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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弘扬与传承 : 武当文化的译介
现状与策略建议

◎柯宁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不断的对外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各

种外来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了中华特色的宗教文化，如中华佛教文化等。自汉

唐伊始，佛教文化传播与交流无论是在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均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其间多有关于佛教文化研究的中外典籍问之于世。与之相反，植根于中华文化

土壤的、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自其诞生之日却一直默默无闻，似乎除了一本与道有关的

《道德经》及其译本研究，鲜有更多的外译典籍。道教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也似乎只在内

部循环进行。

武当文化作为我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与传承道教文化方面功不可

没。自其产生、传播与发展至今已逾 600 年，其文化内涵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经

济、文化、建筑、医药、民俗、武术等诸多方面。600多年来，武当文化也曾传播海外，

但其文化辐射范围远不及佛教文化。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武当文化

在弘扬与传承我国道教文化方面显得至关重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武当文化译介作为道教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武当文化 

武当山位于我国古代楚、秦、韩三国交界处，其与道教文化的渊源早自我国古代春

秋战国时期既已开始。道教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武当道教供奉玄武为主神，重

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箓禳解，形成了系统的武当道教文化体系，故有“武当派”

之称。（新华网，2007）鉴于此，有学者研究认为“武当文化来源于楚文化，是在以武

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人们从事社会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胡遂生、钱超、杜艳，2011：18）

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不断更替，以武当山为中心逐渐产生了一大批以历史建

筑、	民间文学、道教伦理、武术、医药等为代表的文化瑰宝。这些文化多以道教文化

为中心，其内容不断得以延伸与扩大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资料显示，武当道教文化

体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武当道教史、武当道教理论、武当道教建筑文化、武当

道教像器文物、武当道教仪式文化、武当武术文化、武当道教文学、武当道教信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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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民网联报网，2012）

武当文化源自我国古代楚文化，又与道教文化相结合，发扬并广泛传播于民间，

至明朝达到兴盛的顶峰阶段。作为有着长期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的一种，其内涵丰富，

内容博大精深。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武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因历史演

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道家道教、

文学、建筑、地理、风俗、武术等各个方面，并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

征”。（罗耀松、杨贤玉，2001：1-3）武当文化与道教文化精神有很大渊源且二者密

不可分，武当文化研究学者杨立志在论及武当文化与道教文化精神的关系时指出：“武

当文化是深受‘道教精神’陶铸过的文化”，并概括性地将武当文化基本精神的要义总

结为六个方面：“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

信向善”。（杨立志，2005：131-134）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杨立志对武当文

化的概念做出更加详细的界定，对武当文化的精神要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认为武当文

化从本质上是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伦理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世俗文化、

庙堂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

合体”。（杨立志，2009：1）由此可见，武当文化一方面源于道，另一方面又将道家

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充分结合，从而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世界著

名的文化遗产。

武当文化博大精深，武当文化及其相关研究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据统计，国内涉

及武当文化研究各层次的研究论文内容主要涉及 10 大类，即武当文化理论、历史与人

物、信仰与仪式、建筑与文物、民俗、武术、音乐与美术、医药与养生、文学、旅游与

经济。（胡遂生	等，2011）研究刊物种类总数量多达 30 余种，其中《郧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中国道教》《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资源环境与工程》	《中国宗教》

所刊发的研究文章占大部分。除期刊刊登的文献之外，国内各级各类出版社也出版过不

少武当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著作主题内容涉及 10 类：“理论研究、风俗地理、建筑

文物、历史人物、武术气功、医药养生、文学故事、音乐艺术、旅游经济、其他”。（钱

超，2017：136）在众多的研究中，《武当文化概论》（杨立志，2008）是较为全面、

系统论述武当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武当论道—武当大兴 600 年纪念论文集》（杨

立志，2015）则是一部融合武当研究较新成果的综合著作。武当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武当

文化的外译奠定了基础。

2  武当文化的译介现状

武当山因道而建，更因道而兴。也可以说，武当文化是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吸收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与汉水地域文化有机融合于一体的得天独厚的特色文化。鉴于此，

武当文化译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中国道家文化的进一步弘扬与传承。

国内关于武当文化译介的相关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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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译介研究内容由武当武术翻译向武当山旅游翻译研究转移。较早关注武当

山武术词语英语翻译的是杨贤玉（1996）发表的《武当武术词语英语翻译方法初探》。

之后有关武当山武术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自 2012 年开始，武当文化翻译的研究陆续有

一定数量的增加，研究的内容突出表现为旅游文本翻译相关研究。卢茜（2011）、李玉

娟，聂淼（2012）、熊潇（2015）、何建友（2017）等研究武当山景区旅游文本的英译

问题；徐珊、杨铭（2013）讨论武当山中文导游词的英译策略；叶涵宇（2016）以武当

山旅游公示语为例，在“看、易、写”原则下分析武当山旅游文本的具体应用问题；蒲

轶琼（2013）则基于景区英文简介材料分析了模糊语言的语用问题；袁艳玉（2013）在

其硕士论文中则针对武当上景区旅游资料的中文原文及英文译本对照分析提出具体的翻

译策略；张正荣、彭涛（2014）以武当山特区政府英文官网为例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

度，首次以生态学为视角探讨了如何准确将武当山的文化内涵译成英文的原则问题；李

雯筑、刘晋斯（2015）注意到武当著名的宫观等历史性建筑缺乏统一、权威的英译本，

武当山景区人文景观介绍的英译不尽人意，探讨武当山人文景观英译等问题；祝东江、

陈梅（2015）针对武当山旅游对外推介中英语翻译资料存在的诸多问题，探讨翻译策略

和翻译方法的具体应用，以期实现“文化传真”（祝东江、陈梅，2015：135）；彭小燕、

祝东江等针对武当旅游国际推广中的翻译现状做了分析和展望（彭小燕、祝东江、何建

友，2018）；余倩倩（2017）则以武当文化外宣的纪录片《太和武当》英文字幕翻译为

例探讨翻译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

上述关于武当文化外译的研究相比武当文化深厚的内涵而言，其研究内容仍然有

待拓宽。鉴于此，杨贤玉、杨荣广（2012）两位研究者尝试从武当民间文化研究着手，

以武当山民间故事为研究文本，解读研究武当文化更多内涵外译问题；张正荣、胡立清

（2017）关注到武当武术文化对外交流的现状问题，以武当武术英文网站为例提出武当

武术文化对外推介的对策。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武当文化外译的研究范围。	

第二，译介研究视域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目的论视域（李玉娟、聂淼，

2012；袁艳玉，2013；肖鸾，2014；祝东江、陈梅，2015；熊潇，2015），功能翻译

理论视域（徐珊、杨铭，2013），生态翻译学视阈（张正荣、彭涛，2014；余倩倩，

2017），实用文本视域（何建友，2017），平行文本视域（卢茜，2011），语用视域（蒲

轶琼，2013）。当然，也有个别研究者关注到武当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从旅游英语教学

创新研究角度，以武当文化为例探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地方文化渗透性问题。杨贤玉、

杨荣广（2012）在《仙山碧水—武当山民间故事选译》一书中以翻译作为手段，将民

间文学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探讨武当文化译介问题。

彭小燕、祝东江、何建友（2018）从文化自觉、功能目的论、跨文化交际三者相结合的

视域探讨武当旅游文化翻译策略问题。总体看来，上述研究从语言学、翻译学视角研究

武当文化译介的居多，从道教文化以及跨文化传播视角研究武当文化译介的不多。	

与此相比，国外关于武当的相关学术论文研究则显得数量明显偏少。EBSCO 外文

检索显示：关于武当山的外文文献 2007 年以前完全没有，2007—2019 年的总数量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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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8 篇。其他检索如 CALLIS 外文期刊库检索显示，1993—2019 年仅有 31 篇与武当

有关的文章。Springer	 link 外文数据库检索显示文章数量稍多些，共有 125 篇，其中纯

英文的有 123 篇，另外 2 篇为德文。		

纵观目前国内外武当文化译介研究学术论文，无论是早期研究还是近期研究，鲜有

见于核心刊物者，专著类译介数量也明显不多。在国家大力提倡中华学术外译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本逐渐增多，有关武当文化学术著作的外译著作数量

却极其有限。CALIS 联合书目数据库显示，截至 2020 年，与武当文化有关的各类中外

著作共计 553 部，其中，韩语著作 2 部，英语类著作仅 13 部。13 部英语著作中，1 部

为文学译介，2 部为武当道教文物译介，1 部为道教文化译介，2 部为道教建筑译介，

5 部为武当风光译介，仅 2 部为武当文化翻译专题研究：《仙山碧水—武当山民间故

事选译》（杨贤玉、杨荣广，2012）、《武当山英文导游辞研究与创作》（张正荣，

2013）。这一数量较武当文化研究专著的总数量相比相去甚远。武当文化译介的专著研

究无论从内容深度、研究层次还是数量上都亟待进一步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

大武当文化译介研究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武当文化经典典籍译介研究欠缺。典籍是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资

料，典籍外译是弘扬和光大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有译界学者指出：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关注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许钧，2017）。在论及典

籍英译的重要性时，有学者强调：“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典籍英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能让世界人民了解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

明，并从中汲取可供本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严晓江，2019：71）广大外译工

作者应充分认识到典籍外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辛红娟，2017：11）武当文化的博

大精深首先反映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上，如武当道教典籍、武当医术典籍、武当武术典

籍、武当文学典籍、武当道教音乐典籍、武当养生典籍等。上述典籍虽存世不多，但流

传下来的当属武当文化精华。从统计来看，目前似乎尚无任何关于武当文化典籍外译的

专著研究。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经典外译恰恰是国家大力支

持开展的一项工作。

不仅如此，武当文化外译的语种也不多。文化外译的主要媒介之一是语言。在提

及中华文化外译时，有关专家提出“以多语种的方式开展中文典籍和其他作品的外译工

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典籍和作品互译工作，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

译介工作的重点”。（王广禄，2019）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动下，中华文

化外译的语种已从单纯的英文逐步拓展为以联合国通用语种和“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

家的语种，这无疑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扩大了影响。然而，从目前国内已知的出版信息

看，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学术专著，反映武当文化外译的语种基本上还是以英语为主，

其他外译语种很少。因此，中国要想进一步弘扬武当文化外译研究，加强和重视英语以

外的小语种外译无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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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当文化的译介策略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

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倡

将	“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魅力”作为“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2014）武当文化由来已久，其对外交流也日渐频繁，

但武当文化译介研究的步伐似乎缓慢得多。武当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绝不止武术交流或者

旅游翻译这么简单。围绕武当文化的内涵，武当文化的译介研究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

做。具体而言，以武当文化作为道教文化的重要分支承载着弘扬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使

命，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译介工作完全可以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

方向上进一步突破。	

第一，借鉴国内外译介学相关理论，由当前武当文化以译者为中心的目的语文本翻

译策略或者文字转换技巧研究转向以文化外译输出的目的语文化认同或是否接受为中心

的研究。许钧（2017：10）指出：“……译介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

中华文化能否真正为世界文明发展带来新的价值，也涉及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文明对

话。”更有学者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符我们在进行文化外译选题时，往往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决定中符并

没有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对翻译的社会需求”，并据此认为现在的中华文化外译应“从

最开始以原语文本为导向的‘怎么译’，逐渐发展为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问题”，而

译介是否能主动为目的语国家引介取决于中国文化中是否“有能为目的语国家服务的元

素”。（陈月红，2017：1）从文化外译的接受者角度—寻找武当文化与目的语文化

的切合点出发来研究武当文化外译，顺应当前中华文化外译的潮流。除了旅游、武当功

夫之外，还有哪些涉及武当文化的内容是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可能普遍感兴趣或者

能产生文化共鸣的方面是值得进一步通过外译推介的？这些仍有待武当文化外译研究者

进一步挖掘、整理、传播与弘扬。

第二，武当文化译介应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多视角问题。前面提到，武当文化以道

教文化为核心，涉及历史学、宗教学、医药学、建筑学、民俗学、养生学等诸多方面。

因此，从多视角、跨学科角度研究探讨武当文化外译的发展与传承问题极为必要。目前

的武当文化译介除了从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其他学科视域之外，提倡从宗教学、民俗

学、传播学角度讨论武当道教信仰、道教与民俗翻译问题并与国外其他宗教、民俗进行

比较，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人们甚至还可以从语用翻译学、符号标记

学视角解读武当道文化在翻译中的若干问题等。

第三，引入“大翻译”理念，重视武当文化经典典籍译介。“大翻译”是罗选民教

授针对典籍译介提出的，他指出：“‘大翻译’指通观之下的语符翻译，其对象是中国

典籍，阐释、翻译和文化意象建构是这一活动的目的。”他还倡导“通过‘大翻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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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文化典籍得到多重阐释，覆盖目的语文化的各类读者，并有可能最终融入目的语文

化，成为异域的文化经典”。（转自李文婕，2016）武当山自道教传播以来有不少存世

典籍，这些无疑是武当文化的精髓、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宝库。武当道教文献自周朝至

今颇有存世经典之作。但是截至目前，国内外还缺乏关于此类典籍的外译著作。在道教

文化已经逐步为海外所接受的背景下，如何研究这些武当道教相关典籍的外文翻译对武

当文化向世界武当传播意义重大，这也是武当文化译介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第四，依托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等科研机构以及武当道教学院等高等教育资

源，整合武当文化外译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专门的武当文化外译研究基地。一方面努力

培养一批专门的外译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武当文化外译队伍；另一方面，积极通过

外译系列规划项目指定课题的招标，重点、系统有序地推进武当文化外译的进度，逐步

通过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武当文化外译项目将武当文化的精髓推向海外。同时，可尝

试建立武当文化海外传播学院，通过武当文化海外教育的方式弘扬中华武当文化，进一

步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文化话语地位。王雪莹（2020）指出：“在中华文化‘走出

去’向纵深推进的当下，中国应从四个方面先行建设：深化人文项目交流、拓展图书海

外流通、提高外译翻译质量和推广汉学教育事业。”此建议同样适用于武当文化的海外

传播。学术出版物只是武当文化外译推介的一种方式，通过更多的方式可以加快武当文

化的外译传播速度，提高武当文化外译传播的效果。

4  结  语

习近平（2013）总书记在论及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提出“四个

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

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

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

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武当文化无论作为道教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意义不言而喻。武当文化走

向海外必须要顺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通过武当文化的

译介将中华道家文化进一步传承与弘扬。译介工作者不仅应当密切与国内武当文化研究

者的合作，以武当文化研究会这类机构为依托深入探讨武当文化的海外传播问题，还要

通过译介研究进一步加大国际研讨，依托海外武当文化研究机构深入讨论研究武当文化

的传播问题。武当文化的译介与传播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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