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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既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由大

众创作并传播于大众之间并给予大众精神享受的重要载

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如果说20世纪80年

代编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对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时

期尚有生命力的民间文艺作品的抢救性工作的话，那么此

次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赋予文化传统新生命、

展示民间文艺现代价值的重要实践。特别是此次出版的

《大系·史诗·新疆卷·江格尔（一）（二）（三）》《大系·史诗·

新疆卷·玛纳斯分卷（一）（二）》，史诗内容更为丰富，内涵

更为深厚。目前，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编纂的其他卷

本，多为新内容，新卷即将问世。新卷本展现了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度，体现了民间文艺的深度，不仅凸显

了党和国家对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关心关爱，也将进一

步提升新时代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系出版工程体量大，工作任务也较为琐碎、繁重。

在编纂过程中，囊括了多个工作任务：如方言俚语的解析、

习惯性表述的注解、变体译文的处理、演述者的甄别、演述

文本的处理、民俗事象的留存等等，尤其是新疆这样多民

族的聚居地区，语言的翻译既耗时又费力。活态传承的口

述本还需书面化处理，彰显出新疆卷本编纂工作的独特性

和艰巨性。同时，民间口传文学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世代传

承下来的文艺作品，而且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维系传统文

化、维系社会规范、维系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载体。民间

文学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其自身所蕴含的突出

的文明特性。做好大系工作，按照大系要求出版各省市卷

本，并且在今后的工作中强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民间文艺体现现代价值是民间文艺工作者非常重要的

使命任务。传统的“旧”和现代的“新”不是矛盾体，深刻领

悟“两个结合”，我们才能创作出人民满意并符合时代要求

的好作品。

一部优秀作品离不开编纂者和出版者的艰辛付出。

西北地区的《大系》编纂工作尤其需要关注翻译工作。奉

献出一部部优秀译文作品，对译者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技巧

有着极高要求。《大系》要求的科学性，反映在译文中就是

要体现原汁原味，要尽量淡化译者自身的语言特点、表述

方式等，以尽可能地契合讲唱者的风格特点。要强调文学

性、增强可读性，突出民间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我认为，无论“三套集成”还是《大系》编纂工作中的普

查、收集、整理、翻译、编辑、出版等各环节，都要更强调作

品和版本的科学性。目前，新疆各民族还有很多长诗、歌

谣、民间故事等没有翻译出版，由于出版、发行、

宣传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还未发挥其应有

的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民协已

搜集和整理出四百多本资料本，同时

还整理编辑出版了故事、歌谣、谚语等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卷本。我们期待

此次《大系》正编纂的民间文学作品，日后发挥巨大作用。

民间文艺来自民间，也反哺民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时代要求民间文艺工作者要在传统

文化的“两创”上下功夫。民间文艺原有的生存样态、传播

渠道及其受众也在发生些许变化，但其生命力依然旺盛、

蓬勃。中华文化宝库中还有大量民间文艺作品需要我们

去研究、去开发。这些作品可以衍生出类似舞台剧、动画，

甚至是各种游戏等创意形式及产品回馈民间、回馈大众，

民间文艺的当代价值还需要我们共同深入挖掘开发。

（作者系新疆文联二级巡视员）

深入挖掘新疆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深入挖掘新疆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
□□巴赫提亚巴赫提亚··巴吾东巴吾东

翻译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的感悟和收获翻译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的感悟和收获
□□古丽娜尔古丽娜尔··阿布都热合木阿布都热合木

今年9月26日，我有幸参加了在新疆库尔勒举办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北方地区说唱类资料翻译与

文本编辑培训班”，其间做了“关于翻译哈萨克族民间口头

文学载体——阿依特斯现状和意义”的讲座。

翻译本身就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媒介，在沟通世界

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

士、列宁奖金获得者巴尔胡达罗夫在其代表作《语言与翻

译》中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

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

产物的过程。”他的“六层次等值”在学术界被称为最有说

服力的翻译理论。即：音位层翻译、词素层翻译、词层翻译、

词组层翻译、句子层翻译、文本层翻译。

众所周知，搜集整理好的所有文章均可成为人文研究

成果，每首诗歌的出处不再一一注明，由收集者另行统一

编辑。其中都有各自的基本要素，一是时间，二是实例，三

是艺人，四是内容。但是，这些要素因轻重和位置的不同，

难以形成一个严谨的排列格式，因此可能有很多偏颇。在

翻译工作中我们会发现，翻译文本要求的形式很多，有口

译、笔译、机器翻译等；而我们翻译的《大系·说唱·新疆卷·

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分卷》纯属笔译。

我认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利用到巴尔

胡达罗夫的“六层次翻译等值”理论，以便解决自己工作中

所遇到的困扰问题，并对研究对象及其内容、翻译的任务、

翻译的目的、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模式、翻译的标准都基本

掌握，尤其对翻译的意义及其作用持严肃态度。

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诗歌的现状

经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批准，我们于2019年

10月逐步进入翻译《大系·说唱·新疆卷·哈萨克族阿肯阿

依特斯分卷》工作状态。根据对阿依特斯内容拓展的需要，

2019年11月开始启动收集资料和翻译，用专业的鉴别态

度对手中掌握的阿依特斯诗歌进行了仔细探讨和分析，并

认真做了筛选，2021年5月基本完成翻译，并向相关对接

部门提交书稿。从翻译《大系·说唱·新疆卷·哈萨克族阿肯

阿依特斯分卷》这项工作来讲，为了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达，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阿依特斯诗歌和文献。然而，分析当前

成文的翻译文本，很难说其完全达到了阿依特斯对唱诗歌

的要求，翻译出的文本大约80%接近原文内容。

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归属于民间口头文学载体，其盛行

于哈萨克族民间习俗歌、谜语歌、山歌、水歌、牧歌、渔歌、

儿歌和其他种类的民歌，系口头艺人即兴作诗对唱，种类

较多，保存较为完整。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基本上分两大类；

一是传统阿依特斯，亦称习俗阿依特斯。二是阿肯阿依特

斯，泛指当今大家耳闻目睹的各类形式的阿肯对唱。阿依

特斯一般离不开冬布拉的伴奏，阿肯们跟随冬布拉的旋律

即兴作诗、边唱边弹。略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阿肯一词，

在哈萨克语中泛指诗人，为了区别平时写诗的诗人和参加

阿依特斯大赛现场即兴作诗艺人，就用阿依特斯阿肯一

词，避免概念混淆。阿依特斯阿肯当众自编自唱，相互比

智、比勇、比谋、比口头创作、比即兴作诗，受到广大听众的

高度青睐。

翻译哈萨克族阿依特斯的现实意义

作为新疆少数民族文艺研究者，有幸参加编纂出版

《大系》，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份贡

献是让人欣慰的大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工作

手册》的要求，将中国哈萨克民间文学瑰宝阿依特斯艺术

作为重点编纂。录入此卷的内容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百

德克阿依特斯，第二部加尔-加尔阿依特斯，第三部青年

男女阿依特斯，第四部谜语阿依特斯，第五部寓言阿依特

斯，第六部喀拉约令阿依特斯，第七部早期无名阿肯的阿

依特斯，第八部知名阿肯阿依特斯。

录入卷本的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对唱部分内容丰

富、种类齐全、形式多样、最具活态性，能够充分体现哈萨

克族民众的社会生产、生活状态、形态和情态。在选编、翻

译工作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在内容、形式、类型

等方面力求反映出哈萨克民族文化和阿依特斯艺术口承

传统的特点，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

性”原则，紧紧围绕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仅在关注民间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上下了一定功夫，而且为今后继续在搜集、整理、

研究、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

面对的问题及其翻译要略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我们要翻译的文本全部

属于韵文类作品，也就是说内容中包含了诗词、曲调、赞

颂、贬损、谚语、谜语、盘问、寓言等等。翻译组成员把搜集、

整理好的阿依特斯文本，按照韵文类作品的基本规律进行

分类、归纳。不仅如此，阿依特斯阿肯在对唱时主题词变化

快、对峙尖锐，双方对手对唱的两个阿肯,特别擅长抓对方

的把柄。比如诗词中是否运用到方言或其他民族的语言，

对方有没有口吃，长相、服饰、配饰、发型以及胖瘦等问题

上找毛病，将它作为语言武器或贬损、玩笑的材料。诗词中

一旦出现这类现象，作为翻译工作者，你怎么处理？要知

道，翻译本身就是传播信息的工作，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整

体民族的文化背景，社会面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正能量等

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中既要考虑其文化特征，同时

也要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修复、纠正，还要在一定程度上

进行删减。

第二，要认真领会原文，把诗词放到句子中去理解它

的真正含义，从全文思考艺人所要表达的意义，笔者在翻

译胡尔曼别克阿肯和加玛丽汗阿肯对唱时遇到这样的问

题：在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对唱中，舞台礼仪很重要，如果参

加竞技的双方对手是一男一女，那么，女士优先唱开场辞，

如果双方都是男士或女士，那么讲究是否有师徒关系、年龄

或民众赐予他们的称号等。哈萨克族阿依特斯竞技中开场

白很关键，它直接关系到主题的引领问题。比如1981年在

伊犁新源县举办的第六届州阿依特斯大会上的竞技，在胡

尔曼别克与加玛丽汗阿肯对唱时，加玛丽汗在开场白中选

择了赞美当地山、水、土地的主题，胡尔曼别克跟随主题开

始利用各种华丽的语言赞美新源县的美景，展现出两位阿

依特斯阿肯爱国、爱民、爱家乡的浓郁情感。此时，加玛丽汗

阿肯来了个急转弯，开始用谚语、典故、寓言、谜语巧妙地盘

问对手，给对手一个沉重打击。胡尔曼别克先生在世的时候

笔者问过他，“你当时心里是否有点慌乱，在应对时绕了一

点弯。”他老人家说：“的确，加玛丽汗换主题特快，她是聪明

博学的阿肯”。当遇到这样的阿依特斯诗词，怎么去翻译，我

对此感到很困惑。如此一个来回应答的诗词，我翻译了近

一个月，草稿就30张。我在翻译中试着接近主题，采取直

译的手段，基本完成了工作。以下是翻译的内容：

加玛丽汗：胡尔曼别克你一向聪明伶俐，/我深信你是

诗歌高峰上的一棵青松。/请你猜一猜世上的“七无”是什

么，/用诗歌编成歌给大伙听一听。

胡尔曼别克：加玛丽汗提出的问题真奇妙，/要我解释

世上的“七无”是哪些。/我认为女婿在女方家里不做“巴

塔”/自古以来鸟无乳汁，马无胆，/好比狗没有敬重的亲人

一般，/因水没有骨头才能清溪流长，/就好比风无阻才会

随便席卷。/因石头没有根从不牵肠挂肚……

第三，一般用直译比较好，但是，翻译的过程中还会出

现直译不便表达意思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则用意译。

第四，有些诗词可以略去不译，如果对唱中出现违反

伦理的、践踏人格的不当言论就要舍弃。

第五，凡是遇到地名、人名、官名、年号以及意义相同

的外来语，都可照词意写，不用翻译。

第六，翻译哈萨克阿依特斯还要注重诗歌的韵律，其

实这是最难达到的目的。大家都知道，押韵是诗歌中非常

重要的因素。所以，在翻译中要尊重原文的音韵美。为了达

到朗朗上口的阅读效果，有时候还要颠倒翻译顺序，甚至

需要采取意译。任何时候翻译诗词都需注重自身的韵律

美，诗歌的韵律不只是押尾韵那么简单,诗行内部的韵律

和谐更为重要。

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尤金·A·奈达（1914-2011）

说：“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

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

等。”翻译毕竟是再创作的过程，必须遵照“信达雅”的原

则。即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达到畅达、优美，尽量口语

化、规范化，在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和语音习惯的基础

之上，正确理解文意，了解原文作者的主旨和感情的倾向

为标准即可。

（作者系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说唱·新疆卷·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分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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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好完成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

工程各项工作任务，对于保护、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各民族文

化交流有深远意义。新疆的民间文化遗产不

仅是对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积淀了新疆各族人民

最深沉的思想精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并存的地方，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聪

明才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财富。同时，

这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东西方文化在

此交汇，使得这里的文化呈现出更加绚丽多

姿的色彩。

《大系》在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

新成果的基础上，坚持萃取经典、服务当代

的选编标准。同时，着力还原民间文学的本

真形态，忠实保持各民族作品原文意蕴。

民间文学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融

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立足民间，服务人民，是

大系出版工程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编纂

这样一部传世盛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和担当，但完成这项工程也绝非易事，必须

落细、落实、落位。《大系·新疆卷》编纂工作

自启动之日起，统筹规划，统一认识，合理布

局，分步实施，全力推进各类别民间文学系

列出版、推广活动等重点任务。目前，《大系·

新疆卷》均已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果。截至

2023年9月，共启动实施17项卷本的编纂

工作。其中《大系·史诗·新疆卷·江格尔（一）

（二）（三）》《大系·史诗·新疆卷·玛纳斯分卷

（一）（二）》已于2022年正式出版。《大系·故

事·新疆卷（一）（二）（三）》《大系·谚语·新疆

卷》《大系·歌谣·新疆卷（一）（二）》《大系·史

诗·新疆卷·玛纳斯分卷（三）》《大系·史诗·

新疆卷·格斯尔分卷》《大系·长诗·新疆卷·

哈萨克族分卷》《大系·说唱·新疆卷·哈萨克

族阿肯阿依特斯卷》等卷本的编纂出版工作

也在积极推进当中。

新疆民间文学的特色及编纂特点。民间

文学是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每个民族都有极富本民族特点的民间文学。各民族的民间文

学，其发源和形成历史长短不一，内容、形式和重点又各不相同。

据目前研究证实，在新疆各民族中，曾经流行突厥文、回鹘文、察

合台文、摩尼文、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焉省一龟兹文、回鹘式

蒙古文、满文等。而沿用至今的文字则有维吾尔文、汉文、哈萨克

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锡伯文、满文。上述文字都曾为记录新

疆民间文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民间作品的载体，

由于文字表达各有特点、格式和规范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内容、表现形式、风格特点等方面的明

显差异性，阻碍了民间文学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大系出版工程以推动优秀民间文学传承发展和知识普及为

根本任务，使优秀的民间文学、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更有力

地弘扬。因此，做好对少数民族作品的翻译工作至关重要。以史

诗为例，史诗在各民族民间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史诗卷的编

纂工作也是新疆大系出版工程的重中之重。在新疆，已搜集、出

版的史诗虽然非常丰富，也为《大系·史诗·新疆卷》的编纂工作

奠定了材料基础，但由于汉译的文本较少，这意味着新疆史诗卷

的翻译工作会非常繁重且难度较大，对翻译者也有更高要求。译

者不仅要精通汉、蒙、维、哈几种语言文字，掌握翻译技巧，更要

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对史诗有基本的研究或理解。翻

译工作中，要按照“尊重母语，科学注释”的要求“对不易理解的

母语表述、方言土语、风俗习惯、地方知识等进行注释和说明”。

对译文，编委会组织专家进行严格把关、审订，对存在争议的地

方进行集中讨论，力求严谨，使译文尽量保持口语特点，并充分

体现原作的内涵，又要具有汉译本的可读性。

新疆民间文学的传承与转化利用。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

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

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可以说，历史是理解中国的“金钥

匙”，而流传千年的民间文学里蕴含着中华民族产生、变迁、发展

的历程，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承载着一个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

的珍视。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传承、发展、繁荣

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延续中华文

脉、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具有重要意义。本着对祖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高度负责的态

度，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者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既要

对民间文学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又要讲求科学的方法和精益

求精的精神，无论是在选择、整理作品还是在翻译等环节上，都

注意保护和保存文本类型的多重性、演述技艺的独特性、流传区

域的多样性以及文本产生的社会民俗环境等背景因素，努力为

《大系》这一文化宝库奉献独具魅力的篇章，为充分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创新应用贡献力量。

（作者系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传
承
保
存
新
疆
民
间
文
学
鲜
活
记
忆

传
承
保
存
新
疆
民
间
文
学
鲜
活
记
忆

□□
阿
尔
布
东

阿
尔
布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