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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ostume dramas are rich in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but there is an 
inescapable challeng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s: cultural differ-
ences. Titles of Chinese costume dramas have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im-
plicitness and simplicity, while thos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ostume dra-
mas are clear and concis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imary 
principle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itles of Chinese costume dramas is to 
simplify and crystallize. Titles of Chinese costume drama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and specif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trategies of free translation, creative translation and borrowing are pre-
ferred for implicit titles; transliter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subtractive 
translation are adopted for explicit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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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国家和各界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

的国际化进程。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向外国友人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用一种更加合适的方式让国际友人了解并认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是当前文化走出去战略部署中最重要的一环。影视剧作为一种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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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体，是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绝佳窗口。在众多的

影视剧题材中，古装剧蕴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最能体现地道的中国味，

在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片名作为影视剧的“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总体而言，影视剧剧名主要有四大功能。“第一，信息传播功能。也就

是突显影片内容，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原片。第二，表情功能。奠定影片感

情基调，以强烈的抒情、惊险或喜剧氛围感染观众。第三，审美功能。以语

言的优美流畅、生动形象打动观众，造成观众审美愉悦。第四，广告功能。

就是吸引观众，增加票房收人。”[1]因此，研究古装剧剧名翻译具有战略意

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在中国知网中，以“电影片名翻译”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计得到

相关文献 1184 篇，而以“古装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仅得到 7 篇相关

文献，其中仅有 2 篇研究中国古装剧名英译。由此可见，相比于研究成果丰

硕的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古装剧剧名翻译的研究十分局限。 

从研究方向来看，影视剧名翻译研究主要是基于传播学、社会学、美学

等多元学科交叉或是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目的论等理论。古装剧名作为一种特

殊文本，不同于一般性质的专有名词，其包含丰富文化信息，故此，本文将

从一个新的视角——文化差异视角，探讨古装剧名翻译如何突破文化差异的

难题，助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古装剧在海外实现更好传播。 

2. 文化差异在中英古装剧名中的体现 

2.1. 文化差异 

古装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古装剧名翻译中存在着不可逃

避的问题，即文化差异。英汉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连淑能指出，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的特征，西方形成的是一种科学认知型

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其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和意向性，

西方人强调“主客二分”，其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和对象性。中国人注重“立

意于像”，强调直觉，更喜模糊，西方人更注重逻辑推理，强调实证，更喜

精确[2]。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加之英汉两个民族在地域和环境上有

很大差异，中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 

多年来，诸多影视剧走向国外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除了影视质量

本身的问题，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文化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是

中国电视剧海外市场拓展的最大障碍”[3]。所以，古装剧名翻译应该要首先

考虑到剧名中出现的文化元素，努力突破文化差异的难题。 

2.2. 中国古装剧剧名的特点 

2.2.1. 委婉含蓄，用词华美 
1) 善于借用古典诗词。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出自宋代女词人李

清照的早期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锦绣未央》中“未央”一词

取自《诗经》中《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不负如来不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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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仓央嘉措的诗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寂寞空庭春

欲晚》出自唐代诗人刘方平的名作《春怨》“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

开门”。《花谢花飞花满天》则是语出曹雪芹的《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凤囚凰》音同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所写的《凤

求凰》。《思美人》出自屈原《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伫眙”。

古典诗词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核，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的标志，非常切合古装剧这一类影视题材。同时，古诗词本身就代表一种

意境，加之其音律朗朗上口，特别容易吸引观众眼球。 
2) 选用具有玄幻色彩的字词，如“仙”“侠”“神”“幻”“煞”“狐”

“生”“世”。如《仙剑奇侠传》《怪侠一枝梅》《太古神王》《女娲传说

之灵珠》《轩辕剑》《幻城》《琉璃美人煞》《青丘狐传说》《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三生三世宸汐缘》等。仙侠剧、玄幻剧是中

国古装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深受中国观众喜爱。中国观众对“仙侠

神魔鬼怪”情有独钟，鲜明地体现了东方审美的特点，即“天人合一”与“模

糊”。同时，这种情愫深深扎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文化历史悠

久，“很多流传至今的经典文学作品都记载了大量奇幻绚丽的神话故事以及

半人半妖的形象。”[4]仙侠妖魔等形象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无穷的想象力和对

大自然的崇拜，体现着虚幻、模糊、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2.2.2. 表意明了，直奔主题 
1) 常以人名作剧名。中国古装剧通常都是大男主大女主剧，因此常选择

以主角名作为剧名，而且常会在后面加上“传”“传奇”等词，使整个剧名

显得气象宏大，给主人公的一生增添了传奇色彩，使观众在心理上就产生对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期待。如《楚乔传》《甄嬛传》《皓镧传》《如懿传》

《芸汐传》《芈月传》《班淑传奇》《陆贞传奇》《重耳传奇》《武媚娘传

奇》。 
2) 常以朝代，官职等作为剧名。古装剧除了借助玄幻武侠元素，王朝起

伏、宫闱秘史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如《兰陵王》《雍正王朝》《隋唐英雄传》

《大宋提刑官》《东宫》《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拜见宫主大人》《双

世宠妃》《公主驾到》《大汉贤后卫子夫》等。“将军”“皇帝”“妃子”

等早已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这些人一直都是主角。看到这些

历史词，观众会觉得陌生又熟悉，好奇与憧憬。 

2.3. 英美古装剧剧名特点 

1) 通畅简明，直奔主题。如 PLEBS(《罗马三贱客》)讲述的是古罗马时

代的三名罗马小市民，他们懒懒散散，毫无大志，注定不会留下任何历史痕

迹。以 Plebes 作为剧名，直接表明了电视剧的主人公是平平常常的小人物，

剧中不会出现史诗故事。 
2) 多用人名，清晰明了。大部分英美古装剧都是改编自历史以及民间传

奇，旨在重现史诗历史，所以很多古装剧都是直接使用主人公名作为剧名。

如 Robin Hood(《侠盗罗宾汉》)讲述的是英国民间传说英雄罗宾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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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lin(《梅林传奇》)讲述了年轻的梅林大法师如何认识自己的使命、成为亚

瑟王子的亲密朋友共同拯救世界，和他们之间史诗般的英雄故事。

Spartacus(《斯巴达克斯》)讲述的是一名服役于罗马军队的色雷斯战士斯巴达

克斯的传奇故事。这些剧名直接使用主人公人名，直入主题，同时这些历史

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十分容易激起观众的文化共鸣，引发观影兴趣。 

3. 文化差异视角下古装剧剧名英译 

影视剧片名作为一种特殊文本，虽然具有专有名词的特点，但其功能主

要在于吸引观众的眼球，激发观众的兴趣。影视剧外译最主要的目的是实现

经济价值，故而译者应定位好受众，尽量采用满足受众心理诉求和审美期待

的方式进行翻译。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电视受众群体在审美爱好、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各有

差异”[5]。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发现，关于古装剧名，西方观众更

容易接受通畅简明，直奔主题的剧名。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古装剧名英译

的主导原则为，由繁入简，由模糊虚幻到具体实在。 

一般而言，剧名作为电视剧的“眼”，一方面直接概括电视剧剧情，另

一方面也体现着电视剧的主题。但是，中国古装剧名过于“用词华丽、讲究

声律对仗和平衡美”[6]，没有清楚地概括剧情，或者是影视主题。虽然满足

了中国观众的模糊审美，却也让人觉得云里雾里。鉴于此，本文将中国古装

剧名分成两类，一类为剧名委婉含蓄，另一类为剧名表意明了，分别提出英

译策略。 

3.1. 委婉含蓄类 

3.1.1. 意译 
意译是指“根据原文的大意，而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译”[7]。中国古装剧

名中存在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和表达方式，其内涵与美感无法通过

音译或者直译完整传达。通过意译法，可以以最符合外国观众语言习惯，最

为形象传神的方式传达剧名的含义，展现剧情以及主题。 
下面对表 1 中具有代表性的剧名及其英译名进行分析。 

 
表 1. 采用意译策略的原剧名及其英译剧名 

原剧名 英译剧名 

幻城 Ice Fantasy 

暮白首 Love a lifetime 

清平乐 Serenade of Peaceful Joy 

步步惊心 Scarlet Heart 

大明风华 Empress of the Ming 

金玉良缘 Perfect Couple 

绝代双骄 Handsome Siblings 

长安十二时辰 The Longest Day in Chang’an 

香蜜沉沉烬如霜 Ashes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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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Serenade of Peaceful Joy 
本剧以北宋为背景，主要围绕宋仁宗的一生徐徐展开。宋朝是中国历史

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

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词是宋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结晶，本剧以“清平乐”

这一词牌名为剧名十分合适。再者，本剧主要讲述只是朝堂之事和皇家的儿

女情长，“清平乐”词内容多是伤春惜别、男女恋情，这两者完美地契合在

一起。其英译时采用了意译的策略，译为 Serenade of Peaceful Joy，即“平和

欢乐小夜曲”。该译文既传达了原剧名所要展现的恬淡平和，同时 serenade (小
夜曲)本就来自西方，外国受众不会因为不了解中国词文化而无法理解该剧名

的含义，此处完美地避开了文化差异，实在是佳译。 
《长安十二时辰》——The Longest Day in Chang’an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长安死囚张小敬

临危受命，与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原剧名虽然简洁明了，

但是存在“长安”“时辰”等中国特色的词汇，其英译本摆脱了原文结构的

限制，通过意译的手法，将“十二时辰”译为“the longest day”。十二时辰

即为一天，日日如此，但是英译本强调这一天是“最长的一天”，完美地营

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也凸显了这一天是与众不同的，是长安城生死攸关的

一天，非常巧妙。 
《香蜜沉沉烬如霜》——Ashes of Love 
该剧主要讲述了先花神之女锦觅与天帝之子旭凤三世轮回的恩怨痴缠，

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这一剧名运用了叠词，结构又采用七言格，具有很强

的音律美。虽然剧名本身并没有体现剧情，也没有明显地传达主题，但是其

展现的意象极美。“香蜜”让观众联想到了甜蜜的爱情，而“烬”与“霜”

指灰烬，霜花，则让人联想到爱恨情仇交织，昔日甜蜜只剩下如霜花的灰烬，

冷彻心骨。Ashes of Love 直译为“爱的灰烬”，清晰地传达了原剧名的内涵，

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美感。不会有文化差异感。 

3.1.2. 创译 
汉弗莱(Louise Humphrey)对“创译”的定义是在不失去文化影响的前提

下，摆脱对原文的依赖，依据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要求，对词语、创新力的

概念和观点的再创造，实质上就是要求用不同的词语表达相同的观点[8]。 
部分古装剧剧名与主题关联性不强，语言虽然形象，甚至也很新鲜，但

却无法“照实”传译出来，或者直译或意译都无法形象传达原文意象，便可

以在根据剧情以及影视剧的主题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进行翻译。 
下面对表 2 中具有代表性的剧名及其英译名进行分析。 
《陈情令》——The Untamed 
本剧主要讲述了夷陵老祖魏无羡和含光君蓝忘机重遇，携手探寻往年真

相，守护百姓和平安乐的故事。剧名中“陈情”一词指魏无羡所持武器，其

字面含义可解读为“陈诉旧情”。实际上，“陈情令”一词到底所指为何实

在令人费解。但是，“陈情令”三字其实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容易使人

联想到晋朝文学家李密的名篇《陈情表》。故此，虽然“陈情令”三字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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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采用创译策略的原剧名及其英译剧名 

原剧名 英译剧名 

东宫 Good Bye, My Princess 

陈情令 The Untamed 

庆余年 Joy of Life 

琅琊榜 Nirvana in Fire 

鹤唳华亭 Royal Nirvana 

凤唳九天 Renascence 

凤归四时歌 The Legend of Jinyan 

明月照我心 The Love by Hypnotic 

琉璃美人煞 Love and Redemption 

秦时丽人明月心 The king’s woman 

寂寞空庭春欲晚 Chronicle of Love 

花落宫廷错流年 Love in the Imperial Palace 

那年江南那年雨 Love Story of Court Enemies 

少年游之一寸相思 Love in Between 

天雷一部之春花秋月 Love Better Than Immortality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The Story of Ming Lan 

 

概括剧情与主题，但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反而让中国观众产生一种熟悉感。但

是国外观众并不理解这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故无法产生类似的熟悉感。译

者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从剧情出发，主人公魏无羡年少轻狂，恣意潇洒，爱

憎分明，不为名利所缚，不在乎世俗目光，志在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醉酒

江湖。译者创造性将原剧名译为“The Untamed”，避开了文化差异这一难

题，同时主人公“潇洒无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凤唳九天》——Renascence 
本片讲述大褚皇后姚莫心因遭陷害含恨而死，却阴差阳错通过其妹之身

重生，一步步开启复仇之路，不断成长，最终收获幸福人生。“凤凰是中国

古代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形象”[9]，是祥瑞形象，古装剧中常常用其

代表皇后，原剧名《凤唳九天》呈现了凤凰展翅，长啸九天，傲视百鸟的形

象，十分符合主角形象，也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文化归属感。该剧名译为

Renascence，直译为“重生”，充分展现了浴火重生这一主题。同时，在西

方世界，“renascence”即重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和宗教主题。故此，

将《凤唳九天》创造性地译为 Renascence 消除了原剧名带来的文化差异，符

合西方观众的心理和思维方式。 
《琉璃美人煞》——Love and Redemption 
在该剧中，“琉璃”指封存魔煞星心魂的“琉璃盏”，也指女主人公的

琉璃心。其实，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琉璃”是佛教七宝之一，色彩绚丽，

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想象空间。所以，在东方美学中，琉璃是美的代表。而

“美人”亦代表着美，二者合在一起呈现的更是一种美。同时上文已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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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钟爱仙侠神魔之类的形象。所以说这一剧名非常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

特点和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契合的基础就是中华文化，这给翻译带来了巨大

挑战。译者巧妙地运用了创译策略，从该电视剧情出发，敏锐地捕捉到“爱

与救赎”这一主题。“爱”与“救赎”也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Love 
and Redemption”这一剧名既突显了电视剧的主题，同时也消除了原剧名中

的中西文化差异，容易为西方观众所接受。 

3.1.3. 借译 
所谓借译，即指在翻译古装剧名的文化信息时可以套用英语语言中现成

的文化信息。语言之间既有差异，同样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古装剧剧名英译

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跨越文化差异，而借用西方文化中

对等的或是相近的形象与概念，能够有效地实现古装剧名的翻译目的。 

下面对表 3 中具有代表性的剧名及其英译名进行分析： 

《仙剑奇侠传 3》——Chinese Paladin 3 

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景天、唐门小姐雪见、龙葵、蜀山大弟子长卿及

其爱人紫萱等一行人协助蜀山寻找五灵珠，封印锁妖塔，最终战胜邪剑仙，

归还三界太平。原剧名蕴含中丰富的中国文化形象，即“仙”“侠”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与“仙”相对应的概念，但是“游侠”形象在各国文化

中普遍存在。在西方文化中，Paladin 就完美地对应着中国的“侠”。Paladin，

即圣骑士，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自中世纪开始，骑士道理念在欧

国各国语言文化中广泛传播，而 Paladin 一词也被用以泛指那些在史实传说中

行侠仗义的骑士。借助西方文化中的 Paladin 形象，该英译剧名完美地解决了

中西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境，给西方观众带来了一种熟悉感和认同感。 
《那年花开月正圆》——Nothing Gold Can Stay 

该剧主要讲述了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周莹与丈夫吴聘恩爱相守，但吴聘却不幸遭人毒手。斯人已去，往日乐事也

如过眼云烟消散不见。此后种种，起伏沉沦，尝遍人生悲欢离合，不觉感叹

那年花开时，明月正圆，爱人相拥。该剧名意境优美，又散发淡淡忧伤，朦

胧又唯美，同时采用七言格，朗朗上口。其英译版本巧妙借用美国著名诗人

Robert Frost 的同名诗句 Nothing gold can stay，既清晰地传达了电视剧的主

题，也保留了原文的美感，同时还贴近译语文化。 
 
表 3. 采用借译策略的原剧名及其英译剧名 

原剧名 英译剧名 

少女大人 Maiden Holmes 

萌医甜妻 Dr. Cutie 

热血长安 Detective Samoyeds 

盛唐幻夜 An Oriental Odyssey 

仙剑奇侠传 3 Chines Paladin 3 

那年花开月正圆 Nothing Gold Can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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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表意明了类 

3.2.1. 音译加直译 
音译法，指“译音代译义的方法”[10]。中国古装剧剧名常含有人名，针

对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翻译成汉字拼音，保留中国特色。 
直译指直接将源语言翻译成目的语，在保持原文内容完整的情况下，尽

量同时保持形式和结构上相近或相同。 
通过表 4 可以发现，含有人物名、朝代名的古装剧名可以采取音译加直

译的策略。人物名和朝代名运用音译，其余补充成分采用直译。如《芈月传》

《解忧公主》《雍正王朝》运用音译加直译策略分别译为 Legend of Mi Yue, 
Princess Jieyou 和 You Zheng Dynasty，英译本既保留了原剧名的特色，又通

俗易懂，达到了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3.2.2. 减译 
减译法，也称减词法，其翻译效果为“减词不减意”[11]。上文提出，中

国古装剧名也具备表意明了的特点，但是实际上，许多表意通达的古装剧名

中还是含有许多累赘的修饰成分，这主要是因为汉语追求音律美，模糊美。

根据英美古装剧名简洁明了的特点，在翻译中国古装剧名时，可以删减不重

要的没有实质意义的修饰成分，只保留最重要的成分，简洁直白地传递原文

信息，同时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麻烦。 
如表 5 所示，《神探包青天》这一剧名中最重要就是“侦探”和“包拯”

这两个信息，汉语语言主体意识强，喜欢使用一些修饰词，用以加强表意效

果，如描述查案之人技艺高超则称其为“神探”，而英语语言客体意识强，

更追求客观描述，所以在翻译此剧名时删去“神”字是合适的，其英译本

Detective Justice Bao 简洁明了，客观实在。同样的，《人间烟火花小厨》这

一剧名主要就是在表达“花小厨”，即一位姓花的小厨娘。原剧名加上“人

间烟火”一词，构成七言结构，具有音律美，同时“人间烟火”与“厨师”

在意义上有联系之处，中国观众对于“不食人间烟火”这一表达也耳熟能详，  
 
表 4. 采用音译加直译策略的原剧名及其英译剧名 

原剧名 英译剧名 

皓镧传 The Legend of Hao Lan 

芈月传 Legend of Mi Yue 

芸汐传 Legend of Yun Xi 

班淑传奇 Ban Shu Legend 

陆贞传奇 Legend of Lu Zhen 

解忧公主 Princess Jieyou 

武神赵子龙 God of War, Zhao Yun 

铁齿铜牙纪晓岚 The Eloquent Ji Xiaolan 

雍正王朝 Yong Zheng Dynasty 

楚汉传奇 Legend of Chu and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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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采用减译策略的原剧名及其英译剧名 

原剧名 英译剧名 

神探包青天 Detective Justice Bao 

拜见宫主大人 Your Highness 

人间烟火花小厨 Chef Hua 

大汉贤后卫子夫 The Virtuous Queen of Han 

山海经之上古密约 Guardians of the Ancient Oath 

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 Growling Tiger, Roaring Dragon 

 

所以《人间烟火花小厨》这一剧名虽然含有没有实质意义的词，却比“花小

厨”这一剧名更容易为中国观众所接受。其英译本删减“人间烟火”一词，

译为“Chef Hua”，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容易让外国观众理解。 

4. 结语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影视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策略。而古装剧汇集了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古装剧翻译具有

重要意义。古装剧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不只承担着信息传递的作用，更

承担着审美和广告宣传的功能。根据中国与英美古装剧名的特点，本文提出

中国古装剧名翻译的总原则为由繁入简，由含蓄到简明。如果剧名委婉含蓄，

可进行意译，借译，创译。如果剧名表意明了，可采用音译加直译——减译

的策略。虽然本文针对不同特点的古装剧名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但是对

于文化差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剧名的分类较为宽泛，未来还可以对此进行

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本文能够为中国古装剧译制研究带来一些新启发，对影

视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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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文化差异视角下中国古装剧剧名英译 
摘要：古装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古装剧名英译中存在着

不可逃避的问题，即文化差异。中国古装剧剧名总体而言具有两大特点，委

婉含蓄和表意明了，而英美古装剧剧名则是通畅简明。故此，本文提出，中

国古装剧名英译的主导原则为，由繁入简，由模糊虚幻到具体实在。本文将

中国古装剧剧名分为两类，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委婉含蓄的剧名

选择意译、创译和借译策略；表意明了的剧名宜采用音译加直译和减译策略。 
关键词：古装剧名，中国文化，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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