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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文学外译现状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学“走出去”已

经成为了国家战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杨宪益主持的

“熊猫丛书（panda books）”共出版了190 多部作品，其中

大部分译本并未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到了九十年代，又推出

了《大中华文库》工程，由专家主持外译活动。虽然该计划

声势浩大，但在国外取得的成效甚微。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10 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

快，中国文学外译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众多的讨

论。这些讨论涉及到中国文学外译多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翻译

方法与翻译模式、原文主体与内容的传递等，都成为翻译界在

研究中国文学外译时的关注焦点。对于这些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

识，也出现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评价的不断出现，反映出当

代中国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也需要翻译界和批评界进一步对研究

现状进行深入探讨，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和文化对外传播发挥

作用。

2　中国文学外译特点

目前在讨论中国文学外译的问题时，翻译界已经达成了一个

共识：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很弱。从目前的

外译作品来看，主要存在以下3个特点：1.以知名作品为主体；2.

与作家知名度成正比；3.以翻译家为主体

2.1以知名作品为主体

虽然有众多文学作品得到了外译，但其中传播广、影响力大

的作品不乏还是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对这些作品

的研究可以说是整体和微观相结合，到了某个固定的时间点，就

会涌现出一批有关英译史的研究。这种是带有总结性质的英译史

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不同译本间的对比分析和对文章内部的各

个部分进行探讨分析。最常见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

研究。如对《红楼梦》章回题目的英译研究、死亡委婉语英译研

究、菜名英译研究、中医药文化翻译研究等。如果这些研究是从

不同的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进行分析鉴赏，那么这些研究成果

是值得庆祝的的，但是大多数还是处于对英译史扎堆研究，这种

状况不免让人为之担忧。

2.2与作家知名度成正比

目前获得发表的外译作品，其作者大部分都是具有代表性并

且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莫言、余华、毕飞宇、苏童等。当作

家的知名度提高，尤其是在作品获得国际大奖后，在国内学界的

关注度也会突然提高，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变得层出不穷。最

明显的就是对莫言的研究。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名

声越来越大，对其作品的英译研究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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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了近 20 个语种，包括英、法、德、西、

俄、日等主要语种，被翻译的作品也已经超过20 部。但这些

知名作家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却十分客观清醒。毕飞宇认为，

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广

泛的世界性影响。苏童也认为：“莫言的成功，并不暗示其他

中国作家的成功。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

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

2.3以翻译家为主体

研究者一般从两大方面对中国文学的英译进行探索研究。或

以翻译家为主体，围绕某些著名译者的主要译著展开，目的是为

了谈论该翻译家的成就与贡献；或者以作品为主，谈论该作品的

英译状况、多个译文的对比分析、不同探索角度等多方面的内容。

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批优秀的海外翻译家。

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充分了解，能够将汉语

文章的魅力最大程度的传递给国外的读者。通过长期的沟通，中

国作家与这些优秀翻译家间逐渐形成一种稳定且相互信任的合作

关系。因为在译介活动整个过程如翻译文本选择、内容理解和阐

释、所选翻译策略等的主要环节，译者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

文学译介而言，译者与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3　结语

虽然中国文学外译已经开始了许多年，但其取得的成果却十

分有限，这也很大程度受到翻译模式的影响，毕竟一个合适的译

者并不容易遇到。对于中国文学，国外的汉学家们也许是最好的

选择。因为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多年，对中国的历史、语言表达等

都有一定了解；同时他们也很了解西方的图书市场，与各大国际

出版社、编辑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此可见，译者对于源文本、

目标读者以及图书市场的选择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的

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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