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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研究!内涵与路径

耿!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料库研究院$上海 "###9&#

摘!要! 4$%$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内外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产生了大量直接和间接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一

套认识&陈述和知识" 它们广泛存在于各类文本之中!构成了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知识仓库" 本文认为它

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行为者&产品&事件和范畴四个方面!综合使用文本分析&阐释学&社会学&

口述史和语料库等方法与手段!展开共时和历时的研究!这对丰富中国翻译话语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

中国风格的翻译话语体系!指导中国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知识仓库'内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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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前言

主动将中国文学译出去构成了自 4$%$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翻译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相应地!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文学发展的状况也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对

中国文学的译介% 双方同时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产生大量的中国文学译本之外!还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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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有关翻译的种种评论$思想$观念和理论% 它们以多样的方式藏身于论文$书评$访谈$随

笔$漫谈$日记$笔记$专著$译本的前言与后记$图书封底$网络时评$回忆录甚至是书信等等五

花八门的形式之中!构成了本文所说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知识仓库% 对它们的历史谱系进

行知识打捞和学科建构!可以帮助我们在基于外译中实践上形成的中国主流翻译话语之外开辟

出一条支脉!充实整个中国翻译话语的内涵!构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译外的翻

译话语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中译外的实践% 本文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

应该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研究领域!并对这一研究的概念与现状$内涵与路径等问题进行初

步探讨!以期就教于方家%

"2概念与现状

&文学翻译话语'是指和文学翻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套认识$陈述和知识!涉及的内容包括

比如为什么翻译$如何翻译$为谁翻译$翻译得怎样等等方面% 本文所说的文学翻译涵盖小说$诗歌

与戏剧三个类型% 与翻译话语类似的概念还有译论$翻译观$翻译思想$翻译理论(陈福康 4$$"!

"#4#"王秉钦 "##%!"#49"廖七一 "#4#"张思洁 "##6"邵有学 "#49)% 本文使用话语一词!主要是考

虑它能充分包含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和多变!允许我们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扩展考察对象的范围

(Q?.+<?E<)L=C"##6"张佩瑶 "##9)% 翻译思想一般指的是著名翻译家的翻译观!很少用来描述普

通译者所表达的观点和认识% 这些东西零散随意!具有偶发性!其原发状态难以直接上升到体系

性的翻译思想或理论层面!因此常常被弃之不用% 这样做的后果!使得历史书写充满了名人名言!

好处是叙述线索看起来平滑完整!但这样的翻译思想史存在很大的不见(陈福康 "#4#"王秉钦

"#49)% 相比之下!翻译话语的灵活性可以将翻译思想史不太可能考虑的文本纳入自己的视野!比

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4$%" 4̂$'#)关于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和文化遗产的论述

就可以视为一段时期中译外翻译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是在中译外文学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结果% 自 4$%$ 年以来!从事

中国文学译介的发起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外国!结果形成了两套并行的翻译话语% 就中国方面而言!

中译外的翻译话语由于翻译实践的形式$对象和特点不同于外译中的翻译实践!结果形成了独特的翻

译话语形态和样貌% 大致来说!实践形式方面!中译外的翻译实践被纳入政府外宣机构的日常工作!

翻译采取集体合作的形式且规模庞大!组织方面更加集中$有序$高效% 对象选择方面!一方面强调作

品的经典性!一方面强调译介的及时性!将中国文学的最新动态介绍出去% 译介目的方面!中译外文

学翻译实践背后的文学外交思维十分突出!翻译中国文学主要不是为了批判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为了

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这些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

另一方面!外国主动引入中国文学的实践也产生了大量的翻译话语%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外国翻译中国文学主要为了了解中国!通过中国文学了解古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通过现当代文学!

捕捉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与精神心态% 当然!也不排除翻译是为了从中国文学或经典中汲

取古老而长青的中国智慧% 自中国在 "# 世纪 R#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外对中国当代

文学的翻译渐成热点% 文学之用趋向多元!翻译目的也从&了解'向&理解'深化% 虽然它离敲开西

方&古老而坚硬的心灵'(厄普代克语)还为时尚早!但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翻译话语值得我们给

予关注并展开对话% 比如杜博妮(Q@Y0LC?11"#44)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官方翻译的威权模

式以及民间翻译的礼物交换模式% 她提出的文学翻译的 &快乐原则' ( *1)?AL.)*.B=@B*1))

(Q@Y0LC?11"##R)和葛浩文的&我译故我在'的理念有着内在精神上的一致(季进 "##$)% 葛瑞汉

(b.?<?,4$6')在唐诗翻译基础上提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不能交给中国人去做% 他的观点在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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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批评和争论(潘文国 "##%)% 这些隐藏在文本之山的珠玉金石足以构成

一个富足的知识仓库!补充完整中国翻译话语被历史遮蔽的同样鲜活精彩的另一面%

可惜的是!无论是中国本土的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还是国外产生的中国文学翻译话语!均在

各自的翻译话语脉络中处于隐匿失声的尴尬状态!经历了&双重边缘化'(耿强 "#49?)%

中国现有的翻译理论体系中没有给它留有位置(董秋斯 4$'4"郭建中 "#4'"罗新璋 4$9%"谭载

喜 4$$$)% &案本5求信5神似5化境'(罗新璋 4$9%#4$"庞秀成 "#4#)为特点的自成一体的中国

翻译话语体系也几乎从未将目的语文化系统内的中译外翻译话语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刘建

珠$穆雷 "#4R"王宏印 "##&)%

二战后至今!西方翻译理论史很少关注中国文学翻译的情况% 除了鲁本1布劳尔(O.0>).

4$66)主编的+论翻译,收有方志彤(8@<B11)Ah?=C)谈中国古典作品翻译的问题!从西方几本影响很

大的翻译著作或翻译理论文集来看!很难找到和英汉互译相关的人物或思想( O?AA=)++"##""

g0-B=A0= "##""(+)B=).4$$9)% 唯一的例外是庞德% 他的翻译思想在劳伦斯1韦努蒂(/)=L+B"#4")

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以及牛津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历史读本,(Z)BAA-0.+XFIA+)B=AA0= "##6)

中占有特殊位置% 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个例% 整体来看!西方的中译外翻译话语并未参与到主流的

翻译话语之中!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目前!不少学者纷纷指出中译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潘文国("##R)认为!&外译中'和&中译

外'是相对不同的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在当前中译外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特别重视对中译外独

特规律的研究% 谢天振("#4R)和许钧("#4")也分别指出!建立在&译入翻译'上的译学理念很难有

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 张西平

("#46)也认为!基于语言和哲学思维的不同所形成的&中译西'和&西译中'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

践!认真总结中译外的实践!提炼&中译外'的理论是一个亟待努力的工作% 然而纵观国内外的研

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中译外翻译话语并未从学科自觉的高度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并不认为它

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令人遗憾的%

&2内涵与路径

话语体系或理论体系的形成始于对知识仓库的整理和发展脉络的建构% 可以这样说!中国本

无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有自罗新璋$王宏印等学者整理和建构始% 同理!中译外的翻译话语也必

须经过类似的这种知识整理$分析和建构!才能形成概念和体系% 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

工具!笔者认为最好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对象来考虑%

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研究应该包括历时和共时两个大的维度%

历时强调脉络!共时侧重比较% 具体而言!可以围绕以下四个中心展开研究#

&24 以行为者为中心)?C)=+N@)=+).)H*

这里借用社会学中的行为者的概念!指生产翻译话语的人和机构!而人又分为个体和群体%

翻译话语的生产者指的就是那些针对翻译而发表看法和主张的个人% 如果一定数量的个人构成

了可以辨识的具有某种特征的群体!则会形成群体的翻译话语% 机构指的是生产翻译话语的单位

或传播翻译话语的媒介%

个人翻译话语研究毋庸置疑是本研究的重点和基础% 它以单个的人为考察单位!研究的对象

至少包括翻译家$批评家$学者$编辑等等% 研究采取共时和历时两个视角!主要使用文本分析和阐

释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总结单个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或理论!或者横向比较中外翻译家翻译观的异

同% 比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坚守服务国家需要$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忠实翻译观% 葛浩文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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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协调员的身份采用跨语际重写的翻译策略% 奚密从中国现代诗歌英译所蕴含的审美要素

出发提炼出翻译&契合'论% 闵福德在与霍克斯合作翻译+红楼梦,时贯彻&创造性的再创作'的翻

译理念% 华兹生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坚持&艺术性$可读性与阐释性'相结合的翻译风格% 白

之在处理中国戏剧+牡丹亭,的唱词时采取&自由派散体译法'以保持节律对应% 陶忘机提出&引种

或高级园艺'翻译隐喻和等式平衡翻译理念% 欧阳祯强调的&译者就是演员'!需要开发译作的潜

力而寻求和培养不同的读者的思想% 马悦然倡导的译者多元身份观以及翻译必须重视&有意味的

语言形式'的思想等等%

目前已有的研究考察的范围包括国内的著名翻译家如杨宪益(邹广胜 "##R)$戴乃迭(付文慧

"#44)$许渊冲(江枫 "##4"郑海凌 "##")$沙博理(任东升 "#4')!海外的知名汉学家如葛浩文(孙

会军 "#46)$华兹生(林嘉新 "#4R)$杜博妮(覃江华$刘军平 "#4")$蓝诗玲(覃江华 "#4#)等% 有

的研究者会对比中外翻译家的翻译观!如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思想比较 (张曼 "##6"党争胜

"#4&)% 但这种横向的对比研究数量上仍不多见% 研究方法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学方法之

外!还可使用访谈或口述史方法% 它们常用于给当事人做现场采访的场合% 比如对一些著名翻译

家或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进行专访(潘佳宁 "#46"张汨 "#4$)!往往能重演历史!打捞细节% 不

得不指出!这方面挖掘的还远远不够!如来自外文局的唐笙和胡志挥!前面提到的方志彤和葛瑞

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翻译家殷张兰熙(3?=@IG=C)和奚密(QB@<)11)d)<)等等% 此外!一些著

名的批评家$学者$编辑等也会发表有关翻译的看法!如李欧梵$何谷理$宇文所安$厄普代克$金介

甫等人% 他们并非专门的翻译研究者!发表的观点也比较分散!需要整合性研究% 这一块构成了群

体翻译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群体翻译话语研究将焦点从个体身上拉开!以长焦镜头关注具有某种相似社会身份的群体上

面!考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表达的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观点和主张% 这样做的好处往往可以发

现更为宏观的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知识模型% 比如朱徽("##$)历时梳理了英美从事汉诗英译的翻

译家群体!分析了他们的翻译理论和思想% 朱振武等("#4R)集中展示了英美澳三国汉学家群体的

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不过两位作者在翻译话语的普遍性方面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这方面还有待

进一步的深化和提炼%

三类群体值得注意% 第一类是翻译$研究和评论兼有的学者% 有的从事翻译活动较多!有的则

以研究和评论为主% 目前的研究多以这一群体为对象!但缺乏整合性的共性分析!而从历时的角

度分析 4$%$ 年以来不同时代的汉学家在翻译话语方面表现出的某种脉络的研究则甚为少见% 有

的研究覆盖的时间段以 "# 世纪初期之前为主% 吴伏生("#4")的研究算得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典

范% 他对从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到庞德的汉诗英译传统做了历史的考辨与阐发!令人信服地分析

了汉诗英译的目的如何从征服中国到消除误解和取法中国的转变(吴伏生 "#4"#%&&)% 耿强

("#49-)从副文本的角度对 46 至 4$ 世纪古典汉诗英译最终形成的以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为代

表的三种翻译话语传统进行了历时的整体考察%

第二类群体纯粹以研究$评论或编辑为业% 他们或专攻中国文学!或带着其他学科的专业

背景!偶尔对中国文学翻译发表议论!或对某部作品表达阅读感受% 他们的这些评论随感看似

散漫!却有可能抒发&局外人'位置所带来的某种深刻洞见$偏见抑或不见!均具有文化症候上的

特殊意义% 比如英美文学著名批评家厄普代克对中国作家苏童作品的评论就具有重要的示范

性!很值得重视% 其实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国外权威书评家的重要作用(刘亚猛$朱纯深 "#4')!

但对翻译话语方面关注很少% 严格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原因一方面在于批评史料

难以搜寻!需要长期的挖掘和积累!另一方面如何透视话语所寄身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环境!并用

#$



适切的方法进行抽丝剥茧的阐发!也是一大困难所在% 对于批评史料!扩大检索范围或许能有

所发现!但有时候也不要忽略可能藏在眼皮底下日见而无视的材料% 实际上!中国文学译本的

封底就印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出版社经常邀请著名人士给译本题写简短的广告或推荐语!含有

对译本从质量到风格的评价!字数虽然不多!却是极佳的研究翻译话语的原料% 编辑群体也可

以成为研究的对象% 他们会在图书售卖的印刷广告或网站上打出一些推荐语!构成了中国翻译

话语的另一个有效来源% 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待人们精耕细作% 研究方法上可以考虑采用语料

库的关键词$搭配$语义韵等新的手段!如果能够结合文化症候分析法进行深度解剖!会使得研

究更加有层次感从而显得丰满充盈%

第三类群体是普通读者%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普通读者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形式表达对某

部作品的看法和意见!这些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翻译话语的宝贵资源% 比如国外的亚马逊和

b00H.)?HA网站上留有读者的海量评论!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学界已经有人对上述网站上的读

者快评进行了初步考察(刘立胜 "#4R"缪佳$余晓燕 "#4$"宁明 "#46"许宗瑞 "#4R)!但研究方法存

在明显不足!表现在分析的评论数量十分有限!以定性方法为主!优选例证进行讨论!研究结果具

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面对网络上留下的海量读者反馈痕迹!倒是可以采用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

法!其步骤是首先利用网络爬虫对数据进行穷尽式采集!然后使用 VI+<0= 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

3W;P对数据进行清理!最后可重点进行情感分析% 这样可以突破定性分析的局限!处理大规模数

据% 这是今后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途径%

机构或媒介的翻译话语研究指的是考察组织翻译活动的某个机构或媒体!研究它们所表现$

主张或支持的翻译话语% 本文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外文局!它在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有学者就外文局推出的&熊猫丛书'和+中国文学,杂志进行了历

时分析!对人们了解机构翻译的话语有了很大的推动(郑晔 "#4""吴自选 "#4""王燕 "#4'"耿强

"#4$)% 但这些研究对其他非英语的情况并无整体的考察% 一些媒介包括香港+译丛,杂志(葛文

峰 "#4%)$美国的+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姜智芹 "#4R)$网站&纸上共和国'(V?*).g)*L-1B@)(王祥

兵 "#4')和&武侠世界'(ZLcB?>0.1H)(万金 "#4R)!也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 除此之外!还可以扩

大研究的范围!将国外一些经常出版中国文学译本的出版社作为考察的对象!如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 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查阅有关的书面文件和档案等!揭开主导中

国文学翻译的潜在话语机制% 这应该是一个有着很大研究空间的领域!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可以通

过合作的方式展开%

&2" 以产品为中心)*.0HL@+5@)=+).)H*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文学翻译实践积累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译本库!各类副文本和

元文本中存有大量的翻译话语!给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本来源%

对这些话语的研究与译本译介史的研究比较接近!但后者关注的焦点并不单单在翻译话语上

面% 以+红楼梦,为例!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某个语种或某几个语种的译本所体现出来的翻译话

语!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有关+红楼梦,翻译的选本$方法$策略$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某种趋势性

的变化或不变% 这类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今后中国文学的翻译提供直接和有益的借鉴(江帆 "#4$)!

也能服务于国内的典籍翻译教学!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思路或参考% 比如关于中国文学

应该由谁来翻译的问题!我们可以统计某个时间段内某个或一批译本的译者身份!用图表的形式

直接呈现译者身份的变化!能更加直观地回答这个问题%

横向比较某个译本的翻译话语是另外一种思路% 这种研究能够凸显翻译话语的时代和地域

特征% 以唐诗英译为例!国外形成了从理雅各$韦利$庞德到当代的斯奈德$宇文所安$华兹生等为

4$



代表的一个以素体翻译韵体为主要特征的悠久的传统!而中国也形成了从林语堂$孙大雨$杨宪

益$丰华瞻$翁显良$许渊冲到张智中$王宏印$王东风和赵彦春等为代表的以韵译韵为主线的独立

传统% 双方翻译实践所坚持和采用的方法背后蕴藏着更为强大的关于翻译目的和手段的潜在话

语!它们在相互的比较中会见出各自的特色!都受到自身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影响% 有学者

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探讨中诗英译的理论(魏家海 "#4R)!但作者更多以概念为中心展开诗学比较!

并未突出历时的发展脉络和共时的翻译话语比较%

当上述研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从文类的角度!分别考察诗歌$小说$戏剧翻译话

语的特征$发展和演变% 这方面可以提出的问题有#文类翻译话语的内容和特征有哪些4 它们之间

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4 如果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哪些4 对于后面的问题!答案是显然的% 对

于诗歌翻译话语而言!诗歌的韵律$声音和形式问题至关重要"小说翻译话语侧重文化专有项的处

理即文化表征的忠实与否"戏剧翻译话语聚焦剧本的表演性和台词的演唱等等% 除了文类自身造

成了翻译话语的不同之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一个时期文学系统内部主流诗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

此消彼长!这些需要细致的辨析与阐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诗歌翻译话语研究无论是历时的脉络梳理还是共时的中外比较!都有不

少成果问世!但多集中在 "# 世纪之前"小说翻译话语研究方面多关注个体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或理

论!缺少从文类的角度审视历史之维的流变以及中西之间的异同"戏剧翻译话语研究方面!现有的

成果偏重戏剧译介史的研究路径(曹广涛 "#44"孟伟根 "#4R"赵征军 "#4')!会涉及一些翻译话语

的内容!但并不突出%

&2& 以事件为中心))J)=+N@)=+).)H*

以事件为中心指的是关注曾经发生过的有关中国文学翻译的有意义的事件% 这里的事件一

词有着当下和回溯两方面的含义% 有的翻译批评在刚刚发生的时空中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比如某批评家针对某部中国文学译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随即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回应甚至

是反批评!于是掀起不小的争论% 有的围绕中国文学译介这一现象展开理论争鸣!往往可以激发

更多的人参与!从而形成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翻译话语事件% 事件的现场总是热烈的!充满着观

点的交锋!背后表达的其实是不同参与者所持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翻译观念和话语立场% 解剖

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某种翻译史实产生之后很有可

能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时过境迁!当我们从特定角度进行回溯观察时!它们反而

会具有不同寻常的话语意义和价值%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 世纪 '# 5R# 年代!中国外文局通过+中

国文学,杂志和单行本译介了相当数量的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学作品!但基本上没有引起英

美国家的注意% 就在同一时期!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主动译介了中国的革命文学(OB.@< 4$6&"

F-0= 4$R'"Q)A).J)4$R#"(@0++4$6&)% 这一史实当时也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但如果将中西译介

行为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种忽略背后体现了某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和翻译话语有因

果关系!是值得挖掘的课题%

在本文所探讨的时间段里!有一些翻译话语事件和现象颇值得注意% 比如!"# 世纪 9# 年代欧

美批评界对&熊猫丛书'的集中评论和国内学术界(包括翻译界)对丛书的无视% &熊猫丛书'是

4$94 年外文局推出的旨在推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大型丛书!由杨宪益先生提议!具体工作放在

+中国文学,杂志社里进行% 杂志社 4$96 年更名为中国文学出版社% 这个丛书 "##R 年左右停刊!

前后坚持了近 &# 年% 丛书刚出版的 9# 年代!一部分译本引起了英语世界不少专业研究者的注意!

如李欧梵$何谷理$金介甫$魏登豪(G.)=)Z)++)=<?11)$林培瑞(V)..IWB=U)等人!关注的人群中间还

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人士!如美国女作家麦娜(Z?1).B)QB=).)$媒体批评家平斯基

"$



(Q?.U G2VB=AUI)等% 他们纷纷撰文给予介绍$批评$鼓励和支持!内容涉及选材$文学价值$翻译质

量$翻译方式$翻译策略等方面% 反观国内!在丛书发行的整个 9# 年代!几乎没有谁对这个丛书有

过特别的注意% 惟有寥寥的几笔记录!散落在作家回忆录$访谈$资料集$前言脚注或篇幅短小的文

章等处!让人知道有个叫&熊猫丛书'的出版物!至于它是干什么的!则了解甚少% 两方面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中国对丛书的忽视令人困惑不解% 更无法理解的是!丛书开始发行的时期正处于中国

昂首&走向世界'的热烈氛围中!这种忽略就更有一番意味在里面% 结合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界的情

况!一方面我们将翻译视为一种技巧性的语言转换!尚未具有足够和有效的话语来分析文学外译

这个独特的现象%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虽然呼吁走向世界!但其姿态毋宁说是虚心学习

西方!而不是将自己的经典译介给西方认识% 这里面当然有其他更为复杂的文化心态在里面!都

构成了翻译话语不应忽略的对象%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翻译批评事件% 一个围绕北岛诗歌的可译性$世界文学等问题而引

发的一场关于翻译的表征的争论"另一个是厄普代克对苏童和莫言小说英文版的批评引发的关于

文学译本批评的资格问题% 美国汉学家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以&什么是世界诗歌'为题批评了

北岛的诗歌!认为他的诗歌所使用的意象使其具有高度的可译性!从而顺利进入所谓的世界文学!

反而失去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4$$#)% 宇文所安的批评建立在有个本源的中国文化特质的基

础上!诗人的任务就是要忠实于这个源头% 如果从翻译的角度看!宇文所安坚持的实际上是原文

为中心的以及强调翻译的透明性表征能力的批评观% 这些话语早已遭到后殖民主义的清算!值得

反思% 同样!厄普代克作为美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知名批评家和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

如夏志清所言!举足轻重% 厄普代克不懂中文!完全从英美文学的立场表达和阐述自己的观点!认

为作品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并不符合欧美读者的阅读期待(\*HBU)"##')!而且他对翻译质量的

批评引来了谁更有资格对译作进行评价的争论% 这些争论如果深入挖掘!倒是可以引出一些值得

深思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中西批评语境有敏锐的把握!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史有清晰

的洞察!这样才能有所发现%

最后!围绕中国文学的主动外译!掀起了理论方面的争鸣!比如关于谁来译介$翻译哪些作品$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译介等问题!在最近十年内得到了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开始的时候!人们多

从翻译技巧$方法和策略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人也有资格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随后!谢

天振("#4%)等学者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即译介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文学外译不是简单

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文学译介$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除了要考虑翻译质量的好坏!还要考虑译

作的传播与接受问题% 译介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新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典

籍外译的研究和实践% 目前!人们从译介学的视角观察大中华文库这个国家机构赞助的大型翻译

项目!指出它遇到的问题更多和传播与接受有关(许多$许钧 "#4')% 此外!莫言摘得 "#4" 年的诺

贝尔文学奖也直接推动了国内译学界围绕文学外译展开广泛和深入的讨论!由于研究数量较多!

这里无法一一介绍% 总而言之!从历时的视角梳理以上的理论争鸣和翻译实践!可以清楚地展示

出国内翻译界在中国文学外译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深化!而这个深化最终体现在翻译话语上的进

步!即从毫不关注文学外译到秉持语言翻译观最后到提倡文化传播观的逐步深化%

&2% 以范畴为中心)@?+)C0.IN@)=+).)H*

第四个方面是以范畴为中心的翻译话语研究% 它研究的是翻译话语涉及哪些概念$议题$话

题$主题等方面!目的在于提炼一批可以作为关键词或术语使用的概念或具有高度凝练性的陈述

或表达% 一般而言!中译外翻译话语会出现有关翻译选材$译者资格$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翻译方

法$宏观策略$翻译过程$传播接受$翻译美学等范畴% 和这些范畴有关的翻译话语是可以挖掘$整

&$



理$提炼出一批具有独特内涵的关键词或术语的% 这方面的研究最好结合语料库的方法!具体可

以使用关键词$索引行$搭配分析等手段!检索出来一些具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语段形式!或者某个

阶段最常使用的高频词%

国内外部分学者已经围绕中译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翻译话语%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结合

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尤其是曾经在外文局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这段经历!提出中国外文局的对

外译介模式为威权模式!而 9# 年代同时期的民间翻译活动则采取了礼物交换模式!即中国作家通

过交换礼物!通过私人接触联系并委托国外译者翻译自己的作品% 这一人类学的翻译模式其实也

可以用来解释外文局的对外译介行为% 本文并不同意杜博妮提出的威权模式!而更倾向于将其视

为礼物赠予模式!即官方赞助的对外译介是将中国文学作为礼物赠予西方读者!并不要求立即得

到回报!但最终希望能通过文学礼物换来对方同情的理解和支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博妮曾

经提出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这比较符合葛浩文等不少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所怀的心

态% 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件带来无限乐趣的事情!而并非一种限时完成的任务% 如

果翻译无法带来快乐和乐趣!译者宁可不翻% 这种快乐原则实际表明译者和中国文学之间发生了

深度的情感认同!产生了亲和性%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中国文学目前仍然是一个需要目的语

阅读者或译者投入高度情感的事业!这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海外传播%

谢天振("#49)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同样值得关注% 译介学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文学

作品的翻译!关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意象的扭曲和变形等问题% 它注意到影响

翻译的因素主要来自目的语文化内部!因此指出接受方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才是影响甚至

是决定文学译介的决定性因素% 不可否认!译介学开始的时候并未明确阐述过中国文学外译的问

题!但它对文学传播规律的揭示同样也适用于中译外的情况% 基于译介学的观点!谢天振提出中

国文学译介必须采取本土化的译介策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归纳总结和反

思% 比如许渊冲(4$9%)兼顾汉外诗歌特点而倡导的&三美三似'论!潘文国("#4%)提出的文章学的

翻译理论!顾明栋(bL "#4%)倡导的读者型翻译理念%

%2结语

有什么样的翻译实践!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翻译话语% 自 4$%$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文学

在国内和国外的译介留下了一大批有关文学翻译的认识$陈述和知识% 它们如流沙坠简!散落在

五花八门的文本之中!构成了有关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的丰富的知识仓库% 令人遗憾的是!中译

外文学翻译话语一直处于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在中国本土的文学翻译话语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

意!在西方翻译话语系统中也无法发出响亮的声音% 因此亟需对之进行整理和加工% 本文认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译外文学翻译话语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分别围绕行为者$产品$事件和范畴展开共时的异同比较和历时的脉络化铺展% 就行为者而言!可

以使用文本分析$阐释学$社会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个人$群体和机构三类对象展开考察"就产品

而言!可以借助于语料库和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涉及单个作品或整个文类的翻译话语进行梳

理和辨析"以事件为中心!可以关注观点交锋和互动批评背后潜藏的有关翻译的价值预设!可以使

用症候分析法刺穿表层陈述从而抵达话语的硬核"而对范畴的关注则可以在前三方面研究的基础

上!辅助使用语料库的手段!归纳提炼翻译的关键词$术语和表述!以此服务于建构具有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的翻译话语体系%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的已经产生了较多的成

果!而更多的则留给我们一片沃土!等待有心人埋头开垦拓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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