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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
①

刘勇强

北京大学 中文系
,

月匕京

摘 要 名 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的主流
,

但它们在不 同国家传播的情况不尽相

同
,

一些二三流作品的传播有时超过 了其在本土的影响
,

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城外传播带有

随意性
、

偶然性以及名著文化含童高
,

传播难度大等原 因造成的
。

中国古代小说对接受国的文

学创作有所影响
,

其 中被改编 以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

而 中国古代小

说在译为外文时
,

除了文学翻译本身的限度
,

在文化上也存在着不 少误解与遗漏
,

这在非汉字

文化圈表现得更明显
。

由于文化传统与观念的不 同
,

中国古代小说在城外的解读
,

还产生 了许

多与本土不 同的攻见
。

关键词 中国古代小说 城外传播 汉字文化 圈 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文化交流现象
,

它以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直接

传播为中心
,

又涉及了周边国家的汉文小说创作
、

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
、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各种改

造性利用与发挥
、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研究
,

乃至传教士对古代小说的仿作
,

等等
。

上述课题
,

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在 日本
、

韩国的传播
,

已有不

少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
。

本文并非对具体小说作

品传播的考察
,

而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

播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
。

由

于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格局 中特殊的地位与特

点
,

它的传播与经史及诗文集的传播有所不同
,

更

带有 自发的
、

偶然的性质
,

这种情形即使不能代表

中华文明如水银泻地般的渗透力
,

至少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传播的程度
,

特别是

由于小说在域外被选择与被改造的情形远较经典

文化来得普遍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小说传播又可能

是不同文化交流
、

碰撞最有代表性的标本
。

一
、

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与本土传播的异同

从总体情况来看
,

中国小说史上的主要作品

在域外都有程度不同的传播
,

而名著可 以说是传

播的主流
。

中国典籍东传 日本历史久远
,

其中日本江户

时代出现了一个高潮
,

而这时期也正是明清小说

的兴盛期
,

一些商船就成为小说传播的载体
。

日

本宽政三年 大阪书林所编《小说字汇 》的
“

援引书目
” ,

共征引了流传 日本的中国小说 巧

余种
,

反映了当时古代小说传播的盛况
。

除了通

俗小说
,

大量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也先后传播到 日

本
。 ②与此同时

,

日译 中国古代小说也陆续出现
,

如早在 年 一 年间
,

就有湖南文山翻译

三国演义 》的 通俗三国志 》五十卷问世
。

此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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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三国演义 》的译本不断出现
。

浒传 》的

译本也很多
,

还产生了《徘谐水浒传 》
、

《忠臣水浒

传 》等仿改之作
。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也很广泛
,

世

纪朝鲜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 》中
,

就节录了

《西游记平话 》的片断
。

世纪初尹德熙《小说

经览者 》著录了 种书
,

是 目前所知著录中国

古代小说作品最多的书 目
。

俞晚柱的读书 日记

《钦英 》也提到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
。

在这些书

目中
,

既有 三 国演义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金瓶梅 》等名著
,

也有 国色天香
、

月缘
、

《桃花影 》
、

《杏花天 》
、

《一片情 》
、

《人中画 》
、

《云

仙啸 》
、

《美人书》等不太有名的小说
。 ③据说

,

在韩

国最受欢迎 的 部 中国古代小说是《世说新

语
、

太平广记
、

剪灯新话 》
、

《三国演义 》
、

周列国志 》
、

《西汉通俗演义 》
、

《东汉通俗演义 》
、

《水 浒 传 》
、

《西 游 记 》
、

《今 古 奇 观 》
、

《红 楼

梦
。

川

在东南亚
,

越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

要地区之一
,

据统计
,

世纪 年代前
,

中国古

代小说的译本就有 余种
。 〔’ 刚一 而在译介

到泰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
,

历史题材的作品格外

突出
。

三国演义 之外
,

封神演义 》
、

《东周列国

志
、

《西汉通俗演义 》
、

《东汉通俗演义 》
、

《西晋

演义
、

晋演义
、

隋唐演义
、

《五代演义 》
、

《罗通扫北 》
、

《薛仁贵征东 》
、

《南北宋演义 》
、

《万

花楼
、

五虎平西演义 》
、

《说岳 》
、

英烈传 》等先
后译成泰文

。 〔’〕叫
一

叫

至于西方各国
,

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虽然不能

与东亚诸国相 比
,

但也有较长的历史
。

如法国的昂

特尔科尔神父 肠 一 从《今古奇观 》中选取

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和

《怀私怨狠仆告主 》篇作品
,

以概述故事情节的形

式
,

编译成法文
,

发表于 年的《中国通志 》第三

卷
,

这也是第一次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
。

而法国

第一位汉学教授阿贝尔
·

雷弥萨也于 年译完

了《玉娇梨 》并在巴黎正式出版
,

他还为法译本写

了长篇序言
,

对中国小说作了详细的介绍
。

不过
,

西方对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系统译介
,

却是从

世纪开始的
。

明清小说中的《三国演义 》
、

《水浒

传 》
、

《西游记 》
、

《金瓶梅 》
、

《红楼梦 》等
,

都出现了

各种语种的节译或全译本
。

虽然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从根本上说

是以中国古代小说在本土的传播为基础的
,

但也存

在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
。

比较明显的一个事实是
,

有的小说名著的传播与其地位并不相称
,

名著在不

同国家传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

而一些在本土并不

著名的作品其域外影响却可能超过了在本土
。

就名著而言
,

尽管相关作品大多都有所传播
,

却也有些例外
,

如《儒林外史 》在明清小说中属于

上乘之作
,

早期就较少在域外传播
。

即使是《红

楼梦 》
,

其实际传播也不如一些历史
、

神魔小说更

广
。

例如它最初传人 日本是在宽政五年
,

时间并不算太晚
,

可是初期影响却不大
。

明治时

代以后
,

陆续出现了一些摘译本
。

昭和时期
,

才有

全译本问世
。

中国古代小说在传播上的不一致甚至在一部

小说集中也可能发生
,

话本小说在 日本的传播就

是一个例证
。

年
,

冈田 白驹选编刊行《小说

精言 》四卷 年
,

他又选编刊行《小说奇言 》五

卷 年
,

一斋选编刊行《小说粹言 》
。

这三部

小说集主要是从
“
三言二拍

”

选编的
。

在 日本的
“

三言
”

中包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
、

太守乱

点鸳鸯谱 》
、

《唐解元玩世出奇 》
、

《王安石三难苏

学士 》
、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
、

《怀私怨狠仆告主 》

等
,

这些作品有的在中国评价较高
,

有的则并不著

名
。

相反
,

还有一些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作品并没

有列人其中
,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

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 》等
。

有趣的是
, “

三言
”

中某些作品传

到西方时
,

也有类似现象
,

例如
,

最早译为西方文

字的
“

三言
”

中的作品有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

而

这篇作品以《鳃夫哲学家 》
、

《忍不住的寡妇 》
、

《不

坚定的庄夫人 》等名称屡次翻译
,

在
“

三言
”

的作

品中
,

受注 目的程度格外突出
。 一 ,

值得注意的是
,

名著在各个国家传播的具体

情况似乎也不太一样
,

有学者 曾指 出 日本更重

《水浒传 》
, ④韩国更重《三国演义 》

。 ⑤另外
,

有的

小说类型似乎也受到某些国家的青睐
,

在传人朝

鲜的神魔小说中
,

《封神演义 》最多
,

其次是《西游

记 》
,

都属于神怪小说
。 〔’

哪 而越南则似乎对明

清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感兴趣
。

与名著传播中的不协调相对应
,

一些在中国

古代小说中只能算二三流的作品却在域外广为流

传
,

并产生巨大影响
。

例如人们在谈到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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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域外的传播时
,

都喜欢提到德国诗人歌德对

《好述传 》的好评
,

当爱克曼问歌德
,

《好述传 》是

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时
,

他又 回答
“

绝对不是
,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
,

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

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 ’, 〔 ” 这

种二三流的作品在域外得到比本土更广泛的注意

和更高的评价
,

也许可以称之为
“

歌德现象
” 。

而

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

如明代文言小说《剪灯

新话 》在朝鲜
、

日本
、

越南等国
,

就产生 了超过在

中国本土的影响
。

在这些国家
,

《剪灯新话 》不仅

本身有很多传本
,

同时
,

还出现了一些改作
、

仿作
,

如 日本的 伽脾子 》
、

越南的《传奇漫录 》等
。

又如

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 》
,

在中国很长时

间一直湮没无闻
,

在越南却因改编为《翘传 》
,

广

为人知
,

传向世界
。

《花笺记 》也是如此
,

这一原

本默默无闻的明末清初广东弹词木鱼歌作品
,

世纪上半叶在越南地区流传起来
。

取材于《花笺

记 》的喃字《花笺传 》
,

是现今越南喃字文学最优

秀的作品之一
。

世纪它又传人欧洲
,

先后译成

英文
、

德文
、

俄文
、

法文
、

荷兰文
、

丹麦文等
,

远在同

期中国小说名著之上
。

其他小说如《二度梅 》
、

《玉娇梨 》本来也不是什么名著
,

但在东亚的传播

却很广泛
。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由

于小说地位在本土文化中的低下
,

对小说缺乏系

统的研究
,

使接受国缺乏相应的引导 而接受国
、

特别是东亚诸国在文化观念上受儒家思想影响
,

同样对小说持歧视的态度
,

对小说的输人也不是

一个有意识的
、

系统的工程
,

因而小说的传播不可

避免地带有随意性
。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
,

被动性

大 说得再清楚一些
,

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

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
,

而是不 由自主地

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
。 ” 〔 卿 只不过

,

所谓别人

的
“

挑挑拣拣
”

同样也带有被动的特点
。

其次
,

直接促成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往

往是接受国来华的商人
、

使臣
,

这些人不熟悉中国

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
,

不具备小说批评的专业眼

光
,

这也导致他们对小说作品的选择不可避免地

带有偶然性
。

当然
,

各国使臣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

明朝与李

朝之间外交使节往来十分频繁
,

每年都有数次之

多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韩国藏中国珍本

稀见小说 》一书《前言 》中引
“

朝鲜人爱书
,

凡使

臣人贡
,

限五
、

六十人
,

或旧典
,

或新书
,

或稗官小

说
,

在彼所缺者
,

日出市中
,

各写书 目
,

逢人便问
,

不惜重金购回
,

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 ”

在朝使臣

所撰的《燕行录 》中
,

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小说传播

与影响的记载
。 ⑥中国之行往往令使臣对小说所

描写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

加深了他们对中

国古代小说的了解
。 吕〕越南使臣也很热衷搜集图

书
,

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记载
“

及其黎氏诸

王
,

自奉天朝正朔
,

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
,

常有文

学之人
,

则往习学艺
,

遍买经传诸书 ⋯⋯将回本

国
。 ”

其中就包括《剪灯新话 》等小说
。 ’〕清嘉庆十

七年
,

越南诗人阮枚作为越南的岁贡正使

来到中国
,

次年 回国
,

即将青心才人的《金云翘

传 》移植为喃字名著 金云翘传 》
。

尽管如此
,

使臣们更关心 的可能还是经
、

史
、

集之类的图书
,

对小说的搜集多少是兴之所至的
。

至于商人的搜集
,

数量可能很大
,

但除了市场行情

的左右
,

恐怕也是没有多大的抉择
,

所以
,

拢泽马

琴的友人之一木村墨老曾批评说
“

《玉娇梨 》二

《二度梅 》
、

《疗妒传 》诸书
,

为描写才子佳人奇遇

只有四五册布套的作品
。

它们是唐山书肆之徒
,

只以买卖为目的杜撰的冗长之作
。 ” 〔’“ 」问题是

,

这

样的批评往往不是出现在传播之初
,

而是在传播

之后
,

因而不太可能为书商所接受
。

第三
,

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文化含量高
,

传播难

度大
,

一些思想内涵深刻复杂的作品就不如才子佳

人小说等相对单纯的可在域外传播广泛
,

如上文提

到的《儒林外史 》
,

作为一部优秀的清代小说
,

小说

的描写涉及到了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
,

是很难为域

外的一般读者所理解的
。

泰国学者吴琼在介绍 中

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时
,

提到四大名著中
, “

唯

独《红楼梦 》没有全文翻译
” ,

因为很难让一个泰国

人来欣赏林黛玉
“

葬花词
” 。 〔川 而从正面来说

,

历史

小说依托正统史书的强势传播
,

在东亚诸国有较好

的接受基础
,

所以才得以深人人心
。

与此相关
,

接受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
,

也

是以本 国文化为本位 的
。

如上所述
,

歌德 曾对

《好述传 》有好评
。

但由于《好述传 》突出了礼教

的严肃性
,

在 日本开始没有流传开来
,

时至昭和
,

日本受《好述传 》在西欧被翻译一事的影响
,

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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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翻译成了 日文
。

据说译者佐藤春夫

不特别欣赏这部小说
,

他翻译的动机是

出于对西欧的懂憬
。

至于才子佳人小说在越南的

流传
,

也有学者指出 二度梅 在越南获得众多读

者的原因
,

与小说中所写的女性被迫远嫁异国及

渔家女等描写与越南人的生活相近有关
。 〔’“兀 ’

韩国学者也曾指出
,

金瓶梅 》在韩国几乎没有什

么影响
,

原因是韩国人过分崇尚伦理道德与传统

社会观念所致
。

川 玲阂

第四
,

无论是中国
,

还是东亚诸国
,

都曾经采

取了一些针对小说的禁毁措施
,

这也不利于小说

的正常传播
。

例如朝鲜官方曾严格控制由中国输

人小说
,

而社会舆论对通俗小说
、

特别是所谓
“

淫

词小说
”

批评尤多
,

涉及了《剪灯新话 》
、

《三国演

义 》
、

《金瓶梅 》等作品
。 〔” 相反

,

上层社会的提

倡
,

也会强化某些小说的流行
,

如泰国王室就曾专

门组织翻译过中国历史小说
,

使得中国历史小说
在泰国的传播最为突出

。 〔’‘ 邢 , 一

叫 这种社会舆论

与政治上的偏向
,

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规律是

不相符合的
,

因而也必然改变小说传播与接受的

态势
。

第五
,

中国古代小说还以戏曲
、

说唱文学等为

中介向外传播
,

而在戏曲和说唱文学中
,

婚恋
、

历

史也是重点题材
,

有利于相关小说的流传
。

我们

在《燕行录 》中
,

可以看到当时的朝鲜使臣对观看

戏曲演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

而中国文学中戏曲
、

小说的同源异流
,

也必然加深他们对中国古代小

说的理解
。

而在越南
,

说唱文学很可能也是中国

古代小说传播的一种方式或渠道
。

第六
,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还被赋予

了很强的实用化 目的
,

在 日
、

朝等国
,

篇幅适中的

白话小说较容易被选作汉语教材加以翻译
。

除了

上文提到的朝鲜的 朴通事谚解 》外
,

很多 日本人

也是通过小说学习汉语的
,

特别是通过白话小说
如 浒传

、

古奇观 等学习汉语会话的
。 ⑦

在西方
,

同样也有以古代小说作为学习汉语教科

书的情况
,

如 好述传
、

玉娇梨 都曾发挥过这

样的作用
。 〔” 川一 ”越南属于另一种情况

,

在拉

丁化国语采用的初期
,

可读物奇缺
,

在这种情况

下
,

大量中国古代小说被翻译出版
,

以填补一时之

缺
。

至于将《三国演义 》
、

《西游记 》等小说用作企

业管理的教科书之类
,

是近几十年的事
,

客观上也

促进了某些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
。

第七
,

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还与特定的时代背

景有关
,

例如 三国演义 传人朝鲜时
,

正逢所谓
“

壬辰之乱
” ,

明朝援军大量进人朝鲜
,

大大促进了

《三国演义 》的流行
。 〔’ 而由于满族人主中原以来

,

朝鲜
、

日本对中国人已失去了原有的尊重
,

这可能

也是相比之下一些清代小说流传不广的原因
。 〔’

需要说明的是
,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与

本土传播的不同
,

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 比后者水

平低
,

关键在于
,

各国的传播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

本国的文化需要
。

因此
,

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国

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

即使从小说史

的角度看
,

中国古代小说在异域的传播
,

也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本土传播的不足
,

如在 日本流传很

广的《剪灯新话
、

《剪灯余话 》
,

反而在我国很早

就没有文本流传
,

直到 年
,

董康搜集了 日本

庆长年间 一 的活字本《剪灯新话 》和

元和年间 一 版的《剪灯余话 》加以翻

刻
,

才使中国人又重睹两书的芳容
。

类似的还有

《游仙窟 》
、

《型世言 》
、

《姑妄言 》等
,

都曾在 中国

人的视野中迷失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古代小说的

回流
,

使中国小说史的原貌有可能得到更完整的

展现
。

不过
,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
,

并非我们认

为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

传播
,

这却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

二
、

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接受国改造

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到域外
,

对接受国的文学产

生过很大的影响
,

这也是研究者普遍注意的事实
。

影响的层面与程度各不相同
。

从形式上
,

在

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
,

都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
,

这

些汉文小说虽然从文学获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各

自国家
,

但无论其语言风格
、

文体形式
,

还是小说

旨趣等等
,

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
,

甚至是 自

觉模仿
。 ⑧同时

,

一些小说类型
,

也与中国古代小

说有关
,

如
“
三言二拍

”

等就直接促使了 日本
“

读

本
”

小说的形成 〔” 个人创作方面
,

上 田秋成受到
“

当时流行的怪谈小说
、

中国 白话小说的影响
” ,

对
“

志怪题材作 了独特的改造
” 。 ’ 汤

一 ’ 而朝

鲜 世纪
“

军谈小说
”

的形式
,

也深受《三 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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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的影响
。

从内容方面看
,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时
,

被改编以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更突

出的现象
。

不言而喻
,

这种改造在各接受国表现

出来的特点并不完全相 同
。

一般来说
,

朝鲜对中

国古代小说的改造幅度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

以

《吠蔗 》为例
,

此书是朝鲜李朝时期文人据抱瓮老

人所编《今古奇观 》改编而成的
,

它基本上忠实于

原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
,

所作的修改虽然也

间有涉及小说思想内容的
,

如其中的《金玉娘传 》

系据《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改编的
,

结尾处有这样

一段描写

莫生年至五十余
,

先玉娘而死
,

其将

死数 日前
,

梦见神人来告 曰 “

汝寿本不

止此
,

昔 日无故杀妻灭伦戏 义
,

上 干神

怒
,

减寿一纪
,

减禄三扶
。

汝妻之不死再

合
,

亦是神 明 曲佑
,

一救无辜
。 ”

莫稽 梦
觉

,

吸叹
,

对家人说梦
,

遂得病不起
。 ⑨

这一段因果报应的描写就是原作所没有的
,

改编者

显然希望通过这一描写
,

增强作品对莫稽的批判色

彩
。

但从总体上看
,

《吱蔗 》的修改是字句上的删

减以及文体上由话本小说向传奇小说的靠拢
。

比较起来
,

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改造性接

受最为普遍
,

改造的力度也最大
,

其基本特点是将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代
、

地域
、

人物等
,

置换成 日

本的时代
、

地域
、

人物
。

如都贺庭钟的 草纸 》

第五话《纪任重阴司断滞狱 》是据中国古代小说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改编的
,

原作所写司马貌审

定三国历史格局
,

在前者中完全变成了 日本历史

事实
。 〔, 〕“

一

如果说上述时代
、

地域
、

人物的改变还是外在

的
,

思想观念
、

审美趣味导致的变化也所在皆是
。

比如芝屋芝史的《长话卖油郎 》是根据《醒世恒

言 》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 》改编的
,

除了人物
、

地

点 日本化了以外
,

作品还增加 了许多原作所没有

的日本妓院的情形与风趣
,

主人公滑稽化行为
,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变 了 原 作 严 肃 认 真 的 叙 述 风

格
。 〔’ 附

一 ’川又如都贺庭钟的《繁野话 》第八话

《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 》是据《杜十娘怒沉百

宝箱 》改编的
,

情节故事与人物关系虽没有大的

变化
,

但结尾在写白妙 原作中的杜十娘 江

后
,

有这样一段描写

再说小太郎在船 中羞愧 万状
,

十分

难过
,

但忽然省悟
,

被背弃女人之深情虽

然可惜
,

然而她乃烟花之女
,

我是 因年轻

一时无知 而 轻浮放荡
。

她 已侠死
,

我该

回像
,

一时糊涂 岂只 我一人
。

今便遗世

出家会更被人耻 笑
,

还是该 回 家给父 亲

赔罪使他息怒
。

⋯ ⋯ 父 见 儿子在

上 国学得彬彬有礼
,

已去摔 乡下俗气
,

十

分高兴
,

便将 家业让给他
,

执 掌 了郡 司

之职
。 叨

这样的结局
,

与原作的精神是有较大出人的
。

日本小说家对《三 国演义 》和《水浒传 》的改

编之多
、

持续时间之长
,

也构成了中国文学交流中

的一道独特景观
,

许多改编作品都体现了 日本文

化的特点
,

如吉川英治《三国志 》
“

桃园结义
”

以下

的情节
,

基本上都是对《三 国演义 》的翻译
,

但在

叙述完诸葛亮预伏锦囊计斩魏延
、

灵枢运抵成都

安葬定军山后
,

删去其后 巧 回左右的内容
。

这一

处理与 日本的《平家物语 》对源
、

平两大家族争霸

天下历史的把握如出一辙
。

也就是说
,

日本物语

文学注重
“

个人
”

的叙述角度
,

使吉川在复现三国

历史时
,

也从原著的以
“

事
”

为中心
,

更突出地转

向了以
“

人
”

为中心
。

因此
,

诸葛亮死后的故事也

就变得不再重要 了
。 〔川 事实上

,

对中国古代小说

的重构反映了 日本人巧妙利用他国文化作为资

源
,

根据本国的传统与需要创造新文化的追求
,

这

样的改编至今仍充满活力地延续着
。 。

越南阮枚对《金云翘传 》的改编也是一个引

人注 目的例子
。

由于他采用 了六八体的形式
,

作

品的抒情性明显增强
,

人物也更加纯美
,

如卷一描

写翠翘与金重初次见面的情景
,

首先就描写金重
“

替缨垂后光前
,

聪明天性圣贤儒风
。

外豪侠内

谦恭
,

堂堂才貌姿容出群
” ,

这是原文所没有的赞

美之词
,

而
“

一国色一天才
,

中心 已许外来未形
” ,

对两人一见钟情的刻画也较原著强烈
,

特别是翠

翘的心理
,

表现得极富诗意

青青澳水潇回
,

桥边柳暗 已催 日抖
。

翠翘返步归家
,

西 山 日 落银河星辉
。

半 弓月射窗扉
,

光笼花影白垂水纹
。

海棠倾向东郁
,

春枝霜点纷纷重垂
。

月光之下身依
,

事情多少乱其心思
。

人而至此何为
,

繁华身世一时虚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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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偶 尔相逢
,

百年缘福天从人那
。

吸乎心乱如麻
,

吟成绝句窝他性情
。

川《四

这种抒情性的描写较原著有明显强化
,

相对于改

编中对原著总体的简化来说
,

这种强化尤其突出
。

重要的是
,

阮枚的改编不只是保留了原著对主人

公命运的同情
,

还突出了对她的赞美
,

折射出越南

与中国同中有异的社会文化心理
。

这种改造性接受在西方国家也存在
。

例如法

国作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 》第二章
,

就采

用了《警世通言 》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的故事

作为依据
。

在原著中
,

通过女性在丈夫故去后
,

迫

不急待改嫁
,

说明情不可恃
,

只有清心寡欲
,

道念

滋生
,

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

伏尔泰对这一故

事作了细节上的改造
,

将煽坟
、

取脑改为引溪
、

割

鼻
,

思想 旨趣则从所谓因
“

人心莫测
”

而 主张遁

世
,

转变为对理性的追求
,

小说描写当查第格发现

爱人已经变心
,

当即将她退婚
。

他想
,

一个人要求

幸福
,

还不如去研究 自然界
。 “

上帝在我们眼前

摆着一部大书
,

能够读这部大书的才是天下最快

乐的人
。

他发现的真理
,

别人是拿不走的 他培养

自己的心灵
,

修身进德 他能安心度 日
,

既不用提

防人家
,

也没有娇妻来割他的鼻子
。 ”

有了这个念

头
,

他 便 决 定 离 开 城 市
,

往 幼 发 拉 底 河 边

走去
。

阶
一

脚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被改造的事实又表明
,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
,

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

播又并非原汁原味
、

一成不变的
。

三
、

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文化问题

如上所述
,

中国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从根本

上说要受制于接受国的文化需要
,

因此
,

在传播中

有不同本土传播及变异的情况都是很 自然的现

象
。

但是
,

也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却不一定都

是合理的或必然的
。

这里有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

是
,

中国古代小说原刊本的传播终究是有限的
,

语

言的障碍也妨碍了接受国大众的阅读
。

因此
,

即

使在 日本
,

也有人说
“

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
,

浒传
、

三国志
、

金瓶梅 》
、

西游记
、

《肉

蒲团 》数种而已
。 ”

而黄遵宪则感慨像《红楼梦 》这

样
“

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
” , “

恨贵邦人不通中

语
,

不能尽得其妙
” 。 〔对 图 而当古代小说被翻译

时
,

一些问题 自然会出现
。

首先
,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上
,

存在一些翻

译文学方面普遍存在的语言问题
,

吴组细在为他

的小说英译本作序时就含蓄地说
“

由于中国人

民语言的巧妙
、

丰富与独特
,

一般外文译品是传达

不出来的
。 ’, 〕‘ 例如《西游记 》第三十七 回中

有一段情节描写唐僧夜梦鬼王诉冤

那冤魂叩头拜别
,

举步相送
,

不知怎

么踢了脚
,

映了一个筋斗
,

把三藏惊醒
,

却

原来是南柯一梦
,

慌得对着那盏昏灯
,

连

忙叫
“

徒弟 徒弟
”

八戒醒来道
“

什 么

土地土地 当时我做好汉
,

专一吃人度
日

,

受用腥腹
,

其实快活
,

偏你 出家
,

教我

们保护你跑路 原说只做和尚
,

如今拿做

奴才
,

日间挑包袱牵马
,

夜间提尿瓶务脚

这早晚不睡
,

又叫徒弟作甚
”

当猪八戒被唤醒时
,

先说的是
“

什么 土地土地
”

抱怨了一通后
,

又说
“

又叫徒弟作甚
” ,

这里
“

土

地
”

与
“

徒弟
”

的谐音极巧妙
,

显示 出猪八戒由半

睡半醒到渐渐清醒的过程
,

而
“

土地
”

作为西行路

上屡屡出现的地方神抵
,

出现在猪八戒的口 中
,

也

极为自然
。

在詹纳尔翻译的《西游记 》中
,

这一段

对话是这样的
“

” “ ’

‘ , ’ ”

“
⋯ ⋯

’,

卿
一 “

应该说
,

詹纳尔选用
“ 沮

”

与
“ ”

配
,

是

较好地传达 出了原文谐音的问题
,

但从 的

意思上看 小事
、

小物件
、

少量
,

一种甜食等
,

则

不如
“

土地
”

更贴切
。

类似这样的问题可 以说举

不胜举
,

对于这一问题
,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竟是略

而不译
。

比如早期影响很大的《好述传 》威尔金

逊译本
,

不仅有大量误译
,

而且删去了几乎所有的

诗词
、

俗语和谚语
。 〔 ‘姗

但语言翻译的问题
,

除了文学翻译本身的限

度
,

核心还是文化的问题
,

这在非汉字文化圈表现

得可能更为明显
。

例如在《红楼梦 中
,

第五十四

回有一段描写
,

叙及 丫环们为宝玉准备的洗脸水

凉了

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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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小 丫头便说
“

好奶奶
,

过来给我倒上

些
。 ”

那婆子道
“

哥哥儿
,

这是老太太泡茶

的
,

劝你走了舀去罢
,

那里就走大 了脚 ’

那婆子 的后 一 句话在杨 宪益
、

戴乃 迭 的译本

中译为
,

’

邓 代 一仍

虽然意思大致不错
,

但是
,

在当时的语境下
,

对女性

来说
“

走大了脚
”

其实还另有深意
,

并不是简单的
“ ”

可以代替的
。

又如在《红楼梦 》第二十回中
,

描写宝玉为察月梳头时
,

晴雯冷笑道
“

哦
,

交杯盏

还没吃
,

倒上头了
”

两种著名的《红楼梦 》译本都

将
“

上头
”

译为
“ ” ,

其中只能表达梳头

之意
,

而
“

上头
”

本义 中所指古代男方为女方改梳

发髻的婚俗却无从传达
,

而这恰是这一句最有意味

的地方
。 〔 阶 更为突出的是

,

在戴维
·

霍克思
。 翻译《红楼梦 》时

,

为了符合西方文

化传统
,

将原书中许多
“

红
”

字译为
“

绿
”

字
,

如将
“

怡红院
”

改译为
“ ” 、“

怡红公

子
”

改译为
“ ”

等
,

这样的翻译虽然可能便

于西方读者理解
,

却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了《红

楼梦 》的底蕴
。

译者并非不知道由此造成的损失
,

却认为不得不这样翻译
,

表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翻译

确实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

其次
,

由于文化传统与观念的不同
,

中国古代

小说在域外的解读也产生了许多与中国本土不同

的歧见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域外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
,

而是就一般的阅读所可

能产生的分歧展开讨论
。

有两个极端的例子
。

一个是马幼垣和刘绍铭

曾合编一本《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 》 。必

。

、 跳 血 必
,

这部小

说集受到了马文
·

马特力克 的

批评
,

马文并非汉学家
,

因此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

批评在刘绍铭看来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
“

隔

山
”

之论
。

刘绍铭特意举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中的一段描写为例
,

在小说中
,

宋四公夜间去为富

不仁的张员外家行窃
,

将一女子杀害
。

在他杀害

此女子前
,

小说描写了她的容貌之美
。

马文认为

作者既花了这么多笔墨形容其美丽
,

接下来应当

有浪漫故事发生
,

然而不然
。

刘绍铭指出
“

那是

他看惯了西方英雄救美故事后所生的幻像
。

在宋

四公的世界里
,

姐儿生了
‘

翠弯弯的眉儿
,

溜度度

的眼儿
’ ,

不是做成浪漫史的资料
,

而是
‘

祸水
’ ,

是麻烦的根源
。 ” “

我们明白为什么宋四公这么邪

恶
,

而马文只知其邪恶而不知其原因
。 ” 〔 ‘” 也

许刘绍铭表现出来对异国读者接受中国古代小说

时不可避免存在的误解过于悲观
,

但这种现象的

普遍性
、

严重性却不应低估
。

相反的例子是林语堂翻译的《中国传奇 》
,

他

在此书的英文本《导言 》中说
“

本书乃写与西洋

人阅读
,

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
。

或因主题
,

或因

材料
,

或因社会与时代基本之差异
,

致使甚多名作

无法重编
,

故未选人
。 ” ” ‘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

对中国古代小说原著的改编
。

如《简帖和 尚 》中

简帖僧原有卷逃的前科
,

又 以匿名信的奸谋使皇

甫休掉妻子 以遂其心愿
,

最后则在案发后被
“

重

杖处死
” 。

而林语堂将其改为《无名信 》
,

简帖僧

变成了一个姓洪的绅士
,

不再有和尚的身份
,

从一

开始就为他的追求异性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前提
,

在皇甫的妻子春梅眼中
,

他
“

又有风趣
,

又慷慨
,

又殷勤
” ,

而他写匿名信也是出于真正的爱慕之

情
,

所以结婚后 的春梅
“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那

么幸福
” 。

以致结尾处
,

原著中简帖僧伏法
,

皇甫

夫妇破镜重圆
,

改写成了三个人在相 国寺邂逅相

逢
,

皇甫痛心疾首地忏悔
,

春梅不为所动
。

当皇甫

要春梅与他一起回家时
,

春梅厉声说
“

我们把那

件事情弄清楚
。

当时你不要我
。

我告诉你我是清

白无辜的
,

你不相信
。

我死我活
,

你全不关心
,

你

还说与你不相干
。

幸而我没有死
,

那么我现在不

管干什么
,

总与你不相干 了吧
”

说着
,

与洪某携

手而去
。

林语堂在题记中写道
“

作者对原文细

节有所增减
,

并力求读者同情洪某
,

使皇甫氏依恋

洪某
,

不愿 回顾前夫
,

尤使 中国读者读之惬意
。 ”

所谓
“

中国读者
”

其实是当代的中国读者
,

更主要

的可能还是他所熟悉的西方读者
。

对于宋元时期

的小说读者来说
,

他们更容易接受的还是让
“

淫

僧
”

受到惩处
,

让夫妻重归于好的结局
,

但这样的

结局显然不能让当今的读者
,

特别是西方的读者

对皇甫松粗暴的行为释怀
。

文学翻译在语言文化上的问题表明
,

从中国

古代小说的角度看
,

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还存

在有意无意的缺失
、

曲解或误解
,

有不少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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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

以上三节
,

我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实际指

出
,

并非我们认为的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

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传播 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

又并非原汁原味的
、

一成不变的 中华文明在域外

的传播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

这样的结论看起

来有些令人沮丧
,

其实
,

这却是文明交往中的常

态
,

对于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下层地位的通俗

性文学来说
,

可能更是必然的现象
。

它提醒我们
,

由于文明本身是丰富多彩的
,

文明的交流也是丰

富多彩的 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

必

须充分考虑文明本身的多样性
。

同时
,

由于存在

着上述表面看起来不尽人意的现象
,

我们更应该

既提倡相互尊重
,

又不断加强彼此沟通
。

据说

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
·

伊杰顿翻译的《金

瓶梅 》
,

因为得到了著名作家老舍的指导
,

所以翻

译得比较好
。

今天
,

在这方面
,

我们完全有理由
、

也有条件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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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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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本电视台曾在 年
、

卯 年和 创脚 年 次以连续剧形

式将 西游记 搬上荧屏
,

日本富士电视台 拓 年推出了新版

西游记 连续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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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铃木

吉弘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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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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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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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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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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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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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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