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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传统文化的外宣对建设文化强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然而我国传统文化外宣的效果却不尽人意。鉴于

此，本文分析传统文化外宣面临的困难，并且在总结前人对互文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互文翻译与文化外宣结合的分析

模式。文章以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为例，从互文关联的角度分析其外宣成功的原因。希望本文提出的互文翻译策略能够

为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外宣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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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Public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n Lin Yutang’s Translated Works

Wu Jian-guo Niu Zhen-jun Feng Ting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The public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however，the effect of
which is barely satisfactory． 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external publicity． Moreover，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textuality，the paper proposes a new model for the combined study of intertextual translation and cul-
tural publicity． Then，taking Lin Yutang’s translated works as an example，the paper illustrat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
tual relevance，the reason why his works are so popular． It is hoped that the intertextu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roposed in the pa-
per ma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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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然而从传统文

化外宣的效果来看，却不是文化强国。我们在推

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应该大力普及古典文

学和传统文化。林语堂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

其很多英文作品都在西方世界畅行不衰。《生活

的艺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是其成名作，一

经出版便成为 1938 年全美最畅销的书之一。本

文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林语堂作为土生土长的中

国人为何其英文作品能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以

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宣提供一些可鉴之处。

2 以文学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宣现状
提高文化软实力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竞相追逐

的目标，只有将本国的文化在全球范围传播并得到

国际社会的认同，文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软实

力。因为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输入与输出，而是

不同文化在复杂的话语权力网络中相互角逐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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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译介中国文学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的一个重要途径，“译”即翻译，“介”即介绍传播。
然而作为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其传播效果却

差强人意。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图书进出

口贸易出现严重逆差，绝大部分版权输出周边国家

华人市场，中国翻译大量外来书籍，但中国本土被

翻译的书籍却少之又少，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

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都是步履蹒跚( 胡安江 2010:

41) 。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其获奖作品

在海外的销量也不如人意。根据美国拱廊出版社

的数据，莫言本人和其作品在国外的知名度远不及

国内。“语言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辩证关

系，一方面语言受到社会的制约，另一方面语言又

有助于建构和改变社会。”( 武建国 冯婷 2017: 74)

文化强国强势的话语权力是影响中国文学外传的

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的意

识形态，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规范，以及译入语读者

的期待，等等，也是影响中国文学外传成功与否的

重要条件。

3 林语堂翻译作品外宣的成功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

家以及新道家代表人物。其基督教家庭背景与后

来的留学经历使他精通中西文化，为日后的文学

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一生英文作品颇丰，有

的集著、译于一体，是中国文坛上独特的一颗明

珠。其《京华烟云》《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
等，无一不洋溢着中国古典哲学精神，向西方读者

诠释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与处世之道。在美国，林

语堂的很多英文作品一直都是热门书籍。《生活

的艺术》出版后销量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

名，林语堂成为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京华

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本人也曾被美

国文化界列为“20 世纪智慧人物”。
按照传统的翻译观，林语堂的很多英文作品

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其中有许多是编译

的汉译英作品，将中国文化翻译给西方人。因此，

要理解林语堂的作品，首先要肯定他的英文创造

是某种意义上的汉英翻译( 王少娣 2008: 75) 。中

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即便用英文创作，只要写的

是中国的事物，那西方人一定不如中国人理解得

透彻，文化层面的很多含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因此，林语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西方读者易于

接受的方式翻译成英文，是对中国文化的变通翻

译。本文将从互文性理论和关联理论着手，分析

林语堂的作品畅销海外的原因。

4 互文翻译与文化外宣
索绪尔将语言视为由能指和所指两个相异符

号构成的系统，一个词不单是对客体的指称，还是

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Saussure 1983: 65 ) 。巴赫金

的对话理论认为，没有任何话语是独立存在的，即

便是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它也是与先前的各类话

语发生对话并做出回应后的产物。之后，克里斯

蒂娃结合索绪尔与巴赫金的观点提出互文性理

论。她认为，所有文本都与其它文本相互参照，彼

此关联。
互文性常常被划分为广义互文性与狭义互文

性。所谓广义，即抽象化的互文关系，如体裁、叙

事风格、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等的互动与交融; 所

谓狭义，是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它具体文本的关

系，如参照、引用、套用等。如在澳大利亚土著女

作家多丽丝·皮金顿的小说《漫漫回家路》中，穿

插使用大量剪报、土著事务局卷宗、档案材料、电
报和官方备忘录等不同文体形式的文字材料( 张

海榕 杨金才 2007: 42 ) ，使读者以多样化的文本

形式去追踪和了解客观存在的历史，从而质疑官

方的单一文本所构建的主观历史。再如张爱玲的

《魂归离恨天》与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二者从主人公的身世背景到故事情节以及叙事手

法都有惊人的相似，均体现出爱与复仇的情感，所

以前者被称为中国版的《呼啸山庄》。因此，巴尔

特提出“作者之死”的观点，认为作者的创作不是

个人思想的结晶，而是其所处的文化、语言、社会

系统中各种元素交织的结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也会对文本注入不同的理解。任何文本都是互文

本，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形式与其它文本相互

交融、彼此映照。
因此，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根植于本民族特有

的文化体系中，反映出这一民族文化中历史、宗

教、传统、社会背景等因素对作品的影响，同时还

与其它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生共时

或历时的融合。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转换活

动，既与源语、目的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背

景相关，同时还兼有作者与译者思想的关联，所以

翻译的文本最具互文性。互文性是翻译活动的中

心要素，它使翻译变得有可能，但同时也使翻译复

杂化( Venuti 2013: 157 )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

要结合互文性理论，来实现语境的重构，从而使译

文契合于译语语境( Sakellariou 2014: 35 ) 。译者

在翻译的过程中既是源文本的读者又是译本的创

造者，他必须在读懂、理解源文本的同时，考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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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读者群体的喜好和他们习惯的语言表达形式，

以及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异国文化传递方式。作

为读者，译者要结合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发挥主

体能动性，实现对文本的解读。同时作为阐释者，

译者一定要仔细斟酌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文化

背景，分析二者知识体系的差别( Lee 2015: 54 ) 。
所以，译者必须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阐释原文，才

能使译语读者领悟原作的精髓。
以文学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宣，可以

和互文性翻译结合起来，即译者通过互文性理论

的运用，使原文与译文相互彰显映照，既保留原文

的精华，又获得读者的肯定，因为读者的青睐才是

外宣成功的关键，这与关联理论的思想不谋而合。
根据关联理论，人们总是倾向于通过相似的事物

来实现对陌生事物的认知( Sperber，Wilson 1986:

1) 。互文的翻译策略融合两种文化，可以更好地

帮助读者通过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实现对外来文化

的认知。基于此，本文在前人对互文性理论、关联

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模

式，如图1所示:

图1 互文翻译与文化外宣的分析模式

正如图1 所示，译者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首

先将源语文本进行表层的文字转换，而后使源语

和译入语发生深层语言、文化的对话与交融，然后

才能输出对应的译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互文的方法，包括注释、用
典、仿拟和替换等。注释就是对文中的信息增加

注解，以补充读者的认知不足，使其产生互文联

想; 用典是用译语文化里众所周知的成语、典故等

表达原文的文化含义; 仿拟指仿照译入语现有的

成语、习语等，创造出新的语言表达形式; 替换即

用译入语中的词语代替原文的词语，意义可能不

完全对等，但却为读者充分理解原文提供便利。

互文翻译方法的运用，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上使读

者在认知语境方面与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交际意

图达到最佳关联，而这种最佳关联可以使读者通

过最小程度的推理付出却获得最大效度的认知理

解。所以，最佳关联是译者追求的目标，也是文化

信息传播的关键因素。不难看出，互文的翻译策

略可以促进文化外宣的成功。

5 对林语堂翻译作品的互文性分析
与其说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是创作，不如说是

翻译。因为他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用英文翻译给西方读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

变通翻译。正如上文所言，一涉及到文化的翻译

就必然要谈及互文性。

首先从《京华烟云》来分析林语堂翻译作品

中涉及的广义互文性。1938 年春天，林语堂突然

想着手翻译《红楼梦》，然而几经考虑后感到不合

时宜，因为《红楼梦》与现代中国相距甚远，随即

决定动手写一部小说。《京华烟云》首先用英文

写成，旨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这部作品与

《红楼梦》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皆讲述在独具特

色的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之间的感情与利益纠

纷。林语堂很推崇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同时，

由于家庭因素和留学背景，也接受过基督教文化

的洗礼，因此，其作品还体现集儒释道与基督教于

一体的宗教和哲学观。例如木兰这一人物形象既

有东方女性的智慧和美丽，又有西方女子的独立、

坚毅，同时她还支持丈夫纳妾，因此这一人物反映

出林语堂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兼具东西方女性

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对人物的烙

印。从广义互文性的角度看，《京华烟云》清晰地

显示出其它文本、林语堂本人亲历的社会事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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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个人思想对这部著作的影响。
从狭义互文性的角度来分析林语堂的译作，

我们发现的互文翻译方法主要有: 注释、用典、仿
拟、替换。下面笔者以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
为例，探究其中的互文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首先来看增加注释的例子。

① 始则折桂催花，继则每人一令，二鼓始罢。
∥At first we played a game with a twig of cassia* ，

and later each one was required to drink one round，

and we did not break up till ten o’clock in the
night． ( 注解［* ］: This is a game similar to“Going
to Jerusalem”． A twig of cassia blossoms was passed
round from hand to hand as long as the beat of the
drum continued． The one found with the twig in his
hand when the drum stopped beating was required to
drink． ) ( 沈复 2009: 287)

原文中的“折桂催花”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行

酒令，反映出我国丰富的酒文化。原意指一群人

坐在一起，准备一枝肉桂枝条，随着鼓声响起，大

家像击鼓传花一样开始传递肉桂枝条，鼓声停止

的时候，肉桂枝条传到谁的手上，谁就要喝一杯

酒。而在西方国家，going to Jerusalem 是人们熟知

的游戏。游戏形式为: 不限人数，需要准备椅子，

并且椅子的数量必须比人数少一个，然后把所有

的椅子摆成一个圈。随着音乐的响起，大家开始

围绕着椅子走，音乐停止的瞬间，所有人都要争取

坐到椅子上，没有坐下的人就会被淘汰。由此可

见，“折桂催花”与 going to Jerusalem 有异曲同工

之妙，读者借助注释，通过相似的游戏可获得关于

中国酒文化中“折桂催花”的联想，如若音译或直

译则达不到同等的效果，反而会使读者感到困惑。
因此，林语堂采用增加注解的互文翻译方法，以顺

应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找到“折桂催花”与 going
to Jerusalem 的相通之处，在读者潜在的认知语境

中通过相似的意象来阐释异域文化，从而与读者

的认知语境达到最佳关联，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下面是用典的例子:

② 又在扬州商家见有虞山游客携送黄杨翠

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余未见其可也。∥Once
I also saw at the home of a merchant at Yangchow two
pots，one of boxwood and one of cypress，presented
to him by a friend from Yüshan，but this was like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Outside these cases，I
have not seen any really good ones． ( 同上: 95)

“明珠暗投”的字面意思是把光亮的珍珠偷

偷放在行走的路人面前，但没有路人敢上前去拿，

后来引申为贵重之物落到不识货的人手里，也指

有才华的人不受重视，沈复用这个词来暗指老板

不识货。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出自《新约·马

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不要把圣物

丢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以免圣物和珍珠被

它们践踏。可见，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也喻指

不要将好东西留给无法欣赏它们的人，在这里与

“明珠暗投”的含义相似。林语堂用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这一众所周知的教义典故，使西方读

者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产生关于“明珠暗投”
的互文联想，兼顾读者的认知语境和原文的交际

意图，可以加深读者对“明珠暗投”这一成语的理

解，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下面是仿拟的例子:

③ 挥金如土，多为他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all for the sake of other people． ( 同上:

129)

“挥金如土”是我们常用的成语，形容挥霍无

度，花钱不知节俭，典出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
符离之师》———挥金如土，视如等闲。英语中也

有类似的说法，spend money like water，但这个习

语的类比对象是 water( 水) ，而中文的类比对象却

是“土”。英语的发展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汉语

则明显具有农耕文化的特色( 曹军毅 2002: 92 ) 。
从地理位置来看，英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因此以

英语为母语的人们自然对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

种感情是大自然赋予的，并被烙上时间和历史的

印迹，无法磨灭。我们的祖先经历过几千年“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农业一直是我们赖以生

存的基础产业，所以土之于华夏儿女正如水之于

英国人。林语堂仿照 spend money like water 的结

构对其 进 行 改 造，将 水 换 成 土，“挥 金 如 土”与

spend money like water 很相似，所以二者产生最佳

关联。读者关于“挥金如土”的互文联想被激发，

不仅对该成语的字面意义有所了解，还可以认知

其中隐藏的中国特色，所以这个仿拟的互文翻译

方法完美地向读者传递出中国文化。下面是替换

的例子:

④ 七月望，俗谓鬼节。∥The fifteenth of the
seventh moon was All Souls’Day． ( 同上: 29)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即人们俗称的鬼节，

又称七月半、施孤，佛教则称其为盂兰盆节，鬼节

与重阳节、清明节、除夕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
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健在的人们会为已故的

亲友扫墓、烧纸、准备祭品等，以表哀思之情。All
Souls’Day ( 万灵节 ) ，时间一般为每年 11 月 2
日，是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节日，意为纪念在地狱

021

2019 年 武建国 牛振俊 冯 婷 互文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宣 第 6 期



中洗涤罪恶的亡灵。与中元节相同，人们在万灵

节这天也有很多习俗，诸如将圣水撒向墓碑、在家

中为逝者供奉食物，以及晚上要吃燕麦粥，等等，

这些习俗也是为祭奠亡灵，以减轻他们在地狱中

受的苦难。由此可见，中元节与万灵节极为相似，

都表达生者对亡者的思念。林语堂不仅将原文进

行表层的文字转换，还将其与译语文化进行对话交

流，然后用与之相似的 All Souls’Day 代替鬼节，帮

助读者产生与 All Souls’Day 相关的互文联想，同

时为避免歧义，对鬼节的具体时间加以补充说明，

使原文蕴含的文化信息与读者的认知语境达到最

佳关联，以使读者充分理解“七月十五”这一中国

特有的民俗节日，推动文化的传播。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最佳关联是译者处理

文化信息的关键所在，而互文翻译方法的使用会

导致最大关联或最小关联的产生。最大关联虽可

使译文尽量贴近读者，但却可能丧失原有的文化

意象，使跨文化交际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最小关

联可使源语文化意象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却

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障碍，因为读者须要借助相似

的事物来完成对异国文化的认知。最佳关联介于

最大关联与最小关联之间，取二者所长，既展现源

语的文化内涵，又兼顾读者的阅读难度，所以译者

要巧用互文的翻译策略。林语堂为推动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译介活动对当今

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值得后人不断地学习和研究。

6 结束语
本文分析以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外宣所面

临的棘手问题，即外宣成功的关键在于译文能否

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者须要采用与互文性理论

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以实现源文本与译本的互文

结合; 同时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

采用读者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原文的信

息。互文的翻译策略可以使读者通过相似的事物

去认知异域文化，填补其认知语境的空白并产生

心灵上的共鸣，从而推动文化的对外传播。市场

的主体是读者，获得读者的肯定与喜爱是外宣成

功的标志。希望本文提出的互文翻译策略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宣提供一些

可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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