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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文学的受众意识作为文学译介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译介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目标对象，也是传播效

果的最终实现者。因此当前的中国文学外译要有受众意识，了解受众的特点，才能选择相应的译介策略。

但重视受众意识并不是一味迁就，回避差异，而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宗旨，将更多体现人类共同情感的

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文章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从当下文学外译实践的反思中对受众的特征加以总

结分析，并给出建议采取的译介策略，以期给当下外译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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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ence aware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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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The audience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s the target object i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ultimate achiever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Therefore, the current foreign translation of Chi-
nese literature must have audienc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 li-
terature audience in order to choose the suitable translation and output strategy. However, paying 
attention to audience awareness does not mean blindly accommodating and avoiding differences, 
bu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promoting more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at embody common human emotions to the worl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medio-translatolog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dience from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literature output practice and offers 
reasonable translation and output advi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ent foreign trans-
l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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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给给予了很大关注，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作为

促进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国家也在中国文学的外译方面做

出了巨大努力，代表性的有国家外文局主导的《中国文学》杂志和 1981 年启动的“熊猫丛书”[1]。除了

中国官方的主动译介，还有以葛浩文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汉学家投身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

之中。然而这些或大或小的译介活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结果是创办了半个世纪的英文、法文版《中国

文学》以及“熊猫丛书”都因国外读者受众反向平平而最终黯然收场[2]。在当今国际的文学场中，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度不高是学界几乎一致的看法。从总体接受情况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受读

者的关注不够，因此作品翻译后也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3]。这一现象放在学界对于译介受众的关注度方

面也同样适用，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关于文学译介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平均超过 10 项[4]。相

关论文著作无论是个案研究[2] [5] [6]，还有实证研究[7] [8] [9]，还有一些哲学阐释以及译介方法思考类

的论文等[10] [11] [12] [13]，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最传统的翻译策略研究、翻译技巧研究、译者翻译模

式、译介方法与模式、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就译介受众角度谈中国文学外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质是什么？只是一味的输出我们认为好的作品吗？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搞清

楚中国文学输出的对象是谁？这些对象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接不接受这样的中国文学呢？胡开宝[14]
曾指出：“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是指将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使之进入海外市场，更重要

的是要‘走进去’”，即翻译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能有较好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国外大众读者

的认同与接受。可见，读者受众才是外译成果的最好阐释者，中国文化外译应该更具有受众意识。因此

结合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从受众定义出发、以案例分析为辅，探索新时期

中国文化英译受众的鲜明特点，并在当下外译实践中反思其中的受众意识，以期为当下中国文学外译工

作以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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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介学与译介受众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核心并非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为了促进操不同语言的双

方实现切实有效的交流和理解。成功的翻译应该使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典籍在新的语境中被接受、

传播，并产生影响[15]。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

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文学交流的目的[16]。因此有效的译介首先在于文学作品在异语环境中的接受，

而接受的主体就是“受众”。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中的“5W”是指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也就是谁

(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其中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媒介通达的接受者(To Whom)时，就是受众分析(Harold Lasswell, 1948: 
216)，而应用到文学译介就是指的“译介受众”[17]。译介受众是源语传媒人和目标语传媒人共同的衣食

父母，也是原本在异域获得重生和新意义的重要载体。译介受众是译本能否在异域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了解其需求和特点应成为制定、调整译介策略的重要依据[18]。 

3. 受众 

3.1. 受众与受众理论的发展 

《辞海》中于受众的定义是于“受众”的定义为：“指大众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其特点是众

多、混杂、分散、流动、隐匿等”[19]。随着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这一概念

的范围和特征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受众是完全被动的大众，是孤立、分散、个

体化的群体，受到媒介的控制。然而，扎斯菲尔德指出，受众实际上是主动的，受到多种因素如群体规

范的制约。而“选择性接触”假说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受个人喜好影响，因此受众具有能动性。

随后，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强调了受众的主体地位，认为意义是受者和传者通过文本进行协商和互动而产

生的，强调了受众在解码时的主动性。综上所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意识到受众并非单纯的被动

接收者，而在媒体接触、内容选择和理解方面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特别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媒体的发展，外译传播不再局限于单一语言的传播模式，而是朝着以语言、图像、技术等多种形式

为代表的多模态、多介质传播方式发展，这促使我们必须探索新时代受众的新特点。技术门槛的消失，

媒介多样化带来的使用的便捷、海量的受众参与、传播的迅速性、及时性和交互性使网络传播去权化，

都赋予受众以更自主的权力。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使用了一个比喻：受众就像自助餐厅

的顾客，媒介是自助餐厅，传播者则是厨师。在中国文化外译中，译者或赞助人扮演着厨师的角色，他

们的责任是提供尽可能令受众满意的菜肴，也就是译介作品。而受众究竟吃什么、吃多少、甚至是否吃，

完全取决于受众自己的意愿和喜好。 
而译介受众就是指中国文学外译的受众。良好的受众意识要求我们记住翻译的目的，充分考虑受众

的期望，并且重视在翻译文本在目标语言语境中的话语的逻辑性和吸引力，从而引导受众正确理解中国

文化[20]。但是另一方面，外译有受众意识也不意味着应该一味迁就，抹杀和回避差异，应该保留一部分

带有源语文化特色的语言符号，使受众对于源语文化有所了解才是文化外译的真正意义。 

3.2. 中国文学英译受众的特征 

学者们对于受众的特征有着自己的见解。谢天振[16]指出了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他的主观性方面，比如其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另外就是其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也会影

响其接受文学作品的方式。孙宜学[18]在研究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英译传播时，总结出了中国文学译介受众

的几个特点。首先，他们是一个小众群体，具有专业性、高度集中性和隐蔽性。主要是由专业人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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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了解甚少。其次，他们具有跨越性，涵盖了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跨身

份等多重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中国文学译介受众的身份是多样且不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在局限

于一国疆界之内……而是由来自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共同建构，其文化身份不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

是多重的，无限开放的”[21]。吴赟[22]将对外翻译的受众分为专业型受众和普通型受众，并总结了对外

翻译的三重属性。首先，受众是由共识和认同情感凝聚而成的群体。其次，受众既是对外翻译活动的接

受者和评价者，同时也是跨文化意义的再解释和再生产者。这三个特征定义了不同的翻译文本解读对象，

使受众成为更加立体的跨文化意义生产主体。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兴起，中国网络文学也

称为英译传播的后起之秀，白毅[23]总结了网络文学受众的“大众性”、“粉丝性”、“平等性”以及充

满精神幻想的“浅阅读性”，这是传统纸质文学译介方式所不具有的特性，因此新媒体背景下应该重新

审视“受众特点”，探索新的译介模式。杨肖[24]指出多模态文学传播的两大特点，一是有着片段性和碎

片化的特征，第二就是多模态的文学传播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润物式的。并举例 17 世纪人们经常看到刻有

诗歌的酒杯，在喝酒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不自觉就会集中在杯子上的文字，从而形成不同于传统书籍的

独特的阅读方式，这两个特点显然是从多模态传播下受众的角度得出的，正是这种文学传播的多模态使

得文学得以在生活中延展。 

4. 有受众意识的译介策略案例分析 

4.1. 有受众意识的选材：符合受众心理预期 

戴姆拉什曾说：“时至今日，外国作品仍然较少在美国出版，很少广泛传播，除非作品反映美国人

关注的话题或异域文化中的美国形象符合美国读者的心意”[25]。一些学者曾表示，在海外，中国文学“常

被当做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窗口，而作品的文学性则很少受到关注”[26]。汉学家葛浩文也曾表

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除了新闻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

中国社会[27]。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材，考虑到中国文学作品受众的“专业性”，因此

应在着重选材的文学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受众群体的“共识情感”，以及作品本身的可接受性。先前“熊

猫丛书”的失败译介显示出，单纯从输出国背景出发的选材已不再符合历史翻译的发展趋势，应该考虑

如何把握西方受众的期待，而满足受众期待可以通过采用受众熟悉的表达形式或者选一些有心理普遍共

通性的题材，也可通过与西方文学历史中的经典作品建立联系而建立熟悉感。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译介

促进了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他在采访中曾说自己对于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以

《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浸润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其中反传统的故事背景，魔幻现实主义的

写作手法都符合了西方的审美，乔纳森·雅德利也评论了莫言《丰乳肥臀》的文章，他肯定了莫言在描

写战争和暴力，以及社会动荡方面的写作能力，并且认为这部作品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28]。
这就展示出了莫言作品中符合西方审美的部分。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寒山寺在美国的流行，其诗歌里面

出世无为的精神与美国当时“垮掉的一派”的主流诗学相符合，因此获得了美国受众的接受与认可。由

此可见符合受众期待视野的作品是有可能被成功译介的。  
但是选择符合西方心理预期的选材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迁就西方读者受众的口味，这样会导致作品失

去本土特色和个性化，从而失去了文学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需要兼顾西方心理预期与本土文化的平衡，

这样才能使得我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同时又保持着本土特色。 

4.2. 有受众意识的译介渠道：传统文本与网络译介相结合 

由于当下网络文学作品受众的“大众性”和“浅阅读性”，因此受众群体不应只针对那些专业人士，

而应考虑到普通大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学阅读的模式也在改变。在游戏、网络、动漫、网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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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读者更加倾向于碎片化的阅读。各种类型的网络小说，无论是仙侠类、玄幻类还

是盗墓类等都极大地吸引着年轻读者受众。“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内核以及渠道优势日趋明显，被视为

实现‘中国文化输出’的关键突破口之一”[29]。以“纸托邦”、“武侠世界”、Gravity Tales 等为代表

的翻译读书网站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网站致力于像英语世界宣传中国的一些

作家和作品，刚开始是倾向于一些严肃文学，比如莫言、余华、金庸等的作品，而现在一些吸引流量的

网文作品成为网络文学翻译的新宠，比如前段时间爆火的唐七公子代表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Three 
Lives, Three Worlds)。在这些网站上，读者们可以任意发表自己对于作品的意见和评价，由于网文的连载

特点，读者的这些反馈也会影响作者的后续创作。这场由受众主导的互动参与的创作模式正逐渐改变传

统的纸质文本译介方式，读者受众的地位不再是被动阅读，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评论影响创作。因为网

络文学自开始就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因此译者可以凭兴趣选择想译什么，而读者也可以凭喜好付费阅读，

这种方式极大地满足了大众读者。而网站上的跟帖评论所独特的历时性和交互性使得读者的阅读、留言

和作者的回复互动也有利于赋予作品更丰富的叙述和场景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大众文

化和严肃文学应该齐头并进，共同承担文化传播的责任。 

4.3. 有受众意识的多媒介译介：作为多媒介传播形式的副文本 

“副文本”是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概念，指“围绕在

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

文本呈现的元素”[30]。在多媒体时代，副文本有了更多的表现方式。举例来说，通过利用网络叙事的独

特性，传统上作为文学文本独立呈现的辅助元素现在可以与主文本一起呈现在同一网络页面中。这些辅

助元素通过网络超链接，为主文本的叙述意义提供补充和扩展。主要的内部副文本包括作者、标题、副

标题、引用、编辑说明、图片、图表、表情包、视频、注释、广告以及评论等[31]。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

邵璐[32]在研究余华作品在美国的译介时，就着重提到了副文本的作用。是兰登书屋在出版发行余华系列

丛书的时候就用了多媒介的副文本策略，比如企鹅蓝登书屋网站对于《活着的》介绍就是“这本著名的

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而余华作品的封面也大多为中国的黄色和红色，并且频繁

借用中国人物形象，比如穿着长袍马褂的男人。无论是作品简介还是封面设计，都注重从受众的角度出

发，重点宣传作者和作品的异国风情，强调其不可错过的价值，从而唤起西方读者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

激发他们购买的欲望。 
现在短视频媒介的传播热度也甚嚣尘上，而且更符合年轻读者群体的“浅阅读”的习惯，比如“3

分钟带你看完中国著名文学作品同名电影”为题目的短视频，或者截取书中的一段具有吸引力或者哲理

性的文字进行跨语种翻译，并配上应景的音乐以短视频的方式展示出来，使其产生兴趣的同时并有意识

的去寻找和阅读译文原著。 

5. 结语 

在全球化以及多媒介发展的传播环境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关注到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译

介受众将持续增加。我们应该认识到新时期的文学受众有其独特的“多元”文化身份、“大众性”和“浅

阅读性”，以及排斥说教式表达的“反权威性”，他们成长在多媒介叙事构成的新的文学传播语境中，

既对文学作品有着基本的情感共通，又有着其独特接受知识的渠道和认知方式。因此文学译介应根据新

时期的受众特点选择合适的译介策略，从选材到译介方式，加之将文学作品置于更符合当下受众的多媒

介语境场景下。总之，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应在保持自身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输出高质量有态度的

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将受众意识应贯穿于文学译介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应该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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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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