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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只是一个翻译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谢天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开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的重要诉求和学界关

注的热点。本版所刊发的三篇文章，以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为话语背景，围绕世界

文学的理念、中国文学的外译及其海外传播等问题，多维度地阐释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错综关系，

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探讨中国文学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视角。 
  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是一项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复杂的活动，决定文学译介效

果的原因更是多方面的。 
  中国文学、文化要切实有效地“走出去”，有三个问题和两个特殊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翻译的目标在于促成相互理解和有效交流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影响中国文学、文化有效“走出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实质性问题。

首先是对翻译的认识有失偏颇，以为只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文化就“走出去”了。所以，

长期以来，我们关心的就只是具体的翻译问题，即语言文字的转换，却很少考虑翻译中的其他问

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推出了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目前正在做

更大规模的《大中华文库》。这些杂志和丛书都把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翻译成了外文，但有关研

究结果表明，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它们并没有促成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原

因就在于，我们只关注语言文字的转换，却忽视了翻译的任务和目标——促成交际双方的相互理

解和有效交流。由于不重视“如何让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

被传播、并产生影响”的问题，我们的外译行为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其次是未能认清“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与“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两种翻译

行为之间的差别。只看到它们都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却看不到“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在多数情

况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对方对此却未必有内在的需求。这样，

“译入”活动的发起者和译介者就只需考虑把外来的文学作品、文化典籍译得忠实、准确和流畅

即可，译介行为自然就能赢得读者，并产生影响，而“译出”行为不然。由于对方尚未产生内在

需求，更未形成比较成熟的接受环境，此时，如果也像“译入”行为一样，只关注翻译本身而不

考虑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诸如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

念以及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那么，这样的译介行为就很难奏效。 
  再次是对文学、文化跨语言传播的译介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一般情况下，文化往往从强势

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往往由弱势文化国家的译者主动把强势文化译介给自己的国家。历史

上，在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周边的国家就曾纷纷主动地将中华文化译入；而当西方文化处

于强势地位时，譬如在晚清时期，我国知识分子也主动把西方文化译介给我们的读者。在今天的

世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仍处于强势，要让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首先是希望走进英语世

界)，实际上是一种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逆势”译介行为，那就更不能仅仅停留在把中国文

学、文化典籍翻译成外文，而必须从译介学规律的高度全面审时度势，并采取合适的译介方式。 
  中西文化交流尚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 
  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还有两个特殊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即 “时间差”（time gap）
和“语言差”（language gap）。 
  所谓“时间差”，是指从清末民初算起，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学、文化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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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而西方国家开始有较多人积极主动地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则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这

种时间上的差别，使得我们拥有较丰厚的西方文化的积累，我们的广大读者能较轻松地阅读和理

解译自西方的文学、文化作品，而西方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优势，更缺乏能轻松阅读和理解译

自中国的文学、文化作品的读者群。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读者群体，其接受水

平大概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西方翻

译家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采取归化的手法并对原作有所删改的原因。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积极

推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时，现阶段勿贪大求全，编译一本诸如《先秦诸子百家寓言故事

选》，也许比花大力气翻译出版一大套诸子百家的全集更受当代西方读者的欢迎。 
  所谓“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

的文化方面，比操英语等西方语言的人学习、掌握汉语要容易。这种“语言差”使得我们国家能

够有一批精通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粗通这些语言并了解与之相关的

民族文化的普通读者，而在西方就没有这么多精通汉语并深谙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谈不上有

一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轻松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内，西方国家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读者是有限的，其汉学家、翻译家数量也将有限。为此，

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那里培育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群体，如何扩大国外汉学家、翻

译家队伍，以及如何从项目资金到专家咨询、配备翻译合作者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等。 
  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是一项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复杂的活动，决定文学译介效

果的原因更是多方面的，但只要我们树立起正确、全面的翻译理念，切实把握译介的规律，正视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时间差”等特殊现象，就一定能切实有效地促成中国文学、文化

“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