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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ture works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writer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hinese lite-
rature, reflecting the richn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the whole wor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t is a must to introduce the literature works of minority 
writers to the world and show the richness and breadth of China, a multi-ethnic and unified coun-
try. However, 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writers’ 
works in Japan? What are these translated works? What are the ways of its dissemination and 
what challenges does it face?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round these questi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related reflec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exporting” of contemporary lite-
rature works of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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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所以，要想使全世界

了解中国，就必须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介绍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丰富与广阔。

那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状况如何？译介的作品有哪些？其输出的途径是什么以及其

面对的挑战又是什么？本文将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相关方面的思考。以此推动当代少数民

族作家文学“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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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1]。
因此，若想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让全世界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多元

文化，就很有必要将少数民族文化准确有效地传播出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动地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

历史、精神审美，表达了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社会理想[2]。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能将各族人

民的生活、情感、理想等有效地传达给世人，反映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精神气质及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

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工作刻不容缓。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研究成果有各类专著、论文以及研讨会

等。早在 1980 年，日本就有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倒四人帮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该学者便是

日本鸟根大学法文部教授西胁隆夫。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创办了刊登有许多介绍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作家作品的杂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3]。1989 年，日本“未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

学选》一书，书中共收录了七个少数民族，八位作家的十一篇作品[4]。同年，牧田英二也出版了一本名

为《中国边境文学：少数民族作家与作品》的专著。在日本，其是最先系统地评介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

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专著[5]。 
尽管如此，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不胜枚举，所以这些成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多方

努力。将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出去。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译

介情况进行梳理，针对其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对策，以此推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走

出去”，让世界了解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2.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情况 

为了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出版情况有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笔者通过日本国立国

会图书馆进行检索。但据笔者收集资料可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并未收录所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

的日译本，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虽然被翻译成了日语，但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未能检索出来。如长期

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牧田英二教授曾出版了《中国边境的文学》一书，该书一共介绍了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20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范露，王晓梅 
 

 

DOI: 10.12677/ml.2019.72013 102 现代语言学 
 

国 25 个少数民族的 32 位当代有名的作家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6] [7]。 
随后，将扎西达娃的 7 篇短篇小说与藏族作家色波的 4 篇短篇小说翻译成日语，并作为译作出版，

书名为《风马之耀》。该书的出版让日本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两位藏族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笔者通过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输入作家名字进行检索，发现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

刊登在杂志上。如牧田英二教授将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译为《トプターリ》，将《白杜

鹃》译为《白ツツジ》刊登在《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本杂志上，小说家边玲玲的这两部作品均属于典

型的“寻根文学”；牧田英二也翻译了满族作家赵大年的作品《西三旗》，同样也是刊登在《季刊中国

现代小说》这一杂志中。 
由于文学作品刊登在杂志中，不能直观的找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本，这便成了资料收集的一

大难点。但尽管如此，为了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日译情况进行更为详尽的把握，笔者尝试

了各种搜集方式，尽可能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的出版情况进行列表综述(表 1)，列表中不仅仅

包含发行的单行本，也包含发表在刊行物中的作品。此外，本文将既属于现代也属于当代的少数民族作

家(如：老舍、牛汉)列入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行列。 
 
Table 1. List of Chinese to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Writers’ Literature Works (List sorted by ethnicity) 
表 1.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情况统计列表(列表按照民族进行排序) 

民族 作家 作品 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月 

白族 张长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最後の菩提樹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佤族 董秀英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アワ山の嵐の夜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朝鲜族 金仁顺 中国新鋭作家短編小説選：トラジ 水野衛子 勉誠出版 2012 

卑南族 巴代 
タマラカウ物語 下(戦士マテル) 魚住悦子 草風館 2012 

タマラカウ物語 上(女巫ディーグワン) 魚住悦子 草風館 2012 

壮族 
肖甘牛 月からきたトウヤーヤ 君島久子 岩波書店 2017 

韦其麟 牧牛人 陣ノ内宜男 桜楓社 1966 

苗族 

吴雪恼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牡豚の架けた喜びの橋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乐黛云 チャイナ・オデッセイ： 
激動と迫害の嵐を生き抜いて 下 丸山昇 岩波書店 1995 

土家族 

蔡测海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8)(44)：黒い手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8 

彭学明 八月の瓜(バーユエ・グワ)：母へ 立松昇一， 
舟山優士 春風社 2017 

蒙古族 

玛拉沁夫 
ひなっ子：最新中国短篇小説集：首のこぶ 永田耕作 朝陽出版社 1984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6)：愛--夏の夜に燃焼す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8 

郭雪波 
砂漠の物語 松瀬七織 福音館書店 2001 

海じいさまと雪オオカミ 水上平吉 不明 2006 

牛汉 火鍋子 67 号：半分裂けた樹木ほか 秋吉久喜夫 翠書房 2006 

彝族 李乔 

台湾現代小説選 III 三本足の馬：小説 松永正義 研文出版 1985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6 バナナボート 
―台湾文学への招待：密告者 山口守 JICC 出版局 1991 

台湾原住民小説選―非情の山地：パスタアイ考 呉薫・山本

真知子 田畑書店 1992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2013


范露，王晓梅 
 

 

DOI: 10.12677/ml.2019.72013 103 现代语言学 
 

Continued 

 
 

新しい台湾の文学 3 客家の女たち：母親 三木直大 国書刊行会 2002 

新しい台湾の文学 3 客家の女たち：山の女 三木直大 国書刊行会 2002 

新しい台湾の文学 8：寒夜  三木直大， 
明田川聡士 国書刊行会 2005 

新しい台湾の文学 8：寒夜  三木直大， 
明田川聡士 研文出版 2014 

曠野にひとり：李喬短篇集 三木直大， 
明田川聡士 研文出版 2014 

吉狄马加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渡辺新一 思潮社 2019 

藏族 

阿来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21)：松茸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2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20)：魚 牧田英二 蒼蒼社 2001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23)：アクトンパ 牧田英二 蒼蒼社 2002 

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 西海枝裕美， 
西海枝美和 近代文芸社 2004 

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 山口守 勉誠出版 2012 

色波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16)：円形の日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円形の日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ここから船に乗る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幻鳴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竹笛、啜り泣き、そして夢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扎西达娃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星のない夜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7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5：古い館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8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江の向こう岸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ラサへの路で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9：世紀の招き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9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酒売りの少女ナゼン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ユリイカ：ラサへの道にて 池上貞子 青土社 1989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14)：夏の酸っぱい日々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0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星のない夜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古い館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世紀の招き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ラサへの道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風馬の耀き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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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 
―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巡礼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8 風馬の輝き―新しいチベ

ット文学：チベット、皮紐の結び目につながれた魂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26)：冥 牧田英二 蒼蒼社 2003 

扎西达

娃、色波 風馬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 牧田英二 JICC 出版局 1991 

鄂温 
克族 乌热尔图 

ある猟師の願い 西脇隆夫 島根大学中国

文学研究室 1983 

早稲田文学 [第 8 次] 復刊(107)： 
エヴェンキ族猟師の息子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85 

早稲田文学 [第 8 次] 復刊(107)：エヴェンキの作家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出

版部 1985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7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3 特集東北・内モンゴル： 
琥珀色の篝火 梶田理絵他 島根大学中国

文学研究室 1988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緑のじゅうたんの川岸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3 特集東北・内モンゴル：愛 不明 島根大学中国

文学研究室 1989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23)：雪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2 

新しい中国文学 4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老人と鹿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朝まだきに火がたちのぼる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胎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七叉角の雄鹿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露のしたたる朝まだき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クーポ川を越える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静かに待つ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マーロよ、マーロ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新しい中国文学 2 琥珀色のかがり火： 
ウオクとシンピーク 牧田英二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3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28)： 
わしを川に流してくれ--＜小説二題＞の二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4 

满族 
满族 

李惠文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のろまの姉さん 川口孝夫 未来社 1989 

王兴东 大草原に還る日 李珍 日本放送出版

協会 1997 

朱秀海 喬家大院(上 中 下) 阿部敦子 アドウィ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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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 新中国小説集：科爾沁旗草原 魚返善雄 
訳編 目黒書店 2010 

劳马 海のむこうの狂想曲： 
らおまぁショートショートコレクション 谷川毅 城西国際大学

出版会 2014 

边玲玲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8)：白ツツジ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89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6)(42)：トプターリ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8 

叶广芩 

貴門胤裔 吉田富夫 中央公論新社 2002 

青木川伝奇 福地桂子，奥脇

みち子，田葳 中国書店 2016 

赵大年 

ひなっ子―最新中国短篇小説集： 
アンズ村のニュース 

永田耕作 
編訳 朝陽出版社 1984 

ひなっ子―最新中国短篇小説集：農園の大将 永田耕作 
編訳 朝陽出版社 1984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西三旗 牧田英二 蒼蒼社 1991 

老舍 

四世同堂 第 1 部 上巻 (惶惑 上巻) 鈴木択郎 等 月曜書房 1951 

四世同堂 第 1 部 下巻 (惶惑 下巻) 鈴木択郎 等 月曜書房 1951 

四世同堂 第 2 部 上巻 (偸生 上巻) 鈴木択郎 等 月曜書房 1951 

四世同堂 第 2 部 下巻 (偸生 下巻) 鈴木択郎 等 月曜書房 1951 

四世同堂第 3 部(飢荒) 鈴木択郎 等 月曜書房 1952 

ちやお・つうゆえ 奥野信太郎 筑摩書房 1952 

離婚 竹中伸 山根書店 1952 

駱駝祥子  竹中伸 新潮社 1952 

竜鬚溝 (てすぴす叢書；第 16) 中沢信三 未来社 1953 

ろん・しゆい・ごう(竜鬚溝)：戯曲 (現代国民選書) 黎波 創元社 1953 

四世同堂 第 1 部 第 1 (惶惑 第 1) 鈴木択郎 等 角川書店 1953 

牛天賜物語 竹中伸 筑摩書房 1953 

東海巴山集：小説 千田九一 岩波書店 1953 

張さんの哲学 竹中伸 筑摩書房 1953 

四世同堂 第 1 部 第 2 (惶惑 第 2)  鈴木択郎 等 角川書店 1954 

春華秋実 (中国文学選書) 黎波 弘道館 1954 

四世同堂 第 2 部 第 1 鈴木択郎 等 角川書店 1955 

竜鬚溝：三幕劇 (江南書院訳註双書；第 11) 鳥居久靖， 
太田辰夫  江南書院 1957 

四世同堂 第 2 部 第 2 鈴木択郎 等 角川書店 1958 

四世同堂 第 3 部 鈴木択郎 等 角川書店 1958 

駱駝のシャンヅ (角川文庫) 飯塚朗 角川書店 1961 

猫城記  稲葉昭二 サンリオ 1980 

茶館 沢山晴三郎 大学書林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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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河出世界文学全集 第 21 巻：駱駝祥子 市川宏， 
杉本達夫 

河出書房 
新社 1989 

駱駝祥子 中山高志 白帝社 1991 

柳家の長屋 石田達系雄 文芸 
タイムス社 1995 

幻影 石田達系雄 文芸 
タイムス社 1995 

老境のロマンス 石田達系雄 文芸 
タイムス社 1995 

三日月 石田達系雄 文芸 
タイムス社 1995 

老舎の主な歩み 石田達系雄 文芸 
タイムス社 1995 

老舎幽黙詩文集 老舎を読む会 叢文社 1999 

張さんの哲学：近代中国庶民達のフィロソフィー 呉綿季， 
石川正人 武田書店 2002 

舒乙 

図書 (437)：老舎物語(上) 不明 岩波書店 1986 

図書 (438)：老舎物語(中) 不明 岩波書店 1986 

図書 (439)：老舎物語(下) 不明 岩波書店 1986 

北京の父老舎 中島晋 作品社 1988 

文豪老舎の生涯：義和団運動に生まれ、文革に死

す (中公新書) 林芳 中央公論社 1995 

老舎生涯の難関 林芳 中央公論社 1995 

老舎最後の二日 林芳 中央公論社 1995 

老舎の趣味 林芳 中央公論社 1995 

思い出の星屑 林芳 中央公論社 1995 

回族 

郭风 
人形しばい 片桐園 小峰書店 1995 

菜の花のお話 片桐園 小峰書店 1995 

陈村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34)：一日 飯塚容 蒼蒼社 1995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36)：死 飯塚容 蒼蒼社 1996 

石舒清 
賀家堡・塀を作る  水野衛子 トランス 

ビュー 2010 

西海固の人々：中国最貧地区に住む回族の暮らし 徳間佳信 勉誠出版 2014 

张承志 

モンゴル大草原遊牧誌―内蒙古自治区で暮した 4 年 梅村坦 朝日新聞社 1986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1：綠夜 岸陽子 蒼蒼社 1987 

紅衛兵の時代 小島晋治， 
田所竹彦 岩波書店 1992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23：晩潮 近藤直子 蒼蒼社 1992 

殉教の中国イスラム―神秘主義教団 
ジャフリーヤの歴史 梅村坦 亜紀書房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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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新しい中国文学 4 黒駿馬：綠夜 岸陽子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4 

新しい中国文学 4 黒駿馬：黒駿馬 岸陽子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4 

新しい中国文学 4 黒駿馬：三叉戈壁 岸陽子 早稲田大学 
出版部 1994 

北方の河 磯部祐子 露満堂 1997 

墨濃けれども語れず 嘉瀬達男 『藍・Blue』文
学会 2001 

正午のカシュガル 嘉瀬達男 『藍・Blue』文
学会 2002 

二十八年のエジ 村田進 『藍・Blue』文
学会 2002 

 
由表 1 可知，有 14 个少数民族 34 位作家的 143 篇作品被翻译成了日语，且译文出版时间多集中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合计 90 篇，占全部译文的 63%，这表明日本在这期间掀起了一股少数民族作家作

品翻译的热潮。列表中一些作品的日文版有多个版本，如牧田英二、川口孝夫与梶田理絵他三位译者先

后翻译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这一作品，并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满族作家老

舍的《骆驼祥子》均被飯塚朗、 中山高志与竹中伸这三位译者先后翻译过，同样也是由不同的出版社进

行出版发行。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9 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现有 3500 多人，而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

数民族会员早在2012年就已超过了5000人，所以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现在应是一个更为可观的数字[8]。
有些民族仅仅只有一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被译为日语(如朝鲜族、佤族、卑南族、壮族、白族、苗族、

土家族、蒙古族)，且就算该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被译为日语了，其数量是少之又少。如彝族作家吉狄马

加除了《身份》这一作品外，还创作了《一个彝人的梦想》、《初恋的歌》、《吉狄马加诗歌选集》、

《秋天的眼》等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却仅有一部作品被译为日语。大部分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作家作品的日译现状也是如此，作品虽多，却很少被译为日语。由此可知，作品被译为日语的中国当

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远远是不够的。再者，作品被译为日语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主要集中在藏族和满

族这两个少数民族中。藏族作家主要是阿来、扎西达娃与色波这三位作家，而满族作家作品译作较多的

则是老舍和舒乙这两位作家。为使外界了解我国丰富多彩的各族文化特色，今后的译介工作还应扩大作

家的族别种类范围，尽可能将各族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出去， 
其次，从译者身份来看，大部分译者为日本汉学家。其中最为突出的译者要属牧田英二先生了。正

如前面所述，牧田英二先生长期都在关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动向，同时也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研究

成果。据表 1 可知，牧田英二先生翻译了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和色波的作品，土家族作家蔡测海、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及满族作家边玲玲、赵大年等五个少数民族八位作家的

40 篇作品，且均是刊登在日本本土的苍苍社这一刊物上。据笔者查阅资料可知，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

品有兴趣的日本汉学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山口守与

牧田英二这两位教授。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本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偶

然性，这也许是造成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一直未被翻译成日语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把这种偶

然性变成必然性也将是今后我国推进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走出去”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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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爱好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本汉学家的确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日本市场，让更多的日

本读者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加深对我国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者，由表 1 可以看出，有些作家作品的翻译有专门的译者。如列表中卑南族作家巴代的作品均是

由鱼住悦子翻译的；回族作家陈村的作品均是由飯塚容翻译的；满族作家边玲玲的作品均是由牧田英二

先生翻译的。结合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著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某些译者会选择特定的某一作家作品进行翻

译。如此一来，特定的翻译家在翻译特定的作家的作品时较之于其他的翻译者来说，翻译质量更高，译

本更能正确的、有效的传达原文的信息与内涵。译者也会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结合受众者的心理，将

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传达给受众读者。从这一方面来看，此种翻译模式是值得推崇的。 
最后，从出版社来看，143 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多由苍苍社、早稻田大学出版社、JICC 出

版局和未来社出版。其中刊登在苍苍社这一刊物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文有 21 篇，早稻田大学出版

部有 15 篇，JICC 出版局有 14 篇，未来社有 10 篇。占比情况依次为：15%、10%、10%、7%。对以上四

家刊物进行进一步剖析可以看出，未来社发行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均是由川口孝夫翻译的。四

家刊物共发行了 60 篇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除未来社这一刊物外，其他三家刊物均刊载了由汉学

家牧田英二所翻译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译文，共计 42 篇，占总译文的 2/3 以上。该数据结果表明：一

方面，牧田英二先生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日本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对日

传播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海外出版社多会选择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翻译领域造诣高的日本

汉学家的译文进行发行，尤其是长期关注并致力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日本汉学家。 

3.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译介与传播的几点思考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提升我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从上述我国少数民族作

家作品日译本出版情况列表可知，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还有待加强。以下是

笔者基于表 1 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在日译介与传播提出的几点思考。 

3.1. 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

的日译本数量还有待提升。再者，由表 1 可知，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刊登在杂志上的方式进行传播

的，此种传播方式较为零散。这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至今还未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一

些高质量、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并未被翻译成日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日本对我国的

认知。因此，一定要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

建立一套完备的体系。此外，多数人认为翻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比较容易，但事实却不然。

如藏族作家阿来，其母藏族人，其父是回族人，而他自己生活在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区，特殊的家庭环

境与生活环境造就了既懂藏语也懂汉语[9]。因此，阿来的小说多是用汉语而非藏语书写的。但尽管如此，

《空山》的译者山口守教授也会因作品中藏区所特有的物品翻译向阿来进行确认。由此表明，即便是著

名的日本汉学家在翻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时，也会存在一定的翻译瓶颈。与此相对，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编写而成的少数民族作品，将其翻译成日语更是难上加难。那么，对于这部分用少数

民族语言书写而成的文学作品应采取何种翻译态度呢？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谈及到自己作品外译本比较少时曾说：“越是不翻译，越是译者不了解你，越

是不了解你，就越是不被翻译”[10]。由此可知，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不翻译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是

导致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即便很有价值也没有日译本的原因所在。不得不说我国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作品尤其对使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作品的不翻译、怕翻译是造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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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我们不得不提高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度，要看清中国文学与少

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因此，对于难以翻译的少数民族

作品，要尝试着去翻译。切勿采取不翻译的态度，以至于形成一种翻译的恶性循环。 

3.2. 加强多语人才的培养 

我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充满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其地域色彩更加的

浓厚。如上述提到有名的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在翻译阿来作品时，也常常会因为一些词汇而发愁。那么，

对于那些用少数民族语言书写而成的文学作品，能否被有效地翻译并受到目的语读者的青睐呢？这就关

乎到译者的翻译水平了。长期以来，我国就缺乏既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又精通外语的双语翻译人才[11] [12]。
所以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中，很少出现译者直接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外语的情况，

大多是先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再将汉语翻译为外语，实际上这属于二度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本独特的语言特点与想要传达给受众读者的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否能准

确有效地展现出来呢？这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对于用少数民族语言母语来书写的文学作品来说，精通源

语与目的语的人是最合适的翻译者。因为翻译并不是单纯地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

要将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准确有效地传达给读者。笔者经查阅资料可知，尽管有很多当代少数民族作家

的作品很优秀，但由于日本学者对其比较陌生，而且像阿来这样能与自己的译者开展对话的少数民族作

家更是凤毛麟角[9]。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译者翻译少数民族作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且仅仅依靠日本汉学

家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中国本土翻译人才的培养，

培养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多语人才，通过翻译的方法提升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

树立海外形象，向世界展现我国少数民族自身多姿多彩的风貌。 

3.3. 利用多元化渠道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海外市场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想要在海外市场有一席之地，切不能忽略对其进行大力推广。虽说我国少数民

族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状却是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关注度还不够高[8]。想要

世界了解完整的中华文化，就必须健全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环节的大力支持，增加相关资助项目。 
由表 1 可知，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主要是由日本出版社出版或刊登在杂志上，输出渠道

过于单一，这必然导致输出效果不理想。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种新媒体的出现都是推介少数民

族文学作品的渠道，新闻、广告、电视、电影、广播与网络等数据平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推介作用是很

重要的。在我国，很有必要时时刻刻关注日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的动向，利用好每一个平

台，争取将有价值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推向海外市场。 

4. 结语 

作为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对外译介效果是评判中华文化是否真正实现“走

出去”的标准之一。但目前我国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对外译介的忽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与提倡中华

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背景是不相符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提高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的重视度、

加强我国本土多语人才的培养以及利用多元化渠道积极主动地将中国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推介

出去，在海外树立专属自己的品牌，以此提升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专家、

学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中来。唯有提升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对外译介的

关注度，大力推介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入海外市场，才能让全世界认识到真正的中华文化，也即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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