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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形态丰富、特质鲜明的中国文

学及作家作品陆续走出国门。“经典中国”“丝

路书香”等国际出版工程稳步推进，对外翻译

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传统文学经典接连推出完

整新译本，参与国际文学交流的中国作家身影

日渐增多，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等“出海”成果

显著。总结梳理文学翻译与海外传播的经验

启示，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推动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深远意义。

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
音，好的意译与直译各擅胜场

传统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创

造的结晶，也是文学译介倍受瞩目的内容之

一。由于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深厚，对翻译要

求极高，同时，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也有一个动

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接受需求，凸显

不同时代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因此，文学

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

同译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来丰富和完

善对原作的转化。

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目前最著

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英国人大卫·霍

克斯的译本。如果根据印刷数目、再版数目、被

引用率这些指标来看，霍克斯译本在英语世界

的接受和影响要远胜于前者。究其原因，霍译

本立足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考量英语

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中挪用了英语文学文

化中丰厚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去替代汉语

原文中特有的修辞、文化与审美意象。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萍踪浪迹”，在霍译本中成了“滚石

无苔”，“凤翥龙翔”的中华传统意象也被译成更

具西方文化特色的“神鸟在天”。某种程度上

说，霍克斯通过向目的语靠拢的归化式的翻译

方法重构了《红楼梦》。

相比之下，杨戴译本则以原著为中心，立

足于原著的汉语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修辞特

色，试图让西方读者尽量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

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外国读者会在杨戴

译本阅读过程中遇到理解困难，接受效果自

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从动态的历史文化观来看，这两部译

著并无优与劣的差别，而是互为补充。霍译充

分考虑到跨文化接受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有

意识地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可读性，起到吸

引受众、打开市场的作用；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

渐浓厚、了解日渐深入，海外读者对杨戴译本的

接受程度也随之提升。如今，杨戴译本的优势

日渐凸显出来：它从内容到文体风格更为忠实

完整地呈现原著，较好地保留并传递出汉语文

化独有的文学魅力、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展示

文学和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深刻意义。

《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经

历，让我们领会到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多重

意义。在主题、故事的再现之外，译本还要传

递思想与文化内涵，传达文学和美学上的特

质。文学译介往往会经历一个迂回曲折的历

程，要放在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史视域中进行

整体性考量。文学翻译应尽可能地呼应读者

接受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既融入易于沟通

中西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素，也不能

忽视文化底蕴和美学精神的转化表达，从而促

进中国文学作品在新的历史与文化空间中焕

发新的光彩。

翻译始于语言，成于思想，
目的是沟通心灵，引发共鸣

傅雷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了几代

人。其翻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找到

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英雄主义主题与当

时中国社会的精神契合点。傅译《约翰·克利

斯朵夫》以“江声浩荡”四个字开头，震撼人

心。译作与原作不只是词句的转换，更是精神

的契合。傅雷选择翻译罗曼·罗兰的《巨人三

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出于他对民族命运

的关切，出于他希望将激情和光明带给读者的

拳拳爱国之心。他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更具有深厚文化思想价值。

傅雷的翻译启示我们，对“翻译”这两个字

要有更深入的理解，把握翻译在文化、思想、社

会和创造意义上的多元价值，让文字、文化与

思想形成合力。事实上，文学翻译一直和文化

走出去紧密相连。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走

出去了，有国际影响力了，它的文学才会更为

国际读者所关注。同样，真正走出去且能走进

去的文学作品，一定也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精

神感染。我们在文学译介的作品选择上也要

注重这种思想性。无论译介思想典籍还是文

学作品，根本目的是要沟通人类心灵，引发精

神共鸣，互学互鉴，相互丰富。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与智慧越来越

受到世界关注与接受。以《老子》为例，据统

计，目前《老子》已被译成 94 种语言文字，共

1927 种译本，英文本近 600 部（篇），其中，新世

纪以来问世的英文本就有 373 部（篇），除纸质

本外，还有网络本、漫画图文等多种形式。越

来越多的外国读者关注《老子》，结合各自的社

会历史境遇赋予道家思想以世界性意义。

看 看 金 庸 作 品《射 雕 英 雄 传》的 英 译 传

播。翻译生动再现武林世界的刀光剑影、快

意恩仇，对海外读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这正是

《射雕英雄传》被称作“中国的《指环王》”“中

国的《哈利·波特》”而深受海外读者期待的地

方。除此之外，我们判断其翻译的成功与否，

还要看它是否传递出侠肝义胆的武侠文化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武侠精神，看这种武

侠文化和武侠精神能否引起海外读者对中国

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兴趣。只有文字、文化与思

想形成合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翻译的价值

作用。

多元参与，让文化交流更具
生机与活力

近些年来，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

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

等，我国主动译出的作品越来越多。与此同

时，国外译者和出版方对中国作品的按需选译

也日渐突出。主动译出与按需选译互为补充，

带来更具生机与活力的文学交流生态。

其中，科幻小说《三体》走红海外最为引人

注目。目前，《三体》三部曲在全球范围内已有

20 余种语言的译介，全球销量突破 2100 万册，

成为中国当代科幻的代名词，是中国文学在世

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赞誉的代表作之一。

分析其成功原因，首先是科幻文学作为

一种成熟的类型模式，深受海外读者了解和

喜爱，作品接受的渠道畅通；其次，《三体》继

承中国传统文学基因，又颠覆海外读者对中

国传统“纯文学”的刻板印象，“有趣”“独特”

“奇妙”“超乎想象”“发人深思”等成为海外读

者 评 价 的高频词；再次，小说故事背景在中

国 ，但 关 注 全 球 人 类 共 同 境 遇 ，获 得 广 泛 共

情。当然，更少不了“中国元素”，中国人如何

想象未来、如何看待科技与人类的关系，等等，

这些都给海外读者带来新鲜感。除此之外，

《三体》海外传播的成功更得益于一系列自觉

开展的海内外交流合作，得益于日渐完善的对

外翻译、推广、营销方式。译者的翻译水准、版

权经纪人的眼光、出版方的市场推广能力起到

重要作用。

《三体》让我们看到文学对外译介的更多可

能性。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翻译过程中，除了

译者之外，还隐藏着作者、读者、出版者、研究者、

评论者等多重力量。只有将这些因素和力量综

合联系起来，形成互动，译介的世界才能真正打

开。为一部文学作品找到它的目标受众，译介

可为的空间还很大，需要联合各方力量，在翻译

主体、合作模式、翻译策略、传播渠道、推介方式

等多方面加以探索。新媒体时代，更是增加了

推广与抵达的途径选择，更多“《三体》”走出去值

得期待。

中国文学译介正有源有流有活力地蓬勃

展开，为国外读者走近中国文学与文化架设了

桥梁，推动文化交流互鉴更加频繁、深入。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

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图①②③依次为《红楼梦》英译本、《三体》

英译本、《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

制图：蔡华伟

深耕文学翻译 增进文化交流
许 钧

在印刷时代，我们谈到

阅读，想到的是青灯黄卷、白

纸黑字，是人与纸、字与墨的

亲密时刻。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媒介成为语言文字的新

载体。我们的阅读场所从图

书馆、报刊亭、书案前，慢慢

转移到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各类移动阅读应用当中。网

络文学、新媒体文章、音频听

书这些线上阅读形式，正在

成为阅读的主流渠道。

线上阅读建立起四通八

达的内容传播渠道，我们获

取 信 息 的 种 类 和 数 量 更 多

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很

难完整读完类似《红楼梦》这

样大部头的著作。微信公众

号的文章经常会标明需要几

分钟读完，微博、朋友圈的文

字常常不过百字。我们阅读

的总体时长可能在变长，但

阅读时间常被切分成碎片。

眼花缭乱的各类读物分散了

我们的注意力，降低了读者

的阅读耐性。这种追求“即

时满足”的浅尝辄止的阅读，

有人称之为浅阅读。

浅阅读是相对于深阅读

而言的。现在所说的深阅读

是 印 刷 时 代 阅 读 方 式 的 延

续。深阅读面对的文本往往

篇幅更长、难度更高，需要读

者注意力高度集中，持续性

投入，由此得到一种“延迟满

足”。人们通过深阅读获取

的不是想法，而是思想；不是

脑洞，而是创造力；不是思维

碎片，而是思维范式。深阅

读对于传承人类的智慧，具

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是，阅读的深浅是在

比较中产生的，我们现在提

倡的深阅读，曾经也可能是

一种浅阅读。一个挑灯攻读

《尚书》的读书人，可能会认

为白话《水浒传》有些浅显。

阅读的内容越来越通俗，但

世界的信息、人类的知识也

随之得到扩散。浅阅读在平

等获取知识、普及文化、打破

信息壁垒等方面，功不可没。

在阅读方式多元化的今

天，比辨析深浅阅读更重要的，是在被动阅读与主动阅读

之间做出选择。在阅读资源匮乏的年代，人们倾向于积

极主动的阅读。而今，阅读资源极度充裕，“能不能读到”

的问题，让位于“选择读什么”的问题。面对“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信息资源，很多读者患上了“选择恐惧症”。人们

缺少时间和精力去筛选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不是，所

以干脆把选择权交给阅读平台，交给智能推送这个新功

能，交给强大的算法。

算法透露了数字时代的显著特征：人的行为、性格、

趣味可以被大数据量化、分析，从而变得可预测、可追

踪。在“推荐”页面里，信息的选项看似增多了，但多种

多样的选项不会同时出现供用户选择，而是一次只出现

一个。这样一来，信息之间的横向比对、斟酌、辨别，被省

略和跳过了。人们面对信息常常只有两个选择：喜欢或

者不喜欢。长此以往，阅读平台会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

数据与趣味模式，“精准投喂”用户想看的信息、爱读的

书。困住人们的“信息茧房”，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此，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主动阅读的文化。一是主

动筛选阅读资源，从各种算法、各种“推荐”那里，拿回自

行选择信息的权利。在不被算法裹挟的同时，让算法成

为阅读的助手。利用算法来明确自己阶段性的阅读需求

和趣味，进而调整阅读计划。二是主动调配深阅读与浅

阅读的时间。在难以整合的碎片化时间里，可以以浅阅

读为主，掌握时效性更强、更务实的信息。有整块时间的

时候，就切换到深阅读模式，打开书架上的纸质书或者手

机里的电子书，沉浸到一个长篇故事或者投入到高强度

的思维训练当中，沉下心来滋润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

心智。在数字时代，培养主动阅读的习惯和能力，做阅读

的主人，让多元的阅读形式和丰富的阅读内容“为我所

用”，才能过上更充实、更有效的阅读生活。

面
对
多
元
﹃
选
项
﹄
更
要
主
动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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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究竟有多长？马可·波罗描述的元

上都真实吗？入选《考古》杂志“世界十大重

要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城市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纪录片

《星空瞰华夏》借助先进科技手段，通过探访

中国各地历史遗迹，揭示时间长河中被尘封

的壮阔历史图景。卫星遥感成像技术的使用

为影片带来从高空俯瞰历史遗迹的独特视

角；借助数字摄影测量和三维动画技术，汉长

城重新伫立于沙漠边陲，消亡的石峁古城再

现其宏伟结构。逶迤万里的长城、阡陌纵横

的大地、穿山裂谷的河流、荒芜神秘的沙漠，

精致大气的画面让观众沉醉于壮丽的山川地

貌和丰厚的文化遗迹当中。另外，纪录片展

示我国近年来的许多重要考古研究成果，比

如长城“暗门”独特的军事防御作用、石峁城

消亡的原因等，有一定科普意义。（葛 望）

科技赋能 再访遗址

《我是特优声》是一档关注配音艺术

的网络综艺节目，节目让配音演员从幕后

走向台前，站在聚光灯下同台竞技。选手

根据配音角色组成小组，诠释题材多样的

影视作品，在舞台上展开较量，而能否打

动现场观众，是表演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新颖的舞台表演形式和演员们的精心配

音，为电视剧《庆余年》、电影《扫毒》、译制

片《热情似火》、动漫电影《大鱼海棠》等优

秀作品注入新鲜活力，让观众在回忆中共

情。舞台背后，配音演员对剧本的细致打

磨，对咬字发声的数遍练习，对角色情绪的

研讨把握，无不彰显他们对配音的真诚与

热爱。节目不仅是一场配音演员的竞技比

赛，更将配音行业的精彩展现给观众，让幕

后行业走进观众视野，让专业领域更受大

众关注。 （宥 亦）

关注幕后 形式新颖

美食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止于色香味，

还有它背后的故事。网络纪录片《有面有朋

友》按地域划分，将面条与友情紧密相连，讲

述面食、面店、制面人、吃面人之间的温馨故

事。无论是江苏篇中的干挑面、银丝面、锅

盖面，还是陕西篇中的岐山臊子面、箸头面、

旗花面，不仅呈现制面人几十年如一日潜心

厨艺，学习或研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烹饪

方法的故事，还用大量镜头展现吃面人好友

相聚、共享美食的欢乐。欢乐需要分享传递，

面食文化也需要技艺传承。尽管当今生活节

奏飞快，但制面仍是一门“台下十年功”的手

艺，如何乐观面对生活，在“快”中寻找“慢”

的可能，是该片留给观众的思考。纪录片记

录的面条种类较多，加之叙事节奏稍快，没

能将每种面条的故事更完整、丰富地表现出

来，略显遗憾。 （月 明）

繁中取简 品味人生

培养主动阅读的习惯和能力，做阅
读的主人，让多元的阅读形式和丰富的
阅读内容“为我所用”，过上更充实、更
有效的阅读生活

核心阅读

文学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
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同译
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
来丰富和完善对原作的转化

文学翻译应尽可能地呼
应读者接受的精神诉求与审
美期待，既融入易于沟通中西
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
素，也不能忽视文化底蕴和美
学精神的转化表达

对“翻译”这两个字要有
更深入的理解，把握翻译在文
化、思想、社会和创造意义上
的多元价值，让文字、文化与
思想形成合力

图为纪录片《星空瞰华夏》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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