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论坛

  

视界 1 面瓦再面

  

柳斌杰在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

  

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 ，我很高兴能够和朋

  

友们一起 ，共同参与东西方两种文明之

  

间的深入交流。 从 1299 年《马可 ·波罗

  

游记》问世到现在 ，从遥远的中国文明

  

第一次全面展示在欧洲人的视野中算

  

起 ，已经过去 700 多年了。 在这漫长的

  

时间里 ， 两种文明曾经谨慎地接触 、忐

  

忑地试探 ，甚至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对

  

抗 ，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炮舰曾经多次

  

入侵中国 ，到如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富强起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平等而又

  

平和地互相倾听 、互相对话 、互相学习

  

了 。 从误解到理解 ，从对抗到对话 ，在这

  

一过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 、跨民族 、跨

  

文化交流的桥梁 ，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翻译工作中 ，文学翻译更具有特殊的

  

地位。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作家用他细

  

致的观察 、准确的描述和过人的想象力

  

记录时代 、阐述思想 、刻画人性。 从这种

  

意义上来讲 ， 不管是用哪一国语言 ，哪

  

一种文字写下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都是

  

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而通过翻译 ，

  

使全世界的人可以共同分享各民族创

  

造的这些精神财富。

      

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颇丰 ，2500

  

多年前的中国作家 、思想家是文 、 史 、哲

  

不分家的。 从中国先秦时代以孔子为代

  

表的诸子百家开始 ，中国历代思想家都

  

喜欢用文学色彩浓重的散文来阐发自

  

己的哲学 、政治学 、伦理学思想。 明末清

  

初 ，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之后 ，对

  

中国传统经典极感兴趣 ，他们开始了中

  

国文化经典作品的研读和译介 ，拉开了

  

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与交流的序幕。

      

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文

  

书籍是胡安 · 科沃 (Juan  Cobo ， 约

 

 1546-1592)翻译的《明心宝鉴》， 16 世

  

纪 90 年代 ， 他将这本中国儿童启蒙教

  

育读物翻译成西班牙文 ，中国与西方的

  

文化交流从这一本儿童启蒙教育读物

  

开始，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此后 ，西方

  

传教士利玛窦 、金尼阁等人翻译了先秦

  

诸子经典作品如《论语》《孟子》，纯文学

  

典籍《诗经》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被

  

翻译到西方。

      

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之后 ，引发了知

  

识阶层的关注 ， 并通过知识阶层的传

  

播，使西方一般的读者也接触到了中国

  

文学。 比如伏尔泰将元杂剧《赵氏孤儿》

  

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 ，并称

  

“

中国戏剧展示了人类活动的生动画

  

面 ，并确立一种道德教育
”

。 遥远的东方

  

成为欧洲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或作家 ，如

  

伏尔泰 、珀西 、歌德 、席勒等人创作的重

  

要题材之一
，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了中

  

国的元素，演绎了中欧文学交流史上的

  

一段佳话。

      

在最近这 100 多年中，中国经历了

  

激烈的社会变革。 在这期间 ，中欧之间

  

的文学交流 、文学翻译实际上是对时代

  

呼唤的一种回应。 历经
“

五四
”

新文化运

  

动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艺思潮 ，直

  

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中国曾掀起的几次

  

文学翻译高潮 ，就是最好的说明。

     

 1915 年 ，《新青年》杂志创刊 ，在中

  

国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我们称之

  

为
“

新文化运动
”

，在这次运动中 ，中国

  

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制度 、反对封建文

  

化 、宣传科学与民主 、主张文学革命。 这

  

次运动的主将陈独秀 、鲁迅 、胡适 、李大

  

钊等人与
“

旧文化
”

斗争的主要武器 ，就

  

是翻译欧洲的文学作品。

    

《新青年》创刊伊始 ，就翻译发表了

  

介绍欧洲作家的作品 ，如王尔德 、莫泊

  

桑 、易 卜生 、屠格涅夫 、安徒生 、显克微

  

支等人的作品。 《新青年》的译者翻译西

  

方文学的目的 ， 是希望引入新思想 、新

  

文学 ，借以打破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停滞

  

不前的局面。 在这里 ，西方文学成了批

  

判中国旧文化中糟粕的利器。

     

 1919 年
“

五四
”

运动之后 ， 中国打

  

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 、与世隔绝的状

  

态 ，专门刊登翻译文学的刊物和文学团

  

体纷纷出现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现代

  

派的作品获得全面的翻译和介绍 。 从

  

“

左联
”

成立 ，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

  

之前 ，大量的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

  

中国读者所热爱。

    

抗战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并未中断。 诸多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在此

  

时期与读者见面。 如但丁的《神曲》、乔

  

冶 ·艾略特的《河上的风车》、朱生豪翻

  

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 同时 ，反

  

法西斯文学也给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

  

的顽强力量 ，至今 ，大部分中国的成年

  

人还能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

  

尔在战友娃莲墓前的那段独白：
“

人 ，最

  

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

  

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

  

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 ，能够不为虚

  

度年华而悔恨 ，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在临死的时候 ，他能够说——我的整个

  

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

  

争！
”

      

今天 ， 我们进入 21 世纪已近 10

  

年 ，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早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也

  

今非昔比。 举一个小例子 ，中国欧美文

  

学翻译的开创者林纾 ，早期只翻译了半

  

部《堂 ·吉诃德》，因为他不懂外语 ，只能

  

由懂英文的陈家麟口述原书的英译本 ，

  

他再进行笔录润色。 可现在就不一样

  

了 ，中国直接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螳·

  

吉诃渤已有 10 个版本，其中不乏获得国

  

家级图书奖和翻译奖的优秀版本。

      

从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的总数来分

  

析 ， 1949 年 —1979 年为 5600 多种 ，平均

  

每年不到 200 种。 进入 80 年代后 ，我国

  

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书每年都在千

  

种以上。 近年来 ，欧洲文学的翻译与出

  

版更加系统和规范。 绝大部分著名作家

  

的全集或多卷本选集 、文集已经在中国

  

出版 ，如《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

  

集》《普希金选集》《司各特选集》《海

  

涅选集》《狄更斯文集》《安徒生童话全

  

集》等。 现当代外国文学名家 ，如英国的

  

毛姆 、德国的布莱希特 、法国的莫洛亚 、

  

奥地利的茨威格等人的代表作也大量

  

被翻译成中文。 在庞杂众多的现代主义

  

流派中 ，象征主义 、表现主义 、意识流小

  

说 、存在主义文学 、荒诞派戏剧 、新浪潮

  

～ 48 ～

  

ChaoXing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首

  

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

  

地位。

      

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

  

悠久 、丰富灿烂 、博大精深 ，固然都是事

  

实 ，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 ，或者

  

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 如果放在世

  

界范围内 ，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 ，整体

  

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

  

落后的古代 ，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

  

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 ，

  

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 正如恩格斯所

  

总结的 ，

“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

  

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

  

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

  

须吃 、喝 、住 、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科

  

学 、艺术 、宗教等等
”

。 所以这些文化都

  

适应了各自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并无优

  

劣可言。 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 ， 也谈

  

不上哪个先进 ，哪种落后。

      

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

  

以来 ，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一

  

自愿的和强制的。
一般来说 ，对物质文

  

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 ，而对精神文化

  

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 强势文化往往

  

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 、人力强制推广

  

自己或抵制其他 ， 今天世界上的制度 、

  

宗教 、语言 、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 ，

  

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 ，同样如此。
一方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面 ，自认为居于
“

天下之中
”

的华夏诸族

  

（汉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 ，

  

因而绝不会向
“

非我族类
”

、尚未开化的

  

“

蛮夷
”

推广 ，仅给那些
“

仰慕华风
”

又具

  

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 另一方

  

面 ，

“

蛮夷
”

归化以后 ，就必须接受中国

  

的主流文化。 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

  

置的府 、州 、县内就必须办学校 ，兴科

  

举，尊孔孟 ，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 民间

  

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 ，

  

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 ，在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基

  

本实现工业化 、现代化 、信息化的条件

  

下 ， 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

  

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

  

他信仰 ，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的条件下 ，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

  

接受为前提。 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 ，儒

  

家学说再高明玄妙 ，中国模式再快速高

  

效 ， 也别指望能取别人已有的信仰 、文

  

化 、观念 、模式而代之。

      

因此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

  

的 ，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由

  

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 ，直到改革开

  

放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

  

葛剑雄

  

化的交流。 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 ，能让

  

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

  

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

  

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 其中一个重要

  

方面 ，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 ，他们

  

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带者。 如果他们

  

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 ，

  

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 ，是

  

要学习世界文化。 我们不能坐待各种文

  

化主动传人中国 ，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

  

比较借鉴 ，同类文化优劣立显 ，取长补

  

短顺理成章。 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

  

进的文化自期 ，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

  

优点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

  

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

  

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 到

  

目前为止 ，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

  

样加工 、贴牌生产 ，外销商品中的文化

  

含量还很低 ，文化服务近于空白 ，发展

  

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

  

同文化的相处之道 ：各美其美 ，美人之

  

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这正是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期待。

  ┏━━━━━━━━━━━━━━━━━━━━┳━━━━━━━━━━━━━━━━━━━━━━┳━━━━━━━━━━━━━━━━━━━┓  ┃

小说等知名作家和作品也受到中国广

        ┃

和谐世界 ，和谐来自哪里？在中国先秦

          ┃

说的
“

参差多态才是美的本源
”

。 不同文

  ┃  ┣━━━━━━━━━━━━━━━━━━━━╋━━━━━━━━━━━━━━━━━━━━━━╋━━━━━━━━━━━━━━━━━━━┫  ┃

大读者的关注。 外国作家的畅销书在中

      ┃

思想家孔子的论述中， 我们能找到答

            ┃

明 、不同语言 、不同声音之间的互相尊

    ┃  ┣━━━━━━━━━━━━━━━━━━━━╋━━━━━━━━━━━━━━━━━━━━━━╋━━━━━━━━━━━━━━━━━━━┫  ┃

国城乡所在地方都能看到。

                ┃

案。 他说：
“

和为贵
”

，

“

和而不同
”

，

“

己所

  ┃

重 、互相理解 、开放包容 、理性交流 ，是

  ┃  ┣━━━━━━━━━━━━━━━━━━━━╋━━━━━━━━━━━━━━━━━━━━━━╋━━━━━━━━━━━━━━━━━━━┫  ┃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

        ┃

不欲 ，勿施于人
”

。 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些

        ┃

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实现这个目标有赖

    ┃  ┣━━━━━━━━━━━━━━━━━━━━╋━━━━━━━━━━━━━━━━━━━━━━╋━━━━━━━━━━━━━━━━━━━┫  ┃

国 、阅读大国 ，也是翻译出版大国。

        ┃

思想对当今世界极具现实意义。 和谐来

          ┃

于我们翻译家的不懈努力！

              ┃  ┣━━━━━━━━━━━━━━━━━━━━╋━━━━━━━━━━━━━━━━━━━━━━╋━━━━━━━━━━━━━━━━━━━┫  ┃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 ，就是各种文

        ┃  

自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 、 包容和理解 ，

        ┃    

我希望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句

      ┃  ┣━━━━━━━━━━━━━━━━━━━━╋━━━━━━━━━━━━━━━━━━━━━━╋━━━━━━━━━━━━━━━━━━━┫  ┃

明不断融合与共同发展的过程。 在如今

      ┃

和谐带来和平 ，在和平发展中才能解决

          ┃

结束我的演讲 ， 他说：
“

东西两大洲 ，不

  ┃  ┣━━━━━━━━━━━━━━━━━━━━╋━━━━━━━━━━━━━━━━━━━━━━╋━━━━━━━━━━━━━━━━━━━┫  ┃

“

地球村
”

的时代 ，世界越来越
“

小
”

，文

  ┃  

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 而这需要我

        ┃  

能再分离 ，谁是多识的人呀 ，理应明白

  ┃  ┣━━━━━━━━━━━━━━━━━━━━╋━━━━━━━━━━━━━━━━━━━━━━╋━━━━━━━━━━━━━━━━━━━┫  ┃

明融合与发展越来越快 ，各国之间的文

      ┃

们进行有效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 ，于

          ┃

此！两世界互相研究 ，既是我的希望，东

  ┃  ┣━━━━━━━━━━━━━━━━━━━━╋━━━━━━━━━━━━━━━━━━━━━━╋━━━━━━━━━━━━━━━━━━━┫  ┃

学交流越来越频繁。

                      ┃

是翻译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桥梁和

            ┃

西互相连联 ，也是我的希望。

”

（引自卫

  ┃  ┣━━━━━━━━━━━━━━━━━━━━╋━━━━━━━━━━━━━━━━━━━━━━╋━━━━━━━━━━━━━━━━━━━┫  ┃  

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 ，不再是一个

        ┃  

纽带。 简言之 ，加强不同国家和人民之

        ┃  

礼贤 《歌德与中国文化》， 载 《歌德研

  ┃  ┣━━━━━━━━━━━━━━━━━━━━╋━━━━━━━━━━━━━━━━━━━━━━╋━━━━━━━━━━━━━━━━━━━┫  ┃

国家 ，

一种文明能够单独解决的。 各国

      ┃  

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

        ┃  

究》， 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259  -  260

   ┃  ┣━━━━━━━━━━━━━━━━━━━━╋━━━━━━━━━━━━━━━━━━━━━━╋━━━━━━━━━━━━━━━━━━━┫  ┃

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息息相关 、

      ┃

理解与友谊 ，就必须有大批的优秀的翻

          ┃

页）

                                  ┃  ┣━━━━━━━━━━━━━━━━━━━━╋━━━━━━━━━━━━━━━━━━━━━━╋━━━━━━━━━━━━━━━━━━━┫  ┃

休戚与共。 加强沟通 、密切合作 、应对挑

    ┃

译家 ，担当人民交流的使命。

                  ┃    

最后 ，我谨祝这次
“

中欧文学翻译

    ┃  ┣━━━━━━━━━━━━━━━━━━━━╋━━━━━━━━━━━━━━━━━━━━━━╋━━━━━━━━━━━━━━━━━━━┫  ┃

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 中国一贯

      ┃    

世界不会只有一种文明 、
一种语

            ┃  

出版论坛
”

圆满成功 ，取得丰硕成果！

  ┃  ┣━━━━━━━━━━━━━━━━━━━━╋━━━━━━━━━━━━━━━━━━━━━━╋━━━━━━━━━━━━━━━━━━━┫  ┃

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

        ┃

言 、

一种声音 ，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

          ┃    

谢谢大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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