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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 这部充满灿烂文学想象力的伟大作品，
自明代面世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
一个瑰宝。梳理 《西游记》 400 多年间的传播历史，
有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条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
基本上是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最初是以汉文
原著阅读、接受，再到以当地语言文字改写、翻译、
改编的传播路径；另一条则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
家的文本翻译、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被东西方不同
国家、地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

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

根据全球图书馆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
12月，仍然在“一带一路”国家流通的《西游记》翻
译语言为16种，版本多达60个 （见下图）。

根据图示，除俄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斯
洛文尼亚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波斯
语、捷克语等 9 种语言为中亚、中东欧地区之语言
外，其余 7种语言均处在亚洲地区，有些属于中国周
边国家。

《西游记》在亚洲的传播，主要是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伴随着中国人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甚
至是伴随着移民的步伐而实现的。如上图显示，被译成
的语言有越南语、泰语、老挝语、印尼语、马来语、哈萨克
语、蒙古语等 7种，此外，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还有柬埔
寨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僧伽罗语等多种语
言。《西游记》先是在当地华裔和能够读懂汉文原著的上
层精英圈子流行，然后再以本土语言进行改编和翻
译，这条传播路径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
老挝等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

《西游记》传播到泰国，根据泰国学者黄汉坤的研
究，大约是从1802年开始，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命当时
的财政大臣、著名文学家昭披耶帕康与华人合作，主
持翻译改写 《三国演义》 等作品。改写方式是先由在
泰华人口译成泰文，泰人记录，再由昭披耶帕康加
工、润色、定稿。因 《三国》 在当时的泰国上层社会
大受欢迎，一时间翻译改写中国古典小说成为时尚，

《西游记》也被翻译改写成泰文出版。在泰文译本的基
础上，该书又被翻译成为柬埔寨语、老挝语。

《西游记》 的译改本在泰国叫 《西游》。这些将
《西游记》口译成为泰文的泰国华人，大都是广东、福建、
江西等地的中国移民。有的在泰国居住数代，成为在居
住地传播中华文化的人际传播者。由此推算，《西游记》
在泰国的流传，可能要早于1802年。相关学者发现，根
据《西游记》故事改编的戏剧，特别是华南沿海移民最为
喜欢的潮剧，就曾在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国讲
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地区广泛流行。在1685年至
1688年的泰国宫廷宴会中，就有潮剧上演的记录。

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当地华人移民用皮影戏
改编《西游记》故事。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曾发现
印尼爪哇的华裔演出皮影戏的剧目，其中就有直接取

自 《西游记》 的“李世民游地狱”等片段。此外，在
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出生的华人，不仅用马来语、印
尼语翻译、改写《西游记》等中国经典，而且还抄写、刻
印译本，并针对当地居民出租经营这些本土语言的译
本。这些书铺的华人经营者有的是集翻译者、印刷商、
出版商于一身，还将雕板刻印、石印技术带到了印尼、马
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有些书铺在 19 世纪成功转型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企业，编辑出版报纸、杂志，并
在报刊上连载这些中国经典文学译作。

此外，《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所充满的佛教思想
背景，带动了其在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
等信仰佛教的国家、地区的广泛传播。例如在蒙古
国，《西游记》是被当做佛教小说进行传播的，第一个
蒙古文 《西游记》 译本是满蒙辞典编撰者阿拉纳翻
译，在1721年面世。蒙古的许多读者不仅阅读这部小

说，同时进行抄写，当做佛教启示录来使用。在
老挝，2007 年出版了用文字插画形式的《孙悟
空》，书中对佛教词汇进行详细的解释，对于笃
信佛教的老挝普通民众来说十分容易接受。在
泰国，许多中国沿海移民将祭祀孙悟空的传统
带过来。根据黄汉坤的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有
9 座寺庙供奉着孙悟空。在每年农历初一、十
五以及各大节日，都会有善男信女前往齐天大
圣庙磕头祭祀，并请大圣的灵符回家贴在门
上。此外，民间相信农历 10月 12日是齐天大
圣的圣诞，这天，大家都会带着香花、素果到
大圣庙里祈求大圣保佑。

《西游记》 所特有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其
在亚洲等佛教国家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亚洲

人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例如在泰国，不仅历史上有
关 《西游记》 的图书广受欢迎，而且时至今天相关影
视作品也得到普遍追捧。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在泰国留
学的研究生张充的实地调研，2014年曼谷最大的书店
纪伊国书屋有 200 余种与 《西游记》 相关的书籍，不
仅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与 《西游记》 相关电影约
有70部。中央电视台1986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西游
记》 在亚洲影响最大，在日本、韩国、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多次播出，2016 年猴年春节期
间，在泰国、越南的荧屏上再次出现这部电视剧。

文本翻译为《西游记》插上翅膀

《西游记》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传播，另一条途
径就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文本翻译，使 《西
游记》 插上翅膀，超越了地理区域限制，在远离中国
的阿拉伯世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可追溯到美国长老会派遣
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吴板桥选译的小册子，名为《金角龙
王——皇帝游地府》，1895 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
由此开启了这部文学经典在欧美英语世界的传播历
史。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传教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
提摩太，在1913年将《西游记》翻译成《天国之行》，第一
次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西游记》的故
事。但在书中，唐僧变成了传播宗教的圣者化身。

根据笔者在 2015 年底的统计，迄今为止《西游记》
有 18 个德译本，其中以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的译本最
为知名；《西游记》英译本有64个版本，其中以1942年汉
学家亚瑟·韦利的选译本《猴》影响最大，曾由不同的出
版社再版22次。亚瑟·韦利忠于原著，文笔流畅，使《西
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等人物形象在英语
世界广为人知。

亚瑟·韦利的英译本在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国家
也影响很大。如 《西游记》 的捷克文译本、罗马尼亚
文两个译本、匈牙利文译本，就是在阿瑟的英译本基
础上转译的。匈牙利文译本由汉学家琼戈尔翻译，

1969年首版时曾经发行1万多册，并在1980年再版发
行 3000册，1977年琼戈尔翻译的 《西游补》 也发行 1
万多册。波兰文的《西游记》译本由汉学家塔杜什·兹
比克夫斯基翻译，仅为中文原著的前20回，名为《猴
子造反》，1976 年出版。后来由华沙大学的汉学家史
比高摘译了其他80回，在波兰影响很大。

在阿拉伯世界，1968 年埃及出版了 《猴子》 一
书，也是亚瑟·韦利从英文转译成为阿拉伯文的译本，
还于1998年再版。1984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叙利亚
大马士革出版社合作出版了 《火焰山：西游记节译》，
由汉学家福阿德·艾尤布翻译。

但美中不足的是，亚瑟·韦利译本仍是选译本。直
到1977年，才有华裔学者余国藩，用近10多年时间翻
译了 《西游记》 全本，由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与英国同
时推出。译本注释详尽，特别是保留了原著中的大量
诗词，翻译精准，权威专业，被美国汉学家魏裴德教
授称之为“精美绝伦”。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赞
叹，该译本让“英语世界的文学终于也能够从 《西游
记》这部伟大的中国名著中得到丰富和补充”了。

迄今为止，在“一带一路”国家的16种语言中，只有
蒙古、越南、泰国、俄文 4 个语种有《西游记》百回全译
本。特别是俄文全译本，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译者是
著名汉学家罗加切夫。这是《西游记》的第一个俄文译
本，影响很大，1982 年译者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一个《西
游记》选译本。

通过400多年的全球传播，《西游记》中灿烂绚丽
的艺术想象、性格鲜明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为
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
道，同时，也为欧美基督教文化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
人民所广泛接受。《西游记》的故事不断被翻译、改编、改
写成各个民族语言的作品，各国文学家用各种体裁进行
演绎，今天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等多种现代艺术形
式仍在从《西游记》中汲取营养。它启示世人,中华文化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文化类型，蕴藏
着取之不尽的宝藏。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优势。

（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西游记》的漫漫“西游”路
何明星 何抒扬

□文学新观察·四大名著在“一带一路”

客行昌邑，逢天织丝雨，迷濛如画。
提伞过虹桥，霏霏飒飒，沐雨以为乐也。
倏忽间不觉步入林中。林霏烟翠，漠然四
合。恰紫气东来，深而浮色，定而荡光，簇
簇拥拥，悬浮流弋于茂茂林中，荡然于雨林
深处，宛然如雾也。甘霖之下，徜徉之中，
春风忽至，一时间雨声如乐，竟与众仙女邂
逅。惊异万分中，趋前蔼然垂询，方知是玉
帝一时心情大好，方准众女下凡尘至昌
邑，赏人间春色。

紫兮兰兮，名为蔓菁。蔓者漫也，簇
拥着昌邑小城。菁者盛也，亦青亦兰，萦
绕着古之都昌，今之昌邑，美其名曰“二
月兰”。虽名兰而色却似嫩藕，放怀观
之，如淡紫色的雾，如绛紫色的云，如柔
曼的轻纱，如缎似的织锦。天织银线，彩
云铺路，迎众仙姝的莅临。林中的绅士们
也悉数出场，挺拔的青杨，倜傥的柏树，
矜持的法桐，连同谦谦垂柳，英发槐树，
互相缀发，于百鸟啁啾之中，沐雨而立，
迎候天上美人。而我不过是一草介之人，
何德何能，竟同获此幸也？

昌邑，属山东潍坊，有潍河绕城而过。
众仙女聚至潍河林园，雅兴所致，赏景吟诗，且有春风春雨互为琴
瑟，与吟者和也。斯情斯景，当是人间天上，亦是天上人间。

有道是“匪冬而雪，匪夜而月”的五品梨花，盈盈款颉正
弄色于细雨微烟之中，恍若玉人之初沐矣。不怪人称“晴雪”，
雅号“淡客”。她首先出来，吟诵唐人杜甫的《阙题》：“三月雪
连夜，未应伤物华。只缘春欲尽，留著伴梨花。”细雨如烟，亦
如琴瑟。在历代文人眼里，其实梨花是最宜雨中欣赏的。六品
海棠说：姐妹们，我更喜欢的是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咏白海
棠的诗：“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
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
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那个穿着鹅黄色衣裙，且
满枝金黄的女孩儿，传说是五千年前岐伯仙师的孙女儿，人称

“一串金”。她说：“《尔雅》有云，妾为异翘者也。早春连翘最
先开花，是为报春仙女也。”连着便是一片伴雨的笑声了。素有

“花中神仙”“花贵妃”之称的海棠，吟诵的是宋代王淇的《春暮游
小园》：“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縻花事了，丝
丝天棘出莓墙。”众仙女道：好一个涂抹新红上海棠。”樱桃、梅花
和杏花同为四品。有“国艳”之誉的樱花首先吟道：“一字新声一
颗珠，转喉疑是击珊瑚。听时坐部音中有，唱后樱花叶里无。”桃
花吟诵的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闻之后竟顿
升感慨，在下祖籍山东，更喜欢崔护先生的 《题城南庄》 诗，
于是随口吟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众仙女赞曰：难怪了，连凡世之人
都喜欢妹妹的好身材。真叫人羡慕。桃花说：《千金药方》中说：

“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众姐妹不妨一试。杏花说，别说
笑了，该我的了。杏花吟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咏杏五绝》：

“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随后丁香
摇枝而上，她吟诵的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诗：“江上悠悠人不问，十
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继而，人称

“玉梅”的李花，如霞似火的杜鹃，“金腰带”之迎春，“爱的使者”玫
瑰，也争相吟诵起来。最后，则是素有“花中之王”“国色天香”之
美誉的牡丹，她吟诵的是王国维的《题御笔牡丹》：“摩罗西域竟时
妆，东海樱花侈国香。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王。”

众姝吟罢，便开始互争今日诗会的霸主，雨中的花魁。终
于相持不下，竟征询于我。我知道花语即人心，说道：三月桃
花，四月牡丹，何必以此争兰梅？单是这紫色的二月兰哟，像
似一群天真美丽的女孩儿，她虽有莲花的藕色，却可以在旱地
生长。她有牡丹的高贵，却甘做小家碧玉，她有悬壶的妙方，
却心在寻常百姓家，她从天上来，从神州过，处处无家，处处
家。终以昌邑为伴，将天庭的锦绣铺满潍河两岸，赐美景于
斯，滋润一方黎民。各位仙妹，难道诗家的本质，词人的操
守，不正是如此的么？

随后，这紫色的雾，祥瑞的云，伴着富贵的牡丹，纯洁的梨花，
艳美的海棠，袭人的丁香，雍容的月季，如火的杜鹃，娇羞的连翘，
百花牵连，众芳簇移，走过潍河的河边，走过洁净舒展的马路。一
路上，嘉树美竹，夹道桐柳，勾连婉绕，参差有序。然后走进画样
的篱笆院，进入诗般的百姓家，清清爽爽，一同享受人间的温馨，
小邑的风情。在古画也似的饮马小镇，一块儿品尝梨花馅儿的饺
子，桃花馅儿的饼，槐花的点心，牡丹花的糕；无论是一盅茉莉茶，
还是一羹桃花水，样样精巧，款款迷人。果然是宫阙未有，天上难
寻耳。恍惚之间，众仙女已不知今夕是何夕也。

雨下得越来越大，倏忽间，在这漫天水响之中，发生了神
奇的一幕：盈盈淩凌的碧水正自天际逶迤而来，重重叠叠，舒
舒展展，瞬间将这瘦的潍河妆成了一个丰腴润泽且风情万种的
少妇，也让整个齐鲁大地恢复了勃勃生机。我在想呵，这天泽
的恩惠，仙姝的惠临，一定是对昌邑人造林而居、移花做伴的
奖赏罢。 题图来自网络

淡
紫
色
的
昌
邑

阿

成

淡
紫
色
的
昌
邑

阿

成

□

散
文

□

散
文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西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景观之
一。苏轼是古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最
优秀的诗人与最美丽的景观不期而遇，
必然擦出最灿烂的火花。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 （1071） 至七年
（1074），有近 3 年的时间，苏东坡在杭
州任通判 （州的次官，协助并监察州长
官的工作）。公务之余，他常游西湖，全
面领略了西湖一年四季千变万化的美。
此诗约作于熙宁六年 （1073） 正月，时
年东坡36岁。

从诗题可知，诗人饮宴于西湖上，
先是晴天，后来下雨，因有此作。

起句缴题中的“初晴”。“潋滟”，形
容波光闪耀。次句缴题中的“后雨”。

“空濛”，形容山色迷茫。二句对仗工
稳，互文见意，是说西湖山好水也好，
晴好雨也好；山奇水也奇，晴奇雨也
奇。“潋滟”对“空濛”，都是叠韵 （二
字韵母相同） 连绵词 （二字不容分拆），
尤见修辞的整饬与精致。

前两句，其美在“形”；后两句，其
美在“神”。用中国古代最美丽的女子西
施来赞美西湖，写“活”了本没有生命
的湖，真是神来之笔！“西湖”是水，

“ 西 子 ” 是 人 ， 本 非 同 类 ， 似 不 可
“比”；但二者都是天下之绝美，这就有
了 “ 比 ” 的 理 由 ； 何 况 “ 西 湖 ” 称

“西”，“西子”也称“西”，二者又曾同
属于越国，套用一句大俗话：芝麻掉进
针眼里——巧了！这就“比”出了语言
的谐趣。东坡先生不愧是第一流的语言
大师！美人之“美”，是淡妆漂亮，浓妆
也漂亮，怎么化妆怎么漂亮。“淡妆”扣
西湖的“雨”，雨天的西湖色泽清淡，可
不就像美人化了淡妆？“浓抹”扣西湖的

“晴”，晴天的西湖色泽浓重，可不就像
美人化了浓妆？因此，“淡妆浓抹总相
宜”，也就是“西湖晴雨总相宜”！

图画山水，写“形”易，写“神”
难。七言四句，如句句写“形”，是做加
法，增量不增质；东坡此诗，好在二句
写“形”，二句写“神”，是做乘法，不
增量而增值，其艺术效应几倍几十倍地
往上翻。从此，西湖又多了一个别名
——“西子湖”。人们对此别名的赞同，
正是对这首小诗审美价值最大化的承认。

《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2015-2016）》
日前在京发布。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本书
设总报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纪实文学、散文、诗歌、戏剧、网络文学、文
学理论批评与年度文学声音等10个专题，分门
别类地对年度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论
争与文学事件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概要的
描述。

报告指出，2015年文学最为值得关注的动
向主要是3个方面：

一是在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
小人物的描写出现新的艺术突破，小人物不仅

担当了大角色——作品主人公，而且在平凡中
藏匿着不平凡、弱小中含蕴着高大，把小人物的
性格写出了新的光亮，把小人物的形象提高到
了新的境界。如陈彦的《装台》、刘庆邦的《黑白
男女》等。这样的小中有大的小人物形象，对于
当下创作如何写好小人物有着诸多启迪意义。

二是在网络文学中，创作与运营的双向异
动推动着网络小说一路奋力前行。网络小说虚
构性写作一头独大的倾向有所改变。无论是虚
构类还是写实类，都在原有基础上既有内容的
拓展，又有艺术的拓进，如玄幻仙侠类小说，开
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并着力打造典
型性的人物性格，平添了耐读性。网络小说改

编影视的趋势，在2015年不仅有增无减，而且频
现亮点。网络文学的资本运营与商业运作出现
新的变化，两大网文巨头的强力介入和资产重
组，释放出网络文学做强做大的信号。

三是在理论批评中，理论的反思与批评的
检省成为自觉的行动。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
主要集中于文艺理论迫切需要联系文学现实和
创作实际，改变目前不接地气、缺少元气的贫弱
状态。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
文艺理论应与文学批评深度结合。

报告指出，各种冲击与挑战给当下文坛带
来的问题与难点，主要表现在写作的分化、传
播的变化、阅读的俗化、批评的弱化。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二首其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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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2016年文学蓝皮书梳理文学现状
杨 鸥

流淌的岁月 苗 青摄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孙悟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