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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阈下蓝诗玲《猴王：西游记》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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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正、立体、全方位的中国”这一历史征程中，怎样将真正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中国文化经典

有效翻译，就成为了重要的一环。本文以蓝诗玲新译本《猴王：西游记》为个案，以传播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拉斯韦尔 5W传播模式，

从译介市场主体、译介内涵、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五个方面对《猴王：西旅游书》的翻译过程展开了分析研究，对当

下的我国向海外翻译工作和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系列翻译文化工作，提出了经验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5W传播模式；译介；《猴王：西游记》 

 

1.引言 

随着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

国文化走出去”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心的焦点问题。近数十年

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情况之

研究正不断上升，但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模式的探讨总体上较少。

《猴王：西游记》在译介到海外后广受好评，截止到目前，该作品

在亚马逊平台上收到了 4.6 星好评，同时在 Goodreads 网站上也有着

4.19 的高分（满分五分）。 

本研究以文化译介学的视角切入，采用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型，

以文化翻译的五个基本要素，即“翻译主体”、“翻译内涵"、”、“翻

译路径”、“翻译受众”和“翻译效果”为着眼点，对《猴王：西游

记》的译介过程进行研究，总结其译介过程中的成功之处，探索中

国古典文学作品有效译介模式，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这个大命题。 

2.文献综述 

2.1 传播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了传播模型，。文章中，他给

出了信息传递的五种基本构成元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

对谁（to whom）说、用什么途径（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Harold，1948）。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定义了传播

学的研究范畴与基本内涵，影响十分广泛，对进行有效宣传产生积

极的指导意义。该模型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为传播学的分析研究

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较为广泛，涉

及中国对外译介研究（胡庆洪，文军，2016 赟；吴 ，蒋梦莹，2015；

吴钧，2011；余承法，2018 玥璠；吴 ，刘军平，2019 等）、外国文

学译介研究（罗天，唐女杰，2021；周楠，谢柯，2018；王家根，

陶李春，2019 等）以及译介学理论研究（蒋海军，童兵，2019；张

永中，2018 等）。 

2.2 译介学 

谢天振曾定义：“译介学初期是从对比文学中传播学视角开始，

目前则愈来愈多是从对比文化中的视角开始对译文尤其是文学作品

译者和译者作品提供的分析（谢天振，2013）。” 

翻译学研究认为，通过翻译把我国文化引入世界并非单纯的语

言或文化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也就是翻译；“介”指传播。因

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进程，所以翻译文本的出现就是传播的开端，

但在它前面还是一个翻译什么的问题，在其后面有"交流、影响、接

受、传播等问题"。译文的传播与接受各国外交关系、文化、语言诗

学、翻译标准、赞助人、译者策略、读者期待、宣传途径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约束，传播中需要考虑的是翻译文字内容能否达到目标语

言国家的语言特点、以及翻译内容是否适合标语的语言文化与诗学

特点，也就是要考察文字传递过程是否合理，因此传播过程往往是

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可以将拉斯韦尔的五 W 传播模式引入于

此进行分析十分适合。把这个模型运用于文学译介中，这就是包括

了‘译介主体’、‘译介内涵’、‘译介路径’、‘译介感染力’、‘译介

效果’五个基本要素的文学译介模型（鲍晓英，2013）。因此，研究

蓝诗玲《猴王：西游记》系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行为，就是要考察

其译介过程中的不同要素，即考察《猴王：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

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及效果。 

2.3《猴王：西游记》 

《西游记》是我国的经典四大名著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及

国际文学史中都有着重要位置。早在一九六一年，亚瑟韦利的《西

游记》英译本就被列入代表全球文学的"企鹅经典书系"（Penguin 

Classics）。随着社会发展、语言变迁，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方式也

将随之改变，以满足现代社会需要（朱明胜，2021）。2021 年 2 月，

企鹅集团发行了由英国汉学家、翻译蓝诗玲的《西游记》节译本—

—《猴王：西游记》。该翻译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好评，西方各大刊

物、媒体都争相报道。同时，该书在亚马逊上发布后受到了大量好

评，在亚马逊及 Goodreads 网站上均得到了高分，可见该书的译介非

常成功。 

3.传播学视阈下《猴王：西游记》译介研究 

《猴王：西游记》的成功译介，在于它满足了译介主题、内容、

方式和观众对传播因素的各种需要，译介效果显著。 

3.1 译介主体 

翻译主要指翻译的发起者，其既可以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

社等政府部门或机构，又可以是个人翻译。翻译主体作为翻译活动

的执行者，在中国翻译传播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鲍晓英，2014）。

谢天振（2014）指出，由国外译者译介的中国小说容易被外国读者

理解的根源，就是对目的语读者在微妙的语言习性、特殊的语言倾

向、微妙的美学等层面的掌握，有国内译者无法企及的优势。 

蓝诗玲也是中国汉学界 著名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她每编

译一本华人国内当代（或国外华裔）小说家的文章，每部译作的出

现总会引起当地媒体的热议和赞誉。其间，《色戒》、《鲁迅小说全集》

走进了中西方认知度和市场门槛都相当高的企鹅经典图书，她的

新翻译文学作品《猴王：西游记》也是受企鹅出版社邀约而产出的。

蓝诗玲对汉语文化在英美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作用和翻译入语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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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诗学理念及其赞助者的理解，影响了她的文章选题与翻译方法。

由于蓝诗玲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以

翻译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被译界所熟知，因此《猴王》

既是本世纪《西游记》海外译介的新成果，也是蓝诗玲公开出版的

首部中国古典文学译著，必将在《西游记》英译史和译者的翻译生

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朱嘉春，罗选民，2022）。 

3.2 译介内容 

翻译内容涉及对原作者、作品内容及其翻译策略的抉择，也反

映了翻译主体对原文内容的甄别、筛选与认同。内容选择一直贯穿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时题材、题目的选择，恰当与否将严重影

响在海外的传播程度。为了达到 佳的译介效果，有必要研究目标

语社会文化、诗学及目的语读者的期望与要求等。 

蓝诗玲的新译本，翻译时译者除选择了原文和其他节译本中共

同采用的唐僧师徒身世、龙王游地府、刘全进瓜、收四徒等的人物

回目以外，译者还选择了百回本中的三打白骨精、黄袍怪、子母河、

红孩子、女儿国、三借芭蕉扇等以女子和儿童为主要角色的回目，

与其他节译本在所选内涵上有很大不同，所以在人物故事上，本翻

译时和其他节译本中互为补充，并共同推动了猴王故事在西方世界

的流传（朱明胜，2021）。 

3.3 译介途径 

翻译途径问题关于翻译的传播途径问题，包括报刊、杂志、出

版社等。传播途径确定了读者在特定时间区域内有多大概率了解到

信源国的各种文化内容。译本的译介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传播

渠道。 

背靠企鹅出版集团强大的宣传与销售渠道是《猴王：西游记》

译介成功的一大原因。企鹅出版社公司是全球知名的书籍出版社，

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余种，初步遴选的图书已达上百场之多，都是

名至实归的作品经典之作。在英国、美洲以及澳洲，当人们在阅读

经典之作时的选择书往往是企鹅经典之作，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可以

依赖的文化了。从创立至今，企鹅经典之书系已堪称书中的奥斯卡，

已经成为世界 负盛名的文化系列之中，能进入其内的作品都是经

典之作、既富有民族特色同时又是引人入胜的文学精品，而所选经

典作品不但富有思想性、艺术性，而且还富有可读性和代表性。对

于欧美作者来说，小说被列为企鹅经典的一项荣誉，它是写作被接

受的主要标志而已。 

3.4 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指的是“读者是谁”的问题。译介受众作为信息的接

受以及译介活动的对象，在译介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译介过程

中，译介主体成为宣传主体、译介内容成为宣传内涵固然关键，但

唯有译介内容成功达到受众并为其认同，宣传活动才能够真正进行。

因此，对译介对象的调查，可以检查宣传目标、预期和判断宣传的

价值与作用。 

根据 Goodreads 网站上的图书标签，《猴王：西游记》英译本

多的标签分别是“小说”、“文化”以及“战争”。由此可见，《猴王：

西游记》英译本的译介受众为文学爱好者，以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的受众。但占比 多的还是普通读者，这些读者之前可能并没有阅

读过《西游记》，但通过亚马逊的推送得知了这个新译本。另外，蓝

诗玲在译者序中提出了新译本产出的两个直接动机，“一是语言发生

了变化，距今 近的译本，即詹纳尔的译本已是三十年前出版的；

二是原作篇幅过长，全译本长达四卷，这使得节译本对学生、教师

和普通读者来说十分必要”（Lovell 2021：xxxvii）。由此可见，《猴王：

西游记》的译介受众大部分为普通读者，还包括儿童读者。而亚马

逊对《猴王：西游记》的宣传也大部分基于普通读者，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3.5 译介效果 

由于文学译介是翻译作品的文化传播行为，所以宣传效应根据

听众对宣传内容的认可情况来反映。只有受众认可了宣传内容，宣

传才能达到实效，失去了传播效果，译介行为也就没有了意义。《猴

王：西游记》问世后，备受读者赞誉。截止目前，该作品出版一年

之久在亚马逊销售平台上就收到了 500 多个评价，已有 350 位读者

在亚马逊网站为《猴王》打出了 4.6 分的高分（满分 5 分），其中给

予五星级评价的读者占到 77%。亚马逊销售排行榜中，此书在亚洲

文学历史与评论一栏销售排第 13 名。而在国际知名书评网站好读网

（Goodreads）也有不少读者发表了短评，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以

上事实说明《猴王》是中国古典文学译入英语世界的一个比较成功

的案例。 

4.结论 

通过经典文学译介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非常重要与迫切，

但经典文学的翻译在于译介模式。文化传播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

达到较好的译介效果。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明确了传播过程模式，对

实现有效传播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通过探索蓝诗玲《猴王：西游

记》的有效译介模式，针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命题，本文

总结出：一、经典文学译介主体应为海外汉学家主动译介或中西合

作的译介主体模式为主。二、出版机构是联结译者与读者的重要一

环，经典文学外译应选择知名出版机构为主要译介途径。三、以目

标受众为主，在确保中国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不被曲解的前提下，

采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中国古典

文学作品可以此为参考，解决翻译过程及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

阻碍，更好地实现对外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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