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公告栏 《社会科学报》电子报即将上线，敬请关注！搜索

首页 > 学术 > 列表 > 正文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谢天振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更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

“走出去”，成为从我国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谢天振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

究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国家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

即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翻译问题，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文化就

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然而，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是否只要迈过语言翻译这“第一道坎”就万事大吉了呢？

答案恐怕远非如此简单。 

 时间差，语言差 

       上述思维方式的背后涉及的是对翻译的认识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翻译的绝大多数认识，包括翻译理论、思想、

主张、标准、目标等，都是建立在“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而不是“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基础上的。

具体而言，这些认识都是站在接受者立场上对其从事的翻译活动展开的思考。传统译学理念的转折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西方，以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比利时籍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英国比较文

学家兼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人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翻译即

改写”说，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等。他们意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一种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翻译现象也

不是简单孤立的文本翻译行为，翻译行为本身，包括翻译的方法、策略甚至翻译的结果，必然要受到翻译所处的历史、时代

和文化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样，人们开始将目光从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跳出来，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文本等

值和忠实问题，而是开始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诸多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开始关注“权力关系和文本生

产”的问题，并阐释翻译与译入语文化和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借助译介学的视角，我们重新来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就不会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个仅仅关涉语言文字转

换的翻译问题，而就会注意到它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相关的因素。在涉及“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议题上，我觉得还有两个具体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语言差，另一是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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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要来得容易。这种语言差使得中国能够有较多精通英、法、德、

俄等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而在西方我们不可能指望有许多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

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作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 

      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

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这种时间上的差别，使得我们拥有丰厚的西方文化的积累，中国的广

大读者也都能较轻易地阅读和理解译自西方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而西方则不具备我们这样的优势，他们更缺乏相当数量

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的读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作品的普通读者相

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

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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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课】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

上，桑德尔与在场学生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关

正”问题的讨论，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即将

范大学开设的伦理学的研讨班也将以这样

开。 http://t.cn/8FT3HiD(昨天 19:46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

型时代，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

遇与挑战的内涵不同以往，我国必须坚持

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

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才能在世界

整中趋利避害，乘势而上。 

http://url.eastday.com/cjjA1(前天 20:07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美联储首任女性主席耶伦在国会的首次听

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美国尽管已经开始了量化

松的退出，但其退出的过程将十分缓慢。中

也需要被动地收紧货币政策，在打压影子

的政策联动下，中国的整体利率水平将难

降，热钱流入的动力将有增无减。

http://url.eastday.com/PyhZ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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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首日，国务院常务

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

险，在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上迈出重要一步

养老问题已成为各国民生关注焦点，我们

光投向全球，梳理总结值得中国借鉴的养

示。http://url.eastday.com/RHG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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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来越多国家采取“负面清单”的外

式，这种方式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

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年，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要求，我国的负

理模式将进入优化期。

http://url.eastday.com/P2PUf(14-2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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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

议作出重要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

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

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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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经典，在西方却评价很低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具体的个案，来更进一步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红楼梦》的英译已经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红楼梦》120回全本在英语世界里只有两个英文全译

本：1973年英国翻译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和197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简称“杨译本”)。如所周知，自这两个译本问世以来，杨译本的质量和水平在我国翻译界一直备

受推崇。然而，一个也许是我们以前无意忽视、也许是有意回避、然而却又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且令我们颇感几分沮丧的事

实是，与霍译本相比，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译本的

被引用率、相关重要文学选本的入选率等数据看)却远不如霍译本。江帆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

究”里，根据她在美国高校实地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指出：“首先，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

超过了杨译本：英语世界的中国或亚洲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朗曼世界文学选

集》选择的也是霍译本片段，杨译本在类似的选集中很少露面；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作者一般都将两种译本并列为参考书

目，也对杨译本表示相当的尊重，但在实际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时，选用的都是霍译本，极少将杨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其次，

以馆藏量为依据，以美国依利诺斯州（Illinois）为样本，全州六十五所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I-Share）表明，13所大学

存有霍克思译本，只有2所大学存有杨译本。最后，以英语世界最大的Amazon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为依

据，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普通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二者之间

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甚至极为严苛。” 

      在今天我们纪念杨宪益先生去世的时候，举出以上事实，也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是对杨先生的大不

敬。其实以上事实并不能动摇我们对杨宪益先生的尊崇，也不会让我们对杨先生高超的译艺产生怀疑。我们之所以举出以上

事实，正是出于对杨先生的尊崇和热爱。我们唯有冷静地直面事实，通过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引发国内翻译界、文化

界的反思，从而让杨先生、以及让许许多多像杨先生一样正在勤勤恳恳地从事中译外事业的翻译家们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回

报，在世界上产生应有的影响。 

      有两个小例子可以清楚地显示杨译本和霍译本在翻译方法上的不同取向。《红楼梦》第16回有一句俗语“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两个译本分别翻译如下： 

      Always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 (霍译) 

      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pan. (杨译) 

      第24回里的一句俗语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个译本也是明显不同：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霍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杨译) 

  中国译界以往对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翻译方法通常都是贬霍褒杨，认为杨译忠实原文，霍译“用面粉和面包代替了大米，

餐碟代替了饭碗，平锅变成了长柄锅”，很不可取。然而如果我们能站在英语读者的接受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

到我们与西方读者对彼此的了解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那么我们对这两个译本的比较，也许会有另一个结果。 

      另一个个案是对《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的研究。从1981年起，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国家外文局

下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主持编辑并翻译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体制下的对外译介行为。“熊猫丛书”

持续了20多年，共出版了英文版图书149部，法文版图书66部，另外还有少量的日文和德文版图书。研究者耿强博士同样收

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翔实的数据，展示出“熊猫丛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以及进入新

世纪以后)其翻译、出版、销售数量的变化，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等许多图书馆的馆藏数量的变化，

指出“熊猫丛书”的翻译生产，“不仅受到本土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要接受异域文化环境的检视与考验”。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

观点，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到译成外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国外传播、被国外的读者接受的问题。一千多年

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早就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靠我们

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的，而主要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

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

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的。我们即使出版了一本甚至一批翻译质量不错的中译外的译作，但是如果这些译作没有能为国

外广大读者所阅读、所接受、所喜爱的话，那么凭借这样的译作，中国文化显然是难以走出去的。   

树立国际合作的观念 

      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观念，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

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

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

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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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权利不仅包括农民本身具有的权利，而且包

括农民应该平等地享有的市民权利：土地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

为新市民应享有的权利有户籍平等权利、

权利、平等就医权利、社会保障权利、体面居住

利、公平教育权利、民主诉求权利 

http://url.eastday.com/O2n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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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的任务在于确认事实，收集、管理信息和

证据，将相关法规范适用于具体事项，惩处

违法和不当，奖励、维持合法与合理，维护

均衡各方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

定了行政执法行为并不一定能够也并不一定必

具体的执行阶段取得每个人的认同和支持。

http://url.eastday.com/71CB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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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推进国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多激发市场活力；破除城

构障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涉

领域的改革任务将陆续启动，措施务实给

http://url.eastday.com/JFms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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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

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平均

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我国增长阶段的转换

快速追赶期后的增长逐步自然回落的中长

素主导，加上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

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使然。

http://url.eastday.com/Tw4cs(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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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发挥的职能作用不

在经济方面，也在社会、政治方面，这就要求建立

科学的财税体制，不仅要“优化资源配置、

场统一”，而且要“促进社会公平”，为

家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http://url.eastday.com/QfSrA(14-2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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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财税治理的大道文明精神，坚守人道自由、公

正平等的价值原则，而且使这些理念实现

“嵌入”，并有效解决了财税权力的合法性以及

“闭环式”监督机制问题，才可能逐步接近理想、

优良的财税体制，最终发挥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基

础与重要支柱作用。

http://url.eastday.com/SCS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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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2014年全球风险报

和《2014年全球议程展望》，前者评估了

球性风险，认为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将成

大风险，后者指出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将

年全球议程最大焦点。

http://url.eastday.com/XXy3L(14-1

20:49)



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他们能给予精

神上、物质上乃至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

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

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

文化典籍的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各自国家的

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有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

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为

是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或几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某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

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

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当然，鉴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也像我们国家一样拥有众多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和

翻译家，因此，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我国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者也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发挥他们的作用，作出

他们的贡献。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件事上，全靠我们中国人固然不行，但全靠外国人也是不行的。（1389期 第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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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多是解决

际问题，缺乏战略互信。这种情况若不改善，有可

能如19世纪末英德关系从合作走向对抗。

信的缺失，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http://url.eastday.com/b90bh(14-1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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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共

已基本形成，改革的力量已动员起来，改革的行

也逐渐展开。当此其时，作为改革者，至少要有

个转变：在行动上要从蓝图设计转变到方案

执行，扎实推进各项具体改革，在思想上要

动员凝聚共识转移到关注改革风险。

http://url.eastday.com/033dR(14-1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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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未来

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全面完成小康社

设任务，具体来说是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左右；

二是初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确定体系大框架；三是综合国力有所发展

http://url.eastday.com/pFlPT(14-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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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牵涉中国人的一块伤疤。最近几年，

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及伤害过的人而道

歉，其中，陈毅之子陈小鲁等人的道歉亦曾引起社

会关注。作为曾经身为革命接班人的“红

来道歉，虽然还只是个别人的选择，但这

一个方向。 http://url.eastday.com/0z77F

(14-1-22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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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则是针对这种

保障制度而进行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即在利益日益

多元化的条件下，虽然由政府主导着社会

的建构，但企业、社团与个人等必须共同分

任，同时通过社会化方式来加以实施，社

为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系统

http://url.eastday.com/cx6vv(14-1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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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去年GDP增速为7.7%】初步

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

比上年增长7.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

7.7%，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8%

季度增长7.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56957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

249684亿元，增长7.8%

http://url.eastday.com/1RD5O(14-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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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

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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