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活动中的“译者行为”研究
*

———以《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的译介选择为例

鲍 同
(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提 要: 近年全球视野下的文学译介成为学界热议话题，研究对象包括原作、译作、译者和受众等方面，学者关注个

案，梳理关系。但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行为”研究还很少，特别是以非通用语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多，从而影响

研究的全面性。其中，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活动备受瞩目，译介动机、方法、效果等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以《中国现代

文学》丛刊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日本译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择”，主要分析译介团队、译介内容、译介载体等方面，

旨在掌握日本翻译学界的最新动态，以助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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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Translator Behavior”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 Taking 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Bao Tong
(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In recent years，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view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research includes o-
riginal texts，translated texts，translators，and readers． It focuses on case study and clarifies relation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
terature in Japan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especially the motivation，methods and effects of transla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tudy． However，the translator-centered research on translator behavior is not yet sufficient，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with the non-general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re not enough，which may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study． Ta-
king 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ranslator team，translation
content and translation carrier in Japan so as to know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field in the hope of
quicken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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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翻译批评中，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研究

对象通常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创作—
译介—接受”被视为连续性活动，在社会学范畴

进行讨论。但在此过程中，专家学者多将视角集

中在翻译学视域下的文本分析，这可能忽略对译

者行为的观察。“译者行为批评 ( Translator Be-
havior Criticism) 是继‘变译理论’和‘生态翻译学’

之后，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且较成体系的原创性

理论”( 周领顺 赵国月 2017: 89) ，它强调翻译批评

中的“译者视角”。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以中英翻

译为重点，而以非通用语为研究对象的译者行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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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不多，这自然会影响研究的全面性。“翻译活

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涉及语言、社会、心
理和政治等因素。”( 谢柯 张晓 2017: 97)

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活动由来已久，在译

介过程中，单行本和学术期刊是主要载体。随着

译介活动的深入，还出现类似“以书代刊”形式的

日译单行本。《中国现代文学》( 羊书房) 便是其

中一例。该刊于 2008 年 4 月创刊，截至 2017 年

底已刊 发 18 期，共 译 介 中 国 文 学 作 品 百 余 篇

( 部) ，介绍中国作家近七十位。为了引导日本读

者用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观察世界，译者比较重视

对作家作品、译介载体等的选择。从“译者行为”
的角度对“译介选择”进行学理分析，可以管窥中

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现状，了解译介活动的制约

因素和译者对策，以便找到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

有效途径。

2 译者团队的组建
在译介活动中，团队组建是重中之重。《中

国现代文学》的译者先期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翻

译会”( 以下简称“翻译会”) ，由二十余人组成。
他们通过个人翻译、集体研讨的方式，有计划地进

行译介工作。负责人栗山千香子( 中央大学) 在

邀请译者加入时会参照一定标准，目的在于在保

证发挥译者特长的前提下缩短团队磨合时间。
2． 1 突出能力、重视协作

从能力来看，“翻译会”的多数成员在日本高

校任教，讲授与中国相关的文学、文化、语言等课

程，对中国社会抱有兴趣，对中国国情相对熟识，

特别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研究进行得比较深

入。“翻译会”成员能够熟练地使用汉日两种语

言进行文字表述，既能理解表义，又能洞察深意，

具备进行译介工作的基本条件。从经验来看，大

部分人此前已独立完成多篇( 部) 文学翻译，如栗

山千香子翻译过史铁生、迟子建、述平等多名中国

作家的十余篇作品; 近藤直子( 日本大学) 则翻译

过遇罗锦、琼瑶、残雪等人的长篇小说，还参与多

部译著工作，是中国文学的资深译者。
除能力和经验外，“翻译会”成员还具有很多

共性。比如，初期成员大多曾共事于《季刊 中国

现代小说》刊行会。该刊自 1987 年创刊( 分上、
下两卷共 72 册) 至 2005 年停刊前，已翻译中国文

学作品三百余篇。因此，在协同工作方面基本不

存在障碍，这大大缩短前期筹备工作的时间，也使

初创期、磨合期的团队运行比较平稳。
2． 2 中日互助、新老结合

为了与时俱进、符合社会期待，“翻译会”不

断尝试创新，并适当扩充译员队伍，吸纳中国籍在

日工作人员，除邀请此前有过良好合作的中央大

学教师赵晖外，骏河台大学教师叶红等人也加入

其中。他们在译文校对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新人的启用更显得不拘一格，比如在第 6 期和

第 13 期上，该刊分别刊载关口美幸和大高ゆかり

的译作。两人虽精通汉语，但此前均未有过文学

翻译经验。在进入“翻译会”后，她们先后翻译过

鲍十、范小青、苏童、梁晓声等人的多篇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关口“对中国农村现状抱有兴趣，喜

欢阅读农村题材小说和报告文学”①。为此，她首

选在日本鲜为人知的鲍十的作品———《子洲的故

事》，并在译后记中分析这位平民作家的创作特

征，介绍社会评价。此后，她接连翻译《葵花开放

的声音》《天气预报》等作品，尽量选取清简平白

文风的作品进行翻译，内容以体现日本读者较少

关注的中国农村为主。此外，关口还是该刊首位

翻译剧本的译者。此前，该刊译作以小说和随笔

为主。而关口在第 16 期上进行大胆尝试，翻译彭

铁森的剧本《我叫马翠花》，简介中国地方戏曲剧

种———花鼓戏，以丰富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学( 艺)

的认知。
《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是以个人意愿

为基础的个体协作社会活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这将成为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活动的主要模式。
不以商业利益为第一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保证译作的文学和学术价值。

3 译介内容的选择
译介内容直接影响丛刊对受众的吸引力。因

此，“翻译会”既要保证译作的文艺性，还要注意

编译工作的全面性、社会性、即时性，希望在提高

日本读者对中国作品认知水平的同时，保持对中

国文学动态的实时跟踪。
3． 1 重视全面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译过程中，“翻译会”
强调译介活动的全面性: 既重视文学作品类型的

全面性，也兼顾对原作信息还原的全面性。
“翻译会”十分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多元

化发展，除小说和随笔外，还译介自传、漫画和诗

歌。其中，自传出现得较早，近藤直子于第 2 期摘

译过残雪的《趋光运动》。近藤既倾心于作者以

文学笔法进行自我解剖的精彩，也认为通过自传

可以了解作者经历，有助于文本分析等学术活

动②，力求通过文学译介助力中国文学批评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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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全面化。
而漫画的译介彰显该刊的别具一格。在第 3

期中，千野拓政译介张晓雨的漫画《飞: 发明家乔

正飞》，并为此撰写近万字长文———《中国漫画之

演变述说什么?》，内容涉及中国漫画的起源、发

展以及受日本漫画的影响程度，说明漫画在中国

转型期中的社会作用。整部译作占第 3 期五分之

二的版面，远超莫言的《月光斩》，是中国文学在

日本译介活动延展性和创新性的具体表现。
诗歌的译介活动开始较晚，但因被持续译介，

译作数量迅速增多。从第 10 期栗山千香子翻译

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起，仅第 15、16 两期未刊

载诗歌译作。期间，王小妮、西川、于坚、韩东等人

的代表性诗作被相继译介，中国诗歌的发展近况

得到很好的呈现。特别是对中国第三代诗人的译

介能促进中国“平民化诗歌”进入日本读者视野，

引导读者跟随作者的视线，审视人物个体和社会

整体的变迁。
为让读者尽量深入了解译作，“翻译会”在每

篇译作正文前后分别标注中文原题目、出处和时

间，并以注释、译后记等形式对作者生卒、籍贯、学
历、职历、代表作品、所获奖项、学术评价等信息进

行补充说明。“注释是由接受主体与原著之间的

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同时又是丰富本国

语言、固定外来新词的有效手段。”( 宿久高 鲍同

2012: 108) 这种译介方式虽在日本并不多见，但却

十分有利于日本读者积累背景知识，便于提高他

们对作者、作品的认知水平。
3． 2 突出社会性

日本文学素有“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分，

尤其在学术层面上，更强调文学的纯粹性。译介

活动也有类似倾向，至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译介

中国文学仍以学术目的为主，无论译者还是受众，

多通过译作进行学术批评。
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并非刊行的

第一要务，“翻译会”着眼于传递信息，互通有无。
在选择译介对象时，“翻译会”重视文学作品的社

会性，并在“创刊词”中做如下描述:“语言渗入躯

体，心灵连接到未知的世界。与文学幸福相约，以

新的视点观察世界，接触未知的人……”③可以看

出，“翻译会”成员虽精通外语，却并未刻意展示

个人翻译能力或学术造诣，而是希望利用译作具

有“传递社会信息的载体”这一属性，充分发挥译

介活动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译者突出作品的纪实功能，如译介莫

言的《月光斩》、丹增的《江贡》、蒋一谈的《另一个

世界》，目的在于反映中国不同民族、不同阶层、
不同地域个体的生活现状; 另一方面，译者希望突

出作者个性，重视主观视角下的道德观察和文化

理解，如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迪安的《圆寂》、
叶广岑的《鬼子坟》，译介选择侧重不同年龄层作

者的个性化社会解读，重视社会内面的深入挖掘

和人物灵魂的文学表达，促使日本受众的阅读活

动并不仅限于文字赏析层面，而是能够充分体验

他国文化、观察他国动向。
3． 3 保持即时性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多停

留在“经典”层面上: 一方面，专家学者比较重视

汉诗汉文，认为它是传统汉学的重要载体，能够代

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因而热衷对此类作品的

译介。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译
介的学者，更多将目光集中在“五四”新文学运动

后的名家名作上，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

品被多次重译，但却忽略对中国文学的实时跟踪，

使受众视线被固化于某一时段，因而影响日本社

会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而“翻译会”以译介

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要任务，不仅介绍莫言、苏

童、史铁生等颇具名望的作家作品，还大力译介迪

安、朱山坡、颜歌等新人新作，内容来自《上海文学》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或摘译文学著作。
从原作与译作的发表时间看，两者时间之差基本维

持在 5 年左右，其中《鹿二的心事》的时间间隔最

短，从原作问世( 《民治·新城市文学》，2011 年 10
月) 至译作发表( 《中国现代文学》，2012 年 4 月) ，

期间仅隔6 个月，与中国期刊《作家》对原作的转载

同步，这体现出译介活动的即时性。
不仅如此，“即时性”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坛的

观注。从创刊号起，《中国现代文学》便通过专

栏、书评等方式进行文学批评，以图书介绍、活动

预告等方式介绍中国文学的动向。由于篇幅所

限，该刊的译作以中、短篇作品为主。目前，“翻

译会”也注重对长篇文学的介绍，已推介长篇小

说二十余部，包括莫言的《蛙》、刘震云的《我不是

潘金莲》、常小琥的《收山》等在中国社会引起强

烈反响的作品。
此外，“翻译会”还重视书介的外延功能，释义

较新词汇，如“80 后作家”“先锋派作家”“中国轻小

说”“青春小说”等; 解读社会现象，如“水木社区”
“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等; 阐明特殊概念，如“三年困难时期”“赤脚医生”
“贪嗔痴”等。“翻译会”还以“汉字移植”的方式对

译文进行异化处理，以有效拓展日本读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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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促进

对中国文化、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

4 选择译介载体的原因
译介载体的选择是媒体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出

版物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创刊伊始，“翻译会”
便确立“以书代刊”的刊行模式。之所以没有选

择学术期刊或单行本作为译介载体，原因有以下

3 个方面。
4． 1 出版的周期性

“翻译会”重视跟踪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态，因

此，刊出周期需要相对固定。饭塚容认为，中国

“很多作家写出的是三四十万字的大长篇，翻译、
出版会因为篇幅过长而困难重重”( 饭塚容 2011:

17) 。因此，主要译介中、短篇作品，适当连载长

篇文学成为保证译介周期的有效手段。比起单行

本，定期刊行的载体更适合此种译介模式。由于

“翻译会”成员多有《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的编译

经验，深知单月刊、双月刊或季刊的刊行周期无法

满足遴选、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的时限条件，很

难做到对译文进行充分讨论、反复研磨，这会影响

译作质量，所以最终决定以半年刊形式刊行，体现

“翻译会”谨慎的工作态度。
4． 2 编辑的灵活性

“以书代刊”在保证周期性的同时，有利于丛

刊编辑的灵活性。通常来说，日本学术期刊的栏

目基本固定，且在很长时期内不会变动，以保证读

者群的稳定。而“以书代刊”可在保持各期整体

风格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视原作形式、作品风格等

进行相应调整，扩充译作类型，传递即时信息。比

如，史铁生的作品是该刊译介的主要对象之一。
2010 年末，史铁生病逝。次年 5 月，“翻译会”在

第七期中独辟专栏———“追悼史铁生”，通过文字

寄托哀思，以图文形式再现北京追悼会场景，同

时，翻译史铁生夫人陈希米的致辞，还摘译苏童、
迟子建、陈建功等作家对史铁生的评价，最大限度

地介绍中国文坛动向，显示出译者行为的主动性。
4． 3 释义的充分性

“以书代刊”为译者，特别是非日籍译者的“显

身”提供宽广舞台。在翻译学中，很多学者提倡

“译者的隐身”，希望在译文中尽量弱化译者的作

业痕迹，译者的“不可见( 性) ”成为理想目标之一。

但是，“翻译会”却希望译介人员走到“台前”，通过

前言、评论、译后记等形式记述作业过程，对译文进

行解说，为读者提供导读，内容兼具知识性和学理

性。比如，第 2 期译后记写到:“《叛逆者》原文中

有‘一脑袋高粱花子’的语言表述。例会中，有人

认为这种比喻会令日本人摸不着头脑，建议删去。
但是，主笔译者却认为，此处的比喻十分有趣，必须

保留。……这 正 是 中 国 高 粱 文 化 圈 的 表 达 方

式”④。“翻译会”积极发声，主动拉近与读者之间

的距离，在展现译介活动内面的同时，抛出学理性

话题，以期引发社会讨论。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讨论在日本

的译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择，其精准化、精细

化、个性化的作业方式可能成为他国在译介中国

文学时的有益参考。当然，这种译者行为也受到

期刊发行数量、译者收入、两国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翻译会”始终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译介创新，

尝试符合本国发展、便于读者接受、能促进两国民

间交流的方式进行文学译介，这有利于中国文学

的国际传播。作为中国学者，应在持续关注其译

介活动之余进行客观评论，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协助相关工作，以期中国文学在更大范围、更深层

次的国际传播。

注释

①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 6 期第 136 页。
②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 2 期第 156 页。
③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 1 期第 4 页。
④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 2 期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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