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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莫言作品英译者选择“妥协”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谈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信息来源：  《文汇报》  日期：2013年10月31日    

相关链接： 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3-10/24/content_53.htm

葛浩文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作者与译者：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

（Author and Translator: An Uneasy, Mutually Rewarding, Sometimes Fragile Relationship） 

 

“我已翻译完莫言的作品《蛙》，这次，一字不改。”昨天，美国著名汉学家、莫言作品英译

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挑战与机遇”学术研

讨会上亮相。葛浩文在会上透露，算上这一本，他已完成了第10部莫言作品的翻译。但和过去有所

不同的是，他的翻译风格有一点点改变。 

过去，葛浩文“连译带改”的大胆风格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把莫言作品推向诺奖领奖台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原因。但现在，出名的“老葛”似乎也选择了妥协。因为，他承受着压力。 

对比使老葛备感压力 



作为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者，葛浩文虽然是“洋和尚”，却被认为是帮助中国文学

的“接生婆”，是他把莫言、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40

多部作品译成英文，带到了西方世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将其视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功

臣。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逐字逐句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昨天与会的上海外国语大

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谢天振认为，如果要让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

“走出去”，当下比较靠谱、高效的办法，就是把作品交给像葛浩文这样既了解西方读者口味、又

对中国文学有精深研究的海外汉学家。 

“几年前就有统计，在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市场上，其本土以外的译作基本在3%和5%左右，和

中国市场海外译作占半壁江山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谢天振说，也正因此，葛浩文考虑到西方读

者的认知度和阅读兴趣，让中国文学作品有机会“挤”进这个狭小的出版市场去，“连译带改”的

思路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他甚至友善地提醒中国作家，“作品写短一点，40万字太长，美国人没兴

趣看太长的外国小说”。 

耐人寻味的是，莫言摘获诺奖让葛浩文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开始拿出原

著对照研究葛浩文的译文，认为他“把别人的作品删改坏了”。 

“有人说我的翻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一般不作回应，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作家

本人和我讨论，我会告诉他，我是根据我理解的文本在翻译，而不是作家字面上写的那个意思。”

但即便如此，昨天发表演讲时，葛浩文坦率地承认，“莫言获奖后，人们的关注和扑面而来的‘对

比’太多了。”所以在翻译莫言的作品《蛙》时，他选择了乖乖地忠实原著。 

译者难获空间和信任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翻译过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如果自己不喜欢它，肯定翻不好，

读者和市场也肯定不会接受。”比起翻译本身，葛浩文觉得，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来得更

加微妙甚至复杂。 

“如果一个作品获得成功，那么功劳首先肯定是作者的。反之，作品在海外市场反响不佳，人

们多半认为译者要承担责任——一定是翻译有问题。”葛浩文认为自己很幸运的一点是，合作过多

位中国作家，与他们打交道都很愉快。莫言对葛浩文尤其信任有加。“莫言跟我说，‘我不懂英

文，作品你拿去翻吧。译作是你的作品’。” 

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并非每个作家都像莫言那般甘做甩手掌柜，给译者这么大的空间和信

任。 

昨天的论坛上，有学者就爆料说，一位国内知名作家自己不懂英文，当他把作品交给译者翻译

的时候却总要附加一条“规矩”：翻译完一个章节就要寄送回来，这位作家会托懂英文的朋友逐字

逐句地对照，看看译者有没有漏译或误译。 

对译者“不放心”的作家从来都不少。据说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被引进到中国时，昆德拉本人

就要求中译者翻译时参考指定的本子，且不得作“译者序”，生怕译者的视角、解读会影响读者阅

读他的作品。 

问题是，一个听话的或“无限忠实”于原作者的译者，就一定能拿出好作品吗？ 

从30年前一个默默无名的美国大学教授到如今成为“让莫言获得诺奖”的功臣，葛浩文的名气

越来越大。但在他看来，这些名气还远不足以让更多人对“译者”这个行业有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