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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得到更广泛实施的新时期，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的翻译进行再认识，包括对翻译的作用的再认识，

以及对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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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在切实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有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探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手段，涉及影视产业、表演艺术、汉语言本身、中国文论、

中国文学等，手段涉及制定可行的政策、谋求合作、外贸输出等。毋庸置疑，翻译作

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

是，长期以来，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实际上，要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既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

的重要性，又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从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树

立新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

“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和现在，不少中国作品都

已译介到国外，但是审视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实施中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手段———翻译。

二、重视并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总体上一直受到轻视。例如，国外的一本畅销书介绍到中国，

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给译者的报酬也比较低，译者也根本没有版权可言。译著

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皮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

现; 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很少介绍译者，有些甚至连译者的

名字都不出现。正如美国学者韦努蒂指出，译者的存在似乎只是个影子，译文的

合法定位显得模糊和不利，译者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原作者决定性地控

制译文的出版，译者从没有著作权( Venuti) 。今天，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

“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对翻译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乃至高等院校必须加大力度宣传翻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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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翻译，尊重译者。翻译协会可

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

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

公开场合( 如书店、学校等) 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

强大众对翻译的认识，尤其是使大众认识到翻译工作

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社会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激

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

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

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

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第二，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

和地位。目前，从事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报

酬相当低，很多外语专业甚至是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

都不愿从事文学翻译这样收入微薄的工作。其次，出

版社要在译作和译著显著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即

书脊、封皮、扉页上都应该印有译者的名字，并附上译

者的简介，这样一方面是对译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

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

第三，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译者，比如探讨译者

的版权和版税等问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

复曾为译者争取过版权和版税。严复还未完成《原

富》的翻译之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

济就写信给严复请求出版该书，1900 年 2 月《原富》译

完后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的版税问题，

认为版权保护非常必要。1903 年 4 月严复上书给当

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说明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

和精神权利的必要。在严复看来，给予译者版权可以

带来以下好处: 从精神上来说，著译者劳心劳力，理应

得到重视与保护; 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

也可以免去著译者的后顾之忧;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

度来说，著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

著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

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 刘玉

一) 。严复的这一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是今日，

中国给予译者的权利却少之又少，一般译者只是一次

性拿到微薄的翻译费，没有版税、版权可言。如果译

界和出版界能够借鉴严复的这一远见卓识，势必会有

更多的译者愿意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

总之，在对待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态度方面采取

上述策略可以真正使译者从“隐形”变成“显形”，从而

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更

好更快地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内容选择的

再认识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

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应建立在译语读者接

受的基础上，因此，应当选择一些迎合外国读者阅读

兴趣的作品。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Howard Gold-
blatt) 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文本的选译方

面，他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主动迎合

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出版商的出版发行兴趣。

他认为，美国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其喜好集中于政治、

性和性别方面，甚至是人的本性方面，于是自己翻译

了《檀香刑》、《酒国》、《米》等，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擅

于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色欲与暴力的场景。

同时，葛浩文还翻译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古华

的《贞女》以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因为这些作品属

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能够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

商的青睐( 胡安江) 。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在美国赢得

了较多的读者，对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的翻译实践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莫言于 2012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而葛浩文又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之一，因此，

中国文学要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选译外国读者感兴

趣的内容当然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能一

味地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而忽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

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只选译表现

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色欲及暴力的作品，对中国

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长此以

往，必定会破坏中国人和中国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

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如果读到的都

是以上内容的作品，一定会认为中国到处充满了暴

力、黑暗、邪恶和色欲。因此，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

国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

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

鉴于此，如何选择既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又能正

面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需要相关部门、出版社

认真研究。从文学的选译内容看，应该更多地译介描

写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进步和含有更多中国文化

元素的作品，尤其是刻画中国民族乐观豁达、勤劳善

良和幸福生活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

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大、更多

的兴趣。

四、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的再

认识

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首先，译

者要使译语读者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译

者要了解外语读者的喜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如何使外

语读者接受。因此，在选择译者方面应该谨慎从事。

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

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例如美

国史奈德译出了 20 首寒山诗，这些英译诗歌首先得

到了小说家凯鲁亚克的认同，凯鲁亚克又在自己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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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 The Dharma Bums) 中讲述

自己与史奈德的一段友谊，写自己如何倾听史奈德所

译的寒山诗、所讲的寒山精神，并在史奈德引导之下

回归山林，得到顿悟。此书一经出版，寒山子与史奈

德便双双化为传奇人物，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钟

玲) 。寒山子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因为诗歌所表现出的

境界，更重要的是，史奈德在美国已经成为著名诗人，

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

尤其是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几乎一夜

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深受当时美国年轻人的

喜爱。因此可以说，史奈德所译寒山诗深受英语读者

的喜爱更是因为英语读者对译者具有认同感。霍克

思和闵福德两位著名汉学家翻译的《红楼梦》也是英

语国家中广受推崇的翻译杰作。金庸的一些作品由

英语译者译出后也深受欢迎，如《鹿鼎记》(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 John Min-
ford) 翻译，《书剑恩仇录》( The Book and The Sword)

由英国汉学家恩沙( Graham Earnshaw) 翻译( 闵福德

等监修) ，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

高度评价( 罗永洲) 。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

尔文学奖，外籍翻译者葛浩文等功不可没，因为葛浩

文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除根据自己的爱好

外，更重要的是知道该如何根据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

对原作进行取舍。

但是，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

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

和全面性。如果没有中国译者的挑选和审视，对中国

文学的译介很可能有失偏颇，对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

中的形象可能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

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

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

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熟练地用外语

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存在

问题。耿强指出，中国 1981 － 2007 年推出的“熊猫丛

书”翻译虽然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和推介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个别译本在域外也受到了欢迎，销量很好，但正

如西方很多汉学家所指出，整体而言丛书译介的效果

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

者，虽然他们在原文理解方面毫无障碍，但在将母语

翻译成第二外语时，会遇到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有俗

语的翻译、句式韵律的体验与作品风格的把握。如果

译者对英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母语的程度，很可能会

造成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的

西方汉学家就称某些译文读起来荒唐可笑( 耿强) 。

还有一些译者甚至连中国文学本身的内容理解都存

在问题，更不用说将其翻译成外文，让外国读者接受。

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

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

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

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

者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

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正如谢

天振指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首先要树立一个

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

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

作，还可以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中译外的常设

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

到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可组织国

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

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谢天振的这一建议非常可

取，而且，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也会更快地培养一批

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五、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再

认识

从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讲，翻译策略不外乎美

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 foreignizing) ”和“归化

( domesticating) ”策略。前者意指译文故意打破目的

语的 表 达 习 惯 而 保 留 源 语 的“异 国 情 调 ( foreign-
ness) ”; 后者意指翻译中使用透明而又通顺的风格，尽

量减少“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

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Venuti) 。从读者了

解异域文化的角度讲，当然选择前者，但是从读者接

受译本的角度讲，当然应该是后者。从中国文化传播

的历史看，“归化”策略更容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中国的

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文学翻

译应该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

编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传播，

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可以在“归化”的

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

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

出去”。具体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采取“分步

走”策略。

第一步，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色列学者伊

文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

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

体现“充分性( adequacy) ”; 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

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 Even-Zo-
har) 。这实际上和上文提到的“异化”和“归化”策略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文学目前在西方发达

国家处于非中心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尽

可能地接近译文，也就是说“归化”的成分会多一些，

虽然译文会与原文之间产生很大的偏差，但这样的翻

译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例如，美国当代翻译家

雷克思罗斯在翻译中国欧阳修的诗歌时，力求译文一

方面保持与读者沟通的语调，一方面让所有诗歌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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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诗体，用词浅白，文法简洁。这实际上迎合了 20

世纪美国诗歌的流行形式。前文提及的汉学家葛浩

文虽然说过要尊重原文，要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但归

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 胡安江) 。葛

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就进行了删改。原文中那些

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删除，这样

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更加流畅和

生动，更加小说化( 耿强) 。另外，葛氏对原文中过多

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

理。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葛又有意识地在

正文相应部分增补相关背景信息( 胡安江) 。

第二步，达到“异化”和“归化”的平衡。现在已经

有人认为，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

“归化”和“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

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

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 罗永洲) 。这当然

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不能一

蹴而就，要根据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中的地位而确

定。中国文学经过“归化”在海外传播一段时间以后，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

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

文学的翻译就可以加进更多“异化”的成分，尽快达到

“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第三步，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近年来，

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中

国会再一次像唐代一样成为东方文明大国，届时中国

文学也会更多地成为国外许多读者关注的对象。对

于国外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最终会

在各国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时便可以考虑伊文 －

佐哈尔所说的“译作要接近原作”从而体现出“充分

性”的策略，也就是韦努蒂所谓的“异化”策略。这种

“充分性”或“异化”策略就会有利于中国文学中的更

多文化元素译介到国外。

六、结语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翻

译，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作

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提高译者

的待遇，尊重译者的署名权、版权等; 其次，在文本的

选译、译者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要注意一

定的尺度和步骤，这样才能更好使中国文学“走出

去”。将上述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对翻译的再认识推

而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诸多文化方面的“走出去”战

略。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使中国文学真

正为西方读者接受，使更多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

发生兴趣，还有待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

力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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