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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在认知上却存在大片空白，因

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走出去”的尝试，然而效果甚微，也暴露出

了许多问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西方世界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同时其作品英译者葛

浩文的译作在国内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更是在文化翻译策略和译介模式选择等方面成功为“走出去”战

略提供了经验。本文将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基于葛浩文对于莫言小说英译本，分析其对于“走出去”

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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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played a quit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world lite-
rature, many foreigners still know little about it. Therefore, since the 1950s, China has made 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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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s of attempts to “going global”, but the effect is little and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Fortunately, since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the trans-
lation of literature. Meanwhile, as one of the main translators of Mo Yan’s works, Howard Goldblatt 
has provid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n what translating model should 
be chosen and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adapted. In this paper, problems that oc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global” and how to solve the translation ones based on Howard’s success 
will b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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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文学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曾多次向世界展示了本国文学一次次的不

懈尝试去走向世界，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汉学家 Sabina Knight (桑禀华)曾说过：“在美国，说

起中国作家，即便是高知人群大概率也只知道高行健和莫言”[1]。 
造成该战略失败的原因，笔者总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持有根深

蒂固的偏见，使得对这种边缘地位的改变更加困难[2]。二，西方文学系统内外部的各界人士把控了西

方读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进而使得不少外国书商将一些“中国禁书”、“作者是中国

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等标榜为卖点[2]。三，翻译策略的问题，中国对外译介传播主体自身，也不时

地、程度不同地、不自觉地深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3]。四，文学译介模式的选择不理

想。五，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占欧美市场的比例极低，数十年来，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 166
种[4]。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汉学家葛浩文闯入大众视野，他的翻译观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饱受争议，但莫言的成功为他做了最强有力的背书。他认为翻译是忠实与创造

之间的妥协，要巧妙运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此外，他与妻子的合译，也印证了外国汉学家与国内

译员之间共同合作的这种译介模式前途是光明的。 
本文将主要针对“走出去”中的三个翻译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结合葛浩文式“走出去”的成功经

验，分析其带给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启示与经验。 

2.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困难 

由于中文小说在西方流行度并不高，因此其影响力及文学地位甚至不及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国文学。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种新论调，一旦国家综合实力到达一定水平，

我们的文学就会自己“走出去”了。然而根据魏清光的调查，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的八年

与之前的八年相比，“走出去”的文学图书数量仅增加 19 种，而且外语语种还减少了一种。从 1980 年

至 1989 年，我国对外译介 1225 种文学作品，涉及 33 种外语，在图书总量和外语语种方面都超过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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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的所取得的成果[5]。这些数据都清晰的诉说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惨淡成果，

且与国力的提升关系并不明显。本章将详细阐述前文五个“走出去”失败的原因中的三条翻译方面的问

题：译者译介模式、翻译策略以及题材选择。 

2.1. 译者译介模式 

自中国文学“走出去”以来，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存在着三种译介模式。 
第一种是中国译者的译介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一些国内学者尝试将中国诗词以及

小说对外翻译，譬如陈季同就曾将李白、杜甫等人的诗译成法文，现代翻译大家杨宪益所译的《红楼梦》

更是广受国内各路人士的好评。由此可见，译文的影响力是检验翻译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如图 1
所示[6]，杨戴夫妻二人的英译本在全球馆藏与重印的次数并不多。由此不难发现，因为缺乏对外国读者

阅读习惯和文学市场的了解，哪怕对于文学创作功底深厚的国内译员来说，也很难得到外国读者的认可。 
 

 
Figure 1. Information of Yang and Dai’s translation in OCLC Worldcat thematic database 
图 1. 杨戴译本在 OCLC Worldcat 专题数据库中译本整理信息 

 

第二种是中国政府译介模式。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里程碑式代表作，《中国文学》杂志

以及《熊猫丛书》，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语母语国家的传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就能够说明在政府

官方扶持下的这种译介模式的不足之处。首先，以《熊猫丛书》为例，其主流传播途径为美国的各个大

学图书馆，据调查，该系列丛书并未在面对大众的图书市场上，譬如连锁书店中出现。由此可知，该系

列丛书更多的是去面向对中国问题研究感兴趣的校园人群或学者这类群体。其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对丛书进行尖锐的批判成为了主流声音，他们着重评价了故事选材、文学价值和翻

译质量这三个方面。而外文出版社在针对宣传中国文化所主打的一系列译本诸如《熊猫丛书》等册本，

选择使用的是“集体翻译”的翻译方式，相较于保证质量更注重数量的产出，且英文译文的风格较为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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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有些索然无味。也正因此，读者在阅读内容后会发现译文中的文学性甚是不高。 
第三种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外国汉学家与国内译员共同合作的译介模式。对于中文作品的外译本来说，

其读者主要源于非中文地区的外籍人士，而外国汉学家不仅了解中国文学和还懂得外国读者的阅读需求

及习惯，两点优势的叠加使得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从源语言向目标语转化中造成的信息缺失、

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且更能关注到文学翻译承担了各国人民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活动所具备的独

到价值与特殊意义。 

2.2. 归化与异化 

译者在翻译这一行为下所面向的“翻译策略选择”这一方面，译者有两种选择，即异化或归化。译

者应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要素以及文化传播过程予以动态分析和考察，着力提升文化外译话语表达

方式，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尽可能减少跨文化传播中对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的“误读”[7]。
如果我们对中外文学翻译传统以及中外文学译介史有最基础的认知的话，那种关注译入语读者“是否可

以接受该译文”、减少译入语国家的受众与译本心理隔阂的“本土化”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实乃文学传

播与接受环节之首选。即，译者需用读者听得懂、看得乐的语言来讲述本国故事。 
然而，就是这条跨文化传播中的最普遍规律，却被很多人作为叱责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谄媚逢

迎”的说辞与理由。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孤注一掷地走在一条“四下荒凉”的“异化翻译”的羊肠小

道上抱着“忠实原文”、“充分性”的美好愿景，致力于传播“地道”的“中国文化”，更有甚者，还

主张应该采用“较为国际性的、带有汉语痕迹的、且包含中国文化和语言表达特色的中式英语”来推广

中国文化。事实却是，长此以往，也许我们离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央，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 

2.3. 题材选择 

西方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家、书评者、教师、译者等)、文学系统内外部的

各类赞助人(政府首脑、出版商、媒体、学术期刊、教育机构等)，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权力势

差、文化失衡等各种因素之间的权力游戏与权力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兴趣。因此，海外出版社在想要去进行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时，总是青睐那些因政治题材、

灾难叙事或者性爱题材而成为“禁书”的作品[8]，而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正中他们下怀。 
中国文学由于上述原因沦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资本，也正因为如此，莫言 2012 年凭借《蛙》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了一些诟病。有些人认为书中揭示的计划生育黑暗面符合西方国家一贯抹黑中国

政策作风，因此莫言才能获奖。这种想法无疑混淆了“翻译中国”和“翻译中国文学”这两个概念，深

受西方世界“文学洗脑”的荼毒。由于对于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学题材选择的偏向性，导致西方世界对

于中国的翻译，更是在翻译“中国”而非“中国文学”，这也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质被严重忽

视。 

2.4. 其他问题 

除了引言中总结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方面，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缺缺。在西方媒体和政客的长期洗脑下，不少国外读者

们认为中国文学充其量是中国政治宣传的附庸，由此造成了抵触心理。对于那些向外宣传、传播的翻译

作品，我们最希望的不外乎拥有更大的读者群体，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故事。如果走出国门的译作们无

人问津，毫无吸引力，那么哪怕是迈出国了，也走不进国外的主流市场，也更加没有办法深入外国读者

心坎里，那么中国文学的对外的宣传和传播也就丧失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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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文化外译平台和栏目的策划缺乏新意，话语表述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存在着概念化、

程式化等倾向，缺乏故事性和情感共鸣，使得优秀传统文化难以走进国外受众的内心[7]。然而，即便中

国文学作品正在不断向好，但是在西方世界中，以美国为例，翻译出来的作品在总出版图书中的占比很

小很小，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左右[8]，而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更是这个极小的数据中又一极小的部分。在

美国，一年内被翻译并出版的成英语的中文小说左不过十几本[4]。 
另一方面，除了例如外文出版社这样官方组织的翻译版本之外，还有诸如葛浩文这样非官方的对外

译本，中国文学在对外国传播方面，议员很多在“为爱发电”，十分极度的缺乏基本的运行资金。葛浩

文曾坦言，他是因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而译，因此在选择想要翻译的作品时大可不会考虑图书市

场的需求，然而，出版商却不得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基于市场调查以及读者心理的考量，所以在他出版

的这些译文作品中，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葛浩文自己先选择去翻译了部分内容，接着就向出版商毛遂

自荐，直到出版社同意合作后，再着手去完成剩余的需要翻译的部分。第二种情况，出版商在选择一些

作品时会主动请求葛浩文合作。再一种情况就是，葛浩文主动向一些基金会提交申请，取得赞助以完成

翻译。值得关注的是，截止现在，葛自己的赞助，仍然没有来自内地的，却有不少来自中国台湾以及美

国，这一点也令人玩味，值得大陆内地各基金会深思。 

3. 葛译本对“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3.1. 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葛浩文曾这样概述过他的翻译思想：翻出作家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家说的。

这一翻译哲学也体现了他在翻译过程中，即要重新调整原作，也就是要去改写。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贵在

清晰和精准，重中之重是他能够成功捕捉并保留原作的精髓和风韵。尤其是在小说的开头阶段，葛浩文

的英文译本读起来甚至比原作者写的开头还要好。实际上，以上评价是我们能对译者所表现的出色英语

文风的最高的致敬。 
结合 2014 年年底发表于 Translation Review 上葛浩文的国外访谈，香港大学的陆宣鸣根据这次访谈

就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总结：1) 译者没有必要对于原作作者说的东西全部接纳；2) 当一些翻译，尤

其是戏曲翻译，在词义、句义以及中心思想与戏曲韵律、与听觉享受相冲突时，译者宁愿丢弃词句的意

义以保留曲调，也不可舍弃曲调，否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3) 由于英语汉语差别十分大，中文更容易掌

握的韵律对于英语来说就变得相当有难度，因此在翻译时不可避免地做出取舍，译文需获得足够的内容

含义使得读者能够明了；4) 翻译会涉及到语域、语体的相互转换，使用译者首要考虑的是读者他们的语

域、语体；5) 要关注到读者对于译文的期待同时还要预测读者的大致反应；6) 译者需要了解到：读者对

于译文的结构和内容上异化的接受能力；7) 做翻译时不能照本宣书、过度的理论化；8) 文学作品的译作

应保证原作读者的接受程度与译作读者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于作品的反应也应当相同[9]。 
《蛙》的获奖，《红高粱家族》在西方世界的大热，《天堂蒜薹之歌》的与原作者合作的成功模式

等等，无不诉说着葛浩文作为译者的成功，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翻译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经验。 

3.2. 译介模式的选择 

对于中文作品的外译本来说，其读者主要源于非中文地区的外籍人士，而外国汉学家不仅了解中国

文学和还懂得外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及习惯，两点优势的叠加使得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源语言向目

标语言转变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信息流失、变形、增补、拓展等问题，并且更能促使双方语言的读者关注

到文学翻译作品能够为两国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别具一格价值与独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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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外译过程中，作为文化翻译与传播的话语生产主体，译者所面对的是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语境

乃至全球文化语境，涉及各类复杂、迥异的文化要素，诸如文化关系、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差异等[7]。
因此，最好的翻译是译者用自己的母语译入的，而不是选择去从母语译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没有例

外的。现实是，许多比较语言学家认为翻译人员应将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只有在找不到本国翻译人

员时，下下之策才会选择去使用第二语言来进行翻译。实际上，考虑到双语的转换及其传播等各个方面

因素，外国汉学家译者们着实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战略目标最适合的译者人群；此外，立足于“译

文准确性”、“译文可读性”以及“译文可接受性”的这种“归化式译法”也需要引起翻译这一大行业

的共鸣。有部分学者提出这样的想法，我们要先使用“归化式译法”促使中国文学的译本夺取国外读者

的眼球，踏入他们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让他们先了解我们的文化与中文的思维方式，先

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打好文化对外输出的基础，然后再谈进一步的去考虑我们应答如何影响甚至改

造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等等后续这些宏观上的问题。 

3.3. 翻译策略的选择 

葛浩文改译最多的作品莫过于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了。他在翻译时直接把莫言撰写的结尾改成

了截然相反的结局，甚至还提出意见，让莫言重新修订倒数第二章，并重写最后一章。葛浩文也曾给出

过解释：“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是一个满怀怒火的故事，但有些虎头蛇尾。我将编辑的话转告给了

莫言的十天后，他送来了全然不同的结尾，我翻译了两天时间，然后发送给了编辑，最后的结果人人都

很满意。并且这之后再发行的中文版也都使用了新结局。”[10]这件轶事可以说是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合作

的一次生动例证，也绝不算葛浩文自说自话的修改。 

4. 结语 

葛浩文的对莫言小说的译作为解决部分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出现的翻译问题提供了思路，他

在翻译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走出去”过程中其他问题的一手经验，让中国文学界更直

观地感受到了战略实施的不足之处。 
针对前文所述这些问题，中国官方应当尽快培育出适宜文化外宣的土壤，对于国内学者所呼吁的“汉

学家工作坊”之类的项目，也应尽快启动。对于真正热爱并想要深耕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和外国学

者这类群体，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去资助。同时要关注到并培养青年一代学者与翻译家，将中国文化翻译

传播事业年轻化。与此同时，还需注意在新技术背景下的出版业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新变化，以及在该发

展背景下读者们电子阅读的新特点，并深刻讨论如何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适当、适时、适

宜调整我们文学外译与传播的方向与战略。 
此外，如何在强势文化面前摆正心态，使弱势文化走出封闭圈，真正的做到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学

“走出去”进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症结性问题。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逾越，注定了中国文学走出

去是一桩“日积月累、和风细雨”的工作[11]。 
本文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选择以及英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参考意义。中国文学

能否真正“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过去几十年问

题层出不穷，但总有新希望出现。事物发展总是螺旋上升的，只要认真总结问题，借鉴成功的典范，总

结归纳成功“走出去”的要素，为以后更多文化“走出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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