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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情况硏究
闵宽东

　　一.翻译的来源

　　韩国的翻译史构成有着很特殊的现象。朝鲜1446年世宗大王创造韩文以前,一切都以汉文为表达之

工具,因此不存在翻译的问题。可是韩文的创造,促使了翻译的诞生。虽然大部分的文人仍然长期采用汉

文,但在庶民层和女性层渐渐开始出现新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平民层文学和女性层文学的形成。特别是中

国古典小说中通俗演义类小说的传入更扩大了平民和女性读者层。他们的读书热情更促进了“汉文谚

解”的出现。所谓谚解就是以韩文解释、表达汉文作品内容,也就是一种翻译。

　　据现存文献记录,最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作品是朝鲜中宗38年(1543年)刘向翻译的《列女传》,它

是韩文创造100余年后才翻译出刊的作品。其后不到数十年再度有翻译作品出刊,这就是《太平广记谚

解》。它大概可推定为明宗(1545-1569年)年间前后翻译的。《太平广记谚解》现存有金一根本(一名觅

南本,5卷5册)和乐善斋本(9卷9册)。

　　其后壬辰倭乱前后,中国通俗小说大量传入韩国,读者层也随之扩大,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现象

甚为兴盛,且与后来贳册业的出现与坊刻本小说的出现(约18世纪前后),都有很密切的关係,翻译文学的兴

盛更促使了大规模翻译作品得以问世的契机。

　　由于不断地翻译,目前朝鲜时代所翻译小说约达60余种,再加上翻案类小说,接近于100余种。它们大

部分是约17-19世纪中被翻译或翻案的,也有一部分小说是1900年代初期翻译的。

　　到底是“谁”、“在哪儿”、“出于怎样的目的”来翻译中国小说的呢?当时主导作品翻译的人主

要是失意的两班阶层或士大夫家族的妇女及译官。从事并主管翻译的部门初期是以教化为目的由衙门主

管。到了中后期因以商业性浓的贳册业和坊刻本小说的出台，由科举考试落榜的贫穷的文士成为主导。

到了朝鲜末期，译官也加入进来。

　　第一，失意的两班家中,朝鲜时代把中国小说《镜花缘》翻译成《第一奇谚》的洪义福(1794-1859

年)是一个例子。他是两班家庶出身，1835-1848年间把《镜花缘》翻译成韩文。由于难以立身扬名的

两班家担当翻译,他们的翻译有遣闲消日和追求营利的目的,当时读者层的扩大和贳册业及坊刻本的出现,

给他们带来了赚钱的机会,所以使他们参与到翻译工作队列。

　　第二是士大夫家的妇女层。朝鲜时代的女性中可以享受中国小说的人,只限于两班家的女性。但她们

对韩国小说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女性读者从宫廷里渐渐扩大到士大夫家的闺女,一直到19世纪末已相当

普遍化了。如此朝鲜中后期女性对中国翻译小说与韩文小说的热潮相当高,因此小说的发展上必须认定妇

女层的功绩。

　　第三是译官。译官是具备汉语和中国专门知识的人,对中国小说方面兼备相当的识见,而且他们是传

播中国古典小说的主体。当时他们把出名的中国古典小说大量输入给韩国内的商街,并己把小说翻译后就

卖给贳册家,或赠呈宫中及文武官上层人士。此例,李秉岐的《朝鲜语文学名着解题》中称,1884年前后,就

有译官李钟泰奉皇帝之命,召集文士数十人,长期翻译中国小说的记录。由此可知李钟泰从事中国小说的

翻译,而且现存乐善斋文库中有数十种的翻译本,相当数量可推定为当时的翻译作品。李钟泰本身也是出

生于世世代代辈出写字官与译官的家庭,本人也于1874年及第科举译科后参与翻译事业。

　　关于朝鲜时代担当或主管翻译的部署,中国小说中最早翻译的《列女传》是为了教化的目的由朝廷中

礼曹里主管翻译的。其后翻译《太平广记谚解》的是主管当时文人层人事的部门。其后壬辰倭乱和丙子

胡乱前后，中国通俗小说大量流入于朝鲜,读者层也扩大到一般庶民和妇女层。但因为此有不能解读汉文

的读者层,他们推出了翻译本,翻译本的活跃促进了贳册业和坊刻本小说的登场。在文字应用方面来看,有

贳册业和坊刻本出现以后由汉文变为韩字的现象。这种翻译和翻案类作品变成主流可能源于商业性营利

追求,而且促使其活跃发展的主体是科举失意的贫穷文士。

　　其后,到了朝鲜末期,译官们开始大力参与。当时精通中国语或具备专门知识的译官颇多,他们大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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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小说流通国内市场,其中有些译官为追求营利翻译中国小说,然后卖给贳册业者和坊刻本的出版业

者,或一部分赠呈宫中上层(特别是女性阶层)。

　　他们为什么从事翻译呢?”这答案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以教化为目的；第二，个人兴趣及所藏

欲求；第三，以营利为目的；第四，取得他人欢心为目的。

　　二.朝鲜时代的翻译本目录

　　传入到韩国内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翻译的作品大约有59种。其作品的板本样相、翻译样相、翻译

时期、所藏处等目录如下。

　　(1)《列女传》(2)《太平广记》(3)《太原志》(4)《三国演义》(5)《西周演义(封神演义)》(6)《列国

志》(7)《隋唐演义》(8)《西汉演义》(9)《东汉演义》(10)《残唐五代演义》(11)《大明英烈传》(12)

《武穆王贞忠录》(13)《开辟演义》(14)《孙庞演义》(15)《唐晋[秦]演义》(16)《北宋演义》(17)《南

宋演义》(18)《包公演义》(19)《薛仁贵传》(20)《南溪演义》(21)《西游记》(22)《东游记》(23)《水

浒传》(24)《后水浒传》(25)《仙真逸史(禅真逸史)》(26)《快心编(醒世奇观)》(27)《聘聘传(娉娉传)》

(28)《剪灯新话》(29)《型世言》(30)《今古奇观》(31)《红梅记》(32)《花影集》(33)《隋史遗文》

(34)《红楼梦》(35)《红楼梦补》(36)《红楼复梦》(37)《后红楼梦》(38)《续红楼梦》(39)《补红楼

梦》(40)《醒风流》(41)《镜花缘(第一奇谚)》(42)《女仙外史》(43)《好逑传》(44)《平山冷燕》(45)

《平妖记》(46)《忠烈侠义传》(47)《忠烈小五义传》(48)《玉娇梨传》(49)《麟凤韶(引凤箫)》(50)

《瑶华传》(51)《粉粧楼》(52)《玉支机》(53)《双美缘》(54)《千里驹》(55)《绿牡丹》(56)《雪月梅

传》(57)《锦香亭记》(58)《珍珠塔》(59)《再生缘传》。

　　

　　

　　三.朝鲜时代的翻译状况

　　1.朝鲜翻译本的分析和考察

　　如上所述,大概有59种作品在韩国得到翻译了,其中有翻译的作品,也有翻案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中,

除了《列女传》、《太平广记》、《玉壶冰》等几篇作品以外,大半都是通俗小说,其中相当部分是演义

类小说,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历史英雄的渴求与当时读者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有趣味的历史

故事构成的演义类小说大部分翻译。从这一现象来看,我们可以了解,翻译跟读者群的读书热和读者的需

求很有密切的联系。翻译小说的具体翻译情况和翻译特征如下。

　　第一,比较多的作品是省略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的意译本,话本小说的套用

语也大部分被省略,但其中,比较多的是接近原典、避免直译的、平易的作品,到了后代才出现了比较忠实

原文的直译本。

　　第二,翻译作品中大部分的翻译时期和翻译者无法推知。大部分小说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翻译的作

品。其中，翻译得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型世言》、《醒风流》、《平山冷燕》、《禅真逸史》、《娉娉

传》、《封神演义》、《大明英烈传》、《列国志》等,此外《红楼梦》和其续书、《女仙外史》、《瑶

华传》、《快心编》、《雪月梅传》、《忠烈侠义传》等，这些作品可能是在朝鲜高宗二十一年(1880

年)前后,动员了李钟泰等数十名文士执笔翻译的。

　　第三,象《东周列国志》一样,有很特异的例子。现在韩国各图书馆里所藏的《东周列国志》版本大

略有70余种。此版本大半都是清代蔡元放的评点本,而且大部分是清中、后期在上海出版的版本。其中最

早可见的是《春秋列国志》,它在1679年以前已传入韩国内的,而且颇受读者的喜爱。17世纪初中期《春

秋列国志》传入国内后,就出现了《春秋列国志》的翻译本,此翻译本可能是在17世纪中后期翻译出来的,

而且是经过后来数次的笔写而传下来的。《列国志》的翻译本有3种,卽为17册17卷本(国立中央图书馆

所藏),42册42卷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日本东洋文库所藏]),30卷本(嶺南大所藏,残本7卷)等。它们都

是明万历年间出刊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12卷本)的翻译本,而不是冯梦龙的《新列国

志》或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的翻译本,因此更具有学术价値。

　　第四,民间流通的贳册本和宫中的翻译本有互相交流的痕迹,还发现了不少从前翻译的版本中加以修

饰后再翻译或转写的翻译本,所以在这样多次转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写错的地方和错误的翻译。

　　第五,一般情况下,宫庭的翻译本比起民间流通的贳册本文体精巧、秀丽,到了朝鲜末期翻译越来越倾

向于细致和精密了。

　　第六,在翻译作品中比较多的是无法确认到底是用哪个版本作底本来翻译的作品,还有比较复杂的是

有的作品有两种以上的翻译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翻译面貌。

　　第七,除了以上所述的情况以外,象《太原志》、《南溪演谈》这样的作品是中国已失传的原典作品,

仅靠韩国内的翻译本流传,所以越发有研究的价值。有进一步慎重的研讨和分析的必要。

　　第八,在韩国朝鲜时代被翻译的作品大约有59个翻译本,其中，明代以前的作品为2种(《列女传》、



《太平广记》)，明代作品约有30余种，清代的作品约有27种。令人意外的是与清代相比，明代的作品

反而更多。而且,明代的30余种翻译本中17种是演义类小说,这样的现状可说是与当时读者层的爱好有

关。

　　第九,在大约有59个的翻译本中,约30余种以上收藏于乐善斋文库(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乐善斋本是

朝鲜王朝宫廷图书馆,当时王妃和后宫及王室姻戚利用频繁,因此有趣的翻译本小说比难解释的汉文小说

更受欢迎,结果大量的翻译本所藏于乐善斋。

　　除了以上讨论的中国原板本、韩国出版本、翻译本之外,若是包括很多因资料的缺失而无法确认和不

注意而丢失或漏落的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推测这个数量将是更多。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发

掘工作。

　　2.朝鲜翻译本的翻译情况

　　朝鲜时代翻译有了多样的翻译名称,例如翻译、翻案(改写本)、再创作、全文翻译、部分翻译、完

译、缩译等。一般来说，从翻译的形态上可分为翻译、翻案(改写本)、再创作三类。从翻译的完成度上

看有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从翻译的形式上看有完译和缩译。从翻译的技巧上看有意译和直译。

　　1)翻译、翻案、再创作问题

　　中国古典小说以各种接受形态传到韩国，其变化接受类型可从体裁、文体、文字考察。首先，在体

裁的接受方面，有像《世说新语姓汇韵分》一样把《世说新语》原有的体裁完全改变过来出版的作品。

还有些像《祥节太平广记》和《太平通载》一样把《太平广记》的部分内容加以缩约和添削以后出版的

作品。也有像《剪灯新话句解》一样在原本《剪灯新话》里难解的语句或词语上加以校注后发行的作

品。其次,在文体的接受方面借用或模彷中国古典小说的作品较多。小到借用部分文句和语料，大到借用

相当长的句子和文章。最后文字的接受就是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他种语言的意思。另外,所谓翻

案小说,可以说是以中国古代小说的体裁、结构、内容、思想与背景为模仿对象的特殊文学作品,它的描

写技巧是兼容并包的,它的内容採取翻译方式和创作方式,又有些部分与模仿、借用相似。由于初学时期

小说创造的技巧不足,无法发挥个人的创意,因此当时朝鲜文人就以已有的中国小说板本,经过模仿、拟作

并融合当时的社会现况与自我意识,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加以改变、扩编、浓缩或删减变更,然后

以新的面貌,新的名称推出,这就是韩国的翻案小说。

　　那么翻译与翻案的界线是在哪儿呢?这问题相当复杂。当时的翻译状况没有确定翻译的理论,只是以

读者的兴趣为主翻译出来的,因此大半都是以意译为主。读者也不必区分是翻译或是创作的分别。所以翻

译与翻案之界线更为暧昧模煳。

　　如果严格分析两者之间,写作技巧与运用方法上有所差异,翻案小说虽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内容，

然而却稍加删减或浓缩，可说是兼用翻译和改作及创作的小说。其实例可见于《三国演义》,翻案小说的

代表作品有《关云长实记》、《赵子龙实记》(山阳大战)、《张飞、马超实记》等,此都是《三国演义》

中部分改作出来的。另外是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基础,添加一些具有韩国味道的情节,部分改变原作品

的结局,一部分近于翻译,一部分却具创意,颇能迎合当时读者口味的小说。例如有《西汉演义》、《西游

记》、《今古奇观》、《双美缘》、《锦香亭记》等书,一个作品里面共有翻译部分与翻案部分的竝存。

因此除了完全认定为翻案作品的以外,是翻译作品或是翻案作品的区别没有特别的意义。

　　翻案小说出现后,作者的写作技巧渐渐提高,发挥个人创意的时候,才出现了创作的作品。此创作的小

说中,有很特异的类型,那就是再创作的作品。它不是翻译,也不是翻案(改作),它可说再创作,但此题材是从

中国古代小说中借来的。例如:《黄夫人传》、《梦见诸葛亮》、《诸葛亮传》、《五虎大将军记》等,

都是跟《三国演义》有关的小说。其中《梦见诸葛亮》,它是有点创作性的作品,但此小说内容,是作者在

梦中见到跟诸葛亮并与其讨论政事的故事。此小说是作者完全消化《三国演义》内容后,用其影响创作出

的一种作品。由接受者的立场来看,它就是再创作的作品。

　　2)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问题

　　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的问题比较容易区别。全文翻译是翻译作品全体的,部分翻译则节选一个小说作

品中比较有趣的一部分翻译而成的。本来根据翻译的定义,原作者特有的表现技法和眞意也要翻移译成出

来的。可是在朝鲜时代的翻译本小说大半都是以部分缩约或部分删除的方法翻译的。从头到尾充实原文

翻译的作品只有乐善斋所藏本《红楼梦》翻译本。此书(120卷120册,卷24、54、71失卷)是朝鲜时代

1884年前后翻译的作品,翻译方法是以直译为主,而且一个字也不忽略,翻译的技巧与艺术方面非常完美、

精致。此书跟其他翻译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中韩注音对照的注译本,《红楼梦》原文、韩国口语译音与

翻译都在一起,是一本学习汉语的课本,并且是《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文翻译的完译本,可以说是世界最

早的完译本《红楼梦》。

　　其外,节选一个小说作品中比较有趣的一部分翻译而成的作品就是部分翻译本。这种类型大部分出现

于《三国演义》系列。例如《赤壁大战》、《大胆姜维实记》、《三国大战》、《华容道实记》等就



是。另外，短篇小说中有跟《今古奇观》一样,分各回翻译的。此书到了后代,因印刷术的发达,部分翻译

变成为全文翻译。

　　3)完译和缩译问题

　　一般来说,完译是从头到尾完全翻译出来,所谓缩译就是省略或缩约内容中一部分。在韩国的中国古

典小说翻译本都可说是比较忠实原文的翻译本。如笔者上述，如果要选择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完

璧的翻译作品就是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本。此书一个字也没忽略,因而在小说史上有颇大的价値与意

义。

　　完译与缩译的区别可单纯地解决。完译就是不关意译或直译,只要忠实原文而从头到尾的翻译就可说

是完译。虽然一部分有省略和缩约,但依据原文翻译到结尾部分的就可说是完译。事实上除了乐善斋本

《红楼梦》翻译本以外，大部分的翻译本小说,都是把内容上不必要的部分果敢省略或删除后翻译而成

的。总而言之,完译和缩译问题也是一个作品里共存完译部分与缩译部分。因此是完译作品或是缩译作品

的区别是无意义的。

　　4)直译和意译问题

　　翻译的时候最要考虑的就是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过分的直译丧失作品的文学性,就是转落为单纯传达

意义的水平,过分的意译损伤原作者的眞意。因此直译与意译一定会要求描写的均衡美与言语的彫琢美。

　　翻译本中国小说中比较多的作品是省略了序文、开场诗和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的意译本,话本

小说的套用语也大部分被省略,但其中,比较多的是接近原典避免直译的、平易的作品,到了后代才出现了

比较忠实原文的直译本。而且因时代的差异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总有让读者无法理解或翻译困难的部分,

经常发见被果敢省略的部分。

　　四.日帝时代及光复以后的翻译状况

　　日帝时代以后，到目前为止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量到质的发展，调查发现有96种作品已翻译出版。其

翻译作品目录如下。

　　1)《神话》2)《山海经》3)《穆天子传》4)《神异经》5)《列仙传》6)《列女传》7)《说苑》8)《抱

朴子》9)《博物志》10)《高士传》11)《搜神记》12)《西京杂记》13)《幽明录》14)《世说新语》15)

《酉阳杂俎》16)《唐代传奇小说》17)《娇红传》18)《京本通俗小说》19)《太平广记》20)《太原

志》21)《删补文苑楂橘》22)《三国演义》23)《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4)《列国志》25)《隋唐演义》

26)《西汉演义》27)《东汉演义》28)《残唐五代演义》29)《大明英烈传》30)《武穆王贞忠录》31)

《开辟演义》32)《孙庞演义》33)《唐晋[秦]演义》34)《北宋演义》35)《南宋演义》36)《包公演义》

37)《薛仁贵传》38)《南溪演义》39)《西游记》40)《东游记》41)《水浒传》42)《后水浒传》43)

《金甁梅》44)《三言》45)《隋炀帝行樂记》46)《薛家将系列》47)《说唐演义系列》48)《薛丁山实

记》49)《说岳传》50)《乐田演义》51)《玉壶冰》52)《禅眞逸史》53)《快心编(醒世奇观)》54)《聘

聘传(娉娉传)》55)《剪灯新话》56)《型世言》57)《今古奇观》58)《红梅记》59)《花影集》60)《隋

史遗文》61)《儒林外史》62)《聊斋志异》63)《红楼梦》64)《红楼梦补》65)《红楼复梦》66)《后红

楼梦》67)《续红楼梦》68)《补红楼梦》69)《肉蒲团》70)《醒风流》71)《镜花缘(第一奇谚)》72)

《女仙外史》73)《好逑传》74)《平山冷燕》75)《平妖记》76)《忠烈侠义传》77)《忠烈小五义传》

78)《玉娇梨传》79)《麟凤韶(引凤箫)》80)《瑶华传》81)《粉粧楼》82)《玉支机》83)《双美缘》84)

《千里驹》85)《绿牡丹》86)《雪月梅传》87)《锦香亭记》88)《珍珠塔》89)《再生缘传》90)《梁山

伯传》91)《隋杨义史》92)《十二峰》93)《老残游记》94)《浮生六记》95)《阎罗王传》96)《绣像神

州光复志演义》

　　1.日帝时代的翻译情况

　　到了日帝时代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虽然不像以前一样兴盛,但也是绵绵不断。跟以前不同的是因

印刷术的发达而多了点翻译出版本,而且部分翻译本和缩译本数量增加了,这就跟出版社的商业营利性有

关。另外，这时期因汉文读者的减少,而且原文出版也急激衰落,大部分的中国小说都是翻译出版本。

　　这时期出现的特异现状就是坊刻本小说,新活式字本(石版本)原来从19世纪末期开始出版,因此坊刻本

的出版就大为萎缩,但从20世纪一十年代以后再次出现了出版现象,所以日帝时期可说是坊刻本和新活字

本的共存时期。当时不是新板刻作业的出刊,而是把已存的古小说板本再度出版的,因此有些作品共现京

板坊刻所的地名(洞名)和日帝时代的出版社名。特别是在翰南书林买入古小说板本而再度出过刊的记

录。当时翰南书林与太华书林可说担当板刻本小说与新活字本小说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作品的翻译和出

版倾向也跟以前出板本没有特别的差异,这是当时坊刻本小说没有新创作或改作,只改了板或而维持补完

的原因。

　　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直到20年代末期,出版状态一直很活跃。这时期翻译出版过的小说是《列女传》

《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汉演义》《今古奇观》《锦香亭记》《隋唐演



义》《牡丹亭记》《薛丁山实记》《孙庞演义》《说岳传》《薛仁贵传》等20余种。特别是,《三国演

义》有全文翻译出版、缩约翻译出版、部分翻译出版、再创作性出版等20余种的出版本,再加上节取部分

做成亚流小说的,有超过40余种的作品。由此可见读者们对《三国演义》的关心和喜爱。

　　日帝时代的翻译出版情况颇有些混乱复杂。板版权归所有出版社的所有,因经济的不安随时变换出版

社,随时更版,更版的刊记顺序也无秩序和乱杂,甚至有几个出版社共同发行的实例也非一非再。这样复杂

的情况,到了30年代翻译出版变为急速减少趋势。到了40年代几乎呈现断絶状态，这种状况是由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混乱所造成。光复后翻译出版界再度转变为增加趋势。

　　2.光复以后的翻译情况

　　1945年光复后翻译出版的情况大有变化。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绵绵不断,但多数都是翻译本。尤其

是当代对中国古典小说方面再度开始关注。其间翻译出版过的中国古典小说大略有90余种的作品。特别

是西欧的物质文明让韩国的出版文化不断得到改善,经济的安定和繁荣,为出版环境也带来了飞跃的发

展。

　　光复以后，到目前为止有90余种作品已翻译出版。解放和1950年6、25动乱后,社会渐渐安定下来,

翻译出版也逐渐增加,此光复以后的翻译作品，每个时代都呈现独特的特色。在这些作品翻译出版中曾经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在翻译出版上的问题。但是从普及中国古典小说的角度来看,当时翻译出版的

功劳也不能轻视。最近忠于原文翻译的作品也大量出现,翻译出版上的问题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

　　1)20世纪50-70年代翻译情况: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征就是缩约和部分漏落及省略现象。此原因是对原文的理解不足和

过分的商业性营利追求,结果出现了省略小说的一部分或故意漏落现象。另外从朝鲜时代开始流传下来的

翻译或翻案出版本都找不到它们的痕迹,新活字的普及进行得很快。因印刷术的发展,翻译也以部分翻译

为主转变为全文翻译为主,并且小说的分量也很快增加。

　　从日帝时代到最近,翻译出版得最多的作品就是《三国演义》,此板种已达到了70余种。可是大半都

是缩约本或是大纲翻译的意译本。此外,1950-1970年之间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重新翻译光复以

前的作品或以日本语版本为底本的再翻译。当时许多作家把同一板本不限一次的出刊,重新翻译出刊光复

以前的作品。这不是在同一个出版社再度出刊的,往往是在别的出版社换板出刊同一书籍。这起因于小出

版社的兴亡,有板权离合集散的痕迹。这样的现象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颇多。

　　另外的特征是以日本语版本为底本的再翻译。当时的翻译者不选择难翻译的汉文版,而选择容易理解

的日本语翻译版小说,此时期包括四大奇书等书都有共同出版的现象。例如《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李镛

浩(1965年)、李仁光(1968年)、朴钟镇(1976年)等人以日本人吉川英治的翻译本来再度翻译几次出刊,这

样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给韩国读者们很多的影响。但此翻译本跟原本有所差异,不适合用于学

术的研究,而且往往会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步研究者引起混乱。后代模仿此书的亚流作品(最近出版的朴

廷树评译本,青木,8卷)也不少出现。此外有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小说不是专门翻译家翻译的,大

半都是韩国的汉文学者和国文学者及小说家,甚至于精通日本语的识者层也多数参与翻译工作。因不是中

国小说专家,往往有误译或过分的文体修饰及创作,因此脱离原著者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意图,导致了文学性

的低下。但他们都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出版,形成了许多的读者层,翻译的作品成

了我们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可说是他们的功劳。

　　2)80年代翻译情况:

　　80年代的特征就是李文烈、郑飞石等出名的小说家加入到翻译行列。勿论80年代以前的朴钟和、金

光洲、金八峰、金东里等的小说家，80年代也有郑飞石、禹玄民、李炳柱、金丘庸、李文烈等出名作家

正式加入翻译行列。1990年以后金洪信和黄晳暎也加入了翻译队列。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翻译最成

功的人是李文烈,他以本身特有的文章描写技巧来翻译出刊,但是跟中国原文内容有所差异的评译本。其

后着名作家金洪信和黄晳暎等人也以新的笔法来挑战李文烈的《三国志》,但还不能超越李文烈的牙城。

　　小说家发挥小说家的文笔和力量,但他们过分脱离原作者本身的创作精神和意图。有些作家维持原本

的内容,却做成了接近于创作性的作品,甚至歪曲翻译本质的问题点。80年代另一个特征是含有学术性的

翻译本的登场。80年代中文系大规模扩大,中国古典小说专家也大幅增加，因此形成了对中国小说研究的

新风土。这样的情况之下,除了以兴趣为主的翻译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含有学术性的翻译本的登场。此类

书中大部分有注解倂记原文,虽然没有商业性,但是从翻译文化的形成和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可说是令人

鼓舞的现象。

　　3)90年代翻译情况:

　　90年代初韩国跟中国建交,对中国再度关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版也有活跃地进行。90年代的

特征就是中国朝鲜族的翻译作品的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经修订编辑后在韩国出版

的现象,此类作品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有《西游记》《水浒传》《金甁梅》《红楼梦》等相当数量



的小说出版。

　　此类型翻译本比较接近于原文内容,学术价値也相当高,资料活用也得到值得肯定的评价。但在语体

上往往有韩国不常用的语汇和文句,导致文章不太通顺。这类型的作品有金光烈(三省出版社，1993年)、

延边大学翻译组(青年社,1990年)、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组(2004年)等。

　　4)2000年以后翻译情况:

　　公元2000年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现了新的情况,他们注重商业性，因此流行针对繁忙读者群

读书趣向的、以趣味为主的缩约本。此时期比起对原文忠实的翻译，以趣味为主的缩约本出现得特别多,

例如:《一本通三国志》、《Essence三国志》、《新三国志》、《一本通水浒志》、《Essence水浒

志》、《新水浒志》、《新西游记》、《一本通金甁梅》等,都是缩译出版本,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漫画

本。此代表在繁忙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省略古典中深奥的意味,读者群只要把握内容和知识的读书趣向及

读书态度。

　　此外，从8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内稀贵本中国古典小说的发掘工作业有杰出的成果，特别有学术性

的作品就进行原文出版和翻译出版。其中朴在渊的业绩突出,他出版了几种由他主持下的“中韩翻译文献

研究所”的研究员校注而再刊行的朝鲜时代的翻译本，他的研究所目前校注出版了90余种的稀贵本小说

和朝鲜时代翻译本小说，在学术界颇多寄与。上述言及的国内翻译出版本目录中包括多数作品。例如:

《太平广记详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志》、《西游记》、《型世言》、《今古奇观》、

《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包公演义》、《开辟演义》、《北宋演义》、《南宋演义》、《唐晋

[秦]演义》、《武穆王贞忠录》、《隋史遗文》、《禅眞逸史》、《乐田演义》、《大明英烈传》、

《聘聘传(娉娉传)》、《红梅记》、《花影集》、《粉粧楼》、《红楼梦》、《平妖记》、《锦香亭

记》、《绿牡丹》、《珍珠塔》、《麟凤韶(引凤箫)》、《平山冷燕》、《女仙外史》、《忠烈侠义

传》、《再生缘传》、《忠烈小五义传》、《隋杨义史》、《十二峰》、《雪月梅传》、《快心编(醒世

奇观)》、《瑶华传》、《玉娇梨传》、《玉支机》、《醒风流》、《好逑传》、《双美奇峰》、《千里

驹》、《阎罗王传》、《绣像神州光复志演义》等,大半都是朝鲜时代翻译本。在朴在渊主持的“中韩翻

译文献研究所”经再度校注后刊行的书,虽然商业性稍差一些，但它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由如，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版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可是跟韩国文学一起持续发展而且不断受到

读者的喜爱。特别是由于地理文化上影响的密切关係,翻译的作品成了我们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小说以流入、出版、翻译等方式传到韩国，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很大影响。这些

作品在接受过程中，顺应时代的、地理的、文化的潮流促成了自身文学的变化，为形成和发展韩国的古

典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闵宽东：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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