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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在过去的

７０年间，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成就巨大。本文以新中国

成立后１７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作为划分依据，从社会文化语境、翻译实

践、翻译研究等角度，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东南和港澳台为考察区域，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典籍在国内外的翻译历程，以期总结当前成果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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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结盟、战争、迁徙等原因，中国各民族不断分合聚散，交

融渗透。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从１９５３年开始民族识别的实

地调查。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直到１９７９年完成基诺族的

识别，我们今天所熟知的５６个民族才最终得以确定。

古往今来，民族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文化是根本。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无根

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语言起到重要作用，承载了文化的内涵和

表达，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５５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

等不足２０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加上使用汉文的回族和畲族，也不及总数的一半。其他民族的

文化则主要依靠世代口耳相传来继承发展。自１９５６年起，政府组织了历时三年大规模的语言调

查。在此期间，７个工作队奔赴１６个省区，在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和少数民族

人民一起创制和改革了部分民族的文字。

按照有无文字记载来划分少数民族的典籍，可以将其分为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无文字类的民

族典籍主要指口碑文献，而有文字类的典籍则不尽相同。吴肃民指出，“有文字类的古籍中包括：

１．各种民族文字 （包括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２．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史料；３．用汉字作

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１］可见，民族典籍的存留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典籍是展现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需要典籍翻译，中国与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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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沟通也离不开典籍翻译。但是，由于其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中国民族典

籍的翻译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整体来看，主要有民译、汉译和外译三种情况。民译主要

指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互译和古民族语今译；汉译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译成汉语、国际音标转写

和外语译本回译；外译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直接译成外语、少数民族语言经由汉语译成外语和

外语译本之间的互译。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７０

年间，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民族典籍的整理和翻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从社会文化

语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等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

族典籍翻译历程，以期总结当前成果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的民族典籍翻译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１９５６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

指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各地的党政文化部门积极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一面收集各

民族的传统文学，一面培养各民族的歌手、故事员及民族文化工作者。［２］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工

作者代表大会于１９５８年胜利召开，号召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提出 “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加

强研究，大力推广”方针，提出 “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具体采录工

作要求。同年，全国范围内的采风运动成果显著，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顺利召开，这无

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文学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一系列

活动为之后的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形式来看，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主要为译作的出版或发表、工作会的成立和人才队伍的

建设。从内容来看，主要为汉译，也有一些民译和外译。研究活动主要局限在对作品本身的介

绍、研读和分析，对翻译过程和成果的研究很少。

（一）翻译实践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涉及民族众多，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可大致分为东

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中和华南地区、华东和港澳台地区。以被研究的

民族而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彝族和壮族较为突出。

１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居住和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达斡尔族、赫哲族、满族等。

达斡尔族是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是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叙事作

品。１９５８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单位在对

达斡尔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发现了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并将其收入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

调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搜集整理 《阿波卡提莫日根》 《洪都尔迪莫日

根》等６个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收入 《达斡尔族文学资料汇编》（第一辑·民间故事卷一）。

赫哲族人民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他们讲的莫日根故事称为伊玛堪。我国赫哲族伊玛堪的

采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为采录的第二阶段，刘忠波等民间文学工作者

深入赫哲族聚居地，采录吴进才说唱的伊玛堪 《安徒莫日根》和葛德胜说唱的伊玛堪 《满格木

莫日根》，收入 《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 《赫哲人》两本书中，“伊玛堪”这一名称首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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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指赫哲族的说唱故事。

满族人民也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１９６１年，苏联满学家 Ｍ．沃尔科娃根据Ａ．Ｂ．戈列宾尼

西科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搜集到的手抄本进行转写和俄译，完成 《尼山萨满的传说》 （нишань

саманибитхз）一书，在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满学界的震动。从此，《尼山萨满》

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２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居住和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为蒙古族。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国东北地区、其他省份和蒙古国，也有大量的蒙古族同胞。

《蒙古秘史》以编年体记述蒙古族的神话传说起源、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是关于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之一。１９５１年，谢再善根据清观古堂所刻 《元朝秘史》汉文音译

本译写成蒙古文，再译成汉语，是明代以来第一个重译本。１９５６年，谢再善将策·达木丁苏隆

（１９０８—１９８６）１９４７年编译、内蒙古日报社１９４８年翻印的 《蒙古秘史》译成汉语。１９５７年，

策·达木丁苏隆在乌兰巴托出版 《蒙古秘史》斯拉夫蒙古文译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姚从吾与札

奇斯钦合著 《汉字蒙音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于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分三期刊载于 《台湾大学

文史哲学报》上。

《蒙古秘史》的外译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间较为丰富。１９４９年，波·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对 《蒙古秘史》的拉丁文转写和前六章的法译本出版。同年，希林 （Ｓｈｉ

ｒｉｎＢａｙａｎｉ）根据伯希和法语译注本，译出 《蒙古秘史》波斯语译本。１９５５年，波·普华

（Ｐ．Ｐｏｕｃｈａ）译出 《蒙古秘史》捷克语译本。１９５７年，印度学者孙维贵 （ＷｅｉＫｗｅｉＳｕｎ）根据

汉语译本节译 《蒙古秘史》，刊载于 《中世纪印度季刊》（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犐狀犱犻犪狀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是 《蒙

古秘史》的第一个英译本。１９６１年，日本学者山口修 （やまぐちおさむ，１９２４—１９９８）完成

《蒙古秘史》日语译注本 《成吉思汗实录》 （ジンギスカン実録），由筑摩书房 （筑摩書房）出

版。１９６２年，匈牙利学者拉约什·李盖提 （Ｌ．Ｌｉｇｅｔｉ，１９０２—１９８７）完成 《蒙古秘史》匈牙利语

译本。１９６３年，岩村忍 （いわむらしのぶ，１９０５—１９８８）的日语简译本 《元朝秘史———成吉思

汗实录》（元朝秘史―チンギス·ハン実録），由中央公论社 （ちゅうおうこうろんしゃ）出版。

同年，阿瑟·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１８８９—１９６６）根据汉语译本英译 《蒙古秘史》部分内容，

收入 《蒙古秘史及其他》（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犕狅狀犵狅犾狊），由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

（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Ｌｔｄ．）出版。１９６５年，蒙古族华裔美国学者包国义 （ｎｅｎｓｅｃｈｅｎ，乌

嫩斯钦）在 《〈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第九卷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刊载于 《乌拉尔－阿

尔泰丛书》（犝狉犪犾犃犾狋犪犻犮犛犲狉犻犲狊）第５８卷。

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 《江格尔》是产生于新疆蒙古族聚集区的传统民间文学，讲述了以蒙

古英雄江格尔率众反抗敌人、保卫家乡、建立美好草原的故事。１９５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边垣

编译的 《洪古尔》，这是第一个 《江格尔》部分内容的汉文改写本。１９５８年，内蒙古铁木耳杜希

等人将 《江格尔》部分内容由托忒蒙古文转写为回鹘式蒙古文 《江格尔传》，由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出版。同年，斯·依·里布金的俄文诗体 《江格尔》在莫斯科出版。１９６３年，特·杜格尔苏

伦把巴特尔·巴桑高夫改写的诗体 《江格尔》由卡尔梅克文改写成新蒙古文，在乌兰巴托出版。

１９６４年，哈·哈斯克巴等人参照新疆手抄本将 《江格尔传》转写成托忒蒙古文并做修正补充，

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古族另一长篇英雄史诗 《格斯尔可汗传》描写了格斯尔为民消灾除害的业绩。１９５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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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发现的该书汉译本木刻版 《格斯尔的故事》（上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５年，在北京

隆福寺发现的汉译本 《格斯尔的故事》（下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９年，《英雄格斯

尔可汗》经琶杰说唱，其木德道尔吉整理，安柯钦夫汉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０年，桑杰

扎布汉译 《格斯尔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１年，巴尔达诺 （ＮａｍｚｈｉｌＢａｌｄａｎｏ）在乌兰

乌德出版 《阿拜格斯尔———布里亚特的英雄史诗》 （犌犲狊犪狉犅狌狉犻犪狋狏犲狉狊犻狅狀）），并由李福清 （Ли

Фуцин，１９３２—２０１２）译为俄文。

１７世纪萨冈彻辰著作 《蒙古源流》是蒙古族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约翰·Ｒ·克鲁格

（Ｊｏｈ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２７—２０１８）于１９６４年英译 《蒙古源流》第１－４章，于１９６７年修订

前４章，并增补第５章及第６章的一部分，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作为蒙古学会的非定期

会刊出版。１７世纪罗桑丹津的著作 《罗·黄金史》是蒙古史学界的又一代表作品 （《黄金史》是

《概述古代诸汗所建立政道之著作黄金史》的简称，由于是罗藏丹津所著，故称作 《罗·黄金

史》）。１９５２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影印出版１９３７年库伦 （乌兰巴托

旧称）版 《罗·黄金史》，名为 《蒙古古文典之一：阿勒坦脱卜赤》，后被称为哈佛版 《罗·黄金

史》。１９５７年，沙格德尔 （ＳｈａｇｄａｒｙｎＢｉｒａ，１９２７—）翻译的斯拉夫蒙古文 《罗·黄金史》在乌兰巴

托出版。

３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西北地区民族典籍主要有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典籍。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人民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诗，作者素甫·巴拉萨衮借

助国王 “日出”、大臣 “月圆”、月圆之子 “贤明”和修道士 “觉醒”这四个人物的对话，表达

其政治理想、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１９５９年，Ｒ．Ｒ．阿拉特 （ＲｅｉｄＲａｈｍｅｔｉＡｒａｔ，１９００—１９６４）

将 《福乐智慧》译成土耳其文，由安卡拉民族教育出版社 （ＴüｒｋＴａｒｉｈＫｕｒｕｍｕ）出版。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著作 《突厥语大词典》的一些词条中辑录２００余首诗歌，还有谚

语、格言、典故和传说，涉及内容广泛，全面展现了维吾尔族和使用突厥语的其他各民族的社

会生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喀什的两位学者穆罕默德·拍依孜和艾合迈德·孜雅依首次把 《突厥

语大词典》三卷本译成现代维吾尔语，但未能出版。１９５７年，Ｄ·蒂尔钦完成 《突厥语大词典

阿拉伯词检词索引》 （犃狉犪狆犃犾犳犪犫犲狊犻犽犲犇犻狏犪狀狌犔狌犵犪狋犻狋犜狌狉犽犇犻狕犻狀犻），在安卡拉出版。自

１９６０年起，萨里赫·穆塔里波夫历时三年多，将 《突厥语大词典》三卷本译成乌兹别克文，在

塔什干出版。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间，历史学家乌依古尔·沙依然和阿拉伯语专家穆罕默德·萨里赫

·大毛拉阿吉在乌鲁木齐共同翻译出 《突厥语大词典》第二稿。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波斯文著作 《拉失德史》是维吾尔族历史著作。该书第一编记述

从秃黑鲁帖木儿汗统治时期至阿不都·拉失德汗为止，第二编叙述作者生平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１９６５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开展 《拉失德史》的汉译工作，根据１８９５年罗斯 （Ｓｉｒ

ＥｄｗａｒｄＤｅｎｉｓｏｎＲｏｓｓ，１８７１—１９４０）和伊利亚斯 （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１８９７—１９９０）的英译本汉译

《拉失德史》。直到１９８３年，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一书。

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阿凡提机智幽默，且

勇敢反抗反动统治和腐朽势力。“阿凡提故事”于２０１４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

录。１９５８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赵世杰汉译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１９５９年，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 《阿凡提的故事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１９６３年，

穆罕默德伊名等人翻译的 《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赵世杰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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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 《玛纳斯》赞颂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反对异族统治者的顽强精神和斗争

意志。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苏联出版的吉尔吉斯文 《玛纳斯》四卷本被译成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

和塔吉克文。１９６０年，新疆文联工作人员在中央民族学院师生的协助下，采录 《玛纳斯》部分

篇章，译成汉文，并于１９６１年发表在 《天山》第１期和第２期上。１９６１年起，中央和新疆有关

部门组成 《玛纳斯》工作组，历时３个月采录居素甫·玛玛依演唱本近１２万行，并于１９６１年

１２月将该版本第一部的片段汉语译文刊载于 《新疆日报》，于１９６２年将第四部的片段汉语译文

刊载于 《民间文学》第５期，还先后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发表史诗的某些片段。此外，还有

一些翻译实践未能在此期间出版或发表，如：１９６４年，郎樱和玉赛因阿吉把第一部译成汉语；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居素甫·玛玛依的补录唱本２０万行被全部译成汉语，但这两个译本直到改革开

放后才得以部分或全部出版发行。

４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云南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

此外，贵州、四川和重庆也有些许少数民族分布。其中，藏族典籍数量较多，翻译活动开始

较早。

《格萨尔》讲述了青藏高原各个部落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格萨尔》的口译活动很早就开始

了。“我国古代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何时被口译成蒙古语、土族语、裕固语、

撒拉语等别的民族语言的，已无从查考。”［４］上述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在 《格萨尔》的传承和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格萨尔》的笔译实践活动主要有蒙译和汉译。１９４８至１９４９年，刘立千把三

部王光璧珍藏的林葱土司家藏木刻本译成汉语，它们是 《天界会商》 《英雄诞生》和 《赛马登

位》。１９５６年，石泰安 （ＲｏｌｆＡｌｆｒｅ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１１—１９９９）将一部三章 《格萨尔》藏文木刻本逐

字逐句译成法语 《岭地喇嘛教版藏族 〈格萨尔王传〉译本》（犔?狆狅狆é犲狋犻犫é狋犪犻狀犱犲犌犲狊犪狉犱犪狀狊狊犪

狏犲狉狊犻狅狀犾犪犿犪狇狌犲犱犲犔犻狀犵），在巴黎出版。１９５９年，《格萨尔》的蒙古文节译编译本 《岭·格斯

尔》（俗称蒙古文稀世珍本）由蒙古国科学院铅印刊行。１９６２年，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翻译整

理的 《格萨尔·霍岭大战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藏族格言诗是我国一种特殊文类，主要观察评论社会现象、展现人生处世哲学、宣扬治国

理政方略，是藏族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中以 《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和

《国王修身论》最为著名。另有用各种物质做比喻写成的格言诗。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５７年６月，

《人民日报》连载王尧 《萨迦格言》译文共２００余首。１９５８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收集 《人民日

报》译文，刊印单行本 《西藏萨迦格言译注》。

道歌体诗是藏族诗歌的另一种流派，内容以宣传佛教教义为主，倡导者为米拉日巴，他的

作品经弟子整理约４００首，收入 《米拉日巴道歌集》。１９５８年，由汉弗莱·奥姆克拉克爵士 （Ｓｉｒ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Ｏｒｍｅ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０６—１９７３）英译的 《米拉日巴道歌选集》（犜犺犲犕犲狊狊犪犵犲狅犳犕犻犾犪狉犲

狆犪：犖犲狑犔犻犵犺狋狌狆狅狀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犠犪狔：犪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狆狅犲犿狊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在约

翰·默里公司 （ＪｏｈｎＭｕｒｒａｙＬｉｍｉｔｅｄ）出版。１９６２年，张澄基 （ＧａｒｍａＣ．Ｃ．Ｃｈａｎｇ，１９２０—

１９８８）译注的 《密勒日巴十万道歌》 （犜犺犲犎狌狀犱狉犲犱犜犺狅狌狊犪狀犱犛狅狀犵狊狅犳犕犻犾犪狉犲狆犪：犜犺犲犔犻犳犲

犛狋狅狉狔犪狀犱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犲狊狋犘狅犲狋犛犪犻狀狋犈狏犲狉狋狅犃狆狆犲犪狉犻狀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犅狌犱犱犺犻狊犿）在

纽约大学图书公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ｏｏｋｓ）出版。１９６５年，张澄基汉译 《密勒日巴大师全集》，由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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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经典诗作有众多汉译本，名称各异，所收数量也有所不同。１９５６

年，苏郎甲措、周良沛汉译仓央嘉措情歌，载于 《藏族情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６年

１０月号 《人民文学》杂志选载 《仓央嘉措情歌选》。１９５８年，王沂暖汉译 《西藏短诗集》，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９年，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编 《西藏歌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

十二辑收录傅师仲、王沂暖、何良俊等人汉译的仓央嘉措诗歌。１９６１年，马里恩·邓肯 （Ｍａｒｉ

ｏ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Ｄｕｎｃａｎ，１８９６—１９７７）英译 《西藏情歌谚语》（犔狅狏犲犛狅狀犵狊犪狀犱犘狉狅狏犲狉犫狊狅犳犜犻犫犲狋），

由伦敦ＴｈｅＭｉｔｒｅＰｒｅｓｓ出版。

此外，藏族史传文学也是藏民族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王统记》是一部宗教源流史著

作，作者为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１９４９年，王沂暖的 《西藏王统记》汉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外，《西藏王统记》还有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 （Ｂ．Ｉ．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１９３１—１９８５）的

俄语译本和１９６６年荷兰刊载的该译本的英文引言和转写本。《西藏王臣记》记述了元明时期西

藏的政治历史更迭，作者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１９６２年，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藏学家郭和

卿将该书译成汉语，但直至十年动乱之后才得以出版。《米拉日巴传》记载了噶举派上师米拉日

巴的行止。１９４９年，王沂暖汉译 《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５１年，卡

西·达瓦桑珠喇嘛 （ＫａｚｉＤａｗａＳａｍｄｕｐ，１８６８—１９２２）与他的弟子埃文思·温兹 （Ｗ．Ｙ．Ｅｖａｎｓ

Ｗｅｎｔｚ，１８７８—１９６５）博士合作译注 《米拉日巴传》英文本，在１９２８年版本的基础上再版 （犜犺犲

犔犻犳犲狅犳犕犻犾犪狉犲狆犪）。１９５７年，拉隆巴·洛桑彭措在杜盾出版社 （Ｅ．Ｐ．Ｄｕｔｔｏｎ）出版 《米拉日巴

传》又一英译本。１９６２年，张澄基英译米拉日巴传记和米拉日巴道歌，由纽约大学图书公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ｏｏｋｓ）出版。１９６５年，张澄基汉译 《密勒日巴尊者传》，由香港九龙佛教大乘经典

编译所出版。

云南省少数民族数量多，部分少数民族的典籍在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间得到搜集、整理和

翻译。

彝族分支撒尼人 （居住于云南）口耳相传的叙事长诗 《阿诗玛》赞颂了阿诗玛反对恶霸掠

夺婚姻的英勇品质。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间，《阿诗玛》共有４个汉语版本诞生，分别为１９５０年 《新

华月报》刊载的杨放片段整理本 《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１９５３年 《西南文艺》刊载的朱

德普翻译整理本 《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１９５４年 《云南日报》“文艺生

活”栏目刊载的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翻译整理本 《阿诗玛———撒尼人叙事诗》（该版本于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分别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０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翻译整理的 《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

１９５７年，戴乃迭 （ＧｌａｄｙｓＴａｙｌｅｒ／ＧｌａｄｙｓＹａｎｇ，１９１９—１９９９）根据１９５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汉文版完成 《阿诗玛》英译本 （犃狊犺犻犿犪），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同年，宇田礼·小野田耕三郎

（宇田禮小野田耕三郎）根据１９５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完成 《阿诗玛》日译本 （アシマ），

由日本未来出版社 （未來社）出版；１９６０年，松枝茂夫 （まつえだしげお，１９０５—１９９５）根据

统一汉语版本以散文体形式日译 《应山歌姑娘阿诗玛》（Ｙａｍａｂｉｋｏｈｉｍｅ），收录在 《世界童话文

学大系》第１４卷 《中国童话集》，由东京讲谈社 （講談社）出版；同年，千田九一根据１９６０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日译 《阿诗玛》（アシマ），并于１９６２年载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 《中国现

代文学集》第１９卷 《诗·民谣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 《阿诗玛》俄语译本

（《АСМА》）和法语译本 （犃狊犺犿犪）；１９６４年，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李士俊将 《阿诗玛》译成

世界语 （犃犿犪），由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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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１９５８年，云南民间文学调查队翻译整理 《普曲贺格》《好彝诗》《儿日》等彝文文学

作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 《西南彝志》《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

等２５部３１卷彝文典籍。

纳西族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丽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

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有本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纳西族用象形文字书写东巴经，其中，《创世纪》《鲁般鲁饶》和 《黑白之战》是东巴经的

经典之作。１９５６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的 《创世纪》由云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１９６３年，由和芳讲述、周耀华翻译的石印本东巴经 《创世纪》由丽江县文化馆出版。

１９５７年，赵银棠翻译整理 《鲁般鲁饶———久命姑娘的盼望》，刊载于 《边境文艺》１９５７年第１０

期；１９６２年，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编写 《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六集），收

录和志武、赵净修、牛相奎等人的７个 《鲁般鲁饶》汉文版本。

傣族分布在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主要居住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和孟连两个自治县。傣族叙事长诗 《召树屯》讲述了召树屯和

喃诺娜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故事。该诗有诸多版本，其中 《孔雀》由白桦翻译改编，于１９５７年由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召树屯》由岩叠、陈贵培、刘绮等人整理翻译，于１９５９年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另一首傣族叙事长诗 《朗鲸布》则通过嘎梅西和国王喜德加的爱情故事反映阶级

矛盾，该诗经云南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整理，于１９６２年出版。同年，路易·艾黎 （ＲｅｗｉＡｌｌｅｙ，

１８９７—１９８７）英译 《朗鲸布》（犖狅狋犪犇狅犵：犃狀犃狀犮犻犲狀狋犜犪犻犅犪犾犾犪犱），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傈僳族是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藏与缅甸克钦交界地区，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其余散

居于云南其他地区、印度东北地区、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傈僳族古代民歌 《生产调》采用双

关的叙事长诗讲述了傈僳族人民的恋爱过程和艰苦的生活、生产过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

的傈僳族作品之一。１９５６年，《生产调》经祝发清、蔡鸿英收集，祝发清、徐嘉瑞汉译，由云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祜族也是跨境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散布于中国

境内、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拉祜族长篇叙事诗 《扎努扎别》讲述了英雄扎努扎别

与厄莎抗争，最后惨死于厄莎手下的故事，歌颂了人类的伟大力量和敢于同自然斗争的精神。

１９５９年，这篇神话由李晓村和王松搜集整理，刊登在 《民间文学》第１０期上 （当时译名为 《札

弩札别》）。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语言为布依语，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通用汉文。布依族古歌 《安王和祖王》（亦译 《罕温与索温》）由兄

弟夺权和射日洪水两部分故事组成，是布依族宗教经典 “摩经”之 《殡亡经》的一部分。１９６３

年，《安王和祖王》的３种汉译本 （译者分别为黄义仁、韦永奎和杨路塔）均刊载于 《民间文学

资料》第四十一集，由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出版。

苗族主要聚居于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约有八成的苗族人口聚居于中国南方一些省份，而也

有相当规模的苗族居住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苗族古歌》（亦称 《苗族史诗》）共

有 《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溯河西迁》５个部分，１９５６年，《金银歌》和

《蝴蝶歌》经马学良、邰昌厚和金旦搜集整理选载于 《民间文学》杂志。

白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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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汉文自古以来一直为白族群众所

通用。白族创世纪神话 《打歌·开天辟地》经杨亮才、陶阳整理，收入 《白族民歌集》，于１９５９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５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华中地区在这里指河南、湖北和湖南。华南地区指广东、广西和海南。

壮族民间文学很早受到关注。“关于壮族的口头文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

文学史编辑室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曾铅印过多集 《壮族民间歌谣资料》《壮族民间故事

资料》《广西壮族文学资料》等”。［５］

壮族麽教经籍 《布洛陀》展示了壮族古代的历史文化和信仰观念。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

术界开始了这一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壮族文学史》编写组于１９５８年搜集到民间故事 “陆陀

公公”。

壮族嘹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于１９５５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田东县开始。在黄耀光的带领下，他

们用７年时间搜集嘹歌一万六千余行并进行翻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区政府的支持下，１９６３年，

《唱离乱》刊载于 《广西文艺》上，是嘹歌汉译的最早成果。

刘三姐 （亦称刘三妹）是壮族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经典人物。新中国初期，《刘三姐》经搜

集整理和翻译，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呈现。１９５３年，邓昌伶根据民间故事创作五场彩调剧 《刘三

姐》。１９５５年，覃桂清和肖甘牛二人接力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刘三姐》，刊载于上海 《新观察》

杂志。１９５６年，罗茂坤等人整理叙事诗 《歌仙刘三姐》，发表于 《宜山农民报》。１９５７年，宜山

人民桂剧团根据民间故事 《刘三姐》排演桂剧，共八场。１９５９年，邓凡平等人改编 《刘三姐》

剧本，刊载于 《剧本》和 《广西日报》。１９６０年，壮族诗人侬易天创作 《刘三妹》这一长篇叙事

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歌舞剧 《刘三姐》剧本刊载于 《剧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并于１９６１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外，长春电影制片厂在１９６０年将 《刘三姐》拍成电

影。１９６２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根据歌舞剧英译 《刘三姐》（犜犺犻狉犱犛犻狊狋犲狉犔犻狌：犃狀犗狆犲狉犪犻狀

犈犻犵犺狋犛犮犲狀犲狊），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瑶族广泛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澳洲，但主体分布在中国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

贵州和江西五省，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和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瑶族创世史诗 《密洛陀》讲述了瑶族创世始祖密洛陀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故事。《密洛

陀》最早的汉文本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由壮族诗人莎红整理，载于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民

间文学》杂志。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

语族，近彝语支，没有文字，用汉文。

１９５８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田二娃、田茂中口述，罗辑整理的土家族民间叙事诗 《锦

鸡》。１９５９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队和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

系土家族文艺调查队搜集整理的土家族抒情长诗 《哭嫁歌》。

６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在我国华东和港澳台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分布。部分畲族和高山族的民族典籍在新中国成立

后１７年间得到了搜集和整理。

畲族语言是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用汉文，聚居于福建、浙江广大山区。１９６１年，

福建少数民族调查组、浙江少数民族初级师范学校搜集整理畲族山歌 《畲家翻身唱新歌》，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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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２年，陈玮君搜集整理畲族民间传说 《神郎和彩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

高山族主要居住在中国台湾省，少数散居于福建、浙江，以沿海地区为主。高山族有语言，

无文字，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１９５９年，洪永固整理 《台湾高山族民歌》和 《台湾岛上

的青年石像———高山族民间故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人才培养

翻译少数民族典籍的前提是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读懂少数民族原著，了解少数民族作者，

因为 “作者对作品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６］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高度重视民族

教育，首先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全国成立了许多民族学院，为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的开展

培养了大量人才。

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少数民族出身民间文学人才的培养，使他们较快成长，成为繁荣发展少

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骨干力量。１９５６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曾组织７００多人的调查队。

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地区皆把培养本民族语文干部列为工作计划的重点。调查结束后，这批

青年力量几乎遍及各民族地区相关研究机构和院校，引领民族语文发展工作。

同时，党和国家还注重民族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马学良在１９６２年曾写道， “十多年来，

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少数民族语文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地民族学院和有关学校已培养出一部

分的民族语文专业人才，就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来说，已先后开设了２２种民族语文专业，毕

业学生近千人。不但专业的人才都能掌握一种或两种民族语文，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遵照

毛主席的教导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

应当学习汉语’。因此，有很多干部通过种种方法勤学苦练也能掌握民族语言或汉语。”［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７年里，少数民族语文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发展迅速，这也为少数

民族典籍的汉译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三）学术研讨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１９５０年成立。此后，各省、市、自治区

成立相应组织，逐步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以云南省为例，１９５１年，

云南省建立 “民族文学工作会”。１９５６年作协昆明分会成立时，便成立 “民族文学委员会”。

１９５７年初，作协昆明分会在大量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

学的经验，发表 《努力发掘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和帮助各民族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间，在国家的指导下，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

搜集、整理和翻译，成果丰硕，推动了少数民族典籍汉译工作的开展。

三、“文革”期间的民族典籍翻译
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内环境的特殊，绝大部分民族典籍翻译

工作被迫中断，一些研究成果甚至被销毁。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民族典籍的搜集、整

理和翻译工作。但国外翻译实践和研究并未停步，一些重要成果在这一阶段诞生。

东北地区尼山萨满的故事在这一阶段外译成果颇多。１９７４年，韩国明知大学教授成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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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ｏｎｇＢａｅｋｉｎ，１９３３—）以 《满洲萨满神歌》（《滿洲 神歌》）为题，在汉城明知大学出版

部出版 《尼山萨满》韩文版。１９７５年，德国学者索伊伯尔里希把 《尼山萨满传》译为德文，发

表在沃尔夫·海尼什纪念文集上，在马尔堡出版。１９７７年，意大利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ｔａｒｙ）以 《满族女萨满的故事》（犞犻犪犵犵犻狅狀犲犾犾犗犾狋狉犲狋狅犿犫犪犱犻狌狀犪狊犮犻犪犿犪狀犪犿犪狀犮犲狊犲）

为题，用意大利文在佛罗伦萨翻译出版。同年，美国马格莱特·诺瓦克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Ｎｏｗａｋ）和

司梯芬·杜兰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ｕｒｒａｎｔ）的 《尼山萨满的故事———满洲民间史诗》（犜犪犾犲狅犳狋犺犲犖犻

狊犪狀犛犺犪犿犪狀犲狊狊：犃犕犪狀犮犺狌犉狅犾犽犈狆犻犮）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

出版。

蒙古族典籍在这一阶段也有外译成果诞生，其中 《蒙古秘史》译著最多。１９７０年，斯·卡鲁

任斯基 （Ｓ．Ｋａｌｕｚｙńｓｋｉ）出版 《蒙古秘史》波兰文译本。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村上正二 （むらかみまさ

つぐ，１９１３—１９９９）集前人日译成果汇注 《蒙古秘史》 （全三卷），由平凡社出版。１９７１—１９８５

年，罗依果 （ＩｇｏｒｄｅＲａｃｈｅｗｉｌｔｚ，１９２９—２０１６）在澳大利亚学术期刊 《远东历史论文》（犘犪狆犲狉狊

狅狀犉犪狉犈犪狊狋犲狉狀犎犻狊狋狅狉狔）陆续发表 《蒙古秘史》英译文。１９７３年，奥尔修弗耶娃 （Ｍ．Ｏｌｓùｆｉｅｖａ）

根据柯津俄译本译出意大利语 《蒙古秘史》。１９７６年，策·达木丁苏隆出版 《蒙古秘史》斯拉夫

蒙古语译本。此外，《罗·黄金史》在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外译本诞生。１９７３年，Ｈ·ＩＩ·沙斯季

娜将该书译成俄文，辅之以长篇绪论，并加以注释。

藏族典籍在这段时间也有不少域外译著。１９６６年，由张澄基翻译、汉堤帕罗比库 （Ｂｈｉｋｋｈｕ

Ｋｈａｎｔｉｐａｌｏ，１９３２—）选择并介绍的 《密勒日巴道歌六十首》（犛犻狓狋狔犛狅狀犵狊狅犳犕犻犾犪狉犲狆犪）在斯

里兰卡佛教出版协会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出版。同年，库兹涅佐夫 （Кузнецов）俄

译 《西藏王统记》，在荷兰莱顿出版。１９６９年，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佛特·薄森 （Ｊａｍｅｓ

Ｅ．Ｂｏｓｓｏｎ）完成 《萨迦格言》英译本。同年，彼得·惠格姆 （ＰｅｔｅｒＷｈｉｇｈａｍ）译仓央嘉措诗歌

３０首，收于 《蓝翼之蜂：六世达赖喇嘛情诗》（犜犺犲犅犾狌犲犠犻狀犵犲犱犅犲犲：犔狅狏犲犘狅犲犿狊狅犳狋犺犲犞犐狋犺

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伦敦ＡｎｖｉｌＰｒｅｓｓＰｏｅｔｒｙ出版。１９７３年，苏联藏学家戴利科娃 （Дылыкова

В．С．）发表论文 《萨迦·班智达箴言录》 （НазидательныереченияСакьяПандиты），含３７首

《萨迦格言》俄译本，收入 《苏联中国文学研究：苏联科学院院士Ｎ．Ｔ．Ｆｅｄｏｒｅｎｋｏ诞辰６０周年

纪念文集》（Изучение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вССР：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К６０летиючл．корАН

СССРН．Т．федоренко），在莫斯科出版。同年，李盖提著作 《名句宝藏：索纳木·嘎啦所译萨

迦格言》（犜狉é狊狅狉犱犲狊狊犲狀狋犲狀犮犲狊：犛狌犫犺ā狊犻狋犪狉犪狋狀犪狀犻犱犺犻）由布达佩斯的科学院出版社 （Ａｋａｄéｍｉａｉ

Ｋｉａｄó）出版。１９７７年，塔尚·塔尔库 （ＴａｒｔｈａｎｇＴｕｌｋｕ，１９３４—２０１８）英译 《萨迦格言》，定

名为 《雅言》（犈犾犲犵犪狀狋犛犪狔犻狀犵狊）。同年，格奥尔·卡拉 （ＧｙｒｇｙＫａｒａ，１９３５—）德译９首 《萨

迦格言》。

此外，维吾尔族典籍 《福乐智慧》（阿拉特校勘本）于１９７１年经柯尤姆·凯里莫夫以诗歌

体形式译成乌兹别克文，在塔什干出版。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

在介绍这一阶段民族典籍翻译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后一个术语的诞生。它的诞

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推进了各国的文化建设，提醒人们思考文化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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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作用，促使各国挖掘并推广自己的优秀文化。这个术语就是 “软实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这个术语于１９９０年问世，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术语给人类

许多启示。但中国对 “软实力”的理解远远超过约瑟夫·奈教对软实力的局限理解。舒俊认为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非常丰富”［８］。我们的 “软实力”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文学艺术、中国民族政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等内容。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 “走出去”战略，但当时仅着眼

于经济方面。２００２年，国家开始大力实施 “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观念开始形成。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决定从２００９年起全面实施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

版工程”和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些都是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广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在世界

舞台尤为重要。２００９年６月，国家民委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

会议。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首届少数

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翻译和对外传播少数民族典籍更有利于各民

族之间的团结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树立。

２０１３年８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的明确要求。９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概念，是对古代 “丝绸之路”经济模式的重要发展。１０月，习近平访问

印度尼西亚时在国会发表演讲中提出 “共同建设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至此，“一

带一路”倡议彻底形成。后来，又提出 “冰上丝绸之路”概念并与俄罗斯等国家一起开始建设。

发展经济，必然离不开文化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若想搞好经济、贸易、道路等领域的

合作，必须先得到民心支持。这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处 “一带一路”沿线，还有许多民族是跨境民族，因此，讲好少

数民族的故事不仅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更具有文化外交的价值。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息需求也空前高涨。”［９］近些年来，学界也逐渐意识到翻译少数

民族典籍的重大意义，开展了翻译实践、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工作。

（一）翻译实践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典籍翻译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语种多样，成果丰富。

１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的民族典籍得到进一步挖掘

和翻译。

尼山萨满的故事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间广为流传，且由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极大地吸引了各

国学者。１９８１年，金启孮在齐齐哈尔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出版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

家子屯调查报告》，收录 《女丹萨满的故事》汉语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齐车

山以 《尼山萨满》为题，在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发表其汉译文。１９８７年，爱新

觉罗·乌拉熙春在 《满族古神话》一书中收录翻译 《尼山萨满》传说，用汉文在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出版。同年，日本学者河内良弘 （ＫａｗａｃｈｉＹｏｓｈｉｈｉｒｏ，１９２８）以 《尼山萨满传译注》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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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文在东京出版。１９８８年，赵展以 《尼山萨满传》为题，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９年，

日本学者寺村政男以 《满文 〈尼山萨满〉的研究》为题，在 《大东文化大学纪要》（『大東文化

大学紀要』）上以满和对译形式出版。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到松花江下游对赫哲族

进行实地考察，所著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于１９３４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

版。１９９０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该版本再次出版，其中收有 《一新萨满》汉语本，与尼山萨

满故事情节相同。１９９４年以来，季永海、赵志忠以 《三部 〈尼山萨满〉手稿译注》为题，翻译

意大利学者乔瓦尼·斯达里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ｔａｒｙ）１９８５年转写、影印的三部手抄本，在 《满语研

究》杂志连载。２０１４年，赵志忠译注的 《〈尼山萨满〉全译》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对 《尼山

萨满》的６种手抄本加以整理译注，主要形式是原文影印、拉丁转写、满汉对译和汉译４种形

式，至此首部 《尼山萨满》全译本完成。

《少郎和岱夫》是达斡尔民族第一部长篇民间叙事诗，用乌钦体写成，是反映达斡尔人民反

抗阶级压迫、抗暴斗争的英雄史诗，于２００６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起，齐齐哈尔市委组建抢救小组，编成 《少郎和岱夫：中国达斡尔民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经

典》，于２００２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张志刚、常芳等人以该书的汉语本为蓝本进行英译，于

２０１２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少郎和岱夫》（犛犺犪狅犾犪狀犵犪狀犱犇犪犻犳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伊玛堪抢救小组成员先后多次深入赫哲族渔村，采录葛德

胜等人说唱的伊玛堪。１９９２年，尤志贤编译 《赫哲族伊玛堪选》，由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伊玛堪》（上、下卷），收录１１部长篇伊玛堪和一些片

段，以及一篇伊玛堪调查报告。２０１１年，黄任远、王士媛采录整理４位伊玛堪歌手的５部代表

作，其中４部长篇伊玛堪，１部伊玛堪片段，收于 《黑龙江伊玛堪》，再次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２０１３年，王维波等人英译 《中国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犜犺犲犢犻犿犪犽犪狀犈狆犻犮狊狅犳犎犲狕犺犲犈狋犺

狀犻犮犕犻狀狅狉犻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４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伊玛堪集

成》，汇集现存伊玛堪文本资料结集成书，包括文学本伊玛堪凌纯声赫哲故事、伊玛堪注音、伊

玛堪音乐等７个篇章，全面反映了赫哲族伊玛堪的全貌。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古老史诗形体。１９８６年，《英雄格帕欠》、《娃都堪与雅都堪———姊妹

山的传说》等 “摩苏昆”由孟淑珍搜集整理，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编，收于 《黑

龙江民间文学第１７集》。

２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这一部分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典籍民译、汉译和外译实践。

１９７８年，道润梯步著 《新译简注 〈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９年，札奇

斯钦译注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１９８０年，巴雅尔出版 《蒙古秘

史》三卷本蒙译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泰亦·满昌蒙

古文译注本。１９８７年，亦邻真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 《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１年，余大钧译注 《蒙古秘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５年，阿尔达扎布译注 《新译

集注 〈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年，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 《蒙古秘史：

现代汉语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仁青扎西藏译 《蒙古秘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瓦尔特·海西希 （ＷａｌｔｈｅｒＨｅｉｓｓｉｇ，１９１３—２００５）两次修订海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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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ｃｈＨａｅｎｉｓｃｈ，１８８０—１９６６）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 《蒙古秘史》德译本。１９８２年，柯立甫

（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ｏｏｄｍａｎＣｌｅａｖｅｓ）《蒙古秘史》英译本 （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犕狅狀犵狅犾狊）在哈佛

大学出版社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出版。１９８４年，保罗·卡恩 （ＰａｕｌＫａｈｎ）摘译改写柯

立甫英文全译本，出版长篇叙事诗体 《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起源》 （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

犕狅狀犵狅犾狊：犜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狅犳犆犺犻狀犵犻狊犓犺犪狀）。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小泽重男 （ＯｚａｗａＳｈｉｇｅｏ，１９２６—）

完成 《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三卷）日语译注 （『元朝秘史蒙古語文法講義』），由东京风

间书房 （風間書房）出版。１９９０年，乌尔贡格·奥侬 （ＵｒｇｕｎｇｅＯｎｏｎ）编译 《成吉思汗的历史

和生活 （蒙古秘史）》 （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犕狅狀犵狅犾狊：犜犺犲犔犻犳犲犪狀犱犜犻犿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犵犵犻狊

犓犺犪狀），由博睿学术出版社 （Ｅ．Ｊ．Ｂｒｉｌｌ）出版。１９９１年，费道托夫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ＶａｓｉｌｙｅｖｉｃｈＦｅ

ｄｏｔｏｖ）完成 《蒙古秘史》比利时语译本。１９９４年，米·迪·伊万 （Ｍ．Ｄ．Ｅｖｅｎ）和鲍普 （Ｒ．Ｐｏｐ）

用现代法语翻译 《蒙古秘史》（犎犻狊狋狅犻狉犲犛犲犮狉è狋犲犱犲狊犕狅狀犵狅犾狊．犆犺狉狅狀犻狇狌犲犕狅狀犵狅犾犲犱狌犡犐犐犐犲狊犻è犮犾犲）。同

年，柳元秀 （ＹｕＷｏｎｓｕ）完成 《蒙古秘史》韩译本。１９９７年，朴元吉 （ＰａｒｋＷｏｎｋｉｌ）完成

《蒙古秘史》韩译本。２０００年，拉米雷·贝莱林 （Ｌ．ＲａｍｉｒｅｚＢｅｌｌｅｒｉｎ）根据汉语总译译成西班

牙语 《蒙古秘史》。２００４年，罗依果修订其 《蒙古秘史》英译文，在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 《蒙古

秘史：１３世纪的蒙古史诗编年史》 （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犕狅狀犵狅犾狊：犃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狀犈狆犻犮

犆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狅犳狋犺犲犜犺犻狉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２００６年，蒙古国立大学组建由道尔基 （Ｎ．Ｄｏｒｊｇｏｔｏｖ）和

额仁道 （Ｚ．Ｅｒｅｎｄｏ）负责的翻译队伍，完成 《蒙古秘史》英译本 （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

犕狅狀犵狅犾狊），在乌兰巴托由蒙古国立大学出版。

１９８２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宝音贺希格从托忒蒙古文 《江格尔》转译成的回鹘蒙古

文 《江格尔》。次年，色道尔吉汉译的 《江格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

界整理三卷７０章文学读本 《江格尔》，其中第１、２卷 （托忒蒙古文）于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７年由新疆

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转写为胡都木蒙古文后，于１９８８和１９８９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３

卷 （胡都木蒙古文）于１９９６年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转写为托忒蒙古文后，于２０００

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霍尔查汉译 《江格尔》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２００４

年，黑勒、丁师浩等人汉译 《江格尔汉文全译本》（共６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７８年，阿·科契克夫 （Ａ．Ｋｉｃｈｋｏｖ）在苏联科学出版社 （Советскаянаука）出版用卡尔

梅克文翻译的 《〈江格尔〉———卡尔梅克史诗》２５章本。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８年，乔伦夫和朱曼二人

将 《雄狮洪格尔镇压三魔王》等两章三千诗行译成哈萨克文，刊载于 《遗产》杂志。２００５年，

贾木查主编 《史诗 〈江格尔〉校勘新译》在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包含托忒蒙文、拉丁文

转写、汉译文和英文介绍。２０１０年，贾木查编著托忒蒙古文、汉、英对照本 《江格尔》，由新疆

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年，何修德著小说体 《江格尔传奇》，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

吴松林主编韵文体 《江格尔汉英对照》（上下册）（《中华民族文库蒙古族系列》），在吉林大学出

版社出版。

１９８４年，布和巴雅尔汉译 《巴林格斯尔》和毕力贡汉译 《卫拉特格斯尔》，由内蒙古自治区

《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１９８５年，内蒙古自治区 《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 《青海蒙古族 〈格斯尔传奇〉》。同年，策·达木丁苏

隆在乌兰巴托出版斯拉夫新蒙古文 《格斯尔传》。１９８９年，纳日苏汉译 《格斯尔的故事》，由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１年，华莱斯·扎拉 （ＷａｌｌａｃｅＺａｒａ）英译 《格斯尔》在伯克利的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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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１９９３年，若松宽 （ＷａｋａｍａｔｓｕＨｉｒｏｓｈｉ，１９３７—）《格斯尔

汗传奇———蒙古英雄史诗》（ゲセル·ハーン物語モンゴル英雄叙事詩）日译本在平凡出版社出

版。２０１２年，吴松林主编的 《英雄格斯尔可汗汉英对照》（《中华民族文库蒙古族系列》）在吉林

大学出版社出版。

蒙古族史学典籍 《蒙古源流》和 《罗·黄金史》在这一阶段也有许多译著产生。１９８０年，道

润梯步根据蒙古文原文译出 《新译校注 〈蒙古源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１年，崔鹤

根译出第一部韩语译本 《蒙古诸汗源流之宝纲蒙古源流》（《 》），在

韩国 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０年，乌兰 《〈蒙古源流〉研究》含汉语译文、注释和拉丁文转写，由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９年，札奇斯钦汉译本 《蒙古黄金史译注》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１９９３年，色道尔吉汉译本 《蒙古黄金史》由蒙古学出版社出版。

３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此处不谈在新疆诞生的 《江格尔》，只涉及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

１９７９年，耿世民、魏萃一根据阿拉特校勘本翻译的汉文节译本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

慧》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３年，苏联学者Ｃ．Ｈ．伊万诺夫根据阿拉特校勘本以诗歌体将

《福乐智慧》译成俄文，在苏联科学出版社 （Советскаянаука）出版。同年，罗伯特·丹柯夫

（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ｎｋｏｆｆ，１９４３—）英译 《福乐智慧》，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出版。１９８４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集体完

成的 《福乐智慧》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本。１９８６年，郝关中等的 《福

乐智慧》汉文全译本在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阿·叶戈乌巴耶夫将 《福乐智慧》译成哈萨克

文，在阿拉木图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Ｔ．库兹乌别科夫 （Ｔ．Ｋｏｚｕｂｅｋｏｖ）将 《福乐智慧》

译成吉尔吉斯文，在比什凯克出版。１９８９年，艾斯卡尔依盖·巴玉甫将 《福乐智慧》译成现代

哈萨克文，在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１年，阿不都秀库尔·吐尔逊，卡德尔·艾克伯尔的 《福乐

智慧》现代维吾尔文译本在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２年，图日哈尼巴依·克力齐别克，努肉孜·

玉山阿里的 《福乐智慧》散文体柯尔克孜文译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８年，瓦尔特·梅

依 （ＷａｌｔｅｒＭａｙ）《福乐智慧》诗歌体英译本在莫斯科出版。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译本 （三卷本）由新疆人民出

版社出版。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罗伯特·丹柯夫 （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ｎｋｏｆｆ）等整理英译 《突厥语大词典》三

卷 （犆狅犿狆犲狀犱犻狌犿狅犳狋犺犲犜狌狉犽犻狊犺犇犻犪犾犲犮狋狊），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出

版。２００２年，校仲彝等译 《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 （三卷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维吾尔族英雄史诗 《乌古斯传》展示了古代维吾尔族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的

生活和生产方式、习俗信仰、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１９７８年，秀库尔、郝关中汉译 《乌古斯传》

刊载于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后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 《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中。１９８０年，耿世民汉译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维吾尔族古代史

诗）》，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８３年，王治来根据罗斯和伊利亚斯英译本 《拉失德史》的１９７２年重印本，进行校对、部

分改译、补译和文字润色等工作，完成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分为两编，由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６年出版。１９９６年，乌兹别克斯坦学者乌龙巴耶夫 （Урунбаев）

等人完成 《拉失德史》俄译本，在塔什干出版。２００７年，买买提吐尔地·米尔孜艾合买提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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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文译本 《拉失德史 （上、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３年，王治来译注 《赖世德

史》汉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维吾尔 《十二木卡姆》综合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形式表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方

式和道德观念等内容，于２００５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７年，李东明、孟星主编

《十二木卡姆歌词选》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汉文节译本。同年，艾克拜尔·吾拉木节译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歌词节选》，刊载于 《民族文学》杂志。

１９８１年，戈宝权主编 《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故事近４００则。

１９８２年，张世荣译 《新译阿凡提故事》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唐国信根据新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出版的赵世杰等的汉文译本 《阿凡提的故事》，译成藏语，在民族出版社出

版。１９９１年，海努拉将 《胡加纳斯尔 （阿凡提）笑话集》编译成哈萨克文，在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１９９４年，艾克拜尔·吾拉木翻译整理 《世界阿凡提笑话大全》，收录流传在中国新疆以及

其他国家的阿凡提笑话，由知识出版社出版。《阿凡提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世界范

围内都流传甚广，早在１９８１年，戈宝权就写道，“阿凡提的故事现在已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

字，英、美、法、苏联和日本等国都有了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１０］

１９９０年，英国学者亚瑟·哈图 （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ｔｔｏ）以散文体英译拉德洛夫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Ра＇длов，１８３７—１９１８）搜集的柯尔克孜族史诗 《玛纳斯》，以 《威廉姆·拉德洛夫的

〈玛纳斯〉》（犜犺犲犕犪狀犪狊狅犳犠犻犾犺犲犾犿犚犪犱犾狅犳犳）为题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版。１９９５年，瓦尔特·

梅依 （ＷａｌｔｅｒＭａｙ）以韵体诗形式将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 （１８６７—１９３０）四卷本从俄文转译

成英文。同年，土耳其学者米纳·古尔萨伊·纳斯卡利将 《玛纳斯》译成土耳其文，在安卡拉

出版。２００４年，美国学者丹尼尔·普热依尔 （ＤａｎｉｅｌＧ．Ｐｒｉｏｒ）编辑并英译萨恩拜·奥诺孜巴克

夫１００多幅插图，在比什凯尔出版。２００５年，玉素甫·玛玛依演唱、努肉孜·玉山阿力编译的

维吾尔文 《民族英魂玛纳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吉尔吉斯斯坦学者艾尔米拉·阔

楚姆库里克孜英译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２００６年，丹尼尔·普热依尔出版 《肯尼叶·卡

拉的 〈赛麦台依〉———留声机录下的柯尔克孜史诗表演》，含２４０行史诗英译本。２００９年，《玛

纳斯》第一部汉译本 （四卷）由居素普·玛玛依演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在新疆人民

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年，贺继宏、纯懿编撰、张天心英译的 《玛纳斯故事》（犔犲犵犲狀犱狅犳犕犪狀犪狊），

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同年，基斯·霍华德 （ＫｅｉｔｈＨｏｗａｒｄ）和萨帕尔别克·卡斯马姆别托

夫 （ＳａｐａｒｂｅｋＫａｓｍａｍｂｅｔｏｖ）合作英译 《歌唱柯尔克孜 〈玛纳斯〉》（犛犻狀犵犻狀犵狋犺犲犓狔狉犵狔狕犕犪

狀犪狊：犛犪狆犪狉犫犲犽犓犪狊犿犪犿犫犲狋狅狏狊犚犲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犈狆犻犮犘狅犲狋狉狔）。２０１２年，《玛纳斯》汉译工作委员

会编译 《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汉译本 （三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３年，回族典籍关里爷著作 《热什哈尔》经杨万宝、马学凯和张承志汉译，由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回族典籍，一部由中国穆斯林学者撰写的历史学

著述，是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极为重要的文献。该书原文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１９９３年出版后，

反响强烈。该书还有网络版，被广泛转载和传播。

４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典籍得到了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翻译。

藏族典籍译著颇丰。

藏族史诗 《格萨尔》在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多部汉译本。１９８０年，王沂暖译 《格萨尔王传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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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妖魔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１年，王沂暖、华甲译 《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由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３年，王沂暖译 《格萨尔王传世界公桑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８４年，王沂暖、上官剑璧译 《格萨尔王传卡切玉宗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青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的 《霍岭大战》（上、下册）。１９８５年，甘

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何天慧译的 《格萨尔王传花岭诞生之部》。同年，中国民间文艺出

版社出版了王沂暧、上官剑壁著的 《格萨尔王本事》。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王歌行、左可国、刘宏亮

整理 《岭·格萨尔王·霍岭战争》（上、中、下三册）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罗

润苍译 《格萨尔王传打开阿里金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王沂暖等译 《格萨尔王传》

（含门岭大战之部、分大食牛之部、安定三界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降边嘉

措、吴伟编写 《格萨尔王全传》（上、中、下三册）由宝文堂书店出版。１９８８年，甘肃人民出版

社出版了王沂暖、何天慧译 《格萨尔王传木古骡宗之部》。同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

暖、唐景福译 《格萨尔王传赛马七宝之部》。１９８９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意西泽珠、许珍妮

译的 《格萨尔王传取雪山水晶国》。同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沂暖、何天慧译的 《格萨

尔王传香香药物宗之部》。１９９１年，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 《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上、下

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格萨

尔文库》藏族卷、蒙古族卷、土族卷的汉译本。２０００年，刘立千译 《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由民

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８年，降边嘉措、吴伟编撰 《格萨尔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五洲传播出版

社出版。２００９年，阿来著 《格萨尔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 （套装共８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以汉译本系列丛书

的形式出版的 《格萨尔王传》，填补了我国没有 《格萨尔》史诗汉译本系列丛书的空白。２０１３

年，王国明整理翻译 《土族 〈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翻译系列》（虚空部、创世部），由民族

出版社出版，该丛书计划出版２５部，并准备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出版。

１９８０年，德国学者多米尼克·施罗德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Ｓｃｈｒｄｅｒ）翻译出版土族 《格萨尔》的德文

版 《格萨尔史诗》。１９８５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在乌兰巴托出版斯拉夫新蒙古文 《格斯尔

传》。１９８７年，君岛久子在东京出版日文 《格萨尔王传》。１９９１年，华莱斯·扎拉英译本 《格萨尔！

格萨尔王的奇遇》 （犌犲狊犪狉！犜犺犲犈狆犻犮犜犪犾犲狅犳犜犻犫犲狋狊犌狉犲犪狋犠犪狉狉犻狅狉犓犻狀犵）在伯克利佛法出版社

（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１９９６年，道格拉斯·潘尼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ｎｉｃｋ）英译本 《格萨尔王的战

歌》（犜犺犲犠犪狉狉犻狅狉犛狅狀犵狅犳犓犻狀犵犌犲狊犪狉）在波士顿的智慧出版社 （Ｗｉｓｄ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出版。２００９

年，王国振、朱咏梅、汉佳英译 《格萨尔王 （英文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藏族格言诗在这一时期翻译成果颇多。１９８０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次旦多吉等人汉译的

《萨迦格言》第一版。１９８１年，王尧译 《萨迦格言 （汉藏合璧）》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４

年，坦多瑞·德兹 （ＴａｎｄｏｒｉＤｅｚｓó，１９３８—２０１９）将李盖提的蒙藏双语译本转译成匈牙利版本，

由布达佩斯的欧洲出版社 （ＥｕｒóｐａＫｎｙｖｋｉａｄó）出版。同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李午阳、王

世镇、郑肇中翻译的 《藏族物喻格言选》（藏汉文对照本）。１９８６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耿

予方汉译的 《格丹格言》和 《水树格言》完整汉译本。１９８７年，耿予方汉译 《国王修身论》由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和 《宝喻格言》各出现

一本汉语选译本。１９９７年，正木晃日译 《智慧的语言———萨迦班智达的教诲》在日本出版。

２０００年，约翰·Ｔ·达文波特 （ＪｏｈｎＴ．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等人英译 《普通智慧：萨迦·班智达劝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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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由智慧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学者萧金松出版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 《藏族格言诗水木火

风四论译著》。２００１年，俄罗斯学者图马诺瓦 （ТумановаО．Т）出版专著 《西藏宗教及其教育意

义》（Тибетскаяйогаитайныеучения），由莫斯科公平新闻出版社 （М．：ФАИРПРЕСС）出

版。２００２年，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 （いわなみしょてん，ＩｗａｎａｍｉＳｈｏｔｅｎ）出版日裔法

籍学者今枝由郎 （ＹｏｓｈｉｒｏＩｍａｃｄａ，１９４７—）翻译的日语版 《萨迦格言》。２００４年，俄罗斯作

家、翻译家瓦西里耶娃 （А．К．Васильева）在其论文 《箴言宝库》之 《佛法篇》 （“Главао

Дхарме”из“Драгоценнойсокровищницыпревосходныхречений”）的第四章中将 《萨迦格言》

的第九章 《佛法思辨》译成俄文，发表在 《印度与西藏：文本与译文 （翻译）》（（иперевод）из

сборника“ИндияТибет：текстивокругтекста”）的论文集上。２００９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选取仁增才让和才公太汉译和约翰·Ｔ·达文波特英译。２０１０年，

班典顿玉、杨曙光汉译本 《萨迦格言》（藏汉双语）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王尧汉译

新版本 《萨迦格言：西藏贵族世代诵读的智慧珍宝》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同年，叶什·科

德拉普 （ＹｅｓｈｅＫｈｅｄｒｕｐ）和威尔逊·赫里 （ＷｉｌｓｏｎＨｕｒｌｅｙ）英译 《水木圣典》 （犜犺犲犠犪狋犲狉

犪狀犱犠狅狅犱犛犺犪狊狋狉犪狊），在美国Ｋａｒｕ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出版。２０１３年，李正栓等英译 《萨迦格言》

《格丹格言》和 《水树格言》，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藏族格言诗英译》 （犜犻犫犲狋犪狀犌狀狅犿犻犮犞犲狉狊犲狊

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犻狀狋狅犈狀犵犾犻狊犺）。２０１７年，李正栓和刘姣英译 《国王修身论》 （犕狅狉犪犾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

犓犻狀犵狊），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出版。同年，李正栓和李圣轩英译 《水树格言》（英汉藏）

三语本 （犌狀狅犿犻犮犞犲狉狊犲狊犪犫狅狌狋犠犪狋犲狉犪狀犱犜狉犲犲）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出版。２０１８年，李

正栓等人所译 《图说萨迦格言》（英汉藏）三语本 （犃犘犻犮狋狅狉犻犪犾犞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犛犪犽狔犪犓狀狅犿犻犮犞犲狉

狊犲狊）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２０１９年，李正栓和邵华翻译

《格丹格言》（英汉藏）三语本 （犇犵犲犾犱犪狀犌狀狅犿犻犮犞犲狉狊犲狊）由Ｅｖｅｒ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和西藏藏

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米拉日巴道歌》也产生了许多英译本。１９７８年，《西藏受人爱戴的圣人米拉

日巴道歌》在纽约出版。２００３年，《米拉日巴道歌》在法云出版社 （ＦａＹ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出版。２００６年，《瑜伽的喜悦：米拉日巴道歌》（犜犺犲狔狅犵犻狊犼狅狔：狊狅狀犵狊狅犳犕犻犾犪狉犲狆犪）在伯明翰

风马出版社 （Ｗｉｎｄｈｏｒ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出版。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１９７９年，毛继祖 《试谈仓央嘉措情歌》一

文刊载于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收录译诗５２首。１９８０年，王沂暖新译本 《仓央嘉措情歌》收

录译诗７４首，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１年，庄晶译 《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由民族出版社

出版，收录译诗１２４首。１９９９年，于贞志的６６首绝句七言本译诗和高泽言１２首创译诗收录于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年，格桑仁珍、格桑慈成汉译本 《情僧绝

唱》译诗１２４首，在佛哲书舍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５年，伊沙 《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收录译诗

７４首，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９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苗欣宇、马辉的 《仓央嘉措诗

传》（７０首）。２０１１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伊沙的 《仓央嘉措诗传》（７４首）。同年，中国藏

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庆英、张子凌的１２４首 《仓央嘉措情歌新译》和龙冬的５７首 《第六代达赖喇

嘛仓央嘉措的歌》，收于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同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

版了龙冬的１２４首 《仓央嘉措圣歌集》。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林的汉译本 《最好不相

见》。同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龙仁青译的 《仓央嘉措诗歌地理》。同年，三峡出版社出版了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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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声译的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１９８１年，马克·塔兹 （Ｍ．Ｔａｔｚ）译６６首 《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犛狅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

犔犪犿犪），收录于 《西藏杂志》（犜犺犲犜犻犫犲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由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

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ｓ）发行。同年，格桑顿珠 （Ｋ．Ｄｈｏｎｄｕｐ）５９首 《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犛狅狀犵狊

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在达兰萨拉出版。１９８２年，加里·休斯顿

（ＧａｒｙＷ．Ｈｏｕｓｔｏｎ）５３首 《白鹤之翼：仓央嘉措诗歌》（犠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犠犺犻狋犲犆狉犪狀犲，犘狅犲犿狊狅犳

犜狊犺犪狀犵狊犱犫狔犪狀犵狊狉犵狔犪犿狋狊犺狅）由德里 Ｍｏｔｉｌａｌ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出版。１９９０年，索伦森 （Ｐｅｒ

Ｋ．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６６首 《神性世俗化：对六世达赖喇嘛诗歌性质和形式的探讨》（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犛犲犮狌犾犪狉

犻狕犲犱：犪狀犐狀狇狌犻狉狔犻狀狋狅狋犺犲犖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犉狅狉犿狅犳狋犺犲犛狅狀犵狊犃狊犮狉犻犫犲犱狋狅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

维也纳大学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ｅｉｓｆｕｒＴｉｂｅｔ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出版。１９９３年，科尔曼·巴克

斯 （ＣｏｌｅｍａｎＢａｒｋｓ）６０首 《冰湖上的牡马：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犛狋犪犾犾犻狅狀狅狀犪犉狉狅狕犲狀犔犪犽犲—

犔狅狏犲犛狅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美国 ＭａｙｐｏｐＢｏｏｋｓ出版。１９９４年，里克·菲尔兹

（ＲｉｃｋＦｉｅｌｄｓ）和布赖恩·卡迪罗 （ＢｒｉａｎＣｕｔｉｌｌｏ）６７首 《松石蜂：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犜犺犲

犜狌狉狇狌狅犻狊犲犅犲犲—犜犺犲犔狅狏犲犛狅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出版。２００３年，Ｗ·泰霖７４首 《仓央嘉措诗歌》（犔狅狏犲狊狅狀犵狊狅犳犜狊犪狀犵狔犪狀犵犌狔犪狋狊狅）

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４年，保罗·威廉姆斯 （Ｐａｕ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６６首 《爱情之歌，悲伤之

诗：六世达赖喇嘛情诗》 （犛狅狀犵狊狅犳犔狅狏犲，犘狅犲犿狊狅犳犛犪犱狀犲狊狊：犜犺犲犈狉狅狋犻犮犞犲狉狊犲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

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Ｉ．Ｂ．Ｔａｕｒｉｓ出版。２００７年，杰弗里·沃特斯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Ｒ．Ｗａｔｅｒｓ）１２０首 《白

鹤：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犠犺犻狋犲犆狉犪狀犲：犔狅狏犲犛狅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ａ）由白松出版社

（ＷｈｉｔｅＰｉｎｅＰｒｅｓｓ）出版。２００８年，内森·希尔 （ＮａｔｈａｎＨｉｌｌ）和托比·费 （ＴｏｂｙＦｅｅ）１２首

《六世达赖喇嘛情诗》（犔狅狏犲犘狅犲犿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 《哈佛呼声》（犜犺犲犎犪狉狏犪狉犱

犃犱狏狅犮犪狋犲）刊行。２００９年，洛桑次仁 （ＬｈａｓａｎｇＴｓｅｒｉｎｇ）《旋律海洋：六世达赖喇嘛诗歌》

（犗犮犲犪狀狅犳犕犲犾狅犱狔：犛狅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犺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由ＲｕｐａＣｏ．出版。２０１５年，李正栓、王

密卿英译 《汉英对照仓央嘉措诗集》（犜狊犪狀犵狔犪狀犵犌狔犪狋狊狅狊犘狅犲犿狊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由湖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８年，李正栓、王密卿英译 《仓央嘉措抒情诗》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

公司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

１９７９年，Ｌｏｂｚａｎｇｊｉｖａｋａ改编出版 《西藏大瑜伽士：米拉日巴的一生》 （犜犺犲犔犻犳犲狅犳犕犻

犾犪狉犲狆犪．犜犻犫犲狋狊犵狉犲犪狋犢狅犵犻．犆狅狀犱犲狀狊犲犱犪狀犱犪犱犪狆狋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犠．犢．犈狏

犪狀狊犠犲狀狋狕）。１９８３年，郭和卿汉译 《西藏王臣记》由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统记 （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刘立千译 《米拉日巴传》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 《王统世系明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

版。１９９１年，意大利文 《米拉日巴传》在罗马ＮｅｗｔｏｎＣｏｍｐｔｏｎ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２年，刘立千

译注 《西藏王臣记》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４年，索伦森 （ＰｅｒＫ．Ｓｏｒｅｎｓｅｎ）对 《西藏王

统记》进行英译和校注考证，在德国威斯巴登的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ＶｅｒｌａｎＯｔｔｏＨａｒｒａｓ

ｓｏｗｉｔｚ）出版，名为犜犺犲犿犻狉狉狅狉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狉狅狔犪犾犵犲狀犲犪犾狅犵犻犲狊：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犺犻狊狋狅狉犻狅犵

狉犪狆犺狔：犪狀犪狀狀狅狋犪狋犲犱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犡犐犞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犜犻犫犲狋犪狀犮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狉犵狔犪犾狉犪犫狊犵狊犪犾犫犪犻

犿犲犾狅狀犵。同年，中沢新一 （なかざわしんいち，１９５０—）由ＥｖａＶａｎＤａｍ的英文版转译 《西藏

圣者：米拉日巴》日译本 （チベットの聖者ミラレパ），由京都法藏馆 （法蔵館）出版。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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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麦克马斯·泰勒 （ＭｃｃｏｍａｓＴａｙｌｏｒ）和却达·语陀喇嘛 （ＬａｍａＣｈｏｅｄａｋＹｕｔｈｏｋ）合作英译

《西藏王统记》，题为 《明镜：西藏黄金时代的传统记述》 （犜犺犲犆犾犲犪狉犕犻狉狉狅狉：犃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

犃犮犮狅狌狀狋狅犳犜犻犫犲狋狊犌狅犾犱犲狀犃犵犲），在纽约的雪狮出版社 （ＳｎｏｗＬｉｏｎ）出版。２００４年，日文版

《西藏圣者的教诲》 （チベット聖者の教え）在东京ＰＨＰ研究所出版。２００７年，ＭａｒｉｅＪｏｓé

Ｌａｍｏｔｈｅ由藏译法 《米拉日巴全集》（犔犲狊狌狏狉犲狊犮狅犿狆犾è狋犲狊犱犲犕犻犾犪狉é狆犪犾犲狉犿犻狋犲狆狅è狋犲狋犻犫é狋犪犻狀

（１０４０—１１２３）），在巴黎的法亚尔出版社 （Ｆａｙａｒｄ）出版。２０１０年，安德鲁·昆特曼 （Ａｎｄｒｅｗ

Ｑｕｉｎｔｍａｎ）英译 《米拉日巴的一生》（犜犺犲犔犻犳犲狅犳犕犻犾犪狉犲狆犪），由企鹅经典 （Ｐｅｎｇｕ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出版。

此外的藏族典籍浩如烟海，兹列举部分代表性著作和汉译本。历史文学典籍中，１９８０年，

黄颢摘译巴卧·祖拉陈哇 《贤者喜宴》，刊载于１９８０年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４期。１９８４年，

黄颢译班钦·索南查巴 《新红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陈庆英翻译达仓宗巴·班

觉桑布 《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郭和卿译色多·罗

桑崔臣嘉措 《塔尔寺志》，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陈庆英、周润年译蔡巴·贡噶

多吉 《红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９年，陈庆英等译阿旺贡噶索南 《萨迦世系史》，

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医学方面，１９８３年，李永年用韵文体汉译宇妥·元丹贡布等著 《四

部医典》，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蔡景峰摘译 《四部医典》部分章节，定名为

《西藏医学》，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马世林等用白话文体汉译注 《四部医典》，

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宗教著作方面，１９９５年，徐进夫汉译莲华生 《西藏度亡经》，

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９年，郑振煌汉译索甲仁波切英文著作 《西藏生死之书》，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少数民族典籍译著成果颇丰。

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或苗族古史歌，包含神话诗、祭祀诗、俗典诗、论理诗等。１９７９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民间文学组整理、田兵编选的 《苗族古歌》。该书曾获１９７９—

１９８２年全国民间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１９８３年，《苗族史诗》由马学良、今旦译注，在中国民

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１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石宗仁收集翻译整理的 《中国苗族古

歌》。１９９３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撰、燕

宝整理译注的 《苗族古歌》。２００８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安江著

《王安江版苗族古歌》，在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年，马克·本德尔 （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ｒ）英译

《蝴蝶妈妈———来自中国贵州的苗族创世史诗》 （犅狌狋狋犲狉犳犾狔犕狅狋犺犲狉：犕犻犪狅 （犎犿狅狀犵）犆狉犲犪狋犻狅狀

犈狆犻犮狊犳狉狅犿犌狌犻狕犺狅狌，犆犺犻狀犪），由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出版。２０１２年，《苗族史诗》苗

文、汉文、英文对照版由吴一文、今旦汉译，马克·本德尔、吴一方、葛融英译注，在贵州民

族出版社出版。

《亚鲁王》是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２０１１年，“亚鲁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 《亚鲁王》 （汉苗对照），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由杨正

江·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亚鲁王》工作室搜集整理翻译，在中华书局出版。

德昂族先民的创世史诗 《达古达楞格莱标》（汉语意为 “最早的祖先传说”）讲述了先民对

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叙述了德昂族远古时代的历史发展，该诗由赵腊林唱译、陈志鹏

记录整理，载于 《山茶》杂志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３２·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总第１１２期）　民族翻译



侗族史诗是讲述侗族祖先故事的古歌，被称为 《起源之歌》《创世歌》《远祖歌》等。１９８１

年，《侗族祖先哪里来 （侗族古歌）》由杨国仁、吴定国等整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

年，《嘎茫莽道时嘉 （侗族远祖歌）》由杨保愿翻译整理，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

《侗族史诗：起源之歌》由杨权、郑国乔整理、译注，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布依族古歌篇幅宏大，叙述布依族先民对天地万物起源的看法和社会生活状况。１９８２年，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编的 《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含 《十二层天、十二层海》 《造万物歌》 《十二个太阳》等古歌汉语

译文。

１９８４年，昂自明汉译 《阿诗玛———撒尼民间叙事诗》（古彝文翻译本）收录在云南民族出版

社出版的 《牵心的歌绳》中。１９８５年，马学良、罗希吾戈、金国库、范慧娟译 《阿诗玛》 （彝

文、国际音标、直译、音译四行对照）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９年，黄建明、普卫华

汉译、曾国品英译、西协隆夫日译的彝、汉、英、日对照本 《阿诗玛》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２年，崔来沃发表 《中国彝族 〈阿诗玛〉神话和韩国 〈春香传〉的比较》一文，将 《阿诗玛》

介绍到韩国。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彝族典籍得以翻译出版，如 《西南彝志选》 （１９８２）、

《彝药志》（１９８３）、《宇宙人文论》（１９８４）、《尼苏夺节》（１９８５）、《爨文丛刻》（上中下三册）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１９９０）等。

１９８１年，纳西族长诗 《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命姬》经和东光讲述、杨世光整理翻译，收入

《纳西族民间故事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３年，纳西族东巴经 《鲁般鲁饶》经和芳、

和牛恒读经，和志武编译，载于 《纳西东巴经选译》，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出

版。１９８４年，《鲁般鲁饶》经牛相奎、赵净修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鲁般鲁

铙》经杨树兴、和云彩诵经，由和发源翻译，以东巴文、国际音标、汉文对照形式载于云南省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写的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 （一）》。

１９７８年，傣族民间叙事长诗 《一百零一朵花》由罕华清、沈应明等翻译，冯寿轩、和鸿春

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０年，傣族神话叙事长诗 《相勐》由岩峰、王松根据勐混和

打洛手抄本翻译整理成汉文，发表于 《山茶》当年第２期。１９８１年，傣族神话叙事长诗 《兰嘎

西贺》经刀兴平、岩温扁等翻译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叙事长诗 《帕罕》、《召

西纳》和 《婻侻罕》由麦哏赛唱述、岩林翻译，载于 《金湖之神》，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

分社出版。１９８９年，傣族创世史诗 《巴塔麻嘎捧尚罗》（神创造万物）由岩温扁翻译，在云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由焦辰龙改编、徐朴英译的 《召树屯》（犣犺犪狅犛犺狌狋狌狀）由广东教育出

版社出版。２００８年，由袁海旺翻译的 《孔雀公主》收录于 《孔雀公主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故

事》（犘狉犻狀犮犲狊狊犘犲犪犮狅犮犽：犜犪犾犲狊狅犳犗狋犺犲狉犘犲狅狆犾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由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出版。２０１５

年，苏珊娜·雷 （ＳｕｚａｎｎａＬｅｉｇｈ）在 “创作空间”独立出版平台 （Ｃｒｅａ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出版她绘图和编写的 《孔雀公主———自救的公主》（犘犲犪犮狅犮犽犘狉犻狀犮犲狊狊：犃

犛犲犾犳犚犲狊犮狌犲犻狀犵犘狉犻狀犮犲狊狊）。

哈尼族史诗 《哈尼阿培聪坡坡》（汉语意为 “哈尼族先祖的迁徙”）叙述了本族祖先漫长曲

折的迁徙史。１９８６年，《哈尼阿培聪坡坡》由朱小和演唱，经史军超、芦朝贵、段贶乐和杨叔孔

翻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司岗里的故事》是佤族人的一部创世史诗，也是佤族历史文化之根和百科全书。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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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新编、陈学明翻译的佤汉对照 《司岗里的故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傈僳族民间长篇叙事诗 《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反映了傈僳人的生产生活，该书于

１９８０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祜族民间史诗 《牡帕密帕》是拉祜族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文化典籍，有拉祜

族 “百科全书”之誉。１９７９年，经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１９５７级部分学生搜集的 《牡帕密帕》由

刘辉豪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昌族神话史诗 《遮帕麻和遮米麻》反映了阿昌族祖先对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看法和对

个别自然现象的朴素解释。１９８３年，《遮帕麻和遮米麻》由赵安贤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辉

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族创世纪神话 《开天辟地》讲述了盘古、盘生兄弟创造世界和人类的事迹，《氏族来源的

传说》描述了白族先民的图腾和民族部落的形成，二者均收录于 《白族神话传说集成》，由云南

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１９８６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不难看出，云南少数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

蕴藏量达１０万余册 （卷），口传古籍４万余种。将这些古籍中的珍品翻译介绍给世界，不仅能够

弘扬云南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且有助于增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理解与交流，为 “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施做出贡献。

云南师范大学李昌银教授带领一些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对１７部民族典籍进行了英译，全部为

史诗或神话，涉及１１个少数民族，其中除苗族和彝族之外，其余均为云南特有民族。于２０１８年

出版１０本，包括景颇族和白族典籍或经典作品、彝族和纳西族典籍或经典作品、苗族和哈尼族

典籍或经典作品、傣族和傈僳族典籍或经典作品、壮族和德昂族典籍或经典作品。这些典籍都

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云南师范大学这支翻译队伍实力强大，主要由一些多年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教授

和副教授组成。李昌银、黄瑛、彭庆华、何昌邑、孙兴文、吴相如、刘德周、杨慧芳、郜菊、

陈萍、包琼 （ＪｏａｎＢｏｕｌｅｒｉｃｅ）等专家学者 “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丰富的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翻译

和阐释工作，让世界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艺术的源流、风俗人情等各方面都

有更好地认知。”［１１］。

５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主要包括壮族典籍、瑶族典籍、土家族典籍和黎族典

籍等。

１９９１年，张声震主编壮族巫教经诗 《布洛陀经诗译注》（含原文注释、标音、汉语直译、汉

语意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年，贺大卫 （ＤａｖｉｄＨｏｌｍ）研究并英译 《布洛陀》英译

选本 《杀牛祭祖》 （犓犻犾犾犻狀犵犪犅狌犳犳犪犾狅犳狅狉狋犺犲犃狀犮犲狊狋狅狉狊：犪犣犺狌犪狀犵犆狅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犲狓狋犳狉狅犿

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犆犺犻狀犪），由北伊利诺伊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ＮＩＵ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

ｉｅｓ）出版。２００４年，张声震主编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共５２７万字）由广西民族

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广西古籍收集整理专家历时多年调查，从广西百色市、河池市等地收集的

大量壮族民间麽教经书抄本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２９种汇编而成，且采用原文影印的方式呈现。

同年，贺大卫英译 《回招亡魂》（犚犲犮犪犾犾犻狀犵犔狅狊狋犛狅狌犾狊），由泰国白莲出版社 （ＷｈｉｔｅＬｏｔｕｓＣｏ．，

Ｌｔｄ）出版。２０１２年，韩家权等译著 《布洛陀史诗 （壮汉英对照）》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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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５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２０１７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 《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上中下三卷），本书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田阳县文化和体育局、田阳县布洛陀文化研究会编纂。２０１８年，“壮

族典籍译丛”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将广西人民社已出版的 《布洛陀史诗》，用印尼

语、老挝语、缅甸语、泰国语、越南语与壮语、汉语对照翻译出版，共５册，面向东南亚国家

译介传播，是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重点出版物。该书采用 “五行”的编排体例：第

一行为原文古壮字，第二行为拼音壮文，第三行为壮语国际音标，第四行为现代汉语译文，第

五行为外语译文。

１９９３年，由张声震主编、黄耀光组织成立的 《嘹歌》整理组搜集整理的古壮字、拼音壮文及

汉文对照版 《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载４０００首歌，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５年，农敏坚、

谭志表主编壮汉对照版 《平果嘹歌》（含５部），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９年，罗汉田根据民间

歌手 《嘹歌》抄本进行壮文转写和汉文翻译并编撰的 《平果壮族嘹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共五

卷，分别为 《房歌》《三月歌》《贼歌》《日歌》和 《路歌》。２０１１年，《平果壮族嘹歌》（英文版）由

百色学院外语系周艳鲜、陆莲枝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英文版的蓝本是罗汉田的 《平

果壮族嘹歌》，由现代壮文拼音进行英译，并按原书结构分成 《三月歌篇》《日歌篇》《路歌篇》《房

歌篇》《贼歌篇》５册。２０１２年，该书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著作类）三等奖。

１９７９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根据１９７８年修改的演出本排印歌舞剧 《刘三姐》。１９８６年，李光

文编章回小说 《刘三妹传奇》在阳春市文联出版。２００５年，广西彩调团重新编排新版大型歌舞

剧 《刘三姐》，剧本于２００６年刊载在 《剧本》第７期。

１９８６年，瑶族创世史诗 《密洛陀》第二个汉译本由潘泉脉、蒙冠雄、蓝克宽搜集整理翻译，

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７册。１９８８年，由学桑布朗、仙布

瑶、蒙东元等唱述，蓝怀昌、蓝京书、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的 《密洛陀：布努瑶创世史诗》在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９年，由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搜集翻译整理的 《密洛陀：瑶

族创世史诗》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年，由蓝永红、蓝正录搜集译注，蒙冠雄、蓝永红、

蓝正录等整理的 《密洛陀古歌》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年，马克·本德尔英译 《密洛

陀》，收录在 《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犜犺犲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犃狀狋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狅犾犽

犪狀犱犘狅狆狌犾犪狉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出版。

瑶族传统文化瑰宝 《盘王大歌》在民间长期流传，历史悠久。它叙述了瑶族的由来、形成

和发展的历史，瑶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各种生活、农业知识等。１９８７年，郑德宏整理译释瑶

族典籍 《盘王大歌》汉语本由岳麓书社出版。２０１５年，彭清英译 《盘王大歌》 （犜犺犲犆狅犿狆犾犲狋犲

犘犪狀狑犪狀犵犅犪犾犾犪犱狊），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土家族典籍 《摆手歌》是土家族巫师 “梯玛”和摆手掌坛师在舍巴节摆手活动中所唱的古

歌总称。土家族另一典籍 《摆手歌》则展现土家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反映土家先民对社会、

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１９８９年，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 《摆手歌》和 《梯玛

歌》汉语本，由岳麓书社出版。２０１８年，中南民族大学张立玉团队历时４年译制完成民歌集

《梯玛歌》（汉英对照本）与 《摆手歌》（土家语、汉语、英语对照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出版。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１９８０年，广东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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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 《五指山传说海南岛黎族民间故事选》，包含黎族先民创世开元的创世史诗 《五指山传》

等内容。

６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和港澳台地区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主要包括畲族和高山族。

１９７９年，陈玮君整理 《畲族民间故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３年，福建省少数民族

古籍丛书编委会主编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民间故事》由海峡书局出版。２０１６年，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编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民间歌谣》由民族出版社

出版。２０１８年，喻锋平在其著作 《畲族史诗 〈高皇歌〉英译研究》一书中将畲族史诗 《高皇歌》

翻译成英语，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８０年，陈国强编 《高山族神话传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蔡铁民编 《高山

族民间故事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７中华外译项目中的民族典籍

有许多民族典籍已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

的国家级翻译实践项目。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民族典籍

逐渐增多。

２０１１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甄艳申请将 《藏医学通史》译成英文。

２０１３年，中央民族大学徐鲁亚申请将 《中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译成英文。贵州

大学崔海洋申请将 《中国侗族传统稻作文化研究》译成韩文。

２０１４年，大连民族学院梁艳君申请将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译成英文。中央民族大

学杨圣敏申请将 《中国民族志》译成英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 《想

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译成英文。

２０１５年，民族团结杂志社金向德申请将赤烈曲扎 《西藏风土志》译成韩文。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申请将尕藏加 《清代藏传佛教研究》译成英文。

２０１６年，《中国藏学》编辑部申请将黄维忠 《中国藏学》译成英文。

２０１７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梁真惠申请将阿地力·朱玛吐尔地等 《当代荷马 〈玛纳斯〉演唱

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译成英文。

２０１８年，江苏师范大学朱伦申请将杨圣敏 《中国民族志》译成西班牙文。

８民族典籍外译丛书的出版

丛书的出版是典籍翻译重要的对外传播媒介，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图书的对

外译介工作。“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创刊的英、法文版的 《中国文学》杂志、８０年代的 ‘熊猫丛

书’、９０年代开始的 ‘大中华文库’、２００４年发起的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２００６年启动的

‘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２００９年启动的 ‘中国文化著作

翻译出版工程’和２０１０年启动的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到２０１１年 《人民文学》英文版 《路灯》（Ｐａｔｈｌｉｇｈｔ）的创刊等。”
［１２］这一系列的项目或工

程无疑推动了中华典籍的外译工作。

然而，各类 “文库”“丛书”“系列图书”主要还是集中在汉族典籍的外译，少数民族典籍

外译丛书呈现起步晚、数量少的特点。根据所得资料，目前已有３个大型少数民族典籍外译项

目正式启动。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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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国学》文库及多媒体在线教育平台”一期出版项目 《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少数民族卷》，

内容涵盖蒙古族 《蒙古源流》、维吾尔族 《福乐智慧》、藏族 《格萨尔王传》等５５个少数民族的

共４２部作品，涉及文史哲等广泛领域。２０１８年，由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云南人民出

版社支持出版的 《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正式出版发行，由李昌银教授主编。该系

列图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包括阿昌族、白族、傣族等１１个少数民族，共含 《召树屯》《支

撒·甲布》《古歌》等１０册图书。

（二）翻译研究

本文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动

向和趋势。我们以 “ＦＴ＝ （‘民族典籍’＋ ‘民族文化典籍’）ａｎｄＦＴ＝ （‘翻译’＋ ‘英译’＋

‘外译’）”作为专业检索表达式，取样时间跨度为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日，经过人工筛选，

获得有效期刊文献凡６８９篇。

从总体趋势来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发展速度快、增速快。２００５年，年发文量突破１０篇，

２０１４年突破５０篇，２０１７年突破１００篇。从研究视角看，涉及综述类研究，少数民族典籍搜集、

整理和翻译实践研究，少数民族典籍译本评析和传播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理论、策略和原

则探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影响和意义探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培养和译者研究等内容。

从所涉及的民族看，藏族最多，共６８篇；壮族其次，３２篇；彝族再次，２０篇。出现频次较高

的还有蒙古族、满族、赫哲族、土家族等民族。从论文作者看，王宏印发文１９篇，李正栓发文

１６篇，黄中习发文１１篇，王治国发文８篇，赵长江发文６篇。他们是发表民族典籍翻译相关论

文最多的作者。从发表期刊来看，《民族翻译》发表文章４７篇，《贵州民族研究》４４篇，《燕山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４篇，《百色学院学报》１６篇，《广西民族研究》１３篇，《大连民

族学院学报》１２篇。这些期刊是发表民族典籍翻译相关文章最多的期刊。

此间，各类研究课题越来越多。本文统计了关于民族典籍翻译的各类项目，以期为回顾和

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包括１９９１—２０１９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含重大、后期资助、重点、

一般、青年、西部和 “绝学”及国别史等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教育部人文 （哲学）社会科学项

目 （含重大、后期、一般、西部、规划、青年、自筹）、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９９１—２０１９）

１９９７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佘万治 “翻译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密宗典籍

《那若六成就法》”立项。

２００１年，西南民族学院藏学系万果 “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系列”立项。

２００６年，西北民族大学 《格萨尔》研究院扎西东珠 “《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立项。

２００７年，西北民族大学才让 “法藏敦煌古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研究”立项。

２００８年，百色学院韩家权 “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立项。

２００９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邢力 “《蒙古秘史》的多维翻译研究———民族典籍的复原、转译

与异域传播”立项。

２０１０年，四川大学段峰 “‘文化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英译研究：基于民族志和翻译学的视

角”立项；新疆师范大学帕提古丽·吾买尔 “维吾尔翻译文学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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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夏吾李加 “《塞氏·摄类学》翻译与研究”立项；北京大学朱丽双 “西域藏文文献的整

理、翻译与研究／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１年，四川大学张崇富 “《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项智

多杰 “《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国民族图书馆先巴 “首部藏文全集类 《目录加

持速降》翻译校勘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唐吉思 “蒙古族翻译史研究”

立项；曲靖师范学院黄琼英 “彝族叙事长诗 《阿诗玛》的跨民族翻译与传播研究”立项。

２０１２年，昌吉学院梁真惠 “史诗 《玛纳斯》的翻译传播与 “玛纳斯学”的发展”立项；西

藏大学图书馆阿贵 “藏文史籍 《弟吴宗教源流》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大学理学院地球科学

与资源学系其美多吉 “《世界广论》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山夫旦 “藏族翻译史研

究”立项。

２０１３年，广西大学李静峰 “壮族麽教典籍整理与德译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普布多吉 “藏文史籍 《雅桑宗派源流》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索南 “敦煌藏文写本

《入菩萨行论》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内蒙古大学那仁朝格图 “蒙古文传统法律典籍研

究”立项；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省佛学院）才华多旦 “土观史学名著 《郭隆寺志》翻

译与研究”立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伍文义 “乌蒙山地区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 《摩经》翻译、

整理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４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米玛次仁 “钦·囊喀扎所著 《阿底峡尊者传》翻译与研究”

立项；西南民族大学蔡富莲 “凉山彝族毕摩经典文献搜集整理与翻译”立项；玉溪师范学院杨文学

“傣族 《雅摩经》的记录翻译及研究”立项；西安理工大学张焱 “敦煌古籍医经医理类文献英译及

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金雷 “《甘丹彭措林寺院志》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

学才让 “敦煌古藏文密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张立玉 “土家族主要典籍英译及

研究”立项；毕节市彝文文献研究中心王继超 “中国古代彝文谱牒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５年，贺州学院范振辉 “南岭走廊瑶族民间手抄文献英译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李

敏杰 “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英译及研究”立项。

２０１６年，西南民族大学还格吉 “藏族 《世俗论典·邬波罗树》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大

学索朗旺杰 “藏文史籍 《桑浦寺法嗣传承明镜》翻译与注解”立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关笑晶

“清代北京满文碑刻史料翻译整理与北京多民族共同体研究”立项；宁夏师范学院马俊杰 “宁夏

回族 “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立项；新疆师范大学李英军 “《福乐智慧》诗体英译本研

究”立项；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 “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立项；天津工业大学王治国 “‘一带

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与翻译转换研究”立项；广东金融学院黄中习 “民族

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 《布洛陀》英译”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李明 “纳西族东巴经主要

典籍英译及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李元光 “藏族哲学文献整理 （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７年，西藏大学阿贵 “新发现藏文史籍 《王统日月宝串》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８年，湖北民族学院杨年芬 “西南土司遗址文献的英译研究”立项；西藏民族大学扎西

龙主 “邬坚巴传记：翻译与研究”立项；兰州大学贡保吉 “清代写本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

杰传之喜脱雷鸣》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沈晓华 “彝族英雄史诗 《支格阿鲁》英译

及研究”立项；山西师范大学何正兵 “藏族诗歌 《米拉日巴道歌》英译研究”立项；上海师范

大学牛宏 “藏传佛教名著 《宗义广论》的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央民族大学朱崇先 “彝族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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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史诗文献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央民族大学胡素华 “彝文文献 《玛牧特依》译注及语言学

与哲学研究”立项。

２０１９年，西藏大学南拉才让 “新发现藏文古籍写本 《佛教源流·明鉴眼匙注疏》译注与研

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泽仁吉美 “《贤者喜宴》补译及考释”立项；大连民族大学郑丹 “《玛

纳斯》艾什玛特唱本的英译及口传史诗翻译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杨公卫 “美国藏学家

金·史密斯收集的海外藏文历史宗教文献目录的翻译整理”立项；敦煌研究院勘措吉 “海内外

藏敦煌西域古藏文书信文献整理与翻译”立项；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东旭 “中俄跨界民族赫哲－

那乃口述史料辑译、整理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文英 “中国 《江格尔》精选本汉译与研

究”立项；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何明智 “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译注”立项；吉林师范大学姜小莉

“清代以来满语萨满文献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教育部人文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２００６年，青海民族学院角巴东主 “《格萨尔王传》８部翻译整理著作”成为后期资助项目。

２０１０年，大连民族学院张志刚 “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与研究———以达斡尔族乌钦

体史诗 《少郎和岱夫》为例”立项；大理学院卜绍先 “《蛮书》英语翻译及其研究”立项。

２０１１年，四川大学任文 “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外语之间的口译问题研究”立项；宁夏大

学潘洁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农业卷译考”立项。

２０１２年，新疆财经大学于风军 “珍贵新疆古籍纳瓦依 《四卷诗》三语语料库的构建及基于

语料库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立项；大连民族学院苏畅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与研究：

以锡伯族史诗 《西迁之歌》为例”立项；天津工业大学王治国 “活形态民族史诗 《格萨尔》翻

译与传播研究”立项；昌吉学院梁真惠 “史诗 《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立项。

２０１３年，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 “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牛宏 “敦煌藏

文禅宗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４年，天津师范大学荣立宇 “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立项。

２０１５年，广西师范大学彭劲松 “壮族古籍中古壮字词汇的外宣文化翻译研究”立项；西南

民族大学李野 “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立项；新疆工程学院徐江 “新疆民汉双语翻译的历史

与现状及数据库建设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立项；新疆艺术学院肖俊一 “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文献汉英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

２０１６年，河南师范大学申欣欣 “汉译弱小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性影响”立项；

西南民族大学赵蕤 “彝族民间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研究”立项；中国人民大学赵志强 “《满

文原档》翻译与研究”立项。

２０１７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吴丹 “蒙古族大学生民族文化翻译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

联路径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木艳娟 “法国馆藏纳西族典籍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河

西学院李亚棋 “河西宝卷对外译介模式研究”立项；西藏大学夏吾卡先 “西喜马拉雅地区８至

１１世纪藏文题刻的整理与翻译研究”立项；西安工程大学巴微 “仓央嘉措诗歌的国际化阐释与

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立项。

２０１８年，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康磊 “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日本的研究及其价

值”立项。

２０１９年，复旦大学陆辰叶 “藏传佛教大手印法文献 《入真实论》校勘翻译与研究”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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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邹德芳 “广西壮瑶医药文化的整理与英译研究”立项；西华大学李新新 “云贵

川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译介研究”立项；江南大学张春梅 “‘一带一路’上的跨境

民族哈萨克族文学交流研究”立项；大连民族大学梁艳君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与神话》英译

与研究”立项。

３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２０１１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李建辉 “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立项。

２０１２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吴瑛 “中国民族问题国际话语权战略研究”立项。

２０１３年，青海大学端智 “藏医药文化 ‘走出去’战略研究”立项；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李

建辉 “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基地建设研究”立项；湖北民族学院易红 “少数民族文化 ‘走出去’

战略研究”立项。

２０１４年，云南民族大学王琳琳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立项；新

疆教育学院史春燕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立项。

２０１５年，中南民族大学李锦云 “南方跨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路径、效果及策略”立

项；北京外国语大学冯刚 “‘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立项；中国传

媒大学赵淑萍 “文化援疆的传播战略与创新路径研究”立项。

２０１６年，山东政法学院颜海峰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走出去’的现状与反思”立项；民族

文化宫卢晓华 “基于 ‘一带一路’战略的民族文化开发与对外传播路径研究”立项；武汉大学

刘娜 “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立项。

２０１７年，丽水学院杜丽娉 “民族志诗学视野下畲族山歌的跨文化研究”立项；景德镇陶瓷

大学凌宇 “古代瓷器铭文所见 ‘一带一路’地区中外民族交流研究”立项；吉首大学张家界学

院余叶子 “世界旅游目的地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译传研究”立项；湖南女子学院白蓝 “少数

民族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立项。

２０１８年，中南民族大学李锦云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创新研究”立

项；山东政法学院苏晓轶 “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立项。

２０１９年，河西学院安惠娟 “西北民族走廊的文化传播与族际互动———以格萨尔在河西走廊

各民族中的传播为视点”立项；西安外国语大学孙逊 “国际传播视域下的 《玛纳斯》史诗翻译

研究”立项。

（三）人才培养

本文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收录的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以 “ＦＴ＝ （‘民族典籍’＋ ‘民族

文化典籍’）ａｎｄＦＴ＝ （‘翻译’＋ ‘英译’＋ ‘外译’）”作为专业检索表达式，取样时间跨度

为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日，经过人工筛选，获得硕博士毕业论文凡２２１篇。

从总体趋势来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新生力量逐渐增多，后继有人。２０１０年，以该主题作

为毕业论文选题的人数突破１０人，２０１５年突破２０人，２０１８年突破３０人。从研究类型看，主要

有翻译实践报告、译本评析、对比研究等方向。从所涉及的民族看，蒙古族最多，１５篇；藏族

其次，１３篇；彝族再次，７篇。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壮族、苗族、维吾尔族、傣族、纳西族、

侗族等民族。从作者所在院校来看，中央民族大学１０人，河北师范大学９人，南开大学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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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７人，其次为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院校。这些院校产生民

族典籍翻译相关的毕业论文数量最多。

此外，荣立宇曾于２０１５年按照发表论文作者的学缘关系 “将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

粗略地分为苏州、南开、河北、广西等四个学派。”［１３］这四个学派分别以汪榕培、王宏印、李正

栓、韩家权为代表人物，虽研究各有侧重，但彼此紧密合作，并不断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典籍翻

译的队伍。

（四）学术研讨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会议不少。例如，１９８２年８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１９８３年８月，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在西宁召

开。１９８５年８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１９８８年８月，新疆 《江

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２０１３年８月，赤峰还举办了 《格斯 （萨）尔》与口传

史诗国际研讨会。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为翻译工作做了良好准备。

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

会也定期召开。自２０１２年在广西民族大学首次召开以来，２０１４年在大连民族学院举办第二届，

２０１６年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第三届，２０１８年西藏民族大学召开第四届。

学术研讨有利于增进彼此交流，推动研究开展，助力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实践。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随之提

升。王岳川曾在２１世纪初指出，“‘发现东方’将成为新世纪人类的新意识”。
［１４］他认为当今世

界，盲目排外和完全照搬均不可取。中国学者应采取全球性视角，思考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

文化的走向，在输出中保持自己的视角观点和学术品格，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要会说话，还得让

人家听得懂。这一观点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民族典籍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

它涉及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想要做好民族典籍翻译，离不

开上述任一环节中工作者的正确观念和辛勤付出。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建立在民族文学作品研究基

础上的民译和汉译，是外译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而外译质量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译本传播的成功

与否，这最终又会影响到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话语权。“翻译是应文化之需而产生。”［１５］

少数民族典籍的民译和汉译工作有利于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增进民族间的文化往来，帮助汉

民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而优质的民族典籍外译则可以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风韵，

使中国作品走进世界读者心中，实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树立更高更好的

中国形象。

对这么多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实践进行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不周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６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６ＢＹＹ０１８，主持人：李正栓）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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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７０年
⊙ 李佳凝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主要是指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论著、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著以及党和政

府文件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本文把我国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历史分为：方兴未艾的起

步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探索前进的发展期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集中力量的文革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承前启后的调整期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继往开来的新时期 （２０００年至今）５个时期，对各时

期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时代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民族语文翻译工

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７０年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８０Ｘ （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４－１０

前言
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主要是指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论著、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著以及

党和政府文件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中央层面上，有国家级专

业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涉及民

族语文翻译工作。地方层面上，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区、州盟、县旗党政部门设有民族语文

翻译机构，还有一些具有民族语文编译职责的新闻媒体单位等。他们承担或者负责组织完成党

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宣传党政思想，贯彻执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把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的历史分为：方兴未艾的起步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探索前进

的发展期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集中力量的文革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承前启后的调整期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年）、继往开来的新时期 （２０００年至今）５个时期，对各时期党政文献翻译工作的时代特征

和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我国今后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一、方兴未艾的起步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即着手制定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初是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的起步期。鉴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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