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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原型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神话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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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荣格原型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神话翻译中的关键问题。荣格的原型理论强调人类集体无意

识中的共通性，而中国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原型意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

深入挖掘这些原型，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其传递给目标语言读者，从而实现跨文化沟通与理解。本文分析

了中国神话中的常见原型及其翻译策略，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平衡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并提

出了翻译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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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不仅反

映了古代人民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还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和价值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神话的

翻译与传播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

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神话在翻译过程中

面临着诸多挑战。荣格的原型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了新的视角。荣格认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一

些共同的原型意象，这些原型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神话中也存在着许多与荣格原型理论相契合的元

素，通过挖掘这些原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翻译中国神

话，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荣格原型理论概述

荣格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他的原型理论是分析心

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荣格认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

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原型意象，这些原型是人类文化发展

的基础。原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模式，它在人类的

神话、传说、宗教、艺术等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荣格提

出了许多常见的原型，如英雄原型、母亲原型、智慧老

人原型、阴影原型等。这些原型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

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荣格的原型理

论强调人类文化的共通性，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只

是形式上的，而本质是相同的。这一理论为跨文化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
。

2 中国神话中的原型意象

中国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

富的原型意象。这些原型意象不仅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世

界的认知与想象，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以

下是一些常见的原型意象：

2.1 英雄原型

英雄原型是荣格原型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原型之一。

英雄通常具有超凡的能力和勇气，他们能够战胜邪恶，

拯救世界。在中国神话中，英雄原型也十分常见。例如，

后羿射日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神话。后羿通过自

己的智慧和勇气，射落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类。这种

英雄行为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勇气的追求，是英雄原型

的典型表现。

2.2 母亲原型

母亲原型是荣格原型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型。母

亲象征着生育、保护和关爱。在中国神话中，母亲原型

也有着丰富的表现。例如，女娲补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典

型的母亲神话。女娲创造了人类，并在天塌地陷时拯救

了人类。她的行为体现了母亲对子女的关爱和保护，是

母亲原型的典型表现。

2.3 智慧老人原型

智慧老人原型是荣格原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型。

智慧老人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他们能够为人类

提供指导和帮助。在中国神话中，智慧老人原型也有着

丰富的表现。例如，姜子牙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智慧

老人神话。姜子牙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周武王

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他的行为体现了智慧老人对人类

的指导和帮助，是智慧老人原型的典型表现
[2]
。

2.4 阴影原型

阴影原型是荣格原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型。阴影

象征着人类的黑暗面和邪恶面。在中国神话中，阴影原

型也有着丰富的表现。例如，夸父逐日的故事就是一个

典型的阴影神话。夸父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逐渐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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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的光芒所吞噬，最终死去。他的行为体现了人类对未

知的恐惧和对黑暗面的无奈，是阴影原型的典型表现。

3 中国神话翻译中的问题

中国神话的翻译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翻译中国神话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西

方在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以及思维方式上存

在显著不同，这使得许多中国神话中的意象和价值观难

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精准对应。例如，“天命”这一概

念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内涵，它既体

现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又包含对人类行为的道德指引，

但在西方文化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来表达其复

杂意蕴。类似的还有“五行”“阴阳”等概念，它们是

中国神话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缺乏西方文化中

的对应物而成为翻译的难点。这种文化差异不仅增加了

翻译的难度，也对译者的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
[3]
。

3.2 语言表达

语言表达是中国神话翻译中的关键难题。中国神话

语言风格独特，常运用四字词语、对仗句、排比句等修

辞手法，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同时蕴含丰富的象征意

义。例如，“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等四字词语，寥

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而这种凝练与意境在

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形式。西方语言更

注重逻辑性和直接性，缺乏汉语中这种高度凝练的诗意

表达。因此，如何在翻译中既保留原文的韵味，又使目

标语言读者易于理解，是译者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

3.3 读者接受

读者接受是中国神话翻译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中西方读者在文化背景、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上存在显

著差异，这使得中国神话在跨文化传播时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中国神话中常见的复杂情节、多义性意象以及蕴

含的哲学思想，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显得陌生甚至难以

理解。以《封神演义》为例，其庞大的神魔体系和复杂

的人物关系可能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困惑。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需要通过适当的解释、注释或简化情节等方式，帮

助读者跨越文化隔阂，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核心内容和文

化内涵。同时，译者还可以通过调整叙事节奏、增加背

景介绍等手段，引导读者逐步进入中国神话的世界，从

而提高中国神话在目标文化中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

4 中国神话翻译的策略

在荣格原型理论的视角下，中国神话的翻译需要采

用一些特殊的策略。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挖掘原型意象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神话中的原

型意象，并将其传递给目标语言读者。例如，在翻译后

羿射日的故事时，译者可以强调后羿的英雄行为和勇气，

将其与西方文化中的英雄原型相联系。后羿不仅具有超

凡的力量，还展现了不畏艰难、拯救苍生的伟大精神，

这种英雄主义与西方文化中亚瑟王、奥德修斯等英雄形

象所蕴含的特质高度契合。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联系，译

者能够帮助目标语言读者跨越文化隔阂，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

实现中国神话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有效传播
[4]
。

4.2 采用文化注释

在翻译中国神话时，采用文化注释是一种有效的方

法，能够帮助目标语言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文化意象

和价值观。例如，“天命”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

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秩序和人类命

运的哲学思考，还蕴含着道德与责任的内涵。在翻译时，

译者可以通过注释详细解释“天命”并非简单的宿命论，

而是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这种注释

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神话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避免

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同时，对于一些具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神话生物或仪式，如“龙”“凤”“祭天”等，

译者也可以通过注释说明其象征意义和文化背景，从而

让读者更全面地领略中国神话的独特魅力。

4.3 灵活运用语言表达

在翻译中国神话时，译者需要灵活运用语言表达方

式，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读者习惯。中国神话的语

言风格独特，常常使用四字词语、对仗句和丰富的意象，

这些在目标语言中可能难以直接对应。例如，汉语中的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等四字词语，具有高度的凝

练性和画面感，但直接翻译可能会让目标语言读者感到

陌生或难以理解。译者可以通过意译的方式，将这些表

达转化为目标语言中更自然、更易接受的描述，比如将

“山清水秀”译为“mountains are lush and waters

are clear”，将“鸟语花香”译为“birds sing and

flowers perfume the air”，这样不仅保留了原文的

意境，还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此外，对于一些具有诗

意的对仗句，译者也可以根据目标语言的韵律和修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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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进行调整，使其在目标语言中同样具有美感和感染力。

通过这种灵活的语言转换，可以有效提高翻译的可读性

和接受度，使中国神话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吸引力。

4.4 考虑读者接受

在翻译中国神话时，译者必须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

接受能力与文化背景，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以适应其阅读

习惯。例如，中国神话中许多故事情节复杂，涉及多层

次的叙事结构、丰富的文化符号以及较为抽象的哲学思

想，这些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适当简化情节，突出故事的核

心内容和主要冲突，同时保留其文化精髓。比如在翻译

《封神演义》时，可以对其中复杂的封神体系和众多角

色关系进行简化，聚焦于主要人物如姜子牙、哪吒等的

故事线，使其更符合西方读者对线性叙事的偏好。此外，

译者还可以通过增加背景介绍、调整叙事节奏等方式，

帮助读者更好地进入故事世界。通过这些策略，不仅能

够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还能提高中国神话在目标文化

中的传播效果，使其更广泛地被接受和喜爱。

5 中国神话翻译的实践与思考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中国神话的翻译需要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实践与思考：

5.1 翻译实践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根据具体文本灵活调整翻译

策略。以《山海经》为例，这部古籍中包含大量奇异的

神话生物和独特的地理概念，对现代读者来说极为陌生。

译者可以通过添加详细注释，对“穷奇”“帝江”等神

话生物的形态、象征意义进行阐释，对“昆仑山”“流

沙”等地理概念进行地理学与神话学的双重解读，帮助

读者跨越知识障碍。此外，结合插图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精美的插图能够直观呈现神话生物的形象，让读者更直

观地感受《山海经》的奇幻色彩。比如，为“九尾狐”

配上灵动的插画，能让读者迅速抓住其“九尾”这一显

著特征，进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这种文字与图像相结

合的翻译方式，不仅能提升翻译质量，还能增强中国神

话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5]
。

5.2 翻译思考

在翻译中国神话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关注语言的

转换，更要深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传递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中国神话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如对自然的敬畏、

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英雄品质的赞美等。这些价值观

在跨文化传播中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难以被目标读者

理解。因此，译者需要思考如何将中国神话中的价值观

与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相融合。例如，中国神话中强调

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与西方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思考相结合；中国神话中英雄的无私奉献精神可以与

西方文化中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相呼应。通过寻找这种文

化价值的共通点，译者能够更好地搭建起跨文化沟通的

桥梁，使中国神话在目标文化中更具亲和力和认同感，

从而提升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影响力。

6 结论

中国神话的翻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涉及文化、

语言、读者接受等多方面因素。荣格原型理论为翻译实

践提供了独特视角，揭示了人类文化共通性，帮助译者

挖掘中国神话中的原型意象，如英雄、母亲、智慧老人

等，并通过灵活运用文化注释、语言转换等策略，将其

传递给目标语言读者。然而，文化差异、语言表达难题

以及读者接受习惯等问题依然存在，使得翻译工作需要

译者不断探索与创新。只有持续努力，才能更好地实现

中国神话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让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

绽放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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