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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新时期中国文学翻译路径探索
容剑玲

（北部湾大学，广西 钦州 535011）

摘要：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就必须重视文学外译，中国文学翻译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是就当前我国文学翻译对

外传播现状来看，无论是译者素质、文学作品甄选，还是翻译评价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想要有效推动我国文学

翻译“走出去”，还需要从提升译者素质、做好文学作品甄选、正视“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别、健全翻译评价机制等入手，切实

提升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质量，提升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质量，真正实现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

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很多优秀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传播至海外

市场，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文学翻译的海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近

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努力推动中国优秀

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以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外影响力。2012 年，

中国作家莫言因其作品《丰乳肥臀》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我

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国家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将成为文学界、翻译界的

焦点话题，更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

作品对外传播过程中，翻译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其质量对于中国文

化对外传播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对此，本文在分析中国文学翻译“走

出去”现存问题基础上，对其改进路径展开积极探索。

一、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存在问题

推动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解决翻译问题是关键。新中

国成立以后，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文学作品陆续走出去，在海

外出版发行。但统计结果显示，这些翻译作品在海外销售情况并

不理想，市场关注度不够，受众群体也相对较小。综合分析，我

国文学翻译“走出去”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译者素质有待提升，专业化程度较弱

很多人认为，外语翻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无非就是两种

语言之间的转换，只要懂外语即可，但翻译工作并非如此简单。

译者所在国家有其独特的政治形态、历史发展轨迹，宗教信仰、

文化形态也是各异，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接受程度必然存在巨

大差异。一直以来，我国文学作品翻译人员主要由中国译者和海

外译者两部分构成。莫言的作品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

度上在于它的美国译者—葛浩文。葛浩文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译者，

其对于本土读者的需求与认知的把握要更加全面、清晰。相反，

中国译者专业化程度较弱，欠缺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对目的

语读者认知接受度把握不足，在翻译过程中无法根据目的语读者

的心理认知，对我国的文学作品进行灵活调整，只忠实地将其翻

译成外文导致其所翻译的作品难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影响

我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

（二）文学作品的甄选存在问题

中国文学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作品甄选忽略国外读者接受

度。1981 年，受英国“企鹅丛书”的启发，时任《中国文学》主编的

杨宪益先生提出出版“熊猫丛书”的设想。《熊猫丛书》以外文的形

式陆续共推出 190 多部古今名作，向世界全面、系统地介绍我国文化

典籍。随后，又先后推出了英汉对照版《大中华文库》，译作涵盖我

国先秦至近代 100 多种经典著作，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

个领域。在翻译过程中，首先由专家甄选作品主题，校勘作品的详细

版本，然后将作品中的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再将白话文翻译成英文。《熊

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这两套丛书，其作品时间跨度大、内容涉

及范围广，但这些译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作品相对较少，存在较

大时间差问题，部分国外读者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些作品。读者不了解

当代中国，就不会去主动探究古代中国。多数国外读者还是对我国改

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更感兴趣，对那些体现新时代气息以及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也相对更加关注。进入新世纪后，网络飞

速发展，中国网络小说更是蓬勃发展，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仙

侠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大量的外国读者。

因此，想要推动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就要做好文学作品甄选工

作，加大对改革开放后文学作品和当今网络小说的推广、宣传力度，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翻译工作在这一方面仍相对不足。将古代经典

作品作为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出发点，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考虑到多数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相对不足，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也要遵循从易到难的顺序，

逐步过渡，同时还要注重彰显时代气息，以更好地满足国外读者需求，

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

（三）不注重“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别

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将词、句或者文本转化为目的语，而是一

种为实现信息的跨语言、跨文化转换的一种复杂行为。从本质来

看，虽然“译入”与“译出”都是语言的跨文化转换，但是翻译

行为本身更加注重的是有目的的合作。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客户

作为发起翻译行为的主体，其将直接决定翻译目的；而译者则是

通过制造出目的语文本，推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互。就当前国内

的“译入”行为来看，它们大多有着较强的目的性与选择性，它

是建立在对于他国文化强烈需求之上的一种翻译行为；与“译入”

行为相比，“译出”行为则是向外翻译自己认为比较具有代表性、

比较重要的文化作品。但是由于部分“译出”行为并未实现调查

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因此，很多“译出”作品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难以与译入语读者的需求相匹配。在“译入”过程中，无论是翻

译行为的发起者，还是译介者，都需要综合考虑语言的跨文化因

素，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即可，因为这种翻译行

为是建立在读者需求基础之上的，这种译介行为自然更易得到读

者认可。但是“译出”行为则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所选的“译出”

作品未必能够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尤其缺乏对目的语读者的

审美情趣、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考虑，那么译出来的作品就可

能无法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从而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四）翻译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翻译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影响翻译效果和文学作品传播。有

学者认为，由于谙熟中国文化的外语翻译专家少之又少，中国文

学作品应由中国译者进行翻译。的确，我国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被成功翻译成英语或者其他语言，但这些译作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例如，杨宪益所翻译的《红楼梦》，

翻译质量可谓无可挑剔，在国内文学界、翻译界均获得了很高的

评价。但其在美国等英语世界的传播却意外遇冷。美国学者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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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很少有人会引用杨宪益译本，而更多

地采用霍克斯译本。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评价，应交

由目的语读者进行。但当前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由国内译

者根据自己的母语认知进行翻译，然后由外国专家从语言层面进

行润色、把关，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译入语读者的审美

情绪、心理期待等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翻译效果。总之，由于缺

少合理的翻译评价机制，导致我们的文学翻译作品，即便翻译质

量无可挑剔，也难以取得理想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新时期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路径探索

（一）提升译者素质，培养本土化专业翻译人才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想要推动中国文学

翻译作品“走出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培养优秀

翻译人才。人才是翻译事业，构建优秀文学对外传播的基础。一

个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深入了解文学作

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写作风格等。具体而言，想要翻译出高

质量的文学作品，其翻译者本身要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陈忠实

的《白鹿原》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史诗级作品，之所以一直没

有外语译本，主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包括大量方言，这对很多译

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甚至根本无解。埃里克森曾经说过：“试

想一下，如果在美国居民口中说出陕西方言，那该是多么荒谬的

一件事。”另外，在我国的很多文学作品中，还引用了大量的诗

词典故或成语，但是如果将这些成语典故翻译成英文，不仅无法

准确地传达原文的神韵，甚至会变成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在“译

出”过程中，优秀的译者需要结合目的语读者的兴趣、习惯，发

挥想象力，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适当的创译或者改译。其次要培

养专门化、职业化的本土化专业翻译人才。“纸托邦”网络论坛

问世，促进中国网络小说传播迅速，对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

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该论坛译者身份较为多样

化，来自各行各业，专业化程度缺乏，或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代

表的历史背景理解不够，翻译作品质量堪忧。因此，中国政府要

提升中国文学外译水平，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可以大力培

养懂华、亲华、对华友好，既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理解的，又

懂本国读者心理认知的目的语国家的翻译人才。

（二）做好文学作品甄选，满足国外读者需求

对于外国读者而言，他们对我国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接受可能

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仍停留在

改革开放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

著提升，我国文学领域也涌现出很多展现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提升，极具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更易被国外读者所接受。另外，在甄选翻译作品时，首先应该做

好市场调查，了解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真正需求，然后据

此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以免做翻译出来的作品不受欢迎，做无

用之功。总之，想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在海外市场的

传播，首先要译介一批海外读者较为关注、感兴趣的作品，比如

国外读者更感兴趣的优秀网络小说，而不是只沉浸于我国数千年

的璀璨文化，这一点已经在莫言的作品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

及“纸托邦”网站小说免费翻译得到充分证实。

（三）正视“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别

译介通常都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转化。虽然我国综合

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与西方世界文化相比，我国文化仍相对处

于弱势。而我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海外传播是一种从弱势文化向强

势文化译入过程，这个过程注定是充满困难且漫长的。在译入活

动中，译者应充分了解读者需求，这是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译入活

动才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促进我国文学

翻译作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在其“译出”过程中，首先要调查

译入语读者的真实需求，避免译出行为的盲目性。此外，“译出”

活动还要充分考虑影响翻译效果的诸多因素，如跨语言、跨文化等，

确保“译出”活动有的放矢，目的明确。在翻译过程中，还要注

重各种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针对文学作品中译入语读者难以理

解或者接受的内容，要进行适度删减、变通或者调整，确保所译

作品能够得到译入语读者的认同，满足其心理期待。反之，若只

忠实地向译入语读者传递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不仅难以起到

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影响中国文学翻译“走

出去”进程。因此，在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要弄清“译入”与“译

出”之间的差别，甄选出更加符合译入语读者心理预期的文学作品，

帮助译者进行翻译策略的灵活调整，提高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

播效果，使得中国文学翻译真正实现“走出去”。

（四）健全翻译评价机制

现阶段，我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通常都是由国内译者完成后，

交给国外专家进行润色，再由国内专家对其进行评价后再出版。

其实，从整体来看，这种翻译评价机制存在一定弊端，其中之一

就是忽视了译入语专家在翻译评价中的参与。因此，在整个翻译

评价过程中，国外专家的参与，仅限于从语言层面对译作进行润色、

修改，他们未必了解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写作风格；但

是译入语专家则不同，他们翻译文学作品之前，会先认真阅读作品，

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作者风格进行基础了解，再加上在理解

本族语读者的心理需求与期待基础上再创译。因此，想要更好地

促进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海外传播，在作品翻译过程中应加强国

内译者与国外译者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可以就中文、译文的相关

内容展开交流、讨论，并最终确定译文内容。在这样的翻译评价

机制下，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才能获得译入语读者认可，满足其心

理预期，真正实现“走出去”。

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是一个极为困难、需要长期探索的一

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把握翻译的本质，即一种跨文化

的认知行为。在判断一个翻译行为是否成功时，要看它是否能够有

效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实现跨文化认知，而不是简单地

用译本是否合格、是否忠实于原作品去进行评价。只有真正把握翻

译的本质，加强国内外译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中

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才能真正实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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