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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因译莫言的小说而名声大噪，其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功不可没，但同时因其译作部分偏

离原作而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质疑。他认为偏离原作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尤其突

出，与中国编辑相比，西方编辑的主体性更加凸显。从发展的观点看，译者主体性和编辑主体性的相互作用，最终维持的

是翻译活动和编辑活动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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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A Ｒeview of Goldblatt's Views on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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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18，China)

Howard Goldblatt，an American translator，becomes well － known for what he has don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But in the meanwhile，he is blamed for his deviation from the source texts in part by readers and critics． He stated that
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shaping translation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 Western editors are showing a higher level of subjecti-
vit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hina．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the intera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editor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e edit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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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H． Goldblatt) 因译莫言

的小说而名声大噪，其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功莫

大焉。虽然国内外学界，特别是译学界对葛浩文

的翻译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系统研究其编辑

观的却付之阙如。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葛

浩文的编辑观散见于网络、书籍、报刊、谈话、访谈

之中，时间跨度大，且前后观点似有相左之处，整

理起来工程量大，任务浩繁; 二是因为编辑的行为

之于译者翻译的行为，属于译外因素，严格地讲不

算翻译内的问题，所以未引起译学界足够的重视。
但事实上，开展葛浩文编辑观的研究对于翻译学

而言，将有助于指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

践和翻译批评实践; 对于编辑学研究来讲，对国外

汉学家和翻译家编辑观的梳理和研究，特别是涉

及西方编辑和中国编辑主体性的差异以及作者、
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共谋”关系等方面的讨论，将

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建构和纵深发展。此外，对

于编辑在翻译活动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属于翻译

过程影响因素研究的一部分，总体归为 Context 研

究，是翻译学社会路经研究的有关内容。

编辑是译作进入市场的最后一关。西方编辑

和中国编辑的主体性表现是否相同; 西方编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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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道理是什么; 译者怎样看待编辑行为; 译者和

编辑、作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译者主体性和编辑

主体性如何交叠互动，问题诸如此类。笔者与十

几名研究生共同穷尽性地检索葛浩文的全部编辑

观，现分主题予以述评，并就相关问题作答。

1 编辑的“删改”伦理与编辑主体性
西方编辑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对译作的“删

改”上，“删去部分内容是英文版的编辑提出的”①。
葛浩文举例说，“再过几个月，阿来的《格萨尔王》
英文版即将出版，出版社删掉一半”②。他还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删的，其

实原文我们全都翻译了。这部作品被出版社删掉

一半，因为这个长篇有 40、50 万字，但苏格兰的出

版社出版的小说系列都要在 30 万字之内，甚至更

短，出版社说非删不可”③。对于删改行为，葛浩

文分析道: 译者交付译稿之后，编辑最关心的是怎

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

改。比如我几年前翻译姜戎的《狼图腾》，编辑看

过译文说，很棒的作品，不过要删一些，至少三分

之一吧! 先删最后一章的那个论文，作者勉强同

意; 后来又删减文中重复的部分。现在的结果是，

“英译的文学作品‘一贯’都是被这样删减的，其

中葛浩文删得最厉害。现在我的脸皮也不得不变

厚了，否 则 如 何 经 得 一 再 被 人 冤 枉!”( 李 文 静

2012: 59)

一般来讲，编辑删改译作，有违翻译需要忠实

于原作的伦理道德。但在西方，编辑不仅仅是语

言文字的加工者，也是市场的策划者和把关人，市

场需求是编辑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汉译英作品

尤其如此。葛浩文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

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

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也甚少

做促销活动”④。因此，在原作、译作和市场之间，

编辑具有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常见的如汉语原

文叙事结构和西方市场的关系，以及西方市场和

读者阅读接受之间的关系等。
就汉语原作的叙事结构，葛浩文说: “删去部

分内容是英文版的编辑提出的。一个是删掉各章

节前的引言，编辑的意思是: 我们读者喜欢看连贯

的故事，受不了论文式的东西。还有，结尾处一大

篇都是议论式对话，很难让美国人已经读完五六

百页的书，再去看两百页的讲道理。此外，整本书

最多减少十几页的内容。日译本是全部翻译的，

上下两册，但上下两册的书在美国根本没人要

看”⑤。可以看出，美国编辑既有对西方读者普遍

不愿接受“论文式的东西”的考量，也有对小说读

者普遍不愿接受干巴巴“讲道理”行文方式的考

量。也因为汉语原作叙事结构方面的缘故，编辑

甚至要求“调整小说的结构”( 同上) 。他还说过，

“编辑部说读者要看的是小说内容，这些社科方

面的文献不用译”⑥。
就汉语原作叙事所表现的重复邋遢之处，葛

浩文代编辑辩解道: “他( 指莫言———引用者) 的

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

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

的人写的书。如果人们看到小说内容被删节，那

往往是编辑、出版商为考虑西方读者阅读趣味做

出的决定，不是译者删的”⑦。编辑进行删改，目

的在于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增强市场的接受性。
葛浩文说，“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

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

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

译作优劣的标准”⑧。要找准西方的市场，需要洞

察西方小说写作市场的一般运行规律。
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总体上理解编辑的删改行

为。在编辑活动中，编辑不是被动的，编辑主体性

客观存在，其主体性的彰显程度与市场规律的上

下起伏基本一致。作为读者的葛浩文就有过深切

的感受: “我平时不太会看这类书，也就不会去

翻。但当时，有出版社找我，推荐它，所以答应了。
没想到，在美国著名的时尚网站‘每日糖’( Daily
Candy) 上面，还真是火了一天。那天，很多年轻

人都去买这本书，销量骤增”⑨。但译者葛浩文有

时对编辑的干预不无抱怨。他曾说: “他们也不

知道我们译者有多么困难，首先要找出版社。我

们要找美国的出版社，要他们出我们的东西，出版

社里面没有一个人懂中文，都不懂中文。结果怎

么办呢? 我要先翻个一百页左右，要写个很长的

介绍。他们要不喜欢，不要的话，就是白做了”⑩。
正因为怕“白做”，所以葛浩文对出版社便有

期待，比如他对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情有独钟，

但能否让他翻译，要听命于出版社的安排，“把版

权卖给出版社，出版社要选译者找我的话，我大概

愿意的，因为我很喜欢”瑏瑡。对译者来讲，由编辑

帮助选题和策划最为保险，因为编辑能够洞悉市

场的行情。编辑删改是出于对市场需求考量后所

采取的理性行为。或者说，译者只要将译作交给

出版社，编辑就必须确保作品能够经受得住读者

的检验。从这层意义上讲，编辑对作品( 包括译

作) 所作的任何改动和调整，都合乎编辑伦理，而

删改行为只不过是编辑一个突出的行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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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的“忠实”伦理与译者主体性
尽管葛浩文理解编辑出于市场需求所进行的

删改行为是必要的，但作为译者，他清楚地知道删

改对于作者和原作是不公正的，因为按照纽马克

( Peter Newmark) 的文本三分法，小说作为“表达

型”文本，译作需要向原作靠拢，任何偏离原作之

举，都可能会招致读者和批评家的批评。因为担

心有偏离原作之嫌，葛浩文甚至在听到人们将他

的翻译称为 creative translation ( 创造性翻译) 时，

会有“刺耳”的感觉瑏瑢。但毕竟，“创造”一语有

“无中生有”之意。“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书里

也都说明过，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

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

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瑏瑣

当然，译作偏离原作是不可避免的，既有客观

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对客观上的原因论述得较

多，如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 主观上的原因归

根结底是因为译者是意志体，有其意志性。译者

的意志性在行为上表现为译者的主体性，其中包

括译者针对翻译目的和接受环境而采取的审时度

势的行为。葛浩文说，“你是为中国人而写，我是

为外国人而译”瑏瑤，译者为此而有相应的举动一般

是能够被大众理解的。因此，“忠实”不是一个绝

对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更多的时候它反映的只

是翻译本质的东西以及译者以原作为价值取向的

态度和进行尝试的努力。
译者既有为翻译而进行语言文字转换和意义

再现的语言性，也有综合市场因素并进行相应调

适的社会性。或者说，只要译者打算让译作进入

流通领域———市场，也就或潜或显地给译作赋予

适应市场的商品属性。首先表现在选材上，比如，

“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

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

‘洋人’的眼光来看”( 姜玉琴 乔国强 2014 ) 。在

翻译过程中，他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会根据市

场的需求对译作进行调整，并主要表现在提高译

作的可读性上。葛浩文说，“知道自己忠实服务

于两方的满足感使我愉快地将好的、不好的、无关

紧要的中文翻译成可读性强、易于接受甚至畅销

的英文书籍”( 贺维 2011: 92) 。“我十分清楚自己

在做什么，我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来翻译，我的

目标是让目标语读者与市场能够更好地接受译

本。”( 曹顺庆 王苗苗 2015: 128) 从这个角度看，译

者葛浩文甚至临时扮演双语创作者的角色。为提

高可读性，在翻译策略上，译者和编辑都偏爱“意

译”。葛浩文说:“‘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

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

译派的译作。对此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悲伤也

罢，事实依旧是，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

好’的译作才能出版”( 葛浩文 2014a: 199) 。
换言之，“可读性好”的译作是“意译”的结

果，否则就可能会产生“矫揉造作、古古怪怪，有

时甚至是佶屈聱牙的译文，而原作中丝毫没有这

种瑕疵”( 胡安江 2010: 13) ，这和编辑崇尚的“英

文读起来顺不顺”的标准一脉相承。“佶屈聱牙

的译文”是“不顺”，是“翻译腔”的代名词，它是直

译的极端形式，同样为译学界所贬斥。考察葛浩

文翻译语料库发现，他为了“忠实”于原作，并不

乏译学界所说的“直译”，而这样的“直译”被葛浩

文称为“意译”的一种，问题出在他和编辑对于

“直译”的理解与译学界的理解存在出入。他和

编辑反对的“直译”，即译学界所说的“硬译”和

“死译”，即带有“不顺”和“翻译腔”的翻译特征。
他说，“我的责任是翻译要忠实，但忠实什么? 问

题在这里。是忠实于一字一句吗?”瑏瑥 他反对“一

字一句”的“忠实”，更准确地说是由此导致的“不

顺”和“翻译腔”。葛浩文忠实于原作的“意译”是

在“忠实”或“直译”基础上又在语言上进行变通

处理，使译作具有可读性，和译学界所说的非极端

形式的“直译”并无二致。比如“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的翻译:

葛浩文意译文: Marry a chicken and share the
coop，marry a dog and share the kennel．

陆谷孙直译文: If you marry a chicken，follow
the chicken; if you marry a dog，follow the dog．

在译学界看来，葛浩文的“意译”是译学界认

可的“直译”，因为原文的主要意象“鸡”和“狗”
都保留下来。葛浩文的“意译”和陆谷孙主编的

《中华汉英大词典》给出的直译文( 保留原文意象

“鸡”和“狗”) 不分高下。
《中 华 汉 英 大 词 典》的 意 译 文 是: a woman

should mould her lifestyle after that of her husband's，
与葛浩文的“意译”相差天地，因为主要意象“鸡”
和“狗”消失得无影无踪。

译者葛浩文“意译”的出发点是“忠实”，但又

反对在语言形式上对原作的亦步亦趋。直译可能

产生“不顺”，但语言上不顺的，可以适当变通，却

仍归于直译的范畴。“变通”强调的是语言上的

“创造性”。“创造性”并不是贬义词，而是“遇到

原语所有、译语所无的语言现象，译者若能融会贯

通，既准确达意，又不露‘翻译腔’，就能创造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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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闻乐见的译文语言”( 孙致礼 2003: 28 ) 。这

种直译基础之上的创造性，和葛浩文所说的“只要

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

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

写出来的词句”瑏瑦，即“意译”的做法是一致的。
“直译”和“意译”不是“异化”和“归化”的翻

版。翻译实践证明，“直译”和“意译”是面对原文

意义的解读策略，哪种译法对原文意义的解读更

好，那么它便是更正确的做法;“异化”和“归化”是

面对市场的营销策略，不管“洋气”还是“土气”，哪

种做法更能赢得市场，那么它便是更好的做法。

3 作者、译者、编辑间的“共谋”
作者、译者、编辑间的相互妥协最终演变为一

场“共谋”( collusion) ( Bassnett 2001: 26) 。作者应

有的态度是强硬维护自己作品的态度，不管是内

容上，抑或是在风格上，莫言当初面对国内编辑的

态度即如此。葛浩文说: “莫言的编辑把《丰乳肥

臀》交给我时说，莫言交稿时跟他说，一字不动。
40 万字的一个长篇，一个字不能动，所以当编辑

的就苦了。后来我翻译的时候也就一字不动。但

后来英文版出版社的人还是删了一点，但是不多，

最后出来好像是 550 页至 600 页”瑏瑧。但当莫言

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传播时，他的态度发生了

质的变化。葛浩文说，“他( 指莫言———引用者)

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

应。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

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

充而非替代”( 刘莉娜 2012: 7 ) 。葛浩文说莫言

总是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

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瑏瑨。
他要将自己的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出去，对于他而

言，译者和译者背后的编辑，是他首先面对的异域

市场。如果过不了译者和编辑这两关，他就无法

实现打开西方文化市场的目的。葛浩文说，“莫

言的小说也一样，都不是我决定的。其中一两本

被删去十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我还争取又加回

去一些。但莫言对此没有意见，他说‘反正我看

不懂’”( 李文静 2012: 59 ) 。这种态度和作家鲁

迅当年拒绝参加“诺奖”的精神南辕北辙，鲁迅是

因为“诺奖”的评委们不懂他的汉语原文而不愿

低下高傲的头颅。因为作家有走向国际的愿望，

所以葛浩文说，“莫言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让他成

为国际作家，同时他也了解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物，未必在其它国家会被接受，所以他完全

放手让我翻译”瑏瑩。不过，“诺奖”的评委们为尽量

公正，“看的不一定都是英文版，有的是瑞典版，

有的是法文版，从这点上来说，翻译的贡献毫无疑

问，但最后还是要归到作者本人”瑐瑠。
作者和译者的“共谋”还可以从葛浩文说的

“如果作家和我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就会试

图跟他沟通，商量好到底改还是不改”( 付鑫鑫

2011) ，“我征求过作者的同意，就这样删了”瑐瑡，

“经过原作者与译者同意，出版社删了多少字”瑐瑢等

加以佐证。他还举例说，“经作者同意，对《红高

粱》进行一些删减”( 孟祥春 2014: 75 ) 。他在翻

译刘震云的《手机》时发现，小说场景始于 30 年

前，然后闪回到现在，接着又回到 30 年前。他说，

“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 40 页后，美国读者就

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瑐瑣。他建议把

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作

者的同意。他还说，“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

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瑐瑤。可想而知，如

果没有译者的努力，就不会有各方满意的结果。
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曾被美国翻译家伊文·
金( E． King) 译成英文。但未经作者同意，译者按

照个人的审美观和欣赏习惯改动原作，将悲剧的

结尾改成大团圆结尾，译本的结局是祥子和小福

子都没有死，而是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抢出来，

喜结良缘。这使老舍先生十分不满，后来又请施晓

菁女士重译该书而不承认伊文·金所译为他的作

品。( 吕俊 侯向群 2001: 20) “作者与译者之间，是

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 朱自奋

2014) 在合作的过程中，观点既有一致，也会有碰

撞。但出于作者和读者双方的考虑，理性的译者，

其所作所为必定也出于理性。
译者和编辑的“共谋”发生于整个翻译的过

程中，其间还要不断地与作者协商。这是译者在

“忠实”原则下，确保市场阅读效果的一个有效手

段。比如对于原作结构上的调整，就属于根本性

的调整，需要征得 3 方的同意。葛浩文说，“莫言

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结

尾有些不了了之。我把编辑的看法告诉莫言，10
天后，他发给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时间

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而且，此后

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这个新的结尾”( 李文静

2012: 59) 。即使译者本人，有时也要充当编辑的

角色，将译者的主体性和编辑的主体性融合在一

起，“有时译者还要修改已经出版的文本，也就是

再次编辑，一般是出版社经编辑提出后才要修改

的”( 葛浩文 2014b: 38) 。葛浩文说，“我是改过，

但没有把书改坏，这是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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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第一眼就觉得这小说不错。有人说我把书改坏

了，这是侮辱我”瑐瑥。“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写的故

事都不够完美，因此译者必须承担起编辑的责任

去把译文变得更加有可读性。”瑐瑦这与他坚持的读

者第一的原则相一致，而他的有些改动纯粹是对

原作负责任的所为。他说，“如果保留错误，他会

觉得对 不 起 读 者，毕 竟 原 著 出 错 了”( 付 鑫 鑫

2011) 。所以，对于译者而言，在整个翻译过程

中，他一直在如何向原作求取真意( “求真”) 和如

何务实于市场( “务实”) 间努力维持着一种理想

的平衡，“这种理想更多的是译者综合各因素而

平衡出 来 的、自 我 认 可 的 结 果 状 态”( 周 领 顺

2014: 32) 。译者努力在结果上使各方满意，在过

程中，以各方的“在场”作为良性互动和解决问题

的前提。说到底，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体现的也是

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

4 译者主体性与编辑主体性之间的“生态”
葛浩文说，“在西方，有天赋的编辑往往和作

者反复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从编辑的视角、品味、
经验及其对市场了解出发，对作品进行编辑、完

善”( 孙会军 郑庆珠 2011: 91) 。他还指出西方编

辑与中国编辑的不同:“一部作品从书写、出版到

被读者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

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

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他们的胆子都太小，顶多就

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了不

起的编辑在帮助他们，翻开西方小说，也常会看到

作者对编辑的致谢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

在翻译成其它语言后，才会得到外国编辑如此的

待遇，但这些外国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

文化。他们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

这些小说”瑐瑧。他站在不同角度，见证西方编辑之

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编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

时有交叉，既证明译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和

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也证明作为意志体译者的意

志性贯穿于整个的翻译过程。
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属性( 周领

顺 2014: 1) ，而编辑主体性的张扬能加强译者的

社会性，而使其更加社会化。根据译者行为批评

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在向原

文意义“求真”的过程中都有兼顾“务实”的考虑，

且表现为“求真为本，务实为用( 上) ”的一般性行

为规律( 周领顺 2014: 102) 。译者的“务实”在语

言内主要表现为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以赢得读者

的青睐; 在语言外主要表现为采取归化的做法，以

期减少原文的文化陌生感，快速促发与读者的互

动，但也有较大的变动，比如删节原文，降低出版

物的厚度，节省读者的购买投入等考虑和相应的

行为。但译者毕竟不是出版机构 ( 以编辑为代

表) ，并未做过充分的市场调查，因发言权不够，

所以译者的话语权就不及编辑的多。译者和编辑

“都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都希望把作品更好地

推介出去，取得较好的传播、接受效果，以及一定

的经济回报”( 覃江华 梅婷 2015: 77) 。
不管是译者主体性抑或编辑主体性，任何一

方过于凸显都可能演变为“主体凌驾性”，如“过

分迁就市场和出版商与编辑的权力操纵，有可能

造成对原语文化的暴力侵占，也可能助长英语读

者的文化自恋情结，从而加深西方对东方的文化

殖民和文化霸权等”( 覃江华 刘军平 2012: 49 ) ，

所以“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缺乏编辑和过度编

辑都是不合理的”( 覃江华 梅婷 2015: 78) 。从发

展的观点看，来自译者和编辑两种力的相互作用，

最终会走向一种平衡，即维持翻译生态和出版生

态的平衡，在西方市场如此，在中国市场亦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生态”只是一个中性词，

它的深层意义是“平衡”，所以译学界所说的“优

胜劣汰”，无非是一个平衡系统，“优胜劣汰”，但

汰之不绝，便是明证，而“劣”者，也是“适者生存”
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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