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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桂剧的剧本翻译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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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我国对于优秀中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高度重视，桂剧是我国针对的地方戏曲类传统文化，

其精彩的故事情节设计以及表演方式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俗和艺术价值。随着我国

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桂剧在国际舞台也崭露头角，桂剧剧本的翻译与传播为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提

供了显著助力。而在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桂剧剧本的翻译不能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要深化桂剧剧本的文

化特色，系统的规划桂剧剧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机制，灵活的运用多种翻译技巧来生动的呈现桂剧剧本，

如此才能增强世界对桂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基于此，本次研究将先概述翻译传播学和桂剧，然

后阐述翻译传播学视角下对于桂剧剧本翻译的要求，最后围绕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桂剧的剧本翻译策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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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我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在国际地位大幅

度提升，桂剧作为传统艺术文化，在国际文化发展中也

深受欢迎，也就涉及到桂剧剧本需要翻译成不同国家的

语言，才能顺利的让国际受众能够正确理解和认知桂剧

剧本内容以及文化。翻译传播学中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

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因而在桂

剧剧本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

景、审美习惯以及接受心理，以确保翻译内容既忠实于

原作，又能为外国观众所接受和理解。在实际桂剧剧本

翻译期间，也需要结合剧本内容的形式、表达方法，灵

活的采用多种翻译策略，更好地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下的

传播需求。

1 翻译传播学与桂剧概述

1.1 翻译传播学

翻译传播学理论并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融合了翻

译学、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出翻译除了是信息语言

的转换以外，还具备多种功能，翻译技巧与传播效果之

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翻译传播学理论认为在语言翻译

的过程中，需要用科学的、灵活的技巧来让翻译内容能

够保持原本文化特色精髓的同时，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

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在翻

译传播学当中，包含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的理

论内容，在翻译方法方面也借鉴了传播学的信息论、媒

介理论、受众分析等领域内容。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综合

研究，指出翻译的基础层面是语言的转换，更深层次是

要通过语言的翻译来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传递

与再创造，在翻译期间需要充分考量原文的语境、译者

的主观意图、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传播媒介的特性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翻译传播学的视角下，赋予了翻译这一信息传播

过程特殊性，因为受众在接受翻译后的译文时，会自动

的将自身文化背景、认知结构和社会经验等进行代入。

在对译文进行理解时会对原文意义进行自主理解和重

构，“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正是印证了翻

译传播学的这一理论。翻译传播学还认为翻译不仅是语

言之间的桥梁，更是文化之间的纽带。通过翻译，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交流和借鉴，从而促

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1.2 桂剧

桂剧属于我国地方传统戏曲类的传统文化资源，主

要流行于我国的广西地区。桂剧经历了非常久远的历史

岁月打磨，形成了具有艺术性、专业性的戏曲文化表演

形式。桂剧当中包含很多不同性格特色的人物，拥有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不同年龄、性格特征的人物需要通

过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形式来进行演绎，从而让

人物、剧情的特色凸显出来。桂剧剧本是戏曲舞台演绎

的依据，所有舞台呈现，人物刻画都需要按照剧本的描

述、描写进行。因而可以说剧本使桂剧表演以及传承发

展的“立足之根本”。我国桂剧作为传统文化，剧本故

事基本都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作为创作

的“底”，然后通过戏剧化的创作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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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冲突。就比如较为经典的桂剧剧目《刘三姐》，

剧本所讲述的是主人公刘三姐与恶霸地主之间相互斗

智斗勇的故事情节，剧本中有精彩的人物对白，情节、

场景描写，人物服饰描述等，还包含富有地方特色的唱

段，根据剧本可以演绎出精彩的故事，可以体会到广西

地区的特色风土人情。由此可以明确，桂剧的剧本是桂

剧发展、传播的重要内容，而剧本的表达是通过语言进

行的，其语言的韵律美、对白的幽默感都是桂剧文化特

色所在。多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弘扬

与传承工作，桂剧是广西地区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

点。桂剧的翻译是向国际传播的基础，在翻译传播学视

角下，需要在保持桂剧剧本语言本土特色的同时，能够

满足不同国家受众的审美需求，使其能够正确理解桂剧

剧本内容，感受桂剧文化特色。

2 翻译传播学视角下对于桂剧剧本翻译的要求

2.1 保持桂剧的文化特色，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背

景

桂剧翻译期间保持桂剧原本的传统文化特色是基

础要求，但是在翻译传播期间面对的受众与中国传统文

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要求在翻译期间也需要充分考量目

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保证桂剧剧本翻译后能够让其正确

理解，对桂剧文化有正确的认知。因而在翻译传播学的

视角下，桂剧剧本翻译期间需要合理的保留能够突出桂

剧文化内涵的元素，尤其是桂剧剧本的地域文化信息、

历史故事等都是要给予保留的，使整体翻译风格要保持

其艺术特色。在桂剧剧本中包含很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的特定称谓、成语等，如果直接翻译可能会失去原有的

文化韵味，因此译者需要寻找恰当的对等表达，或者在

译文中加以注释，帮助目标受众更好地理解。

2.2 保持桂剧的语言风格，保证译文流畅自然

桂剧剧本的语言风格是凸显桂剧文化的主要形式，

翻译传播学指出在语言翻译和传播期间需要保持原本

的语言特色，才能确保其文化韵味的传承和发展，若是

语言风格失去了原本的特色，那么桂剧文化就不再“传

统”。桂剧剧本的语言包含大量的广西地方方言，还有

很多古汉语内容，这都是需要保留的语言风格，而这些

语言都富有中国特色，在翻译中也需要再保持语言风格

的同时，保证译文流畅自然。这对翻译人员的能力提出

了要求，需要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在译文中能够准确表

达桂剧剧本语言的韵律、节奏、对仗和修辞手法等，还

原桂剧语言特色的同时确保译文语法、表达方法的正确

性。

2.3 促进桂剧传播效果，提高受众的接受度和兴趣

桂剧剧本的翻译是为了在其他国家进行传播，让其

他国家受众能够读懂桂剧剧本，并感受我国“桂剧”这

一地方戏曲文化的内涵、特色，让更多国际上艺术文化

人员了解中国桂剧，产生对桂剧的兴趣，从而让桂剧在

国际文化舞台能够受欢迎，发光发热。桂剧在国际领域

得到有效、广泛的传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

展有重要意义。因而在传播学视角下，翻译桂剧剧本期

间也要保证译文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接受，

感兴趣，才能为桂剧传播范围的拓宽奠定基础，提供助

力。因而，在保证桂剧剧本语言翻译正确的基础上，要

在译文中要突出呈现桂剧语言所蕴含的地方色彩和独

特的韵律美，以此强化译文在目标语言中的吸引力。而

桂剧剧本当中的剧情发展、情感表达、人物形象等内容

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需要翻译人员深入分析桂剧的剧

情内容，处理文化特定元素时应适当的采取注释、解释

或替代等技巧帮助目标受众更好地理解剧情。尤其细节

性的内容要应用生动、形象的词汇、语句进行表达，让

受众在阅读剧本译文时，脑海中能够对应呈现相应的视

觉效果。

3 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桂剧的剧本翻译策略

3.1 桂剧剧本的文化意象的传递与重构

翻译传播学中强调，剧本翻译需要通过语言的转换，

来完成相应文化的传递与重构。在桂剧剧本翻译期间，

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象进行关注，运用恰当的目标

语言来准确表达，保证桂剧文化意向的正确输出。在桂

剧剧本当中文化元素类型非常多，其中的地方方言、地

方风俗、历史故事、宗教信仰等内容都属于文化意象的

呈现，在翻译期间如何能够让目标受众能够正确理解这

些文化含义是难点。举例来说，桂剧剧本中包含很多“桂

林话”，其语言和词汇都比较独特，在翻译期间可以保

留一些典型的方言词汇，而为了帮助目标受众理解可以

添加注释，在脚注中解释其含义和用法。或者也可以适

当调整语言风格，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但

注意要保留桂剧剧本原有的韵味，做到既保留地域文化

特色，又要便于观众理解。

桂剧剧本很多都是以中国人们所熟知的习俗、神话、

历史为背景，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展现出来，中国受众

在阅读剧本时会自然联想，对内容理解比较容易。而其

他国家的受众，不熟悉中国的习俗、神话故事的情况下，

对剧本中的一些内容理解可能会困难，难以准确联想出

剧本表达的画面或含义。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结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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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观众的文化背景，寻找能够与原剧本内容进行类比

或解释的内容，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进行理解，

确保受众阅读的顺畅性，避免出现文化误读等情况。

3.2 桂剧剧本中对话与旁白的翻译技巧

在桂剧剧本当中，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表达

人物内心、情感变化，会使用对话、旁白的形式进行表

达，而且对话与旁白的内容不在少数。在翻译桂剧剧本

的对话与旁白期间，需要采用一些翻译技巧，来确保对

话与旁白语言表达作用的发挥，突出桂剧语言特色，也

让受众能够正确理解，深入体会桂剧文化内涵。先来说

桂剧对话内容的翻译，以年龄、形象、性格等为区分标

准，桂剧中有老生、小生、花旦等多种人物，不同人物

语言各有特色，老生语言表达比较庄重，小生、花旦人

物比较年轻，语言或生动细腻，或活泼可爱。根据不同

的人物，在翻译期间需要突出语言、语气的差异化。要

合理运用词汇和句式，让目标受众能够感受到角色之间

的性格对比。对于桂剧剧本旁白内容的翻译，需要凸显

出通过旁白内容对剧情背景进行介绍，或是对即将发生

事件进行预示。旁白部分语言要更注重逻辑性，要保留

旁白的语言节奏，准确表达旁白内容，注重语言感染力

的渲染，这样才能通过旁白让受众能够沉浸在剧情之中。

3.3 桂剧剧本中舞台指示的翻译与呈现方法

桂剧是地方戏曲文化，剧本是戏曲舞台表演的依据，

在剧本中有很多对场景内容、人物服饰的描写，这部分

是舞台指示部分，语言的描写需要富有画面感。而且舞

台指示内容的语言描写的都是比较细节性的内容，包括

人物动作和表情、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桂剧舞台

指导以及演员需要依靠舞台指示内容来呈现自己的表

演。对于这部分的翻译，需要保证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细节性的内容一定要突出描写，保证舞台指示的准确性

和表演的连贯性。举个例子来说，桂剧中人物在表达愤

怒、不屑等情绪时，在剧本中很多是以“拂袖”一词进

行动作描写，在翻译时要准确表达人物通过用力地甩动

衣袖来表达愤怒等比较强烈的情绪。再比如桂剧剧本中

有利用比喻的手法来描写场景景色，如“月光如水”一

词的翻译，需要表达出月亮的光像水一样柔和，还要联

系剧本上下文人物在场景中的情感，场景描述一般都与

事件、人物情绪都有关联，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特色，

需要在翻译中注意。

3.4 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合理调整翻译风格

在桂剧剧本翻译后，是要传播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受

众，文化背景不同，理解思维就不同，语言习惯、审美

等也会存在偏差。因而在翻译期间，也需要根据目标受

众的特点合理调整翻译风格，确保翻译后的剧本能够被

受众接受和喜爱。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些国家的人在语

言表达方面通常比较直白，语言描述比较简洁，修饰内

容用的比较少。那么在翻译期间，就需要多用直白的词

汇和句式，避免让受众厌烦。或者也要考虑受众群体的

年龄，若是受众比较年轻，在翻译时要将传统与现代化

语言结合应用，既要保留桂剧古典语言风格，也要将添

加一些白话文，尤其是一些解释性内容可以者在保持原

文意境的基础上，适当加入流行语汇，使剧本更加生动

和贴近现代生活。

4 结语

在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桂剧剧本翻译期间需要在适

应目标受众文化背景的同时，充分保持桂剧的文化特色

以及语言风格。要采用多样化的翻译方法来保持译文流

畅度，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需求，并提高受众的

接受度和兴趣，从而强化桂剧剧本翻译质量，有效促进

桂剧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增强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认知与认同。在实际翻译中要深化桂剧剧本的文化意

象传递，本文重点对桂剧剧本当中的对话、旁白、舞台

指示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期望能够对桂剧剧本翻

译与文化传播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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