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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盛产“乌木”，不同类型的“乌木”文物被各
大博物馆收藏和展陈。博物馆是海南自贸港的重要文
化展示窗口，如何翻译博物馆的“乌木”是展现海南本
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应该引起重视。本
文基于目前国内多个“乌木”的翻译版本，探讨博物馆
中的“乌木”文物的翻译问题。

“乌木”专指埋藏于古河床下数千年的各类名贵
古树，经过物理、化学等长期反应过程，形成了似石非
石，似木非木的质地，其木质坚硬细腻，纹理清晰，非
常珍贵。经碳十四测定，乌木的年代大致在距今三千
到一万年之间。“乌木”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发现，所
以也有多种称谓，如“阴沉木”“古沉木”“沉江木”等。
这里的“乌木”要与国家红木标准中的柿树属下的

“乌木”和“条纹乌木”相区分。有学者为了方便区分，
把阴沉木乌木称之为“传统乌木”，把《红木》国标中的
乌木称之为“现代乌木”。本文探讨的对象则为“传统
乌木”。

随着近些年的土地开发，乌木在全国多个省市
均有发现，尤以四川、贵州、重庆、广东、广西、海南等
地为甚。作为一种承载着历史人文价值、科研价值的
珍贵材料，以“乌木”为主题的博物馆、展览馆也相继
建立，如何翻译“乌木”的问题也摆在各个馆面前。笔
者收录了全国多个博物馆的翻译版本，试列举分析
如下：（1）“WUMU”，摘自：佳士得官方网站。这个版
本采用“音译”翻译法，用WUMU 来翻译“乌木”。这
并不能让外国观众理解其中的含义，WUMU传递给
目标语读者的信息是不明确的，是陌生的，需要额外
的解释才能明确。（2）EBONY，摘自：四川成都乌木
艺术博物馆、四川乐山乌木文化博览苑。根据《牛津
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10 版）》，EBONY 翻译为：
The hard black wood of various tropical trees（各种
热带树木中的黑色硬木）乌木，黑檀。显然，Ebony 指
的是红木名录里的“乌木”和“条纹乌木”，与“传统乌
木”并无关联，这样翻译会造成目标语读者的误解。
（3）Dark Wood，摘自：广西贵港博物馆。通过“直译”

翻译法，把“乌”字和“木”字逐字进行了翻译并叠加
在一起，不仅是目标语读者不能理解，恐怕连中国人
也未必懂其文化内涵。（4）ShenMu，摘自：濮阳华夏
神木博物馆。把“乌木”称为“神木”，同样也采用了音
译翻译法。“乌木”有“东方神木”的俗称，“神木”二字
由此而来。不过既然是约定俗成的名称，保留原文是
更好的选择。所以单独音译为 ShennMu 会导致表意
不清。（5）笔者所在的博物馆把“乌木”翻译为 An⁃
cient Buried Wood。

“乌木”的翻译的难点在于如何通过最简短的翻
译向目标语读者传达乌木的特质，一是年代久远，据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记载，该馆展陈的“乌木”普遍
在三千到一万年之间。二是“乌木”在形成过程中一
直被深埋于地下。而“乌木”的其中一个称谓“古沉
木”以上两点都能体现，所以直译就是 Ancient Bur⁃
ied Wood。Ancient 常用作形容词，译为古代、古老、
旧的，指的是来自过去或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事物。
常用来描述文化、建筑和历史时代。如“古迹”翻译为
Ancient Monuments，因为乌木普遍在千年历史以
上，且具有文化属性，所以用 Ancient 翻译乌木恰到
好处；Buried，由动词 Bury（埋藏、埋葬）变化而来，即
为埋藏的，埋没的，有长期埋藏之意，如“宝藏”翻译为
Buried Treasure；Wood即为木头、木材。从翻译策略的
角度，该译文运用了归化（Domesticating Strategy）翻
译策略，即译文的表达习惯和语言逻辑尽量向目标语
读者靠拢。相较于其他译文版本，即使是从来没有见
过乌木的外国观众也能迅速对乌木的属性有很清晰
的了解。

文物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交流
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
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新高地，海南自贸港也要肩负起历史使命。本
次“乌木”文物的翻译探索，希望能为海南自贸港的
博物馆文物翻译研究和跨学科交流起到一定的借
鉴作用。

关于博物馆中
“乌木”文物的翻译初探

黄崎森

■观点

2024 年 2 月，由湖北省博物
馆牵头，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
究院、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武
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起草的湖北
省地方标准《瓷器文物病害与图
示》（以下简称标准）作为湖北省
地方性标准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正式发布并实施。标准首次
形成湖北省瓷器文物病害图示的
统一规范，在瓷器文物的病害类
型、病害描述和相对应的图示标
识等内容上做出标准化、规范化、
科学化的规定，明确指导湖北省
文物保护实践中对瓷器文物病害
统计分类和记录工作的开展，是
湖北省瓷器文物地方标准的重要
探索实践。

编制背景

夯实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是
助推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手段。国家文物局也提出进一步
提高文物保护标准编制质量，鼓
励各地各单位结合地方特色和发
展优势，根据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需求主动研究和申请新项目，扩
大标准供给范围，逐步形成多层
次，多维度的文物保护标准体系。

一直以来，湖北瓷器文物病
害与图示缺乏统一规范和要求作
为指导，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
同人员在瓷器病害图的应用实践
上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瓷器文物
病害记录经常出现内容不全、信
息错误、表述不清、引起歧义等问
题，影响了后续文物保护修复方
案的编制和保护修复的实施，也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陶瓷文物保
护与修复工作的发挥。

针对上述困境，原湖北省文
物交流信息中心（已于 2023年整
体并入湖北省博物馆）和湖北省
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于 2022年 4
月联合启动了湖北省《瓷器文物
病害与图示》的编制工作。

编制过程

开展调研
一是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分

析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相关资
料，为标准的编制奠定基础。近年
来，国家陆续发布了陶质彩绘文
物、馆藏纸质文物、馆藏青铜质和
铁质文物、馆藏出土竹木漆器类
等系列文物病害与图示标准，对
相关类型的文物病害与图示做出
了规定，但未对瓷器文物的病害
图示做出统一规范。由于长期缺
乏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的相关标
准，工作人员通常参考《陶质彩绘
文物病害与图示》开展瓷器文物病害记录工作，但由于
陶质文物和瓷器文物的病害类型仍有明显区别，该标准
的参考性十分有限。（图 1）《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
规程 瓷器类文物》规定了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程序、评
估内容、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报告撰写格式，为瓷器类文
物保存状况的分析与评估提供了一个基础标准。但该标
准对每类病害的定义并不明确，同时缺少对脱釉、胎体
酥粉以及修复不当、粘接错位、胶体老化等人为因素造
成的瓷器文物常见病害的分类和描述，因此在实际对瓷
器文物病害进行描述和记录时仍缺乏明确依据。二是了
解湖北省瓷器文物病害统计和记录工作现状，总结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确保标准的编制适用于湖北全
省的瓷器保护工作。三是开展课题研究。2018年，湖北
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受湖北省文物局委托，开展《湖北
省国有博物馆馆藏陶瓷类文物保护利用研究》课题，对
省内馆藏瓷器文物进行调研和统计分析，出版了《湖北
省国有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保护及活化研究》一书。课
题总结出湖北省国有博物馆馆藏瓷器文物种类繁多、时
间跨度大、保存现状不佳等现状，存在大量的残损瓷器文物亟须
保护修复、大件器物因修复不当从而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等情
况，这对编制标准中的瓷器文物病害认定具有指导意义。

项目起草
编制组在调研分析基础上，考虑实际需求，结合保护修复工

作经验，按照科学性、可行性和规范性的编制原则形成《瓷器文物
病害与图示》（草案）。

科学性。标准基于瓷器文物保护工作中病害与图示现状与问
题，强调科学性，仅探讨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相关的问题，窑粘、
窑裂等瓷器烧制时产生的缺陷具备文物信息，不视为病害；每件
器物病害图绘制角度及绘制数量等内容也不在此次标准讨论的
范畴内。在病害确认及照片示例上，确保病害描述的唯一性，避免
产生歧义。

可行性。标准的编写注重与同一领域已有标准之间的协调，确
保制定的标准具有可行性；同时结合湖北省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现
状和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继承和发扬相关标准合理的、科学的做
法，对遗漏点进行补充。例如，为了与已颁布的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参照《陶制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中酥粉的图示绘制病害“胎体酥
粉”图示。（图2）在绘制脱釉病害图示时，借鉴《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
类与图示》中脱落的图示和《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中脱落的图
示，同时充分考虑脱釉有界限不清晰，无法圈定范围的实际情况，对
脱釉图示不做边界规定，只用小圆圈表示病害。（表1）

规范性。在标准格式方面，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所有条目在表述上力求
清晰明确，在方法上力求可操作强。标准规定了瓷器、瓷器文物病
害、瓷器文物病害图示的3个相关术语，列出了包括裂纹、裂缝、残
缺等12种典型常见的瓷器病害类型，对病害类型一一绘出图示（图
2），并给出文字描述和照片示例，同时做出图示使用示例。（图3）

发布与实施
2022年 11月，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湖北省标准化综合

服务平台分别推出地方标准《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征求意见
稿），面向各有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最终收到来自武汉博物馆
（武汉市文物交流中心）、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15家单位及专家回
执，20条意见。编制组采纳意见 10条，部分采纳意见 2条，对标准
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年4月和11月，编制组分别组织2次专家研

讨会，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对标准进行研讨，根据专家意见对标
准文本再次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送审稿。经由标准化主
管部门对送审稿进行技术审查，提出修改意见，针对修改意见完善
标准。期间，编制组有针对性地开展标准宣传，推进标准实施。

意义

一方面，湖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点，自古就是
各方交流的必经之地，交通运输与转口贸易发达，陶瓷器作为重
要的经贸商品途经湖北常有留存。另一方面，湖北陶瓷生产历史
具有规模小、时间短、影响弱的特点，而湖北周边各省，陶瓷生产
历史异常深厚。如此格局，导致周边各省生产的陶瓷在自给自足
的同时被销往湖北，从而使湖北汇集了丰富的陶瓷资源。加之政
治因素和人口流动，部分陶瓷器被人携带进入湖北，遗存至今。因
此，湖北几乎藏有中国历代各陶瓷器窑口生产的产品，形成四方
资源汇集于此的特征。

湖北省内古陶瓷遗存在种类上不偏不倚，具有普遍性，因而
在此基础上实践形成的瓷器文物病害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性
较高，这为后期相关区域及国家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参考意义。

民族传统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学
术追求，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和历史责
任。近年来，围绕各民族历史文化以
及相互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一直在持
续推进，但对于民族设计艺术，特别
是民族之间造物文明相互交流的著
作还寥若晨星。

最近，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朱和平教授所著的《藏族传统设
计史》一书，以其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与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为全面了解藏
族设计艺术演变提供了新窗口。纵览
全书，在内容和架构上做到了史论、
史识、史料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
藏族传统设计的民族性及发展过程
中与汉民族及周边民族的交融互鉴。
书中通过翔实的历史考证和设计艺
术审美分析，清晰地呈现了藏族设计独特风貌和文化
特征，重点体现了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藏族造物设计的思想理念

藏族历史悠久，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几经
波折，要对藏族的传统设计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既需
要对宏观的历史进行把控，又需要对具体史实进行深
刻剖析，因此《藏族传统设计史》具有内容的高度系统
性。该书首先是对不同时期的藏族设计做整体阐述，
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发展趋势，理清了藏族传统设计
的发展脉络；其次，分类对不同设计器物进行专门研
究，结合大量出土文物、图片，做到史识与史料的结
合，这种既有宏观把控，又有微观阐释的有机研究，使
得《藏族传统设计史》能够系统而又全面地梳理藏族
设计的发展。

藏族设计的起源和发展，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
生的智慧结晶。藏族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进行人工造物
活动，而这种人工造物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思想物化的
过程。书中认为藏族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是藏族的造物设计讲究因地制宜；其次是追
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再次是讲究物与物、物与环境
之间相宜相和。正如书中写到：“古代藏族建筑中对于
石材的广泛应用，石头虽然是自然界的寻常之物，藏
族人民在利用的过程中，却赋予其特殊含义，视其为
有生命，有灵性的物体，因此无论是庄严的寺院还是
玛尼堆，他们都是有灵性的，这些石头已经超越了自
身的物质属性，实现了人们的心理情感诉求，因而实
现了物与人的相宜。”

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史

《藏族传统设计史》不仅仅是对藏族传统设计的
研究，更是深入探讨了藏族设计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
流与影响。这一视角区别于传统藏族设计史侧重于民
族溯源及其他定性研究。朱和平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学
功底，为此书撰写奠定了基础，并广泛吸取文化人类
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相关理论并内化为自己的研究
素养，尽可能宏观地把控藏族设计在历史语境中的发
展与转折。该书在主要章节对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进
行了深入研究，这一视角将两个民族间的交往从宏观
落地到具体物质，而正是这种物的承载，使得两个民
族间有了从文化到民族再到国家的相互认同。可以

说，《藏族传统设计史》是一部跨文
化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史。
书中创新性地将藏族传统设计史划
分为四个阶段，即吐蕃之前、吐蕃时
期、宋元时期与明清时期。这一划分
主要是依据藏族历史发展，兼及藏
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结果，此种划
分既避免了以藏族政权更替为脉络
带来的阶段性风格不明，又突出民
族交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便于
对藏族设计历史的把握。

吐蕃之前的藏族历史依赖于考
古发掘成果，而进入吐蕃王朝之后
逐渐有了各种史籍文献的记载。
特别是对于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
期，藏族在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层
面与汉族产生了深刻的交流与融

合，这些交融同时也体现在汉、藏两地的设计风格
和形式上。诚如书中所述，由于元朝开明的宗教政
策，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使藏族设计尤其是
围绕宗教开展的设计，对内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这
种影响集中表现在元朝统治者在内地大力兴建藏
传佛教寺院、佛塔、佛像，如现存的北京妙应寺白
塔、居庸关过街塔、杭州飞来峰等都是这一时期建
造的。

藏族传统设计蕴涵了鲜明的藏族佛教文化

《藏族传统设计史》对藏族传统设计的历史与发
展脉络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价值与意义
并未囿于对历史规律的论述，也不同于传统的藏族工
艺美术史与藏族艺术史，而是深入藏族设计发展中的
人、物、时、空四维，透物见人，以物论史，揭示了藏族
传统设计发展的内在关系与规律。藏族佛教文化对
藏族传统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藏族设计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虽然在藏族传播
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最终形成普遍信仰
佛教的结果。书中将藏族传统设计分为“宗教艺术”
和“非宗教艺术”，并分别讨论二者的审美理想与追
求。从公元前三世纪到七世纪是藏族原始苯教影响
藏族文化发展时期，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佛教从印
度、尼泊尔等地传入后逐渐形成区别于其他系统的
藏传佛教。之后，藏传佛教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藏族文
化，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融入宗
教思想的设计造物，主要体现在佛教造像、寺庙建
筑、佛教法器、唐卡绘画等方面。而藏传佛教对藏族
设计风格的形成与审美标准的塑造已经远远超出了
艺术领域，还涉及到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形塑当
中。书中所载，藏传佛教传入藏区以后寺庙逐步兴
建，至“后弘期”，寺庙建筑数量达百千计。如此庞大
的建筑数量，可见佛教的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建筑思想、内部空间组织、建筑装饰等无不体现藏
族人民对佛教的顶礼膜拜。

《藏族传统设计史》以史论结合、经纬交织的形
式，全面展示了藏族传统设计的发展脉络与民族文化
间的交流融汇。不仅是对藏族设计艺术的一次全面梳
理，更是对汉藏民族间友谊的历史佐证。可以说这是
一部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垦拓之作，突出了理论高
度、视野宽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
研究藏族文化、艺术史及设计史的学者而言，这无疑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图3 图示使用示例 器物图及病害图

刻画 植物损害 动物损害 微生物损害

龟裂 起翘 空鼓 脱落 变色

结晶盐 其他附着物 裂纹 裂缝 酥粉

剥落 残断 变形 泥土附着物 硬结物

附着物 盐析 破碎 胎体酥粉 粘接不当与老化 补配不当与老化

裂纹 裂缝 残缺 伤彩 脱釉 侵蚀

《藏族传统设计史》：
打开民族艺术与文化交流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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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汇总

图2 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汇总

表1 脱落、脱釉病害图示汇总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