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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
尽管中国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要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因，但外国 文学的刺激性因素也在很大程
度上作用了其发展方向和形态特征。
无论是 在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思潮的兴起，还是叙事结构、创作手法、技巧等 方面，都受到了外
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为中国文学的发 展营构了一种世界文学语境。
在这种世界文学语境中，中国文学得以反观 自身与世界文学的差距，由此激发出文学创新的动力。
 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不是脱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道之外的文化 活动。
相反，它的发展路线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呈现一种时而平行 、时而交错的状态．文学的发展受
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而每个时期的文 学翻译也与其时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诉求息息相关
。
当时代政 治对文学有新的诉求，当文学自身有了变革的渴望，而创作文学又不能及 时提供有效的典
范文本，这时候，外国文学就成为求助的对象。
19世纪末 梁启超对外国政治小说的推崇、五四时期的“人”的解放吁求与易卜生《 玩偶之家》的翻译
，抗战时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剧作的“中国化”改编 、外国战争题材的小说翻译的兴盛，五六十年
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作品的推崇，80年代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热，等等，都说明，翻译 
文学很多时候都发挥了创作文学无法满足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功能 ，成为民族文学、文化直接
的文学、文化资源。
从整体上看，文学翻译与 文学创作呈现了互动、互文的状态，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构建了20世 纪
的文化空间和文学时空。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
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 中国小说史》等，都辟有专门的章节描述文学翻译概况，揭
示翻译文学的 意义，表彰翻译家的贡献，陈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
1949 年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方面原因，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就不再将翻 译文学辟为专门的章节
进行论述，翻译文学也成了“外国文学”的别称。
 这样，文学翻译的文化意义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参照、 借鉴和影响作用，就在这
种含混的“外国文学”概念下逐渐被模糊和忽视 了。
这种模糊翻译文学意义的状况近年来有了较大的改观，文学研究者开 始关注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
学发展的意义，将翻译文学纳入到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来考察。
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论及或提 及翻译文学的影响作用(尽管大多还是笼统地称之
为“外国文学”的影响） 。
在近年出版的诸多文学史著作中，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 》，专门辟有“域外小说的
刺激与启迪”一章，阐述清末民初小说文体和 叙述模式转变的“域外小说的刺激”的背景和意义。
这样，将创作文学的 发展变化放置在文学的多元系统发展时空中来考察，其分析和得出的结论 就比
较有学术力度和说服力。
另外，该论著还分析了清末民初翻译家文学 翻译的特点。
郭志刚、李岫主编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也专门设 立了“三十年代的翻译文学和中外文学交
流”一章。
而王宏志编的《翻译 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更是直接地探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与 创作
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的文学、文化价值意义已越来越受 到学界的重视． 要比较完整地分析、探讨20世
纪中国翻译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 化的建构意义，就有必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史作比较
细致的梳理 ，揭示不同时期文学翻译发展的特征。
实际上，这种工作从30年代开始就 陆续有学者在做。
 除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文学翻译史内容外，还出现了几种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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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最早具有文学翻译史性质的著述，是阿英于1938年撰写的 《翻译史话》。
这部史话套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以幽默轻松的笔 触，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的历
史。
第一回“普希金初临中土 高尔基远涉重洋”，第二回“莱芒托夫一显身手托尔斯泰两试新装”，具 
体描述了中国最早译介这四位俄苏作家的情形；第三回“虚无美人款款西 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分
析了反映俄国民意党活动的作品中的文学形象( 即“史话”所说的“虚无美人”）和契诃夫小说中的
文学形象(“史话”以 《黑衣教士》为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第四回“吟边燕语奇情传海外蛮陬 花
劫艳事说冰洲”叙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和哈葛德作品《迦茵小传》 两种译本所引起的风波。
 阿英的《翻译史话》在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启示 意义。
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 象进行史的描述，把传人中国的外
国文学家、外国文学形象和外国文学作 品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描述了主要的翻译事件，介绍了翻译
文学中的二 个主体——外国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莱蒙托夫、莎士比 亚等人的作品
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由此涉及外国文学的输入、接受、传 播和变形等问题。
二、充分注意到了翻译文学的另一个主体——文学翻译 家的作用。
《翻译史话》对吴梼、陈冷血、林纾等翻译家的文学贡献做了 比较详细的阐述。
 阿英是中国最早关注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他撰 写的《晚清文学史》辟有“翻
译文学”的专章，在其整理的《晚清文学丛 钞》中，辑录了大量的晚清时期出版的汉译外国文学书目
。
文学翻译专史 和翻译文学书目的辑录，对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遗憾 的是，《翻译史话》没写完，仅写了开头的四回就辍笔了。
但仅这四回， 为文学翻译史的撰写提供了一种撰写的思路。
 中国第二部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20年以后的事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 ，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了《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 ）》(以
下简称“简史”）。
这都“翻译文学简史”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只是 作为教材在北大便用。
 这部“简史”产生于中国当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这本“简史”带 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在史
述思路上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 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现象，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
译史自始至终存 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该书第四编“1937—— 1949.9的翻译文学”中，还设立专章对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傅东华进行批判 ，
等等。
该书特别关注文学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对翻译现象的分 析带有浓重的极左政治思潮的观点。
 ⋯⋯ 本书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分为六个时期来叙述，就是为了让读者 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情
况——哪些作家作品在该时期受到欢迎，哪些作 家作品受到排斥、冷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
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 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价值取向，看出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对文学翻译的影 响，
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将某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情况加以比照， 探讨它们在文学取向上的某种同
构性及其互动关系。
因此，在叙述某个时 期外国文学翻译情况时，选择哪些作家作品作为叙述重点，本书的标准就 是以
当时重点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为依据，而不论该作家在本国或世界文 学史上地位的高低、其作品文学
价值的优劣。
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 试图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文学翻译状况，揭示翻译文学历史进程的真实轨迹
。
 3．关于本书编写体例上的几点说明 为了比较清晰地描述重点翻译的作家作品，在叙述具体国别文学
翻译 情况时，将各个时期重点译介的作家(不一定是著名作家）单独列出，以彰 显不同时期中国对外
国文学的态度和翻译选择特点。
为便于研究者使用， 第一次介绍某作家译介情况时，附上作家原名和生(卒）年。
在叙述某一国 别文学翻译情况时，基本上按作家的生年为序，个别的地方，也注意将同 一流派的作
家归置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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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家，特别是著名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 学翻译史上曾出现过较多不同的中译名，为避免混乱，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 ，采用目前通行的译名；其他译名，在第一次重点介绍该作家作品翻译情 况时，
附在括号内。
但引文中的作者译名仍按原文中的译名引录，必要的 地方加括号说明。
 翻译家的介绍是本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20世纪出现了众多的翻译家 ，我们以文学翻译贡献和影响力的大小作为选择标准，然后按时期和语种 
进行介绍。
在叙述上，翻译家的归类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有的翻译家翻 译选择范围非常广，涉及多种国别文学，很难认定他们是何语种(国别）文 学的翻译家
。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根据有关翻译家主要翻译的作品国别或 根据其影响较大的译作来作大致的归类。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的翻译家从 事文学翻译的时间较长，如傅雷、戈宝权、施蛰存、朱雯、张谷若、
朱维 之、方平、李健吾、冯亦代、傅惟慈等，他们的翻译活动长达几十年，横 跨本书划分的几个文
学翻译时期，难以明确地将其归属为某个时期的翻译 家。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根据其译作发表较多的年代或根据其影响比 较大的译作问世时间来划分。
介绍某个时期国别文学的翻译家时，一般也 是以翻译家的生年为序。
 译作出版的时间、译者和出版社等，是翻译文学研究者需要了解的基 本情况。
译作出版时间可以帮助考察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化特征，如奥威尔 的《一九八四》中译不可能出现在五
六十年代，而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 英雄》、越南的《南方来信》以及《伊拉克和平战士诗选》等作
品中译， 也不会出现在八九十年代。
从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译介、出版情况，可以 看出特定文化群体的翻译贡献，而译者情况可以帮助我
们分析翻译选择与 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审美倾向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总是力争查明这三 项情况。
几乎所有译作都注明了初版时间，重要译作的重版、重印情况， 也有相应说明，以便读者、研究者参
考。
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若译名不 同，叙述时仍按原译名给出，必要时，在括号内说明目前通行的译名
或该 书直译的译名。
 文学期刊的刊期，有的刊物用“号”，有的用“期”；即使是同一本 刊物，有的前后期标注也不同
。
本书按原刊物标注的“期”、“号”给出 ，并统一标为“第X期”或“第X号”。
 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编写的分工情况：查明建撰写第1、2、5-24章及 “结语”，并负责全书定稿；谢
天振撰写第3、4章；“前言”为两人合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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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套装上下卷）》重点描述和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
择特点等。
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
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
它是翻译文学史撰写的基础，为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基本的史料和发展线索，在文学翻译事实的基
础上，展开了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翻译文学意义等方面的讨论。
　　本书在每个时期文学翻译的“概述”中，一般都描述当时的文化语境，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特
征，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对文学翻译选择的影响，总结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得失。
至于不同时期中国对具体国别文学翻译选择的多寡、喜恶迎拒态度，本书也在相应的部分有一些交代
和分析。
　　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因此，本书在相关的地方；设立专门的章节，介绍翻译家的生平和翻
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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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和翻译出版机构的贡献　　第一节 《新青年》与五四文学翻译热潮的兴起　　第二节 文学
研究会与《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三节 创造社与《创造》对外国文学的
译介　　第四节 新月社与《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五节 未名社与《莽原》、《未名》对外
国文学的译介　　第六节 浅草社、沉钟社、语丝社及其创办的刊物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七节 《
现代》、《译文》、《世界文库》等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八节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化
生活出版社、时代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翻译贡献中编 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一)(1949-1976)　第七章 
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概述(1949-1966)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第二节 
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况　　第三节 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成就与缺失　第八章 俄苏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俄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苏联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俄苏文学翻译家　第九章 英美
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英美文学翻译家　第
十章 法国和德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法国文学翻译家　　第三节 德国
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德语文学翻译家　第十一章 东、南、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东欧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南欧及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东、南、北欧等国文学翻译家　第十二章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印度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阿拉伯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朝鲜、越南等
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六节 拉美文学的翻译　　第七节 非洲文学的翻译　　第八节 亚非拉
文学翻译家　第十三章 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1966-1976)　　第一节 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政治
背景　　第二节 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情况　　第三节 特殊年代的文学翻译特征——文学翻译的
政治意识形态化下编 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二)(1977-2000)　第十四章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概
述(1977-2000)　　第一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
基本特点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阶段性特征　　第四节 译介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
主要刊物和出版社　　第五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五章 俄苏文学的
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俄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20世纪苏联(俄语)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俄苏文学翻译家　第十六章 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英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十七章 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19世纪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
纪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英美文学翻译家　第十八章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法
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法语文学翻译家　第十九
章 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德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德语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章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东欧文学的
翻译　　第二节 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南欧及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东、
北、南欧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一章 加拿大及大洋洲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加拿大文学的翻译　　第
二节 大洋洲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二章 拉美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拉美诸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拉美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三章 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
一节 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文学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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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亚、非洲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印度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东亚
、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西亚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文
学的翻译　　第六节 亚、非文学翻译家结语 翻译的文化操纵与自我书写——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
外国文学翻译参考文献附录一：人名索引附录二：书名索引后记致读者编辑的话、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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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家是翻译文学的主体，外国文学正是通过他们的选择、翻译，才 以中文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中，梁启超、严复和林纾的 翻译贡献最为卓著。
言其翻译贡献卓著，不是因为他们译作多，而是因为 他们作为翻译家而具有的博大文化心胸和世界眼
光。
他们的译作对当时中 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们的翻译行为也感染、鼓励了其他译者 ，开
文学翻译之一代风气，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上的开拓者和先驱。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
译作署名时曾用“饮冰”、“少年中国之少年”、“曼殊室主人”等笔 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
梁启超资质出众，博 闻强记，同时又勤奋黾勉，因此，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博大的文化胸襟。
 他不但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同时，也热心了解西方文化。
这些使他的文 化视野较他的同时代人更为开阔，对西方先进思想也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
因认识到翻译对启迪民智的作用和意义，所以梁启超深感翻译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
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 其中《论译书》一文，更让我们看到梁
启超对翻译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列举事实，阐明翻译在西方各国历史上所 发挥的富国强民的重大作用：
“泰东西诸国，其强盛果何自耶？
泰西格致 性理之学，原于希腊。
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
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 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 得
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
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
⋯⋯大彼得躬游列 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 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其旨。
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 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
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
”针 对当时一些反对译书的保守人士，他指出：“世之守旧者，徒以读人之书 ，师人之法为可耻，
而宁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读人之书，师人 之法而来也。
”他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 为强国第一义。
”他在另几篇文章中也说了同样的话：“故国家欲自强， 以多译西书为本。
”“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 不能收一法之效。
”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广文中，梁启超更是将翻译政治小说的意义推 到极致，认为翻译外国的政
治小说能够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所谓全国之 议论可以为之一变，国家之政界能与之日进。
梁启超对翻译的这些评价和 推崇，不仅提高了翻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洞时也为文学翻译打下了良好
的舆论基础。
 在极为阐扬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梁启超身体力行，在其主编的报 纸和杂志上推出了许多翻译作
品，以实际行动推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
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报设有“域外报译”或“西文报 译”的专栏，不仅翻译有关世
界局势的动态报道，还发表外国小说的译作 。
该报第1册就发表了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访喀特医生奇案》， 此外，还连载过《华盛顿传
》（黎世谦译）等传记作品。
由此可见，梁启超 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译介外国的小说、传记，希望用冒险，自治的精神启导 读者，
并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又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进一步大力宣传西方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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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和文化思想。
诸如卢梭、孟德斯 鸠、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康德、斯宾塞、福泽谕吉，乃至古希腊的柏 拉图、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等，几乎都有译介。
对中国翻译文学史 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他主编的这两份杂志里，还刊载了相当篇幅的翻译 文学作
品，如周桂笙翻译的柯南·道尔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佚名的 科学小说《窃贼俱乐部》、红叶阁
风仙女史翻译的法国朱保高比的小说《 美人手》、卢藉东翻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
南野浣白子 翻译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披发生翻译的侦探小说《离魂病》、周桂 笙翻译的法国
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奇情小说《神女再世奇缘》、 无歆羡斋翻译的法律小说《宜春苑》、方
庆周、吴趼人翻译的日本菊池幽 芳的《电术奇谈》等等。
他本人也翻译发表了《俄皇宫中之人鬼》、《世 界末日记》等译作。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撰写了佛经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及翻译体会方 面的文章。
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文中，总结 了中国翻译史上直译与意译交替出现的
规律。
他认为：“翻译文体之问题 ，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
，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
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 石混淆。
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
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 ；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
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
 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 在《论译书》一文中则更是具体地提出了翻译应注意的三个主要问题 ：“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
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日，定公译之 例；三日，养能译之才。
”这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译界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即，一，谨慎选择应该翻译的原著。
在梁启超看来，那些“兵学”之类的 实用书籍，“虽毋译焉可也，”应该选择那些使西方之所以能富
强起来的 书籍，也就（P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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