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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語言藩籬,從另一視角看中國文學「走出去」
———「翻譯中的中國文學」

高層論壇暨《他山之石》《中學西漸》新書發佈會舉行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以更為積極和多元的姿態融入世界文學的廣闊疆域,披上異域他鄉的外衣

上演中外文心相通的精彩華章。 翻譯中的中國文學在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下每每引發審美的愉悅和情感

的共鳴,吸引中外學者追索文學跨文化傳播所產生的種種微妙與關鍵。 翻譯與文學已然跨越語言的藩籬,

進入五色迷離的視聲世界。 翻譯中的中國文學沉潛于世界文學之內,預示著世界文學大潮的起伏與轉向。

為推動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與國際傳播,促進中外學界在中國文學譯介研究領域的學術交流,為文明

互鑒和文化多樣性作貢獻,由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上海市世界文學多樣性與

文明互鑒創新團隊、上海市外國文學學會翻譯研究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翻譯中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國際傳

播高層論壇暨《他山之石》與《中學西漸》新書發佈會於 11 月 26 日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

一、
 

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論依據

《他山之石》與《中學西漸》是上海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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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朱振武教授「漢學家研究三部曲」中的兩部(另一部《歸異平衡》也即將出版),三部曲結合漢學家們

的翻譯實踐、譯介策略和經驗教訓,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從學理高

度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方法和病症進行望聞問切似的診脈,對其合理內核及可行性進行現實意義上的闡

發。 其中,《他山之石》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在英語世界的有效傳播,對從事中國現當代

文學研究和譯介活動的 21 位英語世界的漢學家進行全方位考察;《中學西漸》主要研究中國古代的詩文、短

篇小說、章回小說、史傳文學、戲劇及說唱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有效傳播,對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譯介活

動的 25 位英語世界的漢學家進行全方位考察。 兩本書跟蹤和研究這些漢學家的成長背景、漢學生涯、英譯

歷程、迻譯理念、價值認同、相關影響及存在問題,為跨文化跨學科背景下的翻譯研究和翻譯學科的建立提

供理論參照和實踐樣例。

上海師範大學副校長陳恒在致辭中指出,研究中國文化外譯,是通過另一隻眼睛,從另一個視角對中國

文學「走出去」進行反思與總結,可以豐富我國的翻譯理論、文化傳播理論和跨文化交際理論,也可以為我國

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論依據。 這正是「漢學家研究三部曲」的價值所在。 這樣的研究,對於文明互鑒理論和

文明新形態的形成具有參考價值,對於我國制定文化「走出去」政策,充實世界文化多樣性具有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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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時間與空間中拓展思想之力量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華譯學館館長許鈞說他在朱振武教授的身上看到了四點:首先是他的學術

目光。 他的學術目標是拓展性的,也是雙向性的。 一方面使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在世界的

其他地域,他在不斷地構建自我與他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種構建是一種雙向的眼光,這既有拓展性,也

有構建性。 第二,是朱教授具有學術的堅守。 這麼多年來,很少看到一個學者如此不遺餘力,如此幹勁十

足,不斷積累,不斷堅持,不斷拓展國家重大專案。 同時,朱教授及其團隊也在不斷進步、發展。 第三,朱教

授一直在堅持實踐的優良傳統。 他把鄭克魯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不斷擴大、發揚,他也不斷擴大上海師範

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的學術影響力。 第四,朱教授的學術研究,凸顯了他的學術引領力。

這種卓越的學術追求、深刻的理論思考和踏實的實踐探索相結合的學風將進一步得到發揚。

許鈞認為,如果說,翻譯是一種文化構建力量,是一種思想領域的拓展力量的話,那麼它構建的分析就

是在空間中展開,在時間上推移。 而《他山之石》和《中學西漸》,非常明確地展現了朱教授在時間與空間兩

個維度的不斷探索。

三、
 

中國文化海外傳播需要把握的幾大關係

蘇州大學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首席專家季進表示,「漢學家研究三部曲」是朱振武教授這些年

深耕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一個集大成式的呈現,它們的討論物件從中國古代文學到中國近代文學的英譯,

從具體篇目來看,幾乎囊括了英語世界中國文學譯介全部的重要譯者和重要譯本。 朱教授在著作中談及追

蹤和研究漢學家的英譯歷程和翻譯理念,也思考其中的一些翻譯機制和文化秩序。

季進覺得,無論是譯介層面還是研究層面,探索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其實無非是在尋找中國文學在跨文

化傳播過程當中,源和流的歷史邏輯、成和變的審美歸屬,以及內與外的資源與動力,從而做出一個比較科

學的評估,也為中國文學的「走出去」提供一些決策的依據。 從研究實踐來講,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是一個非

常複雜、多時段、多面向的歷史實踐,要對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研究對象進行一種總體性的論述,挑戰非常

大,需要以一種全球化的文化整體觀來加以看待。 比如中國的海外傳播之于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之于海

外漢學的關係,之於譯介學的關係,之于世界文學的關係……相互之間的關係都很複雜。 只有辨析清楚這

些關係,才有可能在真正的世界文學領域解析中西不同的文化制度、審美標準等差異所帶來的挑戰,來反思

中國文學到底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從而尋求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融合的可能

性。 在這樣一種對話和融合當中,建構起既蘊含本土經驗,又符合世界潮流的中國文學。 所以從這個角度

來講,朱教授三部曲的出版可以帶來新的啟示。

在此次論壇上,專家學者們還就「漢學家與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 「翻譯研究的話語建構和批評自覺」

「中國文學的海外受眾與文明互鑒」「
 

社交媒體與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世界文學中的中國元素」「數位人

文技術與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等議題進行了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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