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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对于具有 5000 年历史积累的
中华文化而言，通过翻译这个桥梁主动向世
界介绍自己的文化精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
而有效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 20 多年间，创造了第
一个文学对外翻译的高峰。截止到 1966 年，
外译语种超过 40 多个，外译品种接近 1000
种。既有四大名著以及李白、杜甫诗歌等古
典文学经典，也有 《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等红色经典，还有《狂人日记》《子夜》等中
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这些作品在世界上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迄今仍然被津津乐道。这
是自明末清初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传
播中华文化400年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
己主动对外翻译的成功尝试。

主动外译的好处是能够准确地介绍自己
的文化精品，打破误读，消除曲解，减少文
化猎奇。文学翻译虽然是译者个体的文化活
动，但必须有专业文化机构的参与才能进
行。因此这里的主动外译，指的是整个翻译
活动的组织是由中国文化机构主持发起的，
涉及翻译经费、翻译语种、翻译出版和发行
等相关环节，译者当然也包含能够熟练掌握外
语的中国人，但更多的是热爱和喜欢中国文学
的外国译者。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再次
加大了文学对外翻译推广的力度。如“中国图
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计划”“丝路书香
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
都将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
持板块。

当今的中国文学外译出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参与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译者队伍

更加多元化、社会化。在 1979年之前，中国对
外翻译出版仅有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
社来组织进行，译者大部分是在华工作的外籍
专家和能熟练掌握外语的中国学者，如沙博
里、杨宪益、叶君健等翻译家，是新中国文学作
品外译的第一批先行者。

从 2005 年开始的外译资助计划和工程，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译
者面向海内外的广大机构与个人，只要有意
愿并且能够翻译中国文学，都可以申请翻译
经费资助。这就使参与中国文学外译的出版
机构、译者更加多元化、社会化。以俄罗斯
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根据圣彼得堡
大学东方语系教授罗流沙的数据，2002 年至
2009年仅有 18种中国文学翻译图书出版，而
2010至2016年的7年间达到55种，这55种作
品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政府的外译资助。其中
包含曹文轩 （10 种）、毕飞宇 （8 种）、莫言

（5种）、余华 （5种）、刘震云 （4种） 等95个
作家167部新译作。55名译者大部分是俄罗斯
人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反映新中国
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有组织的译介，
在前苏联出版。21 世纪中国政府的对外翻译
资助，正在薪火相传，续写翻译交流史。

二是中国文学外译语种分布侧重“一带
一路”国家。众所周知，在由西方资本主导
的世界文化传播格局中，东西方文化传播失
衡的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特别是“一带一
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局限，基本没有能力主动翻译中国文学作
品，所接受的中华文化差不多都是经过西方
话语体系过滤过的。中国政府资助的文学外
译工程、计划，更多地侧重“一带一路”国
家的非通用语种，这对于向世界不同国家的
读者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展现正在发生巨大变
化的当代中国，消除国际文化传播的不平等
就显得十分重要。依据几个重要资助工程的
语种统计，申报资助语种就有越南语、波斯
语等30多种，绝大部分都已经获得翻译资助。

三是中国文学外译资助的方式更加多样
化。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中国文学走
出去的资助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覆盖整个
文学出版的相关环节，还涉及电影、电视等
领域。

中国文学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
统、价值理念与文化风格，立足于正在欣欣
向荣发展的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其文学内涵
的丰富性、多侧面、立体化，注定了只有主
动对外翻译传播自己，才能不被以偏概全、
盲人摸象。中国文学外译，正在书写着人类
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历史新篇。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越来越多汉学家参与译介
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记 者：请谈谈近5年海外汉学家对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过去比有什么
变化？

张燕玲：近 5 年，多媒体与全球化深
刻影响与丰富壮大了中国文学研究与批评
的格局，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文学
与海外与世界的对话空前活跃。就在几天
前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莫言参
加“以故事沟通着世界”活动，一个人对话
30 国的汉学家，如此热烈的“对话”场面在
今日之中国已呈常态化。因此，中西方有
所差异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必然会融通、
会互为补充。文学对话使双方在相互尊重
的平等立场上，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
便进一步扩大文学成果共享，这也是中国
深度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文学收获，充分
显示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张清华：近 5 年，越来越多的青年汉
学家和翻译家开始参与到译介与研究中国
当代文学的行列，人数有明显增加。本人
两次去欧洲讲学，在苏黎世大学、日内瓦
大学讲述的课程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以
及近年来的先锋派诗歌。选修者中有不少
人有志于翻译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已经接待了来自
欧美和东亚的多批和多位中国当代文学的
研究者，其中，欧洲的居多，包括波兰、
法国、意大利、捷克等国的学者；东亚的
主要是日本的和韩国的学者。

罗 鹏：我和同事白安卓主编了 《牛
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这本手册篇幅达
1000页，收入了包括北美、欧洲、中国大陆、
香港和台湾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的一流学者所著的45篇原创性论文。我们
的目的不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绘制全景式的
图谱，不是要谱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是
为了凸显这些学者如何研究如何理解中国
现代文学的一系列方法。我认为对于方法
论导向的重视尤为关键。

季 进：尽管海外学界有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提法，但未必如国内学界这样
界限明晰，各有专对，而是基本上都囊括
在现代文学的概念里面来处理。而众所周
知，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是从20世纪50
年代冷战背景中开始起步的，它从很宏观
的文学史写作入手，然后转向对作家的传
记式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和
文化研究的风行，其处理和展示的问题、
现象也更为多元，从都市文化、影视文化
到流行音乐无所不包，近来的趋势更是深
入到对情感结构、华语语系等问题的讨论
上。可以说，除了议题的丰富以及处理的
对象和内容更细密之外，跨学科知识的调
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走向。人类学、社会
学、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理路不断和文学
的理论、文本产生对话碰撞。

记 者：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清华：汉学家对中国作家有深远的
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作家
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的看法自然也就会
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法、趣味和取
向。比如许多作家可能意识到讲述“中国
故事”的重要性，格非的作品越写就越像
中国传统小说了。

张燕玲：在平等对话的背景下，优秀
的汉学家及其研究也日益被关注。我所服
务的文论期刊 《南方文坛》 就借力苏州大
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了 3 年“译介与
研究”栏目，推出了李欧梵、夏济安、高
利克以及新一代汉学家罗鹏、白睿文、李
素等对中国文学热忱而专业的翻译推介以
及相关的最新研究，颇受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海外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重写文学史”一直就是当
代中国文学学科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近
30年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就是明证。近
年，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兴趣
日增，著作甚丰。2016 年邓腾克主编的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哥
伦比亚版”）、张英进主编的 《中国现代
文学指南》（简称“指南版”）、罗鹏和白
安卓主编的 《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

（简称“牛津版”） 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相
继问世，如此密集和体量均创中国文学史
之最，其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影
响，是不可估量的。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的影响远远
大于对创作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是海外学界整体上注重文学理论，倾向从
历史角度探讨学术议题，新颖的概念和方
法对国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
义，因此学术影响明显。二是海外学界近
几十年来相对忽视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
的当代文学批评。除了个别例外，中国当
代作家的翻译者经常不在学界，所以学界

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直接影响局限于作家海
外访问时参与的校园对话，间接影响是作
家通过翻译成中文的海外当代文学研究成
果获得的。

季 进：我们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国际
参照和前沿动态，这种做法本是出于治学
严谨的需要，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学术
研究的必须趋势。海外与本土学界其实构
成了一个彼此促进、不断对话的学术共同
体。与研究领域的状况相似，不少作家也
非常关心国际社会对其作品的评价和研
究，这些评价与研究也对作家的创作多多
少少带来启发、刺激与影响。当然，一个
优秀的作家，自有他的创作传统和思考，
不会照着西方的审美和消费口味来做自身
的调适。事实也证明，越是那些能跳出西
方口味的作家，反而越有可能取得持久性
的成功。

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
中发挥巨大作用

罗 鹏：我正在编辑两个项目，第一
个项目是为一本期刊编辑一个特辑，我计
划邀请学者从中国文学不同的地域、领域
和议题切入并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展开讨
论，例如从“边境作为方法论”、“武侠作
为方法论”、“报告文学作为方法论”来展
开。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思考这些方法论
和特定的议题或领域的关系，还会对我们
思考文学和文化研究，甚至对中国现代文
学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项目我们关注的是在20世纪六
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的语言学转向。我们

很想从方法论和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学
术现象。虽然我们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
学，但这个特辑重点讨论的并不是中国文
学，我们认为这个议题与当代文学研究的
趋势紧密相关。

记 者：近年来，中国文学国际影响
力日渐提升，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何影响？

季 进：应该说，海外汉学家是当代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最重要的推手。不少汉
学家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这使得他
们对当代文学的选择不是浮光掠影、猎奇
式的，而往往能选择最具内涵的作家作
品。海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首
先是通过汉学家的工作来达成的，所以我
们必须充分肯定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
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断地助力汉
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

学，而不是简单地否认。当然，我们也要
看到，汉学研究和走出去战略好似一体两
面，互动友好，你推我拿，有志一同。但
究其实质，两者的落足点和关心点还是有
所不同的。汉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学术研
究，其诉求的对象虽有心囊括一般的文学
爱好者和对中国文学、文化充满兴味者，
但是，其真实的读者仅仅存在于非常狭小
的汉学圈内。学术研究有志于去澄清并展
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现
实，也有可能倾向于发展某种隐微的批评
和文化介入。而走出去战略则立足国际推
介中国，务求全面生动，未必把学术圈作
为其着力的要点，两者的定位和胸襟还是
有所不同的，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努力形
成良性互动。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及
时介绍新作家和新作品，并挖掘以往不受
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因此引起翻译界的重
视和出版商的兴趣。在海外的文化格局
中，学界、出版界与媒体严格分野，一般学
者很少参与主流媒体的书评介绍，因此对
校园之外的主流读者影响有限。当然，学
界影响相对媒体而言是长期的，即目前在
校大学生将来必然成为海外的主流读者。

张清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
去，当然有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之前
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阎连科、铁
凝、毕飞宇等人的海外影响，一定程度上
都是汉学家孜孜不倦的介绍的结果。近年
来，贾平凹、韩少功、麦家、曹文轩、张
炜、徐则臣等人的影响也逐渐多了起来，
同样是汉学家推介的结果。其中起最主要

作用的还是欧美的汉学家。
我们从国家层面上，应该有举措和战

略，要大力团结汉学家和翻译家，给他们
以奖励和支持，以促使他们更多地介绍和
推助中国作家走出去。同时，也要推助他
们翻译和研究中国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与
评论，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就不是
局部和支离破碎的了，更能够从整体上全
面和历史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

记 者：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张燕玲：海外汉学家习惯以“现代
性”为核心叙述的视域，同时论述又容易
脱离大陆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会与我们
传统的文论叙述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
因此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有一个
客观的善意的学术评价，同时也要有一个
正常的宽容的心态。我想，“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永远是我们的文艺方针，正常
的理性的学术交锋是文学批评的生命。内
地和海外话语系统不一样，对于同一种文
学史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汉学
家的研究进行对话、讨论、商榷、甚至发
出批评的声音，都是必须而正常的，这意
味着中国文学的信任与融合，自信与建
设。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以作家、作品分析
为主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忽视，但这是海外
人文学界的整体趋向。解决的方法一是组
织以作家、作品为主的国际学术会议，并
邀请作家参与，以促进学者这方面的研究
动力。二是增加学术期刊的作家、作品研
究专辑，扩大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出
版机会。

张清华：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主要是不全面，对作家的了解也比较片
面，尤其难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和谱系
化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某些华裔的学者
可能好一些，但观念和观点有时也不尽公
允和有效。建议鼓励他们对于国内学者的
著作多加翻译，与中国当代的批评家多一
些互动，这样就可以更多和更客观地介绍
中国文学，推介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的格局日益丰富阔达

记 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如
何？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的发展前景可观，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
海外学界对中国研究整体发展的重视，相
关大学的文学课程逐渐增加，国际社会关
注中国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当代文
学自然成为了解当代中国的主要途径之
一。

季 进：首先，汉学研究自有传统，
同时它也是西方学科建制中虽微弱却不可
或缺的一环，因此其发展有其长久性；第
二，在世界文学和全球化的巨大号召之
下，随着中国作家和作品更多、更广的传
播，汉学研究必会形成更强劲的趋势；第
三，中国作品所能提供的中国经验对于检
讨西方理论及其学术发展中存在的某类问
题具有重要性，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者，
不会无视这种重要的资源。我们期待以更
阔大的胸襟，海纳百川，了解和接受海外
学界的成果，并与之形成良性的对话与互
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走得更深更远。

张清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上
升，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人会
越来越多。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系，
必须以更宽广的胸襟来对待国外的汉学研
究，宽容不同的观点，甚至批评意见。不
能把国内的一些想法强加给外国学者，那
样会适得其反。

张燕玲：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之中
国，能拥有如此众多葆有文学初心的批评
家尤其是汉学家，说明中国文学的格局日
益丰富阔达，这是我们大时代的文学之
幸，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海外汉学家以独特的
视角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视野，助力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近日，本报记者与海
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对话，探讨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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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引发海外汉学研究热中国当代文学引发海外汉学研究热
采访人：杨 鸥（本报记者）

嘉宾：张燕玲（评论家，《南方文坛》杂志主编）
张清华（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季 进（评论家，苏州大学教授）
罗 鹏（汉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张英进（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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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莫言对话30国的汉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