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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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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译本时间阶段特征、译本出版状况和译者翻译风格方面的历程分析，可以发现译著的接受程度影响到译本
的出版状况，译者的翻译历程与作者的创作历程有相似的时间阶段特征，译者自身在不同时间阶段翻译风格也有变化。葛

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变化发展规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在发展阶段、译本出版和译者翻译风格上提供了可借鉴的成

功而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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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葛浩文已成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
文学翻译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他已翻译出
版了中国大陆以及港台３０多位作家的４０余部现
当代小说。夏志清称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

文学之首席翻译家。”［１］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

克（ＪｏｈｎＵｐｄｉｋｅ）曾将葛浩文生动地比喻为“中国
近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生婆”。［２］

在葛浩文英译的所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莫言

的作品是最多的。目前，国内以葛浩文英译莫言小

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当中，多以文本分析的微观研

究为主，也有对英译本研究概况进行梳理，或考察

莫言小说英译本在“异域”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但

研究多以单个译本为研究对象，没有从历时角度分

析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发展变化的研究。本文将

通过译著出版状况、时间发展阶段和译者翻译风格

变化，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这一过程进行历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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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出版概况

葛浩文作为莫言忠实且唯一的英译者，在过

去的二十多年间已翻译完成了莫言的１０部小说作
品，包括 《红高粱家族》 《天堂蒜薹之歌》 《酒

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生死疲劳》

《檀香刑》《四十一炮》《变》《蛙》。葛浩文使得

莫言的小说走进了英文世界，因此也被认为是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 “推手”。德国汉学家

顾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ｕｂｉｎ）曾认为如果没有葛浩文的
翻译，莫言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葛浩

文先生自己并不赞成这一说法，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对莫言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表１为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统计状况。

表１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统计列表［３］［４］

书名 英译名 时间 出版社

红高粱家族 ＲｅｄＳｏｒｇｈｕｍ
１９９３年 纽约：企鹅集团所属维京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

１９９４年 纽约：企鹅图书（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

天堂蒜薹之歌 ＴｈｅＧａｒｌｉｃＢａｌｌａｄｓ

１９９５年 纽约：企鹅集团所属维京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

１９９５年 伦敦：企鹅集团所属汉密尔顿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ｍｉｓ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９９６年 纽约：企鹅图书（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５年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

酒国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Ｗｉｎｅ
２０００年 纽约：拱廊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ｃａｄｅＰｕｂ．）

２０００年 伦敦：企鹅集团所属汉密尔顿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ｍｉｓ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师傅越来越幽默
Ｓｈｉｆｕ，Ｙｏｕ’ｌｌ

Ｄｏ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ａＬａｕｇｈ

２００１年 纽约：拱廊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ｃａｄｅＰｕｂ．）

２００１年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

丰乳肥臀 ＢｉｇＢｒｅａｓｔｓａｎｄＷｉｄｅＨｉｐｓ
２００４年 纽约：拱廊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ｃａｄｅＰｕｂ．）

２００４年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

生死疲劳
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

ＡｒｅＷ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Ｏｕｔ
２００８年 纽约：拱廊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ｃａｄｅＰｕｂ．）

变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年 伦敦：纽约海鸥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ｅａｇｕｌｌ）

檀香刑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Ｄｅａｔｈ ２０１２年 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Ｎｏ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Ｐｒｅｓｓ）

四十一炮 Ｐｏｗ！ ２０１２年 伦敦：纽约海鸥出版社（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ｅａｇｕｌｌ）

蛙 Ｆｒｏｇｓ ２０１５年 纽约：企鹅集团所属维京出版社（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

　　从表１可以看出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进入
西方英译世界，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由英美出版社

所出版，其余１０部小说包括 ８部长篇《红高粱家
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

劳》《檀香刑》《四十一炮》《蛙》，１部中篇《变》和１
部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都已在英语世界

公开出版发行。

在列表中我们发现，已出版发行的１０部作品
中，除 ２０１２年发行的《檀香刑》和《四十一炮》，
２０１５年发行的《蛙》还未有再版现象外，其他译著
都出现了再版情况。其中《红高粱家族》《天堂蒜

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这

５部译著均由多个不同的英美出版社出版发行，而
这５部作品都是葛浩文所译莫言小说中的早期作
品。《红高粱家族》英译本是销量最好的，自第一版

至今从未绝版过，葛浩文曾称，《红高粱家族》的英

译本在十几年里发行到两万册，曾创下中国文学海

外销量的最高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红高粱家

族》的英译本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奠定了基

础。随着莫言国际声望的提高，其小说的再版次数

在增加。２０１２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其
小说英译本的再版数量和种类也成为了最多的一

年，同年底《檀香刑》和《四十一炮》２部新译著发行
出版。这一年成为莫言小说英译本在发行和出版

上最辉煌的一年。

已出版的１０部莫言小说英译本共有１７个版
本，由５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企鹅集团（包括旗下美
国维京出版社，英国汉密尔顿出版社）共出版了７
种，版本数量最多，涉及葛浩文英译的４部莫言小
说；美国的拱廊出版社出版了４种，为葛浩文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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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部不同莫言小说；英国联合出版集团的梅休因
出版社出版了 ３种，英国的海鸥出版社出版了 ２
种，还有１种是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从版本数量上，我们可以发现葛浩文早期英译的莫

言小说英译本版本数量多，但出版社仅以企鹅集团

一家为主，只有１个版本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发行
的。在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逐渐受到西方读者

的青睐后，多家出版社开始选择出版发行其译著，

出版商的数量增多了。从出版商的角度上看，葛浩

文翻译的莫言小说英译本都是由美、英两国的大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且基本为世界著名商业出版社。

到目前为止只有《檀香刑》英译本是由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且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大学最

优秀的大学出版社之一。这些著名的商业出版商

和大学出版社在英语世界的图书发行界有较强的

影响力，也有丰富的出版经验，同时还受到英语读

者的高度信任。

译者葛浩文对于出版商的选择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出版商在莫言小说英译本走入西方英语图书

界的历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莫言

小说英译本的出版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要成功

进入欧美图书出版市场，内容、语言和翻译人才这

几点十分重要。首先，要有优质的内容资源，积极

寻找与西方读者理解视野相接近，符合西方读者大

众阅读倾向的优质内容传递到西方出版界去。出

版商需要有文化承担，但如果译著销量不佳，不仅

文化传播受到局限，也会使出版商对以后的中国文

学的选题变得格外谨慎。其次，不能让语言障碍把

中国的文学作品堵在门外。中国作家一方面要多

和国外的汉学家来往，因为很多汉学家他们既是研

究者，也是传播者、翻译家，另一方面，也要有意识

地与欧美出版界保持活跃的沟通，努力克服语言障

碍对中国文学传播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优秀的

翻译人才很重要。文学翻译不同于非文学文本的

翻译，译者本人不仅要精通汉语，而且母语也要有

深厚的文学素养，能灵活驾驭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

转换，不能把不同的中文风格千篇一律地译成自己

固有的风格，一本小说的一两个章节的英文翻译样

章能给国际出版人直观又关键地第一印象。

　　二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发展阶段

从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趋势和

翻译风格的发展角度来看，可以把他的翻译分为三

个阶段。译者经历了一个由早期介绍，到摸索发

展，最后达到高峰的过程。各阶段在翻译风格上都

有自己的特点。

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发展阶段的分析，

可以发现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始于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９年，这一阶段为萌芽期，此时的莫言小说英译
本刚开始进入西方英语世界并崭露头角。有英译

本《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两部作品。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进入
第二阶段：酝酿期。在经历了一段翻译空白期后，

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陆续出版，但数量不多，只

有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长篇小说《酒

国》和《丰乳肥臀》三部英译本，但在这期间出现了

译著的多次再版。从２００８年至今，莫言小说的英
译进入第三阶段：黄金期，其较多作品被葛浩文译

为英文并出版发行。在这一阶段，葛浩文共翻译完

成了莫言的５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４部：《生死疲
劳》《檀香刑》《四十一炮》和《蛙》，中篇小说１部：
《变》。

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时间分析，会发

现其阶段过程与莫言自身的小说创作阶段过程十

分相似。在叶开博士的著作《莫言的文学共和国》

中曾将莫言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８１年至
１９８９年为第一阶段，莫言小说创作的萌芽期，他从
“门外汉而成名成家”，他完成了《红高粱家族》的

写作。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为第二阶段，莫言小说创
作的酝酿期，他历经了创作的迷茫和困惑，完成了

多部重要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

臀》也在这一阶段创作完成。从１９９８年至今为第
三阶段，也是莫言小说创作的“黄金期和收获期”，

他完成了多部优秀的作品，如：《檀香刑》《生死疲

劳》《蛙》等，并收获了诸多的国内外大奖。［５］

从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

发展历程与莫言自身的小说创作历程是遥相呼应

的。作者莫言与译者葛浩文之间有着一种既独立

又亲密的关系，译者参与和扩展了作者的创作，而

作者通过译者走进了陌生的人群，获得了让自己也

会感到陌生的语言。译者与作者是心心相印的“知

己”，而翻译使远隔天涯的读者成为了亲切的邻居。

正是莫言自身小说创作的发展促进了葛浩文对其

小说的英译发展，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作者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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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要不断的丰富，才能使译者有更多优秀的选

择，才能让中国的文学作品逐步进入世界并打开局

面。同时，译者对作品的成功翻译，能帮助作者的

作品逐步走出国门获得世界的认同，也能激发作者

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让作者的创作取得更高的

成就。

　　三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风格变化

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文学翻译实践从一开始

就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一贯倡导并不断坚持深入

的理论指导的。他很少谈及翻译理论，但从未停止

过自己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的思考。在 ２００２年
《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写作生活》（“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６］里，葛浩文先生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翻译
观。他认为翻译是背叛、是重写、是跨文化交流活

动，但是在翻译实践中第一位的是“忠实”。然而，

对于“葛浩文译本非常忠实”的说法，学术界的争议

颇多。莫言小说的英译本成功进入西方世界，并赢

得国际声誉，人们不禁要问：“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

翻译真的都是一贯的‘忠实’或‘精确’吗？”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译者在各阶段的翻译风格

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莫言小说英译本《红高

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这三部不同时期且在

西方世界较受关注的代表作为例，分析葛浩文发展

变化的翻译风格。

《红高粱家族》作为葛浩文英译的第一部莫言

小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叙事技巧、语言特点上

并未完全忠实于原著，而是选择了便于译入语读者

接受的翻译策略。在叙事技巧上葛浩文运用了增

译、删译和改译的方法。由于莫言的原著不是一气

呵成，在叙事技巧和情节设置上前后有重复，非线

性的叙事结构，注重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而非小说整个的情节安排。在《红高粱》原文第五

节中，叙述了“我奶奶”出嫁前，和出嫁当天的情况。

“我奶奶”出嫁大致由十个事件组成：出嫁前（背

景）———出嫁当天（轿中）———出嫁前（心理）———

出嫁当天———叙述者时空（倒叙）———出嫁当

天———叙事者时空———出嫁当天———叙事者时

空———出嫁当天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译文保留

了原文的时空交错，但在情节设置上调整了事件安

排顺序，对其进行了改译：出嫁前（背景）———出嫁

前（心理）———出嫁当天（轿中）———出嫁当天———

叙述者时空（倒叙）———出嫁当天———叙事者时

空———出嫁当天———叙事者时空———出嫁当天，在

翻译过程中使译文突出故事情节而非人物心理活

动，这样更利于西方读者理解。同时，考虑到西方

读者对政治说教性语言的反感，对原著中带有明显

政治色彩的评论，葛浩文都选择了删译。［７］在翻译

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选择那些在叙事技巧和语言特

色上与本国相对应的作品，但如果基于语言层面的

考虑与某种意识形态或诗学相冲突时，就会放弃对

叙事技巧和语言特色的考虑。［８］

在已出版的９部译著当中，《酒国》是葛浩文较
为钟爱的一部，他曾经说：“《酒国》可能是我读过

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

富复杂的作品。”［９］在译著开始的“译者的话”中，

最后这样写道：“我尽一切可能忠实于莫言原

作。”［１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句型结构、文化表达

上力求忠实于原著；虽在语言形式上有背叛，但却

努力寻求意义上的忠实。在《酒国》的英译本中译

者采用了注释、增译、替换等方法，忠实地反映原语

的文化内涵。原文中的名字“李一斗”，在英译时葛

浩文将其译为“ＬｉＹｉｄｏｕ———ＯｎｅＰｉｎｔＬｉ”。我们都
知道“斗”在中文中与酒有关，葛浩文用Ｐｉｎｔ西方的
液体度量单位对其注释，使西方读者更能理解原作

者的用意。对原文中引用的古人“阮籍”的名字翻

译，葛浩文选择了增加词语，译为“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ｅｃ
ｃｅｎｔｒｉｃ，ＲｕａｎＪｉ，…ｍ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ｏｕｓ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为西
方读者提供了易于理解原文人名所需的信息。

２００８年葛浩文英译的《生死疲劳》出版发行，
该书也让莫言 ２００９年获得首届“纽曼华语文学
奖”，被《华盛顿邮报》推荐为“世界优秀文学作

品”。葛浩文认为《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

篇寓言；［９］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葛浩文附上了

“人物表”和“读音说明”。［１１］在翻译《生死疲劳》的

过程中，葛浩文对源文本中让目的语读者感觉陌生

的文化负载词大胆的采用了删译。如：

源文本：想不到她竟然有一条那样好的嗓子，

想不到她竟然能演唱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她唱

阿庆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铁

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他们两人真是

珠联璧合，一对金童玉女。

译本：Ｔｈａｔｓｈｅｈａｄａｆｉｎｅｖｏｉｃｅａｎｄｋｎｅｗ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ｆｒｏｍｓｏｍａｎ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ｐｅｒａｓｔｏｏｋ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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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译本未对阿庆嫂、郭建光、李铁梅和李玉和这

些样板戏中的人物做出解释，对这些文化信息在译

文中没有为译文读者提供文化背景说明。葛浩文

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保留原作风格、节奏和意象才是

更重要的，所以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大量涉及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学的文化负载词被删掉了。但

是为了保留中国的文化和中文的语言特点，葛浩文

在译本中使用了一些不那么地道的英语来表达原

著的“异国情调”。［１２］这样，在语言文字上更多的忠

实于原文但意义上和效果上不再忠实于原文。

在对葛浩文翻译风格进行评价时，邵璐曾指出

“译者在各个时期的翻译风格会发生变化，即使在

同一时期也有可能出现嬗变”。［１３］通过对葛浩文不

同时期英译的莫言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对比才能了

解其翻译活动的规律和翻译风格的规范。通过以

上分析，可以发现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过程是

逐步走向忠实的，但其“忠实”始终是以目的语读者

的接受为目标的。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风格的变

化与莫言小说英译本在海外传播接受度之间也有

一定的关系。随着莫言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读

者对小说的期待值发生了变化，读者的阅读不再停

留在故事情节发展上，而开始关注原作者的风格，

原著的异国风情。这也使译者风格不得不逐渐实

现文本忠实化。

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进行梳理，

探究其在出版和译者风格各方面的变化，可以发现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出版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受

出版商推崇，且发行再版数量也在增加；葛浩文对

莫言小说的英译具有一定时间阶段性，且这一阶段

特征与莫言的小说创作阶段基本一致；在文本翻译

上，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风格逐渐成熟稳定下

来，译者始终以服务读者为目标，从追求对文本的

忠实到逐渐实现文本忠实。

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翻译历程进行

分析，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有益的

启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要成功走出去，首先，在

时间上要有一定的阶段过程性，要经历暂露头角的

萌芽期，渡过迷茫困惑的酝酿，才能最终走入硕果

累累的成熟期。其次，作品要得到大出版商的支持

与青睐，作者本人应加强与国外著名汉学家的联

系，为出版商们提供优质的翻译作品；同时，国内的

知名出版社也应加强与杰出译者的合作，帮助中国

优秀的文学作品成功走出国门。最后，作为译者在

中译英的翻译过程中要坚持一定的翻译风格，在不

同时期、不同语境条件下翻译风格可能会有所不

同，但译者的翻译理念应保持一致，让西方英语世

界的读者能熟悉且乐于接受其翻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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