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刘红华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
语读者理解与接受，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

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模式为文学

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

者模式；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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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
天，国内多位译界学者们纷纷为中国文化如何通过

翻译“走出去”出谋划策，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

者模式、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

介效果等多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建构了具体

的中国文化外译模式。译界目前建构的文化外译

模式综合考虑了翻译及翻译之后的传播与接受环

节，不可谓不高屋建瓴，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更有效

地“走出”国门提供了真知灼见。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效果与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各种出版与销售策略的改善等息

息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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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积累的过程。翻译足够的文学作品并将其“送

出去”是目前比较现实的一种策略。［１］翻译足够数

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确可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

播做足准备工作，但是把握译作传播效果这一关也

不可或缺。目前海外部分中国文学外译本存在两

个问题：其一，译文过分忠实于原作；其二，译文过

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第一个问题可能

导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不佳。第

二个质量问题可能导致中国形象与中国的文化内

涵在翻译中受损。为解决上述问题，须产出既忠实

于原作又符合目的语读者期待的译作。

究竟怎样的外译模式有助于产出既忠实又流

畅的译作呢？对于这个问题，译界学者见仁见智，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基于学者们对

中国文化外译的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目前部分海

外中国文学的外译本质量堪忧的问题，本文从翻译

活动发起者、译者模式以及翻译策略这三个方面来

探究中国文学的外译模式，以确保产出更适合“送

出去”的中国文学的外译本。

　　一　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发起者

翻译活动发起者，主要指发起翻译活动的出版

机构、文学代理人、译者或作者等。中国历史上出

现的中国文学外译发起者主要包括１７世纪的西方
传教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以及新中国成立
之后的中国政府机构。在这三种发起人中，中国政

府机构是较受译界学者诟病的，其发起的翻译活动

被作为不成功案例的代表加以抨击，理由是：由其

组织翻译出版的译作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并

不理想、收效甚微。比如《中国文学》（英文版）杂

志“译介效果并不显著”。［２］《熊猫丛书》同样“未获

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

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３］

《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

相关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

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

出去’”。［４］

为传播与接受效果起见，中国文学外译的发起

者似乎离不开国外出版社，因为他们更能把握并倾

向于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能让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更佳。但是，由

于所有文化从本质上讲，对外来事物都是抵制的，

一个文化在需要吸收外来“他者”补充的同时，也会

抵制外来的“异质”，以确保本族文化的“纯粹性”

与“完整性”。［５］国外出版机构因此对外语文本和

文化实施“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透明的”（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ｔ）、“流畅的”（ｆｌｕｅｎｔ）归化翻译就是这一“暴
力”实施的具体表现。国外出版社或编辑大都喜欢

根据自己和英美读者的标准对译文进行大幅度删

减和随意改写。［６］由此可见，国外翻译活动发起者

在保留中国文化的“纯粹性”与“完整性”上并无太

大保障，更甚者，他们对译文的随意改写行为还极

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在译文中遭到扭曲。

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活动发起者应该是

以中国特别是中国政府机构为主导。“各国文学的

外译离不开政府的支持”，［７］而且“主动‘送出去’，

特别是政府牵头‘送出去’，已成为除英语国家之外

多数国家（地区）文学外译的常态，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１］以中国政府牵头的翻译活动在翻译的质

量把关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中国文化对外

传播的责任心也相对较大。但在译材选择、翻译策

略与方法、译作销售与传播方法等方面，中国政府

机构可以借鉴西方出版社的经验，选择性地听取他

们的意见与建议，争取综合考虑中国文化的“完整

性”与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做到让“异域”

的中国文化毫无理解障碍地被西方读者接受。这

便涉及到中国政府机构与西方出版社、汉学家、代

理人等的合作，只是中方要掌握这种合作模式的主

动权，后者只能作为前者的协助者。

中国政府机构应怎样把握与西方出版社、汉学

家、代理人等合作的度才能够达到中国文化真实而

有效在国外传播的目的呢？首先，中国政府机构应

宏观调控翻译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从整体上把关中

国文学外译的选材、翻译、定稿、出版的全过程，杜

绝西方出版机构为迎合目的语读者而随意篡改中

国文学的行为，确保最终出版的译作的“完整性”与

“纯粹性”；其次，中国政府机构应借助外力，弥补自

己在把握西方读者阅读兴趣、接受能力等方面的缺

陷，确保“不引起海外受众对我国文学和文化的反

感”［１］，甚至能增强其“吸引力与感染力”。［８］如在

译材选择与定稿阶段听从西方汉学家、编辑等的建

议；在翻译阶段寻求汉学家的帮助；在译作出版阶

段可以将版权转让给西方出版社，一则可以消除外

国读者对中国官方出版社的抵制而带来的销售障

碍，［９］二则毕竟世界著名出版机构是扩大中国小说

在国外传播的有效途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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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文学外译之译者素养

国内多位译界学者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出谋

划策。在对译者模式的探寻中，有的认为为了中国

文化少受损害，“中国译者模式”不失为一个好的选

择，［１１］有的考虑译作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建

议“不妨请外援”，［１２］或认为“汉学家模式”为较佳

译者模式，［１３］１０有的则综合考虑前两个问题，认为

“中西合译模式”［１４－１５］最为理想。同时考虑中国文

化通过翻译传播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中西合译模

式”的确最为理想。因为有些汉学家可能会因学艺

不精而对中国文化无意误译，也有一些可能会为了

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某些利益而故意误译中国文化。

而大部分中国本土译者因对目的语语言规范的掌

握还不够纯熟，对目的语读者兴趣的把握还不够到

位，产出的译作无法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但“中西合译模式”也并非无懈可击，虽然这种译者

模式能让中外译者各取所长，跨越差异，却也需要

在翻译的各个环节不断地磨合，比较费时费力，最

后还不一定能达成共识。胡安江曾提及，像葛浩文

一样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

情谊的汉学家是最理想的译者模式。［１３］１４汉学家本

就不多，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汉学家更是有限了。

笔者认为有一类译者可同时解决汉学家数量

有限问题与中西译者合作耗时耗力的问题，可以考

虑作为中华文化外译的较佳译者模式。这一类译

者就是居住于海外的华人译者与居住在中国的外

裔译者，即“离散译者”。［１６］他们集汉学家与中国本

土译者两者的优势于一身，既具有汉学家对目的语

的纯熟运用能力以及对目的语读者阅读兴趣的精

准掌控能力，也具有中国译者对中国的浓厚情怀，

对中国文化的充分理解的能力。启用离散译者暂

且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外译优秀译者缺失的问题。

毕竟目前移居海外的华人数量较为可观，居住在国

内的外国人也日渐增多。

除了能力与汉学家不相上下之外，离散译者对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也并不亚于汉学家。不

管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译者沙博理、戴乃迭等，还

是居住在国外的中国译者聂华
!

、王际真等，都对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沙博

理翻译了２００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作题材丰富、质
量上乘，被誉为“洲际文化的艄公”，其《水浒传》英

译本在译界被奉为“信、达、雅”佳作典范；戴乃迭与

其丈夫杨宪益合作翻译了“整个中国”，共翻译了

２２０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独译作品８０余部，与
杨宪益合译作品１４０余部，作品涵盖各种题材，夫
妻二人合译的 ＲｅｄＭａｎｓｉｏｎｓ（《红楼梦》）享誉海内
外；聂华苓是第一个在台湾翻译《毛泽东诗词》的

人，其开办的国际写作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

窗口；王际真翻译了《红楼梦》《战国策》《吕氏春

秋》《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代典籍与名著，还介

绍了鲁迅、老舍、张天翼、叶绍钧、凌叔华、巴金和沈

从文等中国现当代作家，被夏志清称为“中国文学

翻译的先驱”。

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以及对中国有特

殊感情的译者，的确具备在译文中准确地保留原作

中文化内涵的能力与情怀，但由于各种利益的驱

使，他们在实际的翻译中不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上

文提到部分汉学家可能会因各种利益而扭曲中国

文化，部分离散译者亦是如此。如离散译者张爱玲

就曾写作并翻译了丑化共产党与新中国的作品《秧

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作品是张爱玲在复学

无门，投奔美国驻港新闻处之后，出卖灵魂，胡编乱

造，写出的“反共反华”的坏小说，后来她还将这两

部小说译成英文出版。可见，除个人能力与情感因

素之外，译者还必须具有坚定的翻译立场，这种立

场不能因个人利益而有丝毫改变。

综上，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译者可以考虑作为

中国文学外译的较佳译者模式：１．具有纯熟的双语
双文化能力，包括对中国文学的透彻理解能力以及

清晰的目的语读者意识；２．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怀，
即热爱中国及中国文化；３．具有坚定的翻译立场。

　　三　中国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策略包括归化与异化。归化追求译文的

流畅易懂，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规范，而异化追

求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的传真，以丰富译入语语

言及文化。［１７］译界在翻译中同时存在归化与异化

策略上已基本达成共识，赞成归化与异化应相得益

彰。［１８－２１］但是在中国文学的外译策略的选择上，学

者们对于以哪种策略为主的问题仍然各执一词。

有的赞成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以便更好地保

留中国的异域文化，［２２－２３］有的则赞同归化为主、异

化为辅，以便增加译本的可读性。［２４－２５］其实在这个

问题上加以争论已无太大意义，毕竟要保证中国文

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译者应尽可能地保留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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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异质文化”，同时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因

此，我们目前要探究的是究竟在翻译中如何具体实

施归化与异化策略才能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在这

一点上，笔者认为孙致礼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

为，在文化层面上，译者要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以

保存原作的风味，而在语言层面上，译者则要进行

归化以利于通俗易懂。［２０］这种适度调和，既忠实于

原作，又照顾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的确不失为归化

与异化两种策略相得益彰、圆满调和之举。此处语

言层面上的归化是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包括

篇章布局规范、遣词造句规范等。

文化层面最大程度的异化与语言层面的归化

（下文称“圆满调和策略”）可解决“异化为主，归化

为辅”以及“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模棱两可的问

题，也为这两种观点的殊途同归找到了缘由。“异

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观点倾向于保留中国文学的

文化内涵，实际就是号召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为

主，异化为辅”的观点倾向于照顾读者的阅读兴趣

与理解能力，也即语言层面的归化。这两种观点并

非非此即彼，而是异曲同工。在文化层面的异化策

略可减少中国文化外译中文化的损失，在语言层面

的归化策略则可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可

见，这种翻译策略的采用的确可以避免在翻译中出

现本文开篇提及的两个质量问题。

“圆满调和策略”之于中国文化外译的较佳之

处还体现在几位著名翻译家对这种策略的青睐上。

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译者既要保留原文

的文化特色，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的“异质性”，又

要保持译文的流畅性。［６］沙博理认为要把真实的中

国介绍给全世界，但是必须要“用我们的英语把我

们的中文意思传达出来”。［２６］

“圆满调和策略”指导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

时关照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在这一策略

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译者提供

一定的参考：

１．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词的音、形、义。
如在命名文化词方面，对于无特殊含义的人名、地

名等，译者应直接采用音译法，保留中国语言的拼

音文化；对于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应采用

直译法保留其形与义；对于一部分有特殊含义而另

一部分又无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应采用

音译＋直译法，同时保留其音、形、义。
在习语方面，译者应尽量采用直译法保留其所

承载的文化意象与准确含义。对于部分歇后语，在

直译令人晦涩难懂时，译者则可适当文内释义，以

便读者清楚理解其准确含义。

译者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词的音、形、义，这其

中的“最大限度”体现在译者可视情况对部分文化

词进行意译处理。这些文化词包括：文化内涵厚

重，大段注释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典故；形象性或逻

辑性不强，直译之后令目的语读者费解的成语或歇

后语；虽有形象性而格调不高或比较粗俗的，直译

之后影响中国形象的成语或歇后语。

２．合理遵循目的语的篇章布局规范。如在段
落划分上，译者应遵循一个段落有且仅有一个主题

以及人物引述独立成段的标准。如将原作中包含

几个主题的一个段落按主题切分成几个小段；将原

作中讲述一个主题的几个段落融合成一个段落；将

人物的引述都独立成段。

在情节的处理上，译者通过调整句子甚至是段

落的顺序来实现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如在缺乏

主题句段落的段首添加主题句，或将段落中已存在

的主题句移至段首；在每章节开头添加主题段落，

或将散落在章节内的主题段落移至章首。

在句法结构上，应巧妙使用英汉语共有的句法

结构。游离句是英汉语中共有的一种句法结构。

译者可在翻译中使用游离句来达到忠实于原作句

式以及迎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双重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

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倡导“向世界阐释

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

智慧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

力、吸引力”，［８］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数量与质

量。为中国文化“送出去”积累足够多的、高质量的

中国文学的外译本，是中国文学外译艰巨而长久的

使命。而符合习总书记《意见》中所倡导的高质量

的中国文学的外译本应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忠实

传达原作中所承载的中国精神与文化；其二，照顾

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本文的努力

方向正是探寻合适的外译模式以便产出具有以上

两个特点的译作。经探究发现，中国文化外译模式

可为产出上述高质量译作提供一定的借鉴：（１）翻
译活动发起者：以中国政府为主导，西方出版机构、

汉学家等从旁协助；（２）译者模式：具有纯熟的双语
双文化能力、浓厚的中国情怀、坚定的翻译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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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３）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圆满调和，即在文
化层面以异化为主，在语言层面以归化为主，以便

在目的语读者充分理解原作的前提下忠实传达中

国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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