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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集教

育性、艺术性、儿童性于一体的优质海外儿童文学读物愈发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应

当面向广大的儿童读者，以儿童读者为中心，关注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以
读者为中心，关注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感受。该理论不仅有助于儿童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思想，更

为深入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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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great tide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depth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s across the globe, a great collection of overseas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have flooded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mong these literature works, the outstan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won 
more attention from a vast number of Chinese readers characterized by its educational, artistic and 
childlike functions. It goes without doubt tha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shall be 
centered on children readers, especially taking their feeling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fully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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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Aesthetics Theory emphasizes reader-centeredness and focuses on the readers’ feelings 
in the entire literary activity. This theory not only helps children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
inal thought, but also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quality of child-
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hich is of great promotion and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ranslation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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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文学对于丰富儿童的童年世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小说家乔

治·奥威尔[1]（George Orwell)曾提到：“很多精明和有过人之处的人，他们都认为是儿时的童年读物赋

予了他们幻想的能力，并伴随一生”。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未来一代的精神食粮，理应得到高度的重视，

但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中国有近 3 亿儿童读者，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市场上总体质量不高的儿童文学译

本[2]。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丰富人的内心世界、提升共情能力、给读者以启发。童年时期读来的故事更是

影响重大，或将成为其一生的文学记忆，为之后彩色的人生画卷提供底色。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的引进和译文质量的保障至关重要。 

2. 儿童文学及其目标读者的特点 

2.1. 儿童文学的特点 

如何定义儿童文学，每一代学者、理论家对此都有新的理解。但不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至今都没

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儿童文学并不是教育学的一部分，但它要担负起教育的任务”[3]。“儿童文学的

特质，在于能够适应儿童的生活体验的广狭程度和精神发展阶段，易懂、有趣，并能循序渐进地陶冶孩

子们的精神资质，具有适宜于各发展阶段的教育性。在形式方面，对语言和文字的使用，也应悉心加以

注意”[4]。由此可见，两位学者的观点都突出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又有如下表

述，儿童文学是“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审美需要，专为儿童创作、编写的或者为他们所喜爱又适合他

们阅读和欣赏的文学作品”[5]。该论述显示了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儿童文学要满足其儿童性。也有学者

曾表示，儿童文学是以善为根本，以美为关键，以引人向上为目标，以完善自我为追求，充满启示与爱

意的文学类型，该表述点明了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儿童文学能由内而外地陶冶儿童情操。以上定义方式

都从各方面体现着儿童属性与儿童文学属性，既考虑到儿童的年龄阶段和接受能力，也表达了对少年儿

童的希冀。由此，笔者概括出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富有教育性、儿童性、艺术性。 
首先：教育性。儿童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潜移默化引导儿童读者建立高尚情操，优化其气

质秉性，即认识到动情，动情到移性。儿童读者可从儿童文学形象中获得认识、得到启发，在不知不觉

中丰富感性世界，构建理性世界、思考能力，学于书本，却又能应用于现实。 
其次：儿童性。娱乐性和趣味性是儿童文学的突出特征，儿童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充满色彩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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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具象化、富有趣味、富有朝气、感性直观的语言描写更易被儿童接受。充满“孩子气”是儿童阅读

的开始，通常来讲，一本儿童读物，从封面开始就色彩斑斓，引人注目。内容更是洋溢着儿童情趣，朴

实简洁、节奏明快，既浅显易懂，又能让儿童读者通过反观自身看到真实自我，还能理解文中的真善美，

继而实现自我超越。 
最后，艺术性。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儿童文学有其独一无二的美感，并以其独特的魅力给儿童读

者以享受。儿童读者因其年龄、生活阅历的限制，他们的审美能力需要正面的引导。儿童文学作品便成

了进行美学教育的园地，以实现文学作品对人的提升和艺术感化作用。 

2.2. 目标读者的特点 

儿童文学目标读者群体一般主要指儿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界定的儿童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

儿童读者群体特点主要涉及生理、心理及文化等不同方面。一方面，儿童在生理、心理及文化程度与成

人读者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不同年龄、性别的儿童在生理、心理及文化程度亦有所不同。从儿童读者

的心智角度出发来谈，他们虽不具备像成人读者那样可以清晰表达自己审美倾向的能力，但他们有自己

独特的审美、认知方式和理解儿童文学的独特视角，因此，儿童读者理所当然成为儿童文学作品最终的

评判员[6]。 

3. 儿童文学文本翻译的要求 

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以儿童为主要阅读群体。进行翻译之前，译者首

先要明确译文所面向的目标读者，了解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其特殊性着重表现在儿童读者的阅读接受能

力和阅读兴趣两方面。 
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作品可被阅读和接受的基本前提是几乎没有文字障碍。译者翻译作品时，需根

据儿童年龄阶段，给出得体又不超出其认知范围的词汇、语句，避免太过深奥难懂的描述。在文字难度

符合儿童阅读水平的情况下，儿童读者的语言能力会逐步加深，可根据语言把握形象；而后通过对形象

的理解，又可掌握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实现这一系列完美跳跃的关键在于了解儿童的思维模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读者的抽象思维虽已得到锻炼，但仍偏好带有具象性的描述，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的使用，能帮助其从具象过渡到抽象思维，将所描述之物历历呈现在儿童读者眼前。“儿童情趣的

创造是儿童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7]。儿童情趣，也就是“儿童性”、“童趣性”，是平时生活中的“孩

子气”在文学作品的体现。儿童还处于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对于周围事物充满新鲜感，生动、形象的

事物会激发他们的兴趣。儿童情趣的体现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手段。具体来说：在语音方面，通过押

韵，创造出朗朗上口的语音效果；在词汇层面，要多用口语词，让人物形象更加灵动，多用叠词，增强

音韵美，给视觉、听觉上都带来回环震撼的语言美感；在句法层面，长短句结合，增强句子节奏感和音

乐感。文学是人学，译者需要明白儿童好用直观感知和具象表达来认识事物，并且他们的抽象思维已得

到初步发展，译者在掌握这些儿童心理认知特点后，应从儿童乐意接受的角度进行翻译。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了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应该遵循的几点：一是语体适宜，体现童趣；二是用

词恰当，明白如话，鲜活灵动；三是长短句搭配，增强节奏感；四是全文通达，顺畅愉快；五是主题明

确，积极向上。 
除此之外，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既有相通之处，也各有不同。

文化共性作为桥梁，为翻译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可能性，但“不同”又给了读者开拓眼界的机会。然而，

实际问题是儿童心智尚未成熟，阅读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太多“异质”的表达会令他们不明所以，打

击其阅读积极性。因此，如何在儿童可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开拓儿童的文化视野，也是译者需要认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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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权衡的问题。译者应努力做到“为儿童而译”，译出符合儿童审美和儿童乐于接受的译文。 

4. 接受美学理论与儿童文学翻译 

4.1. 接受美学理论概述 

接受美学是由传统的，以文本和作者为考量，转向以读者受众为轴心的文学批评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一大批文学流派与文学理论纷纭而至，大展风釆，各个理论流派都独辟蹊径，不甘落后。风起云

涌之下，以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为代表人物的接受美学理论，在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悄

然生长，成为文学流派中一股别样的清流。20 世纪 70 年代，接受美学理论便成为德国文学流派中不可

或缺的一份子。而后它跨越国界传入美国，读者反应论由此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该理论飘洋过

海传入我国，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浪。 
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主要由读者决定。其理论实质是以研究读者反

应为核心，探析文学文本是如何能动地被读者接受和再阐释。因此，接受美学也被认为是一门读者学，

读者的存在使文本得以实现其文学价值，从而在确立其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8]。接受美学理论以姚斯为

代表，以“以读者为中心”作为其精神内核，关注读者主体性在文学进程中的作用，一反以作者中心论

或文本中心论的文学研究传统，把历来为人所忽视的读者放到了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主张“读者中心

论”的文学范式，以此来唤醒读者在阅读、文化体验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催生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的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

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

验视野之中。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个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通过读者的阅读与接

受来实现。在接受美学理论中，只有被读者接纳的“文本”，才能被称为“作品”。没有读者的阅读和

接受，文本便不能成为“作品”，也就丧失了生命力[9]。 

4.2. 接受美学理论的重要概念 

4.2.1. 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理论的标志性观点。该观点源自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哲学理论。“视野”在

哲学中喻指“理解的起点”。读者根据自己的已有观念、知识水平、审美习惯、接受能力等，会对任何

新作品都产生“前理解”或“先在视野”；通过已经在读者脑海中存在的“前理解”，新文本就可把读

者带入一种熟悉的、似曾谋面的情感态度中，唤起读者类似的阅读记忆，使读者能自然而积极地沉浸于

文本，让读者对新文本产生“期待视野”。 
当读者已熟知某一类文本的“惯性结构”，创作者就应该付出特殊的努力，努力达成新的期待视野。

当新的期待视野被广泛接受时，读者先前的审美能力就可以又上一个新的台阶。每一部新的文本，都无

法做到“全新”或“纯零度”的独立，只有读者拥有原先“期待视野”的前提下，文本的内容才能得到

更为普遍的接受与交流。 

4.2.2. 审美经验 
姚斯接受美学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审美经验。“美”是接受美学的重要构成因素。读者阅读接

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是接受美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通过审美教育，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得到提

升，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期待视野。姚斯指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人与艺术发生联系都是由娱

乐引起的。娱乐即让人快乐，对事物有益。审美愉快则是其审美经验的核心内容。姚斯主张在“娱物中

自娱”[10]，即审美主体在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乐，主体在积极、主动、自由地发

挥自身创造能力的过程中得到愉悦，观赏者(即主体)通过创造的这个过程，成为一部作品的参与者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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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审美经验既是与过去相关的记忆，也是与未来相联系的审美超越。观赏者在这样的审美体验当中畅

游精神乐园，“娱乐”中找寻意义，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也由此实现。 

4.3. 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作品翻译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分支，既具有一般文学的基础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儿童文

学的受众者是儿童，而受到儿童的心理、年龄、性格、阅读能力以及理解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翻译又

有其特殊性和技巧性。它要求译文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应该以儿童的认知特点、语言特点以及其心理发展

特点为前提，因此译者担负着既要保留原作趣味，又要把它传递给另一文化的儿童读者的使命[11]。儿童

文学翻译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其主要读者为儿童群体，译者进行翻译时应首先考虑到儿童读者的特点和需

求。进行翻译实践时，应从儿童的思维模式、语言习惯、接受能力等方面出发，对儿童读者进行特殊关

照，满足其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理论作为一个开放、宏大的理论，其中蕴藏着宝贵的资源，能为翻译活动提供丰富的理论

支持。笔者认为，接受美学理论指导儿童文学翻译，有以下意义：首先，接受美学理论的精神基础就是

“以读者为中心”。而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主要阅读群体为儿童群体，这与接受美学理论“以读

者为中心”的着重点不谋而合。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译者带着“读者中心意识”进行翻译，尽力摆

脱成人固有的思维、语言模式，着重考虑儿童读者接受能力，科学预测其期待视野、阅读偏好和接受水

平，充分了解观赏者特点，在译文中融入其特定的审美意蕴，促使儿童读者达到审美享受。其次，以接

受美学理论指导，能最大程度上使译文视域与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相融合。儿童读者尽管年龄不大，但在

先前的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先在视野”，具有了“既定阅读心理”，在选择读物时，他们

会倾向于选择与其先在视野一致的作品进行阅读。因此，译者需在忠实于原文的情况下，根据儿童读者

的心理认知特点和审美接受能力进行创作，从而最大程度地贴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实现作品价值。再次，

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可以突破儿童读者的预测和期待，在阅读中给予其审美体验，提升其审美能力。

虽然儿童作品有其突出特点，但若作品中的每一个情节都符合他们的预测，故事发展完全在其意料之中，

那读者就无法获得审美超越。 
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旨在确保译文能够充分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

美趣味，同时保持原作的艺术性和教育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遵循接受美学的原则，注重以下

几点：首先，译者要确保译文的语言简洁明了，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对于原作中的复杂句

式和抽象概念，译者需要进行适当的简化和解释，以便儿童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其次，译者要关注译文

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尽量保持原作的文学色彩和童真趣味。此外，对于原作中的文化元素和典故，译者

需要进行适当的注释和解释，以帮助儿童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最后，译者还需要注重译文的教育意

义。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儿童文学翻译不仅要传递故事本身的信息，还要在译文中融入积极的教

育价值。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深入挖掘原作中的教育内涵，通过译文的表达来引导儿童读者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儿童文学的翻译实践旨在确保译文能够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审美期待与

理解能力，同时保持原作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笔

者选取了《彼得·潘》和《小王子》这两部外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作为实例。 

原文 1：The little prince looked at the flowers, all in complete silence. “They are so beautiful,” he said. 

译文 1：“小王子静静地凝视着花朵，然后说：“它们可真美啊。” 

在该翻译实例中，译者遵循了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原则。首先，译者选择了简单明了的语言，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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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儿童读者的理解能力。通过使用“静静地凝视”和“可真美啊”这样的表达，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意

境，又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其次，译者注重了译文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原句中的“complete silence”
被翻译为“静静地”，既传达了原文的安静氛围，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同时，译者也保留了原文中

小王子对花朵的赞美之情，使得译文在传达信息的同时，也传递了原作的情感色彩。最后，译者还考虑

到了儿童读者的审美趣味。通过使用生动的词汇和形象的描述，译者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和浪漫

的童话世界，吸引了儿童读者的兴趣。 

原文 2：“The Neverland was a place where children never grew up, and where dreams and adventures were as real as 

life itself.” 

译文 2：“永无乡是一个孩子们永远不会长大的地方，在这里，梦想与冒险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 

在该翻译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如何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首先，译者考虑到了

儿童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使用了简单明了的语言，使译文易于理解。通过“永无乡”这一词汇

的巧妙翻译，译者既保留了原文中的奇幻色彩，又符合了中文的表达习惯。其次，译者注重了译文的情

感表达和意境营造。原文中“孩子们永远不会长大”和“梦想与冒险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这两部分，

通过译者的翻译，成功地传达了原作中对于童年、梦想和冒险的赞美与向往，使儿童读者能够产生共鸣。

最后，译者还考虑到了文化差异对译文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恰当的

处理，使其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 
以上所列举的翻译实例，展示了接受美学理论指导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它要求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充分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需求，以创造出既忠实于原作又符合儿童读者阅读习惯的优

秀译文。综上所述，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作品翻译需要充分考虑到儿童读者的语言能力和审

美趣味，保持原作的艺术性和教育意义，为儿童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通过这样的翻译实践，我们

可以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让更多的儿童能够享受到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5. 结语 

从接受美学角度入手，能够跳出以往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桎梏，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

以译者为中心的新视角，大大提升了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注重译者在翻译和理解过程中的积

极参与和创造，为译出符合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的译本提供理论基础。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

者在读者既定经验和“新的视野变化”中进行仔细权衡，提升译作质量。儿童读者有既定的阅读审美经

验，新的译作很可能会带来他们视野上的变化，如何把儿童读者的既定阅读审美经验和新的视野变化所

需要的距离掌控在合适的范围内，是译者需要谨慎考量的。在既迎合又扩大读者期待视野的过程中，译

文的质量也必将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这将为儿童文学翻译学习者提供正确的指导和启迪，促进儿童文

学翻译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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