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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贾平凹是中国本土文学外译研究绕不开的人物。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续有贾平

凹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也有相关研究论文散见于外刊，但数量不多，传播效果及影响有限。虽然国内关于贾平凹及其作

品的研究成果丰硕，但翻译研究数量相对不足，研究深入度欠佳。在整理贾平凹英译作品及其评论的基础上，对相关研

究进行梳理、缕析，以期发现中国文学外译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有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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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leading figure of Shanxi writers，Jia Pingwa is a focu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me
of his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he 1990s，but were not very well received． A few critical reviews were published in
overseas periodicals with limited influence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Based on a survey of all the translation versions and over-
seas research papers concerning his work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is works，focusing
on sorting out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reflecting on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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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陕籍作家翘楚，现任陕西

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杂

志主编。作为陕籍作家的代表，贾平凹著作等身，

誉满全国，是陕西文学“走出去”的生力军，也是

本土文学外译研究绕不开的人物。正如陈晓明在

《废都》序言中所言，“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

的写作无疑是汉语文学的奇观，如此庞大的作品

数量，如此卓异的文字风格，无不令人称奇”( 贾

平凹 2012: 13)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

作家，作品之多、获奖之丰在当代中国几乎无人出

其右。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共出版长篇小说

16 部，并创作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共出

版数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及数十部散文集; 先后获

国内外文学奖五十余项，其中包括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 散文杂文奖) 和茅盾文学奖等重

要奖项。但整体而论，贾平凹的国际声誉不尽如

人意，其作品的翻译研究关注度不高。在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于贾平凹作品在国外译

介沉寂状态的关注开始增多，但研究数量依然有

限，且系统性不足。搜集贾平凹作品英译信息，整

理现有评论，梳理其作品英译的相关研究，将有助

于找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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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贾平凹作品英语国家译介研究”( 2015Z110) 和西安市社科

基金项目“西安文学‘走出去’之有效译介模式研究: 以贾平凹为例”( 17L17) 的阶段性成果。



2 贾平凹作品英译情况
贾平凹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主要涉及英

语、法语、德语、越南语、日语和朝鲜语。很多学者

均对贾平凹作品在海外的译介做过专论，此处仅

聚焦于其作品的英译概况。英语世界对于贾平凹

作品的译介最早，但其译介情况并不十分理想。
1991 年葛浩文翻译《浮躁》之后，其作品英译几近

停滞。如吴赟所言，“步入新世纪之后，贾平凹作

品的英译几乎为零，除了 2008 年 8 月刊登在《卫

报》( Guardian ) 上 由 Nicky Harman 翻 译 的 小 说

《高兴》( Happy) ( 节选) 以及 2011 年刊登在《纸

上共和国》( Paper Ｒepublic) 上的由 Cannan Morse
翻译的《古炉》( Old Kiln) ( 节选) 外，众多耳熟能

详的代表作，如《废都》《秦腔》等，都没有在英语

世界得到完整的翻译和推广”( 吴赟 2013: 72 ) 。
近年来，在翻译家、作家协会、作家本人及陕西本

土推力等诸多合力作用下，贾平凹作品英译状况

有所改观。2016 年 1 月葛浩文《废都》英译本在

美国出版发行，2017 年 8 月贾平凹长篇小说《高

兴》英文版全球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2017 年 10
月他的长篇小说《带灯》英文版首发仪式在第 69
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举行。目前，陕西本土翻

译家胡宗峰与他的合作者也已基本完成《废都》
《白夜》《土门》3 本小说的英译工作，贾平凹作品

英译即将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总体而言，贾平凹

作品的英译数量与其文学创作的高产量相去甚

远，具体作品英译概览如下表:

作品 英译名 出版机构 译者 出版( 发行) 时间

《果林里》 The Young Man and His Apprentice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78
《帮活》 Helping Hand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78
《满月儿》 Two Sisters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79
《端阳》 Duan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79
《林曲》 The Song of the Forest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80
《七巧儿》 Qiqiao’er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Shen Zhen 1983
《鸽子》 Shasha and the Pigeons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胡志挥 1983
《蒿子梅》 Artemisia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Yu Fanqin 1987

《人极》《木碗世界》
How Much Can a Man Bear? Family
Chronicle of a Wooden Bowl maker

Ballantine Books Press 朱虹编译 1989

《水意》 Floodti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萧凤霞编译 1990
《火纸》 Touch Paper Foreign Language Press 殷边编译 1991
《天狗》 The Heavenly Hound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佚名 1991
《浮躁》 Turbulen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Goldblatt Howard 1991

《即便是商州生活也

在变》
Life is Changing，Even in Hilly
Shangzhou

M． E． Sharpe Press 马汉茂、金介甫编译 1992

《晚雨》 Heavenly Ｒain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Ｒichard Seldin 1996
《古堡》 The Castle York Press Luo Shao-pin 1997

《月迹》、《丑石》等 moontrace，An ugly stone． ． ． Bochum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Woesler 编译 2000

《老西安: 废都斜阳》
Old Xi’an: Evening Glow of an Im-
perial City

Foreign Language Press 佚名 2001

《春》 Springtime Long Ｒiver Press 佚名 2005
《高兴》( 节选) Happy The Guardian Nicky Harman 2008

《天狗: 贾平凹作品选》
The Heavenly Hound and Other Se-
lected Writing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佚名 2009

《黒氏》 The Country Wife New Letter Hu Zongfeng，Liu Xiaofeng 2010
《猎人》 The Hunter Long Ｒiver Press Vivian H． Zhang 2011
《饺子馆》 Dumpling Ｒestaurant Long Ｒiver Press Vivian H． Zhang 2011
《废都》 Ｒuined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Goldblatt Howard 2016
《高兴》 Happy Dreams Amazon Crossing Nicky Harman 2017
《带灯》 The Lantern Bearer Books Co．，Ltd Beijing Mediatime Carlos Ｒojas 2017
《土门》 The Earthen Gate Valley Press Hu Zongfeng，Ｒobin Gilban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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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作品越南语译介最多，其影响限于越

南国内; 英语世界译介最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海

外学界的关注。截至 2014 年，葛浩文翻译的《浮

躁》( Turbulence) 被世界 547 家图书馆收藏，居贾

平凹作品译本的首位( 乔艳 2014: 78 ) ，但其他作

品的英语译介情况并不乐观。对现有文献的初步

梳理发现，英语世界中较有影响力的贾平凹专论

研究主要有两类: 以贾平凹为专题的博士论文和

发表于国外重要文学评论期刊杂志上的书评。第

一类代表作品有 3 篇，分别为《叙述中国: ＜ 废都 ＞
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

活与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学分析》和《贾平凹 20
世纪 90 年代四部小说的悲剧意识》; 第二类作品数

量颇丰，散见于 Forecast，Kirkus Ｒeviews，New York
Times，Library Journal，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
tor，Wilson Library Bulletin，Choic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Toda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TriQuar-

terly，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odern China 等杂

志。总体而言，除书评类文章以外，多数论文关注

叙事手段、创作技法、主题阐释等作品文学性本身

的探讨，其研究多以中文原作为考察对象，鲜有真

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问题探讨。

3 贾平凹英译研究综述
由于“时间差”和“语言差”( 谢天振 2014: 13)

的缘故，处于强势文学地位的英语世界缺乏对中国

文学翻译研究的关注意识，因此，真正有价值的翻

译探讨还是须以国内研究为主要支撑。贾平凹作

品英译问题的国内研究始于 1999 年，但整体数量、
质量与国内其他知名作家的翻译研究差距较大。
通过检索 CSSCI 来源期刊，输入关键词“贾平凹”+
“译介”及“贾平凹”+“翻译”(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5
日) ，再经手动排除访谈类文章，共整理期刊论文

23 篇，再通过对硕博论文的检索，获硕士学位论文

6 篇，具体统计如下:

图1 刊文期刊分布图 图2 发文作者分布图 图3 硕士论文授予单位分布图

从发文期刊来看( 见图1) ，《西北大学学报》
首屈一指，共刊发贾平凹作品翻译研究论文 8 篇;

《小说评论》紧随其后，刊文 5 篇; 《外语教学》刊

文 2 篇。23 篇 CSSCI 期刊论文中，17 篇发表于陕

西本土期刊上。就作者单位而言( 见图2 ) ，发文学

者共计 18 人，14 位来自陕西本土高校，其中西北

大学 6 位，共发文 9 篇; 西安外国语大学 2 位，共

发文 4 篇; 其他 6 位来自陕西其他高校。就学位

论文分布情况而言( 见图3 ) ，国内目前仍没有以贾

平凹作品英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据不完全

统计( 部分硕士论文未提交知网) ，共有 6 篇硕士

论文以贾平凹作品英译为主题，其中 3 篇来自西

北大学，2 篇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1 篇来自广东

财经大学。整体而论，6 篇硕士论文均以规约性

翻译方法研究为主，而有关译介、传播、接受等描

述性研究较少。
从期刊论文研究问题分布情况来看( 见图4 ) ，

问题类型可分为微观语言层面研究、描写性译介

研究、比较诗学研究和语料库翻译风格研究等 4
类。微观语言层面的研究最多，共计 12 篇，主要

研究热点为方言翻译和《浮躁》译本研究。胡宗

锋( 1999: 163 － 166) 以本土译者的视角对《鸡窝洼

人家》英译文中部分方言词汇的处理提出商榷，从

微观层面探讨贾平凹小说方言理解与翻译问题，开

启贾平凹作品国内英译研究的帷幕。此后还有李

颖玉等( 2008: 64 － 67) 与杨春泉和周玉忠( 2011:

87 －91) 的 2 篇重要期刊文章关注贾平凹作品方

言英译问题。前者以陕西方言中典型词汇“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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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为例对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探析，

援引频次达 70 余次，居相关研究之首; 后者以贾

平凹作品中方言词汇的英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对

整个西北方言的英译现状进行缕析和反思。贾平

凹出生于秦楚文化交界的商洛丹凤县境内，受教

并工作于陕西省会西安市，其创作语言受到商洛

方言及陕西关中语言的影响，并深刻反映在文学

作品中，成为其乡土文学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贾平凹作品中方言词汇的理解和翻译对其

作品英译意义重大。

图4 研究问题类型分布图

对《浮躁》英译本的关注度居同类研究之首，

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这与该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

效果较好相吻合。《浮躁》英译本应该是迄今为止

英语世界关注度最高、国内英译研究最多的贾平凹

作品，不仅为贾平凹赢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

为他提供接触英语世界的机会和窗口( 贾平凹曾亲

自赴美国参加该书的宣传会，并与译者葛浩文相处

近一周) 。班荣学和杨真洪( 2004: 164 －168) 、梁根

顺( 2007: 85 － 87) 等研究者围绕《浮躁》英译本的

10 篇研究文章，从不同维度探析贾平凹作品的英

译，如忠实与创造、归化与异化策略、语义重构与

读者接受等问题。微观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论文

多见于陕西本土期刊上，研究者多为本地学者，整

体影响范围有限。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西北大

学堪称贾平凹英译研究的重镇，多位研究者就职

于该校，多数高水平研究成果见于《西北大学学

报》。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贾平凹与母校

保持长期的学术交往，部分研究者与贾平凹是学

术同行或友人，这一便利条件也为他们的研究提

供重要的支持。
描写性译介接受研究始于 2004 年，共有代表

性期刊论文 7 篇。通过整理国外读者对贾平凹作

品的解读，韦建国和户思社( 2004: 38 － 42 ) 发现，

国外读者的见解基本与国内评论吻合，并将其归

因于贾平凹创作中的世界文学性因素。其后，译

介接受研究并未受到国内研究的过多关注，直至

姜智芹( 2011: 103 － 111) 发文重点探讨贾平凹的

作品在英语、法语世界的译介、影响和研究情况，

并分析他在国外受欢迎的原因。之后，陆续有 6
篇代表性的贾平凹英译研究论文见刊，分别来自

于吴赟( 2013: 72 － 76) 、乔艳( 2014: 78 － 81) 、王瑞

( 2014: 93 －97，102) 、杨一铎等( 2014: 17 － 20) 、姜

智芹( 2017b: 64 －70) 和臧小艳( 2017: 135 －141) 等

学者。吴赟梳理及归纳贾平凹小说在海外的译介

和接受情况，探讨海外读者对他笔下乡土中国的

认识与理解，分析他在国内外文学声名不相称的

根源，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反思; 乔艳认

为，梳理贾平凹作品海外翻译与研究的现状，有助

于揭示其作品在传播中的问题与影响因素，目的

在于减少文学传播的盲目性，从而更有效地推动

陕西文学“走出去”; 王瑞等对贾平凹英译研究现

状进行潜势分析，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杨一铎等对比贾平凹作品与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

情况，明确指出贾平凹作品海外译介的困境与不

足，并将莫言的成功归因于作品更具国际性、对外

翻译做得更好、对外交流善于推广、改编电影获国

际大奖等 4 个因素; 姜智芹通览英语世界的贾平

凹作品研究，发现制约研究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提出如何使其作品获得生命力的延续、如何以翻

译带动研究以及如何以研究推动翻译等 3 个启发

性问题; 臧小艳以贾平凹为例梳理陕西文学海外

传播现状，分析海外传播的障碍与问题，提出陕西

文学国际化的路径。

此外，杨慧仪( 2013: 164 －169) 和孙立盎( 2015:

56 －61) 从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的视角，探讨贾平凹

作品英译问题，他们的理论视角新颖，拓展贾平凹

翻译研究的维度。杨慧仪从本雅明语言哲学观的

视阈探讨《带灯》的可译性问题，认为该作品具有

世界文学普适性重要特征，是呼唤翻译的好作品，

其理论视角颇具启发性; 孙立盎从民族文学的世

界性、文学作品内容的共通性、价值取向和审美取

向的共融性视角，指出贾平凹作品富含世界性元

素，并探讨作品翻译的问题，提出陕西文学创作

“经过过滤、整合外来文化因子之后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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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盎 2015: 61 ) 。王瑞和黄立波( 2015: 97 －
104) 的《贾平凹小说译入译出风格的语料库考

察》一文，从形式数据统计、文本呈现模式和翻译

策略 3 方面，对比译入与译出文本的文体差异，提

出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呈现模式差异是译者

应该考虑的因素。此文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对译介

效果的探析，而在于将贾平凹作品英译置于语料

库翻译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这无疑是对贾平凹

作品英译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拓展。

4 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现状缕析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梳理不难发现，贾平

凹作品翻译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贾平凹作品翻译研究与其在国内的文

学地位不符，即翻译研究严重不足。据《当代作

家评论》2013 年第 3 期发表的贾平凹评论文章目

录索引( 100 － 102 页) 统计，1985 年至 2013 年，仅

《当代作家评论》就发表贾平凹创作评论文章 74
篇( 不含贾平凹自撰的评论文章) ，这一数量远远

超过国内关于贾平凹翻译研究的高水平论文数

量。与莫言译介研究横向比较，关于“莫言译介”
主题，现有博士论文 11 篇。此外，仅 2016 年就有

《文本的跨文化重生: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
《莫言小说译介研究》《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

介》等多本专著出版。两者在研究数量、质量、跨
度、影响上的悬殊不言而明。从国家立项资助研

究层面看，2013 年至今，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莫

言相关研究 17 项，其中 3 项为莫言英译研究项目

( 2 项为基于语料库的莫言作品翻译研究，1 项为

莫言作品海外接受研究) 。同比之下，国家社科

基金共资助贾平凹相关研究 3 项，无 1 项涉及翻

译研究。这一反差的出现与 2012 年莫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有一定关联，同时也说明国外影响力

不足对于贾平凹整体研究的巨大制约。因此，如

何有效地加强研究投入，提升翻译研究成果数量

和质量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现有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陕西本土，研

究论文的发表大多局限于陕西本省刊物上，研究

成果影响力普遍不高。有学者认为，贾平凹作品

译介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味太重”，“可译

性差”( 谢天振 2014: 10 ) 。暂且不论此观点的客

观性，就目前的译介数量和研究现状似乎可以印

证这一论断。贾平凹作品以关中方言和商洛方言

的混合体为基础，乡土特色浓郁，给译者理解带来

挑战，因此翻译难度较大。陕西本省研究者在贾

平凹英译研究方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这也是西北大学出现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重

要原因。但是，如果这种优势不能有效地提高学

界的研究热度，它可能会成为研究扩展的桎梏。
因此，如何增加研究成果的学界影响力及优化本

土固有研究优势对于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现有研究中微观翻译技巧类探析比重

较大，描述性译介研究数量不多。就推进文学作

品译介传播而言，有学者认为，将“优秀的中国文

学作品译成优美地道的英文是中国文学去边缘化

的不二法门”( 王宁 2010: 19 － 21) ，此类言论已经

不再是谈论的焦点。诸如“中国文学”“熊猫丛

书”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以“忠实”为旨归的规约

性翻译研究对于译介传播的局限性。了解国际受

众的阅读习惯、接受模式、审美情趣，探究西方现

行的翻译规范，寻找有效的推介渠道、营销手段等

可能对于现阶段的“文化走出去”更有适用性及

启迪意义。因此，描述性研究不足无疑会阻碍贾

平凹海外译介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虽有部分评论文章散见于国外媒体，但

密度及持续度不足。英语世界发表中国当代文学

及相关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有《今日世界文学》
( World Literature Today)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中国季

刊》( The China Quarterly) 、《中国文化研究前沿》
(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等( 姜智芹

2017a: 83) 。如刘亚猛所言，“通过权威平台发布、
具有极大公信力因而实际上发挥着舆论导向功能

意见”，“在接受文化语境中形塑着公众的日常阅

读习惯、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 刘亚猛 2015: 8) ，

这些重要刊物的译介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传播起着

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通过整理现有资料发现，

贾平凹作品在这些刊物上的出现频率远低于国内

同类作家。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国际重要期刊，

如何发挥国际舆论导向功能，对于有效推进贾平

凹作品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国内现有研究对于国外汉学界的动向关

注不够，文献中鲜有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及论述。在

中国文学英语世界译介传播史上，汉学家的作用不

容小觑，没 有 费 诺 罗 萨 ( E． Fenollosa )、庞德( E．
Pound) 等汉学家就不会有唐诗西传的神话，也不会

有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国热”( 赵毅衡 2013: 13)。夏

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现代中国小说家文学地

位的重构是汉学家推介中国文学的又一力证。暂且

不论作者观点或有偏颇之处，但就效用而言，他在很

大程度上成就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海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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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位，对他们的作品传播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海外汉学界成功译介中国文学的案例众多，成就非

凡，不一而足。这些成功的范例可以为我们国内的

研究指明方向，也足以为下一步译介推广策略的构

建提供启示。如何有效地建立与国外汉学界的联

系，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外汉学界的译介传播推力也

是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5 结束语
国内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经历由单一的规

约性研究向规约性和描写性研究共存的过渡，这种

趋势与“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整体趋势吻

合。在当下，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不足，研究成果

数量、质量都单薄无力，难以为贾平凹海外推介提

供可资借鉴的智库支撑。现有研究呈现出影响力

不足、地域性明显的特征，缺乏标志性研究成果。
国内重要期刊上贾平凹译介研究论文的稀缺、学位

论文研究关注度的低下、文章援引频次不高等现状

都反映出贾平凹翻译研究发展受阻的现实问题。
与国际重要媒介的失联，对国外汉学界作用的忽视

也是其发展停滞的制约因子。当然，英译传播是一

个复杂的活动，缕析英译研究现状只是探究问题的

一个维度。梳理现有文献、缕析现状、反思问题是

下一个研究命题的起点。“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

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文化话语权在国际舞台

上的展示离不开翻译的中间桥梁作用”( 董晓波 胡

波 2018: 87) ，可见翻译活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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