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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孙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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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世纪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有四个鲜明特征: 随中日关系而变化,意识形

态的影响较大,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译者个人因素突出。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在词汇、观

念、形式、题材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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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五个阶段

及两个高潮

日本近现代小说指的是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的

小说,而开启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正是梁启超

1898年翻译的 �佳人奇遇  , 可见这段翻译史主要

集中于 20世纪。因此笔者将以 20世纪为中心来

研究这段翻译史, 21世纪最初 7年的日本近现代

小说翻译也略有涉及。关于 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

学翻译史的分期,王向远在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

翻译文学史  中分为五个阶段, 即清末民初

( 1898! 1919) ,二三十年代 ( 1920! 1936) ,战争时

期 ( 1937! 1949), 建国头三十年 ( 1949! 1978), 改

革开放以后 ( 1979! 2000)。另外,谭汝谦在 �中日

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 把 300年的

中日翻译史分为五个时期, 即萌芽期 ( 1660!
1895) , 第一过渡期 ( 1896! 1911 ) , 发展前期

( 1912! 1937) ,第二过渡期 ( 1938! 1945) ,发展后

期 ( 1946! 1978)。相比之下, 王向远的分期更符

合 20世纪日本文学翻译史的实际。因此, 笔者参

照王向远的分期,并结合谭汝谦归纳的各阶段译书

分类明细表, 简单地回顾了 20世纪中国的日本近

现代小说翻译史。

通过梳理这 100多年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

翻译史,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中有两个高潮:一

个是第二阶段, 即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另一个是

第五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这两个高

潮期的共同点是译者人数多, 译作数量大,影响面

广。不同点在于前者偏重于引进日本的近代小说,

以对抗中国的旧文学, 促使中国文学发生质的变

化; 而后者重在全方位地介绍日本小说, 以填充

∀文革#后的文学空白期, 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这体现出中国文学已经成熟,译介过来的日本

近现代小说不再是文学革命的武器,而是中国文学

的有效补充。也就是说,译介过来的日本近现代小

说在这两个高潮中的作用不同,而且译介的范围也

不一样。从这 100多年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

中, 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是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的主

要载体, 翻译是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进

行深入研究, 以找出这繁荣现象下的深层次规律。

二、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总体特征

近现代的中日文学交流是一千多年的中日文

学交流史中最辉煌的一章,而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翻

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梳理丰富多彩的

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我们发现这段翻译史有四

个鲜明特征。笔者试述如下:

第一,随中日关系而变化。近现代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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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错综复杂而变化多端的, 既有和平友好的时

期, 也有战争动荡的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中

日关系走上了不正常的轨道。后来日本在中国又

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事件、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

等, 第一、第二阶段的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但由于中

国非常需要日本政治变革和文学变革的经验,以及

鲁迅等大批留日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 所以第一、

第二阶段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并没有受到太多

影响,并逐步走向第一个高潮。 ∀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阻碍了正

常的文学交流,也使日本文学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

地位一落千丈。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原来译介日本

近现代小说的知识分子只能放下译笔, 投身到救亡

图存的抗战中去,因此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翻译骤然

减少,所译介的少数小说也是为了配合抗战。日本

投降以后, 中国又陷入内战, 译者们也无心译介日

本近现代小说。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历史原因, 所

以这一时期译介的日本近现代小说也不多, 而且局

限于左翼文学和反战文学,忽视了战后日本文坛的

发展。1972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日关系也开

始迈向正常化的轨道。改革开放以后, 中日两国的

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良好的中日关

系也带动了中日文学交流和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

的繁荣,并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上的第二

个高潮。

第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意识形态决定着

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译者

的选题和翻译策略。第三、第四阶段尤其体现了意

识形态的影响。在第三阶段, 国共两党都坚持抗

战, 打败日本侵略者、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是爱国

知识分子的共识,所以他们为了配合抗战,译介了

一些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本质的侵华文学和在华

流亡日本人的反战文学。而在伪满洲国和汪伪政

权控制的沦陷区, 当权者为了巩固日本的殖民统

治, 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和侵华的合理性,译介

了一些纯文学和侵华文学作品。第四阶段, 大陆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偏左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 作

品的思想内容是选题的首要依据, 艺术价值是第二

位的标准,所以只有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日本左翼

文学和反战文学才得到我国译者的重视,其他小说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排斥或轻视。而台湾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左翼小说自

然不会受到青睐。除了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也存

在有一定独立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某些内化在译

者脑海中的思想意识也会在无意中影响译者的选

题。例如在第一阶段时, 清王朝日益衰落,梁启超

等维新派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满,所以为了开

启民智、实现变法维新,他们译介了日本的一些政

治小说和科学小说。

第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在第一阶段

时, 译者的文学本位意识薄弱, 他们译介的目的在

于输入文明和借鉴日本近现代小说的思想意义,而

不是看重其文学价值,所以他们译介的大多是二三

流的通俗作品,而不是文学名著。例如他们几乎没

有翻译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樋口一叶、森鸥外、

夏目漱石等名家的小说,尾崎红叶的小说虽然翻译

了两种 (吴梼所译的 �侠黑奴  和 �寒牡丹 ) ,但不

是尾崎红叶的代表作。而他们对二三流作家如押

川春浪、菊池幽芳、樱井颜一郎、黑岩泪香等人的作

品却翻译了很多,同时大量翻译的政治小说艺术价

值也不高。第二阶段, 周作人的 �日本近三十年小

说之发达  开启了研究日本文学的风气, 所以这一

时期的译者在选题时少了随意性和盲目性,开始把

小说的艺术价值作为选题标准,译介了大量优秀作

品。第五阶段,翻译家已经成熟, 他们认识到了日

本近现代小说的价值,因而全面翻译了属于纯文学

的小说, 而且有的小说有多种译本。同时为了满足

普通读者的娱乐需要和猎奇心理,他们也翻译了大

量可读性强的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以及趣味性强的

推理小说。王向远经过统计和比较,指出这一时期

推理小说的译本约有 270种左右 (含复译本 ), 占

100年来日本文学译本总量的七八分之一, 约占这

一时期日本文学译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森村诚

一是 20世纪中译本最多的日本小说家。
[ 1]
纯文学

译介与通俗文学译介的共同繁荣是这一时期日本

近现代小说译介的最显著特点。

第四,译者个人因素突出。相对于意识形态和

赞助人而言, 译者选择译本的自由是有限的,但这

并不等于译者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译者虽

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但他们作为具有主观能

动性的翻译主体,可以在可供选择的材料中,选择

契合自己价值观、兴趣爱好、翻译目的的作品, 对于

其他作品可以视而不见,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决定译

本的具体形式。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第三、第

四阶段, 其余阶段都明显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和个

人风格。在这些阶段中, 译者可以选择某一流派、

题材类型的小说,也可以拒绝某一流派、题材类型

的小说; 可以用这种语言风格去表达原作,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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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种语言风格去表达原作;可以用直译的翻译策

略, 也可以用意译的翻译策略。正因为译者在对原

作的选择、理解、表达中发挥了不同的主体性,所以

不同流派、类型的小说在 20世纪的中国才有了或

被重视或被忽视的不同境遇,而且有的小说也有了

不同风格的译本。译者的个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译本世界的面貌。

三、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

影响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大大开拓了中国

人民的视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

王向远所说: ∀一百年来, 我国共翻译出版日本文

学译本两千多种。日本翻译文学对我国的近代文

学、五四新文学、三十年代文学以及八十到九十年

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2]
中国读者从

这些数量庞大、类型各异的日本近现代小说译本

中, 不仅了解到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人的内心世

界, 在思想上受到了启示, 而且也从这些译本中学

到了一些艺术技巧,从而为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转变

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而言之, 日本近现代

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词汇上。实藤惠秀曾经考察过中国 20

世纪 50年代出版的两种辞典 ( �新名词辞典  和

�新知识词典 ,各收新名词 6000多条 ) , 发现其中

的日语词汇和与日语词汇结合的词汇占了大

半。
[ 3 ]
高名凯、刘正淡合著的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

究 和王立达的 �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  

也陈述了这一事实。例如高名凯和刘正淡指出:

∀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

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

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

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 [ 4]
日语词汇进入现代汉语

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留日学生的广泛应用, 二

是翻译的日本书籍的流行,可见日本近现代小说的

翻译对输入日语词汇也是有功的。融入现代汉语

的这些日语词汇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量,带

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思想, 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的

复音化和现代化,使现代汉语表达更加精确。文学

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丰富也必然会带来文学表现

方式的多样化,所以随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而来的

日语词汇, 首先在语言层面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

发展。

第二,观念上。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处

于末流, 为中国传统文人所轻视。梁启超通过提倡

翻译日本等国的政治小说,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文学

观, 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五四运

动#以后,周氏兄弟对白桦派小说的译介, 使中国

作家发现了白桦派主张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理

想主义, 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些思想的合理内

核。 20世纪 20年代末, 后期创造社对日本左翼文

学的译介,促使中国左翼作家在 ∀阶级意识 #上觉
醒, 并使他们把这种意识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由

此可见, 日本近现代小说的译介不仅对扭转中国文

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也在文学

思想上给中国近现代文学以新的启迪,同时也使中

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轻视日本文学的观念,从而能在

平等的条件下开展中日文学交流。

第三,形式上。梁启超的 �新中国未来记  曾
经借用了日本政治小说 �雪中梅  的倒叙手法。除

了倒叙, 梁启超的 ∀新文体 #也来自于政治小说的

翻译实践。在 �佳人奇遇 中, 他把原文的汉文调

文体直译为中文,结果形成了一种半文半白的翻译

文体,并受到学者文人的欢迎。日本近现代小说译

介对中国小说形式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人称

叙事、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等方面。中国古典小说

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在翻译过来的

日本等外国小说的影响下,中国小说家也开始用第

一人称叙事, 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例如,从赤裸

裸地告白 ∀我 #的性欲的 �沉沦  中,我们不仅可以

感受到第一人称叙事的魅力,也能看出郁达夫对日

本私小说叙事模式的借鉴。另外,中国古典小说不

太注重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很少用大段文字刻画

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描绘自然景物,而且在早期的外

国小说翻译中,这些文字也经常被整段删去。随着

日本等外国小说译介的增多,中国小说家开始适应

这些描写技巧, 并逐步加以模仿, 所以中国的近现

代小说才逐渐有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丰富的景物

描写,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第四,题材上。郭延礼在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

概论  中指出, 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

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未涉及的题材类型,这 4种

题材都是从外国小说借鉴来的。
[ 5]
其实, 这 4种题

材中,最早的政治小说和教育小说都译自日本,它

们分别是柴四郎的 �佳人奇遇  和山上上泉的 �苦

学生  ,而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中也有不少是直接

译自日本或从日文转译的。例如直接译自日本的

侦探小说有黑岩泪香的 �离魂病  和江见水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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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海贼 �地中秘  等,从日文转译的侦探小说有

加博里奥的�夺嫡奇冤  (转译自黑岩泪香的日译

本 )等。科学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日本,

影响最大的科学小说家儒勒 ∃凡尔纳的大部分中

译本都是从日译本转译的。例如梁启超译的 �十
五小豪杰  ,依据的是森田思轩的译本。鲁迅译的

�月界旅行  ,依据的是井上勤的译本, 而且鲁迅在

这个译本的�辨言 中写道: ∀我国说部,若言情、谈

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 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

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

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 6 ]
由

此可见,鲁迅当时的小说观也受到梁启超功利主义

小说观的影响。除此之外,押川春浪创作的五六部

科学小说也被翻译过来, 如包天笑译的 �千年后之

世界  ,徐念慈译的 �新舞台  等。不仅如此, ∀ 20

世纪初中国 %新小说 &的主要的小说题材分类概

念, 几乎全都沿用了日本文坛在翻译西洋有关小说

题材类型时所创制的汉字概念 #, 而且 ∀对政治小

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这三种题材的优先提倡,同

时也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启发。#[ 7]
由此, 我们可以

了解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引进新的题材类型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整理,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中的四个鲜明特征,了解到

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 8]

,

从而为我们从文化角度研究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

国的翻译情况, 提供了宏观背景和选题依据。因

此, 我们应该重视并深化日本现代小说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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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M odern Novel Translation H ist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L iterature

SUN L i�chun
( School of F oreign Languag es, H angzhou Norma l Un iversity, Zh ejiangH angzhou 310036, Ch ina )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 ina, Japanese M odern Nove l T ranslation has such four obv ious charac teristics as chang ing

w 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Japan and Ch ina, be ing la rge ly influenced by ideology, be ing emphas ized by bo th pure litera ture

and comm on literature, and g iv ing prom inence to ind iv idua l factors o f a translator. The translation o f Japanesem ode rn novels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concept, form, sub jec tm atter and so on.

Keywords: the translation o f Japanesem odern nove ls; charac teristic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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