建
国中学合唱团、新世纪童声合唱团等艺术团体
成员，也都是台湾年轻一代。

台北市建国中学合唱团学生永砚称，能参
加《孙中山》演出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体验，不
仅能跟高水平交响乐团合作，还能在这么大的
场馆演出，对他来说是欣喜的事。“我们从历
史上接触孙中山的东西很有限，只在课本上了

解到一些，还有在阅读课外书中了解一些，通
过这次演出，我尝试着从《孙中山》的歌词当
中了解这位伟人的历史。”

《孙中山》 在台北上演，为台湾年轻一代
了解孙中山先生历史伟绩、崇高形象、人格魅
力、革命思想等提供一个新的载体。台北市中
山同乡会理事长陈玉群告诉笔者，他邀请了一
个台湾小孩来看，看完后孩子好感动，加深了
孩子对孙中山的认识。陈玉群表示：“现在的
年轻人渐渐对民族意识淡忘了，对家乡都忘记
了，所以今天的演出意义深远。”

除了加深年轻人对孙中山的了解，《孙中
山》 精湛的艺术演绎也博得台湾同行的喝彩。
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主任孙清吉在观后感言里
表示，组歌 《孙中山》 是一出非常好的创作，
它用文字、音乐，把孙中山的伟大精神表现出
来，非常不容易。台湾《中国时报》称其“全
曲气势磅礴，旋律明快，歌词朗朗上口”。

海基会原董事长、现任“三三会”会长江
丙坤先生当晚也到现场观看演出，他称赞几位
歌唱家的表现相当杰出，是一个很成功的演
出。他还表示，两岸连接最重要的还是文化，
是中山先生的理想“天下为公”，两岸的和平
是大家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应该坚定这个信
心。 （黄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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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感动宝岛年轻一代

乔建中乔建中

这是广西宜山 （现改为宜州市） 的一首汉族民歌。广西素有
“歌海”之誉，壮、侗、瑶、京、仫佬、毛南及汉等民族共同创造
了极为丰富多样的民歌品种。历史上关于“歌仙”刘三姐的传
说，更为这里的民歌及其歌唱传统添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广西的
汉族民歌主要流传在桂林、柳州地区。据说，当年刘三姐的对歌
活动也主要在这一带。因此，在柳州及其周围的宜山民歌中，有
大量的曲目是歌唱刘三姐的，而且这些民歌的曲调也出现了一些
共同的特征，《唱歌要数刘三姐》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曲目之一。

它的唱词为七言四句，全词以十分欣慰的口吻歌颂了刘三
姐这位宜山姑娘的才华 （关于刘三姐的故乡，民间说法很多，宜
山是其中之一）。《唱歌要数刘三姐》的曲调共 4 个乐句，句幅较宽
大，每句都在 6 个小节以上；各乐句再分作两个乐汇，前长后短，
而且前一乐汇必有一个长音拖腔，强化了它的山野风格。如第一
乐句前乐汇的拖腔停留在高音“Re”(2

·
)上，有两拍之久，使这一乐

汇的总长度达到 4 小节，而接下去的乐汇则仅为 2 小节，腔词密
集，婉转流丽，十分动听。以下三个乐句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
它的主要特色是利用前乐汇的延长音突出其山歌味，用后面的
密集歌腔来加强它的歌唱性。在各地山歌曲目中，这样的句式
结构是较为少见的。

当笼罩着晨雾的草地上巴扬琴声悠然飘
过，当白桦林中 《俄罗斯，我的故乡》 混声
合唱轰然响起，当剧中人物用歌声“朗读”
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
歌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演绎出不同于小
说的新景致。

导演王晓鹰说：“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是中国人创作的歌剧，体现我们中国艺术家
对于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艺术、俄罗斯音乐
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也表达了我们对于
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的理解，它表现了在
战争中牺牲的女性的光辉，以及俄罗斯文学
中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首轮演出相比，第二轮上演的 《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 除依旧以诗意的艺术呈现带
给观众感动和思索之外，也通过主创艺术家
们历时一年的精心修改与细致打磨，使全剧
的情节铺陈与音乐结构更为凝练、紧凑，并
凭借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呈现，强化战争
与美好的强烈对比。

全剧上半部，没有太多的硝烟弥漫，有
的是女兵们在宿舍里谈论爱情、“洗澡”时青
春的身姿，还有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
幸福和平的憧憬向往。但在下半部，这些有
着美丽身躯、美好情感的女战士被沼泽吞
噬、被子弹击中、被战火灼烧。尽管她们怀
揣着普希金诗集、想念着孩子、向往着爱
情，但最终，在无情的战火中，她们将生命
永远定格在花样年华。

以中文歌剧形式呈现的 《这里的黎明静
悄悄》，在音乐上不仅非常“俄罗斯”，而且
具有鲜明的“中国化”色彩。作曲家唐建平
谱写的音乐，在将“欧洲传统歌剧的质感、
俄罗斯民族乐派的美感和前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情感融为一炉”的同时，也体现着中国
美学精神。

无论是合唱《俄罗斯，我的故乡》，还是
重唱《在黎明之前》《圆舞曲》以及每个主要
人物颇具性格特征的咏叹调，体现了歌剧艺
术的追求，非常动听，令人难忘。“中国歌剧
要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因此，在这部歌剧
创作中，我非常注重音乐的‘段落感’和

‘歌唱性’，并且，能够用好听的音乐表现出
人物鲜明的个性、情感与形象。”唐建平说。
在此次修改中，除了删掉约 20分钟的音乐以
推进情节发展外，还为索妮娅新增唱段 《迎
接黎明》，在表露剧中人诗意的情感世界之
余，也深刻表现战争对本应拥有美好未来的
女大学生的摧毁。

此轮演出中，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管
弦乐团首席指挥吕嘉深入挖掘该剧音乐特
性，仔细梳理与分析人物性格，并率领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以时而壮阔沉郁、时而梦幻
空灵的诠释，倾述一份人文情怀。著名男中
音歌唱家袁晨野不仅以细致考究的艺术处
理，将《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士兵本应是
男人》《黎明快些来》等咏叹调表现得深情感
人，同时也塑造出一个有勇、有谋、有爱的
准尉瓦斯科夫形象。

“演员给了全剧新的活力。”王晓鹰表示，
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艺术个性，角色表现其
对艺术和人物的理解，所有的理解都整合在全
剧的音乐与剧情中。面对如此宏大的战争题
材，王晓鹰也坦言，我们的战争讲述需要更
多的心灵触碰和人性表达。“这是一出听不到
枪声甚至看不到敌人的战争戏剧，有的只是充
满诗意想象的情景和坚持经典品味的音乐。
事实上，我们是借助俄罗斯的深厚文化底蕴，
来表达应有的一份生命关照和人文情怀。”

▲台北演出现场

把 《夜奔》 翻译成“在
晚上跑步”，把梅派经典 《宇宙

锋》翻译成“宇宙刀锋”，把《四郎探
母》翻译成“第四个儿子去看他的母亲”，

把《贵妃醉酒》翻译成“喝醉了的小妾”；把
关云长智勇双全单人赴会的 《单刀会》 译成

“关老爷赴宴”…… 近年来，中国演出艺术频频
走出国门，唱响国际舞台，但有些“奇葩”翻译
令人摸不着头脑，啼笑皆非。很多剧目被简单直
译，不仅破坏了中国艺术原有的意境和美感，
更是让本就不太懂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难以
理解和接受。如何让经典戏剧演出艺术更

准确、更具美感地走出去，其中学问
不容小觑。

近日，大型交
响组歌 《孙中山》
在台北孙中山纪念
馆上演，引起台湾
社 会 各 界 热 烈 反
响。两岸艺术家携
手合作，谱写出文
化交流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