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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以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

王恩科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HK$

摘D要!在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中$除了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外$译本自身的品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就译本品质的形成而言$译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译者的语言文学修

养&翻译态度&翻译策略等$既是制约译本品质也是制约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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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近年来受到部分学者的关

注#取得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 在已有的

研究中#钟玲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诗的英

译文在美国的经典化问题#徐菊以女权运动在我

国的发展为视角研究1简3爱2汉译本的接受历

史#而宋学智则聚焦于一位译者的某个代表性译

本#即傅雷翻译的1约翰3克利斯朵夫2#探讨翻

译文学经典化的内外因素" 三本著作虽然研究理

路不尽相同#但都以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为对象#从

不同角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文学经典的

建构" 翻译文学区别于本土原创文学#不仅在于

其内容的异域特色#更在于不同译者对同一原作

的不同把握与处理" 因此译者的介入和作用是翻

译文学经典研究中不可忽视#更不能缺少的因素"

翻译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需要

宏观上的把握#也需要从个案入手发幽探微" 哈

代的1德伯家的苔丝2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张谷若的译本不仅是公认的佳译#而且 #GMK 年的

版本也进入 !""" 年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 #""

种阅读书目&其中外国文学 !! 种'" 本文将以

1德伯家的苔丝2为个案#以译者为重点对翻译文

学的经典化进行研究"

一%(道地的中文)!历史的呼唤

#G$H 年#张谷若翻译的哈代著名小说1德伯

家的苔丝2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译者自序%

中#张谷若指出+$我译这本书的理想#是要用道

地的中文#译原来道地的英文"%$道地的中文%不

仅是译者张谷若的追求#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声"

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中$豪杰

译%盛行#随意增删甚至改变故事情节或结构为

数不少" 为了还原作的本来面目#以保存原作风

格为旨归的直译得到了不少学者和译者的推崇"

然而矫枉过正#$直译%变成了$死译%" 因此早在

#G!! 年#茅盾在论及$直译%与$死译%时就说+

$近来颇多死译的东西#44唯因译者能力关系#

原来要直译#不意竟变作了死译#也是常有的

事"%&茅盾##GN%+$%$L$%%'#G!G 年芗叔在1文学

周报2第 N 卷第 GL#$ 合刊上发表$哈代信托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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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称$我很愉快#中国常有人嚷着哈代#然而没

有谁认真译他的东西" 现在哈代信托的翻译出

现#而1金屋2同人极幸运地拿来发表#数重保证#

其能使人满意可知" 赶忙地找着来看#不幸我蹩

脚的中文程度碰壁了" 屏住气#运着脑#看不到二

三页#禁不起涨痛昏花#莫名其妙8 审慎?录下数

节#以见一斑" 倘若有不怕如此硬涩的#不妨购读

全文"%

!在列举部分译文后#芗叔发出了这样恳

切的呼吁+$救救仅仅知道 &;1#不能直接看外国

文字的人们88%&芗叔##G!G+!HG'#G$M 年1读书顾

问2第 # 卷第 % 期上刊登了志英的1一年来的中

国翻译界2#作者指出+$最近几年来#翻译不很受

人欢迎#虽然翻译的方法有人在辩论着#但是读者

因为受了硬译的影响#大都不爱读翻译的文学作

品了" 44原来自从硬译吓退了读者以后#一般

中等程度的读者对于翻译只感到失望#虽然介绍

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始终是被进步的作家和读者所

感觉着"%&志英##G$M+!$L!%'志英进而告诫日后

的译者$不要像硬译者那样拿来作为骗取稿费的

手段"%&同上+!H'可见#无论是翻译批评界还是

普通读者#许多人对张谷若在$译者自序%中所提

及的$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四不相儿%的译文不

仅失去了耐心#而且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

时#人们也在期待流利译文的出现" 1国闻周报2

第十四卷第四期上#萧乾在$评张译1还乡2%

"中

指出+$在某一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担保这译文

将为许多人所钟爱#为了年来国人厌倦囫囵吞枣

的)直译*了#冗长的名字#别扭的对话#复杂着需

要推敲分析的复句" 如今#握到一本这样艰深的

舶来的杰作#读来却如吃面条那么顺嘴" 仅仅这

点)流利*#便足给人以莫大喜悦了"% &萧乾#

#G$K+%%'因此#!" 世纪 $" 年代#人们在长期忍受

$死译%和$硬译%之后#无论是读书界还是翻译

界#不少人发出了渴望流利通顺译文的呼声" 正

是响应时代的呼声#张谷若在翻译1德伯家的苔

丝2时#$用合于中文文法习惯的中文#译原来合

于英文文法习惯的英文% &1德伯家的苔丝2#G$H

年版$译者自序%'#不能不说是对$死译%和$硬

译%的一种反驳#是$一个崭新的试验%" &萧乾#

#G$K+%%'

二%翻译兼研究!译者的追求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中#译者发挥着非常重

要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哈代的1德伯

家的苔丝2的译本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这部小说

早在 #NG# 年就出版了#但直到 !" 世纪 $" 年代才

有了汉译本" #G$! 年#1文艺月刊2从第三卷第一

期开始连载顾仲彝翻译的1苔丝姑娘2#至 #G$$

年 H 月第三卷第十二期译文结束#但可惜的是译

文后来并未结集出版" #G$% 年#吕天石翻译的

1苔丝姑娘2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在 #G%N 年

以前再版 $ 次#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哈代这本小说

影响最大的译本之一" #G$H 年#张谷若翻译的

1德伯家的苔丝2由商务印书馆出版##GM$ 年由上

海文化工作社重印" 其后#张谷若对原有译本一

改再改#分别于 #GMK 年和 #GN% 年出版1德伯家的

苔丝2的第二版和第三版#

" 除上述译本之外#哈

代的这部名著不仅过去有多个译本#而且至今仍

有新译本推出" 但在这众多的译本中#张谷若的

译本多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学术界的

广泛赞誉#尤其是 #GMK 年版的修订版#!""" 年入

选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 #"" 中阅读书目&其中

外国文学作品 !! 部'" 纵观哈代这部小说的汉译

历史#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翻译文学经典是

如何建构甚至重构的"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既涉及原作的文学地位和思

想内容#也涉及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译者的

个人因素"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截取了译入语社会

文化因素中的语言使用予以探讨#本部分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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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金屋,月刊第 #L$ 期上发表的郭有守翻译的哈代的+无名的裘特,% 小说原文共 M$ 节$译文仅为小说最

初的 % 节% +金屋,月刊第 $ 期上+无名的裘特,译文后虽有-未完.字样$但其后几期直至停刊始终未见后续译文$至此

郭有守的译文便无终而终了%

即张谷若译哈代的另一部重要小说+还乡,%

这里是就 #G$H 年版本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修订本时则使用第一版和第二版分

别指代 #GMK 年和 #GN% 年版本%



从译者的个人因素入手#进一步研究在相同的社

会背景下#个别译者是如何凭借其独特的个人因

素完成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

翻译原则是译者在动笔前就已经确定了#并

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 对有些译者而言#翻译

原则可能只是模糊的潜意识#但对其他译者而言#

则比较具体明晰" 张谷若在1德伯家的苔丝2第

一版出版后不久曾撰文指出+$翻译&文学的翻

译'的原则要怎么样5 要忠实" 怎么才算真实5

就是要(7'(+:,87?2770078?+0?27+(535-./" 再说得

具体一点#就是要一个读中文译文的中国人#所得

到的感觉#所引起的反应#跟读英文原文的英国

人#所得到的感觉#所引起的反应#到最相似以至

于完全一样的程度"%&张谷若##G$K.+%K'接着张

谷若对读者$最相似以至于完全一样%的反应做

了更为形象的解释+$总而言之#原文读起来难如

天书#原/译0文也该难如天书#原文如吃面条#译

文也该如吃面条#原文要硬着头皮读#译文也该硬

着头皮读#原文让人落泪的地方#译文也得让人落

泪44原文读人鼻酸的地方#译文也得让人鼻酸

44这样才算是忠实#这样才算是忠实于原文#忠

实于原作者"% &同上'张谷若的这一翻译原则在

其译文的$道地%与方言的使用上表现得非常突

出" 张谷若译文的地道流畅在翻译界是公认的#

其实早在1德伯家的苔丝2出版初期#就有学者指

出+$译者张谷若先生能用中国式的通俗文章#加

上流利而漂亮的修辞#把它介绍给中国的文学读

者#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事"% &沈曙##G$K+#$N'关

于方言在译本中的使用#情况就复杂得多" 哈代

的原作中#作者的叙述语言是标准的书面语#但人

物对话中却因人物身份和教育程度等原因夹杂了

不少方言" 面对这种情况#译者该如何处理呢5

张谷若在1德伯家的苔丝2#G$H 年版$译者自序%

中指出+$原文分明是两种话#译文里变成了一种

话#那怎么成呢5% $所以采用山东东部方言的原

故#一部分因为译者除了北平方言#恰好懂得那种

方言#二来因为那种方言在中国#和道塞郡方言在

英国#仿佛有相似之点"%关于$译者自序%中提及

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哈代研究专家的张谷若女儿

张玲女士做了这样的阐释+$先父处理这些语言

之前#比较过多塞特郡与英国首都伦敦地理位置

的关系以及多塞特方言与标准英语发音的异同#

发现其中和中国胶东&先父故乡'与中国首都北

京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胶东方言与标准中国普通

话发音的异同#大有相应的规律#因此翻译多塞特

方言时#采用了大量胶东方言"%&张玲#!""#+%!'

尽管张谷若在译文中使用山东方言曾在我国翻译

界引起过一些争论&详见韩子满#!""$#!""N(孙致

礼#!""$'#但从译者 $(7'(+:,87?2770078?+0?27

+(535-./%这一原则出发#山东方言的使用也并非没

有道理" 而且在 $" 年代$死译%$硬译%成风的大

背景下#张谷若在译文中使用极具地方特色的山

东方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崭新的试验%#&萧乾#

#G$K+%%'一种有益的探索"

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基础#但是由

于文化差异!一词多义现象等因素的影响#透彻准

确的理解原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谷若在

#G$K 年$翻译者的态度%一文中就说# $就像我译

1德伯家的苔丝2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4<?.(?7:

+- 27(R.9,' ?27:.(S .-: 8(++S7: /.-7+0<?(77?4"

这儿/.-7+0<?(77?#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自然是)小

巷*或)大街*了#而其实不然" 要是译成)小巷*

或)大街*#那就把原文的光景#完全译没了" 原

来哈代在他别的书里#也写过同样的情形#不过写

得详细一点" 他在他的 627f5<?(.8?7: (̀7.827(

!

里有这样一句话#\7?2,<0+//+R7: 27(,' ?27<?(77?

+0/.-7# .<5?W532?5-:5007(7-?/9Z78.//7: ?27(7

Z75-3W+(727:37?2.- 2+,<7<+- 75?27(<5:7" 这可

以证明哈代这儿用的 /.-7这个字#是指树篱夹路

&27:37'的道路#并不是 -.((+R<?(77?的意思"

&这我在1德伯家的苔丝2第三章注三十四里说得

比较详细'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译#或者没

有读到 627f5<?(.8?7: (̀7.827(里那一句话#恐怕

很容易译错了#而且这个错还是很不容易发现#但

是那样错下去#可就离原文太远了" 像这一类的

例#当然很多"% &张谷若##G$KZ+###K'张谷若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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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像/.-7这样十分平常的小词都如此求证推敲#

他在对原文的理解上所下的巨大功夫就可见一斑

了" 对原文的透彻理解不仅体现在词义的推敲和

选择上#更体现在译者对作者和原作的研究上"

在谈到研究原作对于翻译的必要性时#张谷若指

出+$至于关于智识学问一方面#似乎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翻译家#同时也得是一个学者" 44一

个作翻译的人...应该从)字典式*的懂进而为

)百科全书*式的懂" 换句话说#也就是他得取一

种研究的态度#把翻译当作一种研究工作"% &张

谷若##G$KZ+###N'他对$)百科全书*式的懂%的

身体力行主要体现在译本的注释上" 张谷若翻译

的1德伯家的苔丝2先后有三个版本#每一个版本

都有大量注释#尤其是 #G$H 年的版本以注释详尽

丰富著称" 该版本正文部分共有 G!M 条注释#原

作$弁言%和各版$序言%译文部分也有 !N 条注

释#整个注释长达 #M# 页" 在这将近 #""" 条注释

中#除少部分为译文中所用山东方言的解释外#绝

大部分用以解释原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典故!人

物!风土人情!建筑家具等等" 这些注释#少则几

个字#多则近千字" 译本出版的第二年#萧乾就在

1国闻周报2第十四卷第四期&#G$K 年'上$评张

译1还乡2%中指出#$笔者在这里还想指出本书另

一个特殊的美德#那是注解的详尽" 这种傻功夫#

是滥译粗译家所绝不肯卖的力气" 为着学术工作

的认真风气#这力气是应被推崇的"% &萧乾#

#G$K+%%'萧乾虽然评说的是1还乡2#其实将这样

的评语用在张谷若同一年!翻译出版的另一部哈

代小说1德伯家的苔丝2上也同样适用" 张谷若

在1德伯家的苔丝2&#G$H 年版'$译者自序%中指

出+$至于本书的注解#全是译者加进去的#所以

这样详细#一方面固然为的是便于读者#一方面还

想对于研究的人有点帮助"%正如译者所预料的

那样#$这些东西虽然对于读小说的读者并不是

顶需要#然而却足以表示译者对于原作的研究的

功力和对于译文的负责"%&林辟##G%"+##K'至于

注释对于研究者的作用#张玲女士曾说+$北京大

学英语系文革中去世的俞大纲教授在父亲的译作

出版后常主动索要赠书#并且直言+)这些书我都

早读过原文版了#可是我就是要你的注释"*%&孙

迎春#!""%+!H'

尽管张谷若在1德伯家的苔丝2#G$H 年版的

译本上花费了巨大的工夫#但他并未满足#而是在

其后近 M" 年的时间里#两次重译哈代的同一部小

说#那种热情执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作风#在我

国翻译界是不多见的" 与 #G$H 年的初版相比#

#GMK 年和 #GN% 年的两个修订版在两个方面都有

较大变化" 一是方言的使用#二是注释的数量"

两个修订版中方言使用明显减少#尤其是一些仅

仅在山东个别小区域使用的方言被使用范围更广

的方言或标准语所替代" 注释的数量在两个修订

版中也大幅减少##GMK 年版的注释只有 $!$ 条#

仅占初版的三分之一(#GN% 年版的注释增加到

%$H 条#仍不及初版的二分之一" #GMK 年版本中

注释数量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种"

由于 #G$H 年版本中的部分方言词并未出现在

#GMK 年的修订版中#因此 #G$H 年版本中部分针

对这些方言词的注释就不再需要了" 更为重要的

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在 M" 年代特别响

亮#为了使译本更好地满足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

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译者原来为研究者所设计的

部分注释也就随之失去了市场和必要" 也是为了

满足当时普通读者的需要##GMK 年版本无论较

#G$H 年版本还是 #GN% 年版本#语言更加通俗!更

加口语化"

张谷若将翻译工作建立在对作者和作品的深

入研究之上#这不仅为他赢得了$哈代专家% &孙

迎春#!""%+%'的声誉#而且也为他的译本1德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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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若在-谈我的翻译生涯.中说$-+还乡,译完后$又叫我接着译哈代另一本最重要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这两部书$一于 #G$M 年$一于 #G$H 年$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张谷若$#GNG*%M""但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和重

庆图书馆看到的商务印书馆民国版的+还乡,封三上有-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初版.字样% 既为-初版.$说明 #G$H 年

以前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过张谷若译的+还乡,$而且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也只有商

务印书馆 #G$H 年版的+还乡,$并无 #G$M 年版% 因此笔者推测$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张谷若译的+还乡,可能在 #G$H 年$

而非译者 M" 多年后回忆时所说的 #G$M 年%



家的苔丝2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漫漫长路!经典的建构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翻

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也不例外" 早在张谷若翻译的

1德伯家的苔丝2出版第二年#即 #G$K 年 $ 月#沈

曙就在1华年2第六卷第七期上发表了$读了1德

伯家的苔丝2%一文" 在介绍了这部小说的主要

内容后#沈曙总结道+$这本作品的价值#无疑地#

还有许多材料给我们证明#它是伟大的" 译者张

谷若先生能用中国式的通俗文章#加上流利而漂

亮的修辞#把它介绍给中国的文学读者#这实在是

很幸福的事"%即便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卓绝的

岁月里#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张谷若翻译的哈代小

说" 林辟在1西书精华2廿九年夏季号&即 #G%"

年第 ! 期'上撰文#向读者推荐张谷若翻译的1德

伯家的苔丝2和1还乡2" 在这篇名为$两部汉译

哈代小说%文章中#林辟指出+$我们的理想的翻

译家#是应该在自己兴趣的范围以内#选择几部外

国名著#一面力求自己对于这几部书的了解#一面

再把它们译成中文" 大家多方面这样的工作下

去#中国的翻译界或者可以有些成绩" 而这两部

哈代的小说可以说是近乎我们的理想的"%作者

用$近乎我们的理想的%来赞美张谷若的两个译

本#其评价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时隔几年#同样是

战火纷飞的岁月#张谷若翻译的1德伯家的苔丝2

仍然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荐" #G%K 年#徐蔚南在

1青年界2第 $ 卷第 # 期上撰文#称$我负责介绍

张谷若译的1德伯家的苔丝2给青年们#保证青年

们读此书时一定非一口气看完#不肯放手的#而且

保证读了此书可以得到许多益处+第一可以知道

英国的民情习惯#第二可以知道写作长篇小说的

技巧(第三可以知道近代英国的文学名著#第四可

以知道翻译应该如此翻法#才对得起原著" 青年

们要注意#此书中文译本已有多种#但我介绍的是

张谷若的译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分印成二册

的"% 徐蔚南在这里不仅详细列举$读了此书可以

得到许多益处%#而且还在几种不同的译本中力

荐张谷若的译本" 在笔者能够找到的民国时期有

关张谷若译本1德伯家的苔丝2的评论中#几乎都

是众口一词地赞赏#尚未发现负面的评价" 所有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张谷若翻译的1德伯家的苔

丝2在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都受到读书界的

高度赞扬" 然而#张谷若的译本自 #G$H 年出版到

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再版#其中原委既无明确的

史料记载#也没有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笔者

推测#张谷若翻译的1德伯家的苔丝2出版后不

久#我国便陷入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或者由于1德

伯家的苔丝2的铅板毁于战争#或者由于战争期

间财物紧缺#才导致该译本未能再版" 然而令人

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的文化工作社

便于 #GM$ 年重印了张谷若的译本 1苔丝2"

!

#GMK 年#张谷若重译了哈代的这部著名小说#但

译本书名由初版时的1德伯家的苔丝2更改为1德

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2" #GN% 年#张

谷若在前两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德伯家的苔

丝2出版#书名与 #GMK 年版本相同#仍为1德伯家

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2" 关于 #GMK 年和

#GN% 年的两个版本#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较为详细

的说明#此处不再重复"

总之#张谷若翻译的1德伯家的苔丝2自 #G$H

年出版后#他的几种译本一直受到翻译界和读书

界的高度评价" !""" 年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

#"" 种阅读书名中#有 !! 部外国文学作品#张谷

若翻译的1德伯家的苔丝2 &#GMK 年版'就名列其

中" 这既是对该译本的高度评价#也是该译本经

典地位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结语

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译者

是诸多因素中常常被忽视#但却极其重要的因素

之一" 哈代的著名小说1德伯家的苔丝2是世界

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它在汉语语境中经

典地位的确立却并非是任何一位译者都能完成

的" 这部小说在我国的经典化历程是一个漫长而

曲折的过程#其间许多译者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

力" 在众多的译者中#张谷若以其深厚的中英语

言和文学修养!对原作与作者的深入研究!顺应时

代呼唤的翻译策略!反复修改的执着精神等#完成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

该版本为 #G$H 年商务印书馆+德伯家的苔丝,的重印本$但书名不同%



了哈代这部著名小说在我国的经典建构" 张谷若

在长达五十年里#三次翻译修改 1德伯家的苔

丝2#每个版本都受到当时读书界与翻译界的高

度赞扬" 然而在这三个十分相似却并非相同的译

本中#入选教育部 !""" 年为中文系推荐的 #"" 种

阅读书目的是 #GMK 年版本" 这就说明#翻译文学

经典并非一个边界分明!结构单一的简单集合#而

是一个经典化过程曲折漫长!经典化程度高低不

同!经典化地位变动不居的复杂现象" 研究这样

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既要关注社会文化等外在

条件#也不能忽视译者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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