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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让让我看到了舞台上感受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舞台上感受不到的东西””
——访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丁伟 □本报记者 明 江

“做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者；做维护国

家文化安全、促进祖国和平事业的守护者；做中华民族精神

动力、民族友谊的传播者。”这是“2015《民族文学》少数民族

文字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结业之际，来自70多位母语作家

翻译家的倡议之声。当班长、蒙古族翻译家伍金宝和副班长、

朝鲜族翻译家朱霞把这张红彤彤的倡议书展现在所有人面

前时，当由五种母语文字书写而成的名字连成一条波澜壮阔

的河流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些文字背后所牵系的真情，

听到了它们向世界发出的一声善意的问候。

自2010年以来，《民族文学》每年都会举办少数民族文字

版的改稿、研讨、培训活动，此前都是各文版的作家翻译家单

独座谈，把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版汇聚在一

起集中交流，还是一次创举。6月上旬的北京，云集了来自祖

国各地的多民族作家和翻译家，他们之中既有长期活跃于母

语创作的耆宿中坚，也有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短暂

几日的培训学习，或许还不能使创作翻译水平很快地见到效

果，但它为大家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众多民族语文翻译家

们相约北京，不仅见到了本民族的同行师友，还能与兄弟民

族的业界同仁相识相知、对话交流，这使他们感到久违的欣

喜与感动，也增添了对母语创作和翻译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焕发了新的激情与梦想。

从单一民族文学向多民族多元化拓展视野

这次培训班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中国民族语文翻

译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协办。为了能把培训活动办出

实效和亮点，主办方作了精心安排，不但邀请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何建明从文学全局的高度为学员开视野、增动

力、长见识，也邀请玛拉沁夫、叶梅、李霄明等知名作家、编辑

家授课改稿；不但邀请了朱源等资深翻译家传授业务技巧，

也邀请了王志刚等就国家民族宗教形势与政策指点迷津。对

于这些短暂而充实的培训课程，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当玛拉沁夫用蒙古语向全场问好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不

仅来自蒙古族学员，也来自兄弟民族的学员。这就是母语打

动人心的力量，正如玛拉沁夫所说，我们的母语作家翻译家

一定要有自豪感、荣誉感，和汉民族等兄弟民族站在同一个

起跑线上进行友好竞赛。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在支

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要尽好自己的一份力量。

吉狄马加语重心长地说，56个民族创造的当代文化让中

国从一个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

节点举办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具有重大

意义。每一个民族都经历了社会、自然、历史的选择，虽然各

自延续着自身的文明，但都是具有共通性与合理性的，翻译

活动实际上就是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增强心灵层面交流

的一种方式。

何建明谈到，西方作家以往对中国作家的了解一直不

全面，但是今时今日的中国作家应该已经可以充满自信地

面对世界文学了，少数民族作家更应该站在高处审视世界

文学的态势，从单一的本民族文学向多民族多元化拓展视

野。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民族，因为民族无大小，作家无大小，

惟作品有流传和不流传之分。希望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

家一起为文学努力创新，创造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伟大

作品。

关于母语翻译的意义和要求，叶梅认为，翻译的工作

比原创还要艰巨、复杂，很多人是为了本民族的文化尊

严，肩负传承和保护母语文字的使命，抱以极强责任感在

做这件事情。在翻译具体工作中，要以直译为基础，力求

达到“美译”的程度。李霄明说，好作品要有思想性、可

读性。惯有的翻译作品大多匠气太浓，缺乏母语本身的鲜

活灵动之美，翻译时应注意选择具有文化价值的词汇，体

现出译者的修养和品位。朱源梳理了古今中外的翻译案

例，就直译、意译以及仿作的问题，分析了许多名家译作

中的亮点，生动形象地向学员们传授了翻译秘诀，并举严

复与德莱顿为例，认为两人已达到翻译思想家的高度：严

复的目的在于了解西方思想，德莱顿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

素养。

让母语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异彩纷呈的亮点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说，举办这次培训班，旨在总结6

年以来的办刊经验，探讨文学翻译的规律方法和文学创作的

技巧，特别是通过培训进一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共同探讨民族作家翻译家应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努力推出更多优秀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对此，各民

族作家翻译家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心声。

蒙古文版的学员们感到加强各民族之间沟通对话的重

要，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交流平台。大家认为，《民族

文学》蒙古文版不仅发表蒙古族作家的母语作品，还积极将

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过来，这极大地丰富了刊物的

内容。同时希望日后母语作品的比重有所增加，并可考虑开

设介绍蒙古国作家作品的栏目。

藏文版学员普日科说，树立藏族文学的形象，不仅要继

承和发扬本民族悠久的翻译传统，也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

文学作品的民族化，不应刻意强调民族标签，而是要站在更

高的角度去张扬人文关怀，在时代背景下对历史与现实进行

深思。翻译家和作家之间应当加强联系，建立一对一的长期

关系，这样有助于翻译出更为精准优质的作品。

维吾尔文版学员帕尔哈提·吐尔逊说，这些年来刊物在

维吾尔族母语创作及翻译上下了很大功夫，大家对《民族文

学》的期望很大，因为这是维吾尔文学作品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的一本刊物。《民族文学》民文版今年的改版，无论是封面

设计还是内文装帧都颇有特色，一些新增的栏目使这本刊物

的文学性更强，更加扎实，越来越具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哈萨克文版学员阿依夏·叶尔赛提说，《民族文学》对树

立国家文化形象、体现民族宗教政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就有越来越多的作

家读者关注这本杂志。写作是一件寂寞又快乐的事情，公众

对一个作家写作成绩的认可往往需要漫长的考验，这就要求

母语作家尤其要担起责任，耐住寂寞。

朝鲜文版学员代表李洪奎说，这次培训让他在从事文学

创作30年之后，重新审视自己对文学的“初心”是否还在。母

语文学要以一种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姿态，走到全国各民

族兄弟面前，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异彩纷呈的亮点。

这个过程中，需要作家翻译家真正静下心来，记录民族生态，

写出感动时代、无愧于党和国家的精品力作。

大家也对《民族文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希望刊物的发

行力度进一步加大，能够真正走进许多偏远地区的母语读

者；希望刊物与地方母语杂志加强合作，为翻译家的成长打

造更多平台和机遇；希望翻译选稿方面，更多吸收翻译家自

身推荐的优秀汉文稿件，以便他们在欣赏与深刻理解的基础

上，对作品倾注更多努力。

作家翻译家与刊物共同成长

培训班也成为各民族作家翻译家牵动情感、播撒友谊的

温馨家园。在社会实践的旅途上，不同民族的作家翻译家在

同一辆车上，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

地唱，最后是大合唱。阳光般的笑脸，传唱着不同的母语，却

是同样的对文学事业的挚诚和对情谊的珍重。课余时间，经

常能看到不同民族的翻译家互道心得，互留电话、微信的场

景。大家都希望相互翻译各民族的佳作。

主管五个民文版的《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在总结中

回忆起学员们众多感人的细节时说，虽然我不懂你们的文

字，可我读懂了你们写满真诚与友善的眼神，读懂了你们对

《民族文学》的爱护与期待，读懂了大家严于律己、孜孜以求

的治学精神。作家与编辑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没有作家创

造性的写作就没有流传于世的佳作，同样，没有编辑沙里淘

金的劳作，这些佳作也很有可能会被埋没。希望作家翻译家

与刊物共同成长，共创辉煌。

动人的母语正在把自信多元、和平友爱的中国之声向世

界传递。培训班的成功举办，意味着母语文学创作与翻译正

在时代的呼唤中，彰显出珍贵的价值和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把动人的母语向世界传递
——2015《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侧记

□石彦伟 刘 杭

“这样的舞蹈太少见了，他们的动作，让人

从心底里激发出要与他们同歌共舞的冲动。”

这是日前在民族剧院上演的大型歌舞诗《永恒

的刀郎》演出现场一位观众的心声。

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和新疆麦盖提县刀郎文工

团联手打造了大型歌舞诗《永恒的刀郎》。来自

新疆麦盖提县的90多位艺术家给首都观众带

来的震撼之舞，以不加修饰的质朴舞蹈、充满

豪放激情与原始力量的大幅度动作，强烈地感

染着观众，演出现场欢呼声与掌声不断。

“刀郎”是维语音译，意为“分群而居”，历

史上，生活在本地的土著与外来的蒙古族游牧

民相互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刀郎人”族群，其

性格豪爽、旷达。刀郎文化的代表——“刀郎木

卡姆”和“刀郎麦西热甫”于 2006 年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刀郎文化

的名片之一。此次奉上这台精品演出的新疆艺

术家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们中有年过

70的刀郎文化的老传承人，也有不到5岁的新

生代传承人。

为了让京城的观众欣赏到最原汁原味的

刀郎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跨越了 4300 多公

里的距离，深入到新疆麦盖提县刀郎文化的现

场采风与体验生活，并将新疆麦盖提县的艺术

家们请来北京，合力策划设计了这场演出，为

首都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记 者：据我所知，这台晚会启动于 2014

年5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与麦盖提县刀郎文

工团进行文化合作的援疆项目。当时为什么想

到要把刀郎艺术带到首都的舞台？

丁 伟：深入民间向基层学习、向民间艺

术汲取营养，是我们团多年来的传统。刀郎文

化是非常著名的民族文化，“刀郎麦西来甫”和

“刀郎木卡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

与它们近距离接触、真正地领会它的动人之

处，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种近距离的学习对

我们的舞蹈创作、音乐创作和演员的表演都是

很难得的机会。深入接触刀郎文化以后，我们

从内心觉得，这么好的东西要介绍到北京来，

让它从首都的舞台走到世界去。

记 者：据说团里多次赴麦盖提县采风学

习，深入到牧区、沙漠、乡村和农民的家中，您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丁 伟：麦盖提距离北京有 4300 多公里

的距离，以现代的交通工具也要走一天才能到

达。这次的采风经历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一次

洗礼。我们去到了牧区、沙漠、乡村，来到了牧

民的家里，到了他们的枣园、羊圈。在这么一个

遥远而生存环境还比较艰难的地方，他们的人

民非常乐观，勇敢地和大自然特别是风沙做着

顽强的斗争。生活环境的严酷也导致了这个地

区文化的独特性，这里的舞蹈和新疆其他地区

的舞蹈不一样，它充满力量，非常雄壮，就像沙

漠中顽强的红柳和千年不倒的胡杨，让我们深

深地感动。比如为了种植红枣，水源匮乏的他

们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牧民家中我们还看到当地著名的刀郎农民

画，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令我们非常惊

叹。他们对刀郎羊的引以为豪也让人印象深

刻。这些元素，我们都融入了舞蹈中。

看他们的民间表演，可以感受到刀郎文化

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代代传承，这是不能够用

语言来描述的，而我们只能是模仿和简单的学

习。在那里，我们看到 3 岁的孩子与爷爷一起

同拉艾捷克的琴，四五岁的小孩和父母、祖父

母一起跳刀郎舞……全家人、整个村子在一起

在我们面前展现刀郎麦西来普，很多的场面让

我们感动。这些感受，最后都呈现在了我们的

舞台上。

可以说，深入生活，让我看到了很多平时

在舞台上感受不到的东西。比如这些劳动人民

对音乐舞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有情绪

了就放声高唱，想跳舞了大家就在一起又唱又

跳，这才是真正来自生活的艺术。通过这次采

风，我也体会到了麦西来普在传统文化中的教

育功能。有一次我们深入一个村庄中看小品，

演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拿了别人家的枣来

吃，被村长发现了就要惩罚他，用在他身上“烤

包子”的方式代替打他的惩罚。我们后来把这

个情节放到了节目中去。所以，我们需要长期

地走到人民中去，要到蓝天白云里去、到田野

里去，呼吸新鲜空气，才能创作出更好的节目。

记 者：为了这次演出，民族剧院在大厅

布置了风格鲜明的“刀郎农民画”，美丽的维吾

尔姑娘手捧麦盖提县的特产红枣和核桃请观

众品尝，还有表演“刀郎麦西来甫”的姑娘们在

开场前进行暖场互动……看得出来，这是一场

你们精心准备的演出。

丁 伟：《永恒的刀郎》在麦盖提县首演的

时候，很多观众非常激动、饱含热泪，演出结束

很久都不愿离开。他们说，没有想到能在麦盖提

看到自己的文化走上舞台，而且如此精美。因此

我们希望把《永恒的刀郎》带到北京，让首都的

观众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刀郎文化，把刀郎画，

把刀郎地区的红枣、核桃都介绍给观众，让他们

从各个方面地了解刀郎文化。开场前有刀郎麦

西来普的互动，就是希望让观众一进来就能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刀郎文化的气息。

记 者：把这样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文化搬

上舞台，是怎么考虑舞台上的呈现效果的？比

如，节目间隙有一幕幕家庭场景，再现了刀郎

人的日常生活，每个节目又有着不同的主题。

丁 伟：把刀郎文化搬上舞台，对我们来

说也是一个考验。如何把这样一个淳朴、独特

的文化搬上舞台，同时不能破坏它的原生状

态，既要让它有时代的特点，还要符合现代观

众欣赏的标准，在这些方面确实做了很长时间

的思考。通过多次采风，我们了解到刀郎人家

很多独特的文化，比如学习古兰经、传承古老

乐器给幼小孩子的传统。我们把这些节目中没

能体现的东西在家庭场景中展现出来。

记 者：把这样一种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带

到舞台上，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丁 伟：刀郎文工团的演员大部分来自

乡村，不会说汉语，我们在排练中以及之后到

北京来合成，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而

且刀郎人对自己的艺术形式非常热爱和执著，

因此我们在排练过程中给导演组定下的规矩

就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

当地的艺术形式，不要轻易地去改变他们。这

些艺术家非常认真，他们努力将自己最好的状

态呈现给我们。

记 者：这台晚会的成功举办为我们带来

哪些经验？

丁 伟：如果说晚会获得了一定成绩，它

来源于我们团 60 多年向民间学习的传统。特

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所说的，要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我们深

入刀郎之乡，努力扎根到他们的生活中，虚心

地向当地人民学习，再精心筛选打磨，最后才

把这场演出搬上了北京的舞台。可以说，这台

晚会的震撼力来源于刀郎地区的生活。我们

今后要继续深入到民间向人民学习，继续向少

数民族同胞学习，在生活中寻找一切创作的源

泉，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