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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出去”不仅要重视翻译，还一定不能忽略传播。作为跨文化传

播行为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以传播效果为根本关切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

应遵循“三阶段译传模式”，即第一阶段是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代理人的遴选; 第二阶段是作品的翻译; 第三阶

段是译著的传播。传播学和一些较成功案例能对此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给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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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stag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Xie Ke Zhang Xiao
(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Chongqing 402160，China)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and both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if we want contem-
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be truly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
nese literature is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With communication effect as a major concern，it ought to abide by
Three-stag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to follow the communication laws to achieve successful effect． The first stage
is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or，writer and literary works，press and ( or) literary agent;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translating of the spe-
cific literary works; the third stage i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some relatively successful
cases can support this model in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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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软实力是生产力，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桥梁，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

能对他者产生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这种隐形的力

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及人民间的交往。为

此，中国政府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确立为国家战

略。文化互通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

容和此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翻译中

国文化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民族性格、国民素质等

诸多方面会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展现在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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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一个国家是一个既有

效又有趣的途径。中国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重要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中国

文学“走出去”的主力。不少的外国普通民众对

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形象的

扭曲和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由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认识产生断层造成。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国家，

特别是外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这些变化了解

不多，这不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这是应特

别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理据。此

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特别想了解当代的

中国( 苏向东 2010) ，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很多外国

人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如在法国，中国当

代文学比现代文学的译传规模更大，受到的关注

更多。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和社会政

治价值更大，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

( 许钧 2013: 11 ) 。其他传播对象国与法国类似，

表现出对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当

代文学正逐渐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中坚力

量。虽然有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取得较好的对外

传播效果，但数量还很少，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

译传效果还不理想。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不是指仅把中国当代

文学作品翻译出去，而更重要也更难的是翻译出去

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能在传播对象国产生影响力，

得到传播受众的认同和接受。当前，中国当代文学

“走出去”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学

“走出去”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走出去”理论研

究滞后( 潘文年 2011: 5) ，“如何提升中国当代文学

译传效果”应成为研究的核心。传播效果是传播学

研究的核心议题，传播学能给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研

究提供理论养料，给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实践

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在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中国当

代文学译传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

“三阶段译传模式”，该模式由传播学相关理论整

合而成，译传较成功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能证明此

翻译传播模式的有效性。

2 基于传播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实践的

“三阶段译传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文学

译传的数量显著增加，但整体传播效果较差，探寻

有效的中国文学翻译传播模式变得迫在眉睫。科

学有效的译传模式须体现出理论性和应用性双重

特质，脱离翻译实践的译传模式只能是空中楼阁

式的理论虚像，完全建基于经验的译传模式又缺

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往

返才可能发现既有理论性又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科

学有效的译传模式。考察实践要具有针对性，不

能过于宽泛，考察的对象越具体，得出的研究结论

其可推广性越高。本文聚焦的实践是中国当代文

学译传，只有对考察对象的本质和最大关切有准

确而深刻的认识才能选择出恰当的理论。中国当

代文学译传的关键是译著在传播对象国受到读者

的接受程度及在该国产生的影响，即是否能取得

良好的传播效果。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

为和传播过程、发展规律的专门学问( 董璐 2010:

15) ，传播效果研究长期占据着传播学研究的主

流地位( 程曼丽 王维佳 2011: 108) 。传播效果成

为传播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共同关切，传播

效果成为两者之间的纽带，这是传播学能对接中

国当代文学译传的重要理据。传播学认为，只要

存在信息的流动，便有传播( 胡正荣 1997: 62 －
63) 。翻译是源语文本中的信息传递到译者，由

译者用目的语重新编码后的信息再传递到目的语

读者的信息流动过程。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翻译

的本质是传播，翻译活动是一种信息流动、复杂的

特殊传播活动( 刘安洪 谢柯 2014: 4) 。这也是传

播学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理论基础的另一重

要理据。
有些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研究和实践聚焦于

“译者如何翻译”，似乎只要译者双语及其转换能

力强，将原著忠实地译出就完成任务，中国当代文

学译传的核心过程甚至唯一过程就是译者的翻译

过程，译者是整个译传过程的核心主体，甚至是唯

一主体。不能说这一观念完全错误，如对译者专

业能力重要性的强调有其合理性。然而，这一观

念有 3 个问题: 一是其视野较为狭窄，将复杂的中

国当代文学译传过程简化为单一的翻译过程，将

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效果的复杂因素简化为单

一的译者因素; 二是对翻译过程的探讨也较为简

单，缺乏理论支撑，或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对翻译

过程相关要素的互动探讨较少; 三是其缺乏对中

国当代文学译传最终传播效果的关切。在此观念

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研究和实践缺乏对其传播

本质的认识，对影响其传播效果的传播过程诸要

素及其交互作用缺乏了解。传播学先驱哈罗德·
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在《社会传播的结构

与功能》中指出，传播行为是谁对谁通过什么渠

道说过什么，取得什么效果? ( 拉斯韦尔 20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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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5W 传播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揭示出传播

过程的主要环节和要素，还为传播学勾勒出研究

的范围和基本内容。理查德·布雷多克( Ｒichard
Braddock) 在 5W 传播模式基础上增加“情境”和

“动机”两个环节，提出 7W 传播模式( 董璐 2010:

23) 。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
传播效果、传播情境和传播动机 7 要素及其互动

机制成为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同时形成最基

本的传播效果理论。
如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目的是“走进”传

播对象国，获得传播受众的认同和接受，那么其复

杂性就远高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即同一文化情

境中的传播，也高于不强调传播效果的中国当代

文学翻译活动。以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为目标的中

国当代文学译传是一个系统工程，此工程须遵循

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分阶段层层推进和各阶

段彼此照应，形成科学有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

模式。在传播过程 7 个要素中，传播主体是其中

最核心的要素，是联系其余 6 个要素并促使传播

活动致效的关键力量。传播主体不一定是个人，

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只要是首先或主动

地向传播对象发出信息的一方即是传播主体( 董

璐 2010: 41) 。译者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

重要传播主体，但并非唯一的传播主体，而且在特

定阶段译者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传播主体。向传

播对象发出的“信息”主要是指需要对方知道的

信息，如某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与此信

息相关的或有助于其接受的其他相关信息，如某

一知名人物对某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推介。也

就是说，除了译者，作者、出版社、编辑、评论家等

赞助人都是传播主体，有时候甚至读者也能成为

传播主体。显然，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翻译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过程中，在翻译阶段译者无疑

是最重要的传播主体。一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

译传的最重要过程甚至唯一过程就是此翻译过

程，这是十分片面的认识，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

合现实。这一认识将译者认定为最重要甚至唯一

的传播主体，忽略其他传播主体的重要作用。传

播主体是否发挥能动性及其能动性发挥的效果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播效果的好坏 ( 陈 龙 2013:

103) ，作为翻译过程中核心传播主体译者的能动

性发挥的程度关系到作品的最终传播效果。那

么，由谁来翻译则须成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前应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对恰当译者的遴选就

应成为译传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事项。显然，对

译者的遴选，译者不再是核心传播主体，中国当代

文学对外传播的赞助人，如出版社、译传活动发起

者等成为此阶段的核心传播主体。中国当代文学

译传活动的赞助人须充分考察译者的 3 个方面:

一是译者的双语语言文化水平及文学素养能否胜

任翻译任务; 二是译者的能动性，译者是否对传播

受众的阅读喜好及传播对象国的阅读市场有充分

的认识并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恰当调整以促进译著

的传播效果; 三是译者的形象是否有利于译著的

认同和接受。与遴选译者同等重要的是对拟译作

者及其作品的遴选，处理这一事项的传播主体主

要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活动的赞助人，如出版社、
传播发起方和译者。这些传播主体会基于传播目

的、目标市场、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个人兴趣等因

素遴选拟译的作品。一般来说，知名度大，形象好

的作家作品更容易被选中; 作品内容符合传播受

众的品味，有望取得较好市场表现常常是遴选的

关键指标。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发起方

不是出版社，而是政府、机构或组织，那么对出版

社的遴选也应发生在翻译阶段之前。在这种情况

下，对外传播发起方须充分考察两个方面: 一是出

版社对目标市场的了解程度及市场运作水平; 二

是出版社的形象是否能对译著的传播效果产生积

极影响。如果传播发起方是作者个人，翻译前阶

段就是对出版社和译者的遴选。由于国外作家出

版作品的主流方式是将出版的一切事宜交于聘请

的文学代理人，因此文学代理人已成为欧美出版

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对作者来说，他们能提供

有价值的写作规划和建议，能改进作品和包装作

家，帮助作者寻找好的出版社，开发作品的附属版

权; 对出版社而言，他们能充当出版社“书探”的

角色，简化编辑工作并为出版商分担风险( 叶新

李雪艳 2012: 15 － 16) 。因此，对文学代理人特别

是对在国际出版方面经验丰富、成果显著的文学

代理人的遴选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前阶段的

重要事项，特别对传播发起方为个体作家而言尤

其重要。概括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第一阶

段即是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代理人的遴

选; 第二阶段是特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
译者须以传播效果为依归，充分考虑作品的传播

情境、传播动机、传播受众等要素，在适当的时候

采用变通翻译策略，对传播内容作有利于传播效

果的调整。在这一阶段，除了作为核心传播主体

的译者外，作者、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编辑、文学代

理人等赞助人也是传播主体，这些传播主体常常

会与译者互动，在翻译策略等方面提出建议，这些

传播主体在促进译著传播效果方面发挥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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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译著完成后，整个译传活动便进入第三

阶段，即译著的传播。这一阶段是译传研究与实

践最易忽略的部分，这一阶段是整个译传活动的

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逊于前两个阶段的重要

作用，有时甚至在促进译著传播效果方面会发挥

关键作用。即使是在同一文化语境中，也不是作

家完成作品后交给出版社就万事大吉。出版社常

常会以广告、召开新作发布会、组织作家与读者见

面会、聘请知名人士撰写书评等方式宣传作品以

提升作品的认知度，进而促进作品的销量。作品

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复杂性更大，不注重译著完

成后的传播将很可能导致其认知度低的结果，难

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说译传

的前两个阶段更多的是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

传播学的作用，那么第三阶段就能充分而直接地

体现传播学思想。为了提升特定中国当代文学译

著的传播效果，在译著的传播阶段，编辑会与作者

和译者商讨( 也可能不与他们商讨) 后对译著的

语言、内容、形式等作出调整，出版社和文学代理

人等赞助人会对译著展开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宣传

与推广，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提升译著的传播效

果，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一阶

段遵循的最重要传播原则是目标市场导向原则，

完全遵循以传播效果为根本关切的传播规律与原

则，传播学相关理论与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这

一重要阶段中。此外，这一阶段还包括出版社等

传播主体对译著传播效果的动态评估，评估结果

将返回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以反思译传活动和

修正相关环节，促进修订版译著的二次传播，为其

他的译传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照。属于特殊传播

活动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活动应严格遵循传播规

律，要在传播学的观照下结合中国当代文学译传

的特点和现实进行。我们认为，能取得良好传播

效果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实践应由 3 个阶段组

成。第一阶段: 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代理

人的遴选; 第二阶段: 作品的翻译; 第三阶段: 译著

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三阶段译传模式”的各

个阶段环环相扣，不同阶段的传播主体及其角色

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更有显著不同之处。此外，

该翻译传播模式还体现出传播的双向性，对传播

受众反馈的重视能促进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

动，激活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所有 3 个阶段或局部

阶段的重启，形成完整的或局部的循环，改善译著

修正后的二次( 甚至超过二次) 传播效果。下文

将进一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三阶段译传模式”
的每一具体阶段，并结合案例论证其有效性。

3 中国当代文学的“三阶段译传模式”及其

有效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传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

不能划等号，翻译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甚至在译

传活动中并不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为了获得

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开端于翻译

前的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代理人的遴选，

原著的翻译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译著的传播。
3． 1 第一阶段: 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

代理人的遴选

如果原著已确定，作者、出版社或文学代理人

须对译者进行遴选。译者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

核心传播主体之一，其重要性毋庸赘言。译者的

选择需要尽量满足以下 3 个要求: 一是双语语言

文化及翻译能力强，文学素养高; 二是能充分发挥

主体性作用; 三是译者形象好。传播学集大成者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指出信息传播

方和接收方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系统是有效传播的

核心要求( 施拉姆 波特 2012: 57) ，不仅指信息的

符号呈现方式，还包括内隐于信息符号里的思维

与逻辑，在中国当代文学译传中即指与语言相关

的一切要素与蕴含于语言内的思维和逻辑与传播

受众的相同或相近。唯有满足第一条要求才能基

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实现有效对外传播。传播主

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播致效的关键要素，作为核

心传播主体之一的译者须基于对传播情境、传播

动机、传播受众的把握，对传播内容进行有利于传

播效果的调整。译者的主体性还常常体现在翻译

之前的题材选择上，译者基于对传播受众阅读期

待及习惯的深刻把握遴选出拟译的作品。对译者

的第二条要求主要是需要译者能系统地考量影响

译著传播效果的诸要素，能在促进译著传播受众

认同和接受方面发挥最大作用。译者形象好主要

包括译者的“自己人”效应和可信性两个方面。
对外来事物的抵制几乎是所有文化的条件反射，

翻译会给目的语文化带来冲击，对其固有的语言

和文化带来威胁( 朱志瑜 2009: 8 ) ，如果译者是

“自己人”，传播受众的接受度会更高。传播学的

“自己人”效应理论指出，如果传播主体与传播受

众的种族、文化背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一

致或相似，传播受众会更容易接受传播主体传播

的信息( 水淼 2009: 86) 。传播主体的可信性主要

包括传播主体的信誉和专业权威性( 郭庆光 1999:

201) ，如果译者在所在领域具有公认的权威性，职

业道德强，传播受众会更为认可其传播的信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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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的传播对象国

或母语为目的语的汉学家兼翻译家能很好地满足

上述 3 条要求，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译者的首选。
在海外传播效果较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

多为传播对象国或母语为目的语的汉学家兼翻译

家，如莫言系列作品和姜戎《狼图腾》的美国译者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麦家《解密》的英国译

者米欧敏( Olivia Milburn) ( 孟祥春 2014: 73 － 74，

张秀琴 笪鸿安 2012: 80，张淑卿 2015: 208) 。译者

的第二选择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熟悉且精通汉

语的母语为目的语人士。由于汉学家兼翻译家数

量有限，这一层次的译者是未来需要发现和培养

的重点，如可以发掘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外

国普通民众，遴选条件合适的外国留学生，重视符

合资质的华裔( 如《三体》和《北京折叠》的译者刘

宇昆) 。中国经济的崛起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

生到中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是可以培养和挖掘的

未来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重要资源。我国高校可

以为留学生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翻译的相关课

程，甚至设置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专业，这在一定程

度上关乎我国未来当代文学译传的可持续性发

展。译者的第三个选择是中外双译者，中国译者

翻译初稿，传播对象国或母语为目的语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给予建议和意见，对翻译初稿进行修正。
这一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译者的上述 3 个

要求。译者的第四个选择是中国本土的对中国当

代文学和传播对象国及其读者比较了解的资深译

者。中国本土译者暂时只能作为第四选择的主要

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上述 3 条要求。
他们的目的语语言水平和对传播受众的认识程度

还难以构建出与传播受众一致的信息符号系统，

也不是传播受众的“自己人”。母语为目的语的

译者能根据传播受众的兴趣和需要进行精妙表达

( 史凯 吕竞男 2013: 58) ，这种精妙性不仅体现在

语言的表层，还体现在隐藏于语言之中的思维和

逻辑，整个翻译过程是不言自明和无意识的，这是

母语为非目的语译者难以做到的。
译者、出版社或文学代理人都可能是作家作

品的遴选人。作家如果为传播受众熟悉或喜爱会

更利于译著的接受，传播主体形象理论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对此作出解释，最为关键的是拟译作品

的选择。选择方须基于传播情境、传播动机、传播

受众等要素进行选择，选择的作品须符合传播对

象国主流人群的品味，甚至要对接精分的阅读市

场。《狼图腾》创造中国版权贸易的诸多第一，于

2007 年在国际上首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

美主流市场的畅销书，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 陈燕 2010: 72) 。《狼图腾》成功对外传播的一

大原因是: 小说关注人与动物如何相处、如何解决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如何对接等国际热点议题，小说中透射出的普

世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较吸引西方读者，其精彩

的讲故事手法及审美情趣也是吸引国际读者的

“法宝”( 陈燕 2010: 77，李燕 2015: 92) ; 此外，《狼

图腾》体现的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流行于

欧美的生态文学，有利的传播情境对其海外接受

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吴秀明 陈力君 2008: 46) 。
麦家的《解密》英译本在上市当天就创下中国作

家在英语世界销量的最高纪录，赢得西方主流媒

体的好评，并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成为入选该

文库的唯一中国当代作家。《解密》的谍战主题

具有世界性，故事引人入胜，还与国际热点“棱镜

门”事件不谋而合。“企鹅当代经典”书系的编

辑总监基施鲍姆认为，《解密》的成功在于此作品

颠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题材是世界性

的; 张颐武也指出，好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

播最重要的前提( 饶翔 2014) 。2015 年 8 月 23 日

《三体》获得国际科幻界最高奖“雨果奖”，这是亚

洲人首获此奖，并且跻身“2014 年度全美百佳图

书榜”。《三体》的世界性主题及高超的故事讲述

手法无疑也是其产生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原

因。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他们对中国文

化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中国性

或地域性太强的作品往往海外传播效果不理想，

因此选择的作品现阶段应平衡好中国性和世界

性，应以世界性为主，应符合多数传播受众的品

味，故事的讲述方式应是受众喜闻乐见的。
对作家作品的选择需要选择方依据精分市场

原则细心考量，不同的传播对象国可能对题材的

偏好会存在较大差异。德国汉学家兼翻译家顾彬

指出，美国和德国的市场完全不一样，美国读者都

希望外国书有 happy ending，而德国读者却没有这

样的偏好; 此外，因为德国大多数读者是女性，女

性作家如虹影、卫慧、棉棉等的小说在德国的销量

不错( 朱安博 顾彬 2017: 119 － 120 ) 。传播效果

理论中的“使用—满足”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传播

受众并非被动接受传播主体传递的信息，而是主

动寻 找 能 满 足 个 人 需 求 和 动 机 的 信 息 ( 陈 龙

2013: 230) 。传播心理学家指出，传播对人的作用

点是人的心理，传播受众心理系统会对传播的信

息进行选择，传播效果实际上是传播与心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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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产物( 林之达 2014: 67; 17 ) 。选择的作品

须满足传播受众的需求，与其心理构成产生心理

反应，这是传播致效的前提。
如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发起方为作者、中方

出版社、译者、文学代理人、政府、组织或机构，就

需要遴选出版译著的出版社。传播诸要素中传播

媒介的巨大作用常常被忽视，在中国当代文学译

传研究与实践中亦如此，出版社在译传实践的第

三个阶段中扮演关键角色，是此阶段的核心传播

主体。近年来“传播力”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

点话题，传播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传播媒介，大

众传媒的传播力是指其达到传播受众、影响社会

的能力( 张春华 2011: 77) 。属于大众传媒的出版

社的资源占有力、市场运作能力、品牌效应等是传

播致效的重要保证，译传第三阶段的成效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出版社的传播力，对译著的最终传

播效果影响很大。《狼图腾》全球英文版权由企

鹅集团购得，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企鹅出

版社在所在国开展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解

密》各语种译本的出版和传播也由所在国的知名

商业出版社负责，如英国企鹅出版社、被誉为“诺

奖御用出版社”的美国 FSG 出版集团、西班牙语

国家第一大出版集团“环球”、被誉为“法国出版

界教父”的罗伯特·拉丰出版社等。《三体》英文

版在美国的出版社是美国科幻文学领域最知名和

最专业的出版社之一。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出版

社应首选海外知名的商业出版社，这类出版社资

源丰富，对目标市场熟悉，对传播受众有深刻的把

握，市场运作能力强，不仅能在作品选择方面给予

传播发起方有价值的建议，与译者的互动还能启

发译者采用变通翻译策略对原著进行适应性调整

以提升译著的传播效果，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是

其专业而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对译著的接受能产

生重要甚至关键影响。此外，选择传播对象国的

出版社还能产生“自己人”效应，有利于译著的接

受( 谢柯 李艺 2015: 83) 。
如果传播发起方是作者、译者、政府、组织或

机构，还可能对文学代理人进行遴选。聘请文学

代理人全权处理作品相关事宜已是欧美作家出书

的主流方式，作家只需聚焦写作，无需将精力花在

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而且文学代理人还能给作家

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提升作品的市场接受度。中

国当代文学译传的文学代理人的工作主要包括寻

找合适的译者、出版社，处理版权相关事务，帮助

传播发起方获得最大回报等。莫言和麦家等一些

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都有海外版权代理人，对其相

关作品的海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译传文学

代理人应对目标市场有充分了解，业务能力强，最

好是传播对象国本土资深文学代理人。须说明的

一点是: 文学代理人与版权代理人不完全一样，前

者处理的事务更广，后者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专

门处理版权相关事宜的专业人士。在海外专业版

权代理人的帮助下，中国作家和译者能适当调整

“中国故事”的讲述内容和方式，提升译著的海外

读者接受度( 刘丹 2016: 52) ，还能在推动译著传

播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3． 2 第二阶段: 作品的翻译

作品确定后，译传进入第二阶段，此阶段止于

译者提交出版社版本的完成。以往的翻译研究与

实践往往忽略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特点，在翻译

研究中应充分考量翻译的传播性质( Wilss 2001:

55) 。翻译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交换活动，任

何类型的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所要完成的任务都

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 吕俊 1997: 39 － 40) 。在

此阶段，传播学的最大启示是译者应以传播效果

为根本关切，系统考量传播致效的诸要素，充分发

挥主体性，积极与赞助人互动，提升译本的接受

度。大多数传播活动都会存在信息过滤行为，即

传播主体作为“守门人”对所传信息进行把关

( 谢柯 廖雪汝 2016: 16 ) 。中外各方面的差异在

很大程度上使译传活动的信息把关成为必然，在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译者和赞助人等

“守门人”会对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把关，在

必要时作出一定的调整，以提升译著的接受度。
在作品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传播情境、传播动

机、传播受众等要素对作品的内容、语言、形式等

进行把关，是翻译过程的核心“守门人”，出版社

相关人员、作者、政府等赞助人也会在考量这些要

素的基础上给译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作品的翻译过程是信息把关的过程，译

著是诸传播主体把关的产物。获得良好海外传播

效果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多存在较明显的把关现

象。葛浩文明确主张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

他所译的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存在把关行

为。葛浩文认为，有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些

段落是典籍的引用，不仅抽象难解还与作品的相

关性低，有些段落则是空洞的说理，会影响读者的

阅读感受，还可能使读者产生负面情绪，因此，在

翻译《红高粱》时征得莫言同意，葛浩文对有些段

落作出删减①。为了提升译著的可读性和考虑到

有些内容可能会让某些读者产生反感情绪，在翻

译《狼图腾》时对引子、部分与主题相关性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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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和内容也有过删减。葛浩文的翻译明显体现

出“以读者为中心”。为了译著的可读性，有时还

会对小说“动大手术”，如对小说的结构进行调

整，删减非叙述评论，通过语言和修辞等手段调整

小说的节奏等，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的积极把关

对译著的接受影响巨大。王安忆的《长恨歌》中

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由美国汉学

家兼翻译家白睿文和美籍菲律宾华人陈毓贤合作

翻译的英文版《长恨歌》却很美，在美国获得许多

奖( 王浩成 2016) ，译者对作品作过很多调整，其

把关促进《长恨歌》的海外传播。考虑到传播效

果，最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译者是外国翻译家

( 李翼 2017: 98) ，在保证译著的语言符号系统与

传播受众一致的前提下，译者( 常常需要和赞助

人互动) 应充分考量影响传播效果的诸要素，对

内容、表达、形式等进行把关，为译著的成功对外

传播发挥应有的作用。
3． 3 第三阶段: 译著的传播

译者将译稿交给出版社后，译传的第三个阶

段随即开启，这一阶段应遵循通过大众传媒实施

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原则，传播模式应和传播对象

国本土作品的传播一样。这一阶段主要包括 3 部

分: 一是编辑、封面设计者和版式设计者等加工制

作译著的终版; 二是传播主体对译著的宣传推广;

三是传播主体对译著传播效果的评估。译者交给

出版社的译本往往并非是最终出版的版本，母语

为目的语的编辑应从编辑出版角度对译著进行编

辑加工，使译者的信息符号系统进一步向传播受

众靠近，如《三体》的美方编辑 Liz Gorinsky 对《三

体 II 黑暗森林》的调整润色超过 1000 处，显著提

高译著的可读性( 陈枫 马会娟 2016: 59 ) 。由于

编辑对目标阅读市场和传播受众了解深，应允许

编辑对除语言外的内容在必要时做出调整。译著

的视觉效果容易被忽视，有时候一些细节可能会

对译著的传播效果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读者第

一眼看到的是封面，然后翻阅时最初最直观的感

受是作品的版式，这些方面不符合传播受众的审

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购买决定，如《从甲骨

文到 E-Publications———跨越三千年的中国出版》
精心设计的封面和版式( 采用网络设计风格) 对

提升其对外传播效果功不可没，该书于 2010 年获

得国际设计大奖———红点传播设计奖 ( Ｒed Dot
Communication Design) ( 陈燕 2010: 172) 。大多国

外图书馆的开本上架规格是 230 × 155 毫米或小

16 开，不同类型的读者对书的大小也有不同的偏

好，这些细节也不能忽略。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整

体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著出版后传播

主体就不再发挥作用。如果是质量高、题材对的

作品国内传播问题不大，但对外传播也这样将可

能严重影响传播效果。比如美国图书市场每年译

作仅占 3%，其中文学译作只占大约 0． 7% ( 傅西

平 2015: 18 ) ，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读译著，其对

译著的需求度和认知度很低，在美国如果不对译

著进行提升认知度的宣传推广，译著很可能淹没

于书海。传播媒介是传播致效的重要要素，在大

众传媒时代，其影响传播受众的作用日益加强。
一般来说，传播媒介如出版社的传播力比个体强，

应成为译著宣传推广的主力，其他传播主体也可

以发挥促进译著传播的作用。出版社可以通过召

开新作发布会、作者与读者见面会、参加国际书

展、聘请知名人士撰写书评、广告等活动和方式提

升译著的认知度，吸引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 也可以和媒体合作) 。出版社策划的一系列宣

传推广活动，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可以为

公众设置“议事日程”。虽然媒体并不一定能影

响传播受众怎么想，但能影响他们想什么，大众媒

介所关注的话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受众对

事件的关注度和谈论顺序，能提升该话题在公众

心目中的重要性，议程设置能在一定程度对传播

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McCombs，Shaw 1972: 176 －
177) 。除 5W 或 7W 传播模式理论，传播效果理

论的“议程设置”理论也是进行译著宣传推广的

重要理据。如企鹅集团针对全球不同地区市场，

实行差异化战略，根据当地读者的欣赏品味对

《狼图腾》进行本土化宣传、包装和装帧设计;《纽

约时报》《时代周刊》、美联社、《泰晤士报》《南德

意志报》《意大利邮报》等世界和当地主流媒体都

对《狼 图 腾》进 行 报 道 和 评 论 ( 陈 燕 2010: 85;

76) ，这些无疑是《狼图腾》取得很好的海外传播

效果的重要原因。在译著传播阶段还需特别重视

意见领袖作为特殊传播主体对传播效果的重要影

响。“两级传播”理论指出，观念并不直接流向一

般受众，而是先经由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

领袖流向一般受众，“两级传播”理论为今天大量

的推广传播和市场理论以及相应的推广活动奠定

基础( 董璐 2010: 231 － 232) 。将译著主动率先传

播到意见领袖( 一般指社会地位较高、具有专业

权威性的知名人士) 并引发其公开发表积极评

论，甚至邀请或聘请意见领袖对译著进行推介或

发表积极评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般传播受

众的购买决定，甚至可能影响其对译著的认同，意

见领袖的观点对译著的宣传推广效果具有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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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作用。如 Facebook 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和《冰与火之歌》( 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改编自

此系列小说) 的作者 George Ｒ． Ｒ． Martin 及四获

“雨果奖”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NASA 顾问 David
Brin 等知名人士对《三体》给予积极评价，对其海

外传播产生促进作用( 廖紫微 毕文君 2016: 64 －
65) 。此外，在译著的宣传推广中，作者和译者也应

发挥作用，如葛浩文、刘宇昆等译者对所译相关作

品进行积极宣传，莫言、麦家等中国当代作家也积

极参与相关作品的海外宣传推广活动。此外，随着

互联网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宣传推广应成

为译著宣传推广的重要方式，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同

时进行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译著传播的第三个部分是对译著传播效果的

评估。若传播主体对译著的真实传播效果不了

解，传播活动就不完整。对译著传播效果的把握

是对传播活动的总结，传播受众的反馈能帮助传

播主体修正译本，提升译著的二次传播效果，也可

为译传提供有价值的启示。译著传播效果的评估

最好由出版社的市场调研部或聘请专业的调研公

司进行，可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深度访谈、
焦点小组访谈等传播效果评估的主流方式。焦点

小组访谈法是传播学中传播效果评估的特色方法

之一( 谢柯 廖雪汝 2016: 18) ，国内翻译界对此法

还比较陌生，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并运用于翻译

传播效果评估中。对译著传播效果的评估最好是

采用两种以上方法，以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当然个体传播主体，如作者和译者，也可以对译著

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只是个体的资源有限，专业

性也不强，评估结果可能会比较片面。还有一点

须特别指出: 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大众，特别是年轻

人的生活，通过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获取

传播受众对译著的反馈应成为译著传播效果评估

的重要途径，可在出版社或图书销售网开辟评论

区以了解读者意见( 许钧 高方 2006: 216 ) ，可在

传播对象国用户量占主导的社交媒体上，如 Face-
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开设账号与传播受众互

动，网上论坛和电子邮件也可用于调查传播受众的

看法。基于网络的译著传播效果评估不仅能提高

效率，还能促进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积极互动，

起到宣 传 推 广 的 作 用，提 升 传 播 效 果 ( 周 鸿 铎

2010: 143 －144) 。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研究与实践

在传播效果评估方面还比较薄弱，应引起重视。

4 结束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涉及选材、翻译、

出版、接受等诸多环节，如何提高译本的接受度和

影响力是个棘手的问题 ( 叶秀娟 马会娟 2017:

118) 。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研究绝不应只关注作

品的翻译，成功的海外传播还涉及其他重要环节。
目前，国内已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学外译其他环节，

如出版、版权代理、海外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但数

量还不多，理论性还不强，具有整合性的研究还很

少见。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传播学与翻译学有天

然的联系，传播学能拓展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研究

与实践的视野，其涉及的诸多环节都能在传播学

观照下得到较好的解释和论证，影响效果评估等

难题也能借用传播学方法较有效地解决。为了取

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传应由 3 个

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 译者、作家作品、出版社、文
学代理人的遴选; 第二阶段: 作品的翻译; 第三阶

段: 译著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三阶段译传模

式”的 3 个阶段环环相扣，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基

于传播学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传诸多环节的整合。
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译传的一

些较成功案例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证明其合理

性和有效性，可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传提供可借鉴

和参照的模式。

注释

①此观点来自于葛浩文 1993 年翻译的莫言小说《红高

粱》译本 Ｒed Sorghum 的序言“Translator’s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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