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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石窟文化术语翻译的研究日益重视。

笔者以“石窟”和“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相关

文献仅有23篇。2019-2024年，发文量虽逐渐增加，但共计只有

18篇（如图1所示）。

 > 图1：中国知网2012-2024关于石窟文化翻译研究发文量总体趋势分析

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国内学者对石窟文化的翻译整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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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样化的研究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对敦煌文

化、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四大石窟的研究，理论框

架多采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内容主要针对石窟文化术语的翻

译方法或策略进行探讨，如敦煌文化术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以及

如何通过翻译策略和方法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尽管研究呈现

出多样化，但涉及石窟文化术语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文献总体数量

还是偏少。这表明研究者们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促进石窟文化的高质量翻译和国际传播。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加关注石窟文化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探索更多创新的翻译方法，以及如何利用 AI技术提升翻译的

准确性和效率。此外，加强跨学科的合作，如与历史学、艺术学

等学科的结合，可以为石窟文化翻译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更深入

的理解，提升石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欣赏

引言

甘肃作为中国石窟文化的富集地，拥有石窟寺205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2处。其分布按地理位置

来看大体可分为河西、陇中、陇南和陇东四个区域。除莫高窟和榆林窟外，还包括河西石窟群、炳灵寺石窟群、麦积山石窟、陇中石窟

群、陇东石窟以及关中石窟群、中原石窟群、西南石窟群、古代龟兹高昌石窟群以及中亚印度石窟等石窟群。这些石窟承载着自十六国

时期以来数千年的佛教艺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珍贵信息，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在全球化背景下，甘肃石窟文化的

国际传播对于提升其文化影响力、促进跨文化交流意义非凡。而甘肃石窟文化术语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元素，其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国

际受众对甘肃石窟文化内涵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由于这些术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涉及语言文字、历史、经济、宗教、美术、音

乐、天文等，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翻译难度较大，因此系统地研究甘肃石窟文化术语翻译方法迫在眉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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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 [2]。

 > 图2：中国知网2012-2024关于石窟文化翻译研究主题分布分析

关于石窟文化术语翻译策略研究，姜秋霞（2018）对敦煌

文化翻译的策略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概括，为敦煌文化

对外传播与交流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策略指导，提出对敦

煌文化名称采用异化策略为主、融合化策略为辅的方法；对术语

的翻译采用异化、融合化、趋同化、归化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对

标题的翻译以归化策略为主。这一研究成果对开展石窟文化外译

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关于相关术语库建设研究，国

内现有的相关术语库有“敦煌文化汉英术语库”，该术语库收集

了约3100多条敦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术语，主要包括敦煌

音乐、舞蹈、壁画、绘画、雕塑、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词条，

约占全部术语的79%，其他相关术语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医

药、科技、教育、文物、遗址等方面的术语，约占全部术语的

21%。该术语库的收集与提取、整理、描述、翻译和维护更新等

比较完善，是译者开展敦煌文化翻译工作的有效工具（李晓梅，

2023）。此外，《敦煌文化关键词》和《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等著作和译著是近年来石窟文化翻译的优秀成果，为译者提供了

术语标准，极具参考价值。

国外学者在文化术语翻译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

多从跨文化交际理论、目的论等视角出发，探讨如何在目的语文

化中实现源语文化术语的有效移植。一些研究关注宗教文化术语

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转换，这对于甘肃石窟文化中大量涉及佛教

文化的术语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关于佛教术语在西

方语言中的翻译适应性研究，分析了如何使西方受众更好地理解

佛教概念。关于术语翻译的著作，目前参考价值较大的是2005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英佛教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作者是陈观胜和李培茱。这是一本中英对照

另加中文解释的词典，共收词目一万六千余条，内容包括大乘和

小乘佛教的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典故、典籍、专著、名僧、史

迹、仪轨、部派、事件、地名、宗教用品等。每一词条冠以中文

词目，其后为英文翻译，最后是简明的中文解释。该词典术语齐

全、翻译质量较高，附带的术语解释为译者提供了高质量的翻译

标准。

二、理论基础

1. 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由尤金·奈达提出，该理论强调译文读者对译

文的反应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在甘肃石窟文化

术语翻译中，译者需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认知习

惯，使译文在语义、文化内涵、情感表达等方面与原文等效。例

如，对于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石窟文化术语，要确保译文能在目

标语宗教文化语境中引发相似的联想与感悟，让目标语读者能够

像源语读者理解原文术语那样理解译文，从而实现文化信息的有

效传递。

2. 文化翻译理论

文化翻译理论突出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甘肃石窟

文化深深扎根于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其中的术语是文化的

重要载体。译者应深入探究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

性，采用异化与同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异化翻译能够保留甘肃

石窟文化术语的原汁原味，将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引入目标语文

化，激发目标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兴趣；同化翻译则可使术语更

贴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认知模式，便于其理解与接

受。两种策略相互配合，有助于提高甘肃石窟文化术语翻译的质

量与效果。

三、术语翻译方法案例分析

1. 石窟名称的翻译方法

以石窟名称为例，甘肃的石窟大多以所在地地名、山名、寺

名命名，因此在翻译中多采用音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音

译法是直接将源语术语的发音转换为目标语发音的翻译方法。这

种方法能够保留源语术语的原始读音，原汁原味地呈现特定文化

标识，适用于一些已具有较高知名度或具有独特发音且难以意译

的术语。直译 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措词

造句、语句结构和修辞手段，同时也要求语言表达通顺。直译强

调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和形式的保留，是一种既忠实原文内容，又

符合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例如，“莫高窟”  译为 “Mogao Grottoes” 或“Mogao 

Caves”。“Mogao” 保留了源语名称的独特发音，“Grottoes” 

或“Caves”明确了其石窟的属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Mogao 

Grottoes”  和“Mogao Caves”  已成为敦煌莫高窟的标志性

英文名称，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迅速识别并关联到这一伟大

的文化遗产。“Maijishan Grottoes” 也是典型的音译加意译

的翻译方法。其中“Maijishan” 是对“麦积山” 的音译， 按

照汉语拼音的发音规则，将中文名称的读音用英文字母表示出

来。这种音译方式有助于保留原中文名称的特色，让外国读者

能够大致了解这个名称在中文中的发音。而 “Grottoes” 是意

译部分，准确地表达了“石窟”这一概念。也有著作将其译为

“Maiji Mountain Grottoes”，更加突显麦积山石窟建造在“麦

积山”，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也有利用该石窟的国际传播。

“炳灵寺石窟”  译为 “Bingling Temple Grottoes”。音译的 

“Bingling” 准确传达了源语名称的读音，“Temple Grottoes” 

则清晰地表明了这是一处带有寺庙性质的石窟群，让外国受众能

够直观地了解其基本特征，有利于该石窟的国际传播与推广。参

考中国知网、维基百科及相关著作和译著，甘肃石窟名称英文翻

译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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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甘肃部分现存石窟统计及名称英译

序号 中文 所在地 英译

1 莫高窟 敦煌市 Mogao Grottoes/Mogao Caves

2 麦积山石窟 天水市
Maijishan Grottoes/

Maiji Mountain Grottoes

3 炳林寺石窟 永靖县 Bingling Temple Grottoes

4 天梯山石窟 武威市
Tiantishan Grottoes/Tianti Mountain 

Grottoes

5 榆林石窟 瓜州县 Yulin Grottoes/Yulin Caves

6 马蹄寺石窟 肃南县 Mati Temple Grottoes

7 文殊山石窟 肃南县 Wenshu Mountain Grottoes

8 金塔寺石窟 肃南县 Jinta Temple Grottoes

2. 龛窟类型的翻译方法

石窟中各种龛窟名称大多采用直译法， 具体英译及方法

如下：

表2：龛窟类型术语英译

序号 龛窟类型 英译

1 三壁两龛 three walls and two niches

2 三壁七龛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nd seven niches 

3 三壁三佛 three Buddha statues on three walls

4 三壁三龛平顶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three niches and 

a flat ceiling

5 三壁无龛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nd no niches

6 三壁无龛窟，平顶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 flat ceilings, 

and no niches

7 三壁一龛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nd one niche

（1）词汇对应翻译法

对于基本的石窟建筑元素，主要采用直接的词汇对应翻译。

例如，“wall（壁）”“niche（龛）”“cave（窟）”“Buddha 

statue（佛）”“ceiling（顶）” 等词汇，均按中文意思，在英语

中找到对应的准确词汇进行翻译。这种方法简单直接，能够让熟

悉英语建筑词汇的人很容易理解石窟的基本结构。例如，“三壁

两龛（three walls and two niches）” 就是最典型的按照中文数

量词 +名词的结构，将数字和对应的名词直接翻译出来，然后用 

“and” 连接，清晰地表示出了壁和龛的数量关系。

（2）顺序翻译法

以 “ 三 壁 七 龛 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nd seven 

niches）”为例，先翻译出主体“窟（cave）”，然后用“with”

来引出窟内的结构，按照中文中先提到“三壁”，再提到“七龛”

的顺序，将“three walls”放在前面，“seven niches”放在后面

进行翻译。这种顺序翻译法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在描述一个物

体的结构特征时，能够让读者从主体到细节逐步了解。

（3）组合翻译法

对于比较复杂的石窟类型，如“三壁三龛平顶窟（caves with 

three walls, three niches and a flat ceiling）”，采用了组合翻

译的方式。将窟的不同部分“壁”“龛”“顶”分别翻译出来，然

后用逗号和“and”连接，完整地呈现出石窟的结构特征。这样可

以详细地描述石窟的各个部分，让读者对石窟的整体构造有一个

清晰的图像，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结构信息。

（4）强调差异翻译法

在 翻 译 “ 三 壁 无 龛 窟 （caves with three walls and no 

niches）” 和“三壁无龛窟， 平顶（caves with three walls, a 

flat ceilings, and no niches）”时，特别强调了“无龛”这个特

征。通过使用“no niches”这个表达，与其他有龛的石窟类型形

成鲜明对比，让读者能够快速区分不同石窟的结构特点。同时，

在有其他特征（如“平顶”）时，也将其加入翻译中，进一步完

善对石窟类型的描述。

3. 佛像衣饰的翻译方法

表3：佛像衣饰英译

序号 衣饰类型 英译

1 双领下垂袈裟 a kasaya with a hanging neckline

2 通肩袈裟 a kasaya of shoulder-covering style

3 低垂领袈裟 a kasaya with a low hanging collar

4 覆搭右肩袈裟 a kasaya covering the right shoulder

5 偏袒右肩袈裟 a kasaya with right shoulder exposed

6 外罩对襟红色袈裟 a red kasaya with two fronts

7 悬裳式袈裟

xuan shang-style kasaya with the lower 

hems draped down in front of the lotus 

throne

8 半披右肩袈裟 a kasaya covering the right shoulder

9 褒衣博带式袈裟 a loose-fitting kasaya

10 垂领露胸式通肩袈裟
a shoulder-covering kasaya with 

hanging collar

11 僧祇支 Sankaksika

12 紫衣 purple kasaya

13 左衽衣 the garment with left front covered

（1）直译法

僧祇支（Sankaksika）采用直接音译的方式。对于这种具有

特定宗教文化背景的专业词汇，直接按照其原发音进行音译，原

汁原味地保留了词汇的原始形态，这在宗教文化等专业领域的交

流中能确保名称的准确性。

（2）意译法

意译法是一种根据语境、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以目标语

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真正含义和意图的翻译方法。双领

下垂袈裟（a kasaya with a hanging neckline） 是通过描述袈

裟领口下垂的状态来翻译，“kasaya”  对应 “袈裟”，“with 

a hanging neckline” 是对“双领下垂”这一特征的意译，将中

文的款式特点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出来，让读者能直观理解袈裟的

样式。通肩袈裟（a kasaya of shoulder-covering style） 的翻

译中，“shoulder-covering style”  是对“通肩” 这一风格样

式的意译，明确地传达出这种袈裟覆盖肩膀的风格特点。低垂领

袈裟（a kasaya with a low hanging collar） 中，“low hanging 

collar”很好地意译了“低垂领”的特征，使读者能够通过翻译

想象出袈裟领口的样子。覆搭右肩袈裟（a kasaya cove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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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shoulder）和半披右肩袈裟（a kasaya covering the right 

shoulder）这两个术语都是通过意译袈裟覆盖右肩的状态来进行翻

译的，用 “covering the right shoulder”准确地表达出了袈裟在

右肩的穿着方式。偏袒右肩袈裟（a kasaya with right shoulder 

exposed）的译文中，“with right shoulder exposed” 意译了 “偏

袒右肩” 的状态，清楚地展现出右肩暴露的特点。

（3）增译法

增译法是一种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更加完整、准确、

流畅，对原文中未明确表达但根据上下文逻辑、文化背景或语言

习惯需要补充的信息进行增加翻译的方法。在 “悬裳式袈裟（xuan 

shang-style kasaya with the lower hems draped down in front 

of the lotus throne）” 的翻译中，增加的译文不仅翻译了“悬裳”

的动作，还通过“in front of the lotus throne” 增加了可能的场

景信息，即下摆垂在莲花座前，使读者对这种袈裟的穿着场景和

样式有更丰富的想象。不过这也可以看作是对 “悬裳” 这个词的

详细意译，以更完整地表达其在佛教文化场景中的状态。

四、讨论

在甘肃石窟文化术语翻译过程中，不同翻译方法各有千秋且

相互关联。音译法和直译法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色与语言形式方面

表现突出，但对于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目标语读者而言，理

解难度可能较大。意译法侧重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便利性，能迅

速传达术语的核心意义，但有时难以完整呈现源语文化的独特韵

味。音译加注法与增译法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既保留了源

语的部分特色，又通过注释或补充说明增强了目标语读者的理

解度。

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首先是目标受众的文化水

平与兴趣点。若目标受众为专业的文化研究者或对甘肃石窟文化

有深入了解的群体，音译法与直译法可能更符合他们对源语文化

原汁原味呈现的期望；而对于普通大众或初次接触甘肃石窟文化

的受众，意译法、音译加注法或增译法更有助于他们快速理解术

语内涵。其次，文化语境对翻译方法的影响不可忽视。在一些对

东方文化充满好奇且包容性强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异化翻译策略

下的音译法、直译法可能更易引发受众的兴趣与关注；而在某些

注重实用性与通俗性理解的文化语境中，同化翻译策略下的意译

法、增译法可能更受青睐。

此外，甘肃石窟文化术语翻译还需考虑术语的系统性与关联

性。同一类型的石窟文化术语在翻译时应尽量保持翻译方法的一

致性或连贯性，以便构建完整、清晰的甘肃石窟文化术语体系，

方便目标语读者系统地理解与学习。

五、结论

综上所述，甘肃石窟文化术语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富有挑战性

的任务，需要译者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在功能对等理论与文

化翻译理论的指引下，译者需充分考量目标受众、文化语境、术

语系统性等多方面因素，灵活选用音译、直译、意译、音译加

注、增译等翻译方法或进行有机组合，从而精准传达甘肃石窟文

化术语的内涵与特色，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推动甘肃石窟文

化在国际交流中得以广泛传播与深入理解，让这一古老文化瑰宝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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