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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
考察社会思潮对文学翻译的规约，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与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的时间差。
　　揭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
文学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为中心，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进行比
较。
溯源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并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
　　本书以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
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状况与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关系，文学翻译对我国现
代文学的影响，同时，聚焦五四时期三场关于翻译的论争，分析造成翻译趋向转变、引发可译性论争
的原因；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溯源其各自的代表人物鲁迅与
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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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为美    二、“悲剧”审美意识的生成    三、审美主体普遍化    四、审美功利主义第五章　
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译论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为中心  第一节  鲁迅的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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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鲁迅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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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发
展的重要阶段。
在此期间，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或在国内接触了新式教育，或留洋海外，受到西学熏染。
在这当中，不乏文学家、翻译家。
他们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译介与创作相辅相成。
他们积极倡导文学变革，推进白话文运动；与此同时，他们担负起介绍西方文学的任务，通过他们的
译笔，将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学作品有选择地翻译进来，由此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繁荣局面。
出现这一盛况并非偶然，这与五四时期的国内外背景、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以其“坚船利炮”叩开了中
华帝国紧闭的大门。
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此后，列强又加紧侵略的脚步，不断扩大其在华权益。
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早期开明士人，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迈出了“自强御
侮”、学习西方的第一步。
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由
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
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大体遵循这一轨迹，具体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技翻译活动，主要是服务于晚清军事、外交的需要，译作内容主要围绕
军事技术、国际法等方面；戊戌时期，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翻译了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宣传
西方的政治制度；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内容更为丰富、主题更为深刻，涉及了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介
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新文学的建构，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策动武装起义
，各地革命运动此起彼伏。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廷被迫推行“新政”。
“新政”的推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渐进变革。
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在海外，以张謇、汤寿潜为骨干的立宪派在国内，积极鼓吹君主
立宪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謇政。
五大臣“遍观诸国，激刺在心”，回国后奏请清廷变革政体。
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宪政”上谕，次年下谕设立资政院，“以立议会之基础”②。
革命派的压力以及国内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范围的请愿运动，迫使清廷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
年。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维持了二百多年封建统治的清王朝被推翻。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军阀长期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民主共和徒具形式；尊孔复古
思想回流。
五四前夕，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
在这种形势下，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国的理想和愿望出发，积极探索救国之路。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传统的思想道
德、社会习俗、旧文学展开攻势，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
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③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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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思想武器。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马列主义的传播，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等等，都标志着新文化运动　　的进一
步发展。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通过各类知识分子传人中国，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实验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
从地域上看，或来自欧洲，如法国、俄国、挪威、波兰，或来自美洲、亚洲，如美国、日本、印度等
。
在文学领域，以艺术倾向而论，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就中国作家接受和
借鉴的程度而言，世界文学潮流中的大多数流派都能在当时中国找到代表作家或文学流派。
④正如郑伯奇所言，在“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
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
”①各种思潮流派的交错杂陈，一方面反映了民初西学东渐的全面、纵深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
大知识分子寻觅“救国良方”的急切心态。
　　新文化运动首先在文学领域展开，许多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到文学翻译活动中。
王哲甫曾说：“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
成了毒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②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
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直接推进了中国的文学改良和新文学的建设。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五四”特殊的社会背景
和社会条件，敦促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文学翻译在“救亡启蒙”的氛围中得以
发展、繁荣。
　　第二节　翻译状况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
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拓展，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
据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中理论25种，
作品总集13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其中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英国21种
，印度14种，日本12种。
③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刊行在报刊杂志上未能搜集成单行本的还有很多。
据王建开先生统计，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其中在1919-1927年不到
十年的时间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已达437部④：　　与晚清时期译者的工作形式不同，五四时期的译
者们组建或参与了不少社团，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并创建了各种刊物，如《新青年
》、《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季刊》等。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形成了翻译队伍和不同翻译流派。
这些社团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一、新青年社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15—1917年是第一阶段
，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1918—1921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
发展阶段，出版了“易卜生号”，注重介绍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的文学。
①《新青年》的译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翻评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是
藉此引入新思想、新文学，改变旧文学。
茅盾也曾提到：“那时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
》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
发表他们对它学的议论。
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
作物——旧文艺”。
①因而，《新青年》的翻译明显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制约。
比如，重视与中国国情相近似的俄国、印度等国家作品的翻译，尤其是把俄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放在突
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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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卷《新青年》中共刊载11个国家的33部作品的译文，其中俄国文学作品8部、法国6部、英国5部、
日本4部、美国2部、波兰2部、挪威2部、西班牙1部、爱尔兰1部、丹麦1部、印度1部。
可以看出，译者青睐的或者是那些弱大国及弱小国作品，或者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发达国的作
品，这与他们文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这种倾向，在俄国作家之外，法国的莫泊桑、龚古尔兄弟等批判现实主义或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的作品对五四译者显示了它们魅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等民族主义作家更不例外。
此外，安徒生、王尔德等的童话受到欢迎。
《新青年》刊载的翻译作品大致如下：　　二、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
该会发起者有茅盾、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孙伏园
、瞿世英、周作人等12人。
该会成立后，以《小说月报》①作为机关刊物，后出版《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并编印了《文
学研究会丛书》。
“五卅”以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逐渐减少，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小说月报》停刊，文
学研究会无形中解散。
　　文学研究会一经成立就提倡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绍介。
接手《小说月报》以后，文学研究会对它做了全面改革。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小说月报行世以来，已十一年矣，今当第十二年之始，谋更
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
⋯⋯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
宣言还强调“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
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
⋯⋯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
”②茅盾在《小说月报》改版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一文，再次重申：“
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
；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
”③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翻译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月报》除了设有发表译作的栏目“译丛”外，还设有“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谭”，另外
还有不固定的栏目介绍外国文学流派、思潮、现状等。
据统计，从1921年1月出版的第12卷第1期至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12期，《小说月报》发表的
译作中，俄国文学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英国文学8种，印度文学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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